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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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科技創意飛揚活動計畫 

主    持    人：張政義 

執  行  單  位：台北縣中和市興南國小 

 

一、 計畫目的 

我們持續國立台北師範學院數理教育研究所『國民小學生活化之自然與生

活科技課程發展與評鑑「設計與製作」研究』之專題研究計畫（國家科學委員

會研究計畫編號 NSC91-2511-S-152-010）之理念以及前二年「太陽能科技創意

研習營」的實作經驗與理念，擴展「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參與活動計畫的

教師在「寓教於樂」之下，已然成為培育學生「科技素養」之行動研究者與實

踐者。「太陽能科技創意飛揚活動」計畫運用「創造思考教學架構」，綜合「創

造的人」、「創造的過程」、「創造的產品」、「創造的情境」等要素，仍以

「學習者建構」的教學策略，依循「太陽能科技創意思考活動課程」架構及主

題內容（如圖 1，圖 2），讓學生創造力可以在「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中無限

飛揚。 

 

 
 

 

 



 
 

由於在「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中，教學研究群發現：學生的設計知識及

程序與創造力相關連，學生在「需求」與「產品」間形成一個「創造思考空間」，

就學生的創造力呈現而言，這個「創造思考空間」如同一個黑盒子（black box）

（如圖 3）。 

 

 
 

  在國小學童「科技創造力」之創作歷程所形成黑盒子（black box）似的「創

造思考空間」，其實也是「設計與製作」實作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空間」。

如果以問題解決的觀點來觀察，學童「科技創造力」的「創造思考空間」，由

問題開始到問題目標（gold）間，將有達成該目標多種可能的解決路徑（如圖 4）。

活動中發現學童在利用「設計知識及程序」的「設計需求」到「產品製作產出」

之實作過程，猶如「輸入」→「處理」（創造思考）→回授→控制→「輸出」

的系統化過程，其在「設計與製作」的系統化「解決問題」歷程，與「創造思

考空間」之創造的解決問題路徑相關聯，呈現不同的解決問題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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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生創造的解決問題路徑類型圖 

 

我們認為如果能有系統地提供「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與學生之「太

陽能」專題探究活動，尋求非傳統式的教學技巧及創新的觀念，透過「創意技

法教學與教材」、「建構教學理論的應用」與「協助學生實際動手做出創意成

品」等研究面向之持續發展與創新，朝「教學有創意、學習有興趣」及「學生

能將創造力與生活結合」兩大教學主軸進行，則有機會可以「揭開黑盒子的秘

密」，有效提升學生創造力。並且加上有計劃的「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

及課程（學習領域）整合，提升學生動手做的技能，培養學生收集、分析、研

判、統整及運用資訊的能力，使學生具備創造思考、批判反省、適應變遷的各

項能力，可以符合訊息瞬息萬變的「e 世代」需求，達到創塑學生學習科學與技

術之真實意義。 

因之，以創造思考能力培育為主要觀點來觀察我國科學活動課程，相信「太

陽能科技創意活動」就科學教育研究的背景資料提供、未來課程建構、自然與

生活科技教學實施等等，應能有所參考。我們在這些動機之下計劃以策略聯盟

的方式，結合「台北縣、市」有興趣的學校與教師，繼續辦理「太陽能科技創

意」研習營，經由「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共同來「揭開黑盒子的秘密」，

做為永續激發並催化學生科學「創造力」的研究發展方案，因此本研究欲期達

成以下兩個具體目的：  

 

（一）持續研發與推廣國小以「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為主的能源教材。 

（二）擴大辦理國小「太陽能科技」創意能源營。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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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繼續結合學校六年級（共 14 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所有老

師（共 8 位）、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資優教師（1 名，台北縣秀朗國小資優

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資訊教師（1 名，台北市瑩橋國小教師）、加上

本校行政人員（校長、四處主任、組長）組成研究群，除了將定期開會、分析

文獻與相關檔案資料、構築本學習活動之架構與理論基礎、完成「太陽能科技

創意活動」課程規劃之外，並要透過研習營活動觀察，獲得目前學校課程「創

造力」教學活動中的現象及待增強的焦點。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持續探討「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中有關創造力的內涵。因

