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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及九十四年度的研究方向與目的

• 九十三年:發展個別專題式學習的教材與
團隊專題式學習的教學模式。

• 九十四年:發展團隊專題式學習的教材與
架設專題式學習專屬網站。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用協同行動的研究方式，一方面進行專題式
學習的教學引導過程，在經由協同行動研究人員對於
研究者與學生的教學過程進行觀察與記錄，並在教學
結束後由參與本專案的相關協同人員進行教學會議與
討論，逐漸發展出本計劃所預期的專題式學習的教學
模式。

–另外，對於學生的學習作品與教師所設計的教學活動
書面計劃，亦會採用文獻分析的方式，進行資料的蒐
集與整理分析，以其發展出一套適合在國中小現場使
用的推廣教材。



研究成果說明-建立教學方案

• 決定研究主題
• 撰寫研究動機
• 條列研究問題

• 文獻蒐集閱讀

• 設計研究方法

• 研究執行討論

• 研究發現結論

• 提倡專題研究的意義與目的

• 為何要用概念圖來指導學生擬定計畫

• 如何運用概念圖引導學生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歷程 已完成的教學方案

• 如何引導學生收集與組織資料

• 如何引導學生收集分析圖書館與網路資源

• 如何引導學生經由實驗觀察來蒐集分析資料

• 如何引導學生經由問卷調查來蒐集分析資料

• 如何指導學生撰寫研究報告

• 如何指導學生進行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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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一~2）
‧全中運假期
‧這一次的全中運，有長大概7天的日子，老師要我們這
七天來做一個計畫，老師會幫我們看能不能，我很希望
我有自己的計畫，可是如果沒通過的話就⋯⋯了，所以
我很努力的在做「計畫」可是⋯⋯，這是我的最後ㄧ次
了，這一個全中運我想要用多於時間，來練息我的畫功，
因為我很喜歡我的畫畫，可惜沒去學所以，我都在家偷
偷的練息，我立用這些時間我覺的比較好，因為這樣子
我就能好好的畫畫，我有一次我畫計到指定的地方，有
被登出來我很開心，因為我是第一次被登到上面去耶，
我有ㄧ次媽帶我去學畫畫，第一天我就有ㄧ點不想學了，
可是媽媽叫我學，那是ㄧ年級的時候，我對畫畫不感性
趣的時候，因為那時還小，所以我要立用多於時間來作
畫，拿給老師看，因為老師能給我意見，所以我希望能
成功到全中運。

‧我要加油了。



教師的檢核與修正要求（一）

• 詳細的檢核及修正自己的錯字與標點符號。
• 依照先前畫的結構圖來寫你的計畫。

• 寫完之後在讀ㄧ次，若有文句不通順的地方
要詳細修改。

• 不通過，再努力！



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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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二~2）
• 這一次我們有ㄧ個全中運，是從4月22日開始ㄧ直到4
月28日才開始上課，這七天中的假期，我們老師教我們
規畫一下，我的計畫很不錯只是太亂了，還沒有通過而
以，所以我的規劃有：「複習、寫心得、和課文，也有
閱讀的部份、專題研究、和打球的計畫」，我在這7天
當中可以完成一些工作，像是暑假的專題研究可以先開
始，這樣以來暑假就能作的完了，我的專題研究的題目
已經有三個了「第一個」「水的世界」，第二個「魚的
習性」第三個暑假的生活，我想了很久我覺得我會選擇
水的世界，因為在實驗中會很有趣，可以了解水的成分
等一些東西，所以我會覺得好玩，老師說要我們作ㄧ個
計畫，是ㄧ件很好的事，因為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有趣或
有一些些的進步，可以讓我們知到怎麼作計畫，這樣我
們就會有些時間和改進不懂時間的好方法，我希望我能
好好的學會計畫，因為我就有很多很多的時間休息。



教師的檢核與修正要求（二）

• 再次詳細的檢核及修正自己的錯字與標點符號。

• 你的結構圖出現「複習」、「專題」、「運動」、
「閱讀」及「寫字」等五大部分，你的文章就要依照
這些部分來撰寫。

• 寫完之後在讀ㄧ次，若有文句不通順的地方要在詳細
修改。

• 不通過，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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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三~2-1）

