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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e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表介紹： 
108課綱七年級課本比較 

陳秀溶 1* 蔡顯麞 2  
1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壹、緒論  
林樹聲（1999）指出培育學生的科學

素養是科學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標，如1989 

年 美 國 科 學 促 進 學 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推 動  Science for All American 的

Project 2061教育改革計畫，指出「沒有正

當的理由—智力、社會或經濟—為什麼美

國不能改造學校，使所有學生都能獲得科

學素養。」，由此可見美國的Project 2061教

育改革計畫旨在培育公民具有科學素養以

適應未來世界；教育部（2008）於九年一

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綱中描述到「自

然與生活科技之學習應該重視培養國民的

科學與技術的精神及素養」；教育部（2018）

於自然科學領域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108課綱）中提及「讓學生經由探

究、專題製作等多元途徑獲得深度的學習，

以培養科學素養」。由此顯見不論國內外科

學教育核心之一便是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科學素養涵蓋範圍定義各家學者意見不一，

Matthews（1994）指出具備科學素養的人  

 *為本文通訊作者  

除對基本科學概念、科學方法有所瞭解外，

應能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科學知識及對科學、

技學、社會間的交互作用有所體認，並且

需「瞭解一部分的科學史」。靳知勤（2007）

指出科學素養和社會的價值與生活文化型

態有關，因而會隨著時代變遷而有所轉變，

但 Hodson（2006）回顧近 50 年來探討科

學素養的文獻，指出雖然眾多研究學者對

於科學素養有各自不同的見解，但其中有

個共通點就是都將科學發展史涵蓋其中。

早在 1958 年 Hurd 便提出「科學教育主要

的目的之一是縮小非凡的科學成就與社會

大眾兩者間的落差。科學發展史可呈現出

科學想法、科學理論的發展與其對人類的

貢獻，因此科學史也是科學課程中的重要

向度」。  

我國近年來的教育改革浪潮中，科學

史在自然科學課程中也逐漸受到重視，在

課程的規劃中科學史亦占有一席之地，如：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

域（教育部，2008）分段能力指標，明確

指出「瞭解科學如何發現與技術如何發展

的過程為國民科學與技術的基本能力」；而

在教材選編的實施要點中亦提及「教師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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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科學發現過程的史實資料、科學家簡

