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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 吳宏達 

執 行 單 位 ： 宜蘭縣員山國中 

一、 計畫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台灣是物產不豐富的國家，缺乏天然資源，無法有效的發展原物料相關產業，就算

有發展也大多舉步維艱。而目前各縣市努力推動特色產業，在加上環境教育觀念與法案

的訂定，產業與學界的交流將會更頻繁。然而業界在發展課程的過程或者特定環境場域

在建構自己的活動課程，無法考量特定領域的學習者，因此往往社區中具有豐富的教學

活動資源，卻對於學習活動幫助不大，甚至一大堆的所謂體驗活動，往往流於形式，無

法具有較高認知層次的教學意義，因此若能由學校本身依據學習者本身的需求發展出的

課程，將有助於學習者利用自己身邊的事物成為其背景知識，去建構往後學習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程甚至是其他學科的鷹架，因此有必要利用社區豐富的資源建構學校本位課

程，由教師依據學習者的需求開發課程，因課程是針對學習者開發，自然較合乎當地的

學習，學習者較易達成有效的學習，最後終將成就自己的學習者。 

    科學教育學者開發了各種教學的方法，其目的在於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為了讓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提高，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ㄧ，就是一定要想辦法激起學

生的好奇心、挑戰心、想像力、冒險心，讓教師設計一套有效的教學陷阱，使他們落入

教學者所設計的學習陷阱中，終至學習者學習帶著走的知識、與終身學習的目標。有著

「非要不可」的企圖心，自然能夠讓學習者非學不可。因此，筆者希望致力於如何讓學

生對自然科學的學習有興趣，而且願意去解決所發現的問題，去探索自己所面對的問題。 

(二)目的 

(1)開發以探究及體驗為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 

    目前許多縣市的國中設有「學校本位課程」，也有許多學校、機構，利用寒、暑

假辦理各種科學教育活動、科學營隊或科學競賽等。本計劃則希望能研發出 （1）適

合鄉內學習者的學習背景 （2）以課餘（例假日）上課 （3）結合「科學探究」及「科

學營隊」 （4）長期性、延續性的課程。 

(2)發展科學教育共備團隊： 

    目前國內並沒有針對「學校本位課程教材教學與設計」師資培育設計的課程，所

以師資應該是相當缺乏的或落差相當大。本計劃的所有授課老師都是本校現任教師，



 

希望持續第一年計畫繼續再開發其他能源教育教案，並在第二年計畫中將第一年能源

教案參加線上初賽，進而參加縣外教案比賽並進行修正，藉由修正第一年的相關活動

並精緻化，並由前一年參加過的學習者擔任小隊輔，分別再訓練並再全面實施於學校

全年級或全校的能源教案，最後進而投稿至科學相關期刊，第三年計畫希望將能源學

習比賽重心移向學生，針對有興趣的學生再進行深度探究，讓學生進行主題式的學

習，最後以分組的方式參賽能源相關競賽，期許這次年的現場教師有第一~二年的能

源教案經驗，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對話，所參與能源競賽的角色由教師轉換成學生，所

