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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的教材使用：國小自然科科學探究教學設計— 

以「種子的房間」為例 
曾振富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校長 
臺北市國小自然科輔導團主任輔導員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已經自 108 學年開始陸續實施，國小自然科新課

程也將於 110 學年度進行。雖然新教科書目前還未問世，但是以學生為中心，培

養跨科跨領域的自然科核心素養，是這次課程改革的重心。反觀目前國小自然科

教師的師資，有很高的比率是由非自然專業背景的教師擔任（周麗蘭，2011），
他們對於自然科教學大多使用審定本教科書作為教材的主要來源。但是這種過度

依賴教科書的教學，常無法考慮到科學教育的核心理念，也無法將教材有效的轉

化成科學教育的探究能力。本文的目的，在於提供國小自然科教師一個將教材轉

化成科學探究設計的想法與例子，促進現場教師在使用自然科教材時，可以在素

養導向的教學原則下，引導兒童養成終身學習的科學素養。 

二、自然科新課綱的學習目標轉化 

依據 Goodlad 在 1979 年提出課程從規劃到實踐的層次中，理想的課程與學

生經驗的課程之間，將隨著正式的課程、教師知覺的課程、課室運作的課程等階

段而逐漸轉化（引自歐用生，1998）。教師採用教科書教學，也常需要視教科書

是否能適切轉化課程綱要，才能達到理想的課程目標（Choi & Park, 2013; 周淑

卿，2013）。因此，將課綱轉化成兒童的學習目標至為重要。如果將課綱直接定

義成兒童的學習目標，這樣不但產生目標太過廣泛，也會因為不夠貼近教學現場

的情境脈絡，產生學習目標不易達成的問題。因此如何將自然科新課綱轉化成課

堂的學習目標，變成極重要的課題。 

(一) 自然科新課綱的目標與學習重點 

國小自然科新課綱的課程目標在於啟發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建構科學素

養、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

行動力、及為生涯發展做準備。自然科的學習重點，裡面分為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其中學習內容是眾所皆知的自然科的知識內涵部分，也是教科書教材的主要

內容。至於學習表現則是包含科學認知、探究能力、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教

育部，2018） 因此，國小自然科的教材內容與其他的學習表現，都會作為達成

課程學習目標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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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新課綱學習重點到學習目標的轉化 

將自然科學習目標鎖定在新課綱的學習重點，是自然科教學設計的重要內涵

之一，但是如果將學習重點原封不動地列入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將產生時間、

範圍、與學生經驗的無法連結。例如在「種子的房間」的教學設計中，建議可以

在擷取學習重點中，將課堂學習無法達到、或不是這堂課的教學重點部分，利用

淡化字體（或刪節線）來表現。 

1. 學習表現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ah-Ⅱ-2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周遭事物的屬性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並

能觀察和記錄。 

2. 學習內容 
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由根、莖、葉、花、果實及種子所組成。 
INb-Ⅱ-7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

環境有關。 

經過篩選後的學習重點還不能直接拿來當作兒童的學習目標，需要再根據學

生的特性、教學活動的內容與流程，將它們轉化成具體的學習目標。例如在「種

子的房間」教學設計中，彙整上列的學習重點，轉化成以下的具體學習目標： 

1.能了解果實和種子對繁衍後代的功能（INb-Ⅱ-7） 
2.能簡單了解種子在果實中有不同的構造（ah-Ⅱ-2、INb-Ⅱ-6） 
3.能從觀察中簡單了解科學探究的方法與步驟（tc-Ⅱ-1） 
4.能分工合作、正確安全的操作器材從事觀察並詳實記錄（pe-Ⅱ-2、ai-Ⅱ-3） 
5.能樂於參與個人與團體的探究活動（ai-Ⅱ-3） 

三、自然科教材轉化科學探究教學設計 

根據 Mahmood（2010）的研究發現，世界各國採用教科書教學的現象非常

普遍。自然教師依賴教科書的內容與步驟來教學，已經是我國自然課的教學常

態。這種依賴教科書的教學表面上最為保險，因為教科書都是編輯者嘔心瀝血的

編輯成果，而且是經過教育部審核通過，所以內容與進度都是符合相關規定。然

而對於兒童的科學探究能力的培養，還需進一步轉化教材成為科學探究的鷹架，

才能引導兒童科學探究的素養。無論是教科書教材或是補充內容，我們都可以透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3），頁 51-58 