介，使學生得以藉助科學發現過程之瞭解，

體會科學本質及科學探究的方法和精神，

同時產生典範學習之效果」；在「科學的發

展」次主題之教材內容細目中，仔細描述

到希望教師能「在適當時機，介紹科學研

究的過程」、「介紹人類利用科學改善生活

的演進史」及「在適當的科學活動中，敘

述科學發現過程中科學家所擁有的批判思

考、探究思考及創造思考的特質」。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中對培育科學素養

之自然課程規劃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部分，學習表現包括科學認知、探究能力

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在學習內容部分「科

學、科技、社會及人文」主題之「科學發

展的歷史」次主題中，明確提及課程內容

應包含「科學史上重要的發展過程，以及

不同性別、背景、族群者於其中的貢獻」。

由此顯見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政策著重

點會有所調整，但「科學史」卻一直是課

程教學重點之一。  

學 校 教 學 課 程 深 受 教 科 書 的

影 響 ， Leite （2002）指出一般科學教師

教學十分倚賴教科書，進行科學教學時一

般是以教科書為中心（Renner，1990），依

循 著 教 科 書 的 內 容 編 排 進 行 ， 因

此 教 科 書 對 學 校 課 堂 教 學 實 踐 有

著 重 大 影 響 （ K n i p p e l s ,  W a a r l o ,  &  

B o e r s m a ,  2 0 0 5 ）， 更 是 傳 遞 學 習 內

容 的 重 要 工 具 （ 周 珮 儀 ， 2 0 0 5 ）。

因 「科學史」為科學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環

節，故本文章想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教育部，2018）

實施後，國民中學七年級市佔率最高的三

個自然科學教科書版本中，「科學史」編輯

所呈現內容與模式間的差異。  

貳、科學史融入教學的優點  
藉由科學史融入教學課程可達成教育

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表現項目中「科學的

態度與本質」所詳列的「養成科學思考與

探究的習慣與認識科學本質」等教學目標，

而這些教學目標可藉由科學史融入教學課

程中達成。  

許多研究文獻均指出將科學史融入教學的

優點眾多，如：增進學生對科學本質的瞭

解（邱明富、高慧蓮，2006；林陳涌、鄭

榮輝、張永達，2009；翁秀玉、段曉林，

1997；喬莉莉、洪志誠，2005；陳冠宏，

2018）、 提 升 學 生 的 科 學 態 度 （ 巫 俊 明 ，

1997；邱明富，2003；林陳涌、鄭榮輝、

張永達，2009；喬莉莉、洪志誠，2005）、

讓學生了解到科學理論的暫時性與不確定

性 （ 巫 俊 明 ， 1997 ， 2002 ； Garrison & 

Lawwill, 1993）、能增加學生對於科學家及

其工作的興趣和鑑賞（Klopfer & Wastson, 

1957）、提升學習興趣（蔡膳兆，2014）、

讓學生瞭解科學也是一種文化的產物，無

法脫離社會、文化、宗教及政治等獨立發

展（Jones, 1989），且藉由探討科學概念的

發展與精緻化過程中，使學生更加瞭解科

學概念間的關連性（洪振方，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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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三個版本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

析比較  
Leite（2002）發展了一個分析科學教

科書中科學史內容的檢核表，用以有系統

的深入分析科學教科書中科學史內容，主

要包含八個面向：1. 歷史資訊的類型與組

織方式；2.呈現歷史資訊的素材；3.歷史資

訊的正確度；4.歷史資訊的脈絡；5.科學史

內容的定位；6.科學史的學習活動類型；7. 

教科書 的內 部一致 性； 8.科學史的 參考 書

目，如表一所示。  

Leite（2002）所發展的檢核表除上述

八個主要面向外，底下還有次項目的細分，

且對於次項目有分類依據的描述，故本文

便依據 Leite（2002）的檢索表將其簡化用

以進行 109 學年度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七年

級自然科學課本科學史內容分析比較，分

別以 A、B、C 代號表示目前市佔率最高的

國民中學三個自然科學教科書版本，分析

結果如附錄一所示。  

 

 表 1：Leite（2002）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 

主項目 子項目 子項目涵蓋範圍描述 

歷 史 資 訊 的

組織和類型 

科學家傳記資料 

1.科學家的生平（姓名、生忌日）、個人特質（感情、

性格、心情等）與其生命中的插曲/軼事（和誰結婚、

被斬首） 

2.科學家的天賦（智慧、聰明、最重要的… ）與平凡

事蹟（考試失敗、靠工作維生） 

科 學 的 演 進

(Evolution of 

science) 

演進類型： 

1.「提及一個科學發現」 

2.「描述一個科學發現」還包含一些如何發現的細節 

階段關係 

1.直線前進的(一連串相關的時期，同一方向)  

2.真實的演化(意見之間”來回”討論，包括爭議等) 

重要人物 

1.科學家個人(科學家獨自一人完成科學發現)  

2.一群科學家(兩個或更多知名科學家共同工作)  

3.科學社群(同時期對科學發現重要的科學家) 

呈 現 歷 史 資

料的教材 

科學家照片  

機 械 或 實 驗 設 備

等的照片 

以前科學家： 

曾經使用或發現的機械或實驗設備等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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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件/原文 由科學家自己著作的;可能是譯本的原始文件 

