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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民國八十九年出版研究報告及叢書簡介

編輯室
出版
月份 書　　　　　　　　　　　名 內　　　　　容　　　　　簡　　　　　介

89.12 八十九年度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
委員會工作報告

本工作報告主要內容包括教育部科指會的組織及功
能，另一部分為本中心八十九年度之工作報告內容大
綱。

89.12 八十九年度大學物理系學生物理
學力測驗測驗結果報告

一、說明八十九年度大學物理學力測驗執行情形、實
施方式與目標，並紀錄命題情形與結果建議。

二、詳附本測驗之各類統計資料。
89.12 教育部八十九年度中小學科學教

育專案計畫期末報告大綱
教育部八十九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各執行
單位之計畫期末報告大綱彙編。

89.12 八十九年度大學數學系及應用數
學系學生數學學力測驗結果報告

八十九年度大學數學系及應用數學系學生數學學力
測驗—數學學力測驗結果報告，乃記錄執行情形、實
施方法、測驗目標、命題內容及方式、試題分析、結
果與建議。

高級中學科學課程教材改進研究計畫研究資料

89.12 數學科研究報告 配合教育部公佈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並參考科
教中心 86、87 學年度的高中科學課程數學科研究報
告，以單元為基準，列出高中三學年數學科課程之核
心教材與授課節數之研究報告。

89.12 八十九年度高級中學化學課程改
進研究承接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
科技課程大綱的第五代高中化學
課程方案研究

根據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科技」學習
領域加上日、澳、美、德四國高中課程之調查分析，
及其他相關專家學者之建議，對我國高中化學領域作
深入探討研發之工作報告。

89.12 物理科、生物科、地球科學科研
究報告

鑒於中小學九年一貫新科學課程即將實施，廣徵各界
專家學者及各級教師之意見，參考先進國家之科學課
程，研擬適合我國國情及社會之數理課程，並邀請課
程專家諮詢設計問卷調查之研究報告。

國民中學科學課程教材改進研究計畫

89.12 國中數學學習教材創新、連結、
統整

本書選擇以學生生活環境所可能遭遇到的主題為教
材本體以探究活動為主軸，培養分析資料、形成臆
測、驗證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有些主題與其他學
習領域連結，成為統整學習領域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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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2 理化科教育指標研究（三） 本年度（第三年）的計畫因適逢政府更改會計年度，使

得測試的時間，得以配合學生已學完的「磁學」及「理

化與生活」兩單元以及「電學」中後半部份，因此本年

度計畫之實施，先以前述範圍為對象，進行命題、測試

與分析。

89.12 國民中學生物科教育指標之研究

成果報告

本研究的目的在建立國民教育中生物科的基本教育

指標，參考美國科學促進學會 2061 計畫的 Benchmarks
for Scientific Literacy（1993），選出 143 個科技素養

敘述，並為考驗答卷者信度預設 15 項敘述為內部效

標，共 158 項敘述做為「全民科學素養問卷」由 72

位中學生物教師代表勾選結果其中 100 項獲得 65％

以上答案者同意為全民應具備之生物科科學素養，分

屬於科技與人類及地球、生命的互依共存、物質與能

量的移轉、人類和其生理、遺傳、演化、細胞、歧異

性、探究的本質與態度，及生命科學史等 10 個主題。

除 15 項內部效標之外，其餘各素養敘述下並擬定若

干評量試題，做為建立生物科教育指標時之參考。

89.12 地球科學科研究報告 台灣中小學的學生們在受過九年義務教育後，應該學

會哪些與地球科學相關的內容？我們期望學生不要

死記過多的教材內容，被壓得喘不過氣，而是有更多

的時間作科學性思考與科學技能。更不希望學子們因

為學得太少，而缺乏國際競爭力。基於要讓學生學得

恰恰好又學得好，特別將台灣九年一貫的課程標準與

英國、澳洲與美國這三國做比較，並集合研究群的意

見找 出 台灣中 小學 生 至少應 該具 有 的地球 科學 素

養。

國中數學及自然科學生活化實驗設計學習模組的研究開發與推廣計畫

89.12 數學科 本書所提供的學習模組，是以跟課本不同的方式來處

理相同的題材，雖然處理方式不同，不過「提高學生

學習興趣」的目標則是一致。包含單元九「星際任

務」、單元十「縱橫四方」、單元十一「圖示天下」。

89.12 物理科 Ⅰ：模組一：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Ⅱ：模組二：牛頓第二、三運動定律

Ⅲ：模組三：光的直進、反射、折射與透鏡成像

89.12 化學科 本冊包含三個模組，依序是模組一、除濕劑；模組二、

電池；模組三、保鮮膜。模組一：讓學生思考：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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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們需要除濕？各種除濕劑之用途是什麼？有何

