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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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創意活動之辦理與題材研發 

主    持    人：蔡懷萱（校長） 

執  行  單  位：新竹縣新星國民小學 

壹、 計畫目的 

一、響應教育部發展中小學科學教育六年計畫，研發科學創意活動的題材。 

    期望能激發兒童創意潛能，營造精彩人生。 

二、為增進兒童對科學活動的興趣，激發兒童科學創造力，以提昇兒童對科學 

    的正向態度。  

三、舉辦科學營讓學生能藉活動發揮創意，藉以引發其他未參加創意營的學生 

    有發揮「創意」的動力與對科學教育的學習慾望。 

四、收集所有活動辦理的回饋資料，共同檢討與修正，整理出「更容易引起學 

    生創意」的科學活動，培養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能力及學習設計與製作之 

    能力。 

五、將研究所得撰寫成研究報告，提供有意舉辦科學創意活動之單位有參考的 

    題材，以為教育部推廣使用。 

 

貳、研究方法 

一、 用書籍、網路蒐集主題式科學活動及遊戲加以整理後於社團及平日科學營中實施。 

二、 藉由舉辦科學營及科學社團來提升兒童對科學的學習興趣。 

三、 藉由實作呈現出兒童創意激發的成品展示。 

四、 辦理科學創意活動並蒐集學生對活動的參與度。 

五、 製作學生回饋表，並將成果彙整成冊。 

 

參、 研究成果 

一、 辦理寒假科學營二梯次 

(一) 活動主題：太陽能 

(二) 實施時間：99 年 1 月 20 日、1月 21 日 

(三) 對象：高年級參加人數─50 人    

      中年級參加人數─50 人 

(四) 師資：元智大學科學教育教師 

(五)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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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所不能─何謂能源？而能源的歷史又是如何。最後自製一個能源爆破包回去。 

2. 氫能源─了解能源對生態的影響；認識太陽能電池，了解其原理及優缺點。 

3. 能源大危機─帶領孩子將家中的廢紙做成紙漿，將還原成再生紙，式著讓學生體

認能源的循環再利用。 

 

二、 辦理中年級半日科學營二梯次 

(一) 活動主題：創意自己來─動手做冰淇淋 

(二) 實施時間：99 年 4 月 20 日、99 年 4 月 27 日(週三下午) 

(三) 對象：三年級學生實際人數─50 人  參加人數─50 人   參與率─100% 

            四年級學生實際人數─50 人  參加人數─50 人   參與率─100% 

(四) 師資：學校教師蔡曉旻 

(五) 課程內容：利用冰塊加入鹽巴快速降溫，使奶粉罐裡的溫度如同冰庫一樣 

                低，再利用滾動使奶粉罐裡面充滿空氣，能夠快速製成冰淇淋。 

 (六)  學生回饋與分享 

1.你喜歡今天的上課內容(動手做冰淇淋)嗎？ 

     ■非常喜歡(98 人)      □非常不喜歡(0 人)   

     ■喜歡(2 人)           □不喜歡(0 人)   

2.如果有機會，你願不願意再次參加學校舉辦的科學營呢？ 

     ■願意(100 人)    □不願意 

3.今天參與「動手做冰淇淋」，對於你的科學知識有無增加呢？ 

     ■有增加(32 人)    □沒有增加 

莉婷：可以吃到自己做冰淇淋，製作過程好玩，又可以學到科學知識唷！ 

耀宗：沒想到利用簡單的材料就能自己做出冰淇淋，我也要回家和妹妹一起做！ 

昀萱：原來利用鹽巴加入冰塊就可以讓溫度下降，這真的是太神奇了！ 

芷寧：製作冰淇淋很有趣也很好玩，吃到自己做的冰淇淋感覺很開心！ 

 

三、辦理低年級半日科學營一梯次 

1. 由學校教師規畫課程融入高年級科學課程中。 

2. 聘請專業工作團隊到校協助推動創意科學遊戲。 

3. 結合元智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科學教育之資源。 

(一) 活動主題：科學表演秀 

(二) 實施時間：99 年 6 月 15 日 

(三) 對象：一年級學生實際人數─49 人  參加人數─49 人   參與率─100% 

           二年級學生實際人數─50 人  參加人數─50 人   參與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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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師資：元智大學科學教育何文清老師 