歷史的實驗 過去科學家曾做的實驗 

二手資料 不是由科學家或教科書作者所作的文章、模型或設備 

教 科 書 作 者 所 著

的課文 
教科書作者針對某一主題或科學家所撰寫的文本 

其他 如，郵票、詩集、圖畫 

歷史資訊的正確和精確性 

與 歷 史 資 訊

有關的情境 

科學的 
歷 史 資 訊 與 目 前 已 有 及 /或 尚 欠 缺 的 科 學 和 數 學 知 識

有關 

科技的 歷史資訊與目前已有及/或尚欠缺的技學有關 

社會的 歷史資訊與當時生活的條件和認同的價值觀有關 

政治的 歷史資訊與當時的政治有關 

宗教的 歷史資訊與當時的宗教信仰有關 

歷 史 內 容 的

地位 

歷 史 內 容 在 科 學

教 學 與 學 習 的 角

色 

基本的(必須學習的內容) 

補充的(任選的內容，至少對某些學生而言) 

人口母群 

所有學生(它是基本教材) 

資優學生(當作者表示它具補充的角色) 

自願者(作者認為它是選修的) 

有 關 科 學 史

的學習活動 

活動的地位(在學

習 過 程 所 扮 演 的

角色 

必修(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 

自由的(由自願者決定) 

活動的階層(依學

習 目 標 或 難 易 度

來分) 

標準的(沒有說明目標和難易) 

加深的(進階學習活動) 

活動的型態(關於

需完成的活動) 

指引閱讀(科學史文本上包含討論問題) 

搜尋書目(要求尋找科學史資訊並寫一篇短文) 

分析歷史資料(分析以前科學家得到的資料) 

進行歷史的實驗(複製科學家做過的實驗) 

其他(如，記錄資訊) 

書 籍 的 內 部 同質的 同類的歷史資訊，從頭至尾以相同方式與教科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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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性 ( 對

照 歷 史 資

訊) 

異質的(會以不同

的 方 式 結 合 歷 史

資訊) 

少量的歷史組織的章節 

少數章節有歷史組織的部分 

有些章節有科學史的部分 

有些章節的部分包括一些歷史資訊 

好幾章節和/或 一個章節沒有歷史資訊 

科 學 史 的 參

考書目 

科學史書籍 

包 含 歷 史 資 訊 的

科學書籍 
有歷史資訊的科學書籍 

 

由附錄一，可看出 A 版本中有 7 個科

學史，虎克與孟德爾遺傳法則在課文中呈

現，金納的牛痘疫苗是以小視窗的形式文

字簡易描述補充，其餘則是以年代為主軸

描述某一主題演變過程；B 版本中有 7 個

科學史，虎克、細胞的發現、孟德爾遺傳

法則在課文中呈現，同時在該章節後面對

虎克與孟德爾再加以詳細介紹，而許旺與

許來登是在知識快遞中簡略文字介紹，勞

倫茲、達爾文則在科普閱讀中補充。C 版

本的科學史是三個版本中最多的，共有 18

個，其中虎克、細胞的發現、酵素的發現、

凡赫芒、金納、孟德爾遺傳法則、青黴素

的發現在課文中呈現，巴斯德、威廉博蒙

特、巴夫洛夫、摩根、林奈、瑞秋卡森的

介紹則在科學家日誌中以漫畫格式呈現，

幽門螺旋桿菌與胃潰瘍、大腦的 GPS、試

管嬰兒、生理時鐘、生物的分類則是針對

一個主題的發展以科學大事記呈現，且在

後面會有引導的問題討論，三個教科書版

本 科 學 史 主 題 及 呈 現 方 式 統 整 如 表 2 所

示。  

 

表 2： 三個教科書版本科學史主題及呈現方式統整 

 課文介紹 小視窗/知識快遞

課文延伸閱讀（科

學 漫 遊 、 科 普 閱

讀、） 

課 文 延 伸 閱 讀 與

問題討論 

A 版本 
虎 克 、 孟 德 爾 遺

傳法則 
金納 

細胞的發現、人體

循環、糖尿病發現

與治療、抗生素的

發現 

 

B 版本 

虎 克 、 細 胞 的 發

現 、 孟 德 爾 遺 傳

法則 

許旺、許來登 
虎克、孟德爾、勞

倫茲、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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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版本 

虎 克 、 細 胞 的 發

現、酵素的發現、

凡赫芒、金納、孟

德 爾 遺 傳 法 則 、

青黴素的發現 

 

