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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及內容： 

本研究為研究者試圖整合自學與實作，跨越每週有限之科學課程，研發適

合本校學童的科學探究手冊，能夠呼應素養導向教學精神，讓學童在課餘時間

能主動進行自然科的學習，延伸為一隱形的第四節自然課。計畫目的如下： 

一、研發一套兼具自學與課程補充之自然科學習手冊，搭配自然課程實施，

落實自然科素養導向教學。 

二、研發以概念為本的探究實作教學策略，各單元以核心問題貫穿學習主軸，

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啟發學童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三、研發本校線上與實體兼顧的探究教學模式，善用數位學習平台與多媒體

效益，創造出每週的第四堂自然課，豐富本校學童的科學學習資源。 

本手冊涵蓋「課前預習單」、「因材網自學任務說明」、「線上補充影片(含教

師錄製與現成影片連結)」、「生活科學探究」、「科學補充文章(線上與紙本)」等

內容。生活探究取材自澎湖地區的生活素材，邀請專家擔任計畫輔導教授，指

導編製探究歷程引導單。手冊架構如下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由研究者召集校內自然老師進行課程內容的研討，

並徵詢縣內外的專家討論。本計畫首年採用每一單元發放小本方式，針對六年

級學生實施，手冊搭配實施內容包括線上學習平台引導自學→自然課實作引導

→線上討論互動→單元主題跨科探究→研究成果展現與發表。研究者為檢試計

畫執行成效，編製單元知識前後測巻以獲得學習成效訊息。對於學期初及學期

末各進行一次科學態度問卷，觀察科學態度改變情形。 

二、本研究步驟依各單元可分為以下工作： 

1.單元概念分析：社群討論並擬定出單元主概念，設定核心問題（essen-

tial questions），與跨領域主題。 

2.界定線上自學及實體課程內容：列出可以利用網路學習平台引導學生自學

的素材，以及課程中可以引導操作的課程內容，組合成與課程連貫性的教

材。最後再找尋適當的延伸自學教材，以問題引導學生深入探究。 



3.設計延伸科學實作及生活科學主題探究：精鍊既有的科學實作教學，邀請

學者以視訊或入校輔導，編製科學實作學習引導教案及教材。嘗試研發澎

湖在地素材之跨領域學習專題。 

4.資料蒐集與分析：每一單元實施前，應用因材網知識結構測驗進行前測。

實施後再實施後測，分析測驗結果。並針對學童於手冊上的書寫內容進行

質化分析，以探討學童在知識習得的歷程。另於學期初、學期末各實施科

學態度量表，分析科學行為的改變。 

5.手冊內容修正：單元實施完畢，視學童學習成果進行手冊內容修正，並整

理各單元學習素材，出版成冊。 

參、目前研究結果： 

一、手冊架構確定：根據研討結果，將自然科自學探究手冊每單元自學分為

以下階段： 

1.「因材網自學」：搭配自學單，由學生利用在家或早自習時間查閱課本與

因材網影片／課程包方式完成自學單。 

2.單元輔助學習實作：設計單元相關科學實作，實作材料以生活簡便取得

為原則，且富操作的變化性為主。利用一節自然課進行製作與操作，再

由學生返家針對實作變項進行操作與觀察，刺激單元知識整合運用。 

3.蒐集單元補充影片，放置於因材網課程包，供學生自學補充使用。 

4.每單元訂出一個核心問題與跨領域探究主題活動。 

二、設計教學實施策略 

1.課堂一般教學：界定自然課上課內容為實作與討論，儘量不播放電子書

補充影片，改以線上提供，請學生自行觀看，並提問與討論。課本教材

所出現的實作，以引導式探究為主，旨在符合實驗之學習目標並完成習

作。 

2.課堂補充實作：利用一節課帶領學生完成實作，介紹實作作品在進階探

究的延伸操作，交由學生自主探究。教師並錄製影片引導學生進行探

究，藉由實作單的填寫以深化該單元的核心概念。 

3.線上討論與補充：以學習平台（目前暫訂為因材網）的討論區，帶領學

生進行討論，並公開範例。 



4.教師錄製跨領域探究主題說明，鼓勵學生於假日進行探究，並藉由數位

工具記錄探究歷程。教師於每週自然課，撥出10分鐘討論全體學生探究

成果。 

三、著手進行教學實踐 

1.彙編六上第1~4單元之實作內容與學習單，規劃實作教學。 

2.列出補充影片之引導問題，上載於線上學習平台，並請學生利用早自修

時間完成自學。 

3.蒐集各單元補充閱讀文本，進行文本分析。 

肆、目前完成進度： 

一、完成上學期4個單元概念分析，每單元擬定出一個核心問題與跨領域探究

主題。 

二、設計4個單元的線上自學課程，以因材網為主要學習平台，將學習任務派

發於課程包，資料放置處為 google classroom 及 padlet。 

三、設計4個實作作品，另外跟綜合活動協同製作完成。錄製引導影片，並請

學生回家完成自主探究，再於自然課中進行討論。 

四、搭配因材網縱貫診斷測驗功能，將3個單元與實作相關的重點能力指標進

行診斷，確定學習遷移效果。 

伍、預定完成進度：（2024年1月~6月）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六下第1~3單元概念分析        
各單元實作作品設計        
實作引導影片錄製        
教學策略實施        
分析學生學習歷程        
因材網縱貫診斷測驗        
科學態度問卷與學生回饋蒐集        
產出成果報告        
        

 

陸、建議與討論：(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時間限制：計畫通過並核定後，同時要編製教材並進行教學驗證，對於

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尚無系統性方法，僅能由學習單及課堂實作照片來



檢證教學成效。對於教學策略的改進，僅以研究者反思文字來呈現。 

二、科學實作素材效度：經過操作，研究者認為導入輔助學習須具備1.變項

操作延伸性；2.製作簡便性；3.單元概念整合性。現階段自然各單元整合

許多跨科概念／學習內容，要找到一個整合該單元概念的實作並不容

易，因此，本研究所設計的科學實作，僅能由研究者主觀決定，以單元

最核心的概念為主。 

三、成效驗證：線上平台對於知識建構的評量題庫相關豐富，可以從科技化

評量來輔助探知，惟解決問題的成效，就必須設計 PBL情境來觀察學童

是否能轉換知識成為生活素養，本研究僅設計每單元一微型跨科探究，

實施一個學期以來，尚未有效檢核素養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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