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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行「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 

有效教學 

張 添 雄  
大 仁 科 技 大 學 幼 兒 保 育 系 兼 任 講 師  

壹 、 緒 論  

當 服 務 於 屏 東 縣 山 地 的 國 小 時 ， 曾 擔 任 高 年 級 導 師 三 年 ， 每 次 評 量 全

班 自 然 科 平 均 分 數 皆 在 七 十 分 以 上 ； 然 而 ， 看 到 台 北 轉 到 班 上 的 一 位 原 住

民 學 生 ， 其 五 下 自 然 科 學 期 成 績 才 三 十 幾 分 ， 此 學 生 經 過 研 究 者 在 班 上 六

年 級 一 年 教 學 之 後 ， 對 自 然 科 從 此 產 生 莫 大 的 興 趣 。 另 外 ， 令 人 憂 慮 的 是

目 前 少 數 國 小 六 年 級 學 生 竟 然 不 瞭 解 天 文 氣 象 、 熱 、 電 、 光 等 概 念 。 以 上

所 敘 述 的 狀 況 ， 是 本 文 的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乃 從 科 學 概 念 、 文 化 融 入 、 資 訊 融 入 或 科 技 融 入 等 面 向 ，

探 討 促 進 數 學 及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教 育 成 效 的 教 與 學 的 策 略 ， 以 呼 應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 ional  Scient if ic and Cutural  Ognizat ion）對

於 數 理 教 育 的 訴 求 （ 國 立 台 東 大 學 ， 2007）。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是 一 門 基 礎 科 學 ， 即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為 科

學 之 母 」。 在 知 識 經 濟 的 廿 一 世 紀 ，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如 英 、 美 、 日 等 國 ， 深 怕

自 己 國 家 的 科 技 發 展 落 後 於 他 國 ， 而 致 經 濟 衰 退 。 為 了 提 升 自 己 國 家 的 競

爭 力 與 生 活 品 質 ， 各 國 莫 不 作 大 幅 度 的 教 育 改 革 ， 以 致 力 於 科 技 與 人 文 並

重 的 教 育 ， 尤 其 重 視 數 學 及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教 育 的 改 革 ， 以 培 養 學 生

思 考 分 析 能 力 、 激 發 學 生 潛 能 。  

貳 、 學 生 學 習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 的 問 題  

學 生 害 怕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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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學 生 閱 讀 能 力 不 好 ， 科 學 論 述 能 力 差 。  

二、數 理 運 算 知 識 基 礎 不 好，以 致 有 關 定 理、公 式 的 演 算 過 程 無 法 了 解 。 

三 、 鄉 下 學 生 文 化 刺 激 不 夠 ， 缺 少 競 爭 力 。  

四 、 不 太 動 腦 筋 思 考 問 題 ， 學 習 意 願 低 落 。  

五 、 沒 有 實 驗 實 際 操 作 及 觀 察 ， 而 學 生 引 不 起 興 趣 。  

六 、 國 小 高 年 級 熱 、 電 、 光 等 概 念 太 抽 象 ， 學 生 理 解 力 不 夠 ， 且 未 針 對

問 題 思 考 。  

七 、 學 生 對 生 物 物 種 排 斥 ， 如 ： 蜥 蜴 、 蛇 等 小 動 物 。  

八 、 教 師 教 學 方 法 呆 板 ， 引 不 起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   

九、學 校、家 長 要 求 太 高，平 時 練 習 的 題 目 太 難，致 學 生 自 信 心 不 足（ 張

錦 弘 ， 2007）。  

參 、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法 中 各 種 技 術 以 達 成 研 究 目 的 ，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為

研 究 者 。 研 究 以 觀 察 為 主 ， 文 件 分 析 為 輔 ， 以 瞭 解 研 究 者 如 何 有 效 教 學 國

小 六 年 級 自 然 課 程 。  

一 、 教 室 觀 察  

進 行 觀 察 的 情 境 可 以 是 「 實 驗 室 」， 也 可 以 是 「 自 然 情 境 」， 在 哪 裡 觀

察 當 然 是 依 研 究 目 的 來 抉 擇 。 不 論 在 哪 種 情 境 進 行 觀 察 ， 觀 察 的 內 容 都 可

以 在 分 為 事 先 規 劃 好 的「 結 構 式 觀 察 」，也 可 以 是 未 事 先 設 定 的「 非 結 構 式

觀 察 」，只 是 在 實 驗 室 較 容 易 進 行 結 構 式 觀 察，自 然 情 境 一 般 則 是 進 行「 非

結 構 式 觀 察 」（ 郭 易 之 ， 2009）。  

本 研 究 以 非 結 構 觀 察 之 方 式 ， 在 自 然 情 境 下 ， 採 用 參 與 者 教 學 進 行 研

究 。 本 研 究 自 民 國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開 學 後 作 長 期 的 教 學 研 究 。 每 週 各 約 四 次

