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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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研習營 

主    持    人：謝鳳香 

執  行  單  位：新竹縣立鳳岡國中 
 

一、 計畫目的 

 (一 )目的 : 

1.提供學生「動手實作活動，並推敲原理」的機會。  

2.利用簡易及常見實用教材，讓學生在實驗活動中體認科學的奧

妙與樂趣。 

3.鼓勵學生組成合作學習小組，解決遊戲或活動中的問題，從中 

  培養合作解題的技能與默契。 

4.藉著趣味化的教學活動及實地觀察的引導方式，提昇學生的學 

  習意願，激發其創造思考能力。  

 (二 )預期成果  

1.透過啟發性教學方法希望引導學生、提升學生反省思考能力及

自己尋獲解答、正反兩面邏輯思考能力。確實運用所學於日常

生活中。 

2.發揮環境教育的功能，教導學生愛護鄉土，重視我們的生活環 

  境，提昇學員對於地球資源的再利用率。 

3.拓展眼界、滿足好奇心，多看、多聽、多學習，以增進對 

與日常生活相關的諸事項的了解，讓學生對科學產生更大的 

興趣與好奇心。 

4.希望學員在活動結束之後，能激發自己在環保創意上的思考，

培養關心環境與社會關係的胸懷。 

5.藉由『動手做』，讓學生實際參與科學活動，學習到細心觀察、

提出問題及創造思考的能力及科學精神，培養正確的實驗及學

習態度。 

6.學生體會科學是有趣的、具有挑戰性的，進而提升學生的創造

思考能力。 

7.報告過程中，分析學生的背景、程度對學生的學習行為的影響

及觀念釐清。 

8.完成各項指定作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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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及實施內容 

（一）研究方法： 

1.本專案擬透過科學營的系統化實驗活動方式，讓學生真正去驗

證科學原理與發現大自然的奧妙。 

2.為確實掌握學生課程中的學習狀況，特聘請兩位助理教師協

助，以利實驗及活動課程順利進行。 

3.再以任課教師自編「課後滿意度意見調查表」來探知學生的課

程接受度與意見。 

（二）計畫實施方式及內容： 

1.課程實施方式分為「活動課程」及「參觀活動」二部份。 

2.「活動課程」共實施五天，課程以一連串趣味生動的科學益智

活動進行，期能培養學生互助合作解決問題的精神，並發揮其

創意思考親自動手做，俾能達到「做中學，學中做」之效益。 

3.「參觀活動」實施二天，以參觀自然科學主題相關之博物館、生

態區等環境，透過實地勘查豐富的天然資源，讓學生了解生活的

生態環境。 

4.課程實施日期及內容： 

（1）日期：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上午半天，及 8 月 8 日至 8 月 9

日兩個整天。 

（2）課程內容 

日 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材料 活動目標 

８月 

１日 
紙類的再生

 何謂再生紙 

 再生紙張的製作 

廢紙、舊報紙、臉

盆、不鏽鋼網、乾布

毛巾、吹風機、果汁

機、漿糊、創意原料

(花、葉、飾物) 

讓學生了解紙張

資源循環再利

用，常保台灣的青

山綠水。 

８月 

２日 

回鍋油的 

再製 

 回鍋油對人體的

影響 

 回鍋油製肥皂 

 回鍋油製洗碗精 

<1>.回鍋油製肥皂。 

<2>.利用現代化皂基

回鍋油、氫氧化鈉、

香料、麵粉、鍋子、

竹棒、耐熱容器、塑

膠容器、口罩、手套

廢物再利用，進而

解決了水質、土壤

污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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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肥皂。 

８月 

３日 
科學動手做

 神奇沉浮玩偶 

 平衡玩偶 

 降落傘 

保特瓶、塑膠滴管、

打機、鉛粒、黏土、

牙籤 

讓學生了解浮力原

理 

及重心的意義 

８月 

４日 

飛向藍天 

系列 

 搞什麼飛機 

 廻力鏢 

白紙、厚紙板、美工

刀、膠帶 

讓學生了解流體力

學原理 

 

８月 

13 日 

大氣壓力 

效應 

 空罐子生氣啦 

 會吃雞蛋的瓶子 

 是誰讓水面升高 

塑膠餏、細吸管、酒

清燈、金屬罐、水煮

蛋、廣口瓶、 

蠟蠋、玻璃片、燒杯

了解大氣壓力 

８月 

８日 

觀察北埔綠世界生態農場 

(1.天鵝湖 2.大探奇區 3.水生植物公園 4.鳥類生態公園  

5.蝴蝶生態公園) 

