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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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國小科學基本能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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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善慧、黃志豪、藍凱威 

9 各項事務支援 陳冠伶、郭劭晟 

（三）、計畫執行地點：社群學校：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

學、桃園市大園區大園國民小學、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 

（四）、參與對象及人數：各校選派六年級學生一隊四名參加分區競賽，各校均須報名初賽 

（五）、補助經費：新臺幣 44萬 6仟元整。 

（六）、理念說明與推動方向 

  1.理念說明： 

(1)理念說明：科學基本能力競賽強調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讓孩子運用背景知識、生活經驗，

以嘗試錯誤、團隊合作、動手操作為歷程，相互溝通、持續精緻改良與實驗驗證，最後歸納統

整，以培養孩子們的創造力。 

(2)推動方向:「創造力」是問題解決的關鍵能力之一。「問題解決能力」需必備三種思考能

力：創造思考力、批判思考力與推理思考力，本計畫透過學童問題解決歷程培養科學的創造

力，在評測工具設計上，可由學童對問題思考所表現之創造性、批判性與推理性三種方式之

思考來評估學童之問題解決能力及其中之科學創造力。 

  

2.推動方向：本科學重點學校推動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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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方式及工作時程： 

一、競賽日期 (時間隨實際情形作調整)： 

（一）初賽：日期：1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13：00 至 16：00。 

     地點：依班級規模分四區同時舉行。 

（二）決賽：日期：11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 13：00 至 16：00。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 

二、報名： 

（一）各校選派六年級學生一隊四名參加分區競賽，各校均須報名初賽。 

請於 112 年 10 月 2 至 10 月 13 日 限內，敬請逕行上網填報各校參賽資料

【各校指導老師限報一人，學生限報四人】，逾期恕不受理。（偏遠學校若人數

不足時，得由五年級學生遞補。） 

報名網址： http://science.csps.tyc.edu.tw/science2/  

※【參賽學校請務必於網路報名成功後，同時列印准考證（務必黏貼參賽學生照

片），並交由參賽學生於參加競賽(初賽及決賽)時攜入競試會場核對，未攜帶

准考證之學生恕不接受參與競賽活動】 

（二）各分區承辦學校從初賽中選取優勝學校參加市級決賽，並於 10 月 27 日(五)前

將優勝名單造冊傳真至青溪國小，並將電子檔傳送王雅代主任

day1228@csps.tyc.edu.tw（本案聯絡人：青溪國小王主任 3347883#210）。 

    三、競賽方式及內容 

（一）競賽科別：自然科學。 

（二）競賽組別：國小組 

1.全市國小依普通班班級數區分牛頓組（25 班以上）、伽利略組（24 班以下）。 

2.參賽隊伍： 

（1）各校先透過校內競賽方式擇優參加分區初賽。 

（2）各校代表隊伍參加全市四大分區之初賽（各分區名單見附表一）。 

（3）由四大分區初賽隊伍中擇優參加市內決賽。 

http://science.csps.tyc.edu.tw/science2/
mailto:%E4%B8%A6%E5%B0%87%E9%9B%BB%E5%AD%90%E6%AA%94%E5%82%B3%E9%80%81%E7%8E%8B%E9%9B%85%E4%BB%A3%E4%B8%BB%E4%BB%BBday1228@csps.tyc.edu.tw
mailto:%E4%B8%A6%E5%B0%87%E9%9B%BB%E5%AD%90%E6%AA%94%E5%82%B3%E9%80%81%E7%8E%8B%E9%9B%85%E4%BB%A3%E4%B8%BB%E4%BB%BBday1228@csp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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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內容： 

1.以自然學科為競賽內容。 

2.內容以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並得包含相關基礎科學之觀察、紀錄，或實驗之

設計、操作。 

（四）命題方法：由承辦學校商請教授或評審委員事先命題，當天公布。 

（五）競賽方式： 

1.採現場公布題目方式，分組進行。參賽者於規定時間內設計及進行實驗，並提

出書面報告，報告內容包括問題、假設(達成解決問題構想)、實驗設計說明、

實驗過程、實驗記錄、資料分析、結果討論、結論等。 

2.當日競賽，參與競賽學生只需攜帶准考證即可，競賽相關文具由大會提供，手

機等通訊設備請勿攜入競賽會場。 

（六）競賽程序：如附表二。 

四、評審： 

（一）評審委員： 

1.初賽：各分區聘請具相關專長知能之公正人士擔任評審委員。 

2.決賽：聘請具相關專長知能之公正人士擔任評審委員。 

（二）評審標準： 

1.實驗操作(50%)，包括：基本操作、過程技能、創造性、實驗態度。 

2.實驗報告(50%)，包括：實驗假設、實驗設計、實驗記錄、結論分析、正確性、

創造性。 

五、獎勵辦法： 

（一）初賽：優勝隊伍學生由就讀學校自行給獎。 

（二）決賽：分優勝獎及指導獎兩種。 

1.優勝獎： 

（1）金牌獎每隊給獎盃一座、每生金牌一面及獎狀乙紙。（每組各取二名）。 

（2）銀牌獎每隊給獎盃一座、每生銀牌一面及獎狀乙紙。（每組各取二名）。 

（3）銅牌獎每隊給獎盃一座、每生銅牌一面及獎狀乙紙。（每組各取二名）。 

2.指導獎： 

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獲優勝獎學生之指導教師(限一

人)，金牌獎給予嘉獎二次，銀牌獎給予嘉獎一次，銅牌獎給予獎狀乙紙，由承辦學校提

報名單，由市府發佈敘獎。 

六、頒獎日期：優勝學校獎盃及得獎學生獎牌，於112年度科學教育嘉年華活動當天頒發。 

(八)、實施期程： 

工作項目 

期 程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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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工作團隊            

2.子計畫送府核辦            

3.全市發文及宣傳            

4.辦理競賽             

5.成果彙整及經費核銷            

6.總檢討與修訂明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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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試題，讓教師及學

生能應用媒材、融會貫

通。 

試題內容提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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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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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透過競賽主動參

與應用 

1.競賽活動能引發教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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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塑共同學習討論探

索之場域，提供共同成

長良性互動的空間。 

1.教師經由活動之

舉行，除檢視其自

然科學教學成效

外，亦能增加與其

他教師間的專業對

話機會，擴大教學

視野與高度。 

2.經由活動舉辦，增

進家長參與空間，使

生、親、師互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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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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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高家長對學

校之關懷與認同，共

同努力成就孩子的

學習。 

四、檢討建議、展望： 

（一） 由於「科學能力競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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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急就章方式參加競賽，學生的能力培養時間不足，透過教師社群的討論，

需要至少半年的時間調整課程內容。 

（二） 第一年改變為前一學年度公告競賽計畫，過了暑假後辦理分區競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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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今年為第二年以這樣的模式辦理，反應良好，會持續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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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歷程記錄（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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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歷程記錄（含活動照片）： 

 

初賽前評審會議 

 

介紹初賽評審 

 

報到處 

 

參賽選手觀看競賽說明影片 

 

評審走動進行觀察與評分 

 

評審走動進行觀察與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