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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科技改變生活習慣 

(一) 智慧科技的產生與應用範圍 

原因 人們持續研發【科學】和【技術】，發展智慧科技。 

目的 為了讓生活更便利。 

範圍 廣泛被運用在住宅、校園與公共服務，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二) 智慧科技普及，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例子 舊習慣 新改變 

家電 
操作 需近距離實際操作 可透過手機遙控 

買東西 需出門 上網購物 

通訊 
工具 

家用或公用電話 撥打固定式電話 

手提電話：價格昂貴且體積龐大 
開始隨身攜帶 
移動式電話 

小型手機：便於攜帶，僅能通話+傳送簡訊 

智慧手機：透過網路可打電話 
                    接收或傳遞影音媒體 

成為生活中重要工具 

(三) 可能產生的問題：  因長時間使用而影響健康  

   有些人(老人家)不會操作  

 

                      CH1現代科技新生活 

1-1智慧科技對生活產生什麼影響? 

 

翰林六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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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便利的智慧住宅與校園 

(一) 科技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無論是居家環境或是校園，都可見
到智慧科技的應用。 

(二) 科技應用場域： 

應用場域 方式 影響 

居家 
環境 

智慧住宅 
使用人工智慧(AI) + 
手機遠端遙控家中電器 

達到節能且方便等功能 
讓居家生活變得更舒適 
  與便利 

智慧 
校園 

智慧學習教室 
裝設電子白板 
【生生有平板】 

讓師生進行教學互動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數位學生證 

透過智慧感應裝置記錄
到校和離校時間 
結合借書、付費乘車等 
  功能 

讓校園生活更加便利與
智慧化 

在校外也能使用 

遠距學習 學生透過遠距視訊方式 在線上進行學習活動 

數位平臺 
是數位學習的一種應用，使學生課後亦可透 
過此一平臺得到相關學習資源，使學生不受 
時空限制，無時無刻都能學習 

 

 

 

 

 

讓
科
技
輔
助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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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服務提升生活品質 

(一) 隨著城鄉網路建置，智慧科技用於改善公共設施、環境、交通
等，提升政府效能和民眾生活品質。 

 

(二) 智慧公共服務 

場域 使用科技 目的 作用/改善 

公共
設施 

無人智慧型圖書館  提供民眾便利的借還書
服務：只要有借書證就
可刷卡進入，自行借還
書 建置無線網路  

環境 空氣品質感測器 監測空氣汙染與異味 
讓民眾可以透過手機，
獲得各種公共資訊與服
務 

交通 

道路即時影像監控 提供即時路況 
政府能即時派員進  
  行改善 

讓民眾了解環境狀  
  況，做好相關保護措
  施 

智慧站牌(公車站) 完整呈現公車資訊 

智慧公共服務因應人們的需求而產生，逐步在城鄉普及，讓公共服務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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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發展 優點：帶動人類的經濟與文明進步 
         缺點：其中資訊數位科技、能源科技和生物科技均對人類有相當大的影    
               響，也可能引發許多爭議。 

 

一、防護個人與政府資訊安全 

(一) 資訊數位科技 

    人們使用手機和電腦等設備，透過網路處理許多生活中事務 

(二) 產生的問題與行動 

現象 問題 行動 

人們的生活或
學習，都與資訊
數位科技密不
可分。 

1. 手機已成為
人們生活中
重要助手。 

2. 學生能使用電
腦設備進入網
路社群。 

1. 任意擷取與轉貼圖： 
  網路圖片、影音都有著作權，
  未經允許不可公開使用或圖  
  利。 

 
2. 在網路上不當言論 

 
 

3. 家中網路被惡意入侵 
   個人資料會被竊取 
  隱私與安全遭受威脅。 

【政府】： 
1.嚇阻違法行為：制定著作權
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等
法規，藉此嚇阻資訊數位科
技的違法行為。 

【民眾】： 
1.遵守相關法規：支持正版影
音，且不在網路發表不當言
論。 

2.勿點選簡訊或信件中的不明
連結。 

                      CH1現代科技新生活 

1-2科技發展為什麼需要管理? 

