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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  

執 行 單 位： 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 計畫目的 

希望透過以青蛙生態研究為主軸的專題課程，提供對生物科學有興趣的學生進行科學

研究的機會。以期能夠鼓勵並培養更多的學子投入科學研究的領域中。 

(1)建構初始模型：學生以金線蛙相關問題驅動建模過程，經由文獻探討與  小組討 

  論、同儕互動、師生對話篩選並建構模型，並發展為初始模型 

(2)建構綜整模型：學生透過實驗驗證進行模型效化與分析，將初始模型精緻化後成為 

  綜整模型 

(3)學生根據研究成果完成小論文撰寫 

(4)學生將研究成果於公開場合發表 

(5)提升學生科學素養 

 

2、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單位人員 支援項目 

校長 協助行政協調 

教務處設備組 行政業務支援與報帳 

總務處 提供實驗場地並支付計畫經費 

會計室 計畫經費核銷 

 

校長與各處室對此計畫皆全力支持，設備組王組長更是多所支援，執行計畫過程非常

順利 

 

3、 研究方法 

(1)確立蝌蚪發育相關研究、水生植物與蛙類棲地偏好、蛙類鳴叫位置、叫聲記錄與行

為分析三大研究方向，並交由學生自由選擇感興趣的主題，進行文獻探討、實驗設

計與實施。 

(2)採用 DEAR cyclic model(Chiu & Lin, 2019)作為教學方針。以問題驅動建模教學，



 

並根據模型發展、模型精緻化、模型應用、模型再建構作為專題教學的模板，以建

構初始模型、綜整模型、類科學模型作為專題教學的階段性目標。 

 

4、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主題 執行進度 完成百分比 

蝌蚪發育

相關研究 

1. 確立主題並分組 

2. 資料蒐集 

3. 文獻閱讀與報告 

4. 峨眉鄉蛙類生態初探(金線蛙生態體驗) 

5. 認識環境與設立樣區 

6. 建立初始模型(initial model) 

7. 實驗設計 

8. 設置實驗相關設備與技術模擬 

9. 依據實驗設計進行實驗 

9/14 

水生植物

與蛙類棲

地偏好 

1. 確立主題並分組 

2. 資料蒐集 

3. 文獻閱讀與報告 

4. 峨眉鄉蛙類生態初探(金線蛙生態體驗) 

5. 認識環境與設立樣區 

6. 建立初始模型(initial model) 

7. 實驗設計 

8. 設置實驗相關設備與技術模擬 

9. 依據實驗設計進行實驗 

10. 整理調查數據並討論 

11. 分析與統整資料 

12. 修正初始模型，建立綜整模型 

13. 撰寫小論文 

13/14 

蛙類鳴叫

位置、叫

聲記錄與

行為分析 

1. 確立主題並分組 

2. 資料蒐集 

3. 文獻閱讀與報告 

4. 峨眉鄉蛙類生態初探(金線蛙生態體驗) 

5. 認識環境與設立樣區 

6. 建立初始模型(initial model) 

7. 實驗設計 

8. 設置實驗相關設備與技術模擬 

10/14 



 

9. 依據實驗設計進行實驗 

10. 整理調查數據並討論 

 

5、 預期成果 

(1)建構初始模型：經由文獻探討與小組討論、同儕互動、師生對話發展初始模型 

(2)建構綜整模型：學生透過實驗驗證進行模型效化與分析，將初始模型精緻化後成為 

綜整模型 

 

6、 檢討  

優點 未來調整 

1. 透過實作將探究精神融入研究過程

中 

2. 潛移默化中建立科學素養 

3. 青蛙主題容易引起學生興趣 

4. 與生態環境結合培養環保意識 

1. 觀摩相關研究室以促進交流 

2. 安排專家諮詢，提供學生二生類相

關研究的專業建議 

3. 邀請統計專家提供統計分析方法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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