巴斯德、威廉博蒙

特、巴夫洛夫、摩

根、林奈、瑞秋卡

森的 

幽 門 螺 旋 桿 菌 與

胃 潰 瘍 、 大 腦 的

GPS、試管嬰兒、

生 理 時 鐘 、 生 物

的分類 

 

由表 2 可看出虎克、細胞的發現、金

納的牛痘疫苗、孟德爾的遺傳法則在三個

版本中均有呈現，且三個版本將科學史融

入教科書中的編輯方式均是採用「異質性」

編寫，部分融入課文中，部分則是以延伸

閱讀方式擴充。但三個版本呈現科學史的

方法各有不同，B 版本的科學史是以描述

科學家個人為主，僅細胞的發現是以主題

式呈現，而 A 與 C 版本則是涵蓋了科學家

個人介紹或是主題式的呈現；三個版本中

科學史數量 C 版本最多，A 與 B 版本科學

史數量雖相同，但 B 版本介紹的科學家多

有重複，如：虎克在課文中介紹而在後面

的科普閱讀再加以補充，故若以介紹的科

學家或科學主題來看，C 版本居冠，之後

依序為 A 版本、B 版本。  

肆、三個版本科學史融入教科書規

劃比較  
陳意升（2004）將 1997 至 2002 年間

國內四個主要國小自然科教科書版本第 9-

12 冊中科學史內容進行分析，提出教科書

常過度簡化甚至省略科學研究或發展的過

程；且多數故事傳遞科學知識皆可以從觀

察得來，忽略科學研究中的創意成分；故

事通常只提到最有名的科學家， 忽略其他

科學家的貢獻等缺失；而傅麗玉（2000）

曾分析比較中華民國、中國大陸、香港、

日本、南韓、美國及英國的國小自然科學

教科書中科學史材料之呈現，提出一些共

同點，如：故事主角以男性科學家居多；

所描繪的科學家都是聰明人、從小就異於

常人；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未得到應有重

視。  

三個版本教科書科學史的呈現均無出

現陳意升（2004）所提「科學知識皆可以

從觀察得來，忽略科學研究中的創意成分」

與傅麗玉（2000）所提之「所描繪的科學

家都是聰明人、從小就異於常人」的狀況

出現。  

A 版本以延伸閱讀方式呈現的科學史，

用線性呈現關於某一主題隨年代演進發展

狀況，這與陳意升（2004）所指出過度簡

化甚至省略科學研究或發展的過程有相同

的缺失，而在「金納疫苗的發現介紹」、「糖

尿病發現與治療」、「人體循環」與「抗生

素的發現」主題科學史的呈現可深刻讓學

生體會到科學的發展與其對人類健康的貢

獻，這符合了 Hurd（1958）所提出的「科

學發展史可呈現出科學理論的發展與其對

人類的貢獻」，而在「糖尿病發現與治療」

的介紹中也提及到中國晉代葛洪記錄到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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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能治療疑似糖尿病的症狀，故 A 版本

的科學史呈現有重視中國古代科技成就，

並無傅麗玉（2000）所提「中國古代的科

技成就未得到應有重視」之缺失。  

B 版本中科學史的呈現除課文中介紹

的「虎克」、「細胞的發現」、「孟德爾遺傳

法則」外，後面補充以知識快遞、科普閱

讀補充的科學史都是以人物介紹形式呈現，

且介紹的人物大多是課文提到的科學家再

進一步仔細介紹他的生平，故相較之下科

學史內容的豐富度較其它兩個版本相對而

言 較 少 ， 且 B 版 本 科 學 史 呈 現 有 傅 麗 玉

（2000）所提「故事主角以男性科學家居

多」與「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未得到應有

重視」之缺失，但三個版本中僅有 B 版本

介紹「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科學史，物種

起源出版後因「演化」的說法砥觸教會，

因而批判聲浪不斷，真實的呈現了科學的

發展也是一種文化的產物，無法脫離社會、

文 化 、 宗 教 及 政 治 等 獨 立 發 展 （ Jones, 

1989），科學史的這個面向其它兩個版本並

無呈現。  

C 版本的科學史則相當豐富，呈現形

式多元，除在課文中先描述相關的科學史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後再進入正式內容

外，會以分格漫畫方式活潑生動的介紹某

位科學家的重要發現，亦有主題式較為詳

盡的呈現某個主題的演進發展歷史，最後

還有問題討論引導，但主題式主題演進史

易犯陳意升（2004）所指出過度簡化甚至

省略科學研究或發展的過程的缺失。十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自 然 科 學 領 域

