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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科博館厚實的自然史和人類文化蒐藏、研究展示及科教成
果為基礎，整合教育部「智慧服務 全民樂學-國立社教機構創新服
務計畫」成果，發展連結博物館虛實整合學習與原偏鄉在地化科普
元素之新型態科普活動，辦理創新與創意教案與教學活動創作徵稿
競賽，結合博物館、大專校院及中小學教師之創新科普課程設計能
量，培訓種子教師，並輔導原偏鄉學校運用科博館虛實整合智慧學
習資源，設計博物館融入在地化特色之參觀前中後跨域整合探究學
習課程。
課程設計包含參觀前在地化、生活化課程建立先備知識與經驗；參
觀中博物館虛實整合行動智慧探索學習；參觀後結合在地特色之科
學探究與實作等三個階段，藉由本次教案競賽活動共產出「水起風
生博愛三崙」、「潭墘麥向科博館」、「泰雅人的大甲溪」等三套
特色課程，可作為濱海地區學校、農村地區學校及山區部落學校之
創新教學應用典範。計畫執行期間，透過辦理「博物館融入原偏鄉
在地科普教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安排獲獎學校分享博物館
融入原偏鄉在地課程之實務經驗，亦結合臺灣教育科技展活動，擴
大推廣博物館融合原偏鄉地區在地特色課程之創新教學模式，線上
及線下累積達5,613人參與。
本計畫透過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問卷、科學素養問卷、學生
學習心得單及教師訪談等評估方式，深入探究原偏鄉地區師生運用
博物館學習資源進行科普教學活動之特性與需求。發現相較於過去
校外教學參觀導覽的形式，行動智慧探索學習服務提供一種與博物
館互動的媒介，可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學習
，結合校本課程，設計參觀前中後跨域整合探究學習課程，能有效
降低課程開發的門檻，教師可著重於參觀前、中、後學習活動的銜
接，搭建學習鷹架，但由於原偏鄉學校教師對於博物館學習資源不
夠熟悉，仍需館內人員提供專業的建議與協助。未來科博館將整合
館內「原偏鄉補助計畫」持續推廣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特色課程
之創新學習模式，培育種子教師，提供原偏鄉師生來館深度探索學
習的機會，並將彙整多元化的隨選套裝行程提供全國教師參考應用
。

中文關鍵詞： 博物館、智慧學習、科普教育、原偏鄉科學素養、在地化特色課程
、館校合作、虛實整合、跨域探究學習、創新教案與教學活動徵集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collections,
research, exhibitions, and science educ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NMNS),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intelligent services and enjoyable learning for all –
innovative services plan for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new types of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have
been developed that connect museum learning with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y localized scientific literacy. Through
lesson pla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y competitions,
innovative popular science curriculum design capacities of
museums, colleges, and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brought into play, seed teachers are



cultivated, and school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ies
receive guidance in the use of NMNS’ virtually and
physic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resources. Moreover, local
characteristics are incorporated into cross-field inquiry
learning that takes plac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
museum visit.

Curriculum desig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localized courses based on daily life experiences that
buil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prior to a museum visit,
virtual and physical integrated and mobile exploratory
learning during a museum visit, and science-based inquiry
and practice that incorporat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a
museum visit. Following a lesson plan competition, thre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for schools in coastal areas,
farming villages,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hemes of coastal ecology,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agricultural methods, and
indigenous culture, respectively. Moreover, during an
intellig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workshop, award-winning
schools were invited to share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in
applying museum resources to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The
inclusion of EdTech Taiwan activities led to the expanded
promo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for localized
course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at
incorporate museum resources. This workshop attracted 5,613
participants online and offline.

Evaluation methods included museum 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 (GLOs) questionnaire, scientific literacy
questionnair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reports, an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The purpose w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ies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museum learning resources to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comparison with field trips, mobile
exploratory learning enables better interaction with the
museum and motivates students to undertake autonomous
exploratory learning that incorporates textbook content and
school curricula. Moreover, cross-field inquiry learning
lowers the threshold for course development, enabling
teachers to focus on connecting activi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a museum visit to build learning frameworks.
However, as teacher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area schools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the museum’s learning resources,
they requir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NMNS will integrate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y
subsidie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museum



resour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learning models
for special courses based on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ies, cultivate seed teachers,
provid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ies with in-depth explorator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compile diverse on-demand packages and
itineraries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Museum, Smart learning, Science education, Indigenous and
rural community scientific literacy, Localize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useum-school cooperation, Virtual and physical
integration, Cross-field inquiry learning, Innovative
lesson plan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y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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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擁有豐富館藏與跨領域專業人員，而在過去的十年間結

合了臺中市教師輔導團、大學系所、教育科技相關產業能量，應用前瞻資訊通訊與創新行動智慧

科技，並以學校師生為關鍵經營族群，結合本館數位學習資源及展示科教活動開發多項行動智

慧學習服務包含：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兒童趣味悠遊學習服務、探索科博尋寶趣實境解

謎服務等，透過參觀前、中、後跨域整合良性循環的模式，建構以學習者為中心，連結博物館、

校園、社區及家庭的自主探究終身樂學與樂活環境，截至目前已開發支援學校科普學習之智慧

學習服務與學習主題內容如表 1，本計畫透過辦理教案徵集競賽及教師研習活動，輔導原偏鄉小

學教師運用本館數位與實體科學教育資源，發展融入在地化科普學習之參觀前中後課程，啟迪

原偏鄉小學生探索家鄉在地自然生態與文化特色，並能善用科學方法與科技工具自主探索學習，

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進而提升學生科學學習的興趣與素養。 

表 1 

本館行動智慧學習服務與學習主題內容 

服 務 主 題 對應國小課綱之科普學習內容 開發時間 

學校師生 
行動悠遊 
學習 

探索植物 植物的形態、構造與功能、植物與環境 

102-104 

岩石礦物 岩石形成、礦物觀察 

水中生物 水中植物、水中動物、生態流域 

人文社會 
古代中國文化、台灣農業社會、中國人心靈與宗
教、台灣南島語族 

親子兒童 
行動探索 

學習 

微觀世界 水中動物、昆蟲、動植物的生活與繁殖方式 

102-104 

生命演化 生命形成與演化、動物的身體及運動方式 

人類文化 
人類演化與適應、古代中國文化、台灣南島語族、
大洋洲文化 

芸芸眾生 
動物的身體及運動方式、動植物的生活、生物多
樣、生態環境及物種保育 

探索科博 
尋寶趣 

個人版實境解謎學習主題 

105-108 

D博士的恐龍樂園 生命形成與演化、恐龍時代、哺乳類演化與多樣性 

恐龍的秘密 生命形成與演化、恐龍時代 

熊寶的奇幻冒險 生物及環境多樣性、保育 

大天使的魔法書 人類演化與適應、人類生活文化 

古中國的智慧 中國古代科技、多元文化 

尋找地球 2.0 生物多樣性 

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植物的形態 

鹿鹿的生日派對 植物的構造功能與環境 

尋找綠星人 校園及生活常見植物形態與構造 

拯救星球的方法 校園常見生物與環境議題 

童話國的委託 生活常見幾何及色光、色料三原色 

天外的神秘客 臺灣生活周遭的多元文化特色 

協力版實境解謎學習主題 

108~迄今 
大末日傳說 環境教育、生態學、物質循環、能量流動 

閻羅校長的考題 美感教育、生活常見幾何及色彩應用 

多元文化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文化的成因與變遷、臺灣南島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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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簡介 

