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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科學社團提升技術高中學生合作學習問題解決能力之行動研究 

主    持    人：唐明輝 E-mail：g9143706@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執 行 學 校：新北市樹人家商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重大議題融入自然科教案示例及課程設計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本校自然科及有興趣專任教師及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13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6 

7.辦理/執行成效: 

    本研究為一名技高科學教師設計有趣科學活動以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及

效能的行動研究，舉體而言本計畫辦理: 

1.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趣味科學生活社」24節課實施趣味科學活動並進

行教學行動研究。 

2. 辦理教師共同備課七場次設計六項具群科特色教學活動。 

3. 辦理教師研習一場次進行議題融入教學活動設計共計11名教師參與。 

4. 教師研發教學活動撰寫教案投稿兩份教案獲獎。 

5. 設計與群科專業相關科學活動課程供技術高中群科教師參考。 

    研究計畫以彈性學習時間24節課開設科學社團，設計並進行趣味活動

教學，以因才網教材及評量驗證以合作問題解決教學法進行趣味科學活動

雖無法增進學生學習效能(前後測不具差異)，但可增進學習學習動機，並

深化學生科學學習態度，結果分析後針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二、計畫目的 

(一)辦理跨域教師科教社群透過共同備課及增能研習深化教師科學教育專業。 

(二)彈性學習時間辦理「科學社團」與原有寒假科學營隊結合深化教學效能。 

(三)進行科學社團活動發展，發展具校本特色科學實作活動及教材。 

(四)以因才網線上教學資源輔助自主學習評估是否可推廣至正式課程使用。 

(五)以前導教學活動，評鑑並討論發展的科學實作活動是否可融入正式教學。 

三、研究方法 

    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以改善技術高中學生科學教育學習動機為目的，成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設計有趣的實作科學活動。行動研究的施行步驟首先為設立

教師專業社群，邀請自然科推動中心課程委員進行研習增能。於社群中編訂社

團教學活動及教材，以合作學習進行教學活動，社團結業後進行總結性評量並

以焦點團體法收集社團學生資料，分析後於教師社群後續討論，並做出結論與

建議。 

         

                             圖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一位技高自然科教師，在教學現場中觀察到學生學習學科課程動

機低落，發現問題後提出教育行動方案執行與自省的歷程。最終研究的目標希

望設計有趣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習動機。研究者參考蔡

清田行動研究的歷程提出行動研究階段及目標如下: 

研究階段 行動方案內 行動方案目標 

觀察問題焦點 學生學科習動機低落 設計有趣的教學活動融入學科知能 

規劃行動方案 與學群教師討論共備 與自然科教師討論並增能並設計科學

社團實施教學活動 

尋求行動夥伴 共同備課 依據課本內容設計有趣活動融入社團 

採取行動 進行教學 進行社團活動教學 

行動後的反省

及後設評鑑 

評量是否達到目標 以問卷工具、學習單文本及焦點團體

訪談單分析科學社團教學活動是否可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合作問題解決能

力。 

表一  行動研究階段目標(本研究整理) 

四、研究成果 

(一)學生參與科學社團學習動機之調查: 

教師於第一次社團課後使用科學活動學習動機量表(劉政宏2010)進行編修後，

針對參與社團學生進行調查研究以了結學生參與社團教學活動後學習動機(表

二)，此外同時進行開放性的學習單及焦點團體訪談，以了解學生對活動的學習

社群組成 

 
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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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修 

