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  畫  名  稱：「在圖畫書的轉角遇上科學概念」-自然類圖畫書融入國小中年

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學之行動研究 

主    持    人：梁金盛 

執  行  單  位：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97.8.1 更名為國立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一、 計畫目的 

    在中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認識動物的身體與運動方式」單元的教學中，孩

子們三人一小組，正拿著放大鏡觀察蚯蚓的身體特徵，發生了一段師生們這樣的對話： 

     

老師：「請問有誰可以描述蚯蚓的身體特徵是怎樣的？」 

A 生：「蚯蚓的身體長長的，身上有一圈圈的。」 

老師：「很好，蚯蚓身上一圈一圈的部份，叫做『環節』。」 

B 生：「我觀察到蚯蚓的身上有一個顏色比較淡的部份。」 

老師：「很好，那是『環帶』，成熟的蚯蚓身上才會有。」 

C 生：「老師，蚯蚓的眼睛在哪裡？」 

老師：「蚯蚓沒有眼睛喔！」 

D生：「可是，我在『蚯蚓的日記』（上誼文化公司）那本書中，蚯蚓有畫眼睛啊？

老師：「

」 

……」 

     

見學生能將平時的閱讀經驗與課堂學習相連結，應當非常高興，可是卻發現平時

式傳授小讀者正確的科學概

    看

廣受低中年級學生閱讀的圖畫書裡，為了突顯主題，如品德教育、兩性教育…常有許多

可愛、討喜的呈現手法，如：將動植物或自然現象擬人化、不同棲息環境的動物居住在

一起等，造成小讀者的迷思概念，反而令教師憂心忡忡。 

    然而，事實上，有許多出版社的作品致力以圖畫書的形

念，如小天下出版的「好奇貓奧斯卡系列」，書中的主角奧斯卡是一隻好奇的小貓，牠

喜歡四處亂逛，總有滿腦子問題，對「滾動與移動」、「生長」、「聲音」、「光與黑

暗」產生好奇，書中以深入淺出的對話說明物理現象，真是難得一見；遠流出版的「福

爾摩莎自然繪本系列」作品中，邀請台灣自然文學作家與生態畫家共同合作，為孩子描

繪一則則日常生活中人與自然互動的故事，主題內容以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身邊常見的

生物為主，如蝸牛、無尾鳳蝶、龍葵、木棉樹，從近處開始，極目而遠；透過精采動人

的故事與精緻好看的圖繪，柔軟地傳遞關於自然、關於生態、關於環境的態度與情意，

是絕佳的自然觀察和環境教育繪本，兼具文學、藝術與科學的美感及深度。其實，還有

更多傳達科學概念的好書，等待我們一起去發掘。 

    除此之外，華大附小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團隊也常常思索國小自然教師如何在

學生的舊經驗、實作及閱讀之間，取得適當的連結？如何引導學生針對主題挑選合適的

閱讀素材，延伸自然科學學習的效果？什麼樣的引導方式，才能算是理想的閱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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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如何融入自然科教學中，增進學生學習自然科的興趣？ 

    我們希望分析現有的中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材單元以及市面上的自然科學

延伸閱讀的圖畫書。 

。 

書資料庫(以網站的方式呈現)，當作國小教師在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地。 

備及器材。 

  稱 本專案擔任工作 

類圖畫書，除了對家長、學生提出教材單元與自然科學類圖畫書的建議書單之外，我們

希望進一步將圖畫書、實驗操作與教學單元編撰成具體可行的教材，並在國中小教育現

場推廣，提升學生整體的科學素養與自我解決問題的能力。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及重要性，本研究的目的有： 

1.依據中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學單元，挑選適合

2.設計以圖畫書為媒介，與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相關的教學活動。 

3.建立以圖畫書為媒介，與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相關的教學歷程檔案

4.瞭解教學活動對兒童學習的影響。 

5.建置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課程的圖畫

進行相關課程時的參考資料。 

(一)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 

     1.提供教學、團隊研討所需的場

     2.提供教學及課室觀察所需的教具、設

(二) 參與計畫人員 

姓   名 職

梁金盛 校長 計畫主持人；整個計劃之規劃及成效評估 

李偲華 
研發組長 暨 

三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計畫共同主持人；審定圖畫書內容； 

教材的發展與授課；資料整理 

游時銘 
五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容； 訓育組長暨 計畫共同主持人；審定圖畫書內

