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六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老玩具裡的科學——創意課程設計 

主    持    人：葉鴻楨 

執  行  單  位：宜蘭縣羅東鎮羅東國民小學 

 

一、 計畫目的 
(一) 以行動研究方法培養團隊默契，集全體力量進行課程設計。 

(二) 運用童玩原理協助教學，啟發學童創意。 

(三) 活化教材教法，提昇學生樂於學習的動機。 

(四) 訓練教師課程統整的能力，以符九年一貫課程教學需求。 

(五) 培養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的能力及學習設計與製作之能力。 

 

二、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一) 校外單位： 

1. 宜蘭縣政府教育處：提供縣外資源協助發展科學教育＝＞縣內溪

南地區科學研習主場地（96.04『科學嘉年華宜蘭巡迴服務』機

械科學營）。 

2. 宜蘭縣羅東鎮公所：協助辦理暑假科學營活動。 

3. 尊親科學教育基金會：長年給予學校科學教育推展協助。 

(二) 校內組織：  

1. 教務處：排課上的協助，給予本計畫參與人員，以任教自然

課為主要安排。 

2. 學務處：協助團隊推展科學教育活動，配合計畫執行安排校

內團體活動時間。 

3. 總務處：全力支援本計劃執行，並負責本校科學教育推展。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協同行動研究的方式，由研究者與本校的教學團

隊組成研究小組，共同發展服務學校—羅東國小中、高年級以學

校為本位的科學鄉土教材。以協同教師的互動風貌和學生使用此

教材進行古老童玩課程研發與教學回饋的情形為研究重點。整個

科學鄉土教材收錄的重點將以老玩具裡的科學——創意課程設

計為主軸，設計融合科學原理—老玩具的課程教材，並進行實際

教學。在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科學與科

技素養」的能力加入科學應用、設計與製作兩要項，本研究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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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原理的概念融入在教學中，希望藉由學生實際動手操作，瞭解

並習得原來科學與人的關係是息息相關且俯拾即是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成長團體的運作，不斷省思修正的過程，增

進教師教學實務，把研究的功能與教師的工作結合，藉以提昇教

師的素質、改進教師的思維習慣、強化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

的專業技能。 

行動研究就是要將「行動」與「研究」兩者合而為一，由實

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實務活動上所遭遇到的

實際問題進行研究，研擬解決問題的策略方法，並透過實際行動

付諸實行，進而加以評鑑、反省、回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  

透過行動研究法的「螺旋循環」的研究過程，教師團隊可以

發展出適合學生學習的科學創意學具—對學生而言可稱之為「玩

具」—，並依據學校情境脈絡融入校園學習角落；除此之外，更

可以提升教師行動研究的能力，共創學習型校園。換句話說，研

究者與協同研究教師必須透過行動研究法「研擬課程計畫、教學

行動實施、蒐集回饋資料、省思與修改、然後再實施……」之反

覆循環的理性歷程，才能發展出適合遊戲與學習結合的學校情

境。 

 

四、目前完成程度 
（一） 依據計劃執行內容進行課程設計編配： 

 

編

號 玩具名稱 科學原理 適學年段 負責編寫者 

001 花絲的亮光 
光—全反射 

簡易電路 
五年級 智太 

002 輪軸戰車 

彈力 

摩擦力 

槓桿 

五年級 子聖 

003 上升蜻蜓 
磁力 

浮力 
三年級 明順 

004 吹泡泡 
表面張力 

附著力 
三年級 昇群 

005 竹蜻蜓 
空氣壓力 

旋轉—力 
三年級 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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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自走烏龜 
彈力 

輪軸 
四年級 昇群 

007 竹蟬 
摩擦力 

轉動力學 
四年級 子聖 

008 線電話的奧妙 聲學 五年級 秀枝 

009 
會發聲的玻璃

杯 

聲學 

摩擦力 
五年級 明順 

010 迴力標 轉動力學 六年級 秀枝 

011 空氣槍 
流體力學 

摩擦力 
六年級 秀枝 

012 萬花筒 平面鏡成像原理 四年級 昇群 

013 竹筷槍 
彈力 

拋體運動 
六年級 明順 

014 陀螺 轉動力學 六年級 智太 

015 猴子翻跟斗 彈力 六年級 智太 

 

（二） 上數課程編配及編撰，歷經構思準備、探索發展進而實際操

作融入正式課程中，試著實際推展並進行修正，期許發展為

本校特色課程。 

 

五、預期成果 
(一) 蒐集、並分類整理各種老玩具的科學原理： 

以訪問、蒐集、紀錄方式，將可供研究的兒童舊型玩具，析   

解、探究其中運用科學原理的部分，再予以簡略測試，做分類、

整理，以重製、或改頭換面的方式，儘可能使其使玩具展現其

教育功能，並作為教學之用。 

(二) 從玩具中取材，設計學習應用科學的課程： 

依據玩具中科學原理的應用方式，分類處理，並由教師團隊經

由討論、設計、實驗、修正等研討過程，編寫教學設計；並運

用有限、替代物品製作重現玩具原型的教學實驗器組，完整呈

現玩具科學的學習課程與教材。 

(三) 配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融入學校本位課程： 

以遊戲、觀察、操作、思考、探究、實驗為原則，編寫一系列

相關玩具的教學設計，成為推展科學教育之研習資源教材；並

探析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不足之處，配合作為補充教材；或

融入學校本位課程，化身科學性的鄉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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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思引導，教師團隊揮灑專業能力： 

重製玩具的科學性只是初步的研究範疇，教師團隊藉由不斷探

索、推論、質疑與再製的辯證試驗中，逐步以創思教學、有效

教學的方式，展現專業的教學能力，引導本身與學童進行各種

老玩具的再造、引申，甚至以玩具的新風貌，拉出其創意演進

的思索和創製歷程。 

(五) 人文與科學結合，老玩具風華再現： 

老玩具在上一代小孩的手中是無法釋手的最愛，歲月雖逝，但

記憶猶新，溫度依然存留在心，推展之於老玩具的行動研究，

會是一種以美麗相濡的教與學，玩具的昔日光暈、往日情懷並

未散佚，以此期許孩子溫習上一代、老一輩玩的玩具的風華盛

況！我們重拾了知識菁華，複檢了人文智慧。 

 

六、檢  討  
 

(一 )  課程設計： 

 

1.  有些玩具不僅只含單一項的科學原理，導致選擇主要原

理用於教學上有點難以取捨。 

2.  有些科學原理對於國小學童來說，過於艱深僅能概略性

講解與說明，實際效益略微降低。 

3.  地域性的區分不明顯，發展成為學校本位課程，名義上

可行，但還是無法展現出單一獨特性。 

 

(二 )  課程實施： 

 

1.  融入正式課程有些勉強，學校活動及放假時日過多，導

致創意課程的實施時間略顯不足，因應上課時間不足，

後期階段可能改在課後以及例假日補足。 

2.  有些實際操作課程，工具的操作對學童而言，顯得不易，

且略有危險性，可能需要尋求替代方式或是物品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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