 

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主題評論 

 

第 53 頁 

過教學設計，將科學探究的歷程讓孩子經歷，建立科學探究態度與方法。雖然科

學探究的方式很多，依照國小自然課現場的教學，建議將教材重新組織成如下的

探究歷程（王美芬、熊召弟，2011）。 

(一) 界定問題 

自然科教學從「生活進，生活出」，最能與兒童的經驗相契合。也就是從他

們孰悉的生活經驗出發探究，最後將探究的結果應用到生活之中。教師常會應用

生活經驗作為引起動機，但是生活經驗中的自然現象，將會產生許多不同面向的

問題。我們可以依照教材的核心概念，作為引導兒童探究的方向，聚焦及界定出

探究的問題。 

(二) 形成假設或預測 

當問題界定出來以後，通常老師就會開始發下實驗觀察的工具開始進行實

作。如果可以花一點點時間讓孩子根據自己的認知、經驗，或是揣測來做預測或

形成假設，對於接下來的觀察實驗活動，不但會讓兒童更專注，也可以從歷程中

釐清與調適他們的認知與經驗。 

(三) 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必須達到解答界定問題為目標，這個階段對年齡較小的兒童較為困

難，可以先由教師帶著探究，再慢慢的引導兒童探究變因，並設計不同變因下的

實驗操作。 

(四) 觀察或實驗 

實際觀察實驗往往是自然課最熱絡的活動，課前的器材準備與操作成為重要

的備課內容。如何有效的實作並兼顧安全因素，是自然教師在班級經營中需要特

別關注的部分。 

(五) 結果討論 

當觀察實驗結束以後，要設計能解決界定問題的討論題綱讓兒童探究，並帶

領兒童做科學性的討論。也就是根據觀察實驗的科學證據討論，而不是主觀的用

我覺得，或是我認為這樣的感覺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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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形成結論 

根據討論的結果，再回扣是否解決界定的問題，從中找出通則現象或科學原

理，形成這次探究的結論。 

(七) 生活應用 

根據科學探究的結論，應用到解決生活中的科學問題，是培養兒童科學素養

的目的，也是養成兒童在自然科領域終身學習的目標。 

以上這些科學探究的步驟與方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依照學習階段及教

材內容做彈性的調整。例如在「種子的房間」教學設計中，因需求將預測與實驗

設計對調；中年級因學習經驗因素，實驗設計需要由教師引領，做實驗時也需要

由教師帶著依照步驟實作；到了高年級則可以進一步探究變因，嘗試更細緻的討

論及形成結論的過程。 

四、結論 

國小自然科新課綱正在逐年實施，面對即將到來的自然科新教材，我們除了

要將學習重點轉化成課堂具體的學習目標外，也要將教科書及其他補充的教材重

新組織，並轉化成科學探究的步驟與方法，方能讓兒童在科學探究的步調與環境

中，培養科學素養，達到養成兒童在自然科領域核心素養的目標。 

附錄：教學設計示例 

教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活動名稱 種子的房間 

學習 

/教育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三年級） 

授課時間 建議 40 分鐘  

學習目標 

1.能了解果實和種子對繁衍後代的功能（INb-Ⅱ-7） 

2.能簡單了解種子在果實中有不同的構造（ah-Ⅱ-2、INb-Ⅱ-6） 

3.能從觀察中簡單了解科學探究的方法與步驟（tc-Ⅱ-1） 

4.能分工合作、正確安全的操作器材從事觀察並詳實記錄（pe-Ⅱ-2、ai-Ⅱ-3） 

5.能樂於參與個人與團體的探究活動（ai-Ⅱ-3） 

總綱核心

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

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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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至善。）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

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自然科核

心素養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

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

續探索自然。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

的自然科學現象。 

ai-Ⅱ-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

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ah-Ⅱ-2 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周遭