以我們希望透過專案計畫的支持，在第三年可以增強老師們在校課程方面的專業智

能，並由這些老師來實際教學，進行教材教法的研發，並在開發適合學校學生的能源

教案，如此良性的循環，讓教師與學生在安排的環境均有所成長。並因為我們相信「實

作是最好的進修方式」、優良師資應該在教學現場紮根，才能開花結果。 

(3)研發科學相關校本位課程的教材與教法 

    目前絕大多數「學校本位課程」的教材，都是以社區為主，或與學校跨領域課程

為主，以領域為主的學校本位課程並不多見，本計劃在實施的第ㄧ年，利用本校教師

參加能源教案投稿，並刊登的教案再進行修正，第二年針對第一年的修正並採用本校

科學探究課程的教材改編而成，並參與能源相關教案競賽，第三年針對第二年的競賽

經驗將課程再轉化成主題式的學習，最後讓學生參與能源相關競賽，所以在教學法上

則採取「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由老師指導學生分組實做，完成主題探究學習。 

(4)開發科學營隊的題材及辦理模式。 

    目前科學營隊活動，或創意活動多偏向科學遊戲、科學競賽等，雖有引導興趣、

激發創意的作用。但我們認為學生在學習科學時，最缺乏的是對自然現象、生活情境

的觀察與體驗，也缺少同儕互動、團隊生活的經驗。我們希望融入探究式教學的學校

本位課程規劃營隊活動能補足這方面的缺失，所以我們將設計以「自然觀察」、「生活

體驗」及「團隊生活」為主的營隊活動，開發新的營隊題材及辦理的模式。 

(5)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的學習成果評鑑方法 

一個探索式、體驗式的課程，無論在教材、教法及教學目標上，都和現有的制度不

同時，當然也就無法、也不該用現有的紙筆測驗來評量學習成果。我們希望研發活潑、

多元的評量方法，讓學生的成就有表現的舞台，學生的努力能受到肯定，鼓勵、支持學

生對科學的熱情。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一）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況 

01、學校將科學教育視為重點發展項目 

02、提供場地與行政資源 

03、提供跨領域教師協助活動的辦理與計畫的執行 



 

04、改善學校不足的硬體設施 

05、實施所需用品的購買與單據的核銷 

06、提供教師辦理專業進修的場地 

07、校長提供跨校聯絡網 

08、提供跨校合作場地 

（二）參與計畫人員 

01、宜蘭縣立員山國中吳宏達、陳淑華、侯淑貞老師 

02、宜蘭縣立頭城國中陳建良、楊旺祥老師 

03、宜蘭縣立員山國中自然科領域召集人及具科學教育碩士背景教師 

04、宜蘭縣立員山國中教學相關行政團隊 

05、宜蘭縣員山國中學生 40人次 

三、 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以所任教之學校－宜蘭縣某郊區國民中學，選取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

象。  

  (1)、學生特性：本校位於宜蘭縣近郊地區，屬於一般鄉鎮的小型學校，目前學區內

學生外流嚴重。是以目前學生程度普通，程度落差大。  

  (2)、學生人數：40人次。  

  (3)、教學方式：POE教學模式進行教學。  

2、教材內容：針對國中生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100年審定版），各章節

與宜蘭縣能源特色為參考，發展出二個主題八個單元課程。至於單元的設計，筆者將緊

扣以學生為中心、以社區為輔、以活動為中心、POE教學策略為設計方向。 



 

 

四、 執行進度:一~四階段（目前完成的百分比約 80％） 

第一階段(107/08/01~107/08/31) 

工作項目 說明與備註 

1、研討學校「探究式學校課程」 

  的定位 

1、暑期營隊活動規劃以能源科技相關活動為 

   主，其營隊方向在於宜蘭縣當地自然資源與 



 

