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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翱翔資優—培養帶得走的資優力 

主   持   人：陳玠霖 E-mail：r01524105@ycsh.tp.edu.tw4 

共同主持人：無 

執 行 學 校：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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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科學營隊：「作尖販科—做頂尖的研究，販賣科學的知識」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 

永春高中、馬祖高中、介壽國中教師及學生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 

永春高中9人、馬祖高中17人、介壽國中43人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教師10人、學生9人 

7.辦理/執行成效： 

本計畫之執行，參酌審查委員意見與期中報告委員意見，將計劃主體

配置調整至離島營隊之經營策劃與學生之成長籌備。已完成下列各項

規劃： 

(1) 學生為主體，以探究科學之方式完成科學營隊之內容規劃 

(2) 學生為主體，闡述研究結果與服務之能力，增進學生自我效能 

(3) 透過城鄉共學模式，成功舉辦為期三天之偏鄉服務營隊。 

(4) 學生回饋顯示，本計畫帶給學生角色的改變，從學習者改為教學

者，需要解構科學知識，理解的更是需要透徹，才有辦法思考如

何變成課程要給更小的孩子學習，所以歷經了思考課程的各種的



 

設計面向，而課程進行也會有突發狀況需要處理，學生可以理解

站在台上授課都是背後花了更多的時間來準備，也透過準備更了

解了要教學的科學知識內容。 

 

(5) 此為第一期未來計劃將此活動能落地，成為永春高中長期的傳統

活動，而執行面的想法會在計畫後面呈現內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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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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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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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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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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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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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廣科學知識，擴展影響層面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2-1. 舉辦營隊：

「作尖販科—

做頂尖的研

究，販賣科學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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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立模組工具，評估合作模式 

具體做法 實施步驟說明 

3-1. 反思小組合作

之可行性與規

劃第二期研究

計畫具體內容 

 

小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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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反思科學推廣

活動之可行性

與未來發展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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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成果 

1. 本計畫從學生出發，透過小組合作方式，完成科學探究實驗設計。 

(1) 這次學生的組成為高二文組學生4位，高三理組學生2位。 

為了能讓學生了解科普課程與學會課程設計，安排了寒假培訓課程。 

 

 

 

 

 

 

 

 

 

 

 

 

 

姿穎老師分享地科相關科普活動 振良老師分享指紋教學卡牌設計 

 

 

 

 

 

 

 

 

 

 

 

 

韻錡老師分享化學相關科普活動 分享後大合影 

 

(2) 分成四組，各自找尋有興趣的主題延伸發展，並安排驗收時間，在每

一次驗收前，找指導老師們進行課程討論，修正，試教，透過每一次驗收

的機會讓課程越修越完整。 

 

 

 

 



 

透過自主學習課程，進行探究實驗的準備。 

 

 

 

 

 

 

 

 

 

 

 

 

試做分子晶球實驗 搭配飲料進行晶球反應 

 

 

 

 

 

 

 

 

 

 

 

 

實驗成果 討論實驗，讓流程更好 

 

 

寒假結束前第一次驗收，主題萌芽階段，各組不用試上，而是分享課程設

計的想法，預定要怎麼進行課程。 

 

 

 

 

 

 

 

 

 

 

 

 

 

 

驗收前大合照，彼此生疏 驗收後大合照，融入群體 



 

 

 

 

 

 

 

 

 

 

 

 

 

花現酸鹼組分享 反毒分享 

 

 

 

 

 

 

 

 

 

 

 

 

晶球組分享(當時主題還不確定) 錯覺組分享 

 

第二次驗收主題時，各組主題已經收斂確認，總共完成2個探究實作教

案，分別是花現酸鹼，分子料理，2個知識性活動課程，分別是錯覺，毒

品與反毒。這次驗收需要學生真的變成老師視角進行試教，以老師與同學

為學生，來進行教學模擬。 

 

 

 

 

 

 

 

 

 

 

 

 

錯覺組模擬試教 分子料理組模擬試教 

 



 

第三次驗收，可以感覺到第二次試教因為是老師或是幾個學生，並無法模

擬到人數較多的狀況，因此在第三次驗收安排同學有整班學生的真實情

境，讓學生進高中班級進行試教活動。 

 

 

 

 

 

 

 

 

 

 

 

 

毒品組大班試教 錯覺組大班試教 

 

 

 

 

 

 

 

 

 

 

 

 

分子料理組大班試教 花現酸鹼組大班試教 

 

2. 本計畫從學生出發，完整規劃至馬祖活動之行程與細節。 

真正活動的時間是周五周六兩整天，與學生

討論，時間不多，所以很快就取得共識，可在

周五上課時間進行國中生的科普活動，利用周

六進行與馬高的交流，以及馬祖現地的田野調

查活動。 

 

     利用中午時間，也會讓學生彼此提出意見，發想到馬祖高中要進行什

麼樣的交流課程，田野調查要把重點放在哪邊，從理解馬祖文化出發，閩



 

東建築，海洋文化，戰地歷史，傳統美食等方向進行發散到收斂。 

 

 

 

 

 

 

 

最後定案了，流程如下: 

