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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總綱之「自發」、「互動」、「素養」與自然課綱之「探究與實作」核心概念。

2. 採用「設計取向研究法」(Design based research approach)，透過反覆試教和深入討論研擬出教材、教學、

評估之設計原則 (design principles)，再依設計原則試編「熱傳播」單元，並進行試教與學生能力評估。

3. 教科書的設計加入探究方法的說明、科學閱讀、戶外學習。

4. 教學設計強調「結構式探究」、「引導式探究」、「開放式探究」和分組協同學習。

5. 增加多元形成性評量：運用概念圖、科學報告、小小研討會等等。

1. 教學單元於2016/5/17~2016/6/3三周進行試教，由桃園縣仁善國民小學陳靜宜老師於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時間

教學，共12節課再加上一天戶外教學與評估。

2. 研究團隊在每次教學前討論教學重點和觀課重點，教學中全程雙機錄影錄音，每次教學後討論和檢討，並收集

學生筆記和作業做形成性評估。觀課和討論者包括協同研發人員和兩位首次參加本研究的自然科學教師。

1. 研發過程耗時，資料分析複雜。

2. 探究教學方法與教師以往的教學有相當大的差異，教師培訓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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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與實作

本研究以探究與實作來呼應課程總綱的自發、互動和素養取向，試教過程時有以下發現。

(1)教師進行結構式探究和引導式探究時，放手給學生觀察和討論，來促進學生應用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究技能，

讓他們整理和解決疑惑，不只學到科學知識，更進一步建構自己的概念和理解。這是科學素養的培養。

(2)教學時不強調學生的「標準答案」，教學重點放在引出學生的已知、興趣、經驗和意見。學生在全班

討論和分組操作時自由發表意見，課堂的發言比例，學生言談多於教師言談。

(3)教師減少「教」，學生能獨立運用課文說明來增進科學理解，是自發性學習的好練習。

(4)儘管教師沒有「教」，學生對熱傳播的概念都有顯著的增長，這一點可從前後畫的單元概念圖了解。

2.連結與統整

我們發現學生做了幾種連結。

(1)連結已知和新知，也解除了一些迷思和誤解。重要的是新的理解來自討論與反思，而不是答案的修正。

(2)從概念圖中看到學生把單元的各探究活動連結起來。

(3)學生能獨立的連結課文中「讀一讀」的內容和所觀察到的現象，但是大部分學生必須透過意見交換才能整理

出自己的見解，並獲得科學的「大概念」。這應是國中的教學重點。

(4)透過小組合作和參觀前交代的聚焦任務，學生能夠連結學校中的探究成果和戶外教學所注意到的生活現象，

這是戶外教學須經營的。

(5)參觀後的「迷你研討會」亦有統整、解釋和延續探究的作用。

二、學生課本單元組織的設計原則 三、「熱傳播」單元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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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圖(後測)概念圖(前測)

課堂實驗

參觀磚窯廠 迷你研討會
學生自然筆記

六、研發困難及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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