的 教 學 次 數 ， 以 了 解 教 學 情 境 、 教 材 教 法 之 實 施 情 形 ， 主 要 在 探 討 如 何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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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因 應 如 何 進 行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 有 效 教 學 。 教 學 觀 察 章 節 內

容 包 括 ： 天 氣 的 變 化 、 氧 氣 和 二 氧 化 碳 、 防 鏽 與 防 腐 、 奇 妙 的 電 磁 世 界 、

巧 妙 的 施 力 工 具 、 熱 和 我 們 的 生 活 、 永 續 家 園 。 並 藉 著 撰 寫 田 野 現 場 筆 記

與 完 整 的 錄 影 及 錄 音 ， 儘 可 能 詳 實 將 觀 察 場 域 中 發 生 的 事 件 記 錄 為 教 學 實

況 。 觀 察 結 束 後 研 究 者 對 照 觀 察 田 野 筆 記 的 紀 錄 ， 將 錄 音 內 容 予 以 轉 譯 為

逐 字 稿 ， 再 將 其 編 碼 以 利 於 日 後 資 料 的 分 析 與 處 理 。  

二 、 文 件 分 析  

研 究 者 於 觀 察 期 間 內 ， 亦 蒐 集 相 關 文 件 資 料 並 進 行 分 析 ， 包 括 上 課 講

義 、 考 試 卷 、 學 校 行 事 曆 、 課 程 進 度 表 、 班 上 舉 辦 各 項 活 動 的 活 動 簡 介 單

以 及 補 充 教 材 等 ， 此 外 並 輔 以 學 生 測 驗 試 卷 及 學 生 學 習 單 之 分 析 ， 以 求 對

研 究 者 如 何 有 效 進 行 課 程 教 學 作 更 深 入 的 瞭 解 。 研 究 者 採 用 文 件 分 析 的 方

法，將 內 容 做 有 系 統 和 客 觀 的 分 析，並 配 合 教 室 觀 察 內 容 進 行 分 析 與 檢 正。

可 提 供 研 究 者 許 多 具 價 值 性 的 與 豐 富 的 分 析 課 題 ， 更 有 助 於 形 構 事 件 的 完

整 原 貌 。  

文 件 分 析 結 果 以 及 具 體 有 效 的 教 學 ： 教 師 不 先 告 知 實 驗 原 理 ， 而 是 在

實 驗 後 讓 學 生 自 行 探 索 、 思 考 、 討 論 出 其 中 原 理 、 規 則 並 發 表 （ 張 靜 儀 ，

2005） 以 及 透 過 實 驗 實 際 操 作 ， 善 用 發 問 、 啟 發 學 生 的 思 考 力 、 創 造 力 ；

依 實 際 授 課 時 數 和 發 現 之 困 難 ， 研 究 發 展 更 具 彈 性 之 個 別 化 教 學 活 動 、 鄉

土 教 材 、 深 入 探 討 活 動 與 補 救 教 學 之 教 材 等 （ 王 龍 錫 、 張 靜 儀 ， 1996） 和

創 意 科 學 教 具，在 有 限 的 教 學 時 間 內，使 每 位 學 皆 能 人 手 一 套 實 驗 裝 置（ 方

金 祥 ， 2005） 以 及 延 伸 教 材 增 加 深 度 和 廣 度 ， 實 施 創 意 科 學 教 具 實 作 、 個

別 化 及 遊 戲 化 教 學 ； 學 生 的 認 知 發 展 有 其 階 段 性 ， 低 年 級 最 適 合 圖 像 、 實

物 、 教 具 及 多 媒 體 教 材 靈 活 性 教 學 ， 可 助 其 了 解 自 然 與 生 活 領 域 領 域 的 基

本 概 念 （ 李 丹 ， 1999） 以 及 做 圖 解 、 實 物 、 教 具 教 學 ； 資 訊 教 育 皆 在 培 養

學 生 資 訊 擷 取 、 應 用 與 分 析 能 力 （ 教 育 部 ， 2003） 以 及 實 施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探 究 教 學 。  