 6/13 6/14 6/15 6/16 

早上 

上學 課程裝備重整 

09:00-12:00 

課程準備 

(介壽國中) 

馬高 x 永春 

09:00-11:00 

馬高學生: 

走讀活動 

11:00-12:00 

永春學生: 

永春特別活動 

(馬祖高中) 

自由探索 

(前晚與老師

確認) 

下午 

上學 科普志工服務 

13:20-14:30 

科普志工課程

(上) 

14:30-15:00 

校園巡禮活動 

15:00-16:00 

科普志工課程

(下) 

田野調查活動 

13:30-18:00 

(需完成照片

文字說明，口

述歷史，訪談

紀錄，與自己

的發現) 

回程 

13:30 抵達機

場 

14:30 航班起

飛 

15:20 抵達台

灣 



 

(介壽國中) 

晚上 

夜航出發 

基隆西岸旅運

碼頭，搭乘新

臺馬輪前往馬

祖南竿 

討論會 

反思回饋 

藍眼淚探索 

星空夜談 

無話不談 

交流會 

無 

 

3.舉辦活動營隊「作尖販科—做頂尖的研究，販賣科學的知識」 

馬祖營隊的整體歷程，大約3天3夜，將以文字搭配照片來呈現整個營隊的

過程，從搭船出發到馬祖，馬祖各種活動，搭機離開馬祖，這些歷程進行

整理。 

 

(1) 夜航前往馬祖南竿島，學生體驗夜間臥鋪的交通運輸方式，睡在船

上，隔天到達馬祖，第一次體驗臥鋪的孩子充滿興奮感，有人還說不用睡

覺可以去看海，但我最後要大家把握時間趕快睡著，不然暈船可就麻煩

了。 

 

 

 

 

 

 

 

 

 

 

 

 

臥鋪前往馬祖，就像是膠囊旅館 出航前甲板與基隆夜景大合照 

 

(2)介壽國中科普活動課程 

介壽國中40為國一學生，分成四組，進行4選2的科普課程，在整個下午都

可以在科學營隊的活動中學習科學。 



 

 

 

 

 

 

 

 

 

 

 

 

 

 

孟桓教課片段 雋訢教課片段 

 

 

 

 

 

 

 

 

 

 

 

 

于婷，予甄教課片段 子儀，聿凌教課片段 

 

 

 

 

 

 

 

 

 

 

 

 

介壽國中與高中生講師大合照 開場破冰活動:細胞分裂 

 

(3) 馬祖高中與永春高中的交流活動 

馬高交流是與高二的智翔老師合作，由馬高16位同學前半場分享8個馬祖

歷史與文化的走讀課程內容，當下可以發現馬高同學已經有對永春做功

課，因為他們知道永春拳的存在，也對永春拳很好奇，讓永春的孩子非常



 

驚訝，而下半場則由永春高中6位同學，進行家鄉名產咖啡館的輪轉介紹

活動，最後則以團康活動，讓馬高與永春的孩子有機會組成一隊一起玩遊

戲，使得彼此接觸機會多，而能真的有一些深入的對話交流機會。 

 

 

 

 

 

 

 

 

 

 

 

 

 

馬高學生分享馬祖文化 馬高與永春學生認真聽講 

 

 

 

 

 

 

 

 

 

 

 

 

永春高中活動開始，全體圍成圈 永春拳教學，全體一起學 

 

(4) 永春高中學生於當地進行田野調查 

週六的下午讓學生提計畫，想去哪個地點進行深入了解，並且要求儘量與

當地居民或是遇到的人對話，去口述了解一下當地。 最後同學選擇坑道

與戰地文化，當天很巧的下了一場大雨，遊客變少了，居民也沒出來，學

生改與計程車司機聊天，並且在坑道搭乘搖櫓，反而因此聽到很多觀光導

覽的資訊，開啟了另類的學習。 

 

 



 

 

 

 

 

 

 

 

 

 

 

 

 

 

 

八八坑道探索釀酒文化 北海坑道搭乘搖櫓，探索戰地文化 

 

(5) 其他各種旅程中的大小事 

 

 

 

 

 

 

 

 

 

 

 

 

 

受邀介壽國中畢業餐會，感受氛圍 介壽國中校長一同大合照 

 

 

 

 

 

 

 

 

 

 

 

 

每日活動討論回應圈 馬高 x 永春高中大合照 

 

 



 

4. 學生之回饋與反思 

(1) 出發前的學生期待 

于婷: 

絕對不要怯場，該兇要兇話不要講太快，活動要辦好，該認真要認真，

該玩就好好玩。 

予甄: 

這次是一個很難擁有的經驗，也是一次可以鍛鍊自己的機會,挑戰用自己

不善長的自然教學已經是一大挑戰，還要自己設計實驗跟克成更是大挑

戰，希望自己可以學到當老師辛苦的感覺並且珍惜這次的鍛鍊機會，讓

自己更能在不認識的人面前表達想表達的知識，並且也讓自己增進自然

方面的知識，以第一次當老師的經驗來說已經做得很好了! 

