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七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具創造力的科學探究教學策略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主    持    人：黃友勇 

執  行  單  位：宜蘭縣立人文國民中小學 

一、 計畫目的 

(一) 依教師專長設計適合六七年級學生的科學探究課程，以引發學

生對自然課程的興趣。 

(二) 藉由課程選填志願方式，讓學生自由選擇有興趣之課程進而藉

由該課程適當的安排而提高創造性思考方式。 

(三) 藉由學生課後問卷及教師觀察紀錄以了解課程施行後學生的反

應，並針對課程進行修正，將該課程發展為適性化的學校本位

課程。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一)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 

行政中心:協助教師所需之行政支援 

  課務組:協助課程規劃、教學場地安排 

  活動組:協助成果發表會之進行 

  庶務組:教學媒體維護 

  財務組:經費支用核銷 

班群教師:協助進行量表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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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參與計畫人員: 

六七班群中，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群 

三、 研究方法 

本計劃採準實驗設計方式進行，即在課程前後時段實施陶倫斯創造思

考測驗。以六七年級混齡班群學童為課程實施對象，每週二上午，課程施

行時段，每週課程實施時間共 160 分鐘，整個課程計劃實行時間共計 10 週，

1600 分鐘。 

在課程規劃上，共設計六種科學探索課程，並讓學生以選填志願方式

選擇自己有興趣之課程。而每一課程的人數約 7~10 人。 

四、 目前完成程度 

(一) 課程設計 

科學探索課程分為六個課程: 科學觀察組、科學偵探組、自然影音

組、自然觀察組、科學遊戲組、自然劇場組，以下簡述其授課內容。 

科學觀察組 

觀察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本課程藉由拆解生活中已報廢的電器

或其他物品，觀察機械的內部，配合小組討論方式以探究該電器運作

的原理。期望孩子能結合舊有的知識，探究電器運作的方式。 

科學偵探組 

有些自然現象我們可以用控制實驗及長期觀察的方式來了解成

因，有些自然現象的量測可能藉由工具進行直接測量或以間接方式

(如:數學公式)獲得資訊。本課程共規劃三個偵查專案，期望孩子能了

解科學實驗的步驟、量測工具的製作及間接量測的方法。 

自然影音組 

適當地利用教學媒體有助於孩子學習成效，市面上有些科學影片

(如:Discovery、國家地理頻道、怪頭博士…等)的內容製作嚴謹，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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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科學教材。本課程期望透過科學相關影片教學、小組討論、日常

科學小實驗及科學實驗競賽方式，培養學生良好的科學態度，使其熟

悉科學方法，提升學生思考能力、探索真理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自然觀察組 

當人們看到鳥翱翔於天空時，不禁也想仿效，於是，促進了飛機

的發明；日本愛知博覽會上可見，松果對溼度的敏感，促成可感應流

汗程度而適度通風的「聰明衣」的出現。本課程簡介仿生學的概念，

期望孩子能對於培養主動探索生物與人類生活科技的關係並關心現

代生物技術發展。 

科學遊戲組 

遊戲及玩具總是能吸引孩子的目光，本課程即希望能讓孩子從做

中學，能藉由科學遊戲及玩具的製作，引發學童對科學原理探究的興

趣，並將科學玩具進行改造，且利用課堂所學習的原理加以應用至科

學玩具的製作。 

自然劇場組 

綜觀科學史，不難發現觀察力、想像力及創造力在科學進展上佔

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本課程以星座觀測及星座傳說故事為主軸，

並結合劇場遊戲，將星座故事以戲劇方式呈現以培養孩子的觀察力、

想像力及創造力。 

(二) 學生選課結果 

課程選填人數為 54 人。以學生所選填的第ㄧ志願來看，科學遊戲

組的課程吸引多數學生選填，其次為科學偵探組。而科學觀察組則僅

有 1.9%的學生選為第一志願，為最少被選填為第ㄧ志願的課程。 

(三) 陶倫斯創造思考測驗前測 

五、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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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陶倫斯創造思考測驗後測，並與前測進行比對，以了解學

生的創造性思考在科學探索課程的實施後是否具差異。 

(二) 於課程結束後，授課教師分享課程施行的過程與收穫，並根據

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情形，針對各課程內容提出建議。 

(三) 完成本計劃的成果報告書。 

(四) 於期末舉行學生學習成果發表會。 

六、 檢  討   

(一) 計畫的修正:本校以適性教育為宗旨，因此，在課程的安排時，

亦以適性學習為理想目標，因此，在設計科學探究課程時，除

融入創造力的元素，更重要的是，讓學生能自由選擇自己有興

趣的課程，因此，認為將原計畫題目改為『以具創造力的適性

化科學探究教學策略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較符合本校執行計

畫的內容。 

(二) 研究方法的修正:原計畫申請時將學生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

驗組採以科學探究，以學生動手操作為主，對照組則採傳統講

述方式為主，但考量本校採混齡分組方式進行，且期望以了解

本校科學探索課程分組方式對孩子學習的效能及該課程需修正

之處，因此，更改研究方式：增加七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取

消對照組，並採納送審意見，簡化施測量表及修正課程內容，

讓學生依興趣選組。 

(三) 學生在選填志願時，以科學遊戲組為優先選擇之課程，由此可

見，以遊戲及動手操作是該班群學生所偏好的課程方式，因此，

在其他的課程規劃中，若也能穿插科學遊戲或動手做的活動，

也許有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