三 、 札 記 記 錄  

在 不 方 便 錄 音 、 錄 影 的 情 形 下 ， 研 究 者 將 以 書 面 文 字 記 錄 的 方 式 ， 於

現 場 做 簡 單 的 記 錄 ， 來 呈 現 在 質 性 資 料 蒐 集 過 程 中 ， 所 聽 聞 、 經 歷 的 實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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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產 生 的 想 法 及 反 思 （ 王 伯 雄 ， 2006）。  

肆 、 促 進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 有 效 教 學 的 主 要 教

學 活 動 與 討 論  

一 、 主 要 教 學 活 動  

（ 一 ） 實 驗 實 際 操 作 ， 善 用 發 問 、 啟 發 學 生 的 思 考 力 、 創 造 力  

實 驗 設 計 ， 很 多 單 元 可 用 引 起 動 機 來 做 。 問 小 朋 友 他 們 在 做 什 麼 ？ 佈

置 情 境 ， 引 君 入 甕 。 科 學 實 驗 時 ， 把 握 各 單 元 的 關 鍵 用 語 ， 啟 發 學 生 的 思

考 力、創 造 力，實 施 以 學 生 為 主 體 的 教 學 方 法，學 生 們 在 台 上 做 實 驗 報 告 ，

教 師 在 台 下 從 旁 指 導 。  

教 師 不 先 告 知 實 驗 原 理 ， 而 是 在 實 驗 後 讓 學 生 自 行 探 索 、 思 考 、 討 論

出 其 中 原 理 、 規 則 並 發 表 。 透 過 實 驗 實 際 操 作 ， 精 熟 學 習 成 規 律 ， 達 到 過

程 技 能 、 科 學 應 用 、 思 考 智 能 、 科 學 本 質 、 科 學 態 度 及 實 作 技 藝 等 科 學 素

養 （ 張 靜 儀 ， 2005）。  

（ 二 ） 設 置 教 材 園 ， 以 充 實 自 然 領 域 的 活 教 材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經 驗 與 學 習 內 容 結 合 。 教 材 園 區 分 為 植 物 栽 培 園 、 動 物

園 、 水 族 館 及 生 態 池 四 大 單 元 ， 學 生 課 餘 時 間 ， 可 以 隨 時 進 入 教 材 園 內 ，

看 看 師 生 們 平 素 細 心 的 栽 培 、 飼 養 的 成 績 。  

教 師 可 帶 領 學 生 到 教 材 園 區 上 課 ， 配 合 課 文 內 容 ， 做 教 材 園 探 險 的 闖

關 遊 戲 ， 藉 由 遊 戲 中 腦 力 激 盪 認 識 各 種 植 物 、 動 物 、 魚 類 ， 或 與 校 園 植 物

結 合 做 鄉 土 教 學 。 如 此 ， 可 引 起 學 生 的 興 趣 ， 也 可 啟 發 學 生 對 鄉 土 感 恩 及

愛 護 動 植 物 。  

（ 三 ） 延 伸 教 材 增 加 深 度 和 廣 度 ， 實 施 創 意 科 學 教 具 實 作 、 個 別 化 及 遊 戲

化 教 學  

依 實 際 授 課 時 數 和 發 現 之 困 難 ， 研 究 發 展 更 具 彈 性 之 個 別 化 教 學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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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鄉 土 教 材、深 入 探 討 活 動 與 補 救 教 學 之 教 材 等（ 王 龍 錫、張 靜 儀，1996）。

創 意 科 學 教 具，在 有 限 的 教 學 時 間 內，使 每 位 學 生 皆 能 人 手 一 套 實 驗 裝 置，

增 加 動 手 操 作 機 會 與 操 作 技 能 ， 激 發 創 造 思 考 的 能 力 ， 以 提 高 教 與 學 的 成

效（ 方 金 祥 ， 2005）， 例 如 ： 水 火 箭 、 氫 氧 炮 等 創 意 科 學 教 具 、 及 竹 筷 射 槍

等 創 意 科 學 玩 具 製 作 都 利 用 到 科 學 原 理 ， 另 外 科 學 魔 術 的 實 作 ， 皆 可 引 起

學 生 的 興 趣 。  

為 了 增 加 學 生 參 與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的 動 機 ， 老 師 可 透 過 下 列 方

