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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46 

計畫名稱：玩轉科學：結合閱讀與實作的科普學習 

主持人：郝靜宜校長 

執行單位：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壹、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 計畫目的 

1. 學生方面：

․ 激發科學興趣：透過有趣的實驗和互動活動，以及使用不同閱讀

策略搭配前人研究創作，激發參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

促進他們積極參與科學學習。 

․ 提升科學素養：透過實驗和探索，增強學生對科學的知識和理解，

提升學生的科學知識、思維方式和實踐能力，並培養跨學科的科

學論理，從而更好地應對現實世界中的科學問題。 

․ 提升閱讀理解能力：透過閱讀科學文獻，期許學生習得有效解讀

和理解科學文本的方法，提高閱讀能力和文本分析能力。 

․ 培養批判性思維：訓練學生對科學資訊進行批判性思考，幫助他

們辨別真偽、分辨推論和證據，以及鑑別科學討論中的邏輯謬誤。 

․ 培養創新能力：藉由自主探究和實驗設計，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鼓勵他們在科學領域中勇於探索和創新。 

․ 提升表達能力：透過學術寫作任務，如撰寫文獻摘要、評論文章

等，幫助學生提升學術表達能力，培養準確、清晰和具說服力的

表達能力。 

․ 培育推廣科學能力：提供一個學習和交流的平台，讓學生可以互

相分享自己的發現和經驗，促進校內科學交流及合作。 

2. 教師方面：

․ 提升科學素養：藉由辦理科學課程共備與引進外部資源，提升本

校參與教師科學領域科目教學知能。 

․ 構築教師社群：為搭配數理實驗班特色課程，藉由本計畫建構科



學領域特色課程教師共備社群，打造教師跨域科目共備模組。 

3. 學校方面：

․ 開設科學特色課程：期許藉由本計畫資源挹注，開展本校科學領

域特色課程，並逐步自數理實驗班推展至全校師生參與，形塑本

校科學教育風氣。 

․ 打造科學共好社區：透過科學閱讀、動手玩科學所搭配之科學懶

人包、科學擺攤及科學行動方案宣講等活動，不僅讓參與計畫師

生發表成果展現所學，更將課程所重視之科學倫理、科普態度、

科學素養等精神以本校為中心推展至社區，擴大影響層面。 

二、計畫內容 

1. 本計畫旨在透過「動手玩科學」與「科學閱讀」兩門課程的整合，系

統性地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與探究能力。課程設計涵蓋實作與閱讀兩

大核心，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解決、資料分析及批判性思維的能

力，進而培育具備創新精神的科學人才。

2. 動手玩科學

․ 課程內容：以實驗設計與操作為核心，學生學習變因設定、數據

收集與分析等實驗方法，並自由發想科學題目進行實作，最終完

成實驗報告。 

․ 培育重點：強調從做中學，讓學生在實驗操作中理解科學概念，

並建立邏輯推理與團隊合作能力。 

․ 成果延續：作為未來小論文、專題研究及科展的基礎。 

3. 科學閱讀

․ 課程內容：採用 ORID對話法與系統性思考方法，引導學生分組

閱讀科學書籍（如《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所羅門王

的指環》等），並使用 Canva與 Padlet等工具彙整、分享討論成果。 