為有效善用國家教育資源以縮短城鄉科普與數位落差，本館希望藉由此次科普活動計畫，培

育原偏鄉國小種子教師及實施原偏鄉國小科普教學活動，建構出整合博物館虛實整合智慧學習

科普資源、在地化科學素材資源、自然科學領域學科知識的參觀前、參觀中、參觀後科普教案課

程內容。 

但由於今年是初次辦理科普活動計畫，先以本館周邊五縣市辦理「原偏鄉博物館科普智慧學

習創新教案徵集活動」，並藉由成果發表與頒獎典禮及辦理教師研習活動將競賽產出成果推廣至

全國原偏鄉地區中小學，本次科普活動計畫的整體性目標為： 

(一)發展連結博物館學習與原偏鄉在地化科學元素之新型態科普活動 

藉由辦理中部五縣市(苗栗、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原偏鄉小學在地化創意科普教案

徵集競賽，連結博物館虛實整合智慧學習資源、在地生活與文化科學素材，帶領原偏鄉學生體驗

在地化科學元素之新型態科普活動。 

(二)培育原偏鄉小學教師善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活化創新科普教學 

運用本館實體展示、科教資源、線上資源、行動探索學習等虛實整合智慧學習服務，輔

導原偏鄉小學教師善用資源與巧思，發展參觀前：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先導性科普教學、參觀

中：博物館科普知識虛實整合深度探索體驗參訪、參觀後：科普學習成果總結等整合性三階段科

普教案設計，並先從中部區域五縣市，培育原偏鄉小學教師，以作為未來本館進行全國科普教學

成果推廣之種子教師。 

(三)串聯博物館與在地化跨域學習，提升原偏鄉小學生科學素養 

輔導原偏鄉小學教師發展在地化科學元素課程，遴選前三名獲獎學校實際實施參觀前中

後之跨域整合特色課程，落實培養原偏鄉學生運用數位工具、科學方法的問題解決能力，提升學

生自然科學學習興趣，進而培育符合 108課綱「自發、互動、共好」精神的未來人才。 

(四)建立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融入原偏鄉中小學在地化學習成效評估模式 

為優化原偏鄉教師能巧思組合新創課程設計，並於教學現場實施實驗教學活動，本館將使

用自編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問卷、自編科學素養問卷、學習心得單、教師訪談等方式，瞭解

原偏鄉小學師生對於在地化科學元素課程的觀感意見與學習狀況，進而發展並調整評估課程適切性

的相關成效模式。 

(五)展示及推廣計畫亮點成果，永續推動成功模式於全國原偏鄉區域 

今年是本館初次辦理此類型的科普活動，以鄰近之中部五縣市原偏鄉小學為試辦對象，發

展在地化科學元素的課程內容，並辦理實驗教學活動、教師經驗分享交流活動及教師研習活動，

將本計畫執行之成功經驗推廣至全國原偏鄉小學，以作為未來發展連結博物館之參觀前中後在

地特色課程之參考。 

參、活動辦理方式 

為有效結合博物館與原偏鄉在地文化元素等資源優勢，透過「109年原偏鄉博物館科普智慧

學習創新教案徵集活動」發展連結博物館學習與原偏鄉在地化科學元素之新型態科普活動，本

計畫整體活動設計共分為原偏鄉小學種子教師培訓與教案徵集、原偏鄉小學科普實驗教學活動、

成果推廣等三大階段(如圖 1)，以下列點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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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階段 

 

 

 

 

 

 

 

 

 

 

圖 1 整體活動流程圖 

階段一： 

教案徵集與原

偏鄉小學 

種子教師培訓 

109年 8月 11日 發布教案徵集競賽活動辦法，開放報名 

109 年 10月 23日~10月 24 日辦理教案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 

1.智慧博物館理念概述&教案競賽活動規則說明 
2.科博館智慧學習服務資源簡介 
3.科博館虛實整合行動智慧探索學習服務體驗 
4.地方本位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設計 
5.博物館學習資源融入國小自然科學課程經驗分享 
6.博物館融入在地化參觀前中後課程發想與提案分享交流 

審查教案競賽徵稿作品，並公布最終優勝名單(3 校) 

109年 12月 5日 教案競賽頒獎典禮及創新教案發表 

階段二： 

原偏鄉小學 

科普實驗教學

活動 

獲獎原偏鄉國小師生執行參觀前中後三階段實驗教學活動 

 補助獲獎學校團隊相關經費，並於教學現場實際推行教案課程設計 
1.參觀前：實施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先導性科普教學活動 
2.參觀中：於博物館內進行展區導覽解說、智慧學習服務體驗(師生行動探

索、親子兒童行動探索學習、探索科博尋寶趣)、劇場欣賞等一系列科普
知識參訪課程活動，各校師生亦需填寫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問卷 

3.參觀後：實施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總結性科普教學活動，各校學生填寫學
習心得單、科學素養問卷，並訪談各校教師。 

活動成果資料彙整與分析 

撰寫科普活動結案報告 

階段三： 

成果推廣 

110年 3 月 27日 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 

 

 

 

 

 

 

1. 智慧博物館介紹 
2. 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育活動概述 
3. 科博館行動智慧學習資源簡介 
4. 參訪博物館-自然科學學習資源導覽 
5. 行動智慧探索學習服務體驗 
6. 獲獎學校教學經驗成果分享交流 

 

原偏鄉博物館科普智慧學習創新教案徵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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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教案徵集與原偏鄉小學種子教師培訓 

透過教案徵集競賽與中部五縣市政府教育局合作邀請任教於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

等地區，且符合教育部公告之偏遠、特偏、極偏等區域的公私立、國民小學現職教師，組隊參與

「原偏鄉博物館科普智慧學習創新教案徵集活動」，參賽團隊需派員出席本館競賽說明與培訓會

議，瞭解競賽規則並蒐集博物館端之虛實整合科普教學資源。參賽教案需結合博物館與在地自

然人文學習資源發展參觀前、中、後之跨域整合探究課程，期間科博館與參賽教師透過社群互動

共享的方式，由本館組織博物館科學教育專家、大專校院教師及過去曾參與本館行動智慧學習

服務開發之中小學教師協助參賽教師教案設計發想，創造館校合作共創及跨領域專家內隱知識

轉移的互動環境，透過發展創新課程的過程達成培訓種子教師之目的。 

此外，教案完稿後特聘請館內外評審委員，針對本次參賽作品進行審查，遴選前三名優質作

品補助該校教案實施所需之相關費用，辦理實驗教學活動、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訪談教師教學心

得，並藉由教師經驗分享交流活動與教師研習營，提供獲獎團隊教師將本次參與教案競賽期間

課程設計、實施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的完整經驗分享給全國原偏鄉教師參考，競賽活動流程如

下表2所示： 

表 2 

競賽活動流程階段概述說明 

流程階段 說明 時程 

第一階段 教案徵集競賽活動報名 109/08/11~ 

第二階段 辦理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 109/10/23~10/24 

第三階段 

教案徵集競賽開始 109/10/25 

作品提交 109/11/17 

作品審稿 109/11/17~11/23 

公告獲獎名單 109/11/26~11/27 

第四階段 頒獎典禮暨主題講座論壇 109/12/05 

第五階段 獲獎學校團隊實施教案作品之實驗教學活動 109/12/05~110/03/22 

第六階段 教學成果、經費補助文件資料提交 110/03/27 

 

(一)教案徵集競賽活動報名： 

1.參加對象： 

參賽團隊需任職於中部五縣市(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且符合教育部公告之偏遠、

特偏、極偏等區域的公私立、國民小學現職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 

2.報名方式： 

活動報名採網路預約報名及縣市政府教育局推薦報名兩種管道，以校為單位報名，1 校為 1

組，每組人數以 1~ 3人為限，且每組成員中至少須有一名自然科學領域授課教師，每組亦僅

能報名 1件作品，教案徵集競賽活動辦法詳如附件 1。 

3.教案競賽內容： 

(1)教案設計對象：以原偏鄉國民小學三至六年級學生為對象 

(2)教案主題：運用本館虛實整合智慧學習服務，並依據 108 課綱所列之自然科學領域核

心素養，發展參觀前中後教案延伸設計，進而撰寫博物館連結在地生活與文化科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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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之科普教案設計，以提升原偏鄉小學生的科學素養。 

(3)內容設計：需包含教案名稱、適用學習科目、實施年級、教學目標、對應之自然科學領

域核心素養與能力指標、所使用的博物館學習資源、參觀前中後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

