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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動動「金」手指科學課程發展計畫 

主 持 人 ： 賴來展 電子信箱： pcp@cshs.ntpc.edu.tw 

共同主持人： 無 

執 行 單 位 ：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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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金手指彈性課程 

4. 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國一學生 

5. 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128 人 

6. 參加執行計畫人數：7 人 

7. 辦理/執行成效： 

本研究欲探討國一學生學習這套由本校自然領域教師社群教師所彙編開發教

材對學生的助益。本研究預計進行三個學年度，採用量化研究為主，質性研究為輔。

藉由收集的資料幫助自然領域教師反省改進教學，並藉此了解學生科學態度與對科

學的態度的轉變。研究結果顯示，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使教師增權益能。學生學習

成效方面，提供學生科學實作及探索體驗課程，提升學生的科學態度、對科學的態

度以及科學興趣、科學素養。發展之課程可作為彈性課程或於九年級學生會考後之

充實課程。同時相關經驗可提供第二年與第三年計畫或其他學校參考。 

 

二、計畫目的 

本研究嘗試設計一系列自然領域的彈性課程，並實際執行以探討成效。本研究欲探

討國一學生學習這套由本校自然領域教師社群教師所彙編開發教材對學生的助益。 

（一）教學者利用協同教學模式引導國中生操作實驗探究，以提升學生對科學學習

的興趣。 

（二）教學者利用協同教學模式引導國中生操作實驗探究，以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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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培養國中生能成為科學應用推廣人才，讓學生實際尋找生活中的科學議題

探究，並能夠在校內舉辦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協助推廣如何應用科學素養解

決問題。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計畫目的希望探究國中學生在接受此「動手作科學活動」後，在「科學態度」 與「對

科學的態度」的改變情形。本研究預計進行三個學年度（每個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選擇

實驗組一班、對照組一班），課程規劃如表二、表三。期間收集學生的「活動學習單」（附

件一～附件五）、「科學態度量表」（附件六）、「動手作科學活動態度量表」（附件七）、「動

手作科學活動意見調查表」（附件八）等，為求具體數據，採用量化研究為主，質性研

究為輔，故以「科學態度量表」前後測及「動手作科學活動的態度量表」前後測施測結

果，加以數據處理分析，以求量化之資料，而獲得主要的結果。並配合教學流程中的資

料收集作為質性之資料來源。藉由收集的資料幫助自然領域教師反省改進教學，並藉此

了解學生科學態度與對科學的態度的轉變。 

(二) 第一年課程規劃與概述 

主題 概述 關鍵字 備註 

科普閱讀-達爾文 

& 

化石觀察與紀錄 

藉由閱讀科學家達爾文的相關科

學文獻，認識自然科學基本重要

能力之一-觀察。 

科學閱讀、科學

史、達爾文、化

石、實驗觀察 

已執行 

科普閱讀-虎克 

& 

手機顯微鏡 

藉由閱讀科學家虎克的相關科學

文獻，認識自然科學基本重要能

力之一-觀察。 

並透過手機顯微鏡的簡易操作教

學，讓學生實作顯微鏡觀察。 

科學閱讀、科學

史、虎克、顯微

鏡 

已執行 

化石修復師 

& 

古生物翻模 

藉由真空成型機製作古生物模

具。 

利用白水泥進行翻模後，讓學生

練習模型修整與上色。 

真空成型機、化

石、翻模、擴香

石 

新增課程 

 

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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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豆花飲品製作 

& 

生活中的酸鹼 

認識蝶豆花飲品是利用植物生殖

器官-花。 

認識蝶豆花飲品製作，並實際調

製試飲。 

觀察蝶豆花飲品在不同酸鹼性的

顏色變化。 

介紹生活中可以取得的天然酸鹼

指示劑。 

植物的器官構

造、酸鹼性、酸

鹼指示劑 

已執行 

測量與計算 

& 

校園植物 

地圖製作 

認識長度測量，及數據結果的表

示包含準確值及 1為估計值。 

利用捲尺學習簡易三角測量校園

樹高。 

學習步測量繪校園植物的相對位

置。 

分享及報告各組繪製的校園植物

地圖。 

維管束、步測、

地圖測繪 

調整課程 

 

本年度 

不執行 

科學專題探討 

與實作- 

魚菜共生 

系統建置 

& 

相關實驗探究 

認識魚菜共生的基本原理，並實

際建置系統。 

探討相關魚菜共生科展主題研

究。 

擬定各組研究目的、方法。 

實際執行相關實驗研究紀錄觀

察。 

討論並報告分享研究成果。 

魚菜共生、科

展、變因操控 
執行中 

(三) 第一年實行後修正課程 

主題 概述 關鍵字 備註 

達爾文與小獵犬號 

& 

化石觀察紀錄 

藉由閱讀科學家達爾文的相關科

學文獻，認識自然科學基本重要

能力之一-觀察。 

科學閱讀、科學

史、達爾文、化

石、實驗觀察 

 

顯微鏡與微物學 

& 

手機顯微鏡、 

微化石標本 

藉由閱讀科學家虎克的相關科學

文獻，認識自然科學基本重要能

力之一-觀察。 

並透過手機顯微鏡的簡易操作教

學，讓學生實作顯微鏡觀察。 

科學閱讀、科學

史、虎克、顯微

鏡、微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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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酸鹼 

