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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金門縣鄉土戶外主題教學之評量分析與研究 

主  持  人：吳啟騰 E-mail：chiteng@mail.km.edu.tw 

共同主持人：傅淑芳 

執 行 單 位：金門縣立金湖國民中學 

 

一、計畫執行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本計畫為第一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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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門縣 101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太武山主題戶外教學評量」活動 

（2） 金門縣 101 學年度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學習成就測驗分析與命題」 

工作坊 

（3） 金門縣 101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節能綠地圖教學評量」活動 

4.辦理活動或研習會對象：八年級學生或自然領域教師 

5.參加活動或研習會人數：62 人 

6.參加執行計畫人數：6 人 

7.辦理/執行成效：本案從 100 學年度到 101 學年度已實施兩年，第一年(去年)是以

九年級學生參加鄉土主題戶外教學與自然領域模擬考及基測成績相關研究。其中

發現參加鄉土主題戶外教學的同學，他的自然領域模擬考及基測成績都明顯的比

較高，且進步較多。第二年(今年)則以八年級為研究對象，以參加兩次鄉土主題戶

外教學的同學成績和之後的段考成績相比較研究分析，發現這些同學的自然領域

成績也都有明顯的進步。明年(第三年)我們將以這批學生和另一批未參加鄉土主題

戶外教學的同學(對照組)研究其相關性，若能再獲得正相關的結果，將作為未來

12 年國教免試與實施會考錄取的參考，同時追蹤到高中大學的學習態度、素養及

成績的表現，以提高國民教育水準。 

二、計畫目的 
(一) 為增進學生學習效果，培養學習科學之態度、素養與解決問題的能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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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學教育水準，並達成環境教育的目標。  

(二) 因應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及 12 年國教之實施，拓展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顉

域，使學生能對生命世界、地球環境、生態保育等之學習產生濃厚興趣，

並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護環境的情操，增進科學研究知能，使其能實際

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以期教導學習到真正能帶得走的能力。 

    (三)整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提供教師應用於教學上，以提高學習效果。 

    (四)利用評量的方法，檢測學生在生活上所具備之基本能力與科學素養。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選擇本校富有教學意義的段點-太武山及校園踏察，進行自然領

域主題教學模組之教學與評量分析。根據課程總目標所要培養的「十大基

本能力」轉換成「科學素養」、「科技認知」、「科技發展」、「科學技能」、「思

考智能」、「科學本質」、「科學態度」、「科學應用」、「設計與製造」等八項

來表述與研究。 

(二)進度與步驟: 

1.本年度將對以往研究成果資料加以整理外，並對本校周圍環境主題教學教材

資源之推廣教學與評量。 

2.本研究預計三年完成(今年為第二年)，針對金門有關鄉土主題教學資源作完

整之推廣與評量分析，針對教學得失，確實檢討改進，並實施補救教學。 

第一年 (100 學年)：先以本校周圍環境-太湖周邊之人文與地質生態環境及水

質設施為研究主題，設計太湖主題模組教學活動評量手冊，將分析評

量之成果，提供中小學教師推廣使用。 

第二年（101 學年）：以金門太武山之主題教學教材之推廣教學與評量分析研

究，並結合本校之中水與雨水回收循環淨化教學系統及永續校園整

合與環保教學區編撰主題教學模組教材加以推廣教學與評量分析

研究。 

• (一)本(101)學年度預段執行金門鄉土自然領域主題教學模組之教學推廣活

動與設計評量試卷。利用評量的結果加以分析研究，將具體成果進

行教學改進，激發學生學習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信心，培養愛鄉

愛國之情操。目前完成的百分比為約 98％。 

• (二)我們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張美玉來金為自然與生活科技領

域教師講授多元評量設計實務與金門國教輔導團自然領域輔導員

講授戶外主題教學命題教材編製頗析命題實作與評量結果分析 

• (三)本研究預計三年完成(今年為第二年)，針對金門鄉土主題教學評量研究

與分析，針對教學得失，確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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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學習手冊與命題】 

太武山學生手冊 

校園踏察主題教學模組教材 

命題與成績 

四、研究成果 
(一)由本次研究發現，在控制了兩次自然科段考成績與有無參與主題教學有顯著的

影響，有參加主題教學的學生與沒有參加主題教學的學生，在國中自然科的成績表

現有顯著的差異，有參加主題教學的學生在 101 學年第二學期國中兩次自然科段考

成績的表現較佳，並可作為老師教學方法改近之參考。 

(三)為證實本年度之研究成果，今年將再利用不同之測驗與評量方式，編製教材及

評量手冊，進行教學與評量分析，以提升學生學習科學之態度與科學素養。 

 

【評量統計與分析】 

所有學生兩次的各學科平圴、兩次的自然科段考成績，以及兩次的主題教學評量成績(太

武山、節能綠地圖)之平均數(Mean)與標準差(SD) 

 

所有樣本為 62 位，太武山主題教學評量成績平均為 63.26 分，標準差為 13.561；節能

綠地圖主題教學評量成績平均為 35.47 分，標準差為 18.782；第一次自然科段考成績平

均為 69.81 分，標準差為 17.192；第二次自然科段考成績平均為 78.31 分，標準差為

14.712；第一次各學科平均為 76.44 分，標準差為 14.033；第二次各學科平均為 79.48

分，標準差為 12.889。 (0=未參與主題教學；1=參與主題教學) 