重點、實施節數等。 

4.教案作品提交與審查： 

作品審查皆由館內科學教育專家、臺中市國小自然科學領域資深教師及大專校院課程設計專

家，共同進行審查評分，評分項目為主題契合度(15%)、教案完整性(30%)、科學教育性(30%)、

教學創意(15%)、預算合理性(10%)。 

5.頒獎典禮與教案發表： 

獲選特優、優選、佳作等 3所原偏鄉小學教師團隊，出席 109年 12 月 05日的頒獎典禮，並

於會中分享教案作品設計理念，可獲頒獎狀乙紙、個人獎金新臺幣叄千元整，並得申請獲獎

教案實施所需之相關費用補助。 

 

(二)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 

為引導參賽原偏鄉小學教師更加瞭解競賽內容及博物館端可應用之數位與實體學習資源，參

賽團隊皆需派至少一員出席本活動，活動中將邀請本館科學教育專家、教師輔導團教師及大專

校院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協助指導，協助參賽教師逐步發展連結博物館與在地化科學元素之整

合性課程設計，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日程如下表3。 

 

表 3 

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日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第一天：109年 10月 23日(五) 

12:30-12:40 報到 本館西屯路入口處 

12:40-13:10 智慧博物館概述&教案徵集競賽活動說明 

人與環境教室 13:10-14:00 專題講座：博物館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設計 

14:00-14:30 科博館行動智慧學習資源簡介 

14:30-15:20 認識芸芸眾生展廳自然科學學習資源 

地球環境廳 15:30-16:50 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版(大末日傳說) 

17:00 賦歸 

第二天：109年 10月 24日(六) 

09:00-09:10 報到 本館西屯路入口處 

09:10-09:40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台灣自然生態區) 

地球環境廳 09:40-10:30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版(熊寶的奇幻冒險) 

10:30-11:10 體驗兒童趣味悠遊學習服務 

11:10-12:00 專題講座：地方本位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設計 人與環境教室 

12:10-13:10 午餐及午休 雅園 

13:20-14:20 教師經驗分享交流：創意思考與創新教學活動設計 

資訊大樓 
第一電腦教室 

14:20-16:00 發展融入博物館資源與在地生活元素的科學教案設計 

16:10-16:50 各組教案設計理念分享與回饋座談 

16:50-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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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原偏鄉小學科普實驗教學活動 

(一)教案徵集競賽評選 

本次參與教案徵集競賽學校教師團隊計有 6校，彰化縣、臺中市、南投縣偏鄉學校各 1所、

雲林縣特偏學校 1所、臺中市與苗栗縣原鄉學校各 1所，教案作品有效徵件數共計 5件。 

審查委員邀請臺中市環境教育資深國小教師、臺中市自然科學領域資深國小教師、本館科學

教育組之科學教育專家、大專校院在地化課程發展專家、本館博物館數位教育專家，共五位專業

審查委員進行評比，審查結果如表 4，遴選前三名補助獲獎教案實施之教材製作費、校外教學交

通費等相關費用，辦理實驗教學活動，獲選學校與作品名稱如下： 

 特優學校：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小(特偏區域)，教案作品：水起風生「博」愛三崙 

 優選學校：彰化縣大城鄉潭墘國小(偏遠區域)，教案作品：潭墘麥向科博館 

 佳作學校：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極偏原民區域)，教案作品：泰雅人的大甲溪 

表 4 

教案徵件審查結果 

 
水起風生

「博」愛三崙 
如何釀好喝 
的甜酒 

「息」、習相關 
—生物與環境 

泰雅人的 
大甲溪 

潭墘麥向 
科博館 

委員 1 89 80 72 80 84 

委員 2 86 74 71 81 88 

委員 3 78 73 65 68 82 

委員 4 89 76 70 84 88 

委員 5 92 80 85 90 86 

平均總評分 86.8 76.6 72.6 80.6 85.6 

總名次 1 4 5 3 2 

 

(二)獲獎教案作品簡介 

1.特優學校：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小(特偏區域) 

 教案作品：水起風生「博」愛三崙(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件二) 

 實施年級：國小三～六年級 

 課程領域：藝術、社會、自然科學、校本課程            

 設計理念： 

該校位處雲林縣四湖鄉，民國七○到八○年代校園周遭的三條崙海水浴場遠近馳

名，但隨著港口淤積、工作機會短缺，如今已無過去繁華的漁村風貌，只剩下黑森林

（防風林）仍屹立於校園周遭的濱海岸邊。基於學校本位課程因地制宜之特性，本教

學方案決定以濱海自然景觀為課程主題；又因依海為生社區，學生更應該認識與珍視

海洋相關資源，所以選用海洋教育五大學習主題之一「海洋資源與永續」為課程發展

重點。 

教案設計採取螺旋式課程的發展概念(如圖 2)，由淺入深，三年級「海岸風情」課

程先認識濱海植物的樣貌與觀察濱海植物的身體；五年級「海岸形色」課程調查各種

濱海植物，並理解濱海植物身體的功能。四年級「海鄉珍寶」課程先探索家鄉濱海的

產業與環境問題；六年級「海鄉永續」課程則希望盡一己之力改善家鄉濱海的環境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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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三崙國小螺旋式課程架構圖 

 

本教學方案亦重視參觀前、中、後的連結性與可行性。參觀前的課程以在地化素

材為重，融入科學博物館的網路資源；參觀中的課程以參觀前所學為基礎，拓展學生

視野，行程安排除考量課程需求，希望兼顧校外參訪學生的樂趣性與行政的流暢度。

除了依年級分組導覽、解謎，也有全校性共同活動時間，例如環境劇場，更希望可以

學生可以依自己的興趣探索館內資源，不只是換個地方上課，亦安排自由探索時間；

參觀後，結合校本課程與科博館參訪，規劃統整性作業，前後呼應相輔相成，讓學習

更有意義。 

2.優選學校：彰化縣大城鄉潭墘國小(偏遠區域) 

 教案作品：潭墘麥向科博館(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件三) 

 實施年級：國小三～六年級 

 課程領域：藝術、社會、自然科學、校本課程          

 設計理念： 

潭墘國小為彰化縣西南隅一所偏鄉小學，學校以社區特色「小麥契作農業」為核

心，規劃系列校本課程，而今 109 學年度起，小麥課程規劃聚焦於自然科學領域，並

融入農業生態教學。潭墘社區農地多以稻米與小麥輪作，旨在恢復土壤活力，潭墘學

生對於小麥作物已有基本的認識，故課程單元一規劃運用「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

務農業生態主題」，提升學生對於稻米作物與農業相關認識，參觀後學習分析稻米與

小麥的異同。在學校周圍的農業生態中，農民噴灑農藥與除草劑，造成空氣與環境污

染，或是設置捕鳥網防止麻雀、斑鳩等動物吃食，網上常掛著不少鳥屍，上述作為對

於生態環境和人體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也啟發我們運用科博館行動智慧學習服務

資源規劃單元二，包含「校園常見動植物」、「食物鏈能量傳遞」與「友善環境耕種農

法」等主題參觀前、中、後課程，搭設鷹架協助學生建立環境保育的概念，最終學習如

何與大自然中的生物友善共存(如圖 3)。 

水起風生．「博」愛三崙

三年級
觀察

海岸風情

認識濱海植物的
樣貌；觀察濱海
植物的身體

四年級
探索

海鄉珍寶

探索家鄉濱海的
產業與環境問題

五年級
調查

海岸形色

調查各種濱海植
物；理解濱海植

物的功能

六年級
解決

海鄉永續

改善家鄉濱海的
環境問題

認識家鄉常見的海

洋資源，並珍惜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

海洋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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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潭墘國小課程主題規劃圖 

3.佳作學校：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極偏原民區域)  

 教案作品：泰雅人的大甲溪(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件四) 

 實施年級：國小五～六年級 

 課程領域：自然科學、校本課程              

 設計理念： 

本校位於本市唯一原鄉「和平區」博愛里，是原住民重點學校，具二校區：松鶴校

區昔泰雅地名為「德芙蘭」，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適合人居住之意，又因本地盛產二