․ 培育重點：聚焦於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資訊整合及公開表達

能力，並促進科學議題的深入探討。 

․ 成果延續：參與科學閱讀相關活動，並舉辦簡報發表，展現學生

學習成效。 

4. 計畫特色

․ 雙軌融合：將實作與閱讀結合，讓學生從實驗操作中理解科學，

從閱讀中深化知識框架，形成相輔相成的學習模式。 

․ 創新教學方法：結合數位工具與多元活動，提升課程趣味性與互

動性，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動探索與實踐。 



․ 持續性與拓展性：本計畫不僅聚焦於課堂學習，還致力於培養學

生參與科學研究與科普活動的長期能力，為未來進一步的學術發

展奠定基礎。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 

1. 互動式學習：互動式學習：採用互動式的學習方法，搭配趣味性強且

有教育價值的實驗、遊戲、小組討論等，讓學生積極參與並動手操作，

使學生能夠透過自己的實踐更清楚地理解科學知識。

2. ORID與系統式思考法：使用系統思考法搭配系統圖等方法，協助學

生克服盲點，面對問題時能宏觀地進行見樹又見林的整體思考，並兼

顧思考、表達與行動三個解決問題的層面。ORID焦點討論法則以客

觀、事實(Objective)-感受、反應(Reflective)-意義、價值、經驗

(Interpretive)-決定、行動(Decisional)的歷程，引導學生在集體思考的過

程中聚焦，以兼顧認知、情意、技能的方式，激發學生從認識問題、

理解問題、感受問題到擬定行動方案，化想法為行動。

3. 合作學習：採取異質性分組，藉由鼓勵學生在小組中合作，共同解決

問題和完成任務，促進他們的團隊合作能力、表達能力及溝通能力。

4. 自主探究：給予學生一定的自主空間，讓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興趣和

能力自主進行探究和實驗，激發其創造力和主動性。

二、步驟 

1. 計劃擬訂：由參與計畫的教學與行政團隊進行共備，確定課程計劃的

整體目標、教學活動內容和時間安排，包括科普閱讀與科學擺攤活動

的主題、搭配的實驗內容、參與人員等，並盤點校內及需引進的社區

資源，為實際執行作準備。

2. 資源準備：延續前一階段，就參與教學活動人員課務安排、活動所需

場地及相關設備、科學閱讀文本教材、小組討論互動所需文具用品及

電子載具、科學擺攤所需實驗器材及材料等進行系列準備。

3. 活動執行：按照計劃進行活動，包括介紹活動主題、引入閱讀策略及

科學理論、進行文本閱讀及科學知識理解、分組進行文本分析及科學

實驗、產出成果(如科學懶人包、實驗報告及小論文)等，並於活動過

程中基於學生學習情況、課程進度與客觀環境等因素進行滾動式修正。

4. 反思和評估：活動結束後，就課程進行歷程與各活動實際執行情況進

行反思和評估，透過學生反饋、參與活動之家長及社區民眾回饋、實



際參與計畫之教學與行政端人員反思，檢視課程活動成果，發現問題、

提出改進建議，並實施系統化紀錄以作未來傳承與持續發展課程活動

之用。 

5. 結果分享：藉由參與相關競賽(SMARTReading科普閱讀力大賽、遠哲

科學趣味競賽、中小學科學展覽、中小學小論文比賽等)以及辦理科學

擺攤、行動方案宣講等活動，將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本校辦理活動之成

果分享給全校師生及社會大眾。

參、目前研究結果： 

一、動手玩科學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學生從做中學習與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為核心目標，旨在

