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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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圖導入科學主題營探討學習者酸鹼鹽實驗設計能力與概念改變 

主    持    人：陳淑華 

執  行  單  位：宜蘭縣立員山國中 
 

ㄧ、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背景： 

酸鹼鹽相關概念是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學習重點之ㄧ，是每ㄧ個國中

學習者必須擁有的基本能力，而國中學習者學習酸鹼鹽的概念是對往後化學學

科的學習成敗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因為其中有些概念的學習成效好壞直接影

響往後相當多定性與定量概念的學習不可不重視，另一方面來看酸鹼鹽具有一

些相當生活化的課程內容，如果汁飲料中的酸：果酸、檸檬酸、胃藥中的鹼：

氫氧化鎂、發粉中的鹽：碳酸氫鈉等大多是生活上相當常見的日用品、而號稱

工業之母的硫酸、又稱國防之母的硝酸、鹼性離子水、生理食鹽水等工業用品

或產品都存在著酸鹼鹽的影子，對於人的各方面生活及生存的需求而言，酸鹼

鹽無疑的扮演著你我生活中舉足輕重的腳色，由各種觀點觀之酸鹼鹽相關概念

的學習對於每個國中學習者而言，其學習成效的好壞，對未來無論是否繼續要

在化學領域上工作都將有深遠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主題。主題式教

學活動與學習活動，是學習者與教學者對於特定主題做相關概念的探索與學

習，這樣的模式對於特定概念的學習與概念的了解或改變都有一定的功效。 

V 圖： 

Gowin 最早的發展出的 V圖，是為了針對學生及教師幫助其用來澄清科學實

驗活動的本質及目的（Novak & Gowin，1984），希望經由 V圖可以提昇學生科

學概念的學習成效。而這個 Gowin 經二十年所發展出的工具，可用來幫助學生瞭

解知識結構及人類產生知識的方法，這個工具只與五個問題有關的程序，不屬於

任何特定領域。這五個問題有關的程序為： 

1、什麼事引導問題（telling question）？ 

2、有哪些關鍵概念（key concepts）？ 

3、如何探索（methods）？ 

4、何為知識主張（knowledge claims）？ 

5、何為價值主張（value claims）？由此五種主張問題演變為 V圖的基本格式

如下圖（一）， 

概念領域                              方法領域 

 

世界觀         待解決的問題       價值主張 

          哲學觀                            知識主張 

          原理                              轉換 

          概念                              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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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與事件 