此，本研究仍以實證的行動研究方式（ empirical action research ），有系

統的規劃與執行「教材編撰」及「創意活動」二大項目來建立研究架構及流程。 

 

四、 目前完成程度 

本研究預計分成兩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的目標為持續研發與推廣國小以

「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為主的能源教材，預計從九十六年一月份起開始執行，

至九十六年六月三十一日截止，以半年的時間完成。第二階段的目標為擴大辦

理國小「太陽能科技」創意飛揚科學營活動，預計從九十六年七月份開始執行，

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本階段任務。目前已完成程度如下表： 

 

表 1  本計畫實施進度及分工表 

日期 預計完成進度 主要負責人 備註

95 年 11 月 完成「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Ⅱ」計畫書 計畫主持人  

95年11-12月 進行「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準備工作。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96 年 1-2 月 

繼續蒐集「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與

「再生與綠色能源」之資料與文獻，進行了

解增加教材編寫要點。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五

學年全體級任及自然科任教師
 

96 年 3-4 月 
分析與決定「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教材 

內容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五學年及自然科任學年主任
 

96 年 5-6 月 
1. 分工編寫教材。 

2. 創意活動的設計。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96 年 6-9 月 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的進行。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五學年全體級任自然科任

教師及實習教師 

 

 

五、 預期成果 

本計畫預期之成效及其影響如下： 

（一）科學與科技教育方面 

實施「太陽能」能源技術教育，可加強學生永續能源觀念，使其擁有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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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技之基本訓練及知識，培養進入綠色能源產業之技能，亦可進一步激發

學生創意，利用綠色能源設計新型產品專題研究製作。 

 

（二）教學研究發展方面 

本研究在於探討「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中有關創造力的內涵。可以

鼓勵教師做為行動研究者與實踐者，透過活動課程之教學實踐提昇學學習科學

的興趣，激發學生科學創造能力，提供「科技創意活動」教學媒材，就科學教

育研究的背景資料提供、未來課程建構、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實施等等，做為

參考。 

 

（三）推廣示範方面 

建立「太陽能」能源教學示範系統，除可讓學生實際瞭解「太陽能」運作

原理、系統結構並收集運轉資料外，還可學生學習成果供各界參觀，進行「太

陽能」能源宣傳，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另可藉開授「太陽能」能源推廣研習

營，推展相關教學與技術予一般社會大眾。 

 

六、 檢  討 

    本研究在「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中，把學生異質分組觀察（1.熟手學生-

生手學生，2.資優學生-一般學生，3.男學生-女學生），持續發現如果能有系

統地提供「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與學生之「太陽能」專題探究活動，則

生手學生、一般學生、女學生均可有效提升創造力。 

    本研究認為要提升學生科學「創造力」，執行的關鍵包含：創造的人、創

造的過程、創造的產品、及創造的環境。如依學生的背景與特性，以實作方式，

運用「創造思考教學架構」，運用「學習者建構」的教學策略，在「太陽能」

科技創意活動中足以提高學生創造力。 

    然而，創造力之培養與增進，因非傳統式教育所著重，創造力之培養需經

由大量主動的學習以及知識的統整，故尋求非傳統式的教學技巧及創新的觀

念，仍為教學群之首要工作。本研究以為創意技法教學與教材、建構教學理論

的應用與協助學生實際動手做出創意成品等研究面向之持續發展與創新，仍須

發展「教學有創意、學習有興趣」及「學生能將創造力與生活結合」的創造力

課程成為教學兩大主軸。因此，透過有計劃的「太陽能科技創意活動」課程及

課程（學習領域）整合，提升學生動手做的技能，培養學生收集、分析、研判、

統整及運用資訊的能力，使學生具備創造思考、批判反省、適應變遷的能力，

才可以符合訊息瞬息萬變的「e 世代」需求，創塑本計畫真實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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