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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為了落實本校科學教育，本校近年來即致力於從事宜蘭縣內科展競賽活動，

每年都有教師帶領學童從事科學展覽活動，本校位於宜蘭縣頭城鎮郊區，學童有

很多接觸大自然的機會，許多生活中所遭遇的事物皆為進行科學展覽的極佳教

材。然而，我們卻面臨科學展覽成績不盡理想之困境，為改善此現況，經指導老

師們多次討論之後，發現學童從事科學展覽所需的探究能力，並非透過制式課程

的教學即能培養出來，而是需要有系統、有計畫的長期訓練，因此，學校應該嘗

試規劃一個完整的學習活動，提供科展參賽學童獲得妥善訓練課程之機會。 

過去兩年，研究者曾積極前探索解決之道，嘗試將「論證教學」融入部份科

學展覽活動之教學，進行提昇學童的科學探究能力之初探，而且已呈現出正向教

學成效，包括閱讀、心智技能、過程技能、撰寫報告、分享、討論、批判與回饋

等能力上，都呈現出正向提昇的結果。 

論證模式與科學展覽活動的五個階段的確存有些許異同，先前研究結果也建

議：「當數據和結論產生不一致時，牽動的是整個科展作品，甚至影響到科展作

品的完整性與嚴謹性。因此，未來的科展活動中，若能把論證活動當作基礎課程，

將有助於學童建立整體性與邏輯性。」(Chen, Lin, Hsu, & Lee, 2009)。因此，為

了因應科學展覽活動的進行，研究者將論證模式發展出新的研究架構，如圖一所

示。總的來說，本研究將透由學校科學展覽社團之建立，採取論證教學策略，提

供學童有系統的訓練課程，進而提昇學童從事科學展覽所需的探究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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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是以論證教學策略為主軸，來提昇學生在科學展覽活動

中進行探究的能力，進而建立本校科學展覽社團之實施策略。基於上述的研究

目的，設定以下的待答問題： 



(一) 探討學校科學展覽社團的學習活動之擬定與實施。 

(二) 探討學生參與科學展覽社團的學習情況。 

(三) 探討研究者參與科學展覽社團的專業成長。 

(四) 建立本校科學展覽社團的實施策略。 

二、 研究方法 
參與本計畫的四位研究者皆為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其中，二位具有

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位，其餘三位仍在科學教育研究所進修中。四位計畫參

與教師皆具有多年指導科學展覽的經驗，有助於本計畫的規劃與實施。參與本

計畫的學生皆為四年級以上之學生，學生皆採自願性參與本計畫活動。 

本計畫採用參與觀察的方式，來探索學校在經營科學展覽社團中可行之實

施策略，本研究所收集的資料項目如下： 

研究目的 資料收集 備註 
1. 探討學校科學展覽社團的

學習活動之擬定與實施 
討論記錄、錄影、討論大綱與開放

式問卷 
 

2. 探討學生參與科學展覽社

團的學習情況 
學生筆記、教師省思札記、錄影、訪

談、學習單、上課教材與科展成果 
 

3. 探討研究者參與科學展覽

社團的專業成長 
教師省思札記、錄影、訪談、學習單、

上課教材與科展成果 
 

4. 建立本校科學展覽社團的

實施策略 
討論記錄、錄影、討論大綱與開放

式問卷 
 

 實施步驟 

1. 規劃科學展覽社團的願景（包括近、中、遠程的目標） 

2. 決定科學展覽社團的課程內容 

3. 擬定科學展覽社團的活動流程 

4. 科學展覽社團的實施、反省及修正 

5. 科學展覽社團活動的總檢討與未來實施流程的建立 

三、 研究成果  
(一) 科學展覽社團的實施時間及活動安排 

(1) 暑假期間週二、四、五(09：00-16：00) 

尋找科學展覽研究主題、培養科學過程技能及訓練分享與表達能力。 

(2) 學期中週一到週五(16:00-18:00)：科學展覽探究活動-實驗及資料收集 

(3) 學期中每週乙次一小時：與指導老師討論研究內容 

(4) 學期中每週日(13:30-15:00)：科學展覽作品報告、分享及討論 

學生報告科學展覽作品內容，並與同儕進行分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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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期中每週日(15:00-16:00)：科學學習活動 