 
結論討論 



動機。問卷以參與學生進行調查，在發出35份問卷總體的內部一致性 α係數

在.82，表示問卷答案具有參考意義。因為施測的群體數過低(n=35)，僅做一般

分析。 最終得分13題介於3~5分間，僅一題低於3分(社團課後我會想多閱讀科

普相關文章)。總體的平均分數是4.1分顯示學生對科學社團活動具高學習動

機。 

科學社團學習動機調查摘要 

題幹 得分 

我喜歡社團的課程活動 4.2 

我覺得主動閱讀與科普相關文章是痛苦的事情 4.4 

我不可能自動自發去閱讀科普相關文章 3.8 

就算科學相關文章內容很簡單，我也不想看 4.2 

在社團課活動後我以後願意多接觸科學活動 4.8 

科學社團活動後我會想多閱讀科普相關文章 2.8 

我在閱讀科學相關文章時會專心地閱讀 3.8 

我會希望永遠上課都做體驗教學活動 4.6 

社團活動過後，明年我會願意再參加一次 4.4 

社團活動對我有強烈的吸引力 4.2 

我願意多閱讀科學相關知識文章來增加自己的知能 4.2 

我覺得科學社活動很有趣很充實 4.8 

在科學社後我會希望能夠多相關物理或化學知識文章 4.4 

配合活動我願意更專心做學習 4.6 

總平均 4.1 

表二   學習動機調查(n=35) 

(二)學習動機焦點團體訪談: 

      為了更深度了解社團教學活動對學生學習動機的影響，研究者自編訪談

大綱在社團課後選三位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前先將大綱交由受訪學生

回家準備，由教師帶領焦點團體訪談，進行的時間為一節課。希望藉由訪談深

化了解教學活動是否可以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又何種因素影響學習動機。 

科學社教學活動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前言:說明訪談的目的介紹自己、感謝同學的參與說明訪談目的、問題、流程和時間 詢問是否有問題 

研究倫理說明: 徵得同意：錄音、資料如何被使用、隱私、權利、自主性、保密開場問題(計時器每人至多30秒) 

1、我對於科學社團上課學習的方式，請說明你的感受，並說明原因。深度探索問題(每人3分鐘並可交叉給予意見或) 

2、以趣味科學生活社課程的方式是否可以增進你對科學課程的理解，你的感受為何？ 

3、你認為科學社團的方式，對你提高科學課程(物理 化學 生物 )學習動機是否有幫助 

4、你認為跟同學一起學習，對於你學習科學的方式是否會有影響？ 

5、你認為以科學社的方式上課，你是否會比較喜歡科學課程(物理 化學 生物 )？6、你認為以科學社團學習的優點或卻點，社團是否需要改進 結尾問題 您

還有什麼想法要補充？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應該討論，卻沒有討論到的？  感謝受訪者的參與 



表三 焦點訪談大綱 

     訪談以半結構式對談，教師引導三人輪流進行限時回答後，再進行第二輪

追問，訪談進行時全程錄音由手機 APP直接轉錄為文字檔，訪談結束後請學生

確認文字檔內容，隨後進行編碼及後續的詮釋，將訪談的重點詮釋後謄入重點

節錄單。最後發現以科學社教學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思考科

學知能、學習單、作品評選等多元實作評量取代紙筆測驗可增加學生的學習動

機、經過焦點團體討論後發現社團教學活動確實可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題項 焦點團體重點節錄單 

