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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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生-社區-打造一個愛思考愛科學的社區 
主   持   人：薛文哲 E-mail：wenche1115@gmail.com 
共同主持人：林欣儒 
執 行 單 位：宜蘭縣員山鄉員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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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創意科學課程：12hr 

（2）科學探究課程：24hr 

（3）科學服務課程(校慶園遊會、社區親子科學活動)： 8hr 

（4）科博館體驗活動：16hr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1）創意科學課程：本校 4~6年級學生 

（2）科學探究課程：本校 4~6年級學生 

（3）科學服務課程(校慶園遊會、社區親子科學活動)：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  

（4）科博館體驗活動：本校 4~6年級學生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1）創意科學課程：18人 

（2）科學探究課程：18人 

（3）科學服務課程：  

     a. 校慶園遊會：240人 

     b. 社區親子科學活動：45人 

（4）科博館體驗活動：18人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 

（1）創意科學課程：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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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學探究課程：6人 

（3）科學服務課程(校慶園遊會、社區親子科學活動)：6人 

（4）科博館體驗活動：6人 

7.辦理/執行成效：  

    102學年為延續性的第三年計畫，使用前兩年已完成的科學教育模組持續為

孩子打造一個使他能享受思考、與科學為友的地方。並藉由服務課程讓孩子思考

學習科學的目的是什麼？也將服務對象由校內師生拓展至社區民眾。因此，我們

規畫安排五個階段的課程活動。在「創意課程」中孩子激發出濃厚的學習興趣；

在「探究課程」中我們陪著孩子自己思考、自己動手做研究，產出 3件研究作品；

在「服務課程」中，我們看到孩子努力準備及服務過程中的耐心、細心與自信的

展現；在「科博館體驗活動」中，我們看到孩子們查詢交通住宿等相關資訊，自

己規劃行程，歡喜探索的神情，且迫不及待去實現。感謝教育部提供我們一個實

現夢想的機會，讓我們的孩子能走出教室，自由探索科學世界；讓我們的老師能

盡情揮灑教學的創意與熱情。 

二、計畫目的 

（一）研究背景  

    2011建構發展科學教育課程模組 – 2012紮根在孩子 – 2013

擴展到社區民眾。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運用一個自行發展的科學教育課程模

組，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探索研究與科學素養等能力，並拓展科學

學習至社區民眾。具體的目標為： 

  1. 自行發展的科學教育課程模組，能持續培養學生的創造思考、探

索研究與科學素養等能力。 

  2. 發展一套適合社區民眾的科學教育課程。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本校中、高年級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及學區內一般民眾。 

 (二) 研究時間 

   自 2013年 8月～2014年 7月。 

 (三) 研究流程 



 

    本研究實施流程，首先是發現問題，接著進行文獻探討，以獲得對

問題更深一層的瞭解與做法的啟示。第三是擬定行動計畫，本研究共擬

定了二個次計畫，每個次計畫包括二個實施策略。第四是實施行動計畫

並觀察結果，並同時蒐集資料與紀錄研究過程，以便檢討與修正行動計

畫。在檢討與修正行動計畫時，若有問題，便再回到行動計畫之始，重

新規畫行動內容，然後再實施、再觀察結果，形成一個循環的行動迴圈，

直到研究者覺得目的達成為止。最後，再透過問卷、觀察、訪談、省思

札記等方法，對本行動研究進行成效評估，並提出個人的結論與省思。 

 (四)行動計畫與策略 

       在規劃行動計畫與策略後，經價值性、省思性與可行性的判斷與抉

擇後，確認了本行動研究二個次計畫及其策略，其內容分述如下： 

 1.行動計畫一：自行發展的科學教育課程模組，能持續培養學生的創造思

考、探索研究與科學素養等能力。  

       包括三個實施策略，「創意科學課程」、「科學探究課程」、「科博館

體驗活動」，其內容說明如下： 

（1）創意科學課程─規畫 12~1月，規畫 4次，每次 3節，共 12節的創意

科學課程。目地在深化學習科學的樂趣，並提升科學

創意思考能力。 

（2）科學探究課程─於 1~4月，利用假日課餘時間，規畫 8次，每次 3節，

共 24節的科學探究課程。目地在藉由實地研究的歷

程體驗，建立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3）科博館體驗活動─因宜蘭縣缺乏科學教育的大型場域，故規畫 1次的