讓學生透過實驗過程深入理解科學原理，並發展批判性思維及研

究能力。本課程已於本學期進行初步實施，取得良好成效。課程

設計包括理論學習、自由探究、實驗設計與操作，最終產出完整

的實驗報告作為成果。 
課程實施

流程 
1. 實驗基礎概念教學

由教師向學生講解實驗設計的基本概念，包括：

․ 操作變因、控制變因、應變變因
․ 實驗記錄書寫原則
並介紹相關的實驗器材及其使用方法，為學生自由發想實驗

題目奠定基礎。

2. 學生自由發想與題目確立

在熟悉實驗基礎後，學生以小組形式自由發想實驗題目，探

索自身感興趣的科學問題，增強主動學習的動力。

3. 實驗設計與操作

各組撰寫第一階段實驗設計報告，包括研究背景、假設、操

作步驟及變因設定，並經與教師討論修正後進行實驗操作。

實驗過程中，學生面臨問題時，需進行調整與改進，展現問

題解決能力。

4. 實驗報告產出

學期末，各組完成實驗報告，內容涵蓋實驗結果、數據分

析、結論及反思。報告提交後進行課堂分享，讓學生相互學

習。

研究成果

與觀察 
1. 學生能力提升

․ 實驗設計與操作能力：學生能有效設計實驗並靈活使用
器材，顯示科學實作能力的提升。 

․ 獨立思考與團隊合作：學生在自由發想題目與解決實驗
問題的過程中，展現較強的自主性與合作能力。 

2. 學習態度的改變

本課程激發了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與好奇心，學生普遍反映自



由探索的學習模式更具吸引力。 
3. 成果品質

初次實施的實驗報告顯示，學生對科學研究的框架理解逐步

加深，部分報告內容具有進一步發展為小論文、專題或科展

作品的潛力。

二、科學閱讀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透過 ORID對話法與系統性思考方法，引導學生在集
體閱讀與討論過程中不僅能宏觀地進行整體思考，並兼顧思考、

表達與行動三個解決問題的層面，亦能聚焦主題，以兼顧情意、

認知、技能的方式，激發學生化想法為行動。本學期初步實施，

以讀書會形式進行分組討論，並結合數位工具分享成果，逐步提

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及科學素養。 
課程實施

流程 
1. 課程設計調整

․ 初始構想：以議題融入方式帶領學生閱讀單篇科普文
章，聚焦當前科學話題。 

․ 實際實施：因本校與天下文化合作，選用教材《AI世
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法則》，以讀書會模式進行分組深

度閱讀與討論。 
2. 數位工具的應用

․ 使用 Canva 製作視覺化報告，幫助學生組織與展示閱讀
成果。 

․ 利用 Padlet 彙整每次討論重點，促進組間的交流與相互
學習。 

3. 閱讀與討論流程

․ 學生分組閱讀書籍指定章節，進行資料蒐集與批判性分
析。 

․ 透過 ORID（客觀-反應-解釋-決策）方法進行系統性討
論，深度理解書籍內容並形成獨立見解。 

研究成果

與觀察 
1. 學生能力提升

․ 批判性思考：學生在討論中逐步掌握系統化分析的技
能，能提出深刻的問題並提出多元視角的解釋。 

․ 表達與溝通：通過使用 Canva與 Padlet，學生提升了視
覺化表達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 

․ 行動轉化：學生將討論成果應用於科學議題分析，展現
將閱讀轉化為實際行動的潛力。 

․ 學習遷移：學生將分析文本與製作簡報的技巧與能力應
用在其他學科，有效提升學習效能與表現。 

2. 課程成效評估

․ 學生反映讀書會模式有助於理解較複雜的科學概念，並
能透過團體討論加深印象。 

․ 結合數位工具的學習形式，增加了課程的趣味性與參與



度。 

肆、目前完成進度及預定完成進度：

動手玩科學 

完成進度 
․ 各組完成實驗設計 
․ 各組與教師討論修正實驗設計並確立題目 
․ 各組依據實驗設計進行操作與撰寫實驗記錄 

預定進度 

․ 各組完成實驗報告與學習歷程檔案 
․ 下學期預定就本學期研究進行更深化的探討或
延伸活動 

․ 下學期預定辦理科學教育講座及科學擺攤，讓
學生展現學習成果 

科學閱讀 

完成進度 
․ 各組合作完成教材《AI世界的底層邏輯與生存
法則》閱讀與簡報 

預定進度 

․ 下學期預定閱讀《所羅門王的指環》、《連
結》、《自私的基因》等書籍，加深加廣閱讀範

疇 
․ 下學期預定辦理課程簡報發表活動，鍛鍊學生
公開表達與科學論述能力 

․ 預計結合台積電科普閱讀活動、遠哲科學活動
等，讓學生參與更廣泛的閱讀交流與實踐機會 

伍、建議與討論：(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 動手玩科學：授課教師表示課程整體大致運行順利，就連原本預期可能遭

遇困難的各組實驗發想階段，也因學生展現高度好奇心與對實驗的熱情而

順利進行。 

․ 科學閱讀：授課教師表示因選用教材改變的關係，課程整體運作比預想更

加順暢，學生系統思考表現也比預期更好，唯一曾遭遇小困難為學生對行

動載具(iPad)基本操作尚不熟悉之時需耗費額外時間教導，但花費2節課左

右時間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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