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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類比進行自然科統整教學 

─「氣團與天氣」臨床教學經驗談 
                                            張靜儀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緒論 
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應該培養具備

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

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教

育部，2000）。縮減科目的領域教學，對每位

中小學教師都是嶄新的經驗，領域內進行的

統整教學也是坊間出版的統整教學著作

（如：李坤崇、歐慧敏，2000；薛梨真，1999）

中所未見的。多數教師對領域統整教學未能

了解而有存疑或排斥，郭重吉和張文華

（2000）指出：有鑒於九年一貫課程所帶來

的衝擊，現職的教師急需有合適的專業成

長，為期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經由合適的支

援、示範和協助，進而促成教師的專業成長，

合作式行動研究和以校為中心的教師專業成

長，應是可資參考的模式。其特色是：由大

學與中小學合作進行教學改進的行動研究，

增加大學教授與中小學校行政主管及教師的

互動、輔導中小學教師發展教材、設計教學

活動、評量，讓中小學教師進行教學的設計、

演示、觀摩、檢討、反省，以及讓中小學教

師有機會發表教學改進行動研究的成果。筆

者即是基於這樣的理念：身為師資培育者（筆

者者擔任自然科教材教法）的一員，以往自

然科教材教法的教學內容，也勢將因九年一

貫課程的實施而有所改變，因此筆者進行了

一個臨床教學研究計畫。藉由與國小自然教

師的合作設計與教學，共同增進彼此對九年

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統整教學之了解。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統整教學 

Beane(1998)認為課程統整包含四個主

要部分：經驗統整、社會統整、知識統整和

課程設計統整。Gardner(1993)認為應採納「多

元智慧理論」將能力統整亦納入。 

經驗統整  

統整學習以下列兩種方式進行統整：第

一，新的經驗「統整到」意義的系統中，第

二，組織或「統整」過去的經驗，以協助我

們面對新的問題情境。 

社會統整  

Iran-Nejad, Mckeachie, 以 及 Berliner 

(1990)認為有太多的教育學者以為提供小塊

片段的簡化知識是最容易獲得的。但許多新

近的研究顯示，最易於獲得的知識是把瑣碎

的細節統整為一整體的觀念。他們認為：當

一事件愈具有意義、愈深入或愈精緻地處

理、愈能置於情境脈絡，愈植基於文化、背

景之後設認知以及個人的知識中，便愈容易

理解、學習和記憶。統整的概念則是透過強

調課程來增進共同價值或共同利益，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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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為目的的學校方案，通常被視為不須考

慮年輕學生背景和抱負的「通識教育」。 

知識統整  

知識統整意指知識組織與運用的理論，

我們所了解和應用的知識是統整在真實問題

和議題的情境中。知識是一項動態的工具，

以便讓個人或群體應用，以接近生活中的議

題。知識是一種權力提供人們控制自己生活

的策略。 

課程統整  

統整即課程設計應包含一些特點：第

一，課程以問題和議題加以組織，而這些問

題和議題在真實世界對個人及社會具有重要

意義。第二，規劃與組織中心相關的學習經

驗，俾在組織中心的脈絡下，統整適切的知

識。第三，知識的發展和應用應強調現行學

習的組織中心，強調實際方案和行動以含括

知識的實際應用。 

能力統整  

教育部(2000)正式公告「國民教育九年

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強調「課程設計由知識

變為能力」，提出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

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

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一、瞭解自我與發

展潛能。二、欣賞、表現與創新。三、生涯

規劃與終身學習。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六、文化學習

與國際瞭解。七、規劃、組織與實踐。八、

運用科技與資訊。九、主動探索與研究。十、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可見課程亦應納入能

力的統整。 

二、臨床合作教學實施流程 
筆者於九十年二月開始與屏東縣瑞光國

小戴翠華老師合作，為顧及學生權益(不希望

學生驟然換由研究者上課不習慣)，因此合作

進行之初是由先觀摩戴老師的教學，研究者

在旁觀察同時在進行分組活動時參與各組之

活動，先與小朋友熟悉彼此並建立互動關係。 

一個月後開始參與戴老師的課程設計，

並開始間歇式的上台教學，熟悉小學的教學

實務。畢竟筆者在師院擔任教職之工作與小

學的教學情境是大不相同，筆者就像一位實

習生在觀摩輔導教師之教學一樣的學習。 

與戴老師合作設計教學單元「氣團與天

氣」，製作教具（包括投影片、背貼磁鐵之護

貝天氣相關字卡、護貝各式之氣團圖、大張

天氣圖與衛星雲圖、二張全開壁報紙繪製的

東亞簡明地圖）、收集教學資料（掛圖、等高

線圖與模型），配合教學活動設計學生活動

單，並由筆者擔任一個班級的全部教學工

作，單元教學時間共 10節課。 

三、教學實施後心得 
教學實錄之一：  

教學中學生提出了陸地比較不會吸熱，

海洋比較會吸熱，所以海洋比較熱，陸地比

較不熱的迷思想法。筆者立即提出了一個類

比的情境：夏天在沙灘上走路比較熱還是到

海水中走路比較熱？又準備了一個類比實

驗：用二個有蓋的杯子分別放入砂石和水，

在陽光下晒了十分鐘，讓小朋友測量砂石與

水之溫度，以改變學生原有的迷思想法。但

是學生發現砂石的溫度明顯高於水溫時，學

生又產生了新的迷思想法：老師！那這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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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西伯利亞是陸地就應該是產生暖氣