科學博物館體驗活動，藉由現場充足的科學教育資

源，及豐富的科學氛圍，提供學生一個快樂、專屬

的喜愛科學的空間，感染導覽人員或義工對科學的

熱情，並擴展孩子的科學視野。預定七月於科博館

辦理。 

2.行動計畫二：發展一套適合社區民眾的科學教育課程。 



 

       於 5月，利用假日時間，規畫學生科學服務及社區親子科學教育活

動。目地在以學校為科學教育基地，拓展社區民眾學習科學的風氣，建

構形塑學習型社區。並以本校科學營學生為教學助理，藉由科學服務課

程澄清學生正確的科學態度，瞭解從事科學是一種探索的興趣，委身科

學是一種單純的執著，回饋自己的社區。 

(五)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選擇應用觀察法、問卷調查法及

訪談法，以及研究者的省思札記等方法，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以獲知行

動方案對學生深化喜愛科學及培養科學思考的成效。 

(六) 資料蒐集與處理 

經由觀察、問卷調查、訪談學生與研究者的省思所獲得的資料，可

分為量化與質性資料，並依資料的的不同性質分別處理。 

四、研究成果 

 (一) 學生學習成效：  
小助手 能將所學加以應

用發展並教導別
人。 

能將所學以簡單
易懂之方式教導
別人。 

能將所學簡單講
解並實際操作給
別人看。 

能精熟所學，且
了解原理。 

陳怡潔 ○ ✔  ✔  ✔  
邱至璿 ✔  ✔  ✔  ✔  
江政賢 ✔  ✔  ✔  ✔  
✔達成      ○達成但可再更好       〤未達成 

 
參加過
之成員 

能將所學加以應
用發展並教導別
人。 

能將所學以簡單
易懂之方式教導
別人。 

能將所學簡單講
解並實際操作給
別人看。 

能精熟所學，且
了解原理。 

陳鋐謀 ✔  ✔  ✔  ✔  
何家弘 ○ ✔  ✔  ✔  
游士杰 ○ ✔  ✔  ✔  
黃聖恩 〤 ✔  ✔  ✔  

 
新成員 能將所學加以應

用發展並教導別
人。 

能將所學以簡單
易懂之方式教導
別人。 

能將所學簡單講
解並實際操作給
別人看。 

能精熟所學，且
了解原理。 

陳鋐謀 ✔ ✔ ✔ ✔ 
何家弘 ○ ✔ ✔ ✔ 
游士杰 ○ ✔ ✔ ✔ 



 

黃聖恩 〤 ✔ ✔ ✔ 
洪瑀旋 〤 ✔ ✔ ✔ 
邱瀅庭 〤 ✔ ✔ ✔ 
陳子晏 〤 ✔ ✔ ✔ 
陳柏昌 〤 ○ ✔ ✔ 

(二) 社區親子活動： 

指標 比率 (說明) 

家長：帶回家表演給其他家人
看！！ 

95%  (很多家長帶孩子來，玩過的第一句話
就是這句！) 

家長玩的比小孩開心 40%  (爸爸搶著玩，表現給小孩和媽媽看) 

家長試著改良、增強 30% (試著用自己的方法做，或想拆開成品來
看) 

小孩玩的開心且想把成品帶回家給
家人看。 

100% (還有小孩忘了帶走後，又急忙跑來
找，把這東西看得很重) 

(三) 科學探究作品： 
序
號 科別 作品名稱 作者姓名 

1 地球科學科 
石在好厲害~各類岩石的導熱性與應

用 

陳怡潔 陳子晏 游士杰 

劉旭哲 鄭齊霖 

2 生物科 
我要把你吸高高~磁鐵對黃豆芽的生

長影響 

洪瑀旋 陳柏昌 江政賢 

王之恆 何家弘 

3 化學科 藻出新能源~葉綠素電池再探究 
邱至璿 陳鋐謀 黃羽婷 

黃聖恩 邱瀅庭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本計畫在增進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提升科學素養、拓展科學視野、

提供弱勢家庭學生學習科學的機會等短期目標，皆達到預定的目標。在中

長期目標方面，該計畫提供本校自然領域教師專業精進的機會，開啟專業

對話，對本校在自然領域的教學品質有提升的效益。 

 然而本研究意圖將科學的種子散播於社區，而參加校慶園遊會設置科

學想想攤位，並於假日辦理社區親子科學活動，獲得熱烈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