(五) 課程內容： 

瘋 狂 科 學 表 演 秀 精 采 內 容 

1.開場白 魔術表演 科學與魔術的不同 5 分鐘 

2.瘋狂蛋娃娃 蛋娃娃小莉上廁所 大氣壓力 10 分鐘 

3. 大屁股吹風機 漂浮的球 
伯努力定律--- 

低氣壓 V.S.高氣壓 
10 分鐘 

4. 二氧化碳砲彈 神奇的乾冰效果 瓶中壓力 5 分鐘 

5. 泡泡沐浴乳 乾冰泡泡澡 表面張力 10 分鐘 

6. 尖叫時間 墳場效果 二氧化碳比空氣重 10 分鐘 

 

四、辦理高年級科學社團一學年 

(一) 實施時間：於每週四下午 13:25-14:55 社團時間實施。 

               98 學年度上學期 20 週，共上課 18 次，實際實施率 90% 

               98 學年度下學期 19 週，共上課 17 次，實際實施率 90% 

(二) 對象：五、六年級學生。 

(三) 師資：以學校教師為主，並聘請元智大學科教中心何文清老師協同教學。 

(四) 實施方式：由指導老師設計課程，盡量以動手做實驗為主。自然科學強 

               調觀察與實驗操作，藉由參與的過程當中慢慢建構與修正， 

               達到真正有效率的學習。 

(六)課程安排及科學原理詳列如下： 

週次 時間 課程安排及科學原理說明 

二 03.01 

製作聲音的玩具(一)─ 

(1)玲瓏鼓：利用鼓的發聲原理(鼓膜鳴振動及鼓腔共振)及甩珠珠擊鼓的慣性定

律製作成小時候的童玩。 

(2)扣扣罐：利用綿線(打結處)與手指的摩擦力變大，讓鈕扣藉著橡皮筋的彈，

挀動鐵罐而發出聲音。 

 

三 03.08 
製作聲音的玩具(二)─大聲公：小吸管在杯內造成空氣的震動，傳到氣球皮上，

由大吸管產生共振的結果，使聲音變得更大聲了。 

 

 

四 03.15 
製作聲音的玩具(三)─竹蟬：利用松香可增加摩擦力，與拉小提琴的人會用松

香磨弦是一樣的道理；紙杯具有共鳴效果，可使聲音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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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03.22 

製作聲音的玩具(四)─吸管笛：吸管前端的兩片尖狀體，就像是雙簧管的簧片

一樣。吹氣時，簧片快速震動，與吸管內的空氣柱產生共鳴，因此吸管笛才能

發出聲音。 
 

六 03.29 
白努力定律(一)─乒乓球舞動：乒乓球偏向快速移動的氣流(氣壓小)，兩旁速

度較慢的空氣就會將乒乓球壓回原來位置，因此一直保持在吹風口的上方。 
 

七 04.05 

白努力定律(二)─投籃高手：吹風機的氣流中，乒乓球會擋住吹向它的氣流，

使氣流改向側方流過，而在乒乓球迎風半球外的快速氣流是低氣壓區，而背風

半球是流速小的高壓區，這個壓力差把乒乓球推向風口，抵消了風吹走乒乓球

的力量，使乒乓球能維持在某個高度。  

 

八 04.12 

白努力定律(三)─乒乓球的吸引力：這是白努力原理的運用，往乒乓球中間吹

氣時，兩球之間流速快，氣壓低，附近的氣流快速往中間移動，將乒乓球推向

中間使其吸在一起。   

 

九 04.19 
力的遊戲(一)─浮沉子：用手握壓寶特瓶壁，使壓力傳到浮沈子中，因外壓使

得水進去浮標內，致使整個浮沈子的質量增加，換言之，比重增大而下沈。 
 

十 04.26 

力的遊戲(二)─舞動葡萄：葡萄乾因為比汽水重會沈入汽水中，而溶在汽水中

的二氧化碳，會形成氣泡，附著在葡萄乾上增加浮力，使葡萄乾浮了起來。當

葡萄乾接近水面時，氣泡破裂後，葡萄乾又會往下沈，如此週而復始直到汽水

中的二氧化碳濃度降低至不再能產生足夠大的氣泡以支持葡萄乾的重量，汽水

中的葡萄乾將不再浮上液面。 

 

十一 05.03 

力的遊戲(三)─CD 氣墊船：氣球放開後，噴出的空氣，會在 CD 跟平面間形成

空氣膜，降低彼此的摩擦力，所以氣球可以在桌面上移動，跟水陸兩用的氣墊

船運用的原理相同。 

 

十二 05.10 
校園尋寶─新星校園植物探索，主要是認識校園植物分區，進而紀錄各區的植

物，由植物較為特珠的外型特徵去認識自己所接觸的校園。 
 

十三 05.17 
植物小檔案─認識五種植物 

就根莖葉、花果實種子的基本型態特徵去辨別植物。 

十四 05.24 植物 PAPAGO ─小組繪製植物步道 

 

