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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腦想科學想出問題與解決方法來 
--科學研究小組午休的約會 

王雅麗 1* 陳守仁 2 
1臺南市立東光國民小學  

2國立台南大學  

壹、研究計畫及內容  

一、研究背景 

本校推展科學教育已經行之多年，除

正常化自然科學課程外，歷年來參加全市

科學展覽競賽成績十分亮眼，並連續多年

榮獲全市總冠軍。除此之外，學校為落實

科 學 教 育 為 特 色 課 程 ， 成 立 科 學 社 群 教

師，每學期設計科學遊戲教育活動及科學

遊戲闖關活動，期盼利用科學世界裡有趣

且微妙的道理，融入在趣味科學遊戲教學

課程中，引起小朋友的好奇心，開發小朋

友的創造力，帶領窺視科學之奧秘和美妙。 

本校八八水災慘遭淹沒的圖書館，經

過清除消毒後變成寬敞的空間，在蔡錦治

校長規劃下，特別邀請兒童科學教育的專

長教師陳守仁老師，協助成立「自然科學

資源中心」；幫助學校兒童和教師在自然科

學的學習活動；並且利用一間密閉儲藏室

的空間，設計、動手製作星象教室，讓兒

童在白天也可以進行星空教學。  

其 次 本 校 科 學 社 群 教 師 以 及 自 然 科

學資源中心有著堅強的教學團隊，自然科  

*為本文通訊作者  

學資源中心在推展科學教育的過程中，長

期還有專家學者協助諮詢。   

成 立 至 今 科 學 社 群 老 師 本 著 推 廣 科

學教育的熱誠，借重科學專長教師在「國

小自然科教材教法」的多年鑽研與經驗，

還有學者專家做為後盾；新成立的「自然

科學資源中心」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國小

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各項實驗器材完備，兒

童研究室的空間寬敞；因此開發設計「基

礎 科 學 素 養 活 動 」， 期 望 能 使 兒 童 面 對 問

題、處理問題時，達到積極探討、主動觀

察研究的能力；再透過實際完整科學研究

過程，激發兒童在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能

力上的潛能，並應用所學於當前和未來的

生活。  

 

二、藉由「動腦想科學想出問題與

解決方法來」的「科學午休約

會」期盼能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一)兒童在長期有系統的「基礎科學素養

培訓」課程協助下，能養成以科學方

法從事觀察、實驗、歸納、探討、思

考、解決問題能力，以及細心、耐心、

虛心等基礎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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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在科學研究階段，能提出問題、發

現問題、探究問題、設計實驗、動手操

作、解決問題，完成研究主題報告。 

(三)兒 童 經 過 一 年 的 「 科 學 午 休 約 會 」，

會樂於分享學習研究成果。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希望透過「科學研究小組午休

的約會」，在經歷基礎科學素養培訓及科學

研究過程後，懂得「動腦想科學想出問題

與解決方法來」，並將活動中觀察記錄、實

驗設計、實驗過程、結果與討論等，整理

成一份研究報告，最後舉行成果發表會。  

第 一 部 份 說 明 科 學 研 究 小 組 團 隊 特

色，第二部分描述活動流程及特色。  

 

