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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九十一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計  畫  名  稱：三十三、環境教育生態教學課程發展之研究--以發

展昆蟲教學模組課程為例 

主    持    人：陳立國 

執  行  單  位：基隆市瑪陵國民小學 

一、計畫目的 

 
（一） 研究背景 

瑪陵國小位居山區,地偏人稀，雖然對學校發展上帶來了一些限制，但

學區內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卻提供了本土化環境教育的極佳條件。藉此

條件成立的昆蟲館，便是在提昇學生學習自然生態環境教育的機會與興

趣，而昆蟲館所展示的昆蟲標本與生態展示也成了學生接觸、學習環境的

開始，且適逢九年一貫課程推動之際，並以此發展屬於瑪陵國小具有學校

本位特色的環境教育課程，以結合本土生態資源，落實本土化的機制與功

能，帶動學生探索、體驗自然，從而養成熱愛生命、尊重生命、保護生命

的態度，並能和自然環境和諧共處，以達成認知與實踐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育的環境教育目標。  

瑪陵國小的昆蟲教學是以校園中的昆蟲館為核心，並結合整個校園與

學區環境，視此為一大自然教室，讓師生在此進行環境教育   昆蟲教學活

動。藉由昆蟲館的生態展示與昆蟲標本，輔以校園與學區內豐富多元的生

態資源，透過學生親自接觸、觀察與體驗等活動，以落實鄉土生態教育，

以至於環境教育。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發展瑪陵國小環境教育之昆蟲教學模組課程，使環境教育 

能融入各領域教學中，並作為九年一貫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省思。在發展 

與實施的歷程中，藉由學生的學習表現，教師的成長省思，以增進教師的 

教學革新與專業成長，並以此發展歷程提供日後瑪陵國小發展學校本位課 

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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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為發展瑪陵國小學校本位環境教育模組課程，並檢 

核其效能，其目的如下： 

   1、發展學校本位環境教育之「昆蟲教學模組課程」。 

   2、描述模組課程的發展歷程並分析影響課程發展之因素。 

   3、藉由教師、學生對本模組課程實施之觀點以及環境素養之改變，檢 

核模組課程的效能。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的研究，配合學校教師進修，及教學研究小組，透過

教學現況之反省、檢討，文獻資料與開發之模組課程的討論，並邀請

學者專家及經驗教師諮詢討論等方式，從研究小組合作分享、反省學

習及課程發展歷程中，實踐「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環境教育融入學

校課程的理念與實務」，發展環境教育昆蟲教學模組課程的學校本位課

程。 

本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係透過研究者及研究教師互動過程及

學生學習問卷調查，課程設計、實施與評鑑等，從不同的途徑來源獲

得資料。研究過程中採取分析和收集資料同時交互進行的方式，以對

問題形成暫時性的解答，並不斷收集資料來考驗其周全性與適當性。 

本研究採合作研究的方式，研究步驟為： 

 1、組織研究小組：初期成立核心研究小組，開發首次教學模組課程

後再擴展至其他教師以擴大參與。 

 2、形成研究共識 

 （1）研究共識的形成：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之

研討與決議，將本研究作為校本課程發展之特色課程。 

 （2）研究小組活動內容規劃：經由教師研討後，透過讀書會及學校

本位教師進修並參與國北師環教中心模組課程實驗計畫等方式

進行之。 

 （3）模組課程的認識：聘請專家學者專題演講及諮詢，包括課程設

計、課程評鑑及生物多樣性等。 

 （4）「環境教育課程」內涵的省思：透過各項進修研討等方式實施之。 

 （5）模組課程設計：經由兩階段的課程設計後，並藉由課程研討與

進修進行分享。 

3、課程實施與評鑑：分別為九十一年五、六月份及十月份作課程實施，

並於十月底及十一月作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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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料分析：以學生學習之前後測問卷，教師之課程評鑑問卷調查及

課程設計等為主。 

5、撰寫研究報告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括訪談紀錄、問卷調查等相關文件，分別敘述

如下： 

1、模組課程設計 

   本模組課程設計之內容要項如下： 

 （1）每一單元之教學目標均以分段能力指標為主要的教學目標。 

     （2）教學活動時間是依活動內容而定，可以彈性時間，空白課程或

配合融入領域教學等方式實施之。。 

     （3）每一活動包括下列各項： 

        a.單元能力架構圖（含活動名稱、單元目標及分段能力指標） 

        b.模組、單元名稱 

        c.設計理念 

        d.教材分析（含知識架構圖、本單元在整個模組中的位置、與其               

他學習領域連絡建議） 

        e.教學活動設計 

        f.活動單或評量方式 

        g.補充資料（參考書、網址等） 

   2、訪談研究教師對課程發展與課程設計的意見及觀感，對環境教育融

入學校課程的認知。 

   3、參與觀察研究小組進行課程發展與課程設計的歷程，對小組成員間

的互動，各種意見的轉變進行觀察記錄。 

   4、發展以環境教育之五大內涵為主軸之問卷，對學生施測，以診斷學

生學習情況， 並分析描述其意義。 

   5、蒐集訪談紀錄、觀察紀錄、課程設計與問卷調查等各項研究歷程中

之資料。 

 