葉松及五葉松，緊鄰大甲溪，經常白鷺成群，遠望似白鶴，故名「松鶴」(臺語「最好」

之意)；分校位於谷關，包括哈崙台(十文溪)部落、谷關溫泉區及馬崙山(斯可巴聚落)。

本校 90年校史包括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八仙山林場新山、佳保台及八仙分校和台電

公誠分校。 

大甲溪為本校學區主要地景特色，校園緊鄰大甲溪；探究不同時期在地居民對大

甲溪資源的利用有所差異：(1)在地泰雅傳統漁獵文化，以及相應發展而的捕魚器具與

「醃魚」傳統食物；(2)昔時臺灣三大林場之一的八仙山林場，藉由大甲溪將木材放流

至東勢豐原；(3)台電大甲溪電廠有著全臺最豐富水利資源之一，近年致力推廣大甲溪

溪流生態環境教育。綜上，本教案設計理念融入「屬地認知」概念，以「大甲溪」為核

心主題，結合在地泰雅傳統溪流漁獵文化、八仙山林場人文歷史與現代水利發電科學

教育等，作為本校發展在地特色課程最佳教材，培養本校學生從自身出發，理解在地、

深耕在地到愛護在地，同時也結合十二年國教所提倡之素養導向目標與核心能力，從

在地特色為出發點，與周遭自然、部落，尊重自然、關愛社會、認識自己。 

階段三、成果推廣 

為擴大本計畫影響成效與範圍，計畫執行期間結合臺灣教育科技展於 109 年 12 月 05 日辦

理「成果發表及頒獎典禮」，並於 110 年 3 月 27 日於本館辦理「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

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鼓勵教案獲獎教師團隊能分享博物館融合在地科普學習資源課程設

計理念與實驗教學實施之教學經驗，並開放全國教師報名參加，活動流程如表 5。 

 

參觀前

參觀中

參觀後

運用線上博物館—
網路主題展示－台
灣農業生態及自編
教材認識臺灣小麥
與稻米種植知識。

進行學校師生行動
悠遊學習服務－農
業生態主題學習。

下載行動悠遊活動
學習歷程， 進行成
果分享， 專題討論
小麥與稻米異同。

1.運用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拯救星球的
方法搭配教師自編教材認識校園常見生物。

2.運用教師自編教材認識食物鏈能量傳遞概念。

1.地球環境廳解說－芸芸眾生及台灣自然生態。
2.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解謎－大末日傳說。
3.環境科學議題教學－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

1.參觀成果分享與討論， 並推廣友善環境耕種農
法， 實踐與環境共存的理念。

2.設計小麥與校園動物雷雕鑰匙圈， 推廣環境友
善的意念。

單元一
農業生態主題課程

單元二
友善環境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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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果推廣活動流程 

109年 12月 5日 成果發表及頒獎典禮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2:50-13:00 報到 世貿一館 
 13:00-13:15 開場引言 

13:15-13:35 頒獎典禮 

13:35-14:15 獲獎教案分享 

14:15-14:35 中場休息 

14:35-14:40 主題論壇活動開場引言 

14:40-15:10 用藝術傳遞科學，用科學終結流言! 

15:10-15:40 閱讀科普能提升科學素養嗎?怎麼做? 

15:40-16:10 108課綱架構下培養孩子的跨領域素養 

16:10-16:40 從問題到驚嘆! 

16:40-17:00 綜合座談 

110年 3月 27日 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20 報到 
本館立體劇場入口

處 

09:20-09:40 智慧博物館概述&原偏鄉教案競賽活動概述 
第三演講廳(藍廳) 

09:40-10:10 科博館行動智慧學習資源簡介 

10:20-11:20 認識芸芸眾生展廳自然科學學習資源 
地球環境廳 

11:20-12:20 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版(大末日傳說) 

12:20-13:40 午餐及午休 雅園 

13:40-14:10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台灣自然生態區) 
地球環境廳 

14:10-14:50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版(熊寶的奇幻冒險) 

14:50-15:00 問卷填寫 

第三演講廳(藍廳) 
15:10-16:50 

教學實例成果分享交流 

教學實例分享代表學校 
 雲林縣三崙國小：水起風生．「博」愛三崙 
 彰化縣潭墘國小：潭墘麥向科博館 
 臺中市博愛國小：泰雅人的大甲溪 

16:50 賦歸 

 

肆、活動所需教材與科學知識概念說明 

一、科普實驗教學「水起風生「博」愛三崙」—知識概念與活動教材 

本活動教材屬學校本位統整性課程(如圖 2)，並因應各年級學生的起點能力差異，發展不同

的知識學習內容，以下概述說明之(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件二)。 

(一)三年級「海岸風情」課程，人數 11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藉由濱海黑森林探訪戶外體驗活動，引導學生紀錄與觀察濱海植物特徵。 

 參觀中：利用館內植物園區導覽解說、師生行動探索＜認識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學

習主題，瞭解水生植物的生長知識，並前往館內微觀世界展廳，透過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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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水族箱動植物，再搭配＜漁取魚求>劇場欣賞，增加學生對水生植物、水

族動植物、海鮮危機等議題的認識，進而提升環境保護意識。 

 參觀後：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校園植物、濱海植物與水生植物的差異比較，並進行總結

性複習反思活動，進而引發喜愛家鄉與自然的情懷。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三年級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6： 

表 6 

三崙國小三年級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海岸風情 

實施年級/人數 國小三年級/11人 總節數 共 17節，680分鐘 

總學習目標 

結合在地素材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源，進行跨領域與跨地域的學習

活動，觀察及發現植物特殊的身體構造與功能，建構科學精神與海洋教

育的核心素養。 

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 

1.兒童數位博物館＞動畫教材＞勇闖植物島＞探索植物＞植物的型態 

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覽與劇場＞展廳介紹＞植物園 

行動智慧學

習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服務 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主題 

其他實體學

習資源 
1.環境劇場－漁取魚求 

2.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微觀世界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與學生討論踏查活動的注意事項。 
2.教師指導學生觀察植物的注意事項。 

第二、三節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帶領學生前往黑森林步道，路上引導學生利用視覺、聽覺、嗅 
  覺、觸覺進行觀察，並撿拾與認識濱海植物的花和葉。 

(1)請學生仔細觀察所撿拾的植物葉片特徵及花型特徵。 
(2)請學生口頭描述撿拾的植物葉片特徵及花型特徵。 

2.教師帶領學生了解黑森林裡的植物，包括自然演替和造林。 
3.教師說明並展示圖片，引導學生比較圖片與實物的相似或相異之處， 
  並請學生指出濱海植物的身體各部位(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4.請學生進行觀察與筆記紀錄：紀錄濱海植物與防風林樹種特殊的 
  身體構造，包括根、莖、葉、花、果實和種子。 

 
 
 
 
 
 
 
 
 
 

臺灣海岸常見的防風林組成 

 

 
 

了解踏查活動的
相關注意事項 

 

 

實際踏查歸納濱
海植物特殊的身
體構造與功能，
並完成筆記 

 
 
 
 
 
 
 
 
 
 
 
 
 
 
 
 

 

 
 

40分鐘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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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綜合活動 
1.教師與學生討論校園植物與濱海植物的差異。 
2.提醒學生製作小書時，應將植物的特殊性凸顯出來。 
3.教師請學生進行植物小書的文字及圖畫草稿，並完成細部描繪。 
4.學生完成草稿後，教師與學生一起上網搜尋資料確認內容的正確性。 
5.學生可自由選擇彩色筆、蠟筆、水彩等各種媒材來表現創意。 

第五節 
1.將全班作品都展示出來，並勾選 3個最好的作品後進行投票，並統 
  計出獲得票數最多的作品，公佈名單。 
2.請上榜作者發表創作歷程及得獎感言。 

第六節 
1.教師引導學生曾實地觀察與認識植物的葉、莖、根、花、果實和種 
子，請試著使用網路自主學習，也認識校園及濱海之外的其他植物。 

2.教師引導學生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兒童數位博物館＞的＜勇 
闖植物島＞，瀏覽「植物的型態」頁面探索知識。 