一、團隊特色： 

(一)以兒童為主體的學習，專長教師從旁

協助、引導思考，協同研究教師協助

並保護兒童安全。  

(二)以小組學習為原則，每組都有四～六

年級學童成員，以師徒制方式帶領學

習，藉此培養兒童間的情誼。  

(三)兒 童 科 學 研 究 團 隊 成 員 來 自 各 班 教

師推薦，對自然科學研究有興趣，並

取得家長同意的學童。  

(四)參加成員：四到六年級對科學研究有

興趣的學童，人數約 30~40 人分成八

～十組。  

(五)活 動 時 間 ： 除 週 一 ～ 週 五 中 午 午 休

（12：40~1：30）外，週三下午，週

六、週日採自由參加。  

二、活動流程及特色：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動腦想科學想出

問題與解決方法來」研究課程分為 3 個階

段，第一階段基礎科學素養培訓、第二階

段科學研究階段、第三階段成果分享。其

中 基 礎 科 學 素 養 培 訓 活 動 分 組 ： 採 師 徒

制，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讓有經驗的同

學帶領新進的成員，過程中可以經驗傳承

外，還可以培養同學間的情誼、團體默契

及學習團體規範。  

(一)基礎科學素養培訓 

為 期 半 年 的 基 礎 科 學 素 養 培 訓 是 科

學研究的基礎，利用「科學資源中心」

的 設 備 進 行 基 本 科 學 技 能 的 課 程 及

科學態度的培養。課程設計如：  

1. 從「頭」開始：岩石與礦物的觀察與

認識。  

2. 五官觀察的培養：爆玉米花。  

3. 科學技能的學習：科學工具的正確使

用（天平、量筒、顯微鏡、指示劑、

水溶液的性質）  

4. 基礎電學：通路、串聯、並聯、電磁

鐵、簡易馬達製作、電動機製作。  

5. 植物的栽培：玉米、四季豆（單子葉

和雙子葉認識觀察）  

6. 小動物的飼養與觀察：樺斑蝶的飼養

與觀察。  

7. 美麗的星空：星座盤的製作、星座的

認識、模擬星空的觀察  

8. 走入大自然：戶外教學活動(地球科學) 

(二)科學研究階段 

經 過 為 期 半 年 的 基 礎 能 力 養 成 的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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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老師的引導下，已懂得思考、

主動探索、發問、提出想法、互助學

習等能力；因此往後的研究階段，是

充滿挑戰與成就感。團隊教師會在兒

童出現瓶頸時，集合全體成員腦力激

盪，提出解決方法，讓團隊間增添互

助合作的氣氛。活動過程中，不定時

請各組兒童分享實驗進度與成果，彼

此間互相觀摩學習。  

1. 研究小組分組：經歷培訓後，重新選

擇志向相同為一組，每組 2~4 人   

2. 提出主題：經過一系列的課程，充滿

好奇心的孩子，可以從日常生活、教

科書、電視節目、新聞尋尋覓覓，或

經由教師引導，提出自己有興趣的研

究主題（小組討論、分享、確定）。  

3. 製作架構圖：從選定的研究主題，提

出相關概念的架構圖（小組討論）。  

4. 提出問題：利用架構圖中的概念，寫

成各種問題。  

5. 歸 納 問 題 ： 從 提 出 的 各 式 各 樣 問 題

中，將相似的小問題歸納在一起，形

成主題。  

6. 設計實驗與研究器材：研究問題確定

後，按照先後秩序排列，並著手開始

設計、製作實驗器材及測試。  

7. 實 驗 研 究 階 段 ： 利 用 製 作 的 實 驗 器

材，開始動手進入一系列實驗。  

8. 整理實驗資料。  

(三)成果分享  

這是一種觀摩學習與分享，每一組成

員 將 這 段 時 間 研 究 的 成 果 製 作 成 海

報，上台發表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並

接受其他組別的提問。  

 

參、研究成果： 

一、第一階段「基礎科學素養培訓」 

基礎科學素養培訓在暑假期間採密集

方式進行，活動時間：每天上午九點到十

一點半，開學後午休時間則開始進入科學

研究階段與基礎科學能力培養模式並進。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基礎科學素養培訓課程設計 

設計者  陳守仁、王雅麗  

主題一  科學工具的使用  

教學準備  
上皿天平、電池、螺帽、複式顯微鏡、載玻片、蓋玻片、水蘊草、頭髮、

滴管  

教學流程  

1. 觀察上皿天平。  
2. 認識上皿天平的使用方法。  
3. 測量不同的物品質量，熟悉上皿天平的使用方法。  
4. 認識複式顯微鏡的構造。  
5. 學習複式顯微鏡的操作方法。  
6. 觀察自己的頭髮。  
7. 利用水蘊草的葉片製作標本片。  
8. 觀察水蘊草的葉片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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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從「頭」開始  

