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5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 

期中報告大綱 

計畫編號：86 

計畫名稱：科學魔法變變變 

主 持 人：鄭振銘 

執行單位：嘉義市立玉山國中 

 

壹、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目的 

1.激發學生對科學學習潛能與興趣，發揮創造思考的潛能 

2.加強學生動手操作的能力，以「做中學」「玩中學」之方式，將科學知識融入日常生

活中，藉以深入了解生活中科學原理 

3.培養自主性的科普製作學習，注重學生的發展與創造力 

4.組織自然領域專業學習社群，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5.透過科普教學活動，把每一個孩子帶起來經由學習體驗，教給孩子帶得走的能力 

 

二、內容 

    為了達成上述目的，規劃以下五項主題科學活動，期盼能帶動學校整體的科學研究

風氣、增進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團隊合作的精神。 

主題一：科學魔法營   

主題二：科學名人傳教學活動 

主題三：科學運動會 

主題四：多樣海洋生物特展教學活動 

主題五：科普專欄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項目 進行方法 步驟 預定進度 參加人數 

主題一： 

科學魔法營 

1) 分5+1大

組 

2) 進行科學

實驗演示

及實作 

1)奇妙的氣體 

乙炔、乾冰的製作及性質演

示實作 

2)生活物理 

咖啡壺、尿尿小童、紙鈔燃

燒、液體吸熱 

105.12.8(四) 

完成 

國二10班 

約300人 



3)液態氣體 

液態氮、液態氧、液態丁烷

的性質演示實作 

4)有趣的氣壓與催化劑 

氣壓現象與催化劑性質演

示實作 

5)靜電 

  靜電製造與靜電現象趣味演

示 

 

6)科學魔法師總站 

  以魔術手法演示各項科學原

理與現象演示，包含聲音、氣

壓、慣性、力學、反應速率、

摩擦力… 

    

主題二： 

科學名人傳

教學活動 

 

科學閱讀活

動 

科學史教學活動，將科學家對

科學的貢獻及生平透過閱讀了

解科學家的童年也和自己一

樣，藉由分析科學家們在通往

成功的路上所遭遇的挫折、傷

痛及其應對方式，進而對生達

到潛移默化之效。並透過閱讀

報告加深對科學史認知。 

105.12.完成 國中一二年

級 

 

主題三： 

科學運動會 

 

1)分6組 

2)以學生小

組自主學習

製作 

3)全年級競

賽驗收成果 

4)所有學生

皆須進行 

1)水火箭 

   讓學生學會作用力與反作 

用力原理的應用 

2)橡皮筋動力車 

讓學生利用彈力為動力,進

行實作應用 

3)飛蛋奇蹟 

讓學生學會利用空氣浮力

及阻力的原理並加以應用 

4)投石機 

讓學生學習利用生活中的

素材及彈力原理，了解古代

科技的發明 

5)迴旋標 

讓學生了解迴力標的原理 

106.05. 國一9班 

280人 

 



6)滑翔翼 

讓學生學會重心與白努力

原理及空氣浮力的關係 

主題四： 

多樣海洋生

物特展教學

活動 

1) 全校公開

展示 

2) 國一配合

生物科教

學進行 

海洋生物標本展示教學活動，

藉由海洋生物標本展示，讓學

生能夠區分海洋生物的分類、

構造，了解海洋生物與人類生

活關係，體認並能尊重、愛護

海洋生態系。 

106.04 國一9班 

280人 

主題五： 

科普專欄 

全校公開展

示 

 

以專欄展示方式，配合教學進

度及資訊新知公開發行展示科

普相關知識。 

105.08~106.07 全校 

 

參、目前研究成果： 

主題一：科學魔法營 

    全校自然領域老師投入大量的備課時間，透過社群討論，不斷排練修正，以趣味化、魔

幻化的方式設計各項實驗操作及演示，全部內容30餘項實驗演示及師生共同參與操作，藉此

強化全體國二學生動手做實驗的興趣，其中包含力學、電學、磁學、化學…，並能觀察與體

驗日常生活中充滿科學原理的現象和產品，提供使用的原理思考。 

  

    自然領域團隊規劃設計趣味又神奇的科學實驗並融入於科學魔法營活動中，並透過分組

實驗教學、難得一見各類液態氣體實物展示及結合魔法般的演示方式，藉以提供學子豐富難

得的科學觀察，進而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別於一般的實驗，有效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

動機，並透過觀察及演示、提問等方式引導學生思考。經學習問卷及心得回饋，可清楚了解

參與的學生反應極度熱烈，呈現的效果是少有的的教學活動能達成的，在全國也是少數。 

 

   本校將此型態之教學活動延伸至國小，不只受本校學生歡迎，國小更是熱烈。北京市北方

交通大學附屬中學到校參訪，參與本校科普教學課程，也深獲好評。 

 

主題二：科學名人傳教學活動 

主題五：科普專欄 

   科學史對國中生的科學教育學習，往往是片段，甚至部分師生並不重視。為改善此現象，

以配合科普閱讀要求學生進行普及式的科學史閱讀，並設置科普專欄，公布時事性、故事性、

創新的科學故事和科學新發現，如 

1) 凱庫勒夢中獲得的啟示的苯環發現  

2) 諾貝爾獎得主的事蹟 

3) 拉塞福與波耳以壓力計測樓高的故事 



及各項的新發現新發明等等，透過公開宣講，漸漸提升褶子對科學史的重視與熱情。 

 

 

 

 

    本校對參與活動學生全面性學習問卷及心得回饋(國二 294人，以百分比統計)，回饋統

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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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分組科學演示實驗教學有利於往後科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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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此分組科學演示實驗教學整體參與感受

 

 
 



 
學生心得反映，為此計畫提供及正向的意見 

    受益良多、眼界大開、希望下次還有機會、愈來愈愛、原來科學可以這樣玩、打破從小

對科學無聊的印象、早已學過的理論為什麼做不出這樣的效果、滿滿收穫………… 

 

肆、目前完成進度 

主題一：科學魔法營 

主題二：科學名人傳教學活動 

主題五：科普專欄 

 

伍、預定完成進度 

主題三：科學運動會---106.05 

主題四：多樣海洋生物特展教學活動----106.04 

 

陸、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感謝貴單位挹注此計畫的活動經費。科學教育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相當重視的教育環

節，臺灣學生參加世界級的科學競賽能有出色的表現，皆與我國長期注入心血有關，然而從

近來的基測學測成績及教學狀況中發現，學生對數理科學習意願低落、學習成效不彰，甚至



學習成效好的學生都不見得喜愛科學。透過此計畫的進行大大提振學生學習熱情。如果能提

供部分經費購置實驗設備，應使此教學活動更加充實有效。 

 

柒、參考資料 

    1)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 

    2)數理化演義上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