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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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公辦民營人文國民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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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生

對科學課程的興趣。 

(二) 藉由課程選填志願方式，讓學生自由選擇有興趣之課程，藉由

該課程適當的安排，期望培養學生創造性思考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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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課程及教學策略發展為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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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參與計畫人員: 

六七班群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群 

三、 研究方法 

課程實施前以陶倫斯創造思考活動測驗圖形版甲式為創造性思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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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前測，乙式為後測。課程結束後，藉由學生填寫的學習回饋單與教師教

學省思，了解學生對該組課程的學習興趣以及對課程的建議，並做為下學

期課程修改的參考。課程實施對象為六七年級混齡班群學生，課程施行時

段為每週二上午，每週課程實施時間共 160 分鐘，整個課程計畫實行時間

共計 10 週，1600 分鐘。 

課程規劃上，設計六組科學探索課程，並讓學生以選填志願方式選

課。每一組課程的人數約 7~11 人。 

四、 目前完成程度 

(一) 課程設計 

科學探索課程分為六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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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述其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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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內容製作嚴謹(如:Discovery、國家地理頻道、怪頭博士…等)，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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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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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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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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倫斯創造思考前測與後測結果 

學生在流暢性、獨創性、標題、精密度與開放度五向度的後測分

數顯著較前測低(p<0.05)。將此五向度結果互相比較發現學生在標題

項目的得分低於其他四項，推測可能與學生的語文程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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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回饋單 

約有 81%的學生贊同以志願選填方式進行選課，分別有 6%的學生

希望採老師分組或自己抽籤的方式進行選課。 

(五) 教師教學省思 

「…學生的學習動機是需要被引起的，當學習變成他們的需要

時，整個學習程是較專注投入的，而教師也會教得比較輕鬆的。只是

在整個過程中，必須忍受學生在尋找「主題」時的鬆散狀況及混亂情

形，直到他們都願意接受的時候，整個學習狀況就會完全的不同…」

(摘錄自: 教師省思 科學觀察組) 

「孩子參與度高，也對蒐集到的生物新聞很感興趣，但對於節錄

新聞重點就不如我預期的好，多數孩子直接將整篇新聞貼在回應，而

心得部分，也未經思考討論就回應，也許關於如何看懂一篇生物新聞

是要未來須再加強的部份…」(摘錄自:教師省思 自然觀察組) 

五、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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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是否具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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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生的學習回饋單，針對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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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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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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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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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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陶倫斯創造思考後測分數顯著較前測低(p<0.05)，此結果雖與課

程預期結果有所落差，但也促使教學者思考：教學模式是否應

於下學期的課程中進行改變? 

(四) 課程內容建議: 

科學觀察組:教師善用教學策略，成功的引起了學生的好奇與對

學習的需求，因此，學生與教師對該組課程的反應都很正面。 

科學偵探組:建議該組教師在課程開始可先以懸疑事件帶入，並

在事件中設計要學生解決的問題，讓學生討論如何利用現有的

資源解決問題，以培養學生「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的態度。 

自然影音組:雖然多數學生對教師所挑選的影片感到有興趣，但

在課堂上動手做的時間並不多，因此，學生反應希望能多些動

手實驗的機會。建議在欣賞完影片後，能與學生進行討論，並

進行動手操作的小實驗。 

自然觀察組:在自然觀察組課程的規劃中，教師欲引入仿生學概

念的想法極佳，但課程中對於電腦資訊的使用似乎偏多了些，

建議與實際觀察動物或植物生長變化的活動做結合，相信如此

更能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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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遊戲組:多數學生的反應都還不錯，只是在進行紙飛機發射

實驗時，其成功率較差，因此對孩子而言似乎是較不感興趣的

課程。教師在此學期的課程以教授科學玩具製作的教學方式為

重，建議下學期的課程能逐漸減少教師口述教授的時間，改以

教師提出問題，或展示某玩具，讓學生分組討論如何製作，並

自行動手製作的方式進行。 

自然劇場組:課程內容與科學的連結性不大，建議可將自然史或

科學史與劇場遊戲結合。 

(五) 具創造力的科學探究教學策略將發展為校本課程，在歷經一學

期的規劃與施行後，建議將來發展該課程的教師在教學法上嘗

試採用創造性教學模式，並在討論設計課程內容時，注意課程

內容與科學或自然的相關性。相信建立一套基本的課程討論設

計共識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