教學準備  
砂岩、頁岩、花崗岩、安山岩、玄武岩、篩網、研缽、護目鏡、10 倍放

大鏡、盤子、解剖顯微鏡、放大鏡  

教學流程  

1.認識岩石與礦物（沈積岩、火山岩、變質岩）  
(1) 肉眼觀察從河床上採集回來的岩石標本  
(2) 利用放大鏡、10 倍放大鏡、解剖顯微鏡觀察採集回來的岩石標本。 
(3) 利用稀鹽酸滴滴看。  
(4) 將採集回來的岩石標本磨碎。  
(5) 利用分析篩將磨碎的岩石按顆粒大小分類。  
(6) 將花崗岩敲碎、過篩後，認識花岡岩中的礦物  

2.這些砂與石怎麼會在河床上呢？  
3.模擬砂與石的河水搬運。  
4.探討地層形成的原因。  

主題三  爆玉米花  

教學準備  脫水玉米、電熱爐、鍋子、鋁條、鋁箔紙、奶油蠟燭、火柴  

教學流程  

1. 觀察脫水玉米。  
2. 提出爆玉米花的方法與材料。  
3. 自製爆玉米花的容器。  
4. 觀察爆玉米花的過程。  
5. 提出玉米怎麼變成玉米花。  

主題四  水溶液的性質  

教學準備  檸檬、清醋、小蘇打粉、澄清石灰水、水晶杯、滴管、蒸餾水  

教學流程  
1. 觀察桌上五杯透明的水溶液。  
2. 怎樣分辨這些水溶液？  
3. 利用石蕊試紙、廣用試紙、紫色高麗菜汁觀察水溶液的變化。  

主題五  小燈泡發光了  

教學準備  小燈泡、電線、電池、絕緣膠帶、剪刀、剝線鉗  

教學流程  

1. 認識小燈泡、電線、電池的構造。  
2. 怎樣讓小燈泡發光？  
3. 試試看，哪些物品可以讓電通過？  
4. 試試看，電池串聯和並聯時，小燈泡發光會有什麼不同？  
5. 試試看，小燈泡串聯和並聯時，小燈泡發光又會有什麼不同？  

主題六  會盪鞦韆的小線圈  

教學準備  漆包線、雙面膠、砂紙、絕緣膠帶、電線、電池、磁鐵、指北針  

教學流程  

1. 製作實驗架。  
2. 利用漆包線製作成小圓圈固定在實驗架上。  
3. 利用指北針在線圈內外四周試試看。  
4. 利用磁鐵的「N」「S」極慢慢靠近漆包線圈的周圍試試看，有什麼發

現。  
5. 如果將電池的方向改變，同樣的實驗再做做看，又會怎樣？  

主題七  會轉動的小圈圈  

教學準備  
木條、漆包線、雙面膠、砂紙、絕緣膠帶、鐵釘、鐵鎚、迴紋針、電線、

電池、磁鐵、指北針、彩色筆  

教學流程  1. 將漆包線繞在彩色筆上，大約 5-10 圈，將兩端拉直。  



科學教育月刊 第 387 期 中華民國 105 年 4 月 

- 50 - 

2. 用砂紙把一邊的漆包線全刮乾淨，另一邊刮一半即可。  
3. 用迴紋針做兩個支架黏在電池的兩極。  
4. 在電池上貼一塊圓形磁鐵，將線圈放在迴紋針上。  
5. 輕輕轉動線圈，若無法轉動則要檢查看看，調整各部分。  

主題八  植物的栽培與觀察  

教學準備  玉米、四季豆、豌豆、花盆、培養土、鏟子、澆水器  

教學流程  
1. 觀察不同種子的特徵  
2. 學習怎樣播種  
3. 比較不同植物的發芽和生長過程。  

主題九  樺斑蝶的飼養與觀察  

教學準備  地下室外的植物區、樺斑蝶、幼蟲、飼養箱、馬利筋、放大鏡  

教學流程  

1. 找一找馬利筋上的幼蟲在哪裡？  
2. 觀察記錄樺斑蝶幼蟲的成長過程。  
3. 觀察記錄樺斑蝶幼蟲的特徵。  
4. 觀察記錄樺斑蝶成蟲活動的行為。  
5. 怎樣分辨樺斑蝶的雌雄。  

