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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2 年度推動科學教育實施歷程及成果記錄 

子項計畫標題：1-1-3 科學教育區域重點學校(生活與應用科學一) 

學校名稱：青溪國民小學 

一、實施內容： 

(一) 、主持人：徐衍正校長                        聯絡電話：3347883*210 

 (二) 、團隊成員： 

 工作內容 負責人 

1 計畫總召集人 徐衍正 

2 計畫執行、統籌、工作分配 王雅代 

3 材料採購及核銷事宜 王志宏 

4 講師聘請及聯絡 王雅代、陳建安 

5 活動拍照及整理 黃志豪、洪文惠 

6 場地規劃與布置 吳雅真 

7 成果彙整及呈現 羅靜之 

8 熱血教師群成員 王詩博、李耕輔、邱方歆、黃志豪、邱冠盈 

9 各項事務支援 陳冠伶、梁馨 

（三）、計畫執行地點：桃園區青溪國小 

（四）、參與對象及人數：學生約 30人。 

（五）、補助經費：新臺幣 20萬元整。 

（六）、理念說明與推動方向 

  1.理念說明： 

十二年國教課綱重視並貫徹「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方法。因此，從小培養並扎根科學

素養，了解科學概念、訓練科學方法、培養科學態度，即而能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以理性

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做出評論、判斷及行

動，目前教育的重點。 

    本校肩負推展本市「生活與應用科學」教育的的重點學校，將以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為

基礎，以「生活與應用科學」為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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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並貫徹「探究與實作」的精神與方法，提供學生統

整的學習經驗，並強調跨領域/科目間的整合，引導學生經由探究、閱讀及實作等多元方式，

習得科學探究能力、養成科學態度，以獲得對科學知識內容的理解與應用能力。 

    我們的教育目標，不僅想讓孩子有實際體驗操作的經驗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讓孩子透過

這個過程體驗關懷、探索、想像與創新，同時獲得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力及科學態

度的能力，並且能初步了解科學本質，逐漸成為一個有科學素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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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方向：本科學重點學校推動架構圖如下： 

 

 

 

 

 

 

 

 

 

 

 

 

（七）、辦理方式及工作時程： 

 本計劃為實現本校以「生活與應用科學」為中心的區域科學教育重點學校目標，特別以

自然科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相關教材內容要項為主，結合社群教師

一起進行共備規劃課程，務期能夠專業發展、永續經營。因此，建置硬體及相關設備，

營造生活與應用科學良好學習環境，教師教學培力、學生學習活動同時進行，並成果彙

整分享經驗。相關推展策略及項目分述於下： 

 

1. 建置良好「生活與應用科學」學習環境 

項次 細項 辦理內容 規劃時程 備註 

1 充實設備 

採購配合中年級部定課程及高年級校訂課

程-「創造力」探究實作相關設備。 
「生活中的科學-電器有問題」 
1、中年級：四年級「好玩的電路」單元探

索其中的科學原理：生活中的電器中，

因具有小馬達，在通電後能進行功能的

使用。如：電話、電風扇、吸塵器配合

學生動手做的過程發現問題，並進一步

進行提問和探究。 
2、高年級：配合「電與磁」單元，可以知

道馬達的原理是電磁鐵。 
3、中年級：三年級「溫度變化對物質的影

響」單元，知道生活中有些電器運作時

是可以進行加熱的。如：吹風機、微波

爐、配合物理和化學反應中，也會伴隨

溫度的變化，使學生發現問題，探究問

題並進行動手做來解決問題。 
4、高年級：配合「熱對物質的影響」單

元，可以知道熱漲冷縮、熱空氣上升與

冷空氣下降。 

112.03- 

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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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生態植物園以

及提供課程素材 

1、進行相關酸鹼原理介紹。 
2、認識學校的多元植栽、植物的構造，並

藉由自身體驗「開心農場」，打造學生

快樂學習並於收成後，可應用於高年級

「水溶液酸鹼指示劑」的課程中。 
3、搭配平板加行動顯微，可以進行微觀拍

攝，看見微小的力量。讓學生能自主探

索不同的觀察角度。 

112.03- 

112.05 
 

 

2. 辦理教師與學生之生活與應用科學教育活動 

項

次 

項

目 
辦理內容 對象 規劃時程 備註 

1 

教

師

研

習 

認識校園植物及植栽小技巧 社群教師 
112.4.19(三) 

13:00-17:00 
李耕輔 

邱方歆 

辦理生活中的科學教師共備研習 社群教師 
112.5.3(三) 

13:00-17:00 
王秋雯 

食農教育桌遊+科學遊戲(熱和電) 社群教師 
112.6.7(三) 

13:00-17:00 

王詩博 

邱冠盈 

2 

學

生

活

動 

科學闖關嘉年華 全校師生 

112.03- 

112.12 

 

兒童科學營（探索營隊） 3.4年級學生 
內聘講師及助教 6

場共計 18 小時 

推展學生利用資訊進行閱讀植物種類 3.4年級學生 
內聘講師及助教 2

場共計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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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彙整分享經驗 

(1)成果彙整及上傳本市科學教育平台 

(2)科學教育嘉年華展覽與闖關活動 

 

(八)、實施期程： 

工作項目 
期          程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建立工作團隊           

2.子計畫送府核辦           

3.課程設計及規劃           

4.進行教師研習及學生社團           

5.定期檢討與調整           

6.成果彙整發表           

7.經費核銷           

8.總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畫           

 

 

項次 主題 活動內容 堂數 對象 規劃時程 備註 

1 
植物微觀的世

界(第一場) 

