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八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利澤國中科學教育推廣計畫 

主    持    人：陳建志 

執  行  單  位：宜蘭縣利澤國中 

一、 計畫目的 

利澤國中不是沒有人才，我們曾有兩位同學出國參加紐倫堡創意發明比

賽，兩項作品都得獎。但這樣的孩子畢竟是少數，且具有良好家庭教育的。

本校屬宜蘭縣偏鄉學校，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家長大多

忙於生計，而無暇照料小孩，以致家庭教育功能薄弱。由於鄉下小孩各項正

面的學習刺激不足，大部分學生的天才都未能被激發，因此，我們最需要的，

是推廣型的科學教育計畫。導入趣味科學，讓學生從遊戲操作中學科學。 

二、 方  法 
計劃內容分兩個部分：  

(一) 趣味科學競賽：以全校學生為對象，藉由科學遊戲，提昇學習興致，進而

探究科學。第一學期舉辦紙飛機競賽，競賽分三個項目，飛得最遠、滯空

時間最久、轉彎迴旋。第二學期舉辦創意骨牌大賽，不限材料，只要能引

發連鎖反應即可，學生儘可運用各種物理化學原理來設計關卡，透過競賽

來比創意。 

(二) 假日科學營：找一個班級當作科教推廣實驗班。利用假日進行科學探究活

動，活動操作之前，先對學生施測，是否已具備此一概念；活動操作之

後，再施測一次，是否已學到了。假日科學活動包括下列項目：  

1.顯微鏡的製作與觀察：自製單式顯

微鏡，並藉以觀察玻片標本。同時

比較複式顯微鏡與觀察。 

2.蛋的實驗：①滾蛋大觀，②熟蛋縮

骨功，③蛋的承受力，④製作裸蛋

（醋蛋），⑤科學蛋塔。 

3.紙飛機的探究： 

飛得遠、飛得久、能迴旋。 

4.減緩溫室效應-蔬食救地球 

5.觀察力的培養—茄冬樹的觀察。

6.毬果的觀察與自製溼度計 

7.不限材料的創意骨牌設計 

8.水火箭的製作與實驗 

9.數學遊戲 

10.魯班鎖之寓教於樂 

11.自製小鳥給水器 

12.太陽能動力車 

 線

三、 成  果 

1.顯微鏡的製作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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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珠也可放大影像，珠子越小，放大倍率越高。 

   
自製一個單式顯微鏡，並藉以觀察玻片標本。 

2.蛋的實驗 

①滾蛋大觀：除了搖一搖以外，還能用什麼方式判別熟蛋與生蛋？ 

以滾動方式判別： 

熟蛋與生蛋哪一個較快到達底端？ 

答：生蛋。理由：生蛋以滑動方式，熟蛋以滾動

方式，相同距離則滑動所需時間較短。【延伸】：

以相同的腳踏車煞車時間來說，壓放、壓放致成

滾動，滾動距離較短；若將煞車壓死，則導致滑

動，滑動的煞車距離較長。 
以轉動方式判別： 

熟蛋轉動後，以手按壓停止，則不再轉動。 

生蛋轉動已按壓停止，手隨即放開，蛋將繼續轉

動。理由是外殼雖已停止，但內容物卻仍在轉動。

②熟蛋縮骨功：熟蛋完整進出瓶頸 

將熱開水倒入廣口瓶後隨即倒出，以剝殼的熟

雞蛋塞住瓶口；以冰水冷卻廣口瓶，可見雞蛋

被吸入瓶中。 

 

以酒精燈加熱廣口瓶，則雞蛋又被推出瓶口。

重複上述動作，雞蛋便在瓶頸中來回進出。（理

由：空氣冷卻收縮或加熱膨脹，導致瓶內外空

氣壓力差） 

 線

③蛋的承受力：蛋可否承受磚塊重量而不破？可承載多少磚塊重？ 

     

④製作裸蛋（醋蛋），觀察滲透，並測試其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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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圖說：1.醋酸泡製裸蛋。2.裸蛋比含殼雞蛋更具彈性。3.裸蛋靜置數天