主題十  美麗的星空  

教學準備  
透明膠片、厚紙板、兩腳釘、鑽孔器、鐵鎚、雙面膠、星座盤影印、指

北針 .星象儀、模擬星空  

教學流程  

1. 星星的故鄉  
(1) 老師敘述小時候躺在牛車上，看滿天的星星，引起兒童對星星的興

趣。  
(2) 探討星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3) 討論為什麼台南看不到滿天星星呢？  

2. 製作星座盤  
(1) 利用影印的星座盤分別黏在透明片和厚紙板上。  
(2) 利用兩腳釘將透明片和厚紙板套上。   

3. 星星知我心  
(1) 星座盤的製作與操作   
(2) 認識冬季星座  
(3) 進入模擬星象室實地認識星星。  

 

(二)戶外地質學習活動: 

    走入大自然實地觀察野外地質活動  

1. 澎湖地質學習活動：帶領在地球科學方面有興趣的學生前往澎湖，進行一趟地質學

習活動  

教學準備  行前教學  

教學流程  

1 .  搭船前往澎湖東海的海域，欣賞員貝嶼、雞善嶼、錠 鉤 嶼 、 鳥 嶼 柱 狀 玄

武 岩 。  
2. 搭船前往澎湖南海的桶盤嶼、虎井嶼觀察柱狀玄武岩的特徵。  
3. 前往澎湖西嶼，觀察鯨魚洞、小門嶼、小門地質館、大果葉、池西等地，

認識澎湖地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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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墾丁地質學習活動：科學研究成員及本次計畫的專家學者三十六位，進行二天一夜

的墾丁地區野外考察。  

教學準備  帆布袋、地質鎚、稀鹽酸、指北針、標籤  

教學流程  

1. 旭海【旭海礫石質海灘、礫石質海灘與岩盤的關係】  
2. 佳樂水【厚層砂岩層格子狀節理、蜂窩岩、差異侵蝕】  
3. 啞狗海【海成台地地形、珊瑚礁、海灘砂】  
4. 風吹砂【海濱砂的分佈和成份、海濱砂與附近地形珊瑚礁的關係】  
5. 墾丁鵝鑾鼻漁港【珊瑚礁中的珊瑚構造】  
6. 晚上觀星時間【冬天的星座】  
7. 青蛙石【礫石產狀、大小、厚薄、方向性、圓磨度、類別】  
8. 社頂公園【隆起珊瑚礁塊、陡崖、峽谷、鐘乳石】  
9. 海口沙灘【潮間帶、海濱砂的分佈】  

 

(三)「科學研究小組教學分享會」--豪雨

成災教學觀摩 

1. 歷經三個月基礎科學素養培訓，緊接

著科學研究小組成員將進入密集式的

科學研究階段。為了讓兒童在進行主

題研究時，對於實驗的假設、設計實

驗、變因控制、實驗操縱、發現討論

與反省改進等學習，能建構得更為清

晰；同時也分享給對這方面教學有興

趣的老師參考，因此舉行一次「豪雨

成災」單元的教學實驗課程。  

2. 科學研究小組教學分享會：邀請專家

教師陳守仁引導協助兒童如何從察覺

問題中，提出解決的方法，小組討論、

設計實驗、模擬實驗、檢討實驗得失，

進而改進實驗。過程中讓兒童懂得分

工合作、探索思考、反省與改進。  

3. 教學觀摩分享會：邀請鍾廣吉教授指

導。  

4. 活動人員：本計畫中參與的學校同仁

和其他單位的專家，他校的自然科教

師。  

5. 教學活動內容：模擬大雨來臨時的河

水怎樣侵蝕、搬運及堆積造成環境改

變；其次模擬市區淹水，家家戶戶如

何防止暴漲的洪水流入屋子裡。如水

閘門的優缺點、砂包的應用與改進、

房屋的抬高、及屋內物品的疏散與提

高等治標的方法，最後兒童經過討論

後提出，疏道的設計與實驗，從實作

中真正找到了治本的方法，來解決下

一次洪水的來臨。  

 