進行微觀拍攝，看見微小的力

量。讓學生能自主探索不同的觀

察角度 

1 
3.4 年級 

學生 

112.05.13(六) 

9:00-12:00 

黃志豪老師 

王詩博老師 

2 

開心農場+ 

酸鹼指示劑 

(第一場) 

藉由自身體驗「開心農場」，

打造學生快樂學習並於收成

後，可應用於高年級「水溶液

酸鹼指示劑」的課程中 

1 
3.4 年級 

學生 

112.05.20(六) 

9:00-12:00 

李耕輔老師 

邱方歆老師 

3 
植物微觀的世

界(第二場) 

進行微觀拍攝，看見微小的力

量。讓學生能自主探索不同的觀

察角度 
1 

3.4 年級 

學生 

112.05.27(六) 

9:00-12:00 

黃志豪老師 

李耕輔老師 

4 電路遊戲 

從遊戲中訓練，了解基本的電路

的設計， 得知電是如何運作傳

送的。發揮你的創意，設計不同

的電路形態 

1 
3.4 年級 

學生 

112.07.03(一) 

9:00-12:00 

王詩博老師 

邱冠盈老師 

5 認識校園植物 
認識學校的多元植栽、植物的構

造 
1 

3.4 年級 

學生 

112.07.04(二) 

9:00-12:00 

李耕輔老師 

邱方歆老師 

6 食農教育桌遊 
利用桌遊課程設計讓學生更容

易認識植栽 
1 

3.4 年級 

學生 

112.07.05(三) 

9:00-12:00 

王詩博老師 

邱冠盈老師 

7 

開心農場+ 

酸鹼指示劑 

(第二場) 

藉由自身體驗「開心農場」，打

造學生快樂學習並於收成後，可

應用於高年級「水溶液酸鹼指示

劑」的課程中 

1 
3.4 年級 

學生 

112.07.06(四) 

9:00-12:00 

李耕輔老師 

邱方歆老師 

8 熱的遊戲 
利用電器操作知道熱漲冷縮、熱

空氣上升與冷空氣下降 
1 

3.4 年級 

學生 

112.07.07(一) 

9:00-12:00 

王詩博老師 

邱冠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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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目標： 

一、配合十二年國教政策之課程精神，協助教師轉化教學思維，活化教學熱能。 

二、由團隊相互激盪、協力實作，開發創客教學示例以資運用。 

三、辦理創客講座實作研習，分享創客教學推廣模式，增進資訊融入教學。 

四、協助教師創客教學概念，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五、協助學校建置創客教與學空間，活化教室利用，營造校園創客氛圍。 

 

三、達成效益評估： 

項次 計畫目標 達成效益 量化成果 學校自評 

1 

發展具有科學原理的

生科課程，讓教師及學

生能應用媒材、融會貫

通。 

課程內容提供教師

及學生學習動機，並

滿意課程內容 

1.參與課程約達 400

人次以上。 

2.提升教師科學知能及

學生探究能力。 。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2 

應用實作教學，提升教

師與學生的科學創造

力與教師設計課程能

力。 

無論教師或學生皆

能透過課程主動參

與應用 

1.活動課程能引發教

師內在動機，引導構

思多元教學的可能

性。 

2.結合現階段社群共

備，引導發展具有科

學、科技、藝文色彩的

校訂課程。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3 

提供各伙伴學校相關

環境建置、課程經驗及

媒體設備。 

能有多所社群學校

參與 

結合校內外不同領域

教師形構具有特色的

教育團隊。 

□成果卓著 

□達成目標 

□符合 

■待加強 

四、檢討建議、展望： 

（一） 第一年(112年度)透過公開徵求或邀請方式，成立本校鄰近伙伴學校共計 5所學校，

一同探索、建構科學教育發展方向，並透過教師社群研習活動，進而回到教學現場規

劃推展以「科展」為核心方向的課程方案與教學，並於適當時間進行分享與發表，以

促進學校間之螺旋性成長。 

（二） 第一年(112年度)起辦理教師社群研習活動，報名情形雖然不夠踴躍，但是仍然得到

鄰近學校自然老師的迴響，建議由教育局端統一公告研習日期及時間，持續辦理，並

採 google 表單報名，大幅簡化報名程序，提升報名效率。 

（三） 第一年(112年度)起辦理學生研究社團活動，以本校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首先先以

初審方式審查 3~4年級學生先備能力，再透過複選面試方式了解學生性向及意圖，進

而選拔出真正願意參與活動的青溪科學家。 

（四） 由於「科展」的課程規劃往往過於臨時與急促，以致擔任自然教學的老師們會措手

不及，以急就章方式參加科展，學生的能力培養時間不足，透過教師社群的討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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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至少 2-3年的時間調整課程內容。 

（五） 第一年辦理青溪科學家的學生社團活動，發現學生參與踴躍，參與度高，希望持續

培養學生的科學教育素養及學習實作探究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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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歷程記錄（含活動照片）：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植物微觀的世界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植物微觀的世界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生活中的科學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生活中的科學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熱的遊戲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熱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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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歷程記錄（含活動照片）：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開心農場+酸鹼指示劑 

(第 1場) 

說明：學生研究社團~開心農場+酸鹼指示劑 

(第 2場) 

  

說明：教師社群研習~食農教育桌遊+科學遊戲

(熱和電) 

說明：教師社群研習~食農教育桌遊+科學遊戲

(熱和電) 

  

說明：教師社群研習~科學教育素養研討 說明：教師社群研習~科學教育素養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