（教育部，2018）在學習內容部分「科學、

科技、社會及人文」主題之「科學發展的

歷史」次主題中，明確提及課程內容應包

含「科學史上重要的發展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其中的貢獻」，而傅

麗玉（2000）提出教科書科學史「故事主

角以男性科學家居多」，C 版本是三個版本

中唯一注意到「女性科學家」這個重點，

有介紹到瑞秋卡森女性科學家，且「酵素

的發現」、「金納疫苗的發明」、「青黴素的

發現」、「巴斯德微生物的發現」、「幽門螺

旋桿菌與胃潰瘍」、「瑞秋卡森的環境保護

議題」、「大腦的 GPS」、「試管嬰兒」、「威

廉．博蒙特胃生理學研究」、「巴夫洛夫連

結生理與心理領域」、「摩根的突變研究」

等科學史的呈現可深刻讓學生體會到科學

發展史可呈現出科學想法、科學理論的發

展 與 其 對 人 類 的 貢 獻 ， 這 符 合 了 Hurd

（1958）所提出的「科學發展史可呈現出

科學理論的發展與其對人類的貢獻」。但 C

版本的科學史並無提及「中國古代的科技

成就」。  

伍、建議  

三個版本自然科學教科書在如何將科

學史融入教學課程中的設計各有千秋，建

議教科書編輯者可在規劃教科書時利用分

析檢核表，觀看科學史的編輯人物、文章

主題選擇除了最根本的與課程相關或是課

程 主 題 的 延 伸 補 充 外 ， 是 否 能 將 Hurd

（1958）所提科學發展史可呈現出科學想

法、科學理論的發展與其對人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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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自然科學領域中所描述課程內容應包

含「科學史上重要的發展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其中的貢獻」；Jones

（1989）讓學生瞭解科學也是一種文化的

產物，無法脫離社會、文化、宗教及政治

等獨立發展等眾多面向涵蓋其中，除呈現

出科學發展的原始樣貌外，亦無形中將許

多議題融入教學，如「性別議題」中的女

性科學角色楷模對女學生科學學習大有助

益，如于曉平（2005）研究發現透過大學

女性教授的帶領，能使女高中生想就讀基

礎科學科系的意願提升，故若能完善的設

計、挑選科學史融入課程教學，所能達成

的教學效益超乎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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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A 版本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 

主項目 子項目 子項目描述 

虎

克

 

細 

胞 

的 

發 

現

牛

痘

疫

苗

人 

體 

循 

環 

系 

統 

的 

發 

現

糖 

尿 

病 

的 

發 

現 

與 

治 

療 

孟

德

爾

遺

傳

法

則 

抗

生

素

的

發

現 

組 織 和

類型 

基本資料 
科學家的生平 V V V V V V V 

科學家的天賦        

科學演進 

提及一個科學發現       V 

描 述 科 學 發 現 還 包 含

一些發現的細節 
V V V V V V  

階段關係為直線前進 V V V V V V V 

階 段 關 係 為 真 實 的 演

進 ( 意 見 之 間 ” 來

回 ” 討 論 ， 包 括 爭 議

等) 

       

科 學 家 獨 自 一 人 完 成

科學發現 
V  V   V  

科 學 社 群 多 人 研 究 ，

完成科學發現 
 V  V V  V 

呈 現 資

料 的 教

材 

科學家的照片  V  V V V V 

以 前 科 學 家 曾 經 使 用 的 機 械 或 實

驗設備等的照片 
V       

由 科 學 家 自 己 著 作 的 ;可 能 是 譯 本

的原始文件 
V       

過去科學家曾做的歷史實驗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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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科 書 作 者 針 對 某 一 主 題 或 科 學