後因脫水而萎縮。4.5.將萎縮的裸蛋置入清水中，則又吸水膨脹。 

3～5：蛋膜為半透性膜，藉此可觀察滲透現象。 

⑤科學蛋塔：觀察滲透現象。蛋的鈍端剝開蛋殼，但不可弄破蛋膜；尖端挖開

小洞插入吸管，並以臘密封吸管周圍洞口。置入杯中以支架固定，

杯中倒入清水，可見雞蛋內容物，在直立的吸管中逐漸上升。 

    

3.紙飛機的探究：飛得遠、飛得久、能迴旋。 

讓學生玩紙飛機並探究各種機型飛行距離、滯空時間的差別，怎麼樣的飛機

可以轉彎迴旋？改變投擲方式，可以讓飛機做怎麼樣的飛行改變？ 

   

辦理全校紙飛機競賽，包括三個項目：飛行距離、滯空時間、迴旋回原點。 

  

 線

4.減緩溫室效應-蔬食救地球 

說之以理：響應減碳活動，對全校師生演講，說明全球暖化的嚴重性，而

溫室氣體最大的來源，來自於蓄產業；故減少肉食量，甚至改為蔬食，以減

緩地球暖化。 

動之以情：「知」是一回事，沒有強烈的道德感，很難知行合一。緊接著，

再以許尚文醫師所做「減碳 健康 新世紀飲食」的簡報檔加以報告，說明動

物性蛋白質是重要的促癌因子，而植物性蛋白質反為抑癌因子。因此，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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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與身體保健的理由，都該響應蔬食運動，至少該減少肉食攝取量。

會中絕大部分學生都表示支持連署學校午餐肉食減半。 

5.觀察力的培養—一排茄冬樹的觀察 

學習自然科學，隨時保持高度好奇的探究精神。首重發現問題，仔細觀察，

多方思考，推理假設，實驗驗證。同一排茄冬樹有甚麼好觀察的呢？求學當

在不疑處有疑，雖同樣是茄冬樹，卻沒有兩株長得一模樣： 

(1)教學大樓這一段與操場那一段的樹型比較如何？ 

(2)同樣教學大樓段，朝向教室與朝向生態池的枝條發展如何？ 

(3)有沒有發現怪異現象？ 

(4)上、中、下哪一個段落的著生植物較多？有沒有規律性？操場那一段的

情形也是這樣嗎？有沒有方位上的規律性？ 

(5)每一株都結果嗎？同一株，葉片大小、形狀、顏色都一樣嗎？有無規則

趨勢上的發現？ 

6.毬果的觀察與自製溼度計 

四個層次的思考～ 

第一個層次：在不破壞瓶子與毬果前提下，怎麼把毬果拿出來。 

第二個層次：為什麼會有這樣變化，而可以把毬果拿出來？ 

第三個層次：松樹為什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第四個層次：利用毬果的張閉現象，自製毬果溼度計。 

7.不限材料的創意骨牌設計 

形式不拘，材料不限，除

了傳統的骨牌之外，學生

可運用身邊任何可行的材

料，設計一道又一道的關

卡，學生的設計包括有利

用高差彈珠滾落、滑輪載

重升降、水的浮力、彈力射

箭、運用卡榫設計釋放彈

力……等等，學生必須先行

設計、測試、修正，而後參

加班際比賽。 

 線

8.水火箭的製作與實驗 

一起做了兩架水火箭，一架有尾翼、一架沒有；而後

一起探討下列問題，並進行實驗討論： 

(1)不加水只打氣，會不會飛行？兩相比較如何？ 

(2)水火箭加不加尾翼，飛行軌跡的比較如何？ 

(3)多少發射角度的飛行距離最遠？ 

(4)加多少水可以得到最大的飛行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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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數學遊戲 

破解遊戲，知其然，更知其所以然。 

遊戲一：1.從 0,1,2……9，選一個數字放在心裡。 

2.選定的數字 乘以 2 再加 5 

3.上數 乘以 50 

4.再加 1760 

5.減去你出生的西元年份 

6.告知計算結果，我就能說出你

心裡選定的數字以及年齡 

遊戲二：心算骰子總和 

為什麼老師可以短時間心算出結

果？請學生細心觀察骰子特性，並加分析、整理、歸納，透過引導，學生也

能說出個所以然；既知其所以然，學生也能自行設計一副不同數字的全新骰

子。 

   

10.魯班鎖之寓教於樂 

結合綜合課，發給學生木條，以手

鋸製作魯班鎖，先讓他們當作玩具玩，

進而思索空間結構的組合。大部分學生

都很好奇、興致也很高地想要組合完

 線

成，不時地把玩著。 

11.

