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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2 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趣味與應用的科學教學模組(第二年計畫) 

主  持  人：生活科技教師 林彥志 E-mail：darkman@ms2.kjsh.ntpc.edu.tw 

共同主持人：化學教師 李長儒 

執 行 單 位：新北市光仁高中教務處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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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闖關活動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七年級到九年級學生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69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7 人 

7.辦理/執行成效：在第二年的計畫主要修改了教學模組內容、課程進行方式和教

學模組的轉移。教學模組內容基於過去執行的結果，新增了熱學模組和電學模組，

也針對成果發表的評分進行調整。課程進行方式從全學年統一施行，改為各組抽

籤決定實驗的實驗組和較師帶領全班統一進行實驗的對照組。教學模組在第一年

的計畫執行時，都是以計畫主持人為課程實施者，因此第二年嘗試讓其他老師來

進行教學模組的實施以了解推廣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本年度計畫辦理自然科闖

關活動，係三人為一組進行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及生活科技等科目的科

學相關實作或小遊戲，從活動中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到課本以外的科學知識。 

 

二、計畫目的 

1.計畫來源 

(1)本校為一私立學校，許多課程以支援校本課程為主，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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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化與生物等自然科學，課堂上難免充斥為提升教學效果，出現過多練習、解題技巧、

講述原理原則等。 

(2)本校國一、國二與高一另有生活科技課程，配有生活科技教師授課。 

(3)自然科學課程除正式課程中之實驗外，其實應包含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技巧，生

活科技課程實扮演此一重大角色。 

(4)為了促使學生能夠將生活科技中問題解決的核心概念能夠實際運用，並且培養

動手實作的經驗；而自然科學課程中仍有許多現象無法在正式課堂中呈現，諸如光、影、

動畫、熱、3D影像、摩擦力、電與磁等等，很多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乃至坊間許多科

學實驗書籍中的實驗在正式課程中無法實施，而這類的課程其實又有連結與密切的關係

存在，故嘗將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做一定程度規模的統整，讓課程相互間彼此連結並

能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實屬必要。 

2.計畫原始目的 

(1)設計教學模組引導學生將生活經驗連結到課堂上的討論與知識學習。 

(2)將自然與生活科技所學習到的課程知識能力，配合教學進度，重新編製生活科

技課程教學模組與教法更新，建立校本自然領域新的學習課程。 

(3)引導教師做專業學習社群，建立教師自信與互信。 

(4)利用教學觀摩與教學實驗，引導教師用更多元的方法進行教學。 

 

三、課程設計 

1.主題與教授年級選定 

本學期授課年級為八年級和七年級。八年級的學生於本專案第一年進行過「你相信

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眼見為憑」和「保護雞蛋大作戰」兩個教學模組，故本年度進行教

學模組時，學生對於課程進行模式較為熟悉，可以將更多的時間放在活動本身。七年級

生活科技任課教師為本年度兼任教師，再加上學生也未曾接觸過教學模組，故本學期以

「保護雞蛋大作戰」教學模組做為暖身，讓教師和學生了解教學模組進行的方式後，再

分班進行「你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眼見為憑」或「生活的溫度」教學模組。 

2.相關課程單元 

八 年 級 理 化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八 年 級 生 活 科 技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單元：翰林二上第五章 溫度與熱 

 

單元：翰林二下第七章 製造科技概說 

7-2 常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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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級 理 化 相 關 課 程 八 年 級 生 活 科 技 相 關 課 程 

單元：翰林三上第四章 

4-2電流、4-3電壓 4-4歐姆定律與電阻 

單元：翰林三下第二章 

2-1磁鐵、磁力與磁場 

單元：翰林二下第八章 

「用電安全」 

 

七 年 級 生 物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七 年 級 生 活 科 技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單元：第五章 生物的協調作用 

5-1 神經系統 

單元：第七章 科技進步的推手 

7-3 傳達構想的方法 

 

七 年 級 生 物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七 年 級 生 活 科 技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單元：康軒一下第四章 地球上的生物 

4-4 植物界 

單元：南一一上第七章 科技與生活 

活動 7-3 天降神兵 

 

八 年 級 理 化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八 年 級 生 活 科 技 相 關 課 程 內 容 

單元：翰林二上第五章 溫度與熱 

 

單元：翰林二下第七章 製造科技概說 

7-2 常用的材料 

 