事物的屬性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察和

記錄。 

學習

內容 

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

由根、莖、葉、花、果實

及種子所組成。 

INb-Ⅱ-7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

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

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

關。 

教學資源

及器材 

1.水果的投影片 

2.水果數種（依季節選擇）、水果刀、 盤子 

3.「種子的房間」活動單 

4.彩色筆 

學習目標 
教學流程 

時間 
評量 

方式 教師 學生 

 

 

1.能了解

果實和種

子對繁衍

後代的功

能 

準備活動 

1.播放一些水果的投影片，分享

吃水果的經驗 

2.全班複習果實和種子的功能。 

3.教師綜合果實和種子的功能

。（種子：繁衍後代。果實：

提供種子水分和養分、吸引

其他生物幫忙傳播出去。） 

準備活動 

1.專注觀賞與分享吃水果的經

驗。 

2.複習種子和果實的功能 

3.聆聽與喚起舊經驗 

 

 

 

 

02 

 

02 

 

01 

 

 

 

觀看

分享 

複習 

分享

與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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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從觀

察中簡單

了解科學

探究的方

法與步驟 

 

 

4.能分工

合作、正確

安全的操

作器材從

事觀察並

詳實記錄 

 

 

5.能樂於

參與個人

與團體的

探究活動 

 

 

2.能簡單

了解種子

在果實中

有不同的

構造 

 

 

 

 

 

5.能樂於

參與個人

與團體的

探究活動 

發展活動 

界定問題 

4.種子是植物繁衍後代的重要

構造，種子是在果實的房間（

分布）是怎樣的情況呢？  

 

實驗設計 

5.討論如何切水果才容易觀察 

 

預測/假設（老師先示範橘子） 

6.各組發下不同的水果，將自己

猜測種子房間的情況畫在活

動單上，全班分享。 

 

觀察/實驗（老師先示範橘子） 

7.尋找種子的房間：將水果的橫

切面切開，仔細觀察果實和種

子的構造關係，並將觀察果實

和種子的構造圖畫在分組活

動單上。 

8.請學生數一數水果裡有幾個

種子的房間，每個房間大約有

多少粒種子？將他寫在分組

活動單上。 

 

結果討論 

9.全班討論與分享各種水果種

子的房間分布及大約數量，並

與預測核對異同。 

10.分組討論種子數量與大小對

繁衍後代會有哪些影響，並做

全班分享 

 

綜合活動 

 

形成結論 

11.教師引導各種植物種子的房

間不同，住在裡面的種子數

發展活動 

 

4.了解探究問題。 

 

 

 

 

5.討論 

 

 

6.分享自己的猜測。 

 

 

 

 

7.實作與記錄。 

 

 

 

8.實作與紀錄 

 

 

 

 

 

 

9.討論、記錄與分享 

 

 

10.討論與分享各種型態的優劣

勢。 

 

 

綜合活動 

 

 

11.專心聆聽結論。 

 

 

 

01 

 

 

 

 

02 

 

 

05 

 

 

 

 

10 

 

 

 

 

 

 

 

 

 

 

07 

 

 

05 

 

 

 

 

 

 

02 

 

 

 

知道 

 

 

 

 

參與

討論 

 

實作

與分

享 

 

 

參與

分工

實作

與記

錄 

 

 

 

 

 

 

討論

與分

享 

討論

與分

享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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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會不同，不同的構造也

會有不同的繁衍後代的優勢

與劣勢。 

 

生活應用 

12.享用水果大餐，並發表以後

吃水果時，可以多留意什麼

事情，引發對植物的探索樂

趣 

 

~ 第一節結束 ~ 

 

 

 

 

 

12.分享與發表。 

 

 

 

 

~ 第一節結束 ~ 

 

 

 

 

 

03 

 

 

 

 

 

 

 

 

分享

與享

受 

 

（本教案於 2019 年 6 月 5 日在永安國小臺北市國小課程博覽會中進行公開課分享） 

 
種子的房間活動單 

水果名稱 （             ）             姓名：（             ） 

觀察前預測種子的房間與分布 實際觀察後簡單畫下種子的房間與分布 

  

觀察種子房間數量 種子的數量大約多少顆 

  

這顆種子繁衍後代的優勢 這顆種子繁衍後代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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