二、科學研究階段 

經 過 為 期 三 ～ 四 個 月 基 礎 能 力 養 成

的兒童，透過老師的引導已懂得思考、自

動探索、發問、提出想法、互助學習等基

本能力，因此面對緊接著的研究，是以一

種既興奮又期待的心面對，然而過程是辛

苦的。  

「主題研究」的過程裡，可以看見兒

童從「無」到出現「題目」、設計問題、統

整、實驗設計、「失敗了」、再來一次…，

時而看見兒童陷入瓶頸，時而看見兒童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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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足；此時團隊教師會在兒童出現瓶頸

時，集合全體成員，採共同討論的方式。

首先將某一組發生的問題拋出，接著請全

體 成 員 提 出 解 決 方 法 ， 一 來 可 以 集 思 廣

益，二來讓團隊間增添互助合作的氣氛；

或是在老師的智慧引導協助下，激盪出兒

童的潛能，這時孩子們就會從「失望」「疲

憊」又再次露出「曙光」。雖然過程十分冗

長，作品卻充滿著兒童真正的想法。  

(一)科學專題研究分組： 

本年度科學專題研究分組：經歷基本

能力培訓後，科學研究小組成員將分

組，老師會依個人性向相似為一組，

每組 2~4 人；過程中，會因每一組出

現狀況再做小幅度的調整，本年度全

部 參 加 成 員 共 三 十 三 人 ， 分 為 十 四

組。  

(二)科學專題研究歷程： 

1. 提出主題：經過一系列的課程，充滿

好奇心的孩子，可以從日常生活、教

科書、電視節目、新聞尋尋覓覓，或

經由教師引導，提出自己有興趣的研

究主題（小組討論、分享、確定）。  

2. 製作架構圖：從選定的研究主題，提

出相關概念的架構圖（小組討論）。  

3. 提出問題：利用架構圖中的概念，寫

成各種問題。  

4. 歸 納 問 題 ： 從 提 出 的 各 式 各 樣 問 題

中，將相似的小問題歸納在一起，形

成主題。  

5. 設計實驗與研究器材：研究問題確定

後，按照先後秩序排列，並著手開始

設計、製作實驗器材及測試。  

6. 實 驗 研 究 階 段 ： 利 用 製 作 的 實 驗 器

材，開始動手進入一系列實驗。  

(1) 一連串的實驗活動，持續進行，

有失敗、有收穫…，對兒童都是

一種學習  

(2) 專 家 教 師 適 時 地 的 引 領 兒 童 討

論  。  

(3) 同組討論：這是最重要的學習，

討 論 學 習 可 以 激 發 兒 童 的 潛

能，同時可以學習社會化溝通的

過程。  

(4) 實驗階段：實驗設計經過修正、

試 驗 、 改 正 … .,正 式 進 入 實 驗 、

觀察、記錄。  

(5) 專 家 指 導 :整 個 實 驗 大 致 上 已 經

完 成 後 ， 請 兒 童 向 專 家 學 者 報

告，並提出自己尚有哪些疑問，

再請專家學者給予建議。  

7. 整理實驗資料：將完成的實驗報告，

進行分類整理，嘗試書寫成一個完整

的專題研究報告。  

(三)完成研究作品 

(四)研究成果 

1. 研究小組經過基礎科學素養培訓後，

小組從提出主題、製作架構圖、提出

問題、歸納形成問題、設計實驗與研

究器材、實驗研究階段到整理實驗資

料，在四月八日書面完整報告中，十

四組共完成十三組，一組基本能力不

足，因此最後未能完成實驗與報告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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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研究作品名稱：  

