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12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探究式課程與傳統科學文化之研發推廣 

主   持   人：賴明煜 E-mail：gen893114@gmail.com 

共同主持人：陳志行、林慧婷 

執 行 學 校：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 

 

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請擇一勾選）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請擇一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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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請填無）無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若無，請填無）無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若無，請填無）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8人 

7.辦理/執行成效：（以300字以內為原則，若為延續性計畫，請說明與前年度之差異） 

        結合文化的科學課程能提高部落學生的學習成就感學習更有興趣，特別是對本校

發展民族文化的實驗小學來說，能增強其文化認同感和自信心。教師在設計和實施這

類課程中，對多元文化教育和探究式學習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應用。泰雅原住民文

化與科學探究課程融合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教育創新，通過有效的教材開發、教學

方法和評量設計。而資源和師資的整合進一步研究和解決。通過不斷改進和調整，這

類課程可以在促進文化傳承和提高學生科學素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二、計畫目的 

    本校位於新北市烏來區，是新北市偏鄉唯一極偏的小學，學校為民族實驗小學，



 

學生大多為泰雅族。因此實驗小學的課程融入泰雅文化，故藉著研究團隊設計探究

式的科學課程，讓孩子們能以在地文化出發進而接軌國際多元的科學知識，以因應

未來的挑戰。 

1. 集結領域任教教師，組成課程研發團隊，集思廣益開發探究式的科學文化課

程。 

2. 彙整十二年國教自然領域中與泰雅文化融合，打破課本的框架，連結知識與

生活。 

3. 利用探究式的教學模式，讓偏鄉學生學習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的探究形態。 

4. 讓科學教育可以在偏鄉小學中扎根進而與國際接軌。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驗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約4個班級的學生為參與對象，由山林智慧

課程小組的老師為主要課程設計者，並跨領域請部落史地、彩虹編織、部落食農老

師協同一起參與指導與協助。首先組織原民科學團隊以部落的在地文化為出發，針

對現有課程進行課程分析規劃，擇選出適合探究式教學的課程概念，並以5E學習環

的探究教學模式，融入學課程教學中。 

 

(二)研究架構與步驟 

    依據研究目的與方法延伸出如下圖的研究架構與流程。 



 

 

    (三)研究預期進度 

    本計畫的預期進度為四大進程，分別為組織研究團隊、設計研發課程、探究式

課程實踐與執行、分析學生學習表現。期望結合原民科學文化與自然科學課程，跨

領域由專業教師團隊與文化教師、帶動實驗教育中山林智慧課程的思考與設計，並

以探究式教學的方式促進孩子間的有意義學習，並結合了十二年國教的素養導向，

使孩子以生活中出發，認同自有文化，迎向面對世界的挑戰。 

1. 組織研究團隊：集合校內老師、校外文化教師、部落耆老，組成專業社群，

跨領域的專長分享與協同，一同專業成長。 

2. 設計研發課程：針對原民科學文化並結合自然領域之中的課本內容進行文本



 

分析，找出適合進行探究式教學課程，並由團隊與專家進行對談與修正。 

3. 探究式課程實踐與執行：以設計完成的探究式教學課程，在課堂之中深入探

究式教學，結合原民在地文化與自然科學課程，設計適合學生的課程。 

4. 分析學生學習表現：以十二年國教自然領綱，學習表現中的探究能力，分析

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的學習表現。 

四、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具體成果及效益： 

(一)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由於本校因班級人數不足，採混齡教學，所以我們根據上述的計劃設計架構，

思考了預計完成的研究與工作項目，目前研究團隊成員已初步集結完成，並針對課

程做了初步的設計與規劃，期望於學年度中的上、下學期各執行一次探究式課程活

動，並分析學生達成的學習表現中探究能力的指標。而我們以架構圖的方式先解構

課程知識，再融入5E學習環探究教學模式與探究能力指標完成簡案設計，並透過十

二年國教探究能力指標，分析學生學習情形。 

112實施單元 

年級 上學期主題名稱 下學期主題名稱 

高年級 1.發酵的科學 2.冬暖夏涼的家屋 

中年級 3.尋找水源-水的移動 4. 福山的植物 

 

  



 

四、研究成果 

 

 

 

 

 

 

 

 

 

 

 

 

 

◆冬暖夏涼的家屋架構圖與5E學習環模式  

 

 

 

 

  

◆發酵的科學架構圖與5E 學習環模式 ◆尋找水源架構圖與5E學習環模式 

◆福山的植物架構圖與5E 學習環模式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自然科學課程所包含的範圍甚廣，部分主題可能是文化當中所沒有呈現的，例如電磁

學或是所實施的單元中綠建築熱輻射的概念，較難以文化層面的方式表現。而要融入

當地原民文化與科學需要不斷的調查與思考主題的適切性，所以又要讓部落學生學習

文化並感興趣又要兼顧學科基本知識，值得多加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