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6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生活科學引入 POE教學探討國小物理相關概念學習成效 

主 持 人 ： 陳蕙慈 電子信箱： ht2098@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吳宏達 

執 行 單 位 ： 宜蘭縣立大湖國小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寒假科學營及自然延伸課程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1）寒假科學營：大湖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2）自然延伸課程：大湖國小四年級學生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1）寒假科學營：15人 

（2）自然延伸課程：105人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1）寒假科學營：20人 

（2）自然延伸課程：22人 

7.辦理/執行成效： 

本計畫共計辦理寒假科學營二日及四年級自然延伸課程五個單

元，並由學習者依主題探究報告內容、學習者感受探討及學習者學習

單分析，而研究者所擬定的教學活動方案之設計不同於－般實作食譜

式的課程設計。擬以 POE教學模式去架構學習者的學習單。 

1.開發以探究及體驗為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 

2.培育科學教育共備團隊，以利提升學習者科學相關能力的競爭力。 



 

3.研發科學相關學校本位課程的教材與教法。 

4.開發寒暑假科學營隊的題材及辦理模式。 

5.研發學校本位課程的學習成果評鑑方法提供他校參考。 

二、計畫目的 

(一) 開發以探究及體驗為導向的學校本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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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培育科學共備團隊： 

目前縣內很少有針對「學校本位課程教材教學與設計」共備

團隊，所以教師本身對於課程較學宇設計缺乏的或落差相當大。

本計劃的授課老師是本校及鄉內國中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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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專案計畫的支持，由國中小教師合作，

增強老師們在校本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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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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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本校科學探究課程的教材改編

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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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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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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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方法 

(一) 寒假科學營隊 

1. 課程內容:簡易水力發電 

（1）水車製作 

（2）自動調節水杯的製作 

（3）人力幫浦操作 

（4）簡易水力發電機的製作 

2. 時間：106年 1月 25、26日 

3. 過程： 

  

  

  

(二) 自然延伸課程 



 

A.大湖國小四年級燈泡亮了 POE教學模式操作（國小翰林版第三

冊第四單元） 

1. 讓燈泡亮起來： 

(1) 時間：106年 12月 14日 

(2) 過程： 

P.預測： 

  

  

學生在活動前能用心討論，預測實驗會發生什麼現象，哪

些電路的連接方式，可以讓燈泡發亮 

O.觀察： 

  



 

  

學生在活動時都能用心操作、觀察實驗結果 

E.解釋： 

  

  

  

  



 

實驗後討論觀察心得，解釋實驗觀察結果及自己的想法，並上台報告 

(3) 學習單： 

A.習作：  

 

 

 



 

B.改編後之學習單： 

 

 



 

 

 

 

 



 

2. 開關與導體： 

(4) 時間：106年 12月 21日 

(5) 過程： 

P.預測： 

  

學生在活動前能用心討論，預測實驗會發生什麼現象，那

些物體可以導電，可當開關，讓燈泡發亮？  

O.觀察： 

  

學生在活動時都能用心觀察、操作實驗！ 

E.解釋： 

  



 

  

實驗後討論觀察心得，解釋實驗觀察結果及自己的想法，

並上台報告  

(6) 學習單： 

A.習作： 

 



 

B.改編後之學習單： 

  

  



 

  

  

 

 

 



 

B.大湖國小四年級水的奇妙現象 POE教學模式操作（國小翰林版

第四冊第三單元） 

1. 操作內容： 

(1) 毛細現象：先讓學生預測報紙、衛生紙、塑膠墊板和布四種

物體，水可以在哪些物體中移動?並推測水可以移動的原因

及移動的快慢，再讓學生進行實驗操作觀察毛細現象，最後

再讓學生討論水會移動的原因及觀察後的心得。 

(2) 連通管原理：學生先預測連通管中水面的高度，讓每組學生

解釋自己的想法，並接受其他組學生的提問，再進行實驗操

作觀察，讓學生由操作中自行觀察到預測時的失誤，才能加

深學習經驗。 

(3) 虹吸現象：第一階段先讓學生預測如何利用水管讓水箱裡的

水流出來，再讓學生操作觀察，學生察知水管裡裝滿水，且

出水口低於入水口，水箱裡的水才能流出來後，再讓學生預

測改良版九龍公道杯(自動調節水杯)水位加到多高時，杯中

的水會流出來，最後再讓學生討論整個單元的學習收穫，及

解釋觀察結果與心得。 

2. 操作時間：107年 5月，大湖國小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 

3. 操作過程： 

P.預測： 

  



 

  

  

  

  

每個活動一開始都先讓各組學生討論預測實驗可能會發出的現象，之後再

讓學生上台報告各組預測的結果 



 

O.觀察： 

  

  

  



 

  

預測之後發下實驗器材，學生依照分組進行實驗觀察，學生在活動時都能

用心操作、觀察實驗結果 

E.解釋： 

  

  



 

  

  

實驗後討論觀察心得，解釋實驗觀察結果及自己的想法，並上台報告 

4. 學習單： 

(1) 毛細現象 

 



 

 

 



 

 

(2) 連通管原理 

 



 

 

 



 

 

(3) 虹吸現象 

 



 

 

 



 

 

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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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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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同學對這種小組共同參與累積智慧的方

式上課很喜歡。 

2. 國中小教師結合，國中教師較易掌控國小學習者起點行為。 

3. 郊區國小自然教師師資不足，國中教師與國小合作提昇國小科

學展覽等相關活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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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國小學習者實驗相關課程提高科學實驗能力與實驗設計能力 

6. 遊戲競爭過程中，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加強。 

7. 學習者有較多的生活先備知識可以利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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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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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採協同教學方式。 

2. 城鄉差異大，少子化的衝擊，讓教師分配不均。 

3. 實驗活動進行後後續的課程無法有效延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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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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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國小自然教室設備簡陋，實驗操作受限。 

7. 自然課程時數不足，無法每個單元都實施 POE教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