法 ： 高 期 望 水 準 、 常 舉 行 測 驗 、 問 答（ 李 咏 吟 、 單 文 經 ， 2003）。 在 一 個 概

念 講 解 完 後 ， 立 刻 出 一 道 相 關 概 念 的 類 似 題 目 ， 讓 學 生 自 己 實 際 操 作 ， 以

引 起 學 生 注 意 聽 課 。 答 題 正 確 的 同 學 ， 指 導 未 答 對 同 學 的 答 案 ， 以 鼓 勵 同

學 踴 躍 探 索 思 考 實 作 ； 並 可 做 科 學 教 具 實 作 闖 關 遊 戲 。  

（ 四 ） 做 圖 解 、 實 物 、 教 具 教 學 及 多 元 性 評 量  

學 生 的 認 知 發 展 有 其 階 段 性 ， 低 年 級 最 適 合 圖 像 、 實 物 、 教 具 及 多 媒

體 教 材 靈 活 性 教 學，可 助 其 了 解 自 然 與 生 活 領 域 的 基 本 概 念（ 李 丹，1999）。

如 果 老 師 能 夠 善 加 利 用 圖 解 、 實 物 及 教 具 做 教 學 以 簡 化 自 然 與 生 活 領 域 基

本 概 念 ， 讓 學 生 能 夠 容 易 了 解 其 內 容 。 如 此 由 淺 而 深 、 慢 慢 的 形 成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概 念 。 透 過 學 生 實 際 演 練 圖 解 、 實 物 及 教 具 而 更 能 加 深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概 念 的 印 象 ， 以 發 揮 學 生 的 探 究 思 考 能 力 ， 激 勵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 老

師 也 可 作 圖 解 、 實 物 及 教 具 等 實 地 操 作 的 多 元 性 評 量 。  

多 方 溝 通 觀 念 。 以 圖 解 、 實 物 、 教 具 講 解 概 念 ， 例 如 ： 地 球 公 轉 與 自

轉 是 逆 時 鐘 ， 此 可 由 拿 出 時 鐘 的 時 針 、 分 針 的 順 時 鐘 的 相 反 方 向 來 講 解 。

由 同 年 級 老 師 合 作 ， 教 學 生 做 實 作 評 量 的 多 元 性 評 量 ， 評 量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形 。   

（ 五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探 究 教 學  

資 訊 教 育 皆 在 培 養 學 生 資 訊 擷 取 、 應 用 與 分 析 能 力 ， 使 學 生 具 備 正 確

資 訊 學 習 態 度 ， 包 括 創 造 思 考 、 問 題 解 決 、 主 動 學 習 、 溝 通 合 作 與 終 生 學

習 的 能 力 （ 教 育 部 ， 2003）。  

學 生 學 習 方 式 改 變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模 式 視 情 況 勢 在 必 行 ， 其 以 一 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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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的 電 腦 素 養 為 主 、 希 望 改 變 教 師 的 教 學 方 式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為 目

的 、 達 成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教 學 目 標 為 主 。  

（ 六 ） 善 用 彈 性 時 間 做 課 堂 活 動 及 課 後 輔 導 做 補 救 教 學  

利 用 彈 性 教 學 時 間 做 課 堂 活 動 ， 以 彌 補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教 學 時 數 的 限 制 ， 以 及 利 用 教 育 優 先 區 課 後 輔 導 做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的 補 救 教 學。因 為，通 常 弱 勢 家 庭 的 學 生，其 學 習 環 境 較 不 利 ，

教 育 當 局 及 老 師 勢 必 對 其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的 教 學 付 出 更 大 的 心 力

與 物 力 ， 針 對 學 生 個 別 差 異 做 因 材 施 教 的 適 性 教 育 ， 以 提 升 其 學 習 效 果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老 師 的 教 學 ， 必 須 用 耐 心 、 愛 心 及 信 心 等 三

心 ， 並 且 以 由 淺 入 深 的 方 法 去 講 解 自 然 科 概 念 ， 讓 學 生 能 老 師 所 講 解 的 內

容。例 如：氧 氣：2H2  O→（ 電 解 ）2H2＋ O；光 合 作 用：CO2＋ H2 O→ C6 H1 2  
O6＋ O2＋ H2 O… … 依 此 類 推 。  

二 、 討 論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研 究 者 在 國 小 六 年 級 自 然 領 域 教 學 中 採 用 有 效 的 教