2、撰寫課程計畫、規劃探究課 

  程方向 

3、規劃「暑假」營隊 

   社區資源結合，以學校學習者需求為主軸， 

   其初步規劃活動包含：風力發電、燃料電    

   池等相關議題。 

第二階段（107/09/01~107/11/31） 

工作項目 說明與備註 

1、「探究式學校課程」教材及 

   教學資源收集、整理、編排 

2、課程大綱的制定與修改 

3、暑假營隊活動設計與教材編 

  寫 

1、「探究式學校課程」包含二個課程主題 

   ，分別為風力發電、燃料電池等相關議題。 

2、本階段編寫的教學資源包含：學習單、教案、 

   教學內容及其他教學輔助教材。 

3、二個課程主題約有八個單元，是以主題 

   探究活動為主，主題探究活動利用週六或週 

   日上課，每單元共二~三個小時，每單元由 

   二位教師進行課程。 

第三階段（107/12/01~108/02/28） 

工作項目 說明與備註 

1、指導八單元的主題研究 

   課程 

2、「探究式學校課程」實施與 

   修改 

3、「教學過程」的檢討與其修 

   正研討 

4、相關課程的教師研習活動與 

   課程研發營隊 

1、主題研究採分組進行，每組（3~6人），學 

   習者週六或週日到校進行課程，與指導老師進行 

   討論、報告研究進度或修正方向 

2、聘請相關專家到校指導相關理論與實務 

3、討論、整理、編寫相關課程 

4、以教學活動及教學觀察照片記錄成果與發表 

  課程成果 

第四階段（108/03/01~108/07/14） 

工作項目 說明與備註 

1、暑假營隊活動 
2、教師增能活動 

1、暑期營隊活動以能源科技相關活動為主，其 
   初步規劃是以國中生探究的二大課程主題    
   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再經簡化適合營隊課 
   程。 
2、社區人士互動增加對社區資源的認識與了 
   解，並深化課程內容。 
3、學科專家培養教師設計能課程能力與設計教 
   學綱要的精準度 

第五階段（108/07/15~108/07/31） 

工作項目 說明與備註 

1、成果審查 
2、成效評鑑 
3、論文與光碟完成 

 



 

五、 預期成果 

  依據上述的「科學探究」的論述，認為就科學教學與學習觀點而言，在於以「科學探

究」為學習活動與「問題解決」為學習核心，從中潛移默化中培養其「創造力」。所以，

現階段從事於國中小的科學教師的教學應思考的重點則是，如何設計合適的探究學習課

程引領學生進行探究活動，並且能夠激發學生在探究活動中思索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

依研究的內容我們有以下數點研究成果：  

01、開發以探究及體驗為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八個單元，分別為風與動能、電生磁、

磁生電、磁之運用、電解質、金屬活性大小、電流化學效應、氧化還元電池。 

02、發展科學教育共備師資，以利提升學習者科學相關能力的競爭力，因應 108課綱，

結合學校彈性課程，自然科爭取到以能源為主題的彈性課程。 

03、研發能源科學相關校本位課程的教材與教法共八單元，建立學校與社區的合作機

制。 

04、開發科學營隊的題材及辦理模式，預計產出風力發電與燃料電池二大能源主題營

隊議題。 

05、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的學習成果評鑑方法提供他校參考，希望先有二大能源議題產

出，並實施於課堂，由課堂回饋與參與教師的檢討再修正，不斷的滾動式修正。 

 

六、 檢討  

（一）優勢 

1、在學習的過程，實驗組的同學有較多的互動機會，也能提高學習的注意力，大多數

學對這種小組共同參與累積智慧的方式上課很喜歡。 

2、經過這樣的探究實驗，學生樂於參與相關實作競賽，學生於探索課程中參與宜蘭縣

發明展競賽並有三件進入綠能科技決賽。 

3、實驗教學策略實施時，教學者能適時引導，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增加，除了增進

師生互動，又可提高學習者參與率。 

4、教案設計，融入特定教學法能有效提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5、學習者有較多的生活先備知識可以利用。 

6、增加彈性課程，與學校本位課程，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相關活動設計與實施。 

7、學生持續參與能源相關實作競賽，在全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通過初賽，高中組二件、

國中組四件並至高雄參與決賽。 

8、預計 1月底參與全國青少年發明展暨台灣區選拔綠能科技決賽，並有高中組二件、

國中組二件。 

9、因為共備團體的成長，本年暑假預計爭取夏日樂學計畫並獲補助 4周教學與實驗。  

10、共備教師預計在會考結束後設計相關能源闖關活動。  

11、共備教師預計在 108年以能源主題設計自然科彈性課程，並爭取學校支持。  

 



 

 

（二）劣勢 

1、教室經營較傳統方式不易，若教室經營能力較不佳的教師，建議採偕同教學方式。 

2、實驗活動進行後後續的課程無法有效延續，因實驗活動常需花費大量耗材，尤其如

果有競賽活動，往往經費是一大挑戰。由其相關能源競賽常會有跨縣市的比賽，後續的

交通費與報名費等經費龐大，因而喪失競賽與學習機會，使得課程無法有效延續。 

3、實驗教學策略實施時，教師必須事前討論，未經訓練教師較無法掌控學習活動歷程。 

4、教育優先區的學習者正統科學概念較缺乏，無法直接從事實驗與探索等教學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