 

翰林六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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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科技對環境的影響 

(一) 能源科技：能源是維持人類生存所需的動力來源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使得能源科技日新月異。 
 

(二) 產生的問題與行動 

現象 問題 行動 

我國目前主要的發

電方式：火力發電 

 

又可分為燃煤、

燃氣、燃油 

其中燃煤所造成 

  的空氣汙染最  

   大。 

1.火力發電：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造成    

 空氣汙染 

 地球暖化 

 資源耗竭 

2. 核能發電： 

核電廠遭到損害時，核輻

射如果外洩將造成生態

浩劫 

核廢料的儲放仍存在爭

議。 

 

【政府】： 

1.不定期稽查發電廠。 

2.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太陽

能、風力、水力等)。 

 

【民眾】： 

1.民眾共同參與：透過參與建

置公民電廠，在建物屋頂加

裝太陽能板，響應再生能源

發展。 

2.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如隨

手關燈或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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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科技對社會的衝擊 

(一) 生物科技：控制和改造動植物生產品質更好的蔬果與禽畜 

           研發疫苗與藥物治療疾病 

           製造人體器官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帶來希望。 

   (二)產生的問題與行動 

〔註 1〕黃三光、曾經洲（2001）。基因改造作物的優勢與潛藏危機。藥毒所專題報導，(63)，1-11。

https://doi.org/10.29952/YTSCTPT.200110.0001 

 

現象 問題 行動 

1. 種植基因改造作物：  

可以增加產量 

  減少蟲害 

  降低價格 

  紓解全球的糧食  

    危機。 

 

 

2.製造人體器官，為需要

器官移植的病人帶來希

望。 

1. 基改作物造成各種潛在

危機： 

例如：生態系失衡、生物多

樣性喪失、對植物、昆蟲、

鳥類以及對土壤生物造成傷

害、基因移轉、抗藥性的產

生、新病毒產生、抵抗抗生

素病菌產生、市場的流失等

〔註 1〕 

2. 動物複製技術運用在複

製人類，可能產生違背

自然法則等倫理問題。 

 

【政府】： 

1. 制定相關法規，防止生

物科技被不當運用。 

2. 要求業者將生物改造過

的食品明確標示： 

例如：所有使用基因改

造原料製造的食品，都

必須在外包裝上特別標

示。 

https://doi.org/10.29952/YTSCTPT.2001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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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補充：【智慧城鄉在臺灣】 

 智慧裝置 目的 方式 

臺
北
捷
運 

「臺北捷運 GO」
APP  

解決因人潮流量
大，捷運內上下車
的旅客時常會面臨
壅塞的問題。 

APP會以綠、黃、橘、紅區分車
廂的擁擠程度，指引大眾避開人潮
較多的車廂。 

導引光條和「小捷
客」 
  

讓大眾能同時享受
便捷的交通和舒適
的乘車環境。 

導引光條：以不同顏色區分車廂
擁擠程度，指引乘
客避開人潮較多的
車廂。 

「小捷客」：會根據季節或節日
出現不同變化，例
如:情人節的「情人
小捷客」，增添旅客
等車時的樂趣。 

花
蓮
縣
環
保
局 

廢棄物追蹤科技 杜絕不肖業者違法
傾倒或掩埋廢棄物 

加裝 GPS 在所有廢棄物業者車
上，並運用智慧科技，建立雙向
的追蹤系統，避免廢棄物被隨意
傾倒。 

「全國垃圾通 APP」：讓民眾精
準掌握垃圾車位置和抵達時間。 

架設縮時連線攝
影 

杜絕任意傾倒丟棄
垃圾或廢棄物的舉
動。 

在全縣偏僻地區架設縮時連線攝
影，避免一般民眾隨意傾倒垃圾，
以預防廢棄物隨意被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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