團，太平洋這邊就應該是冷氣團才對啊！ 

筆者再以類比說明：「實驗的二杯水是曬

了相同的太陽，但實際上西伯利亞曬到的太

陽和太平洋這裡的不一樣，太平洋這邊的太

陽直射就像是中午的太陽，西伯利亞照到的

太陽是斜射，就像是清晨的太陽或是黃昏的

太陽，那一個曬到你身上比較熱呢？」學生：

「中午」。原先發問的同學思索後一直點頭，

臉上流露著滿足的表情，筆者看了也很開心。 

教學實錄之二：  

氣團有高氣壓、低氣壓，研究者先以人

為例：我們在描述同學的時候，會描述那些

特徵？同學很踴躍的回答：高矮、胖瘦、男

生、女生、長髮短髮、皮膚黑白… … 。類比

氣團也有許多性質可以描述：除了已討論的

溫度、濕度之外，還有重量。講到氣壓時筆

者並請一位坐在椅子上瘦小的小朋友站起

來，換筆者坐下，同時問學生誰坐在上面椅

子受到的壓力比較大？來類比說明氣壓實際

就是空氣的重量所造成的壓力。 

教學實錄之三：  

學生對天氣圖上的等壓線了解不夠，因

此筆者又拿了舊課程中的高線圖模型，讓學

生能從對具體的等高線模型圖的瞭解，類比

到抽象的等壓線。「空氣的流動就是風，就像

這座模型山，如果水從山上流下來，大家想

想看那裡會流的比較快？」雖然大多數的人

表示從等高線間隔小的地方流得快，但仍有

部份學生認為應該是從等高線間隔大地方

快。研究者再提出了另一個類比問題：「那如

果要趕快從二樓到一樓，跳下去比較快還是

走樓梯下去比較快？」後，再到原先的問題

時，全班就都有了一致的答案：在等高線間

隔小的地方流得快。當研究者拿出了不均勻

的等壓線貼圖時，「大家想一想，哪裡的風會

比較大？左邊？右邊？（左邊等壓線較右邊

等壓線密集）」學生們一致回答「左邊」，在

此可看出類比在促進學生對抽象事物的了解

應是有相當的成效的。 

教學實錄之四：  

鋒面過境天氣轉為陰雨是因為冷熱空氣

相遇時，交界處都會產生水，為什麼呢？我

們設計了一個學生可以目睹的類比模擬情境

實驗，讓學生了解產生的水都是在熱空氣的

地方，統整學生在四年級所學的熱空氣冷卻

凝結成水的概念。 

 

 

 

 

 

 

推理：經由上述實驗後，讓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推理夏天和冬天時，坐爸媽的車時，

有時會產生「霧」，這時「霧」到底在哪裡？

該用「雨刷刷外面玻璃」或是「用布擦裡面

玻璃」？小組討論後，展示說明。 

教學實錄之五： 

他科統整： 

1.社會領域：為了說明氣團與天氣，黑

板上一直貼了東亞的地圖（二張全開壁報紙

自行繪製的簡單地圖）利用了一點時間（約

二分鐘）用問－答方式探討地理，如日本、

7根據圖示作實驗，發現哪裡有水，把它畫下來。

1.                 2.     冷 

冰塊 
                      
熱                      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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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菲律賓、東海、黃海… ..等，學生大

多數都可以回答出來。 

2.語文領域：在介紹颱風的學名是熱帶

低氣壓風暴時，也提及了國語稱颱風而台語

叫「風颱」，正好是二個字相反，同學是否還

知道其他有相同情形的字詞，不算很訝異的

看到一些平常自然科較少主動發言的學生提

出了「客人」→「人客」，「公雞」→「雞公」，

「乩童」→「童乩」… 進行了約二、三分鐘，

研究者趕快喊停，但是只要你還能想出其他

類似的情形，今天下課後均可告訴老師來加

分。接著同樣的颱風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

的名稱如澳州叫牛眼睛，美國叫颶風，菲律

賓叫碧瑤… 也增進國際理解。 

結論： 

1.類比教學的確可以做為統整教學的工具：

用情境的類比可幫助學生轉移對實際情況

的了解，類比可幫助新基模的產生符合皮

亞傑的調適過程。類比可使新資訊更具

體，更容易想像。類比也符合建構主義教

學觀：學習是主動的建構過程，學習是基

於先前所獲得的知識，類比即是建構由先

前已知的知識和新的知識之間建構相似性

而學習。類比有幫助解釋與創造的功能。 

2.類比就像一把雙刀，它可以幫助學生瞭解

概念而產生概念改變，也可能讓學生產生

新的迷思概念，因此在使用上必須小心，

隨時留意是否會有讓學生產生不如預期的

想法，事先就要準備學生可能有的答案與

因應對策。教學中充滿了許多變數，若教

學者的準備不夠（泛指職前準備與課前準

備），將難以掌握教學的品質。若要成功地

實施類比教學教師必須詳加考量學生的先

前知識。 

3.在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中統整其他科目是

可以辦到的，但是卻不能把教學的主軸放

在科目統整，畢竟學科知識的學習有其獨

特的價值，本研究支持 Lonning,  Defranco

和 Weinland (1998)提出的課程統數連續圖

中的：以科學概念學習為基礎，其他學科

的概念活動是為了促進對科學概念瞭解的

統整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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