1、我是否喜歡科學社

上課的方式，請說明你

的感受，並說明原因。 

A1-01 覺得很有趣，非常喜歡這樣的方式上課。 

A02-01很喜歡這樣子的上課方式。 

A3-01會認真去思考要如何組裝太陽能車，不知不覺就學會了。 

A1-02 就養魚很好玩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跳起來。 

2、以科學社上課的方

式是否可以增進你對科

學的理解，你的感受為

何？ 

A2-03會為了要配出自己想要的顏色反覆看影片。 

A1-04感覺老師很用心設計這樣的活動。 

A3-04可以讓我們更用心的聽課，回頭思考確實聽得懂。 

3、你認為以科學社上

課的方式，對你提高學

習動機是否有幫助 

A1-07 有幫助，很又去自然學習動機會更強。 

A2-06這個活動很療育確實是會讓我更想上課。 

A2-09用平板畫畫的方式也很有趣是第一次用 

A3-.07最後看到自己的作品有滿滿的成就感。 

4、你認為以科學社團

的方式上課，你是否會

比較喜歡科學課程？ 

A1-09流體雄超好玩色彩學原本就是要邊作便學這樣的活動會讓我們更喜 

歡上課。炒咖啡豆也非常有趣。 

A2-07就混色的時候繪真的用心去想要如何調出要的顏色，然後真的調出來

很有成就感。 

A3-09以後對藝術及繪畫色彩相關課程更有興趣 

5、你認為科學社上課

的方式是否應該要改進

的地方，使課程能更好  

A2-10 使用沒有量杯可以定量，倒多少要自己試。 

A2-11 整體課程覺得很好，但小組討論的部分問題有點簡單變成沒有討論

的意義。  A3-13 平板上的太快了，上手需要一點時間。 

表四  焦點團體節錄單 

(三)開放式學習心得文本分析 

        教師以問卷開放心得問題<你喜歡社團教學活動嗎?他有在使你更了科

學嗎?有喜歡做實驗嗎?課程心得>進行文本分析，詮釋學生所書寫文本將文本中

覺得有意義的段落畫線編碼分類給予意義為四項並統計比例整理為文本詮釋摘

要表。教師發現學生喜科學社團活動，透過課程引導也願意嘗試多接處科普學 

習更加了解物理及化學的原理，教學活動可達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的預設目

標。 

 

 



 

詮釋意義 比例 

喜歡科學社教學活動 94% 

透過活動更了解科學學習內容 90% 

平常願意嘗試閱讀科普文章及學習 84% 

喜歡趣味科學活動融入課程 90% 

表五   學習單文本詮釋摘要表 

(四)合作問題解決素養測驗 

    合作問題解決的定義為個人在2人以上的群體中有效的投入與嘗試，分享知

識技巧及努力，共同解決問題(李岳霞，2013)。社團採取多元評量，以因才網

進行素養測驗測，驗結果顯示學生具基礎合作問題解決能力，計畫執行及監控

反思待加強。前後測驗得分不具差異性，社團活動(獵焰高手)對提升合作學習

能力成效不明顯。 

獵「焰」高手－製作二氧化碳瓶核心素養測驗摘要表 

素養 
平均表現 精熟(人數 / 完成率) 基礎(人數 / 完成率) 待加強(人數 / 完成率)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1) 建立及維持

相互的理解 
0.663 0.600 0 (0%) 0 (0%) 28(90%) 28(90%) 3 (10%) 3 (10%) 

(2) 採取適當的

行動解決問題 
0.500 0.600 1(3%) 3(9%) 28(80%) 24(77%) 2(6%) 5(15%) 

(3) 建立及維持

團隊合作 
0.500 0.500 0 (0%) 0 (0%) 29 (93%) 30(95%) 2(6%) 1(3%) 

(A) 探究及理解 0.663 0.668 3 (10%) 2 (6%) 28(90%) 29(93%) 0 (0%) 0 (0%) 

(B) 表達及系統

性闡述 
0.600 0.667 0 (0%) 0 (0%) 30(96%) 31(96%) 1(3%) 0(3%) 

(C) 計畫並執行 0.375 (待加強) 0.375 (待加強) 1(3%) 4(12%) 4 (12%) 4(12%) 22(66%) 22(66%) 

(D) 監控及反思 0.250 (待加強) 0.250 (待加強) 5(15%) 7(21%) 22(70%) 20(60%) 4(12%) 4(12%) 

表六   合作問題解決測驗摘要表 

(五)科學教材及教案研發 

    透過教師共同議課、研習增能進行趣味科學活動研發，研發的教學活動希

望與群科課程結合將學習延伸至專業科目，並使用因才網核心素養教材及評量

進行教學活動。撰寫教案參與徵稿獲教育部自主學習及新北市藝術 SMART教案

競賽兩項佳作。 

 

 

 

 



社團活動名稱 內容 教材來源 

融入科目 

備註 

烈焰高手(一)/簡易滅火器烈

焰高手(二)/小組競賽 

燃燒要素說明防火材料及防火布

實驗/簡易自製滅火器設計及小組

競賽 

因才網/ 

合作問題解

決 

 