                           （圖一） 

改自（Joel et.，1998） 
此圖表可用來說明知識建構過程中，概念及方法的元素產生之交互作用，或

分析講演及文件所呈現的知識，或全觀性的檢視自然科整個研究或實驗的內容。

國內外相當多學者使用 V圖的基本架構去完成其不同目的的研究計畫，在不同的

研究需求下，V圖也有不同的呈現內容元素。而 V圖應用在不同情況時有不同名

稱，可以區分為： 

1、知識論 V圖（Epistemological Vee） 

2、學習 V圖 

3、晤談 V圖 

4、V 圖的應用： 

而在 V圖的應用上又可分為下列許多方面探討 

（a）實驗報告 

（b）課程設計 

（c）評量 

（d）課業複習 

（f）面談 

（g）瞭解及引導研究。 

而本研究在探討科學展覽的設計能力則較偏重於 a、b、c、g四點。V圖用

於實驗教學活動中之研究已經有相當多正面的肯定，而 V圖工具可以提升科學概

念的學習成效也有相當多的研究證明，因此本文希望藉由 V圖提高學生的實驗能

力，進而增加學生設計實驗、檢討及修改實驗，具備成為有非食譜式實驗設計能

力者，以培養科學過程知識或研究之設計能力的學生，並進而改變學習者所具有

的另有概念，使其接近科學家的科學概念。 

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學習，在於培養國中生的科學知識的建立、科學素養

的提升、對科學本質的了解等，而增進學生科學知識是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

的最重要工作之一。至於科學知識應該如何教授給學生，才會比較有效率？才能

達到教師的預期目標？這個問題值得科教界廣泛的討論，其方法則常常隨著教師

的學習背景及教學風格而定，舉凡學習環、類比、探索是教學法等等，大多各有

各的成效，並無一定的定論。近四十年來台灣地區的教育普及化，升學的競爭壓

力、常態分班的大班級教學中無法有效的因材施教及一般教學法大多採用講述式

教學法為主的教學方向，而傳統教學法大多採填鴨式教學，加上教師教室的過分

要求秩序的管理方式，使大多數學生不敢發問，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使學生只

對標準答案注重，而學生對於答案的尋求主要管道之一，常常是謀求以課文內容

為主的參考書，因此參考書常成為大多數學生的學習主體。然而，在大多數的自

然科學教室中，常發現學生以依據參考書的方向從事機械式的方式學習科學知

識，因此，高學業成就的學生往往只是具有片段記憶科學知識的技能而已，對於

知識概念及概念網絡的建構，可說全然無效果。對於整體的概念自然往往容易有

另有概念的產生，因此國內相當多學者都針對各種學習主題所產生的另有概念，

從事相關的研究（邱美虹、高淑芬，民 88；林達森，民 90；何佳燕，民 91；Abrams. 

＆ Wandersee，1992），以期待有效的處理學生的學習上的挫折。大多數學者都

明白以背誦方式得來的知識不但容易遺忘，而且更容易產生知識片面化的危機，

就算即使知識還停留在未被遺忘之前，這些知識依舊難有效的活用於解決學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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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問題（Novak，1977）。因此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教師應該提供一

套學習的方法，來增進學生作有意義的學習。而所謂有意義的學習就是要使學生

所學習的新概念，所遭遇的新的知識或概念能與學生原有相關的舊有認知結構以

非任意且有效的方式連接（Ausbel , Novak ＆ Hanesian，1978）。如此學生所

學習的概念才能真正對學生有意義，且此部分學習所得的新知識更能夠成為往後

再次學習另一種新知識的鷹架，而使學生新知識體系能夠建構起來。主題式教學

或學習活動，在經系統性的活動設計與學習安排，對於學習者的知識與概念及概

念網絡的再連結與在建構有一定的功效，值得推廣。 

 

目的： 

本研究利用 V圖導入科學主題營探討學習者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酸鹼

鹽相關概念學習與實驗活動，觀察 V圖教學工具引入主題科學活動之活動設計的

學習活動是否學習者能力上有所改變，觀察 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會

提升學習者科學實驗與設計實驗的能力，同時 V圖教學工具引入主題營是否提升

學習者對酸鹼鹽相關概念的學習成效有所提升與產生概念或另有概念上何種改

變？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欲探討的問題如下： 

1、文化不利區學習者在酸鹼鹽相關概念的另有概念為何？ 

2、文化不利區學習者在酸鹼鹽相關概念的另有概念與ㄧ般地區學習者有何不 

同？ 

3、「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能夠加深學習者對酸鹼鹽相關概念實 

驗與活動的了解？ 

4、「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能夠提升學習者概念與實驗原理或方 

法的正確連結？ 

5、「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能受設計活動相關探索主題所需的實 

驗？ 

6、「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對學習者在酸鹼相關概念學習成效有 

所提升？ 

7、「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是否改變學習者酸鹼鹽上的另有概念？ 

8、探討「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的學習方式，在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教學中，學生對於此種學習方式其觀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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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1、學校將科學教育視為重點發展項目 

2、校長將科學教育專案結果製成折頁，在所有可以展示的時間對外展示 

3、提供場地與行政資源 

4、提供跨領域教師協助活動的辦理與計畫的執行 

5、改善學校不足的硬體設施 

6、提供跨校合作場地（員山、壯圍、五結、頭城、冬山等五所與四所北縣教師） 

（二）參與計畫人員 

01、宜蘭縣員山國中陳淑華與吳宏達教師開發酸鹼鹽相關概念課程設計與測驗的 

發展。 

02、在開發酸鹼鹽相關概念課程設計與測驗的發展的同時，分別在宜蘭縣員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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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進行實驗工具的訓練，包含概念圖與 V圖的學習。 

03、宜蘭縣立頭城國中陳建良老師、宜蘭縣立冬山國中楊旺祥老師與宜蘭縣立員 

   山國中自然科領域召集人及具科學教育碩士以上學歷背景教師，提供課程內 

   容與測驗工具發展時效度與信度的協助 

04、宜蘭縣立員山國中教學相關行政團隊，教學與課務的協助 

05、宜蘭縣員山國中學生提供教學實施與測驗的協助 

06、宜蘭縣人文國中小學生與宜蘭縣深溝國小參與實驗課程實施與修正 

 