• 全中運計畫
• 我們老師要我們在4月22號的全中運，做ㄧ個計畫，我
的計畫有複習、運動、閱讀、寫字等部份。我要複習的
內容是國語和數學，國語複習的重點是甲、乙本的複習
和國語一、二、三到第十課全部仔細的看過ㄧ天ㄧ小時，
七天共七時，數學ㄧ至六單元的複習ㄧ天ㄧ小時七天共
七時。

• 運動是做籃球我ㄧ天要30分的籃球×7=3.30分的運動。
• 閱讀部份有要讀三本書第一本小木偶二本是醜小鴨我讀
的第三本書是國王的新衣一天讀1.30時大概就可以了7
天是10.30分鐘。



從想法到研究動機（三~2-2）
• 寫字部分有國語、數學和心得國語一~10課生字二遍一
天要30分來做7天要3.30分，心得我讀了三本書衣本要
寫200字心得一篇花一小時來寫。

• 還有ㄧ樣作業是專題研究有子題和計畫和進行的部份一
天至少要兩小時來工作因為還有寫日記因為要記住今天
做了什麼事情，子題要用30分來訂計畫用1時來定，進
行不份一天要2小時，要做實驗和寫下今天的事就是日
記，我要作的是種植玫瑰。

• 時間是專題ㄧ天2小時7天14小時閱讀一天1.30分7天
10.30分國語寫了10課一天30分7天3.30分數學ㄧ天30
分7天3.30分國語讀ㄧ~十課1天1小時複習數學ㄧ~六單
元一天ㄧ小時7天7小時籃球一天30分7天3.30心得一篇
一時3篇3小時，一天要作7時30總共52小時。

• 這就是我全中運的計畫。請老師一定要給我通過否則人
生沒有意義。



教師的檢核與修正要求（三）

• 先將文章分成起、承、轉、合四個段落。

• 將錯字與標點符號訂正好，並且將文章中
出現的數字統一改成國字或者是阿拉伯數
字。

• 完成之後在老師檢閱，通過之後就可依照
你的計畫去執行！

• 恭喜你啊，終於通過了！



學生最後完成的作品（一）
• 起

–我們老師要我們在四月二十二到四月二十八號的全中
運假期做ㄧ個計畫，我的計畫有複習、運動、閱讀、
寫字等部份。

• 承
–我要複習的內容是國語和數學，國語複習的重點是習
作甲、乙本和國語一到第十課全部仔細的看過。數學
則是ㄧ至六單元的複習，ㄧ天ㄧ小時，七天ㄧ共七個
小時。運動是打籃球，我ㄧ天要打分鍾的籃球。閱讀
部份要讀三本書，第一本書為小木偶，第二本是醜小
鴨，第三本是國王的新衣，一天大概讀ㄧ個半小時，
七天總共十個半小時。



學生最後完成的作品（二）
– 寫字部分有國語、數學和心得。國語一~十課生字二遍，一天
要30分來做，七天要三個半小時，心得我讀了三本書，一本
要寫200字，要花一個小時來寫。

– 還有ㄧ樣作業是專題研究，有定子題和定計畫和進行。因為
要記住今天做了什麼事情，還有寫日記，所以一天至少要兩
小時來工作。我要作的研究是種植玫瑰。

• 轉
– 時間是專題ㄧ天兩小時，七天共十四小時。閱讀一天一個半
小時，七天共十個半小時。寫字部份，國語寫了十課，一天
要分鐘，七天共三個半小時。數學ㄧ天三十分鐘，七天共三
個半小時。複習部份，國語讀ㄧ到十課，ㄧ天ㄧ小時複習，
七天共七小時。數學ㄧ到六單元，一天ㄧ小時，七天共七小
時。運動部份，籃球一天三十分鐘，七天三個半小時，全部
總共五十二小時。