 

十五 05.31 影片欣賞─大科學小原理 

十六 06.07 
尋找科學小遊戲：由學生從圖書館的藏書中找出一則科學遊戲，了解其製作步

驟及背後的科學原理，並在下次課程中呈現出來。 

 

 

 

 

十七 06.14 
科學遊戲動手做：利用上次找出來的科學遊戲，實際至做出成品來，並與班上

同學一起分享各組的科學玩具。 

 

 

 

十八 06.21 
動手做冰淇淋─利用冰塊加入鹽巴快速降溫，使奶粉罐裡的溫度如同冰庫一樣

低，再利用滾動使奶粉罐裡面充滿空氣，快速製成冰淇淋。 
 

十九 06.30 
動手做膨糖─小蘇打粉受熱時會產生二氧化碳，使食物膨脹，膨糖即利用此特

性，將糖漿變成膨鬆的糖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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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科學教育單位 

(一) 活動主題：走！讓我們一起奔向大自然！來去飛牛牧場！ 

(二) 實施時間：98 年 11 月 10 日 

(三) 對象：五年級學生實際人數─65 人  參加人數─65 人   參與率─100% 

           六年級學生實際人數─66 人  參加人數─66 人   參與率─100% 

(四) 地點：苗栗飛牛牧場 

(五) 師資：五、六年級級任老師、飛牛牧場工作人員 

 (六) 課程內容：瘋狂甩奶油 及 動手做 PIZZA 

 

六、參訪溪流生態戶外教室 

(一) 活動名稱：河岸多樣性生物探索教育─認識河岸動植物及生態保育 

(二) 實施時間：98 年 10 月 20 日 

(三) 對象：五年級學生實際人數─65 人  參加人數─35 人   參與率─54% 

(四) 地點：四寮溪溪流生態戶外教室、金廣成地方文化館 

(五) 師資：新竹縣關西鎮釣魚暨環保協進會 

(六) 課程內容：生物探索教育推廣活動之主要目的是藉由實際參觀並觀察既豐富、又

具多樣性的關西鎮四寮溪及其溪流週邊之實境，使學生清楚認識溪流環境及其週邊的生

態，進而達到推廣健全河流生態與永續環境保護的教育目的。 

 

七、輔以科學閱讀及科學家小傳─居禮夫人 

1. 收集並購買創意科學相關書籍或影片，充實學校資源。 

2. 在社團中推動科學閱讀，由學生尋找自己所喜歡的科學書，並寫下自己得到了哪些新

知識。 

3. 於寒暑假開「科學家的故事」及偉人傳記作為閱讀書單，鼓勵學生透過 

   閱讀發掘科學的趣味，並激發其創造力，進行創意小點子發表。 

4. 讀書報告─居禮夫人 

 

八、教師成長與省思 

(一) 活動主題：98 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實施校內分享 

(二) 實施時間：99 年 1 月 13 日 

(三) 對象：新星國小教師實際人數─25 人  參與人數─25 人   參與率─100% 

(四) 分享教師：蔡懷萱校長、蔡曉旻老師 

(五) 課程內容：與學校校師分享科學社團的上課情形，並展示一些科學玩具讓教師們

具體操作，討論在課室中實施的成效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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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績效評鑑與成果評估 

