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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學習的方法，應當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為起點，引

導其從既有經驗出發，進行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

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論證溝通能力（教育部，2018。頁，1）。 

  從上述十二年國教的自然領域課程綱要的描述，可以了解科學學習應從學生對事

物現象所產生的好奇心出發，藉此引發其自主的學習與主動探索的可能，重視並貫徹

「探究與實作」能力的培養。因為學生透過課室中的探究活動，能體驗類似科學家的

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歷程，從發現問題、提出假說到設計實驗乃至數據分析、資料

詮釋到提出解釋等一連串的探究歷程，來發展其建構科學知識的方法與解決真實情境

問題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探討高中學生之正式與非正式科學學習經驗，如何影響學生對於科

學探究的好奇心、實驗投入以及學生的探究實作能力。為了驗證所提之理論模型，本

研究針對北北基地區之 1,090 名 11 年級學生進行調查，施測工具包含背景問卷以及多

媒體導向探究能力評量試題。 

 

圖 1、好奇心驅動探究實作能力之影響模式 

  如圖 1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1）學習經驗無論正式與否需要透過好奇心的中介

來增強高中階段學生投入相關課程的意願；（2）在好奇心驅使下，高中階段學生在探

究相關實驗的投入會被提升，進而促進探究能力的表現；（3）非正式科學學習經驗（如：

觀看科普節目與書籍）須透過好奇心的連結與驅動下，才會影響探究能力的表現。也



就是說透過好奇心的連結與驅動非正式科學學習經驗才會有機會成為有意義的學習。 

  因此，基於上述之研究成果，本研究對於高中階段探究與實作教學所提出的建議

如下： 

一、 觸發學生的好奇心是課室內外科學學習的第一步 

  科學教師在推動探究相關的課程與活動時，有效的運用正式學習與學生日常的非

正式學習的經驗，使兩種經驗相互輔助來加強學生探究相關的好奇心及其隨之的投入

意願，以達到促進科學學習之效。 

  雖然過去文獻有強調正式與非正式學習經驗對學生科學學習的重要性。但並未同

時針對兩種經驗對學生的科學學習成效，尤其是探究學習的結果進行實徵上的探討。

本論文之研究結果不僅驗證也提供實徵上證據去支持，學生的正式與非正式科學學習

經驗對科學學習之貢獻是同等重要的。當這些科學學習經驗（尤其是來自學生日常生

活的經驗）能夠提供更多探究活動相關的實作與經驗時，學生興趣導向的好奇心會被

喚起，進而開始更加積極的參與探究相關的活動。從這個關係來看就整體科學教育的

社群而言，營造符應探究相關情境的學習經驗，或許可以有效的避免學生對科學的興

趣低落，或隨年齡衰退的狀態。 

二、善用探究學習過程中好奇心的驅動力 

  十二年國教所推動之探究與實作課程的精神即強調透過跨領域的主題，讓學生從

生活經驗中依其對事物現象的好奇心去發掘問題、進行探索以解決問題（教育部，

2018）。而在探究能力發展模式中，好奇心驅動的科學學習則可以說明，當學生對類似

探究的歷程的實驗活動感到好奇，具有想要知道其背後成因的欲望時，可能會幫助他

們探究能力的發展。尤其是，學生的此種求知欲望越高時，他們會展現出越高的頻率

去投入於探究實作課程中的探究活動，並獲得較好的學習成果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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