3.教師指導學生藉由互動遊戲，進行「線上評量」。 
4.教師請學生發表，本課程中的收穫與發現，並提問：濱海植物有其 
  特殊性，水生植物有嗎？、如果濱海植物的特性是耐旱，那水生植 
  物呢？ 
5.教師請學生瀏覽線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的＜海岸林區 
  ＞與＜低地沼澤區＞。 
6.校外參訪的行程介紹與注意事項說明。 

 
比較校園植物與
濱海植物適應環
境的規律性。 

 
結合文字與圖畫完

成小書創作 

 
說明自己創作的
想法，並欣賞他
人的作品。 

 

透過行動學習資
源比較濱海植物
與水生植物適應
環境的特性的差

異。 

 

 

40 分鐘 
 
 
 
 
 

 

40 分鐘 
 
 

 

40 分鐘 

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07:30-09:00 車程 

09:20-09:50 載具租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10:00-11:20 

植物園導覽區域：低地沼澤區、植物園溫室 

展區環境簡介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 

瞭解水生植物生長的型態 

11:20-12:20 
探索科博尋寶趣：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觀察植物、動物的特徵、型態與構造 

12:20-12:30 載具歸還 

12:30-13:50 午餐 

14:00-14:15 
環境劇場欣賞－漁取魚求(影片長度 15分鐘) 

瞭解海洋資源的匱乏與珍惜海洋資源 

14:15-14:30 自由探索－微觀世界展廳 

14:3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賦歸 
 

6 時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1.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 
 探索區域：植物園低地沼澤區 
 學習目標：藉由實景植物生態的觀察，瞭解水生植物生長的型態。 
 探索形式：平板探索任務 
學生需依據問題於展區內觀察現場栽種之植物，仔細思考以回答問題，答題類型包含：簡

答題、繪圖題、選擇題與拍照題等四種，學習問題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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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題目 答題類型 

任務一：請選一種你最喜歡的水生植物畫下來，記得也要寫上他的名字喔！ 繪圖 

任務二：根據你今天所學到的知識判斷，這是屬於哪一類的植物？ 

 

選擇 

任務三：珍珍在低地沼澤區找到了大型的挺水植物開卡蘆，請問開卡蘆和下列 

        哪一種水生植物不是同一型？ 

        選項：○1大安水蓑衣○2香蒲○3水車前草○4甜荸薺 

選擇 

任務四：熊寶聽到老師說「水車前草是一種在惡劣環境中仍能繼續生長的水生 

        植物。除了花以外，整株植物都在水裡；根固定在泥土中；葉片為橢 

        圓形，又薄又軟，可減少水流阻力。」請依這段說明試著判斷水車前 

        草是哪一類的水生植物？』 

        選項：○1沉水型○2浮葉型○3漂浮型○4挺水型 

選擇 

任務五：鹿鹿發現台灣萍蓬草的葉子浮在水面上，根莖肥厚呈圓筒狀。請問台 

        灣萍蓬草最可能和下列哪一種水生植物屬於同一型？ 

        選項：○1大安水蓑衣○2香蒲○3水車前草 4 黃花莕菜 

選擇 

2.探索科博尋寶趣：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探索區域：植物園 熱帶雨林溫室 
 主題情境介紹：守護著雨林王國的六顆魔法石不見了！這些魔法石是王國生命的來源，為 

             了拯救雨林王國，必須設法找回魔法石。快跟著雨林王國的佛瑞斯特王子 
             的腳步，一起將魔法石找回來吧！ 

 主題學習目標：(1)認識植物的葉子多樣性及獨特性。 
                (2)認識植物的莖及其功能與重要性。 
                (3)了解植物種子及果實的特徵與生成。 
                (4)了解花朵的的特徵與基本構造。 
 探索形式：實境解謎遊戲 
學生需於本館植物園溫室中，依據闖關地圖破解謎題。藉由解謎過程中引導學生觀察現場植

物、閱讀展板說明介紹。若遇到不知道該怎麼解題時，可點擊線索或提示按鈕來獲得解題資訊，
再輸入正確解答來完成解謎關卡。 

學生每完成一個解謎關卡，系統亦會出現該關卡的過關筆記，引導其進行延伸知識學習。 
闖關地圖與各個解謎關卡題目如下所示： 

 
任務一關卡題目 任務二關卡題目 任務三關卡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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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四關卡題目 任務五關卡題目 任務六關卡題目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1.教師引導學生比較校園植物、濱海植物與水生植物的差異。 
2.教師引導學生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兒童數位博物館＞的＜
勇闖植物島＞，進行＜搶救濕地大作戰＞，自主學習＜如何分辨荷
花和睡蓮＞與＜水生生物的生長類型＞，深入認識水生植物。 

3.依照製作濱海植物小書的方式，使用行動載具，將拍攝的影像製作
水生生物相簿或電子書。 

比較濱海植物與
其他植物，了解濱
海植物的特殊性 
 
完成水生生物小

書 

80 分鐘 

(二)四年級「海鄉珍寶」課程，人數 14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藉由探訪三條崙海水浴場舊址戶外體驗活動，引導學生整理資料與繪製心智

圖，深入理解家鄉產業與海洋資源的連結，並運用影片、線上遊戲與桌遊，

發現海洋廢棄物與過漁的問題。 

 參觀中：利用館內植物園區導覽解說、師生行動探索＜認識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學

習主題，瞭解水生植物的生長知識，接著進行單人解謎遊戲＜雨林王國的守

護石＞連結三年級與五年級之課程，並前往館內微觀世界展廳，透過顯微鏡

觀察水族箱動植物，補足前列課程裡未能接觸真實自然環境之不足，再搭配

＜漁取魚求>劇場欣賞，增加學生對水生植物、水族動植物、海鮮危機等議題

的認識，進而提升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 

 參觀後：以參觀前與參觀中的內容為題，運用心智圖技巧製作投影片報告，並做為五

年級課程剪輯課程的基礎，協助學生覺察環境的變化與問題，進而引發他們

保護家鄉與自然的情懷。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四年級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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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三崙國小四年級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海岸風情 

實施年級/人數 國小四年級/14人 總節數 共 19節，760分鐘 

總學習目標 

結合在地素材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源，進行跨領域與跨地域的學習

活動，探索家鄉濱海的產業與環境問題，建構科學精神與海洋教育的核

心素養。 

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 

1.兒童數位博物館＞熱門學習＞芸芸眾生＞婆羅洲紅樹林(1) 

2.兒童數位博物館＞熱門學習＞芸芸眾生＞婆羅洲紅樹林(2) 

3.兒童數位博物館＞熱門遊戲＞芸芸眾生＞婆羅洲紅樹林食蟹獴遊戲 

4.兒童數位博物館＞動畫教材＞搶救濕地大作戰 

行動智慧學

習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服務 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主題 

其他實體學

習資源 
1.環境劇場－漁取魚求 

2.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微觀世界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請學生猜測家鄉地名的由來。 
2.教師介紹家鄉地名的由來，並請學生分析家鄉地名是以自然特

徵，還是人文特徵命名呢？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播放影片＜看見箔子寮漁港＞(雲林縣文生中學學生影音作
業)，讓學生綜覽濱海家鄉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並藉由影片的介
紹，了解目前濱海家鄉的困境。 

2.教師提問，並依據學生回答內容進行總結。 
  如：班上學生誰住在箔子寮社區？誰住在三條崙社區？、 
  箔子寮社區跟三條崙社區有哪些相似或相異之處？、影片中所提 
  的箔子寮目前問題有哪些？、三條崙是否也有問題呢？ 
(三)綜合活動 
1.教師說明下節課將踏查三條崙海水浴場舊址。 
2.教師播放科博館線上動畫＜婆羅洲紅樹林(1)＞。 
3.教師提問：遠在婆羅洲的紅樹林，跟三條崙的濱海黑森林，可能 
  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三條崙海邊會有長鼻猴嗎？ 
4.教師總結，即使是濱海環境，因為不同氣候與地形會發展出不同
的樣貌，請學生討論踏查的重點。 