(1)

木板被斬斷還是報紙被撬開

(2)

？會流出多少

自製小鳥給水器： 

長條木板，2/3 在桌面上，1/3 在桌外，桌面上

覆蓋著一張完全攤開的報紙。以手刀向桌外的

木板斬落，結果是

的部分

（或撬破）？ 

寶特瓶裝水八分滿，旋緊瓶蓋，以圖釘在瓶身

中間戳一個洞，瓶水是否流出

水？若再打開瓶蓋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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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上題，旋緊瓶蓋，如果戳兩個洞會如何？兩個

(4)杯子裝滿水，以撲克牌或名片當作蓋子，而後將

 

(5)寶特瓶裝滿水倒置在燒杯中，瓶口離燒杯底部 2

什麼？ 

(6)生活上的應用，小鳥給水器。 

四、

洞有高度差或高度一樣，情況各如何？ 

杯子倒置懸空（如圖），杯水是否流出？為什麼？

公分，寶特瓶中的水是否全部流出？ 

若否，那麼會流到甚麼程度？為

 討  論  

這不是一個研究型的好計劃，誠如一開始計劃目的設定：我們最需要的，是推廣型

的科學教育計畫。對於學習成就低落的偏鄉孩子來說，他們需要多一點的文化刺激。造

成學習成就低落，非一朝一夕，原因也很多。 

這個計劃一開始就沒打算把對象鎖定在科學績優生；學習成就低落，在我校是普遍

性，我校確行常態分班，因而找一個班級當作科教推廣實驗班。畢竟學習成就不理想的

學生，才是最需要幫助的對象。這個實驗班共 30 位學生，參加假日科學營的有 28 位。

學期結束時，問了他們一道題目：這樣的科學活動對我有幫助 A.非常同意 B.同意 C.普

通 D.不同意 E.非常不同意。答「非常同意」的有 10 位（37%），「同意」的有 7 位（26%），

「普通」的有 9位（33%），「不同意」者 1人（4%），當天有一位病假缺席。初看這樣的

結果，其實心裡有些難過，甚至有些洩氣，為什麼竟有 9位同學回答「普通」！不同意

的這一位，其實他各方面的表現都很好，兩項比賽也都參加，並得到第一名，準備比賽

的過程中，也和老師互動頻繁，個人認為這個科學營對他應該是有幫助的，或許是這位

同學

同學來說，我也應該深加檢討，

要再

不能改變他的課業

成績。但我相信，這樣的學習過程，絕對會深深地烙印在他心裡。 

的要求較高而不滿意。 

每一次活動，我們會對擬欲探討的問題做前後測，前測幾乎都沒能答對，少數能答

對的題目也沒能說明白；然而操作過後所做的後測，則有六到七成的同學能夠答對，且

有四到五成的同學能說明白其中的道理。想想平常課堂上課與段考，怎能有這麼好的成

績，畢竟非常同意加上同意的人數已達 63%。假日科學營能有這麼高的出席率，實因開課

之前，筆者挨家挨戶拜訪，取得家長的認同；畢竟不是每位同學都樂於假日來校上課。

對於以世俗升學率來看，我校能考上高中的也都只有 10%上下；這樣的科學營成績也該感

到安慰，實在沒有洩氣的理由。當然對於不夠滿意的 10 位

想想如何以更有趣的方式來吸引他們的熱情參與。 

在準備紙飛機與創意骨牌競賽的過程中，我看到學生的熱情，這是他們學習課本知

識過程中，從沒有過的熱情，那一陣子，真是全校總動員。不論成績好壞，不論年級，

不論男女，大家都瘋狂地玩著紙飛機與創意骨牌，總有一堆學生纏著老師，尤其是那些

後段學生更是多數，老纏著老師問，「飛機要怎樣才能轉彎？」「飛機要怎樣才能飛得久？」

有些學生甚至會嘗試改變操作，然後跑來告訴老師他的新發現，老師當然要適時地給予

回饋。我對這些學生的表現真是大為感動。競賽結果，有很多平常考試後段的學生拿到

了很好的競賽成績。對多數的學生來說，這樣一次趣味科學競賽，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