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2 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 

期末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127 

計畫名稱：發展校內科學研究隊及科學競賽-芬園國中為例 

主 持 人：周芬美  校長 

執行單位：彰化縣芬園國中 

 

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 目的 

(一) 消除學生對數理學科的恐懼 

(二) 改善學生對數理學科的學習態度 

(三) 建立本校科學研究隊並參與 103 年度彰化縣科學展覽 

(四) 提昇教師研發科學教育課程並設計活潑教案的能力(導入式教學) 

(五) 提昇教師創新教學能力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 研究方法 

研究的對象：科學研究社團的學生(約 25 人) 

研究對象的選擇：在課程導入前，以學習動機問卷施測獲得前測的樣本，並以數

理科目成績平均當成其前測成績。 

研究的內容：教師施以啟發式教學法，並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以教師為

行動研究的中心，在課程運作中發現問題，並透過教室觀察、錄影、學習單、蒐

集相關資料與文獻，進而解決問題。課程內容以國一、國二數理科課程內容相關

之科學遊戲、實驗或問題來進行教學。最後進行後測獲得資訊。分析所收集資料，

了解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是否有所差異。 

研究的時間：一個學期約 20 週。 

研究的工具：學習動機問卷、學習日誌、教師觀察日誌、實驗教學學習單等。 

二、 研究步驟 

此研究預計分為幾個階段：準備階段、教學實驗階段、後測階段與資料分析。 

(一) 準備階段： 

1. 人員招募：以現有的科學社團為基礎(國二、國三)，對國一新生進行招募，人

數約 25 人 

2. 課程規劃：本研究主持人招開教學研究會議，利用各科領域時間進行課程內容

規劃討論，以國一、國二課程相關的科學遊戲、實驗為教學內容。 



3. 資料編輯：將規劃的科學遊戲內容，以淺顯簡明之語彙顛寫為科學遊戲、實驗

之教學手冊內容，並設計學習單。 

4. 教學前測驗評量：以學習動機問卷並增加一個向度討論學生對數理學科的恐

懼，施測並收集學生之前 3 到 4 次段考成績平均為前測成績。 

(二) 教學實驗階段： 

1. 課程設計：根據現在國一、國二數學、自然科課程內容規劃並執行一些適合國

中生之科學遊戲與科學實驗。 

2. 教師角色：老師為行動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問題，研究並嘗試解決所發

生的問題。以教學錄影的方式，讓老師彼此間相互討論教學方式，輔之以學生

的學習日誌來隨時檢視並調整教學的內容及方向。 

3. 探索體驗：利用暑假辦理科學遊戲體驗營將課程內容融入。參與人員進行評比

每個遊戲的內容，讓學生體驗科學遊戲的內涵與科學的連結。 

4. 課程調整：根據課程實施過程與結果調整課程設計，以交失教學工作坊方式舉

行由教師討論分享實施結果並隨時檢視及修正課程內容。 

5. 課堂觀察與修正：依據教師實際課程實施過程與學生學習的狀況紀錄成課堂觀

察紀錄。並於教師教學工作坊討論分享實施結果作為修正課程設計的規準。 

6. 教師增能：教師教學諮詢會議、校外精進教學為主。 

7. 成果彙整：彙整整個科學主題(遊戲、實驗)教學執行成果、教學內容、課程設

計等相關資料，提報本學年度計劃執行成果。 

(三) 後測階段： 

當課程結束後，再做一次學習動機問卷並增加一個向度討論學生對數理學科的恐

懼 

(四) 資料分析：將所獲得的資料做質與量的分析，分析學生學習態度的改變、

恐懼的消失與否及學習成就的轉變。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上學期部份： 

1. 順利招募 25 位學生成立科學研究社 

2. 科學研究社成員於社團時間專於科學遊戲、科學實驗的體驗 

3. 其中一部分學生已開始專研於科學展覽的實驗 

4. 外聘講師到校講授關於創意專題研究的技巧與態度 

5. 學生開始思考並嘗試解決問題而不是負責講光抄 

下學期部分： 

1. 科學社學生參加這次 103 年度 54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獲 

     得佳作的佳績。 

2. 寒假期間帶科學攝學生校外參訪。 

3. 參加 2014  homerun 科學競賽。 

 

肆、 目前完成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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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預定完成進度 

1. 教師工作坊及教學諮商的實施 

2. 發展出 10 種科學教育主題教案(數學科) 

 

陸、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由於是在實驗過程中是採異質分組，小組合作學習上，小組長的引導十分

重要，所以正在努力訓練小組長的帶領。 

2. 因為超額比序的其中一像是校外競賽，所以學生開始踴躍的參與校外競賽

的活動。 



3. 學生很喜歡看現象十分顯著的實驗，從這裡也可得知學生在視覺上的衝擊

往往會比過去老師講課時要來的有印象，但如果是些較平淡實驗，往

往無法激起學生的好奇心。 

4. 科學競賽及科學社團，必須要有一群教師團隊一起討論如何活化教學並設

計教案，但在支援與時間上，很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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