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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九十四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計  畫  名  稱：「準博物館式角落學習」應用於自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教學之探討[一] 

 

主    持    人：楊文貴 

 

執  行  單  位：人文國小自然領域教學群 

 

 

一、  計畫目的 

 
  本校為國內兩所「公辦民營」小學之一，自國北師楊文貴教授借調本校擔任校長以

來，推動「家族班級與適性分組之雙軌動態課程組織」以及「學校博物館化」之工作，

在短短的一年間，即榮獲教育部「標竿一百－九年一貫課程推手」之肯定。本計畫乃

延續上學年已部分實施之「準博物館式角落學習」應用於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學之

工作，繼續探究此種創新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對於落實九年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

技領域教學之成效。 

 

  「準博物館式角落」為本校現階段學校空間調整之主軸，根據學校原有雙併式三層樓開放空

間，分別規畫出「無盡蔵書館」、 「人文藝術館」、 「數學探索館」、 「雙語生活館」、 「社

會釆風館」、 「自然科學館」等。在各館當中，學校以更為具體豐富之教材，設計佈置成吸引學

生駐足觀賞與動手操作之「準博物館式角落」。 在科技領域本學期將依「水與化學」的主題，規

劃學習探索的角落。 例如：化學領域預計規劃的學習角包括：[白煮蛋]，[米煮成飯]、[隱形墨

水]、[牛奶醋]，以及「神奇指示劑－紫色高麗菜」。預期讓學生從趣味的實驗中，產生主動學習

的效果，真正啟發孩子對科學的興趣。。 

 

    因此本教學活動計畫的目的有二： 

(一)、探討如何設置真正引發孩子興趣與學習動機的「準博物館式角落」 

(二)、檢驗學生在「準博物館式角落」中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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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項研究計畫採行動研究法，並由生活科技領域的教師們組成執行與研究團隊，共

同完成。教師團隊先由學期開始前的教學討論中檢討教學現況，產生本項計畫的初步

構想後，再由此思考具體可行的辦法，進而執行、檢討成效。 

 
三、  研究成果 

 
(一) 準博物館式角落： 

經 由 教 師 思 考 籌 劃 後 ， 安 排 置 四 個 科 學 探 索 館 ， 設 置 引 發 孩 子 學

習 動 機 的 「準博物館式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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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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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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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方面： 

(1)專業知識提昇 

(2)教師效能成長 

 

◆ 學生方面： 

(1)參與度提高 

(2)抽象概念具象化 

(3)科學操作能力提昇 

(4)學生為自學習主體 

 

 

 

五、  討論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 教師方面： 

 

(1)  教材的選用耗時： 

 

  需要蒐集大量的資料，再依照學生的興趣、內容的深

淺從中挑出適當的教材。接著老師本身先行試做，確定實

驗真的可行，才保留下來，否則就必須做修正，選定之

後，才可進行角落的佈置。這部份所花的時間不比真正教

學的時間少。 

 

(2)角落的維護不易： 

 

  發現有些實驗器材有遺失或損壞的現象，但無法知道

是什麼原因，又由放學校空間開放，角落平時也沒有特別

去留意，或許有些學生好奇去玩而忘了物歸原位，因此只

能請每位同學幫忙留恴。後續應可以發展出一套使用角落

的辦法，讓孩子共同使用、執行及愛護。 

 

(3)部分主題較難呈現： 

 

  在教師討論選擇科學的主題時，發覺到在天文與植

物、生物方面較難以角落學習方式學習。 

 

◆學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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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合作和溝通的能力需加強： 

 

  在操作各項實驗當中，學生是以小組為單位來進行

的，有些合作不順利的小組，比較需要老師多留意，遇到

情況較嚴重的小組，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來處理他們的問

題，太嚴重的小組，或許就考慮重新分組的可能，也可能

將某些個別孩子抽離。 

 

(2)實驗原理的了解需引導： 

 

  雖然在設計及準備角落時，已經有把實驗原理做成書

面的方式呈現給孩子，並且有考慮到孩子的語文理解程

度，也有加以注音或是圖案的輔助。可是孩子在閱讀書面

的科學原理資料之後，仍然無法自行理解。需要教師加以

引導及回憶實驗過程，再將實驗原理帶入。 

 

(3)科學精神的習得不易： 

 

  想帶入孩子進行比較符合科學研究精神的部份，卻較

難著手。像是實驗進行過後，會期待孩子能改變變因，再

加以比較。但是顯然對孩子是困難的。 

 

(4)書寫實驗紀錄有困難： 

 

  孩子對實驗本身很有興趣，但對書寫實驗過程或是結

果較沒興趣。對於如何紀錄過程或是實驗結果對孩子是有

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