& 

花的構造、植物染 

認識蝶豆花飲品是利用植物生殖

器官-花。 

認識蝶豆花飲品製作，並實際調

製試飲。 

觀察蝶豆花飲品在不同酸鹼性的

顏色變化。 

介紹生活中可以取得的天然酸鹼

指示劑。 

植物的器官構

造、酸鹼性、酸

鹼指示劑、植物

染 

 

金中趴趴 GO 

& 

基本測量、 

校園地圖製作 

認識長度測量，及數據結果的表

示包含準確值及 1為估計值。 

利用捲尺學習簡易三角測量校園

樹高。 

學習步測量繪校園植物的相對位

置。 

分享及報告各組繪製的校園植物

地圖。 

維管束、步測、

地圖測繪 
 

科學專題探討與實作

- 

魚菜共生系統建置 

& 

相關實驗探究 

認識魚菜共生的基本原理，並實

際建置系統。 

探討相關魚菜共生科展主題研

究。 

擬定各組研究目的、方法。 

實際執行相關實驗研究紀錄觀

察。 

討論並報告分享研究成果。 

魚菜共生、科

展、變因操控 
 

(四) 研究流程 

本計畫的研究流程共分為準備階段、執行階段、分析階段與推廣階段等四個部分，

以下就每個階段之步驟進行重點說明，並以圖一來呈現之。 

1.準備階段 

(1)步驟一：建立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根據本計畫之研究目的進行相關議題之資料收集與討論。 

(2)步驟二：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本計劃之目的並配合 108課綱彈性課程規範，廣泛收集相關書籍資料

與網路資源，挑選適合七年級新生之內容來編寫、設計本活動課程。 

(3)步驟三：編製研究工具 

根據本研究之主題，參考「趣味科學活動對國中生科學態度與對科學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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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研究」（宋秀芬，2008）編寫科學態度量表、動手作科學活動態度量表、

動手作科學活動意見調查表三個量表。 

(4)步驟四：選取研究對象（修正版本）。 

以本校 108學年度新入學之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2.執行階段 

(1)步驟五：前測（修正版本） 

進行教學活動前，請學生分別填寫科學態度量表、對動手作科學活動的態

度量表兩個量表，施測者為研究者本人。 

(2)步驟六：進行教學活動 

依序進行教學活動，在活動過程中觀察學生的行為、態度與合作情形，待

每個主題課程結束後回收課程學習單並填寫動手作科學活動意見調查表，

教學過程中除紙本資料收集外，也進行相關影音資料之收集。 

(3)步驟七：後測（修正版本） 

進行為期一學年的完整課程後，請學生分別填寫科學態度量表、對動手作

科學活動的態度量表兩個量表，施測者為研究者本人。 

3.分析階段 

(1)步驟八：資料整理與分析 

收集前、後測的量表與相關資料，分別輸入電腦一一建檔，並進行相關數

據之量化，並輔以動手作科學活動意見調查表的質性資料進行分析。 

(2)步驟九：撰寫成果報告 

將研究過程與收集的資料以文字完整呈現，作為日後調整相關課程設計之

用。 

4.推廣階段 

(1)將課程教材上傳至 ShareClass網頁供其他老師下載使用。 

(2)將相關模具無償借予他校教師進行課程試做。 

 

四、研究方法 

(一) 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具體成果 

1.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理研習活動及專家諮詢會議。 

2.發展 108 課綱彈性課程之動手作科學活動課程，並編製學習單。 

3.進行課程實驗，經由課堂觀察、教學反省、專家諮詢、科學態度量表、動手作科

學活動態度量表以及學生回饋等調整、修改課程內容。 

4.運用課程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並辦理相關之成果發表。 

(二) 效益 

1.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使教師增權益能。 

2.課程發展：提交「動手作科學活動」之課程綱要、教學方案，並配合 108 課綱規



 

295 

劃於彈性課程提供學生學習。 

3.學生學習成效：提供學生科學實作及探索體驗課程，提升學生的科學態度、對科

學的態度以及科學興趣、科學素養。 

4.跨領域教學：與不同領域學科合作，藉由協同教學等模式，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5.成果應用與推廣：發展之課程可作為彈性課程或於九年級學生會考後之充實課

程。同時相關經驗可提供第二年與第三年計畫或其他學校參考。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因配合學校開課需求（全年段皆開課），導致 108 年度上學期無法進行實驗組、

對照組的比較，但下學期恢復正常開課後，已進行相關數據分析。 

二、部分器材無法支應兩個班級（12 組）同時使用，雖然緊急以調整授課週次因應，

但若往後要繼續執行課程，則需要再添購相關器材，並在編列經費時，將此一

變因考慮進去。 

三、課程初期（第一單元）難度太高，導致授課時數相對較長，第二單元以後之課

程已調整難度。 

四、學生對於科學文獻探討的能力較為薄弱，日後需再利用課程增進相關知能。 

五、學生對於科展相關實驗的規劃能力不足，日後進行相關課程前，需針對學生進

行相關能力的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