家所撰寫的文本 
V V V V V V V 

其它，如：郵票、詩集、圖畫  V  V V  V 

相 關 的

情境 

科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已有或尚

欠缺的科學和數學知識有關 
V V V V V V V 

技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已有或尚

欠缺的技學有關 
    V   

宗教的。歷史資訊與當時的宗教信

仰有關 
       

內 容 的

地位 

教 學 與 學

習的角色 

基 本 的 ( 必 須 學 習 的

內容) 
V     V  

補 充 的 （ 課 文 以 外 的

延伸） 
 V V V V  V 

學 習 活

動 

活 動 的 型

態 

指 引 閱 讀 ( 科 學 史 文

本上包含討論問題) 
       

閱讀文章無討論問題 V V V V V V V 

書 籍 的

內 部 一

致性 

同質性：同類的歷史資訊，從頭至

尾以相同方式與教科書結合 
       

異 質 的 (會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結 合 歷 史

資訊)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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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本 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  

主 項

目 

子 項

目 

子 項

目 描

述 

虎克 

細胞

的發

現 

虎克

（科

普）

 

許旺

許來

登 

勞倫

茲 

孟德

爾 

孟德

爾

（科

普） 

達爾

文 

組 織

和 類

型 

基 本

資料 

科 學

家 的

生平 

V V V V V V V V 

科 學

家 的

天賦 

  V    V V 

科 學

演進 

提 及

一 個

科 學

發現 

  V V     

描 述

科 學

發 現

還 包

含 一

些 發

現 的

細節 

V V   V V V V 

階 段

關 係

為 直

線 前

進 

V V V V V V V  

階 段

關 係

為 真

實 的

       V 



科學教育月刊 第 465 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 34 - 

演 進

( 意 見

間 ”

來

回 ”

討論，

包 括

爭 議

等) 

科 學

家 獨

自 一

人 完

成 科

學 發

現 

  V   V V  

科 學

社 群

多 人

研究，

完 成

科 學

發現 

 V  V V   V 

呈 現

資 料

的 教

材 

科學家的照片  V  V   V V 

以前科學家曾

經使用的機械

或實驗設備的

照片 

        

由科學家自己

著 作 的 ; 可 能

是譯本的原始

文件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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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科學家曾

做的歷史實驗
     V   

教科書作者針

對某一主題或

科學家所撰寫

的文本 

 V V V V V V V 

其它，如：郵

票、詩集、圖

畫 

        

相 關

的 情

境 

科學的。歷史

資訊與目前已

有或尚欠缺的

科學和數學知

識有關 

 V V V V V V V 

技學的。歷史

資訊與目前已

有或尚欠缺的

技學有關 

  V      

宗教的。歷史

資訊與當時的

宗教信仰有關

       V 

內 容

的 地

位 

教 學

與 學

習 的

角色 

基 本

的 ( 必

須 學

習 的

內容)

V V    V   

補 充

的（課

文 以

外 的

延伸）

  V V V  V V 

學 習 活 動 指 引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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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的 型

態 

閱 讀

( 科 學

史 文

本 上

包 含

討 論

問題)

閱 讀

文 章

無 討

論 問

題 

V V  V  V   

書 籍

的 內

部 一

致性 

同質性：同類

的歷史資訊，

從頭至尾以相

同方式與教科

書結合 

        

異 質 的 ( 會 以

不同的方式結

合歷史資訊)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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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版本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 