第二、三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提醒學生踏查活動的注意事項。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帶領學生前往三條崙海水浴場，並注意學生安全、適時維持 
  秩序。 
2.教師引導學生注意前一節課提到過的景觀與特色。 
(三)綜合活動 
1.教師請學生進入科博館＜搶救濕地大作戰＞線上動畫，學習「什
麼是溼地」知識。 

2.教師與學生討論，三條崙濱海地區哪些地方是溼地。 
 

 
分析三條崙、箔子
寮地名是來自自然

與人文景觀 
 

能理解社區自然或
人文景觀的特色與

困境 
 
 
 
 
 

了解不同氣候與地
形會發展出不同濱
海環境的樣貌 

 
 
 
 

 
 
 

參與踏查活動，體
會三條崙自然與人

文景觀之美 
 

知道三條崙濱海地
區溼地的位置 

 

 

 
1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0分鐘 

 
 
 

20分鐘 
 

 

 



15 

第四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提問：日常生活有哪些與海洋關係密切？、海洋對人類的重 
  要性在那裡？ 
2.教師總結提問內容，並說明海洋資源對居住於濱海地區我們的重
要性。 

(二)發展活動 
 教師說明海洋生態資源及其重要性、並請學生分組利用網路搜尋 
臺灣的漁業類型，再統整學生分組報告結果。 

(三)綜合活動 
1.教師請學生舉例家鄉的漁業發展主要是哪些類型。 
2.請學生依照課程內容完成臺灣海洋漁業資源的心智圖。 

 

第五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詢問學生喜歡的海鮮料理，瞭解學生是否吃過烏魚子、蚵嗲   
等食物，進而引導學生發現這些料理的原料是來自雲林縣沿海。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請學生進入科博館＜搶救濕地大作戰＞線上動畫，學習「認
識潮間帶」知識。 

2.教師詢問學生，三條崙海洋產業在潮間帶所發展的是哪些呢? 
3.教師請學生利用網路搜尋，完成蚵仔養殖的資料蒐集學習單。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提問：是否發現不同水域，蚵仔養殖方式會有差異呢？、三 
  條崙使用什麼方式養蚵？ 
2.教師請學生進入科博館＜搶救濕地大作戰＞，學習「潮間帶常見

的植物」、「潮間帶常見的動物」、「哪些潮間帶的動物有毒」
知識。 

第六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請學生進入科博館＜搶救濕地大作戰＞，學習「人類對濕地 
的破壞有哪些？」知識，並與學生討論：除了破壞濕地之外，人 
類還有其它的活動會影響到海洋嗎?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播放＜2018.09.15【民視異言堂】蚵棚下的白色難題＞影片。 
2.教師提問 

如：造成環境問題的蚵架是哪一種？、蚵農使用保麗龍做什麼？、 
    為何我們要積極處理保麗龍廢棄物？、保麗龍回收獎勵金有 
    沒有效果？、改良環保浮具為何效果有限？相較之下，你覺得 
    獎勵金比較好還是環保浮具比較好？、你覺得推動蚵仔環保 
    標章對減少保麗龍浮具的效果好嗎？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養蚵產業的存在有其價值，所以探討這個議題並非想 

 消滅我們賴以維生的產業，而是希望讓這個產業可以永續經

營。 

 

 

了解海洋資源是家
鄉重要的謀生資源 

 
 
 

整理臺灣海洋的漁
業資源 

 
畫出漁業類型與臺
灣養殖漁業的心智

圖 
 
 

了解雲林縣沿海有
豐富的漁業資源 

 
了解潮間帶各區域

的特性 
 
 
 

了解蚵仔養殖方
式、潮間帶常見動
植物與及其特性 

 
 

 
 

了解人類對濕地的
破壞 
 
 

理解浮棚式養殖蚵
仔所造成的保麗龍
汙染海洋問題，並
分析目前處理保麗
龍所遭遇的困境 

 
 
 

討論如何處理保麗
龍廢棄物，並思考
養蚵產業如何永續 

 

 

 

1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2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25分鐘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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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曾聽從事漁業的家人說，近年來無論捕獲量或 
  魚體大小有持續下降的狀況；或者負責買菜的家人說，海鮮越來 
  越貴？為什麼？ 
2.教師播放＜臺灣也有尼莫！如何讓尼莫安心回家？＞影片，並利 
  用投影片引導學生討論問題，如：2048年捕不到魚是否真的可 
  能發生？、若真的發生，對生態造成什麼影響？、海洋資源耗竭 
  的原因為何? 
(二)發展活動 
1.教師播放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線上動畫＜婆羅洲紅樹林(2)＞，  
  並請學生使用平板進行＜婆羅洲紅樹林食蟹獴遊戲＞。 
2.教師宣布積分最高者，並引導學生思考：如果每一隻食蟹獴都像 
  人類以捕捉大量捕捉螃蟹，你覺得紅樹林的螃蟹會怎麼樣？ 
3.教師介紹海洋資源耗竭情形及原因。 

(1)人類活動對海洋資源耗竭的影響：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污 
   染、干擾或環境變遷 
(2)過漁現象：過漁(過度捕撈)是造成海洋資源枯竭的主要原 
   因。 
(3)對海洋經濟活動的影響 

(三)綜合活動 
1.教師準備海鮮造型或口味餅乾（魚型、魷魚、蟹、蝦），並將學 
  生分成約 5人一組，進行兩回合的桌遊。第一回合不予限制，第 
  二回合給予部分限制，遊戲結束後，學生可以吃掉捕撈到的海鮮 
  餅乾。 
2.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問題，如：兩個回合的遊戲結果有什麼不同？ 
  、第一回合的遊戲裡，同學中誰抓了很多魚，你有什麼感覺？、 
  第二回合老師規定一人只能撈 5隻有何感覺？安心或不安心？、 
  你覺得魚類資源是不是共有的資源？、你覺得如何有效減緩海洋 
  資源耗竭？ 
4.教師總結：全球海洋資源因過度捕撈而日益枯竭，若再不採取
行動，未來可能會面臨無魚可吃的窘境。除了政府進行有效的
漁業管理外，生產者還有消費者的自律行動也是關鍵力量。 

第八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詢問，前一節提到海洋資源因過度捕撈而日益枯竭，除了期 
  待政府進行有效的漁業管理外，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可以怎麼    
  做？，並播放影片＜你吃的魚來自哪裡？小心別吃到這些「暗 
  黑。海鮮料理」！＞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說明：我們可以用拒絕購買不永續的海鮮，並選擇對環境衝 
  擊較小的海鮮，達到負責的行動。 
2.教師上網搜尋＜臺灣海鮮選擇指南＞，並請學生說說看吃過哪些 
  海鮮？，並介紹海鮮挑選原則逐一討論挑選理由。 
(三)綜合活動 
1.教師請學生分組完成年年有魚學習單，提出較環保的替代菜色， 
並發表討論結果。 

2.教師請學生猜猜看海鮮指南裡的海鮮是否會更改類別？請學生
想想看建議食用、斟酌食用還是避免食用的海鮮種類數量消長。 

3.教師總結：當資源耗竭，避免食用的海鮮種類會越來越多；當保
育有成，建議食用的海鮮種類會越來越多，若能理解此種概念後，
未來也能跟家人分享永續食用海鮮的觀念。 

 
根據日常經驗，分
享自己發現海洋資
源耗竭的經驗 

 
察覺海洋資源耗竭

的問題 
 
 

能理解人類活動是
海洋資源耗竭的原

因 
 
 
 
 
 
 
 
 

能理解過度漁撈是
海洋資源耗竭的原
因，並重視海洋資
源永續的議題 

 
 
 
 
 
 
 
 
 

 

 

能採取自律行動重視
海洋資源永續的議題 

 
 
 

能依照海鮮選購指南
原則，學習永續海鮮
知識，並挑選對海洋
危害較少的海鮮 

 
願意建議家人一同以
行動降低自身對海洋

的負面影響 
 

 
10分鐘 

 
 
 
 
 
 
 

15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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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07:30-09:00 車程 

