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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一)    基於相關文獻的探討，資優學生的學習方式具有自己獨特的

模式，尤其是在認知基模同化與調適上，而 GATE理論亦提出了

符應資優生學習模式的建議。因此，本計畫旨在設計更多元且適

合資優學生的學習模式，協助他們創造學習高峰經驗。此外，基

於不完美的資優理論所指出的資優學生需求，本計畫也提出以合

作小組方式，媒合新年度高一學生與一位曾經修習過專題研究的

學長姐，透過資優生的社會學習方式，藉由楷模的學習，期望能

夠提升他們的學習與創造能力。 

  本研究團隊長期參與資優班的教學，觀察到資優生的特質，

並針對資優學生及數理發展興趣較高的學生，提出了一系列的目

標設計與方案。為了更進一步提升資優教育的內容，本計畫希望

能夠借助外部資源挹注，並擴大影響層面，完整執行期程為三



 

年。本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升資優生的學習與創造能力，期望能對

資優教育做出具體且正面的貢獻。 

1. 組成合作小組，提升學習效率：利用資優生對重要他人的認

知，應用社會學習理論的模式，建立合作小組。並利用合作小

組模式的學習，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並建立學生後

設認知能力。  

2. 提供多元課程，創造學習高峰：透過參與科學教育相關活動，

結合校內、校外部資源，提供學生全方位的培訓，創造學生良

好的學習經驗。 

3. 推廣科學知識，擴展影響層面：學生利用自己的專題研究成

果，推動離島或偏鄉科學服務、販讀市集，推廣科學教育並增

進學生的自我效能。透過社會情緒學習(SEL)的機會，能讓

「不完美的資優」學生，從做中學習「自我覺察、自我管

理」，甚而提升人際技巧。 

4. 建立模組工具，評估合作模式：希望建立完整的合作小組模

式，作為學生學習合作基礎，並進行追蹤與評估。 

 

二、 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本校數資班成立時間已久，行政、教師、家長層面組成相當堅強

的團隊。本次參與計畫人員主要由本校教師發起，並邀請行政代表協

助支援本計畫行政業務。數資班教師群中成員為數學、資訊、物理、

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教師，大多具碩士學位，具豐碩的研究經

驗；並在歷年專題研究指導中，探索不同層面的專題研究主題，無論

在單一學科專業或是跨科合作計畫上都具相當深厚的基礎，具備提供

學生多樣化學習最堅強的實力。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單 位 職  稱 

吳璿安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特教科教師兼任特教組長 

陳玠霖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資優班召集人 

趙振良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物理科教師兼任導師 

高晟鈞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數學科教師兼任導師 

蔡春風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數學科教師兼任導師 

劉育成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化學科教師 

陳姿穎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 地球科學科教師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預計以三年執行期程完成，本案為第一年之計畫，針對上

述目標，擬定相關方法步驟。第一年之計畫預計邀請高一學生六位，



 

採小規模試辦方式組成合作小組。 

1. 組成合作小組，提升學習效率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1-1. 建立合作小組 1-1. 合作小組模式： 

(a)本次優先針對高一學生六位進行試辦(視狀

況調整)。 

(b)邀請合適之相同專題領域之學長姐（曾修

習專題研究），組成合作小組。 

1-2. 教師指導合作

小組模式 

1-2. 教師指導合作小組模式，並協助小組成員規

劃時間與設定進度，完成六次教師指導。 

1-3. 評估合作小組

功效 

1-3. 利用質性或量化（前後測）分析，評估合作

小組功效，並持續修正。 

進行期程： 

112. 08. 30 ~ 112. 09. 20   完成六位高一同學合作小組媒合 

112. 09. 01 ~ 113. 06. 30  共完成六次教師指導 

113. 06. 01 ~ 113. 07. 15  評估合作小組功效 

2. 提供多元課程，創造學習高峰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2-1. 專題研究深化 2-1. 結合校內與校外資源，強化學生專題研究能

力與完成整理資料，參與相關科學競賽或活

動的機會。 

2-2. 科學英語能力

訓練 

2-2. 規劃說明： 

(a) 設定目標為明年度預計參與日本國際交流

競賽(日本筑波大學 Science Edge國際科學展

覽會)。 

(b) 邀請專題與英文老師共同協助提升相關

科學英文能力。 

(c) 完成相關英文海報或作品。 

進行期程： 



 

