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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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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孩子多來自高社經背景與關心教育之家庭者居多，文
化刺激、自我期望、學習動機較高，對於主動學習、
蒐集資訊、統整、合作、批判解析等能力相對較佳，
可塑性高。

2. 自然科任教師專業且有豐富的經驗，多具有專業認證，
從課堂教學到社團結合學生經驗與教師專業，讓學生
由探索與學習，帶領孩子參與科學性競賽成績優異。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落實且穩定，樂於投入課程發
展與教學創新，跨領域合作共同成長實踐教學創新有
實績與成果，如STEAM教育、教育智慧領航之發展。

1. 基於升學壓力氛圍及班級人數偏高，家長關注度亦高，
教師及營於日常教學及生活照料身心俱疲，精進與創新
時間均受限。

2. 教師在教學創新上各自發展與專精，但也因此容易有教
學偏食、教學固著的現象發生，多元且有特色的教學要
以學生出發，主動學、願意學、能夠學，同時兼顧各種
程度的學生。

3. 家長工作繁忙工商家庭居多，故也略疏於親職教育。班
級中家庭經濟弱勢學生相對少數，使得在特質及生活經
驗差距更容易被凸顯放大。

1. 校地充裕且人才濟濟，同時緊鄰北市且交通便利有利
於課程發展與建立學校特色，為優質的都會行學校。

2. 校內多為中產階級家庭，家長對孩子學習有正向期望，
更積極成為校內志工，利於學校推動教育措施並發社
區參與成長之動能。

3. 北新獲得行動學習、十二年國教、學習共同體等中心
學校的資源，在課程與發展上已蓄積改變與創新能量。

1. 學校師生、教職員人數多，影響校內教學空間配置運
用，受限環境而不利推展精緻教育，建立教學特色。

2. 部分家長受媒體及政治影響以有色眼光檢視學校，稍
嫌缺乏溝通瞭解之耐心、尊重教師之態度，使得親師
生關係緊張。

3. 社區發展新舊併陳，部份外來人口及轉學生在社區服
務上不易建立鄉土認同感，同時少數社區人士缺乏積
極正向校務參與態度增加推行困難。



目的

1. 集結自然領域任教教師，組成科學團隊，集思廣益開發萃思結
合科學的課程。

2. 彙整自然領域中適合實作為發明作品的內容，打破課本的框架，
連結知識與生活。

3. 突破都會學校難以優美的自然環境融入教學的窘境，以科技發
明的智慧活化科學教育。以科技發明的智慧優化豐富科學教育，
突破都會學校缺乏自然教學環境資源的限制。

4. 以TRIZ 40 發明原則設計課程，讓孩子藉由實作成為小發明家。

5. 延伸課程設計全校分學年的主題式科學競賽活動，營造科學發
明的環境契機。

6. 以競賽環境營造，激發孩子自發研究的動力，進而參與發明展
競賽以接軌國際。營造創造發明的競賽環境，激發孩子自發研
究的動力、提供參與發明競賽的舞台，接軌國際。



運作模式

•志同道合的教師，組成專業社群，藉由專長分享與協同，一同專業成長。科學團隊成長

•針對三年級到六年級的自然領域之中的課本內容進行文本分析，找出適合實作並解結

合萃思理論的課程，再進一步藉由科學團隊中的專業對話，規劃出主題教學課程。設計與研發課程

•以設計完成的主題教學課程，在課堂之中深入教學，並結合彈性課程時間，引導孩子

針對實作作品進行創新與改善。課程實踐與執行

於主題課程的架構下，設計全校分年段的競賽活動，藉由競賽讓孩子觀摩分享彼此的

作品，並且評選出優良的作品，讓孩子在良性競爭下得以成長。競賽活動執行與評選



貳、教師社群



貳、教師社群
主題：水火箭



貳、教師社群
主題：空氣砲



貳、教師社群
主題：一公升的光



貳、教師社群
主題：銅絲拉電動車



STEAM課程-專家分享
黃炯彬 老師



參、主題課程
教案產出



年級 上學期主題名稱 下學期主題名稱

三年級 空氣砲 滑翔吧飛鼠

四年級 一公升的光 自動澆水器

五年級 衝天!水火箭 樂器嘉年華

六年級 「銅絲啦」-電動車 進擊的投石器

參、主題課程
教案產出



年級 單元課程 主題活動

三 空氣與風 空氣砲

四 奇妙的光
一公升的

光

五 力與運動
衝天!水火

箭

六 電磁作用
銅絲啦!電

動車



三 空氣與風 空氣砲



四 奇妙的光
一公升的

光



課程執行



競賽活動





六 電磁作用
銅絲啦!電
動車



六年級課程-轉子下坡
課程執行



競賽活動





五 力與運動
衝天!水火

箭



課程執行



競賽活動





肆、科學推廣活動
科學角落自主探索之科學創思站



科學創思站
配合課程進行科學角落情境布置，讓孩子自由探索。



熱科科-閱讀推廣活動
配合圖書館科學閱讀，辦理科展
內容展演及有獎徵答的活動。



科學周
配合主題課程進行展示體驗活動，並藉由科學展示讓孩
子觀摩分享彼此的作品，讓孩子在良性競爭下得以成長。



科學周
全校一同參與科學周的體驗和展示活動。



伍、未來挑戰

下學期仍有四個主題課程需要努力。

在原有的課程時間內，外加主題課程，
仍有進度上的壓力需克服。

全學年皆融入主題課程，教師壓力值上
升，但學生收穫滿滿。

科學團隊成長 設計與研發課程 課程實踐與執行
競賽活動執行與

評選



陸、結論

科學實作主題課程融入自然領域中，可將科
學理論的轉化為實踐，提升學習的活力與創
意。

在主題課程進行中學生是主動的、積極的，
教師居於協助的地位，在探究過程中讓學生
處理所用的材料，設計改良終而實作，能由
實作過程中自行獲得體驗、解決問題的能力。



願孩子都可以快樂學習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