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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請擇一勾選）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請擇一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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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請填無）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若無，請填無）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若無，請填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領域社群參與人數 4員，行政協助人員 3員。 

 

7.辦理/執行成效：（以 300字以內為原則，若為延續性計畫，請說明與前年度之差異） 

前年度以三年級教科書中實驗操作為改寫重點，今年度則以前年度改寫內容與經

驗為基礎，將四上「光從空氣進入水中實驗」與四下「水的毛細現象」實驗操作

進行改寫，並評估與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二、計畫目的 

(一) 經由轉換教科書實驗操作內容為具探究性質之活動，藉以促進學生的學科學

習。 

(二) 引導學生經由探究與實作，習得科學探究能力、養成科學態度，以獲得對科

學知識內容的理解與應用能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依據文本轉換修寫、專家諮詢、實證教學、學習成效評估等項目進行，透

過前、中、後等歷程活動中，給予多角檢測與驗證，從中分析實施成效，並釐清文本的



 

改寫與探究與實作教學模組試行與參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關係；在既有之現行教科書轉化

基礎上，進行探究與實作教學模組開發與試行，期許能深層引領學生深入參與並學習如

何進行科學探究。茲將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流程 說明 

文本轉換修寫與模組開發 

 

應用過去研究所獲得之結果，進行教科書實驗

操作轉化為探究活動文本修寫，並開發探究與

實作教學模組試用於實際教學。 

專家諮詢 透過專家諮詢提供文本與教學模組可行之建

議、修整或補充。 

實證教學 

 

將文本與模組融入課堂教學中，並比較實驗組

與對照組班級，相關學科概念習得之差異性，

藉以修整文本選擇與模組修正之參考。 

學習成效評估 

 

採用多元式評量藉以評估本教學研究之可行

性。 

成果分析與報告 針對教科書實驗操作轉化為探究活動文本範

例之可行性進行分析，以為其他領域進行教材

改寫時之參考。 

教學分享 應用校本進修與同儕社群聚會時間，將實驗結

果分享。 

 

 

 

 

圖 1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成果 

(一). 已完成之工作項目： 

1. 文本修寫與探究與實作教學活動設計。 

2. 提升班群及跨班群協作。 

3. 跨領域教師合作。 

(二). 具體成果及效益： 

1. 透過探究與實作教學活動設計與文本修寫，提升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與實驗操作

之成效。 

2. 透過班群及跨班群協作方式，將自然科學學習更普及到學生身上。 

3. 經由跨領域教師合作，帶動全校之自然科學教學研究之風氣。 

上述歷程經由研發、試用與修正，提供現場老師日後教學之參考。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討論: 

1.教學前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教學中依照教學目標執行，教學後請學生依課堂所

學完成教師指定之作業。如：四下水的毛細現象，目標：察覺水的毛細現象和物體

縫隙大小有關，縫隙愈小毛細現象愈明顯。做法：請學生課後利用生活中常見的物

品，證明毛細現象快和慢的例子。2.教學後和任課教師進行討論，針對教學時遇到

的困難進行檢討與改進，並於校內自然領域共備社群聚會時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二)建議： 

1.文本轉化後的學習單引導上是否有困難？指導語不夠清楚，應多使用學生易懂之

詞彙。 

2.進行文本轉化教學時，可提醒學生將課本習作收起來，可減少學生分心去翻課本。 

3.建議在學生觀察或實驗後，要馬上讓學生進行記錄，避免延宕太久造成學生忘記

觀察到的現象，無法確實地記錄所看到的現象。 

4.教學時間的分配該如何轉變？教師講述時間應簡短，學生討論時間可再增加。給



 

予學生把握時間的觀念，可利用計時器計時，給學生明確的時間進行討論。 

5.在學生討論能力未成熟前，學生討論時間不宜過長，討論時間視討論內容而定，

建議 3-5分鐘即可。因為當討論時間過長時，各組學生討論時遇到的問題也會愈

多，當學生問題愈多，組間完成進度差異也會愈大，教師便不易掌控討論進度，故

教師應建立學生掌握時間的能力，增加討論的效率。 

6.學生在討論時，應告訴學生討論時間有多少。建議教師可明確提醒學生討論時間

還有幾分鐘，培養學生掌握時間的能力，提高討論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