T-test (以第二次各學科成績為依變項，是否參加主題教學為自變項) 

 

T-test (以第二次自然科段考成績為依變項，是否參加主題教學為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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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接受主題教學後，有參加主題教學的學生第二次自然科段考成績有明顯較高。 

 

 

在進行完第一次自然科段考、與尚未進行第二次自然科段考的間隔中，老師再選擇某些

學生進行主題教學。下圖顯示有參加主題教學學生之兩次自然科段考成績趨勢圖。結果

發現被選取的學生(綠色線)在第二次自然科段考成績明顯比未被選取的學生成績高；接

受過主題教學後，有參加主題教學的學生第二次自然科段考成績有明顯比第一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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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生分成有參加主題教學(編碼成 1)與沒有參加主題教學(編碼成 0)兩組，並檢視這兩

組學生在 102 年第二次自然科成績的平均數(Mean)與標準差(SD) 

 
 

未參與主題教學的參與者共有 25 位，其第二次自然科成績平均為 68.20 分，標準差為

10.520；參與主題教學的參與者共有 37 位，其第二次自然科成績平均為 85.14 分，標準

差為 1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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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Pearson 相關結果來看，”性別”和主題教學評量-太武山成績有正相關(r=.466, 

p=.007)，但和主題教學評量-節能成績(r=-.076, p=.657)，以及兩次自然科段考成績

(r=-.035, p=.788；r=-.027, p=.836)都無顯著相關。而”是否參與主題教學”和第一、二次

自然科段考成績(r=.704, p<.001；r=.569, p<.001)為顯著正相關。 

     

 

就點二系列相關來看，可以發現性別和主題教學評量-太武山為顯著相關(r=.402, 

p=.017)，表示男生的平均分數比女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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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點二系列相關來看，可以發現性別和主題教學評量_節能無顯著相關(r=-.102, p=.555。 

 

接著，我們要檢驗學生在參與主題教學與否對其自然科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首先針對

102 年第一次自然科平均成績。利用線性迴歸的方法分析：將第一次自然科平均成績作

為依變項，而參加主題教學與否作為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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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分析可知，整體模型的 r²=.496，表示『是否參與主題教學』可以統計顯著的解釋

『第一次自然科成績』49.6%的變異量(F(1,60)=59.980,p<.001)。根據迴歸係數估計的結

果，『是否參與主題教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704(t=7.680, p<.001)，顯示『是否參與

主題教學』對於『第一次自然科成績』有正向的解釋力。 

當學生沒有參與主題教學時，『第一次自然科成績』基本分數為 55.200(t=22.421, p<.001) 

 

接著，檢驗其 102 年第二次自然科平均成績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一樣利用線性迴歸的方

法分析作更為精確的分析：將第二次自然科平均成績作為依變項，而參加主題教學與否

作為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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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分析可知，整體模型的 r²=.324，表示『是否參與主題教學』可以統計顯著的解釋

『第二次自然科成績』32.4%的變異量(F(1,60)=28.768, p<.001)。根據迴歸係數估計的結

果，『是否參與主題教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569(t=5.364, p<.001)，顯示『是否參與

主題教學』對於『第二次自然科成績』有正向的解釋力。 

當學生沒有參與主題教學時，『第二次自然科成績』基本分數為 68.200(t=27.960, p<.001) 

 

接著，想要了解接受主題教學後，對學生的第二次自然科成績之影響，因此以『是否參

與主題教學』為固段因子，『第二次自然科成績』分數為依變項，『第一次自然科成績』

為共變數，進行 ANCOVA 分析（第二次成績 = B1*是否參與主題教學 +B2*第一次成

績 + B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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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報表可知道，其 Levene 的變異數同質性檢段不顯著(F(1,60)=.011 p=.916)，故知有

無參加主題教學在第二次的自然科成績上離散情形並無明顯差異 

 

 

由以上共變數分析表中可以得知，共變項『第一次自然科成績』效果達顯著(F(1,59)=97.623 

p<.001)，表示共變項『第一次自然科成績』對依變項『第二次自然科成績』的解釋力

高，即有影響力。而排除『第一次自然科成績』分數的影響後，兩組學生在『是否參與

主題教學』的分數上則無顯著的差異(F(1,59)=0.644, p=.425)。 

 

五、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因評量的方法很多，且又第一次嘗試執行本計畫，因此較為生疏，經研究團

隊考量結果，還是以鄉土主題教學科學領域分析結果試題，作為輔導團自然領域

實施鄉土戶外教學評量之依據，並了解學生經過鄉土戶外教學對學習自然領域成

績之相關性。 

(二) 本計畫將在三年內結合地區之環境教育、創造力教育、生態教育、鄉土教育

及能源教育之教學內容及教材，編製學習評量手冊，加強推廣效能，以促進社會大

眾及教師之肯段與信任，提升教育改革之成效。 

(三)因應十二年國教之實施及 2015 年國際 PISA 測驗之來臨，我們將利用我們之研

究成果加以推廣，以提升教師科學教學之效果及改進教學的方法。 

(四)請教育部能在中小學階段，多加編列預算，鼓勵教師多作有關測驗與評量分析

之研究，以激勵教學改進之動機，並提升科學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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