• 合
– 這就是我全中運的計畫。請老師一定要給我通過，否則人生
沒有意義。



未來研究的方向

• 將教學方案轉化成為教材
–教材說明 教學簡案 學習單

• 開發「小組合作專題學習的教學引導模式」
–小組共同擬定研究計畫的過程
–小組協調與分工執行研究的過程

–小組共同完成研究報告的過程
• 架設專題式學習專屬網站











專題式學習專屬網站的網頁結構

• 關於站主
• 基礎理論區

• 實務範例區

• 進階研究區
• 學習互動區—簡易的留言板



基礎理論區

–建構論
•個人建構論
•社會建構論

–訊息處理論
•認知學習的基本歷程
•敘述性知識的認知學習歷程
•程序性知識的認知歷程



實務範例區

• 擬定研究計畫的作法
• 研究執行的作法

• 撰擬研究報告的作法
• 專題學習評量



擬定研究計畫的作法
•小學生最喜歡研究哪些議題？
•運用研究主題概念圖決定研究主題。

•運用研究子題概念圖決定研究子題。

•運用概念圖撰寫研究動機。

•選擇與條列研究方法的作法。

•編製研究進度表的方法。

•學習單



研究執行的作法

• 小學生最常用哪些研究方法呢？
• 二手資料的蒐集、分析與整理的方法。

• 運用實驗與觀察蒐集、分析與整理資料的方法。

• 運用問卷與晤談蒐集、分析與整理資料的方法。

• 運用撰寫研究日記培養學生執行研究的能力。

• 學習單



撰擬研究報告階段

•研究書面報告的基本格式
•撰寫研究報告的方法
•設計口語簡報的原則與方法
•學習單



專題式學習評量的作法
• 陳述性知識的評量策略

–運用概念圖評量學生的主題知識

–計分的原則與方法
• 程序性知識的評量

–運用檢核表評量學生的程序性知識

–自我檢核、同儕評量、教師評量

–檢核表



進階研究區
•低語文成就學童的專題研究作品分析

•高語文成就學童的專題研究作品分析

•專題式學習的學習成果個別差異分析

•其他關於專題式學習的重要資源



結語

• 感謝諸位教授的肯定與鼓勵，讓本研究群能
夠持續獲得教育部的補助與支援，未來本研
究群體將更加的努力，以回饋各位教授的抬
愛！

• 期待在來年的計畫審閱中，亦能繼續獲得各
位教授的抬愛，繼續給予經費上以及相關學
理上的支持與支援！

• 謝謝大家！



 

教 育 部 九 十 三 年 度 中 小 學 科 學 教 育 專 案 期 末 報 告 

      

計  畫  名  稱：專題式學習教學模式發展及教材研發之研究  

主    持    人：周裕欽 

執  行  單  位：國立花蓮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小學 

 

一、 計畫目的 

 

隨著電腦科技的發達與知識擴充速度的加快，以單一紙本作為

知識累積的情形已經逐漸轉換成動態的網路資訊，並且快速的在世界

各個不同角落中流動。就在這個知識流動與取得均相對容易的刺激

下，21 世紀變成一個以掌握知識與創造知識作為各國相互競爭的年

代。知識經濟的國際趨勢已經促使傳統以書本及教室作為主宰學習的

教育方式，無法滿足求新、求變的需求。因此，如何改良傳統的教學

方式，擴充學生的學習場閾到世界各個角落，使得全世界變成一間大

教室； 並且找尋合適的方法引發學生主動去探索這個世界，便成為

當今教育改革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專題式學習」透過學生自主選定主題及設計問題解決的方

法，不僅能夠有效激發學生主動學習探索的能力，透過走入社區的調

查、面談或是運用電腦網路的資料蒐集等問題探究的過程，亦能將學

習的場所延伸到教室之外。這樣的學習方式不僅能夠符合現代社會變

動快速與不定的現象，亦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主動性，使其樂於發掘

問題與解決實際所面臨的問題。 

本研究群在歷經91及92兩個年度的專題式學習教學與評量模式

的行動研究之後（周裕欽等人民 91,周裕欽等人民 92），發現專題式

學習不僅可以有效的提昇學生主題知識的理解，也可以解決探索過程

中所面臨的困境，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的能力。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能

將本教學方案編撰成簡而易行的教材，並推廣在國中小教育的現場，

必定能擴充專題式學習的應用層面，引發更多中小學現場教師願意採

用專題式的教學引導模式。 

此外，為了能夠更加擴充專題式學習的應用效果，本計畫預計將

於第二年度嘗試將專題式學習模式網路化，亦即透過本小組成員的合

作發展，本研究群將編輯一個專題式學習的網路互動平台，以提供國

內對於專題式學習有興趣的教師與學生們一個在線上參與專題式學

習的互動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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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動機考量，本研究預計以兩年的時間達成以下兩個目

的： 

 

第一年：持續發展與修正整理前兩年的教學研究成果，並將研究成果

轉化編輯成一套專題式學習的教材。更為具體的目標有二： 

ㄧ、提出個別式的專題式學習教學模式，並編輯一套適合在國

中小現場推行的書面教材。 

二、提出小組合作式的專題式學習教學模式，並編輯一套適合

在國小現場推行的書面教材。 

 