子儀: 

從寒假就開始準備了，希望當天能好好表現，跟一起去的同學創造美好

回憶！不要枉費這幾個月的準備，加油～ 

聿凌: 

雖然念一類組的我對自然科學不太熟悉，但我還是希望我可以把我對實

驗的所有知識都傳授給馬祖的小朋友們，希望他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知

識，並且留下深刻印象。也希望自己能突破太過內向這個缺點，勇敢和

不熟悉的人接觸一定會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且對日後也一定會有幫

助，加油！ 

孟桓: 

別緊張，當作出去交朋友還有分享事物，然後希望能維持台風，不要太

擔心到時候會出狀況，臨場反應只要夠好一切問題都能解決：） 

雋訢: 

希望可以讓他們開心，自己也得到好回饋 

跟當地高中生玩得開心，認識好朋友 

 

 



 

(2)營隊結束後，自己的反思與成長 

于婷:  

我最遺憾的地方就是馬高交流的部分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充分的準備好 

雖然大家可能都玩得很開心 但這是我一次需要改進的經驗 在整個的交

流中學習到最大的東西是時間管理 不管是早上集合還是課程的安排都一

樣 如果有下一次會需要很仔細的去把所有行程所有事件列出來。 

予甄: 

覺得自己體驗了之前不曾體驗的事情，像是以老師的身份製作簡報，做

法就跟一般的簡報很不一樣，比較像是備課，還有管理小朋友的能力，

要能控場，表達能力也提升了非常多，可以比較流利的表達出自己想傳

達的知識。 

子儀: 

這次的活動我們準備了非常久，第一次聽到真的是想說去馬祖玩才吸引

到我，後來經過了修修改改以及大家的討論才準備好簡報與交流活動，

沒去過離島以為馬祖會很無聊，但這幾天的行程都真的很有趣，經過這

次的活動我也學到了更有責任感和更勇敢能與人交流的能力。 

聿凌: 

我覺得這次的馬祖交流讓我學到很多之前還不太了解的科學知識，一次

在這次學習得更深、更多，也跟很多小朋友有互動，讓我稍稍克服我一

直以來的內向性格，真的很慶幸有參加！ 

孟桓: 

感覺自己開了很大的眼界，在第一天學到了很多不管是設計課程、流暢

應變、危機處理等等事務。第二天則是學到了馬祖的人文風情、特產、

建築特色、坑道事蹟等等。最後一天的回饋就是真的好刺激，差點又要

搭夜船。希望在未來的我們能夠針對最大的問題：時間，去做調整。 

雋訢: 

在上課的時候一開始怕我的課程他們沒什麼興趣，但因為會有獎品不時



 

的發下，他們都很認真的聽以及回答，玩遊戲的時候他們也很配合。交

流的時候也是，在哀居看到他們說很開心有早起跟我們交流的時候很感

動，以及魚酥很好吃等等。對於上大學也有點信心了！我覺得我可以很

快的認識好朋友就像這次一樣 

 

小結: 

這次前往馬祖服務，從每一天晚上的回饋圈討論，都可以看到學生越來越

能感知什麼是辦好一個活動，要如何應變臨時狀況，如何把課程教好? 開

始會挑自己得毛病去修正，這真的是科普計劃，最想看到學生成長的地

方，讓我覺得在執行這個計畫後非常有價值。 

 

5. 完成課程模組化設計，將朝校內課程開發邁進，不過還是需要計畫的經

費支持，因此寫了第二年計畫。 

 

6. 第二期計畫規劃將此活動能落地，成為永春高中長期的活動。 

 

以三個面向持續深耕發展: 

一、 跨領域合作——科學 X 人文的思維

模組： 

        團隊內包含自然領域及人文領域專

長之教師，能彼此截長補短，藉由多元

思維進行團體共備，最終產出多元選修

課程教案。 

二、 大手拉小手——高中服務志工帶領國中生遇見科學： 

        教師於課程中帶領學生接觸生活中的科學並理解其背後的原理，也刺

激學生思考面對學科知識更薄弱之國中生該如何理解生活與學科中的科

學。 



 

三、 本島與離島文化碰撞——實地考察與文化交流：   

        藉由實地參訪，由離島學生介紹當地文化特色，走讀離島歷史痕跡與

故事；再由本校學生介紹學校特色與台灣美食，讓兩地學生得以跨越時空

交流。 

        計畫加入了新的元素，就是培訓課程模組的設計，預計招集校內社群

內各不同領域的老師一起激盪，設計符合較有系統化的培訓教材。 

        可在這次計畫中進而延伸，學生可在培訓課程學習下，設計科普課

程，進行科普志工服務，並且持續選擇在離島，讓學生有更不同的視野，

文化的交流活動等。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核定時間至執行期間太短，無解決方法。建議未來提早核定。 

 

2. 經費撥款雖已來文，但學校代墊經費實屬不易，易導致時程縮短。建議

未來提早撥款。 

 

3. 自籌款項佔比過大，其實校內很難擁有資源成為自籌經費來源，故希望

各校執行的團隊都能得到教育局得自籌幫助，得以讓活動每一年的運作進

行，甚至持續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