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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畫名稱： 以「動手做科學活動」提升聽覺障礙學生的科學素養與學習成就之研究 

主持人： 林佳穎                      電子信箱： jiaying0504@gmail.com 

共同主持： 張倩予 

執行單位：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 

  

一、 計畫目的： 

(1) 因應政策的推動: 

    為因應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接軌之融合趨勢，教育部於 2008年開始修訂特殊教

育課程大綱，其內容基於讓每位特殊需求學生均有充分參與普通教育課程機會並獲致

進步之理念，以普通教育課程做為特殊教育學生設計課程之首要考量。在課綱中也明

訂了特教教師必須參與行政協調以及課程教材的編製，學校也應該提供足夠的資源支

持。 

    教育部（2003）頒佈的《科學教育白皮書》，內容包括「大眾科學活動」與「人

文關懷」。「大眾科學活動」屬於科普活動，目的在使民眾與學生認識科學；在「人文

關懷」則提及要關懷特殊族群的科學教育。給予學習低成就、身心障礙、原住民、社

會條件不利者、女性、及資優學生等與一般學生均等且適合其個別差異的科學教育機

會。 

 

(2) 提供聽障學生一個公平的學習科學的機會 

    從上述資料可知，無論是科教領域或是特教領域都希望能提供特殊學生一個學習

科學的機會。但是在特教現場中，無論是在特殊學校中或是融合教育中的聽障學生，

都沒有一套合適的科學教育教材教法，這對於有特殊需求但是智力正常的聽障學生而

言，是非常不利也非常不公平的。聽障學生因為聽力缺陷，所以在教學上必定與傳統

教學不同且更需要彈性。 

    因為筆者在啟聰學校教書多年，因此想知道國內外有那些關於聽障生學習科學的

研究。筆者回顧了 1996年至 2013年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期刊的文章，只

發現了 6篇與科學教育相關的文章；在國內方面，蘇芳柳、張蓓莉（2007）的分析，

國內 50年至 85年間聽障相關的研究報告中，與聽覺障礙學生數學相關的論文佔百分

之八，溝通及語文方面的佔百分之四十一，而未提及科學教育文章(陳明媚，2001)。

由此可知，即便是政府大聲疾呼要讓特殊學生與普通生一樣享有同樣的教育資源，但

是在聽障教育領域中並沒有太多關於自然科學教材教法的設計與分享，更不用說關於

聽障科學教育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 

 

(3)提昇聽障學生的科學素養 

    Susan ,Brenda(2006) 經由整理聽障等相關的文獻，提出了對於聽障生文學、科學

與數學方面的教學法建議。在科學與數學方面，作者建議教師要是該科目的專家，並且

幫助學生能積極學習；在教學上多利用視覺化組織的教學，教學內容多使用真實的、問

題本位的課程設計，讓學生透過作中學來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基於以上理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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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以「動手做科學活動」為基礎，設計一套適合國中小聽覺障礙學生使用的課程，提

供一個公平的機會給聽障學生，讓學生能透過動手做的活動來學習科學，進而提升他們

的學習動機以及學習科學的成就。 

 

二、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校方對此本研究非常支持，教師們一直都會於課程中加入動手做元素，也辦理過

2016與 2017年台北市聽障國中小學生科學營。目前有三位計畫成員:林佳穎老師、張倩

予老師以及吳俐蒨老師。本計畫主要由林佳穎老師主導，負責課程總規劃與設計，張倩

予老師以及吳俐蒨老師負責課程資源協助與執行。在經費使用與核銷方面，行政也提供

許多協助。 

 

三、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度：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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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情境描述  

    本研究對象皆為國小和國中的聽障生。本研究預計於寒假以科學營隊模式辦理全國

聽障科學營，預計招收台北聰學校校內國小、國中部學生約 30位學生；以及招收校外的

國小及國中聽障生約 40位。 

 

 

(三)、教學設計 

    本研究的動手做科學的教學活動預計分為五個單元，單元如下: 

預定活動名稱 科學原理與知識 

手工皂 皂化是指油脂與鹼溶液混合加熱，會發生 

化學作用而生成脂肪酸鈉（肥皂）及甘油。 

防蚊磚 防蚊磚所散發出來的氣味，會使蚊子感到

不喜歡或是不舒服，也有些特殊氣味能阻

斷蚊子對人體乳酸代謝的嗅覺，因此蚊子

就不會靠近人體。 

乳液 「乳化劑」是一種界面活性劑，乳化劑

分子的親油基和親水基會讓油與水均勻

地混合。 

暖暖包 鐵與氧氣、水氣結合後會形成氧化鐵，

如經由碳粉和食鹽的催化，會加速氧化

而放出熱量。 

水果電池 由於水果內具有酸性電解質，當插入兩種

化學活性不同的金屬時，其中較活潑的金

屬能置換出水果中的酸性物質的氫離子，

產生了正電荷。 

 

 

(四)、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觀察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科學概念試題，以及研究者的省思札記

等方法來蒐集資料，用以獲得聽障學生的興趣態度、科學素養以及學習科學的成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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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步驟與預期進度 

 

四、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50%。已經討論出初步的科學營活動內容，預定於暑假辦理科學營隊。並預計於寒

假過後，在校內的科學課程校內先實施。 
 

五、預期成果 

1、「動手做科學活動」能提供聽障學生一個公平的學習科學的機會。 

2、「動手做科學活動」能引發聽障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  

3、「動手做科學活動」能提昇聽障學生的科學素養及對科學具有正面態度。  

4、「動手做科學活動」能增進聽障學生學習科學的成效。 

5、設計出合適於聽障學生的動手做科學活動，並將成果推廣至校外。。 

6、透過動手做科學活動以了解聽障學生對科學的想法、態度、素養及學習成效。 

7、透過本研究的拋磚引玉，讓各界能更重視聽障科學教育。 

106.8~106.9 

106.10~106.11 

106.12~107.3 

107.4~107.5 

107.6~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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