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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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如何引導學生探究 

主   持   人：葉紘宇 E-mail：hyyeh@nhush.tp.edu.tw 

共同主持人： 

執 行 單 位：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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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閱讀理解課程設計與實作  

                          講師：師大附中陳昭錦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校內自然科教師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15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單 位 職  稱 參與項目 

李宜娟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圖書館主任 科學活動規劃安排與指導 

康雅琳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設備組長 課程研發與協助預算核銷 

葉紘宇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自然科教師 課程研發與教師增能研習規劃 

黃祐慈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自然科教師 探究與實作課程研發與執行 

簡嘉慧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自然科教師 探究與實作課程研發與執行 

陳幸萱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自然科教師 探究與實作課程研發與執行 

吳昌任 台北市立南湖高中 自然科教師 探究與實作課程研發與執行 

7.辦理/執行成效： 所發展的課程已於 106 學年度開設 2 學期的多元選修課，藉由

課程實際操作的經驗，可以有試行、省思檢討、再滾動性修正的過程。且能依學

生背景程度、上課反應情況即時調整課程的進行速度、內容、難度。 



 

 

二、計畫目的 

(一) 發展南湖高中 108 年新課綱自然領域「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新增必修課程 

(二) 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認識問題，問題解決，以及提出結論與表達溝通之能力 

(三) 研發教案：探究本質的實作活動、跨科的學習素材、多元的教法與評量方式 

(四) 設計出教案後，106 學年度先在多元跑班選修試施行，再討論修改教案 

三、研究方法 

本計劃將透過(1)教師社群專業成長與教具開發課程、(2)開設選修課程讓學生實作課

程，來開發「探究與實作」的課程。 

 

(1) 教師社群定期討論開發檢討課程 

課程名稱 目的 課程內容 需要經費項目 

社群教師

專業成長 

 

協助教師團隊整合學

科知識與實作應用能

力，擁有創新、獨立

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1.開設讀書會 

2.團隊凝聚力課程 

3.校外參訪交流 

 

1.課程耗材費 

2.內/外聘講師費 

3.差旅費 

4.雜支 

 

教具開發 

 

藉由理論與實務操作

體驗，教師將課程所

需的教學工具，進行

設計及製作，用所開

發的教學用具提升教 

學品質。 

 

1.各式科學性桌遊的規劃

與設計課程 

2.教學教育開發與實作課

程 

1.科學性桌遊(部

分自籌) 

2.實作課程之科學

探索教具箱 

 

 

 

 

(2)開設選修課程讓學生實作課程 

跨域多元選修課程研發，共同創課並授課，以共創共授的模式合作 

這個課程設計上會先有初步的主題發想，或由老師共同討論後再決定課程的方向，當然

多數時候老師會是引導者，共計開設一班(20-30人)， 

課程設計進行時要考慮的問題有:學生具有什麼能力、學生得到什麼? 

 

四、研究成果 

目前產出的課程如下列表，可依實際授課後進行修定。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設課時數 需要經費項目 

科學寫作訓練 科學探究與寫作方法訓練 4  



 

手機顯微鏡製

作與應用 

 

折射式望遠鏡 

顯微鏡原理 

動植物玻片標本製作與觀察 

化學晶體培養與觀察、天氣瓶

製作 

 

16 1. 課程材料費 

2. 光學鏡片組 

3. 手機顯微鏡套組 

4. 養晶裝置 

5. 天氣瓶套組 

 

 

手遊桌遊 手機 APP應用 

科學原理與桌遊 

骨牌 

4-6 1. 骨牌 

2.  

引導式之探究

與實作 

社群開發以日常生活中的科

學問題為主軸的主題式探究

與實作課程 

8 1. 課程材料費 

2. 科學探究教具箱 

獨立式之探究

與實作 

學生延續整學期的學習概念

進行獨立式探究與實作，並且

發表 

8 

 

1. 課程材料費 

2. 科學探究教具箱 

科學參訪 配合校外資源，帶學生參訪。 2 1.交通費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科普文本內容的廣度與深度需加強 

 班級經營其實需要回到差異化的教學 

長久下來的慣性，習慣於「標準答案」與不習慣提問 

 應採用問題解決模式來引導 

 加強科學描述能力 

 學生於課堂作業完成度佳 

 更多發散的創意表達並聚焦在科學性 

未來展望 

日前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審會提到其中 1/3 學分應拿來從事「探究與實作」的課

程內容（2018/04/29 新聞），但如何調配，由學校自行決定。面對即將上路的新課綱，

以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研發此課程設計作為模板，不管未來探究與實作將會如

何，我們將持續研發新課程，並將課程連結加強融入跨科，希望能藉由探究與實作來



 

強化學生科學核心概念來鞏固學習基礎，來應對目前的「滑世代」學生使之有正向態

度就是一個良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