3.課程內容 

(1)設計理念 

傳統的教學方式是以教師做為知識的主要傳播者，師生間處於一個老師講學生聽的

單向溝通模式，其好處是教師可以把課程重點濃縮，加上自己的經驗，讓學生可以有效

率的吸收知識。但是這種方法卻容易使學生的思考受到限制，更不用說預期學生能夠發

揮創造力。此外，讓學生有效率的吸收知識，清楚地了解該科目的知識系統架構，同時

也讓學生喪失了將知識衡連貫統合的能力。 

教學模組基本上就是一種主題式的教學，在這一個主題之下可能可以分成不同層

次、不同規模的子問題來探討，可以由師生決定。教師可以針對其教學現場狀況、教學

軟硬體資源等條件加以調整不同的進行方式，也可以調整所要探討的一或多個子問題。 

本課程主要以探究的方式進行，老師訂出所要探討的主題以及要進行的實驗，而學

生的角色從被動的灌輸知識轉變成主動獲得知識。在獲得知識得過程中，讓學生可以發

揮創造力去進行實驗或嘗試，也練習統合不同科目學到的知識，更能夠自行建構知識，

因為學生對於自行探究的結果印象較為深刻。另外，也希望透過此類教學模組的發展逐

漸建構出六年一貫的學校本位課程。更重要的是本課程符合 12年國教發展學生多元評

量的目標，評量學生的方式不再是紙筆測驗，而是其多面向的能力特質展現，最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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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未來社會生活所需要的軟實力。 

(2)課程設計教案(含實驗指引、活動單)：(請參閱附件) 

 

(3)課內所見事實 

事 實 具 體 改 進 方 法 

實驗 9與熱學的關聯性比較低。 於後面的班級進行活動時，將實驗 9取消 

實驗 6步驟複雜，對學生而言不易在規定

時間內達成預期效果。 

考慮將實驗 6刪除，因為本實驗太過於偏

向時做。若不提供成品給學生，不容易做

出預期的裝置；若提供成品給學生，可能

會讓活動太過偏向勞作，而模糊了熱學的

主題。 

實驗太簡單可能會降低學生操作實驗的動

機。 

引導學生改變操縱變因，將實驗加以延伸

變化。以實驗 3為例，可以問學生濕毛巾

可不可以換成其他材質？如果不沾水，改

沾其他種液體呢？如果把鋁罐換成鐵罐會

有什麼不同？在室內外進行實驗有沒有差

異？天氣會不會對結果有影響等等。讓學

生了解步驟簡單的實驗也可以有很多種變

化。 

學生有時候可能對於老師所預期的現象或

效果視而不見。 

1.透過修改實驗指引，將學生引導到我們

希望他們看到的事物。 

2.可以另外設計活動來培養學生的觀察

力，因為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能力。 

實驗 7對學生來說，操作成功不難，但是

原理就比較難懂。 

1.教師於通樂倒進寶特瓶後將氣球反套的

步驟時，應在旁引導學生觀察。「剛剛還冒

很多二氧化碳的，為什麼現在氣球反而往

內膨脹？裡面一定發生了什麼化學反應

吧。」 

2.將本實驗相關的化學成份提供給學生，

讓學生比較容易找到資料。 

本學期在實施課程活動時，特別強調實驗

的控制變因和操縱變因，從活動單到評分

表都有填寫的欄位。使學生在成果海報上

一定會加上實驗的控制變因與操縱變因。 

未來可以考慮將評分表加以修改，讓學生

更能夠了解一張成果海報應該呈現出哪些

重點。 

電學實驗內容得難度差異較大，有些同學

知道電磁鐵，所以反而就覺得沒甚麼好做

的；有些同學對於單極馬達的原理還是很

難自行看懂，所以即便實驗成功，但還是

1.對於電學實驗應該更加廣泛地收集資

料，以便從中挑選出難意度適中的實驗。 

2.對於已經知道原理的同學，教師應該要

引導他們仔細想想不同的變因所造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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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解釋。 響；對於原理較困難的實驗，教師應該要

