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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摘要 

 

 研究計畫背景 

 

 研究者在教書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孩子自然的學習心態總是特別

的留意。我希望看到孩子上自然課時臉上流露出喜悅與期待的神情，

卻發現不但看不到他們臉上喜悅的神情，而且還隱隱透露出應付了事

的態度。當研究者詢問小朋友「怎樣的人可以成為科學家？將來有沒

有可能從事有關科學相關的工作？」被班上學生公認為像科學家的通

常是有學問的人（只因他對於自然科方面的知識比一般人涉獵較

多）。而學業成績不佳的人和女生普遍覺得自己不太可能從事有關科

學的工作。這樣的發現讓研究者不得不思考一個問題：要如何才能讓

學生對自然課產生興趣，又能夠讓學生對自然科學抱持一個較正確、

正面的態度，對科學的本質有正確的了解呢? 

我國國小自然科課程，歷經幾次的課程改革，逐漸從以學習學科

知識為主之導向，走向解決生活問題為導向的組織架構，從教師講述

式的教學方法，轉變成引導學生在合作學習中建構知識。九年一貫課

程綱要（教育部，民 90）將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綱要，

將科學本質列為科學素養的八大要項之一，同時強調屬於情意與哲學

觀的部分要採用融入的方式進行。國小部分的科學本質能力指標明列

出十點，該如何達成卻沒有明白指出？ 

科學史是傳遞科學本質的最好方法。科學史有很多好處：提升孩

子學習的興趣、讓孩子學習到科學家的典範、可以使孩子在故事脈絡

中學習到完整的知識、科學史是傳遞科學本質最好的方法。一直擔任

低年級導師的我，也常看到孩子吵著班上的「故事媽媽」說故事，經

由故事的方式也許能引起孩子的興趣進而了解科學的本質。研究者初

次步入科學史教學的領域，本以為已有很多現成可用科學故事，可以

讓我能回到教學現場應用，後來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目前不管坊間

科學家故事或傳記頗多但都沒有「真正好的」科學故事，即然沒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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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故事可用，自編故事是必然的途徑。老師們每天有忙不完的學校

與學生事務，不太可能會有時間去找故事並設計教材！如果有好的故

事與教學活動，相信一般老師都願意試試看，若能編出一些好的故

事，不但對本身教學有益，對其他老師也會有所助益。 

 

一、 計畫目的 

 

（一）「科學小故事在教學上應用」對學童科學本質的影響。 

（二）「科學小故事在教學上應用」對科學的態度的影響。 

（三）「科學小故事在教學上應用」對研究者個人專業成長的影響。 

 

二、 預期成果 

 

（一）五年級融入單元的科學故事教材。 

（二）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綱要中科學本質能力指標的指

標行為。 

（三）科學小故事在教學上應用成效分析，以作為日後教育當局之參

考。 

 

 

 

 

 

 

 

 

 

 

 

 

 

 

 

 

 

 

 

 

2/5 



三、 研究方法與完成程度  

 

【研究方法—行動研究】 

 

 

 

 

 

 

 

 

 

 

 

 

 

 

 

 

 

 

 

 

 

 

 

 

 

 

 

 

 

 

 

 

 

 

【完成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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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項目： 

1.科學小故事繕寫完成 

2.教學計畫與活動設計完成 

3.上課錄影轉錄成逐字稿 

4.前後測訪談 

   

（二）尚未完成項目---撰寫報告階段（進度 30%） 

1.文獻收集整理  

2.教學資料整理分析 

 

四、檢   討（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設計故事方面 

 困難：我的目的是希望學童能經由故事來實現科學本質能力指標

的達成，但因為研究者本身對於能力指標的解讀不是很精確，所以造

成繕寫故事時，偶而會發現選擇的故事片段不是指標的意思。 

 解決之道：加強與科學本質專家的聯繫，將自己寫的故事請專家

審核，這樣設計出來的故事就比較符合科學本質目標。 

 困難：因為必須要現有課程中融入科學小故事，故事教學不能佔

用太多的教學時間，所以故事必須要「小故事」，但是研究者所採用

的參考資料又是一般科普書，非一般短篇故事，所以濃縮的技巧對研

究者而言也是一項考驗。 

 解決之道：除了與專家確認故事是否達到能力指標，另一方面也

請學校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教師幫忙審核故事。 

 

（二）教學設計的安排方面 

 困難：因為學校總有一些突發事件的發生，所以原先預定的故事

教學總會不斷的調整，原先希望配合教學單元來加入故事，但實際教

學總不如預期一般。 

 解決之道：這樣的困難是需要由研究者自行調整上課安排，因為

全校的行事不可能來遷就我的研究。 

 

（三）問卷的選擇 

 困難：有關科學本質問卷選擇原先設計是給中學生使用，我將它

修正詞句改為國小高年級學生可閱讀的文句。但實際施測時仍然稍嫌

太難。 

 解決之道：因為問卷稍嫌太難，所以我將問卷結果只做訪談參

考，仍以學生訪談結果為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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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方法偏重質的的研究方法，研究者雖    

然收集了許多現場資料，如何做好資料的分析工作，以提高研究

資料的信度與效度，是研究者目前有待加強努力的地方。  

解決方法 :閱讀質的研究與量的研究，加強與指導教授請益學

習，以 提 昇 研 究 資 料 的 分 析 工 作，使 研 究 結 果 較 具 有 據 說 服 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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