太陽能車 原理說明、製作、分組競賽 自編/物理  

流體熊/多變化史萊姆 原理說明、製作 自編/化學 SMART 教案佳作 

橡皮筋牽引機/四軸飛行器 原理說明製作及競賽 自編/物理  

有趣的的八音盒/音樂盒 音樂盒原理、製作 自編/幼保  

攻城投石車/科學積木 原理說明製作及競賽 因才網/ 

創造性思維 

自主學習教案佳

作 

分子料理動手做 原理說明/實作操作 自編/餐飲  

我是咖啡大師-梅納反應 原理說明/實作操作 自編/餐飲  

魚菜一家親/魚菜共生 原理說明種植水草、布置魚缸 因採網  

化妝品調製 原理說明/實作操作 自編/美容  

                               表七 教學活動研發摘要表 

(六) 研究結論 

1.學生對科學社活動具高學習動機 

    教師觀察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注意力比較集中，專注度明顯增加 ，而學習動

機調查問卷分數平均高於4分，顯示學生對科學社活動充滿學習動機 。動手做

本身就充滿浪漫的探究的精神，透過社團活動的辦理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科學活

動的學習動機。 

2. 學生對科學社活動學習效能佳 

    教學是師生共同營造，此謂教學效能除了學生學習外，亦須了解教師於教

學過程當中環境整的反饋與感受。首先在學生回饋問卷中，幾乎表示學習非常

充實(4.6分)。並很明確的表述在科學社活動中自我學習效能增加且樂於主動學

習。學習單文本分析顯示94%學生喜歡科學社教學活動，90%學生了解科學社活

動的學習內容，顯見學生除喜愛這項活動，教學活動為有效教學。 

3.科學社活動隊學生合作問題解決素養提升不具顯著差異 

      研究進行學生文本分析，顯見86%學生喜好合作問題解決進行相關學習活

動。更有90%的學生喜歡使用科學活動上課。但教學活動對學生合作問題決決能

力提升效能有限。 

4.教師共備研討教學活動進行教案發表具擴散性 

    研究進行教師共備，撰寫教案及教學計畫參與教案競賽，「流體熊」與「工

程投石機」兩份教案獲獎，刊登於主辦單位網頁上供教師教學時參考。 

 

 



五、討論及建議 

    本研究是技術高中第一線科學教師，發現技術高中學生學學習動機低落，

希望設計實作活動開設科學社團進行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之行動研究。

研究者將趣味科學活動融入學科理論並以社團實施，經分析可增加技術高中學

生學習科學課程時的學習動機，但合作問題解決活動，對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不

顯著，經討論建議如下: 

1.於校內推廣「趣味科學活動」融入科技、自然、與美術科教師跨域協同教學 

研究發現科學活動課程確實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效能強化與素養導向

學習，應予以在校內推廣實施。 

2.以合作問題解決活動融入技術高中學科性質教學以強化學習動機 

教學活動應不斷活化創新，學理理論與實作體驗結合，以體驗學習取代課間教

師講述的傳統教學活動。具體實踐教師應持續共組學習社群備課，經驗交流共

同激盪對學生吸引力強的特色活動與群科技術理論結合強化技職教育的課程。 

3.以科技輔助教學引導學生學習強化學習效能 

本研究以平板電繪、因才網教材自學、及時反饋評量等方式活化學習。將原本

只是課間口述傳統教學的教學活動活化創新，深得學生喜愛達到有效教學的目

標。相關經驗可在後續研究中討論是否可推展至其餘技術高中學科性的課程。 

4.合作問題解決教學活動前後測無限住差異教學實驗設可再精進 

以合作問題解決教材及因才網進行教學評量，研究發現前後測並不具備顯著差

異，可能是研究設計前後測僅隔兩週時間接近後續研究可精進相關研究設計。 

5.後續研習可持續研發與技高群科關聯性高的教學活動，編訂校本特色課程落

實實施趣味科學活動融入技高群科教學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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