能夠將相關知識解構，再逐漸引導學生發

想和思考。 

抽到電學實驗 4的組別有可能就直接從維

基百科找到歐姆定律的資料，而並不是透

過實驗的數據整理得到的結論 

教師可以多問些三用電表使用問題並且從

數據中挑出不合理之處，或是從實驗數據

的誤差點出問題， 

抽到電學實驗 2的組別會出現無法分辨鐵/

鋁罐的情形。 

如果不統一準備材料，教師可以指定超商

可以買到的鐵罐飲料，這樣可以避免學生

判斷才直錯誤的問題。 

抽到電學實驗 2的組別有可能只看到起電

器能夠產生電弧就覺得實驗結束了，所以

沒有什麼實驗內容。 

教師可以將鐵罐改成鐵尺，會比較容易把

實驗內容引導到兩支鐵尺最近的點會產生

電弧 

4.課後填寫回饋表 

「生活的溫度」熱學模組回饋表 

一、實驗活動 

1.拿到實驗指引後，直接開始進行實驗步驟，一邊操作一邊討論對於實驗內容的了解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2.拿到實驗指引後，先針對實驗內容進行小組討論與結果預測，對於實驗內容的了解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3.實驗操作的時間應該多少才足夠？ 

□1節課   □2節課   □3節課 

4.你們怎麼知道實驗用的是什麼原理？ 

□問理化老師  □問補習班老師 □上網查資料 □去圖書館找相關書籍 

□其他 

二、成果發表 

1.聽完各組發表的內容，能夠幫助你了解他們實驗的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聽完各組發表的內容，能夠幫助你了解他們實驗的原理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評分老師對你們的海報或介紹內容提出問題時，你都… 

□應答如流   □勉強應付  □無法回答     □找其他組員幫忙 

4.當老師或同學對於你們報告的內容提出質疑時，會讓你發現實驗沒想周全的地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三、活動結束以後 

1.對「熱學」的了解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2.把理化課學到的熱學，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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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幫助   □有幫助  □沒幫助  □完全沒幫助 

四、其他 

1.這個活動過程中你/妳運用了哪些能力？(可複選，最多三項) 

□分析問題  □蒐集資料  □動手實作/操作 □歸納現象 

□團隊合作  □意見表達  □領導能力  □聯想思考 

2.經過這次的活動，你/妳認為「熱學」 

□非常有趣  □有趣   □無聊   □非常無聊 

 

「伊雷克崔瑟蒂」電學模組回饋表 

1.了解實驗內容後，我可以訂出操縱變因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了解實驗內容後，我可以列出兩個以上的控制變因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3.了解實驗內容後，我能設計實驗記錄表格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對實驗原理不了解的時候，我會上網查資料 

□是，我都去哪裡查資料             

□否 

5.對實驗原理不了解的時候，我會去圖書館查資料 

□是 □否 

7.除了上網和圖書館，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查資料 

                   

8.查了資料還是不了解實驗原理的時候，我會怎麼做？ 

                   

9.你會用什麼方式讓自己了解實驗原理？ 

                   

10.我能夠用實驗原理來解釋實驗結果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電學活動後，我對電學的了解(請依程度圈選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2.電學活動後，我覺得電學是有趣的(請依程度圈選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3.電學活動後，我知道電學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請依程度圈選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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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認為全班各組做同樣的實驗 

□好，為什麼？                

□不好，為什麼？               

15.我認為全班各組分別做不同的實驗 

□好，為什麼？                

□不好，為什麼？               

關於這個活動，你/妳還有什麼話想對老師說？ 

                   

5.回饋表統計 

生活的溫度。學生 139人，回饋表回收 131份。 

實驗活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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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成果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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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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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以後 

1. 

 

2.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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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雷克崔瑟蒂」電學模組。實驗組 91人，問卷回收 87份；對照組 92人，問卷回收

91份。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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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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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回饋表分析 

「生活的溫度」熱學教學模組回饋表分析 

問題 分析 

直接開始進行實驗步驟，

一邊做一邊討論對於實驗

內容的了解 

實施班級 97.8%填答很有幫助或有幫助 

未實施班級 96.5%填答很有幫助或有幫助 

先針對實驗內容討論，對

於實驗內容的了解 

實施班級 95.3%填答很有幫助或有幫助 

未實施班級 95.6%填答很有幫助或有幫助 

實驗操作的時間 6.9%的學生認為 1節課足夠做實驗 

52.7%的學生認為 2節課足夠做實驗 

38.2%的學生認為 3節課足夠做實驗 

怎麼知道實驗用的原理 34.4%的學生會去問老師 

45.8%的學生會去網路或圖書館查資料 

19.8%的學生會是用其他種方式 

從成果報告了解其他組別

的實驗內容 

96.2%的學生可以從成果報告了解其他組別的實驗內容 

從成果報告了解其他組別

的實驗原理 

92.3%的學生可以從成果報告了解其他組別的實驗原理 

面對評分老師的提問 42.7%的學生可以應答如流 

54.2%的學生能勉強應付 

其他人提出質疑時，會讓

你發現實驗不周全的地方 

93.1%的學生同意可以從別人的質疑發現實驗不周全的地

方 

對熱學的了解 98.4%的學生認為活動對於熱學的了解有幫助或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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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熱學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94.6%的學生認為活動對於把理化課學到的熱學應用到日