(1) 探 索 社 區 貝 殼 化 石 鑽 孔 的 過 去

與現在  

(2) 揭 穿 黃 邊 虎 尾 蘭 阡 插 發 芽 的 秘

密  

(3) 砂 !砂 !砂 !是誰讓地磚更穩固  

(4) 燃燒吧 !波卡  

(5) 吳 郭 魚 的 築 巢 與 護 卵 行 為 的 研

究  

(6) 水稻空心是誰惹的禍  

(7) 解決社區淹水，妙用多  

(8) 落 葉 堆 肥 蜈 蚣 多 --蜈 蚣 的 運 動 行

為觀察  

(9) 呼拉圈學問多  

(10) 抽籤是神的旨意嗎?  

(11) 一袋泥砂的故事  

(12) 爺爺的童年玩具--三輪車  

 

三、成果分享 

(一)研究小組分享～午間練習 

1. 活動地點：自然科學資源中心  

2. 活動主題：兒童主題研究分享  

3. 分享對象：研究小組成員  

4. 十三組學童分別對全體研究成員發表

各組的成果，相互提問。  

(二)週三教師進修成果分享 

1. 活動地點：自然科學資源中心  

2. 活動主題：兒童主題研究成果分享   

3. 分享對象：學校精進教學分組～「科

學 與 生 活 」 組 別 的 教 師 成 員 （ 共 24

位）  

4 七組兒童分別對教師發表研究成果。  

(三)公開發表成果 

1. 活動地點：自然科學資源中心  

2. 活動主題：兒童主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3. 分享對象：家長、專家、有興趣同好  

4. 十二組兒童正式公開發表成果。  

(四)參加比賽：十二組完成作品代表學校

參加台南市科學展覽比賽。  

(五)校內公開展示作品海報： 

1. 對象：家長、全校師生  

2. 每件作品以三大張海報呈現作品，放

置在學校走廊上供大家參觀學習。  

(六)推廣活動～科學大考驗闖關活動 

1. 活動地點：學校走廊  

2. 活動主題：科學大考驗闖關活動  

3. 分享對象：學校三到五年級學生  

4. 方式：  

(1) 從 十 二 件 作 品 內 同 提 出 三 十 題

問題。  

(2) 在期末科學闖關，設計在一個關

卡。  

(3) 讓參與活動的兒童抽題。  

(4) 引導兒童從抽的問題中，循著參

觀展示作品內容，尋找答案。  

 

四、成果彙編： 

產出兒童科學研究團隊作品，製作成

書面報告及電子檔，並彙編成冊，提供校

內外教師參考。  

 

五、建置網站： 

科學作品建置在學校「科學教育」網

站，分享給有興趣的學生、家長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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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進度表(圖一) 

圖一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論 

(一)科學研究小組的新學童，在師徒制的

引 領 下 ， 對 於 適 應 新 團 體 的 情 況 良

好，大部分學童都在一、二天內就進

入學習的狀況。  

(二)師徒制小組活動的模式，使每位學生

在科學探究活動過程中，彼此間互相

切磋討論，截長補短；讓有經驗帶領

新進成員，一來可以縮短新生適應時

間，同時增進舊生磨練機會；二來培

養同學間情誼、增進合作默契。  

(三)科學研究小組成員，在學校內的正規

教育中，雖然已經有正式的「自然與

生活科技」課程的學習，但是現階段

在這方面的學習並不踏實，因此想進

行主題式專題研究，一定必須經過嚴

格踏實的「基本科學能力素養」養成

教 育 ， 才 可 能 針 對 某 一 主 題 深 入 探

討、設計實驗、動手操作、檢討改進、

完成報告等。  

(四)學童從暑假期間開始進行「基礎科學

課 程 」， 一 開 始 的 基 本 科 學 工 具 操 作

使用，孩子們學習的心情既興奮又專

注；由於器材數量充足，因此每位學

童都可以動手操作，從陌生到熟練的

使用天平、複式顯微鏡、量筒、滴管、

分析篩、研缽等，這些基本功夫對未

來進入主題研究實驗有莫大的助益。  

(五)開學後進入提出研究主題階段，這是

困難的課題，兒童過去所受的教育，

多半採被動式的接受，如今要自己提

出 一 個 可 以 進 行 研 究 的 主 題 是 不 容

易 的 ； 還 好 在 專 家 教 師 的 共 同 引 領

下，學童開放式的提出好多好多的問

題，雖然大部分都不適合，但勇敢嘗

試提出三、四十個後，也會出現一、

二個合適的問題。  

工作項目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基礎科學

培訓 

            