09:20-09:50 載具租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10:00-11:20 

植物園導覽區域：低地沼澤區、植物園溫室 

展區環境簡介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水生植物的生長型態」 

瞭解水生植物生長的型態 

11:20-12:20 
探索科博尋寶趣：雨林王國的守護石 

觀察植物、動物的特徵、型態與構造 

12:20-12:30 載具歸還 

12:30-13:50 午餐 

14:00-14:15 
環境劇場欣賞－漁取魚求(影片長度 15分鐘) 

瞭解海洋資源的匱乏與珍惜海洋資源 

14:15-14:30 自由探索－微觀世界展廳 

14:3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賦歸 
 

6 時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由於三崙國小三四年級於館內參觀活動中行程規劃是一致的，故在此就不再另行說
明智慧學習服務主題內容，煩請直接參閱前述三年級參觀中內容。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1.學生選定一報告之漁業資源，連結參觀前與參觀中的相關議題， 
  包含介紹生長環境、帶來的環境問題與海洋資源永續方式，分組 
  以心智圖的方式製作投影片報告。 
2.學生上臺分享投影片內容，其他各組學生則給予相關意見建議。 

運用心智圖的技巧
製作投影片報告 

 
分享投影片報告 

80分鐘 

(三)五年級「海岸形色」課程，人數 9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帶領學生至校園菜園澆水、黑森林步道探查等戶外體驗活動，觀察植物毛細        

現象與蒸散作用、瞭解濱海植物特殊構造，並引導學生製作筆記統整報告，        

再利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線上數位資源，延伸認識蕨類植物特徵。 

 參觀中：利用館內植物園區導覽解說、師生行動探索＜蕨識高手＞學習主題，學習蕨        

類植物的科學知識，接著進行單人解謎遊戲＜鹿鹿的生日派對＞，作為學生        

自我評量之用，並前往館內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區等展廳，瞭解世界各        

地與台灣大甲溪流域自然景觀生態，再搭配＜漁取魚求>劇場欣賞，增加學        

生對海鮮危機、海洋廢棄物議題的認識，進而提升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 

 參觀後：比較濱海植物與其他植物的差異，引導孩子發現不同環境植物所發展出的特        

殊性。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五年級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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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三崙國小五年級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海岸形色 

實施年級/人數 國小五年級/9人 總節數 共 20節，分 800鐘 

總學習目標 

結合在地素材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源，進行跨領域與跨地域的學習

活動，觀察及發現濱海植物的特性與造成其特殊性背後的原因，建構科

學精神與海洋教育的核心素養。 

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 

1.兒童數位博物館＞動畫教材＞勇闖植物島＞探索植物＞植物構造與功能 

2.兒童數位博物館＞動畫教材＞勇闖植物島＞探索植物＞植物的多樣性 

3.兒童數位博物館＞動畫教材＞勇闖植物島＞探索植物＞蕨類植物 

4.植物博覽 http://web2.nmns.edu.tw/botany/home.php 

行動智慧學

習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植物園-蕨識高手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服務 鹿鹿的生日派對 主題 

其他實體學

習資源 
1.環境劇場－漁取魚求 

2.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帶學生於有機菜園澆水，並討論：澆入土壤的水到哪裡去 
  了？、植物為何需要吸收水分？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植物最主要吸水的部位是哪裡？水該如何輸 
  送到植物身體的各個部位？ 
3.教師請學生分組，選定一株大花咸豐草，連根拔起帶回教室。 
(二)發展活動 
1.將大花咸豐草的根浸入染色水中。一段時間後，觀察植物的外觀 
  有什麼變化？ 
2.教師詢問學生：為何做實驗時，要將水染色？經過一段時間後， 
  猜猜看觀察植物的外觀有何變化？ 
3.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大花咸豐草的根、莖、葉脈的顏色，並用美工 
  刀切割莖和根，再用放大鏡觀察。 
5.教師歸納總結，植物由根會吸水，並經由莖輸送到整棵植物，這
是毛細現象。 

(三)綜合活動 
 教師播放勇闖植物島－認識身體各部位的功能，並完成學習單。 

了解植物透過毛細
現象，運送水份的

路徑 

40分鐘 

第二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為什麼裝有蔬菜的塑膠袋會充滿水氣？跟我 
  們上一節課做的實驗有沒有關係？植物會由葉子散發水氣嗎？ 
2.教師午休前帶學生到有機菜園，請學生拿夾鏈袋套在植物的葉子 
  上，再把袋口密封，等待午休過後，觀察夾鏈袋裡有什麼現象。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請學生回顧兩個實驗，並思考水進入植物體內之後，最後會 
  輸送到哪裡？ 
2.教師歸納，植物體內的水分，從根往上輸送到莖，葉後，最後從 
  葉子散發出來。 
3.教師解說，植物體内的水分會變成水蒸氣，經由植物體的葉子散 
  發到空氣中，這種現象稱為「蒸散作用」。 
4.教師詢問學生：為什麼在午休時間做實驗？葉子的蒸散作用會加 
  快水分的運輸嗎？葉子很多的植物，如果水分不夠，植物會怎麼 
  樣？ 

了解植物透過蒸散
作用利用葉子散發

水氣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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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1.教師說明植物的葉主要功能為蒸散和製造養分，不同環境會發展 
  出不同的葉子。 
2.教師展示不同葉子的圖片，並請學生分組配對葉子特殊形狀的功 
  能，並寫出該種植物的生長環境，例如：乾燥、潮濕、陰暗等。 

仙人掌 大萍 姑婆芋 蘆薈 
針狀減少水分

散失 
絨毛增加浮力 

大片葉子增
加陽光吸收 

貯存水分和養分 

聖誕紅 橡膠樹 豬籠草 捕蠅草 
吸引昆蟲傳粉 蠟質減少水分散失 誘捕昆蟲 誘捕昆蟲 

3.教師請學生發表，並猜測附近的黑森林步道的葉形，應該是何種 
  類型，教師展示木麻黃的葉子，驗證學生的說法。 

第三、四節 
(一)準備活動 
老師請上網學生查詢濱海植物種類，並請學生將黑森林常見濱海 
 植物列出，例如木麻黃、天人菊、草海桐、馬鞍藤等。 
(二)發展活動 
教師播放濱海植物相關影片，並引導學生歸納濱海植物的特性。 
(三)綜合活動 
教師帶領學生前往黑森林，尋找濱海植物與分布區域，並讓學生
利用「形色 APP」尋找濱海植物，拍照(根、莖、葉、花、果實、種 
子)，完成記錄表。 

第五、六節 
(一)準備活動 
 請學生異質分組，根據現場踏查記錄的資料，每組分派二種植物， 
  各組植物不重複。 
(二)發展活動 
 學生上網尋找更詳細的植物資訊，整理成書面報告，並進行報告。 
 (書面報告內容包含植物外觀介紹及特色、特殊功能) 
(三)綜合活動 
 教師給予意見，學生修訂講稿內容。 

第七、八節 

(一)準備活動：進行實地現場解說植物並錄影。 
(二)發展活動 
 教師指導學生將成果後製影片(威力導演)，影片內容加上植物名 
  稱、解說的內容。 
(三)綜合活動 
 各組播放自製影片，分享成果，並投票選出喜歡的作品。 

第九節 
1.教師引導學生進入科博館＜勇闖植物島＞，學習「植物的多樣性」
與「蕨類植物」知識。 

2.教師請學生發表，課程中的收穫與發現。 
3.校外參訪的行程介紹與注意事項。 

學會使用軟體認識
社區濱海植物種
類、特色、功能，
並完成記錄表 

 
 
 
 
 
 

能將記錄表整理成
為一書面報告並分

享 
 
 
 
 
 
 

能錄製現場解說濱
海植物影片並完成

後製 

 
 
 
 

能了解蕨類植物的
特性 

80分鐘 
 
 
 
 
 
 
 
 
 

80分鐘 
 
 
 
 
 
 
 
 

80 分鐘 
 
 
 
 
 
 