第二年：設計一個專題式學習專屬網站平台。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花師實小高年級三十名電腦社學員為研究對象。學

生進行專題式學習的時間，除了每週兩節社團課以外，如遇到需要進

行專題式學習相關課程或田野調查的外訪工作，在不影響學生學科學

習的情形下，選定週三下午或周六、日休假時間作為主要的出訪日

期。除此之外，本研究從九十二年一月起開始執行，至九十二年十二

月十五日截止，以一年的時間，分成兩個階段完成本計劃。第一階段

執行期間為九十二年一月至六月。階段任務為專題式學習教學活動的

修正與各項檢核工具的研發與設計與適用。第二階段執行期間為九十

二年七月至九十二年十二月。階段任務為專題式學習成效的評估與檢

核工具的運用與再修正。 

 
階段別與目的 活動與任務別 一月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六月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個別專題式學習

教學引導模式的

檢測與修正 

            第一階段 

個別專題式學

習教學模式發

展與修正及教

材編寫 

教材的編寫             

小組合作專題式

教學引導模式的

發展與推行 

            第二階段 

小組合作專題

式學習教學模

式發展及教材

編寫 

教材的編寫             

結案報告撰寫              

本研究進度甘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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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成果 

本研究截至目前為止所產出的研究成果如下： 

第一、 藉由擬定研究計畫培養學生具備系統的觀察與思維能力 

在這裡所指的敏銳觀察與思維能力，是指學生能夠藉由尋找研

究主題、尋找研究子題與設定研究方法的擬定專題研究計畫過程，培

養學生主動關心與注意其周遭的生活環境。從此過程中找到值得探究

的問題，並經系統的思維澄清之後，在將上述的問題表徵成具體而可

行的研究子題，以便進行長期的觀察與研究的過程。 

本研究分別發展了「運用繪製概念圖的技巧協助學生擬定研究

主題與子題」、「運用概念圖的命題表徵策略引導學生撰寫研究動機」

以及「運用方格表協助學生設定研究方法與掌控研究進度」等教學方

案來達成上述目標（方案的詳細內容如簡報說明）。 

第二、 藉由解答研究子題的資料蒐集過程，培養學生研究法的能力 

我們在引導學生進行資料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國小階段的同學

在進行專題研究的過程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區分成兩個類型： 

一為二手資料的蒐集方法：所謂的二手資料的蒐集是指來自圖

書館的書、報、雜誌類的蒐集以及來自於電腦網路中的資料庫資料蒐

集。為了提升學生對於上述二手資料的蒐集與分析能力，本研究發展

了一套「蒐集二手資料的教學策略」以及「分析與整理二手資料的教

學策略」（方案的詳細內容如簡報說明）。 

另一個研究方法的類型為「一手資料」的蒐集方法」在此所謂

的一手資料是指來自於研究現場所蒐集到的資料。依照人文與自然研

究派典的分別，本研究又將一手資料的蒐集方法區分成人文科學與自

然科學兩類。在自然科學的研究派典中，我們發展了一套「指導自然

觀察實驗的教學策略」，另在人文科學派典的研究方法中，本研究群

則發展了一套「編製問卷與實施問卷調查」的教學策略（方案的詳細

內容如簡報說明）。 

第三、 藉由研究報告的撰寫，培養學生撰寫科學研究報告的能力 

我們依據科學研究報告的撰寫架構，將整篇的研究報告分成三

大部分：第一為正文前的基本資料，包括「封面」、「目錄」、「表

次」及「圖次」四個部分。第二為研究正文，包括有「研究動機」、

「研究子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研究結論」與「研

究心得」等六個部分。第三則為研究的參考資料與相關附件等部分。 

四、討論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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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述，本研究小組在歷經幾年的專題式學習教學模式的發展

過程，已經在專題式學習的相關理論與實務上累積不少的實務經驗，

如果能進一步將本教學方案編撰成具體可行的教材，並推廣在國中小

教育的現場，必定能擴充專題式學習的應用層面，引發更多國小教師

採用專題式的教學。 

 

基於以上的考量，本研究在未來持續研究的方向上，

將朝向下列幾個方向邁進（詳細內容請參閱簡報上的說

明）： 

 

（一）  將上述累積的教學方案轉化成為實際可行的教

材。 

（二） 持續發展「小組合作專題學習的教學引導模式」。 

（三） 架設專題式學習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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