課室觀察員；資料整理 

杜美智 研究主任 提供行政支援 

徐平宗 
教務主任 暨 

四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審定圖畫書內容；課室觀察員 

連吳卿 
四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審定圖畫書內容；課室觀察員 
文書組長 暨 

楊慶誠 
六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審定圖畫書內容；課室觀察員 
設備組長 暨 

張慧娟 
五年級自然領域教師 

審定圖畫書內容；課室觀察員 
總務主任 暨 

張惠珠 
國立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

審定圖畫書內容 
教育研究所教授 

楊懿如 
國立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

審定圖畫書內容 
教育研究所所長 

  

三、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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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協同行動研究法，由花大附小中、高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團隊教

師相互支援。研究教師之間在地位上並沒有主從關係，彼此是對等、協同的研究伙

伴。基於研究目的與需要，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與現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之

課程單元內容，透過參與真實教學情境的運作過程中，系統的搜集資料、分析問題、

提出改革方案，加以實施後，提出研究歷程與實施成果的報導。研究歷程中的資料

分析方式視情形可彈性運用問卷法、文件分析法、訪談法等。實施步驟分為六個階

段，包括：（1）準備階段。（2）研究小組討論。（3）文獻探討。（4）進行行動

研究。（5）撰寫報告階段。 

    其次為了能夠有效的掌控研究進度，提昇研究品質與成效，我們所擬定的方法

如下︰ 

（一）教師方面： 

1.定期召開課程設計及檢討會議，分享教學設計及實施成果並提出修正。 

2.同儕教師利用課室觀察機會，進行教學研究與學生學習情形觀察。 

（二）學生方面 

1.透過學習單、繪本製作、口頭發表了解學習情形。 

2.藉由晤談等方式，明白學生學習狀況。 

3.藉由實驗教學活動的相輔相成，讓學生透過實驗的具體操作印證圖畫書 

  中所習得的科學概念。 

  （三）教材方面 

1.逐步蒐集教學資源及整理教學設計方案。 

2.依據學習主題建立自然類圖畫書資料庫。 

四、 研究成果 

（一）依據三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學習單元建立適合孩子閱讀、觀念正確的自然

類圖畫書資料庫。 

      我們利用社區圖書館大量蒐集自然類圖畫書，並邀請花蓮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

育所楊懿如教授、張惠珠教授及本校的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教學團隊共同依據三年級

的自然領域學習單元審定出內容適宜、觀念正確的圖畫書，完成建議書單後再購入書籍

擴充自然專科教室的圖書設備。如下表一： 

表一：三年級自然領域學習單元建議閱讀繪本書單 

年級 學習單元 書             名 出 版 社 

生態池的故事 玉山社 

實驗好好玩-水的遊戲 天下雜誌 

水的祕密 信誼基金出版社 

魔法校車：小水滴大旅行 遠流 

神奇的水 

魔法校車：東浮西沈 遠流 

不可思議的螞蟻 小天下 

三 

年 

級 

上 

學 

期 動物 

在動物園看不到多多鳥 信誼基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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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貓的研究 小魯文化 

鴕鳥，太神奇了！ 小天下 

奧斯卡和青蛙：生長是怎麼一回事？ 天下遠見 

犬的生活 遠流 

我找到了！大自然的寶物---動物 台灣東方 

無尾鳳蝶的生日-福爾摩莎自然繪本 遠流 

帶不走的小蝸牛-福爾摩莎自然繪本 遠流 

我是大象 信誼基金出版社 

鼴鼠寶寶挖地道 小魯文化 

小鯨魚要回家 巨河 

219 隻螳螂 遠流 

999 隻青蛙兄弟搬新家 小天下 

999 隻青蛙 小天下 

蟲蟲盃足球大賽 遠流 

鳥巢大追蹤－50 種鳥巢內幕大公開（精裝） 遠流 

我的山居鳥日記：25 種鳥類生活大集合 遠流 

怎麼還沒來  小魯文化 

魔法校車：潛進海龍宮 遠流 

魔法校車：拜訪恐龍王朝 遠流 

魔法校車：人體神秘遊 遠流 

魔法校車：蜂巢歷險記 遠流 

魔法校車：誰吃誰？ 遠流 

生態池的故事 玉山社 

實驗好好玩-身體的遊戲 天下雜誌 

魔法校車：穿越颱風 遠流 
探索天氣 

魔法校車：前進北極圈 遠流 

我的春夏秋冬 和英 

有一棵植物叫龍葵-福爾摩莎自然繪本 遠流 

我找到了！大自然的寶物---花草․樹木 台灣東方 

胡椒長在哪裡 小天下 

實驗好好玩-植物的遊戲 天下雜誌 

植物 創新 繪本 - 遊 歷蟠桃園 國立科學教育館 

生態池的故事 玉山社 

三 

年 

級 

下 

學 

期 

植物 

一棵橡樹要搬家 遠流 

 
奧斯卡和蟋蟀-為什麼會動? 天下遠見  生活中的力 

實驗好好玩-滾動的遊戲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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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好好玩-建築的遊戲 天下雜誌 