(一)科學課程教學創意性以啓迪學生的科學創意思維 

(二 )提升學生科學操作興趣與能力  

(三 )提升學生閱讀科學作品興趣與能力  

(四 )促進教師對科教投入的興趣  

(五 )營造趣味校園科學環境  

(六 )發展科教教師分享平台  

1.E化教材：將研究所得撰寫成研究報告，並刊登在本校星光燦爛e學園上，提 

         供有意舉辦科學創意活動之單位有參考的題材，以為教育部推廣使用 

2.科學遊戲實施成效與教學上的建議 

編號 主題 課程名稱 教學上的建議 教學成效 

(1)玲瓏鼓 
由於玲瓏鼓製作方法是繁複的，且會使用到美工刀來割掉瓶

身，由於這個動作是較危險的，所以建議以高年級學生為主。
★★ 

(2)扣扣罐 

請指導孩子當棉線還沒打結的情況下，聽聽看聲音大小。接

著再把棉線打結，比較有何不同；亦可使用養樂多罐、鐵鋁

罐、布丁盒等等，聽聽看不同容器發出的聲音有何不同。 

★★★★ 

(3)大聲公  

在製作過程中，讓孩子去摸索「如何才能發出聲音？」，由

孩子去找出「吸管必須去碰觸到汽球表面才能發出聲音」，

如此的教學印象較為深刻！ 

★★★★★ 

(4)竹蟬 

此教學效果極佳，只是教學者在課堂前先須準備液態狀的松

香，通常第一次是不太容易成功的，因此應讓孩子多試幾次

讓竹蟬發出聲音。 

★★★★★ 

一 
製作聲音

的玩具 

(5)吸管笛  

一開始可能吹不出聲音，請注意孩子的嘴型。要用嘴唇將吸

管尖端包住，輕輕含住即可，要讓兩片尖狀物，能夠在嘴巴

內快速振動，不要用力咬死。 

★★★★★ 

(1) 乒乓球 

舞動 

此教學效果極佳，建議教師先示範讓學生觀察，「驚訝」的

效果會很棒。可以指導小朋友進行以下操作並觀察現象：將

風速調為高速時，乒乓球舞動的情況及移動吹風機的角度，

有什麼不同呢？ 

★★★ 

(2)投籃高手 

這是上一個活動的延伸，提醒小朋友吹風機傾斜到哪裡乒乓

球就會落下，可利用球達到最大傾斜角度的瞬間來進行投

籃。 

★★★ 
二 

白努力 

定律 

(3)乒乓球 

   的吸引力 

讓孩子用不同力道吹氣時，觀察乒乓球位置的變化。拉大乒

乓球間的距離，用吹風機對著乒乓球之間吹，可看到兩個乒

乓球往中間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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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浮沉子 

此教學效果極佳，在教學時，建議教師先做好一個成品，以

示範方式讓學生觀察其沉浮現象，「驚訝」的效果會相當不

錯。接著說明其製作方法與注意事項，尤其要提醒學生沉浮

子不可以露出水面太高，否則會發生無論如何用力都無法沉

下去的狀況。 

★★★★★ 

(2)舞動葡萄 

做這個遊戲時，建議可在玻璃杯中倒入汽水後，先不放入葡

萄乾，讓孩子猜猜看如果放入葡萄乾會發生什麼情形？答對

者，可喝完這杯汽水，以提高孩子學習興趣。 

★★★★ 

三 力的遊戲 

(3)CD 氣墊船

此教學效果極佳，當孩子成功製作氣墊船後，可以先讓小朋

友比較只有CD的情況與加了氣球的CD氣墊船，兩者推起來的

感覺有什麼不一樣！ 

★★★★★ 

(1)校園尋寶 

(2)植物 

小檔案 四 
校園植物

課程 
(2) 植物 

PAPAGO  

聽了教授的指導之後，將植物教學改成「校園植物尋寶」的

方式進行，設計的題目由植物的外型、用途、地理位置、功

能……等佈題，學生們在認識植物的過程中，彷彿是尋寶者

的身分，覺得十分有趣，提升學習趣味性！ 

★★★★ 

(1)動手做 

冰淇淋 

此教學效果極佳，特別是運用了身邊簡單的材料就能夠自己

做出好吃的冰淇淋，深受孩子們的喜愛！ 
★★★★★ 

五 
一起 

動手做 (2)動手做 

膨糖 

指導孩子觀察糖漿加入小蘇打粉後有怎麼樣的變化？（糖漿

顏色會變淡，然後慢慢膨漲） 

等待膨糖冷卻後，將其撥開，觀察內部的構造為何？（因受

二氧化碳的緣故，會有許多小洞） 

★★★★★ 

二、未來研究與建議 

(一)經過一年來的實施狀況，很欣慰的是我們讓科學教育種子在偏鄉地區的孩子們心中

扎根，讓孩子們漸漸喜歡上科學，且願意自己主動去發現及探究身邊的一些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 

(二)本研究教實施必須是長久性的計畫，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對自然科的學習風氣也非一

夕可成，科學社團及科學營必須由教師團體持續性的推動，假以時日自然科學才能

成為學生心中的最愛。因此我們期望能持續進行縱貫性研究，來做整體性的評估。 

(二)科學營須要學校行政單位及學校教師們共同合作，課程內容設計務必講求教學效

益，如果科學營不能帶給多數學生較深刻的教育意義，活動本身將會流於形式而已。 

(三)要創「全新」的活動不容易，需要團隊的投入與不斷的追求新知。學校人員在科學

教育方面並非都是專業人士，需要專家來指導帶領，這學期很感謝元智大學科教中

心來協辦，帶給學生課本以外的科學知識，真是受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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