提出問題

架構 

            

問題設計

實驗 

            

整理報告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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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科 學 研 究 這 是 一 段 漫 長 的 能 力 培

養，如果一開始學童以為只是好玩或

是規避午睡時間；當參與幾次後，會

發 現 原 來 科 學 研 究 並 不 是 自 己 的 性

向所在，這時就會自動退出；或發現

不能在短時間完成作品；或因課業成

績的退步而萌生退意，都是我們原本

預期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七)進入科學研究階段，是考驗兒童耐心

的重要時刻，同時也是培養兒童科學

素養最好的方法。例如兒童要會細心

的觀察、嚴謹的紀錄與實驗，虛心接

受同學的意見等，有時還要學習犧牲

玩樂的時間等。  

(八)當兒童從全完無知當中尋找問題，再

聚焦到一個主題，接著提出可以研究

的相關實驗，到動手設計製作實驗器

材 ， 這 段 摸 索 期 足 足 經 歷 二 、 三 個

月；但是能經得起考驗的孩子真的不

簡單。他們在不斷嘗試、失敗，再試；

好不容易，設計的器材可以進入實驗

階段，過程中仍然屢屢發生問題，一

會 兒 器 材 有 問 題 、 一 會 兒 實 驗 出 狀

況 、 一 會 兒 要 等 待 … ..， 這 些 都 考 驗

著孩子的耐心與毅力；可喜的是，我

們 發 現 有 些 孩 子 的 科 學 精 神 令 人 折

服，像一隻打不倒的公雞一樣，越挫

越勇！不僅如此，漫長的研究歲月，

也考驗著孩子的恆心與堅持。在這些

孩子中，我們也真的看見「堅持到最

後一秒鐘」的美麗畫面，相信這些過

程 已 經 比 得 到 任 何 獎 項 都 來 的 重 要

了 ！ 因 為 孩 子 如 此 對 自 己 的 作 品 努

力付出，那種神情真令人感動！  

(九)我 們 科 學 研 究 團 隊 是 以 培 養 兒 童 正

確的科學態度為主，科學技能、概念

為輔，至於參加科展比賽只是學習中

的 一 種 成 果 展 現 ，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得

名，而是期待藉此機會讓兒童養成細

心、耐心、專注、謙虛、自信、主動

學習、合作等科學態度。因此，比賽

的結束並不是終止，而是另一個學習

的開始，我們期待兒童在長期科學學

習的歷程中，懂得做學問的方法，更

懂得為人處事的道理。  

(十)科學研究成果能順利誕生，背後都有

重要的支持力量，首先是校長的全力

支持，其次是一群熱心的老師無怨無

悔在科學上給於的啟發與引導，再來

當然是每位家長的的信任、支持與協

助。  

 

二、建議： 

(一)科學研究的路程是漫長的，研究小組

可以運用師徒制方式，協助新成員縮

短適應時間，進入學習的狀況。  

(二)科 學 研 究 小 組 基 本 科 學 能 力 素 養 必

須要踏實，對於往後主題研究才能比

較 得 心 應 手 ； 因 此 「 基 礎 科 學 課 程 」

「科學技能學習」的再教育是非常重

要。  

(三)進入科學研究階段，是考驗兒童耐心

的重要時刻，同時也是培養兒童科學

素養最好的方法。例如兒童要會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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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察、嚴謹的紀錄與實驗，虛心接

受同學的意見等，有時還要學習犧牲

玩樂的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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