缺點 ？ 期望有 何創 意 的除濕 方法 ？ 如何測 試除 濕

力？經由合作學習，互相鼓勵，互相尊重，腦力激盪

彼此的創意點子，以開發學習者的潛能。模組二：讓

學生拆解乾電池，了解乾電池的構造，探討電池的電

流從何而來？電池有哪些種類？有什麼用途、特性、

功能等等，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電池？怎麼製作創意

電池？透過實作活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模組三：讓

學生認識保鮮膜是什麼？思考為什麼需要保鮮膜？

市面上有哪幾種保鮮膜？成分是什麼？耐熱程度如

何？如何測試？理想的保鮮膜為何？讓學生更進一

步將化學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89.12 生物科 本模組適合國民中學之學生學習使用，並分成三個大

主題，學生可以視其起點行為測驗的結果選擇學習的

主題。本模組嘗試統整科學各學科及生活科技的內容

編寫，並提供教師教學參考資料，作為自然及生活科

技教師編撰或使用統整自然及生活科技領域的教材

或模組的參考。

89.12 地球科學科 本年度開 發 之 教 材 模 組 有 三 個 單 元 ： （ 1） 石 中

謎 — 探索古生物，（2）海 洋 環 境 的 保 育 — 陰

陽 海 的 故 事，（3）海 水 結 冰 時 的 鹽 度 變 化 。

「石 中 謎 — 探索古生物」 模組著重以活動過程，

來培養學生細心觀察、理論分析與演譯的科學能力，

並且以資料閱讀方式，讓學生了解化石的相關知識和

概念。「海 洋 環 境 的 保 育 — 陰 陽 海 的 故 事 」

模組以海洋環境的保育為主題，運用了藝術創作的概

念，加上了分組合作之集體繪畫創思，期盼開創另一

種教學樣態的具體成果展現。「海 水 結 冰 時 的 鹽

度 變 化 」模組著重在實驗活動，希望學生藉由的實

驗過程細心觀察，並融合理化方面所學到的知識，來

瞭解海水結冰時的鹽度的變化情形。這些獨立學習單

元教材將生活化的題材帶入，是要使學生將課本上的

知識與生活上的應用相結合，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並使學生能從生活中找出問題，發展自主學習及

解決問題之能力。

國中數學及自然科學多元評量研究計畫

89.12 數學科 本報告是研究小組嘗試去實施多元評量－包含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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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卷宗評量、複式評量、課間評量、數學作文等
方式的心路歷程以及成果。

89.12 物理科 本報告彙整了四個較為成熟且經多次實作測試的主
題。
第一份評量作業的主題為：奇妙的視深。活動一為：
水中的視深。活動二為：固體中的視深。
第二份評量作業的主題為：氣體的體積。活動一的題
目情境為瓶口套著氣球的盛水塑膠瓶，下方鑽孔之
後，水由孔流出，瓶內壓力愈來愈小，觀察瓶內水面
與氣球體積的變化。活動二的題目情境為壓力愈來愈
大。活動三的題目情境為冷與熱。活動四的題目情境
為愈來愈熱。
第三份評量作業的主題為：電池與鉛筆。活動一為：
有電沒電？。活動二為：電池的組合。活動三為：鉛
筆的組合。
第四份評量作業的主題為旅遊與颱風，這是一個合科
的生活應用。活動一為：旅遊規劃。活動二為：溫
妮 颱 風 警 報 。 活動三為：颱 風 路 徑 。
四大主題各有三、四個活動，每個活動依概念層次又
有若干子題。

89.12 化學科 一.酸鹼的檢驗
二.乾電池的分解與重組
三.鳩佔鵲巢（金屬活性）
四.硫酸銅水溶液的電解

89.12 生物科 近年來許多教育專家認為是非題、選擇題的測驗方
式，著重在測驗學生對片段或事實的知識，因此常侷
限在對記憶能力的評量，無法衡量「思考過程」，這
些測驗題目忽略有關分析、判斷、綜合及其他思考能
力的評量，因此呼籲加重這些能力的評量，以免只能
評量出部分的學習成就；同時也主張多採用做實驗報
告，做問答題，做實驗或其他整體性的評量，如成就
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或檔案歷程法((Portfolio)
等。這些評量的方式比較費時費事，但比較能夠評量
學生的分析與創作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思考過程。
上述的各種的評量方式通稱為「多元評量」。多元評
量的方式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本研究的多元評量是採
用成就評量的方式。

89.12 地球科學科 多元評量計劃為研發並設計一些非傳統筆記評量的
工具與方法，提供中小學教師作為參考。除學科內容
外，也希望能評量學習者的能力，例如觀察與分類的
能力，搜集資料並加以消化統合的能力，判讀圖表的
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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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的發展，希望能有兩項成果，一個是建立資
料庫，另一個是能力指標套裝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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