由四位老師依專長主題實施教學活動，其中陳健忠老師負責論證活動

教學；王志賢老師負責科學應用活動教學；蔡宜珍老師負責觀察活動

教學；張耀坤老師負責指導學生撰寫科展作品說明書。 

(二) 召開科學教育專案計畫團體座談會 

(1) 第一次：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邀請科學教育專家學者、本校畢業校友（歷年參與科展活動的學生）、

自然科教師及對科展有興趣的教師等人員，透由團體討論的方式來訂

定科學展覽社團的願景。 

願景：從欣賞大自然之美到體驗科學之美。 

(2) 第二次：九十九年五月三十日 

邀請科學教育專家學者、本校畢業校友（歷年參與科展活動的學生）、

自然科教師及對科展有興趣的教師等人員，透由團體討論的方式來進

行科學展覽活動之檢討會。 

(3) 第三次：九十九年七月 

(三) 演講活動 

(1) 九十九年五月十六日：黎明國小盧俊良老師-科學展覽活動的實務分享 

(2) 九十九年五月二十三日：羅東國小葉鴻楨主任-有趣的科學展覽活動 

(四) 教師省思札記：每週日討論活動，每位老師發表當日活動之省思或意見。 

(五) 學生問卷與活動回饋：每個月底，每位學生撰寫學生問卷與活動回饋。 

(六) 科學教育參訪活動：九十九年二月十一至十二日。 

(七) 本校科學展覽社團的實施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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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二城國小科學展覽社團實施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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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應用活動教學 暑假期間科學活動 

  

科學展覽探究活動 科學展覽作品報告、分享及討論 

  

科學展覽探究活動 科學展覽作品報告、分享及討論 

  

科學展覽探究活動 論證教學活動的進行 



  

團體座討會 科學教育參訪活動 

  

團體座討會 科學教育參訪活動 

  

演講活動 科學教育參訪活動 

  

演講活動 科學教育參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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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在此培訓課程架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的科展作品架構似乎更為嚴謹，尤 

其是實驗流程、實驗數據、實驗討論與實驗結論等之間的關聯性更為密切，

因此，我們認為以論證教學為基礎的培訓課程，對學生在完成科展作品的

完整性似乎有著正向的效果。 

(二 )  當學生接受了進行一年的培訓課程後，參加縣科展比賽成績卻大大出乎意

料之外，所送的六件作品中，竟然有五件連佳作都沒有入選，不禁讓我們

感到訝異「到底是那裡出了問題，為何花了一年進行的科學展覽培訓課程，

評審竟然認為連佳作的資格都沒有。」雖然，對於比賽成績感到疑惑，但

沈寂了一段時間後，我們開始反省「這樣的科展作品到底有什麼問題呢？

難道是我們忽略了什麼關鍵之處呢？」經過研究小組的討論後，我們推測

應該是「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出現了問題，儘管科展作品具備完整

性，但若沒有一個新穎的主題或研究內容，即使科展作品仍舊無法獲得他

人的青睞，因此，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協助學生尋找合適且新穎的研究主題

與研究目的。 

(三 )  在培訓課程中，我們透過學生與指導老師的互動來產生了暫時性結論，甚

至經由暫時性結論的引導，我們希望學生能從實驗數據找出證據來支持結

論，雖然如此的作法建立了學生具備「結論需要有實驗數據來支持」的想

法，但是如何訓練學生能從實驗數據進行討論，甚至形成研究結論，需要

未來更多的努力才行。 

(四 )  在科學教育專家學者的互動中，我們得到一個新穎的想法：雖然科學展覽

活動著重學生的主動學習，然而科學展覽作品的整體架構仍需要指導老師

進行掌控，即給予學生自我探究的同時，教師需掌握好研究的方向，讓學

生能朝向更合適的目標進行，而非全然由學生來進行整體研究。 

(五) 本計畫執行期間是從八月到隔年七月，然而確定計畫審查通過時間已經是

九月，甚至公文到學校時已經是十月了，建議可否將計畫審查時間提前，

讓計畫可於八月開始進行，尤其八月到九月是暑假期間，學生學習較具連

貫性。 

 (＊本表可由本中心網址http://www.sec.ntnu.edu.tw下載) 

 

http://www.sec.ntn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