三、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度：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來自宜蘭縣郊區國中學生共 80 名。 

（二）、研究工具： 

a.課程教材：審定版課本 

b. 學習成就評量：包括「電解質」、「酸鹼」、「酸鹼濃度」以及「酸鹼中和」 

等四大概念試卷。 

c.學生學習感受問卷：為了瞭解實驗教學是否適合學生，以及實驗教學對學生的

影響，希望藉由問卷瞭解受試者對本實驗教學之感受與喜

好程度。 

 

主題科學營活動照片 

膨糖 樹葉書籤 

pH 值測定 化學霜淇淋 

 

 

 

（三）、實施程序： 

1、選擇酸鹼鹽相關所需教材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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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授學習者概念圖與學習者 V圖工具。 

3、酸鹼鹽相關概念課程設計與測驗的發展。 

4、同時收集並整理國內外研究有關酸鹼鹽相關概念所產生的另有概念。 

5、前測紙筆測驗。 

6、晤談繪製概念圖與學習者課前另有概念分析。 

7、酸鹼鹽主題活動營 

8、後測紙筆測驗 

9、晤談繪製概念圖與課後另有概念分析 

10、資料分析 

 

四 、 研 究 成 果  

1、從晤談結果發現，學習者在科學學習過程中，因起初不熟悉V圖的使用，導致

學習進度較緩慢，教學者在此時應給予較多的引導與時間來適應；但經過一

段時間，因學習者熟悉V圖則探究進度會加速。 

2、從晤談結果發現，學習者認為，發現V圖具圖像功用，可利用簡單的V圖像來

輔助學習與記憶，使得記憶的知識能夠快速且有效的被回想。因此「V圖工具

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能夠加深學習者對酸鹼鹽相關概念實驗與活動的了解。 

3、從晤談結果發現，在使用 V圖幫助學習後，認為自己比以往更了解自己的研

究內容，且對於自己研究的內容可以全觀性的了解，因此「V圖工具引入主題

式教學活動」能夠提升學習者概念與實驗原理或方法的正確連結。 

4、從晤談結果發現，藉著主題式教學活動將新的知識做連接，讓學生更了解實

驗活動的內容，進而將理論與實際結合，學習者可更有效設計主題活動，因此

「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學習者更能設計活動相關探索主題所需的實

驗。 

5、由學習成就評量的結果顯示，「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學習者在酸

鹼相關概念學習成效有很明顯提升。 

6、從晤談結果發現，學習者在最初對酸鹼的迷失概念與依班研究相似度很高，

但經由「V圖工具引入主題式教學活動」，學習者酸鹼鹽上的另有概念有減少，

使其接近科學家的科學概念。  

 

五、檢討 

01、由於本校屬於較偏遠的學校，因此常常出現藥品及器材不足的現象，導致科 

  學探究活動常受阻，但有了科教專案的補助，讓我們這些文化不利區學子的學 

  習可更精采更多元。 

02、發現學習者在起初因不熟悉 V圖的使用，導致學習進度較緩慢，因要由無至 

  有是較困難抓到方向，尤其 v圖中的元件繁多，教師在此時給予較多引導與鼓 

  勵，避免學習者無所適從。 

03、發現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 v圖的使用，其在後半部酸鹼主題式的營隊 

  表現非常投入。也就是利用 v圖來學習，雖起初會花較多時間；但經過一段時 

  間，則進度會加速。 

04、發現酸鹼主題式的學習活動，學習者在科學探究過程中，學習者會比較彼此 

  繪製的 v圖，甚至會主動給予他人修正的意見，也就是學習者間與師生間的討 

  論熱烈。 

05、後測概念圖中，兩組繪製概念圖的元件數與元建間的關係均有增加也就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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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是經過酸鹼科學探究活動，兩組學生增加該主題上的知識。 

06、學校的教師甄試與颱風將時間延誤，往後上做時間規劃時，宜增加課程實施 

  時間的彈性。 

07、期末報告的時間與化學年會及科學教育年會重疊，造成主持人分身乏術或南 

  北奔波，希望時間能夠有所協調。 

08、經費撥放下來已 6月，造成學校與主持人的困擾，進而影響研究的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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