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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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小子 

主持人： 黃昭銘 電子信箱： stanely503@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張至文、魏月霞、鄭文玄、宋順亨 

執行單位： 宜蘭市中山國民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請擇一勾選）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請擇一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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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請填無）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若無，請填無）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若無，請填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7.辦理/執行成效：（以 300字以內為原則，若為延續性計畫，請說明與前年度之差異） 

二、計畫目的 

1.透過閱讀來提昇科學素養，進而啟發其潛能以及人文的關懷。 

2.透過學生親身體驗與了解科學家面對問題時的思考方式與解決問題

的歷程，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與創造思考能力。 

3.透過解決問題歷程，讓學生瞭解科學知識的特質，進而改變自我學

習的方式，從記憶方式到理解的學習模式。 

4.透過書籍章節閱讀來進行活動，培養學生學習語言能力、學習動機

和自信心。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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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1.讓學生在「玩中學」、「做中學」，讓學生透過活動操作、與上課所

提的科學概念結合，藉由實踐過程中去體驗、紀錄、分析與評估。 

2.透過多元的綜合學習，將課堂教學、創意設計、與競賽活動結合起

來，協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能力、學以致用、與創意發明，為將來的

科學學習奠定良好的觀念、態度與基礎。 

(2)教學原則 

由於「飛行小子」的理念，是以「故事情節」的形式展現，將故事中

所提及的「科學」導入到學習活動設計，例如飛行原理、反作用力的概念；

配合問題解決學習方式，讓學生經歷類似的科學活動經過，實際操作科學

原理，提高學生對於「科學」的體認與認識，考量每位學生的個體差異與

興趣，在教學上需注意： 

1.必須以學生的安全為第一考量。 

2.尊重每位學習者的起點行為與先備知識。 

3.透過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加教學的效能。 

4.鼓勵學生透過過不同管道來進行學習。 

5.學生的學習是依據經驗，與情境的反應來進行。 

6.根據個別需要與能力差異給予適性的教學活動。 

(3)實施步驟 



 

1.分析書籍內容與科學之間的關係。 

2.規劃活動場地。 

3.規劃課程內容。 

4.教材準備。 

5.「飛行小子」教學活動的進行。 

6.評鑑活動成效。 

7.匯聚成果與推廣。 

四、研究成果 

1.透過親身參與，提升學生科學素養與科學學習態度。 

2.透過解決問題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 

3.透過分享與參與，培養學生創造能力與自信心與藝術創作能力。 

4.透過概念圖學習，發展學生分析與邏輯思考能力，以促進其心智能力

的成長。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現階段課程進行大致上告一個段落，由於課程統整因此在推動時需要

透過不同學科教師的協助，依照課程的安排無法挪出多餘的節數來進行，

由於學科教師的配合，例如美勞、藝術與人文、電腦課的教師協助，透過

融入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大多數課程大致上可以順利進行。 

由於部分課程內容科學概念稍嫌抽象，雖然動手作的方式可以協助學

生對概念有初步的認識，不過學生對於某些科學概念學習無法正確瞭解，



 

不過透過動手作的活動，學生大多可以瞭解影響的變因與尋找出可行之解

決之道，例如水火箭活動，學生會觀察發射角度與水量影響飛行距離，再

不斷的練習學生可以找出適合的發射角度與注入的水量。 

在未來課程的規劃將會導入行動學習方式來協助進行，例如：透過應

用軟體、電子書閱讀、透過行動學習輔具使用進行模擬或是將概念具體呈

現的方式，引導學生概念發展，進而建立完整的科學概念。以本次課程中

操作直昇機課程來介紹白努力定律，透過行動科技硬體與軟體協助的方

式，讓學生可以在有限的空間進行飛行模擬，進行概念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