學 方 法 。 其 特 性 為 注 重 實 驗 性 操 作 、 教 材 園 的 實 際 參 觀 ； 強 調 上 課 要 求 學

生 專 心 、 課 前 複 習 和 先 備 能 力 的 具 備 以 及 課 後 輔 導 的 重 要 ， 最 重 要 老 師 本

身 的 學 科 專 業 能 力 及 教 學 能 力 必 須 充 實 ， 才 能 讓 學 生 對 於 教 學 內 容 能 夠 融

會 貫 通 其 自 然 科 學 概 念 （ 林 曉 雯 ， 1996）。  

伍 、 結 論 與 建 議  

一 、 結 論  

總 之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的 教 學 ， 老 師 只 要 有 責 任 感 並 參 加 有 關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的 研 習 ， 以 增 進 專 業 知 能 。 同 時 ， 以 愛 心 、 耐 心 、 良 心

去 教 導 學 生 及 注 意 治 療 與 補 救 教 學 ， 把 握 教 育 原 理 原 則 ， 考 慮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異 ， 實 施 因 材 施 教 的 適 性 教 育 ； 同 時 ， 配 合 實 際 狀 態 ， 因 人 因 時 因 地 以

制 宜，就 可 收 事 半 功 倍 之 效，達 到 教 育 改 革 目 標 之 一：「 把 每 一 個 孩 子 都 帶

上 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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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達 成 啟 發 學 生 的 創 造 思 考 能 力 目 標，必 須 要 靠 老 師 們 強 調「 知 其 然 」

的 「 傳 統 式 教 學 法 」 及 「 知 其 所 以 然 」 的 「 建 構 式 教 學 法 」 並 重 ， 以 培 養

學 生 的 計 算 及 理 解 分 析 能 力 ； 老 師 們 抱 持 「 永 不 放 棄 孩 子 」 的 信 念 ， 共 同

去 耕 耘 、 去 推 動 學 生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有 效 教 與 學 ， 也 必 須 要 靠 家 長 多

關 心 孩 子 的 課 業 、 多 跟 老 師 聯 繫 ， 親 師 共 同 耕 耘 ， 去 推 動 此 艱 辛 的 工 作 。

養 成 家 長 及 孩 子 的 讀 書 習 慣 ， 讓 學 生 們 能 夠 具 備 自 我 學 習 的 能 力 而 一 步 步

地 成 長 ， 以 迎 向 未 來 。 以 有 效 發 揮 教 師 「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學 習 領 域 」 有 效

教 學 的 效 能 ，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果 。 相 信 只 要 全 體 老 師 有 心 ， 學 生 便 會 有

興 趣 去 學 習 而 不 再 怕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了 ！  

二 、 建 議  

茲 提 出 改 進 建 議 ：  

（ 一 ） 改 善 語 文 領 域 教 學 ， 奠 定 良 好 語 文 基 礎  

林 福 來 （ 2007） 的 研 究 認 為 學 生 數 學 、 科 學 論 證 及 創 造 議 題 能 力 弱 與

閱 讀 力 不 佳 有 關 。 學 校 應 傾 全 力 推 動 閱 讀 ， 每 天 都 有 閱 讀 課 ， 且 有 伴 讀 老

師 ； 讓 學 生 能 學 好 帶 得 走 的 國 語 文 聽 說 讀 寫 能 力 （ 杜 正 勝 ， 2007）。  

（ 二 ） 務 必 要 求 學 生 奠 定 好 數 理 運 算 知 識 基 礎 ， 加 強 實 體 及 實 驗 等 實

際 操 作  

實 驗 實 際 操 作 與 數 學 有 一 定 程 度 相 關 ， 數 學 程 度 不 好 ， 即 使 做 實 際 操

作 也 不 懂 其 定 理 涵 義 。 抽 象 的 熱 、 電 、 光 等 概 念 ， 透 過 實 體 及 實 驗 等 實 際

操 作 ， 讓 學 生 有 興 趣 去 參 與 學 習 的 活 動 。  

（ 三 ） 鼓 勵 教 師 參 加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領 域 專 業 進 修  

由 素 有 經 驗 之 教 師 ， 根 據 既 定 理 念 與 構 想 編 輯 教 材 並 進 行 試 教 ， 教 師

可 以 學 習 到 其 教 學 方 法 與 技 巧 。 教 改 後 ， 教 師 扮 演 著 啟 發 者 和 促 進 者 的 角

色 ， 應 參 加 相 關 進 修 ， 以 改 進 自 然 領 域 教 學 方 法 與 技 巧 、 教 案 設 計 。  

（ 四 ） 其 他  

如 ： 有 關 基 本 理 念 與 目 標 重 點 或 可 用 題 材 與 主 題 概 念 之 提 出 ， 並 與 專

家 學 者 溝 通 和 反 覆 檢 討 ； 多 補 足 學 生 發 掘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力 ； 注 重 學 習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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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的 評 量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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