三、研究成果 
 
   （一）昆蟲教學模組課程發展 

     本研究計畫之昆蟲教學模組課程發展，由研究者與學校教師組成研

究小組，透過研商討論，將昆蟲教學模組的主題核心定為『蟲蟲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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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其中共有四個次主題，即『昆蟲觀察』、『昆蟲體驗』、『昆蟲與我』

及『昆蟲傳記』。 

     讓學生藉由『昆蟲觀察』去了解本土自然環境，並覺知環境與生命

的相關性。而『昆蟲體驗』則是讓學生藉由認識昆蟲與感受昆蟲與週遭

環境，進而了解自然生態的豐富多元性。『昆蟲與我』的重點則是透過

觀察與紀錄，並清楚適切地描述自己的感受，以落實環境行為技能。『昆

蟲傳記』除了昆蟲普查外，也希望能使學生具備簡單的環境調查規劃與

行動之能力，進而加強環境行為經驗。由以上的四個次主題作為模組課

程發展的基本架構，再向下發展出單元教學活動，在教學活動的過程

中，讓學童親近自然，接觸探索自然，以認識環境，學習環境，愛護環

境，融入環境，進而建立愛護環境、保育生態的環境情操，並提昇環境

素養，以達成環境教育目標。 

由上述之課程架構，發展如下之昆蟲教學模組設計 

1、昆蟲觀察： 

（1） 昆蟲的飼養與保護：藉由認識蠶寶寶來瞭解昆蟲的外觀習 

          性，並由討論與觀察紀錄來培養敬愛自然環境的情操。 

（2） 昆蟲選美賽：經由觀察，認識昆蟲外觀特徵並由討論中培 

     養欣賞與發表的能力。 

2、昆蟲體驗： 

（1） 昆蟲王國：了解昆蟲的生長環境，熟悉昆蟲生活型態及環 

     境變遷對昆蟲的影響，並由表演或經驗分享，體驗昆蟲生 

     活。 

     （2）昆蟲模仿秀：以「昆蟲童詩創作」融入語文領域教學。 

          以「昆蟲狂想曲」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之音樂教學。 

          以「蟲蟲的一天」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之美勞創作教學。 

3、昆蟲與我： 

（1） 認識家中的小客人：從生活經驗出發，教導學生認識常見 

          的昆蟲，並瞭解昆蟲生活習性與人的關係。 

（2） 好朋友生活地圖：藉由資訊電腦教學，將昆蟲調查製成統 

計圖表，並討昆蟲與環境及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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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昆蟲傳記： 

（1） 大搜查線：正確認識昆蟲外觀特徵並加以分類，並瞭解昆 

           蟲與棲息地環境之關係。 

     （2）分門別類：依昆蟲特徵對照名稱，並具以分類和討論。 

     （3）畫餅樂：將所調查之昆蟲計算其百分比例，融入數學科教學。 

（4）昆蟲黑皮書：將上述三個活動完整紀錄並以電腦教學，運用 

     word檔，歸納整理做成一份完整的報告書，最後陳列與講解。 
      本研究計畫已完成上述教學模組之課程設計，將彙集編印後，作為
校本課程及供他校之參考。 
 
    (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經由本模組課程的開發與研究，教師由校本課程發展委員會中研討

決定共同參與後，藉由讀書會、教師進修研習，經驗分享與討論等方式，

不僅擴大教師參與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同時增進教師同儕之專業對話，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並奠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準備與方向。 

    (三)提升學生環境素養的改變 

     經由課程實施，分別對學生做前後測之學習問卷調查，其結果多數

學生都因此對昆蟲有進一步的瞭解與認知，並提升學生對「環境覺知與

敏感」、「環境理價值觀」、「環境行動技能」與「環境行動經驗」等有所

成長與改變。 

   （四）藉由課程發展歷程，對課程改革提出建議 

     由於本研究之主持人暨校長身份，分析校本課程發展之影嚮因素，

除了身為校長應有的清楚角色定位外，有效率的校長課程領導行為應包

含： 

1. 建立基本課程協定之模範 

2. 支持教師修正他們的課程 

3. 鼓勵教師獲得課程設計和實施的基本知識和技能 

4. 鼓勵教師樂於接受課程評鑑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乃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主要精神與內涵，然而學

校從來沒有課程發展之經驗，要在短時間內，由學校摸索發展出一套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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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校本位之特色課程，實在是一項極大的挑戰。然已箭在弦上，勢在

必行，因此校長必須發揮其舉足輕重的影嚮力，積極帶領教師共同逐步

發展校本課程。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成敗之責任完全加諸校長一人身上，然而校長能

扮演關鍵推手的力量，因勢利導，讓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能順利進行，才

能發展出一套屬於全體親師生的課程。 

 
四、討論及建議 
 

(一) 學校教師人數較少，協同教學不易實施，領域專業對話稍嫌不

足，所幸教師均具熱忱，藉此學習與成長。 

(二) 多數教師對環境教育與生態學之專業知識認識不深，因此必須

鼓勵教師多參與研習進修與研討。 

(三) 課程設計與實施之基礎知能仍待提升，並且必須鼓勵教師勇於

接受課程評鑑，以提升課程發展之經驗。 

(四) 學校整體課程發展經驗仍待提升，短短一、二年間要讓學校發

展出屬於學校本位的特色課程，確實是一項艱難之挑戰。 

(五) 建議延長研究期程並增加經費補助，給予學校充份之支援與資

源，讓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能有永續經營的空間與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