８月 

９日 
參觀台中自然科學博物館 

 

（三）學生學習成效檢核： 

依課程進行方式不同，學生學習成效之檢核如下分析： 

1.實作課程：依據分組組別或個人完成成品做小組或個人作 

  品成果展。 

2.一般課程：填答學習單或分組討論發表意見。 

3.參觀活動：舉行「心得寫作」競賽活動，並選出優良作品

加以表揚。 

 

（四）教師對課程的分析： 

1.分析學生學習單： 

  回收所有學生之學習單，分析學生對課程了解的深入程度 

及其填答能力，並將不同班級背景之學生交叉比較。 

     (A 組學生是根據學術性向測驗及自然科學能力測驗,成績 

在二年級的前三分之一的學生,B 組學生是後三分之二學生 

自願參加。) 

2.採用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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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問卷給學生填答，針對課程設計、感興趣的課程、參 

觀活動內容、對學生學科的幫助與否等，作詳細檢討，以 

期修正課程本身的缺失。 

3.透過研究小組會議分析檢討： 

  透過研究小組的會議，討論課程或實驗中的問題與發現，並提  

  出檢討分析報告，完成計畫。 

 

三、研究成果與發現 

1.九成五以上的學生非常肯定科學營的課程，並希望能持續再辦。 

2.全校學生對課程設計、科學原理、實驗操作、戶外教學滿意度   

均達到九成以上，並希望能利用假期有較長時間來參加及學習

有趣的科學活動。 

   3.A、B 組學習情況的發現與比較: 

    （1）A 組學生較守規範，習於知道被告知，好奇心較不夠，可 

        能與教材簡單或已做過有關。 

        B 組興致高、好奇、較隨性，以玩科學從趣味中學習科學的 

        精神，做出來效果好，常有意外驚喜與發現。 

    （2）A 組學生學習經驗較多，較自以為是，覺得不稀奇，常冷 

        眼旁觀，學習態度較被動。 

        B 組學生學習態度較為積極，並獲得較多的科學原理。 

    （3）A 組學生報告會彙整，且作業品質較佳。 

        B 組學生做得出但統整及彙整能力較差，作業品質較差。 

    （4）團隊合作以 A 組學生獲益較多，B 組學生限於秩序較難管 

        控，或較易陷入實驗的危機，如大膽嘗試、玩火等，影響 

        教師教學及其他同儕學習效果。 

    （5）A 組學生印象深刻的課程物理及化學各半，但 B 組同學對

化學印象較為深刻。 

    （6）A 組學生較多認為課程內容可以再充實些，B 組學生僅有一 

        位認為課程需再加多些。 

   4.A 組學生學習模式與 B 組學生不同.學生在「科博館」認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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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深刻的是物理方面的新奇知識。 

   5.「綠世界生態農場」可以讓學生體驗各種生態環境，認識各種 

     動植物，新奇又有趣。 

   6.設計教材內容是否太簡單、或已學過，故無法引起 A 組學生的 

     好奇與學習興趣，因果關係值得探究。 

四、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因為城鄉差異，在鄉鎮市中的學生受到科學基礎知識的薰陶刺

激較少，希望藉由科學活動提升學生『處處是科學』的觀察學

習能力。 

2.也希望藉由戶外參觀活動，讓學生能夠增廣見聞，將潛能激發。 

3.「動手做」科學活動效果較好，學生學習興致高。 

4.AB 分組學習差異及比較: 

  B 組大多優於 A 組,A 組學生先備知識足夠，好奇心較弱;B 組在

實驗操作上比較大膽,敢創新,得到新的效果。 

建議 1：以 A、B 組混合編組，更能逹到教學效果。 

5.課程設計較為鬆散,可以再多設計些活動,增加學生思考機會,

針對 A、B 組學生可以不同的課程,更能符合他們的需求。 

6.暑假辦理科學營效果較佳,否則平時上課時間易被切割及課程 

  有進度壓力。平時在為期短暫的科學營,凝聚力不夠，並無法 

  使每位學生皆有完整的科學素養，僅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科學態 

  度、科學方法等邊際效用。 

建議2：可以將科學活動安排在社團時間或學校彈性時間定期辦 

  理,將更有成效。 

建議3：自然、科學探索課程儘量以營隊方式進行，效果較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