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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本研究將以行動研究的模式，採用「問題、行動、觀察、反省與修正」

的循環歷程進行課程建立、檢討興修正，期許建立一套可引導學生進行專

題研究的課程，以下為本研究三年計畫之研究目的: 

 第一年計畫之研究目的: 

1. 以行動研究模式建立「科學專題研究」課程(主要於主題設定、變因與

實驗設計部分)。 

2. 配合國中七、八年級自然科單元開發「科學專題研究」課程中之探究教

學教案。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本研究參與教師主要包含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領域，參與教師的

任教科目與專長表列如下： 

姓名 任教科目(領域) 專長 

潘俊宏老師 理化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化學、數學 

劉秀娟老師 理化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化學 

王乃弘老師 家政教師(綜合) 食品科學 

李怡嫺老師 生物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生物 

郭俐吟老師 理化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物理 

潘哲申老師 生活科技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動力機械 

本計畫經呈本校校長與教務主任同意後，大力支持本計畫的執行，除

了協助學生社團成立的宣導外，亦同意提供社團於課餘時期(可於假日、星

期六或寒暑假期間) 活動使用計畫執行所須的場地(實驗室) 與基本器材，

並對此計畫的成果具有高度期許。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於目前巳有的科學探究教案採取探究教學模式，整個活動過

程乃是以學生為中心，進而協助學生完成專題研究。研究過程採用「問題、

行動、觀察、反省與修正」的循環歷程進行課程建立、檢討興修正，期許

建立一套可引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課程。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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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按計畫進度完成全部之 40～50%。 

 

五、 預期成果 

經由研究的進行將預期有以下數項結果: 

(一) 開發一套以專題探究為導向的探究教學課程，以落實在十二年課網中

的課程設計。 

(二) 培養與增加學生獨立專題研究的能力，進而鼓勵學生將研究作品參加

相關的活動競賽或活動報告。 

(三) 成立教師社群，增進教師探究教學技巧與能力，期望能將研討的結果

加以分享、報告或參加相關競賽，進而增進全體教師的探究教學技巧與能

力。 

 

 

 

 



 

六、 檢討  

(一) 學生課外活動稍多，實驗操作時間安排較不易。 

(二) 由於參與活動的學生均為七年級生，其實驗操作能力稍有不足

進行探究活動所需，故在教案進行前需對學生實驗操作能力再加培

養、加強。 

(三) 由於教師社群中教師分屬不同科目與學校，故要一同全體討論

實屬不易，故常採用分組討論，再分享討論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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