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四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之調查、推廣服務與研習

計畫 

主持人：方泰山、林陳涌 
共同主持人：洪志明、洪有情、張永達、張殷榮、 

羅珮華、許瑛玿、任宗浩 
執行單位：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一、  計畫目的 

(一) 科學教育調查  
◎ 中小學數理科師資人力與進修意願調查：協助教育部了解我國高

中數理科教師人力及教學現況，以作為將來數理科師資培育及科

學教育改進之參考。 

(二 ) 科學教育推廣服務  
1. 科學教育專題研究研討會：協助教育部辦理中小學科學教育專

案，輔導中小學教師執行研究工作，舉辦期中和期末報告評鑑暨

研討會，由各計畫主持人報告研究之成果，交換研究心得，並由

專家對研究成果加以評鑑。 

2. 科學教育資料服務：發行科學教育月刊，寄送大專院校、中學、

教育行政機構、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各指導、諮詢委員及

科教相關研究機構與人員教學參考之用。 

3. 高級中學科學資優教育會議：配合落實教育部中小學科學教育 6

年計畫加強數學和科學資優生之教育與輔導，以及科學教育白皮

書政策中關懷資優生科學學習需求，加強數學和科學資優教育師

資之研習與經驗交流。 

4. 教學諮詢網站：已開發之教學參考資料、模組及科教月刊目錄上

網供教師使用，並隨時提供科學教育訊息或相關活動報導。網站

的維護需要專責管理規劃和定期更新、增加資料，才能有效發揮

推廣科學教育與服務的功能。 

(三 ) 科學研習活動：  
◎ 年輕天文學家體驗營 2005： 

目的：（1）教導高中生進階的天文知識。（2）教導高中

生動手進行天文觀測與影像數據處理的能力。（3）提昇高中生

進行天文相關研究的能力。（4）體驗天文學家如何從事天文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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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專題講座：為了使科學融入生活，提高教師、學生、家長與

一般民眾對科學的興趣，邀請專家學者舉辦科學講座。 
◎ 中小學教師科學教育研究工作坊：教師的進修與研究是教師專業

發展的重點之一，教育部為了推動科學教育發展和中小學教師進

修與研究，鼓勵中小學教師進行專題研究或活動。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受教育部委託輔導北區中小學教師執行科教

專案計畫，為協助教師們瞭解如何擬定科學教育相關專案研究計

畫、如何執行計畫、以及如何將成果發表或展現出來，特舉辦本

工作坊，希望發揮觸媒的作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二、  研究方法 

（一）科學教育調查 
◎  中小學數理科師資人力與進修意願調查：邀請專家學者開發學校問

卷和教師問卷，然後全面寄發各高中，由數理教師與教務主任填

寫。採用量的研究法進行統計分析。 
（二）科學教育推廣服務 
1. 科學教育專題研究研討會：邀請大學教授及科學教育專家，

輔導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研究計畫執行人員，於期中研討研

究方法，解決面臨之問題或困難，並交換研究心得。於期末

進行成果評鑑及研討。 

2.  科學教育月刊出版：每年出版科學教育月刊十期，分發供全國

大專院校、高、國中、科學教育機構及研究人員參考。  

3. 高級中學科學資優教育會議：召開高中數理資優班校長會議。 

4.  教學諮詢網站：定期更新網路資料，隨時公布相關最新消息，

提供網路教學諮詢服務，回答疑難問題。  

（三）科學研習活動 
1. 科普專題講座：邀請專家舉辦二場演講。 

2. 年輕天文學家體驗營 2005：邀請地球科學系教師協助輔導學

生，進行天文研究工作。 

3. 中小學教師科學教育研究工作坊：規劃二場研習活動，邀請

專家講授。 

 

三、  研究成果 

（一）科學教育調查 

◎  中小學數理科師資人力與進修意願調查：受訪之中學教師之性別

比例男性略多於女性；受訪教師年齡主要分佈在 26-35 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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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九成受訪教師為正式教師；教學總年資多為 6-10 年；教師

合格證書科別以數學教師為最多，其次為理化證書（物理+化

學）；最高學位最多為學士，其次為碩士（含研究所 40 學分班）；

大專畢業相關科系以數學系最多，其次為理化（化學+物理）。 

修習教育學程時間以大專畢業前修習教育學程最多，其次

為大專畢業後（含研究所其間）才修習教育學程；修習教育學

程之地點以在師範院校修習教育學程為最多，其次為在一般大

學修習教育學程；近三成教師兼任行政工作。 

在去五年內有主持的研究計畫之教師約佔 5.9％；在去五

年內參與的研究計畫之教師共佔 16.7％；在去五年內有發表研

究著作之教師約佔佔 31.9％ 

過去三年參與相關研習活動方面，以教育/輔導知能為最

多，其次為數學或自然科學學科內容，再其次為將資訊科技融

入數學或自然科學課程中；未來三年內有意願進修之教師（極

強烈與強烈）佔 44.3％。 

在職進修型態以提升個人教學專業知能的進修學分班為最

多，其次為教學碩士學位進修班，再其次為開闢第二專長；研

習活動參與意願以研習數學或自然科學教材教法提升為最多，

其次為將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或自然科學課程中，再其次為電腦

資訊能力；短期進修機關以各師範大學為最多；教師證重新認

證以認為不需重新認證為最多；中學教師分級升等以無意見為

最多。多數受訪教師有實施課程統整；以自然與生活科技統整

為最多；多數老師未實施學校本位課程與進行協同教學；教學

方法使用以講述式為最多，其次為小組討論；自然科老師實驗

課頻率，以每兩週一節為最多，其次為每週一節；教具媒體使

用以黑板為最多，其次為學習單；多數老師未建立教學歷程檔

案。 

教學考慮順序以學生理解最為優先，其次為課本內容；學

習層面的教學評量以認知最為優先，其次為技能；教學評量方

式以紙筆最為優先，其次為實作；教學評量標準以標準參造最

為優先，其次為常模參造；教學評量目的以診斷性最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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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總結性；教學評量考慮優先順序以學生理解為優先，其

次為課本內容。 

 
（二）科學教育推廣服務 

1. 科學教育專題研究研討會：完成北區中小學科學教育期中和

期末報告暨研討會。期中報告於 93 年 9 月 13 日舉辦，期末成果

評鑑於 93 年 12 月 15 日辦理。 

2. 科學教育月刊：發行科學教育月刊提供教師及科學教育相閞研究

人員參考使用。本年發行 10 期，發行至 275 期。 

3. 高級中學科學資優教育會議：召開高中數理資優班校長會議，討

論如何加強對高中數理資優班學生輔導，對高中資優教育的建議。 
4. 教學諮詢網站：充實資料庫提供中學教師教學參考資料與相關即

時消息。 

 

（三）科學研習活動 
1. 科普專題講座：邀請專家舉辦二場演講，講題分別為「生物資訊

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功能化奈米複合體在光電化學材料、

觸媒與分子探針的展望」。 
2. 年輕天文學家體驗營 2005：目的（1）教導高中生進階的天

文知識。（2）教導高中生動手進行天文觀測與影像數據處理的能

力。（3）提昇高中生進行天文相關研究的能力。（4）體驗天文

學家如何從事天文研究工作。  
3. 中小學教師科學教育研究工作坊：鼓勵中小學教師進行專題研究

或活動，協助教師們瞭解如何擬定科學教育相關專案研究計畫、

如何執行計畫、以及如何將成果發表或展現出來，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 

四、  討論及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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