112. 09. 01 ~ 113. 06. 30  辦理專題研究指導，進行研究主題深化。 

113 .02. 01 ~ 113. 03. 30  指導專題研究相關科學英文能力。 

3. 推廣科學知識，擴展影響層面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3-1. 舉辦營隊：

「作尖販科—

做頂尖的研

究，販賣科學

的知識」 

 

3-1. 規劃說明： 

(a) 第一年度預計舉辦一次的離島或偏鄉教育

推廣服務，將學生專題研究的成果，透過舉

辦活動的方式，能闡述自己的學術研究結

果，並培養表達與服務的能力，增進學生自

我效能。 

(b)本校老師曾有至馬祖服務經驗，認為離島

的教育環境中，具許多與本校學生生活經驗

不同的差異。利用城鄉共學的模式，能讓學

生發揮自己的專長，更能體驗在地文化、創

造社會學習的經驗。考量第一次進行交流，

預計服務學生人數以約6人進行。 

(c)預計服務地點：馬祖 

成員：帶隊教師1人、學生約6人 

服務計畫說明：城鄉共學模式，讓資優生能

科學推廣也能與體驗在地文化，深入交流。 

Day0：搭乘深夜船班前往馬祖南竿。 

Day1：營前訓練與準備，並與當地學生進行

文化交流。 

Day2：與當地學生進行學術交流，舉辦科普

營隊課程。 

Day3：深入馬祖各社區進行田野調查，認識

在地生活的方式，了解聚落發展，活動完成

後搭乘飛機返回台灣本島。 

(d)教師透過事前培訓，指導學生獨立帶領教

育推廣服務，並在活動現場由教師擔任指導

員。 

(e)評估合作模式，邀請馬祖學校回訪，創造

互訪機會。 

進行期程： 



 

112. 09. 01 ~ 113. 12. 31   徵選離島或偏鄉推廣學生，培訓其表

達與規劃能力。 

112. 09. 01 ~ 113. 12. 31  與服務交流學校確認細節。 

113. 01. 01 ~ 113. 03. 01  擇期舉辦科學營隊。 

4. 建立模組工具，評估合作模式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4-1. 反思小組合作

之可行性與規

劃第二期研究

計畫具體內容 

 

4-1. 小組合作模式： 

(a) 本年度僅以六位學生進行測試，故於測試

後，預計將進行質性或量化的分析。並將此

結果用於規劃第二期計畫之籌備，將針對全

班學生進行小組合作學習之預備。 

(b)量化分析預計參考科學態度量表 (The 

Science Attitudes Scale，SAS)與科學教育期

刊中的科學態度量表[3]進行量化分析。 

4-2. 反思科學推廣

活動之可行性

與未來發展評

估 

4-2. 本年度舉辦離島科學營隊，故於完成後評估

其成效，並納入未來第二期科學市集的計畫

籌備案。 

進行期程： 

112. 08. 30 ~ 112. 09. 20   期初資料蒐集 

112. 09. 01 ~ 113. 06. 30  期中資料蒐集 

113 .05. 01 ~ 113. 07. 15  反思小組合作與科學推廣可行性，擬定第

二年之計畫 

四、 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1. 合作小組試行：（進度４０％） 



 

已完成小組媒合、前測問卷設計與施測、一次合作小組指導。 

2. 規劃馬祖教育服務營隊（進度３５％） 

已完成課程設計、聯繫服務學校、服務學生意向確認。並將在寒

假完成培訓，預計６月至馬祖服務。 

五、 預期成果 

(一) 執行部分預計完成： 

1. 合作小組試行： 

(1). 媒合學生，成立合作小組。 

(2). 完成六次合作小組指導。 

2. 創造學習高峰： 

(1). 進行專題研究指導，學生完成專題作品，投稿至科學相關競

賽，如國際科展、校內與北市科展、青少年人才培育計畫、旺

宏科學獎等。 

(2). 舉辦國際交流英文訓練，提升國際化視野。 

3. 擴展影響層面： 

(1). 規劃並舉辦離島或偏鄉教育推廣服務。 

(2). 舉辦推廣服務事前訓練。 

(二)  評估與分析部分預計完成： 



 

1. 利用質性或量化（前後測）分析，評估合作小組功效。 

2. 評估科學推廣活動之效益與可行性。 

3. 規劃第二期合作小組之操作方向與對象、第二期科學推廣活動之

辦理方式。 

六、 檢討  

1. 核定計畫時間後開始執行，時程較為延宕。 

2. 確認施測用問卷與媒合小組較花時間。 

3. 接下來將加緊腳步完成後續規畫。 

4. 離島偏鄉服務聯繫與規畫尚稱順利，將依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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