魔法校車：飛起來喲！ 遠流 

奧斯卡和飛蛾：認識光與黑暗 天下遠見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天下雜誌 

魔法校車：彩虹變變變 遠流 
光 

魔法校車：聰明亮點子 遠流 

（二）研發自然類圖畫書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教學模式。 

一、研究架構： 

我們從三年級上下學期的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單元中，選擇其中的三個單元 「光

的探索」、「神奇的水」、「動物的身體和運動方式」進行三個循環的行動研究。研究

架構如下圖一： 

 

在圖畫書的轉角遇上科學概念研究架構

光的探索 神奇的水 動物的身體和運動方式

「奧斯卡和飛蛾」繪本

暗箱尋寶遊戲

光的直進-雷射筆實驗

光的反射-雷射筆實驗

光的折射-雷射筆實驗

製造彩虹

水 水蒸氣 實驗

水蒸氣 水 實驗

水 冰 實驗

冰 水 實驗

「小水滴大旅行」繪本

水平面實驗

連通管實驗

毛細現象實驗

虹吸現象實驗

「水的秘密」繪本

人與動物的身體 遊戲

動物繪本介紹

動物運動方式觀察實驗

飼養小動物

檢討、修正 

檢討、修正 

 

 

 

 

 

 

 

 

 

 

 

 

 

 

 

 

 

圖一：「在圖畫書的轉角遇上科學概念」研究架構 

 

1.第一個循環「光的探索」中，以「奧斯卡和飛蛾：認識光與黑暗」（小天下）繪本，

擔任課程引起動機的角色，讓孩子在學習單中寫下對書中印象最深刻的部份以及自

己想探索和光有關的問題。並在教室角落佈置主題繪本區和實驗操作區，讓孩子主

動從書本和實驗中解決問題。教師發現將科學繪本置於教學中的引起動機部分有以

下心得： 

  （1）引發學習動機的入門閱讀，從中了解孩子的先備概念。 

  （2）以繪本內容激發孩子提出想探索或有疑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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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個循環「神奇的水」中，以「魔法校車：小水滴大旅行」（遠流）繪本回顧水的

三態變化；再以「水的秘密」(信誼)繪本回顧水的連通管、虹吸現象，最後讓孩子記錄

讀後心得，鼓勵他們也可以在學校或在家試著做做書中的實驗。教師發現將科學繪本置

於教學中的總結部分有以下心得： 

（1）因繪本內容牽涉水的三態變化，而孩子已在教室裡進行過水加熱蒸發為水蒸氣、

水蒸氣遇冷凝結成水、水遇冷凝固成冰、冰遇熱融化成水的實驗，所以較能領悟

其中的變化。 

（2）以「水的秘密」、「魔法校車-小水滴大旅行」繪本內容帶領孩子回顧學習歷程，一

方面溫故知新，一方面協助孩子將學習和生活結合。 

 

3.第三個循環「動物的身體和運動方式」中，以孩子為學習的主角，讓孩子成為動物繪

本的導讀人，每班每位孩子負責導讀動物繪本 2分鐘，全班在 2節課內就可以認識 33

種不同的動物。教師發現將科學繪本成為課程中的主要活動有以下心得： 

（1）每人 2分鐘的繪本報告，一方面全班孩子可以認識 32 種動物的特徵，一方面可以

讓孩子練習口頭表達。 

（2）擅用市面上動物繪本的豐富性，開展孩子的學習觸角。 

 

五、結語 

1.科學繪本可以擔任課程單元的引起動機或回顧學習的角色(物理單元)，更可以成

為學習的主角(動植物單元)。 

2.教室的科學繪本與實驗器材角落佈置-鼓勵孩子自主閱讀，做中學，學習解決問題

的能力。 

3.上課鐘響後的 5分鐘閱讀時間，製造孩子的閱讀機會，積沙成塔。 

 

六、建議 

1.本研究發現學習單元的不同，運用科學繪本的方式也不同。 

2.科學繪本有無限可能，但不是萬靈丹。 

3.將科學繪本融入自然科教學，將會佔用現有的教學時數，教師必需將課程重新統

整，活用零碎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