常生活中有幫助或很有幫助 

活動過程中所運用的能力 68.7%的學生認為在活動過程中運用了動手實作/操作的

能力 

67.9%的學生認為在活動過程中運用了團隊合作的能力 

51.1%的學生認為在活動過程中運用了意見表達的能力 

46.6%的學生認為在活動過程中運用了分析問題的能力 

你/妳認為熱學 經過這次活動後 88.9%的學生認為熱學有趣或非常有趣 

「伊雷克崔瑟蒂」電學教學模組回饋表分析 

1.實驗設計 

 教學模組在實施的過程當中除了提供學生動手實作的機會以外，也希望能夠培養學

生的實驗能力，所以在活動單以及成果報告的評分表都加入了操縱變因和控制變因的項

目。希望讓學生在實驗成功之後，藉由實驗指引的引導來練習操弄不同的變因，並且觀

察紀錄這些變因之間的關係。 

 以問卷的結果來看，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都有 50%以上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在了

解實驗內容以後，訂出控制變因或操縱變因。但是 

2.同樣實驗/不同實驗 

 

7.實施教師訪談 

 

四、研究成果 

預 期 成 果 實 際 成 果 

教導學生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學習

到的知識應用於生活上。 

透過與生活經驗結合的任務，讓學生運用

自己探索得到的知識來解釋現象 

將生物、理化課程中所必須教導到的知識

能力，嘗試與生活科技課程結合，並配合

教學進度，編製生活科技課程教學模組，

建立校本自然領域新的學習課程。 

完成「眼見為憑」光學教學模組課程修改 

完成「保護雞蛋大作戰」教學模組課程修

改 

完成「生活的溫度」熱學教學模組課程設

計 

完成「伊雷克崔瑟蒂」電學教學模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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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引導教師做專業學習社群，建立教師自信

與互信。 

 

教師專業社群定期開會討論課程內容、檢

討課程進行方式、並且構思更好的方式。 

期望能夠跨出自然科的領域，邀請美術

科、童軍科或健體科等教師一同加入社群。 

利用教學觀摩與教學實驗，引導教師用更

多元的方法進行教學。 

執行教師在教學實驗中以及課程檢討時，

同時進行教學反思，並且和專業社群教師

進行分享。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課 程 或 學 生 回 饋 意 見 檢 討 預 計 改 進 方 法 

本學期嘗試讓學生在動手操作前先進行討

論，先了解實驗內容並且預測結果之後，

隔週上課在進行實驗。但實驗操作只剩下

一節課的時間，很多學生反應時間太短。 

學生無法僅依照實驗指引憑空進行討論，

還是需要有器材和材料，才能夠讓討論的

內容更佳具體。所以預計在下學期的教學

模組把討論的時間縮短為 0.5 節課；將實

驗操作的時間延長為 1.5 節課。讓學生可

以有多一些嘗試錯誤的時間，而且也能夠

重複實驗或是有更多的時間來操縱不同變

因的影響。 

成果發表時，邀請協同合作教師針對學生

表現進行評分，同時也給學生一些建議和

想法。活動結束後發現，學生在每一回合

的評分裡都會吸收到一些東西，然後在下

一個回合的評分加以修正。 

計畫主持人和協同合作教師的課程其時常

有衝突的時間，導致部分協同教師未能參

與實驗或是評分的活動。預計下學期將邀

請其他自然科老師參與成果發表活動。讓

學生在成果發表的過程當中能夠獲得更多

經驗。 

成果發表的時間不足，導致認真評分的學

生常常無法將評分表完成。 

修改評分表中控制變因和操縱變因的紀錄

欄位，避免學生只是抄寫海報上的文字。

預計修改為檢核表再加上文字描述的方

式，希望能讓學生在評分的時候可以多花

一些時間在實驗本身的理解與討論。 

為了瞭解教學模組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