主 項

目 

子 項

目 
子項目描述 

巴

斯

德

虎

克

細

胞

的

發

現

酵

素

的

發

現

凡

赫

芒

幽

門

螺

旋

桿

菌

威

廉

博

蒙

特 

金

納 

大

腦

的

GP

S 

巴

夫

洛

夫 

組 織

和 類

型 

基 本

資料 

科學家的生平 V V V V V V V V V V 

科學家的天賦           

科 學

演進 

提及一個科學發現           

描 述 科 學 發 現 還 包

含一些發現的細節 
V V V V V V V V V V 

階 段 關 係 為 直 線 前

進 
V V V V V V V V V V 

階 段 關 係 為 真 實 的

演 進 (意 見 之 間 ” 來

回”討論，包括爭議

等) 

          

科 學 家 獨 自 一 人 完

成科學發現 
V V   V  V V  V 

科學社群多人研究，

完成科學發現 
  V V  V   V  

呈 現

資 料

的 教

材 

科學家的照片           

以 前 科 學 家 曾 經 使 用 或 發

現 的 機 械 或 實 驗 設 備 等 的

照片 

 V         

由 科 學 家 自 己 著 作 的 ;可 能

是譯本的原始文件 
 V         

過 去 科 學 家 曾 做 的 歷 史 實

驗 
 V  V V V V V V V 

教 科 書 作 者 針 對 某 一 主 題

或科學家所撰寫的文本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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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如：郵票、詩集、圖

畫 
      V   V 

相 關

的 情

境 

科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已

有 或 尚 欠 缺 的 科 學 知 識 有

關 

 V V V V V V V V V 

技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已

有或尚欠缺的技學有關 
          

宗教的。歷史資訊與當時的

宗教信仰有關 
          

內 容

的 地

位 

教 學

與 學

習 的

角色 

基 本 的 (必 須 學 習 的

內容) 
 V V V V   V   

補充的（課文以外的

延伸） 
V     V V  V V 

學 習

活動 

活 動

的 型

態 

指 引 閱 讀 (科 學 史 文

本上包含討論問題) 
     V   V  

閱 讀 文 章 無 討 論 問

題 
V  V V V V V V  V 

書 籍

的 內

部 一

致性 

同質性：同類歷史資訊，從

頭 至 尾 以 相 同 方 式 與 教 科

書結合 

          

異 質 的 (會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結

合歷史資訊)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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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版本科學教科書科學史內容分析檢核表 

主項

目 

子項

目 
子項目描述 

試

管

嬰

兒 

孟

德

爾 

生

理

時

鐘 

摩

根 

分

類 

青

黴

素 

林

耐 

瑞

秋

卡

森 

組織

和類

型 

基本

資料 

科學家的生平 V V V V V V V V 

科學家的天賦         

科學

演進 

提及一個科學發現         

描述科學發現還包

含一些發現的細節 
V V V V V V V V 

階段關係為直線前

進 
V V V V V V V V 

階段關係為真實的

演進(意見之間”來

回”討論，包括爭

議等) 

        

科學家獨自一人完

成科學發現 
V V  V   V V 

科學社群多人研

究，完成科學發現 
  V  V V   

呈現

資料

的教

材 

科學家的照片  V V V    V 

以前科學家曾經使用或發

現的機械或實驗設備等的

照片 

        

由科學家自己著作的;可能

是譯本的原始文件 
        

過去科學家曾做的歷史實

驗 
 V V V V  V  

教科書作者針對某一主題

或科學家所撰寫的文本 
 V V V V V V V 

其它，如：郵票、詩集、

圖畫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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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的情

境 

科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

已有或尚欠缺的科學知識

有關 

 V V V V V V V 

技學的。歷史資訊與目前

已有或尚欠缺的技學有關 
 V       

宗教的。歷史資訊與當時

的宗教信仰有關 
        

內容

的地

位 

教學

與學

習的

角色 

基本的(必須學習的

內容) 
 V    V   

補充的（課文以外

的延伸） 
V  V V V  V V 

學習

活動 

活動

的型

態 

指引閱讀(科學史文

本上包含討論問題) 
V  V  V    

閱讀文章無討論問

題 
 V A V  V V V 

書籍

的內

部一

致性 

同質性：同類歷史資訊，

從頭至尾以相同方式與教

科書結合 

        

異質的(會以不同的方式結

合歷史資訊) 
  V V V V V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