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六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學童從生態觀察記錄中進行主題式研究 

主    持    人：黎錦昌 

執  行  單  位：新竹縣清水國民小學 

 

一、計畫目的： 

（一）響應教育部展中小學科學教育六年計畫，研發科學創意活動題材。期能激

發創意潛能，營造精彩人生。 

（二）建立本校周邊步道（清水步道）之資料庫，完成生態解說地圖，使學生的

學習更具生活化、在地化。 

（三）配合鄰近社區資源及人力資源網絡，做自然的探索與學習，培養對鄉土的

認同，科學觀察的敏銳度。 

（四）將研究所得撰寫成研究報告，提供有意舉辦科學創意活動之單位有參考的

題材，以為教育部推廣使用。 

二、預期成果： 

（一）、從主題式研究中，能討論出新的創意主題供其他教育單位使用。 

（二）、兒童能利用自然界解決許多生活上的問題。 

（三）、結合鄉土及地方資源，培養對鄉土的認同，科學觀察的敏銳度。 

（四）、本計劃完成後提供給教育單位許多科學創意的主題與辦理經驗交流。 

三、研究方法與完成程度 

（一）、研究方法： 

1.生態解說地圖 

      （1）用書籍、網路蒐集並繪製地圖（清水步道）。 

      （2）利用清水步道時間，進行生態觀察並紀錄。 

      （3）繪製清水步道生態地圖。 

      （4）每位學童選擇數人為一組，挑出步道中之ㄧ種生物為主題，進行此

主題之探究。 

    2.社區自然環境的探索及資源利用 

      （1）蒐集鄰近社區之自然資源。 

      （2）整合資源規劃參訪行程。 

      （3）前往參訪並由當地人力資源進行解說，並進行長時間之觀察。 

（二）、實施步驟： 

1.生態解說地圖 

      （1）收集清水步道既有的相關資料。 

      （2）依據蒐集到的資料繪製地圖： 

          A.利用資料繪出粗略地圖。 



          B.進行實際踏查修正粗略地圖，繪製成精確之地圖。 

      （3）蒐集並實際觀察步道生態並紀錄： 

          A.用實際觀察的方式記錄生態特性。 

          B.將生物分布情形及特性融入生態地圖中。 

          C.蒐集資料或請教專家學者修正謬誤之處。 

      （4）繪製完成生態地圖。 

2.社區自然環境的探索及資源利用 

      （1）收集鄰近社區可用資源。 

      （2）整合環境資源及人力資源。 

      （3）前往參觀、進行觀察及實作。 

      （4）長期的觀察計畫： 

          A.依生物特性做定期之紀錄。 

          B.將紀錄整合為短篇研究報告。 

     3.將研究成果舉辦創意博覽會繳交給教育部，由教育部作推廣教育或放在

教育網站，提供給國小教師、各級教育機關學校參考使用。 

（三）實施內容與完成程度 

活 動 名 稱 內    容 預定日期 完成程度

持續進行清水生態廊道

介紹活動 

收集相關書籍、網路資料進行介紹、
9604 100﹪ 

清水生態廊道觀察記錄

活動 

利用班級內同儕的合作、分享及討論

機制，每週至少進行一次繪圖、紀錄、

以數位相機拍攝的觀察紀錄活動。 

9609 80﹪ 

選定研究主題 

本校將清水步道分為六區，各年級於

自己的觀察區域內，選定觀察主題級

進行方式。 

9601 100% 

依據所選研究主題進行

主題式研究 

低年級： 

 A.利用觀察紀錄表及學習單引導學

生彙整歸納主題。 

 B.帶領學生進行該區選定主題之生

物進行網路資料搜尋。 

 C 引導學生做分享，將現場觀察所得

彙整。 

中年級： 

 A.利用觀察結果設計主題活動。 

 B.利用主題活動的進行，讓學生進一

步了解該區出現的生物意象。 

9609 80﹪ 

依據所選研究主題進行

主題式研究 

C.引導學生做分享，並搭配學校校園

明星介紹，以補低年級在知識層面
960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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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 

 D.利用觀察紀錄表做較長時間的生

物變化的比較。 

 E.利用心得分享，引導學生體會自然

之美。 

 F.繪製清水步道生態地圖。 

高年級： 

 A.利用週主題方式進行生物的特性

探討。 

 B.將現場觀察所得做紀錄並與所蒐

集資料做比較及驗證。 

C.利用週主題方式進行生物的特性

探討。 

 D.將現場觀察所得做紀錄並與所蒐

集資料做比較及驗證。 

 E.引導學生做生態觀察日誌。 

 F.繪製清水步道生態地圖。  

繪製生態地圖 

已逐步完成 

清水步道生態地圖成果專輯（編印中） 9612 

80﹪ 

80﹪ 

 

四、本校科學教育專案之特色分析 

（一）從遊戲及在地生活環境中學習，不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 

（二）全面播種，讓科學教育的種子深植全校每一位孩子的心中。 

（三）持續且融入生活中的學習。 

（四）科學與閱讀相結合，培養理性與感性兼具的好兒童；科學與品格相結

合，培養知識與人品兼備的好公民。 

（五）重視分享與合作的學習態度。 

五、檢討（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人力資源不足：九年一貫已經把大家壓得喘不過氣，加上 2688 專案教師

僅給予十八節課支援教學，教育部增置員額方案又被取消，替代役男退伍

未補，工友請長假超過一年半，原有的教學工作加上新增的分攤工作，造

成教師人力嚴重超支。想要從原有的科學遊戲中研發出新的活動讓小朋友

從活動中學習科學智能，一定需要實驗證明，所以人力心力的付出非常大。 

（二）本校各年級皆只有一班，班級人數大多在 10 人左右，高年級學生數更少

（6人左右），無論是認知層面及實際執行層面都有一定的難度。加上雖

延請專業教師蒞校指導，但長期指導則為學校教師，帶領層面上不易統整。 

（三）分區執行生態觀察及主題探究，呈現方式多元為其優點，也較切合各年級

之認知層面，但要進入統整繪製全線之生態地圖時，則遇到相當的困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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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 

（四）學校人員在科學教育方面非專業人士，需要專家來指導帶領，但因本校位

處偏遠，與各大專院校相距甚遠，學者專家指導不易，對於想要尋求突破

的我們造成發展上的瓶頸。 

六、實施成果 

（一）學生人數增加 2.5 倍，且持續增加中。 

      從 22 人增加至 51 人，且整體學生分佈呈現金字塔型，有逐年增加的趨勢。 

（二）學生滿意度調查 

活 動 名 稱 滿意度（最高 ） 

持續進行清水生態廊道介紹活動  

清水生態廊道觀察記錄活動  

選定研究主題  

依據所選研究主題進行主題式研究  

繪製生態地圖  

七、感恩與期許 

（一）萬分感謝教育部及科教界的學者專家們對本校的愛護與照顧，12 萬的經

費讓我們偏遠地區的孩子可以和都會區的學生一樣享受到最棒的科學教

育，提供偏遠地區弱勢孩子一個將來競爭國際的機會。 

（二）期許 97 年能持續獲得補助，發展更完善的科學教育課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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