40 分鐘 

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07:30-09:00 車程 

09:20-09:50 載具租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10:00-11:20 

植物園導覽區域：植物園特展室 

展區環境簡介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園-蕨識高手」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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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找尋連結推想植物特徵 

11:20-12:20 
探索科博尋寶趣：鹿鹿的生日派對 

植物的構造功能與環境 

12:20-12:30 載具歸還 

12:30-13:50 午餐 

14:00-14:15 
環境劇場欣賞－漁取魚求(影片長度 15分鐘) 

瞭解海洋資源的匱乏與珍惜海洋資源 

14:15-14:30 自由探索－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展廳 

14:3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賦歸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1.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園-蕨識高手」 
 探索區域：植物園特展室 
 學習目標：以活體植物為引導物，結合解謎遊戲語法，搭配不同的任務題型觀察找尋特徵 

       ，並連結推想答案，學會觀察技巧以及透過物件架構知識。 
 探索形式：植物活體探索結合平板任務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12 個解謎問題，學生需依據問題於展區內觀察現場栽種之植物，仔細思

考以回答問題，答題類型共計四種，包含了簡答題、繪圖題、選擇題與拍照題等，而本學習主題
之解謎問題則如下所示： 

解題情境 

  知道有一群不會開花結果植物的身上長滿了問號(？)，而且葉子背面常常出現各種不同
形狀的符號，讓很多人學習時覺得很累嗎？如果能夠解開這些植物身上隱藏的秘密，你
就會變成人人眼中的絕世高手。 
  這群擁有特殊秘密的植物，每一個都是嬌貴敏感的綠色精靈，請你不要傷害他們唷！  
來吧！帶著精靈之書與高超的觀察力及信心，跟你的夥伴一起仔細閱讀每一關提供的隱
微線索，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挑戰，成為一個蕨識高手。 

解謎題目 答題類型 

任務一：誰識蕨類 
精靈之書：1.蕨類是不會開花的植物。 2.蕨類的幼芽呈捲曲狀。 
挑戰：想成為蕨識高手，當然要先認出來誰是蕨類。請仔細閱讀「精靈之書」 
      上寫的蕨類特徵，在特展室外面找找誰是蕨類，並將它拍照上傳。 

拍照 

任務二：發現問題 
精靈之書：蕨類的幼芽呈捲曲狀。  
挑戰：想看出誰是蕨類，那就一定要看嫩芽。蕨類嫩芽跟其他植物有很大的不 
      同，請仔細觀察蕨類植物的嫩芽後，把它的形狀畫下來。 

繪圖 

任務三：葉葉皆美 
精靈之書：蕨類在地表上最明顯的構造是葉子。 
挑戰：植物的營養器官可以分成根、莖、葉三個部份，想成為蕨識高手，當然 
      能看出他們的不同。請打開蕨類秘寶圖後，把精靈卡放在正確位置，並 
      拍照上傳。 

拍照 

任務四：生命密碼 

精靈之書：蕨類的成熟葉子背面有孢子囊，孢子囊常排列成不同形狀。  

挑戰：每一種蕨類的葉子背面常常可以發現孢子囊，這些孢子囊會排列出各種 

      形狀。這是它們的生命密碼，可以從其中知道它們的真實名字。請找出 

      2 種不同的生命密碼後，把它們畫下來。 

繪圖 

任務五：鹿葉之後 

精靈之書：有些蕨類長孢子囊的葉子形狀跟沒有孢子囊的不一樣。  

挑戰：鹿角蕨的葉子有兩種不同形狀，其中只有一種會長孢子囊，請把有孢子 

      囊的葉子形狀畫下來。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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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六：複製蕨全面進攻 
精靈之書：有些蕨類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挑戰：有些蕨類的葉片上會出現不定芽，或是葉子頂端碰到地面會長出新芽， 
      這就是「營養繁殖」。請找出一種可以利用營養繁殖的蕨類，把它的繁 
      殖方式拍照上傳。 

拍照 

任務七：接觸地球 
精靈之書：蕨類因為生長方式的不同可以分成地生型與附生型。  
挑戰：每種蕨類都有自己喜歡生長的地方，生長在地面上的叫做「地生型」蕨 
      類。請找一顆喜歡的地生型蕨類，把它畫下來。 

繪圖 

任務八：借力使力 
精靈之書：有些蕨類不是長在土裡面，常常需要依附其他東西才能向上生長，
屬於「附生型」蕨類。  
挑戰：「附生型」蕨類生長在不同物體上，請寫下特展室中附生型蕨類會出現 
     在哪些東西上。 

簡答 

任務九：生存密技 
精靈之書：「附生型」蕨類會利用不同方式生存。  
挑戰：「槲(ㄏㄨˊ)蕨」是一種附生型蕨類，葉子有兩種不同形狀。請與你的 
      夥伴討論不同形狀的葉子有什麼不同功能後，把它選出來。 

選擇 

任務十：天然環境指標 
精靈之書：很多蕨類會在特定環境生存，可以作為環境指標。  
挑戰：很多蕨類喜歡生活在酸性土壤裡，請找出一種喜歡酸性土壤的蕨類後， 
      幫它拍照上傳。 

拍照 

任務十一：過溝菜蕨 
精靈之書：蕨類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可以提供人類許多資
源，其中有許多種 
          類可以吃。 
挑戰：「過溝菜蕨」是一種可以食用的蕨類，一般我們吃的是 
     它嫩芽的部份，請參考上圖，在現場找找過溝菜蕨可以 
     食用的嫩芽，並拍照上傳。 

拍照 

任務十二：美麗的蕨類 
精靈之書：蕨類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許多種類外型美麗，具有觀賞價值，常 
          常被人類當作觀賞植物。 
挑戰：很多蕨類都有美麗的葉片，請找你最喜歡的觀賞蕨類，寫下它的名字， 
      並寫下你喜歡它的原因。 

簡答 

2.探索科博尋寶趣：鹿鹿的生日派對 
 探索區域：植物園 
 主題情境介紹：鹿鹿的生日要到了，好友珍珍為了給她一個驚喜，決定秘密邀請植物王國 

             的好朋友們來為鹿鹿慶祝。              
 主題學習目標：(1)觀察與認識蕨類植物的特徵。 
                (2)認識植物的根具有不同的功能及型態。 
                (3)觀察了解植物構造的不同型態，了解不同環境中其植物的特徵。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7 個解謎關卡，學生需依據闖關地圖，於本館植物園內觀察現場栽種之
植物，仔細閱讀關卡問題資訊，若遇到不知道該怎麼解題時，可點擊線索或提示按鈕來獲得解
題資訊，再輸入正確解答來完成解謎關卡。 

學生每完成一個解謎關卡，系統亦會出現該關卡的過關筆記，引導其進行延伸知識學習。 
闖關地圖與各個解謎關卡題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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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關卡題目 任務一關卡題目 任務二關卡題目 任務三關卡題目 

  

 

  

任務四關卡題目 任務五關卡題目 任務六關卡題目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1.比較濱海植物、蕨類植物與其他植物構造的不同，並推測其所處 
  的不同環境中，造成的植物特色差異。 
2.將不同環境造成植物特色差異的結果錄製影片，並加入參觀前自 
  製影片，並請各組播放自製影片，進行作品投票。 

理解不同環境植物
所發展出的特殊性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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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年級「海鄉永續」課程，人數 11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帶領學生實際參與淨灘活動，並使用博物館線上資源認識綠蠵龜，建構學生

能於日常生活中少用塑膠以保護海洋的習慣，再藉由自製海報標語發想減塑

方案，提升他們對於海洋環境、野生動物的保育觀念。  

 參觀中：利用館內植物園區導覽解說、師生行動探索＜植物與環境＞學習主題，了解

不同的生態環境會有不同的植物形態特徵，是為五年級課程的延伸與深化，

接著進行單人解謎遊戲＜鹿鹿的生日派對＞，作為學生自我評量之用，並前        

往館內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區等展廳，瞭解世界各地與台灣大甲溪流域        

自然景觀生態，再搭配＜漁取魚求>劇場欣賞，增加學生對海鮮危機、海洋        

廢棄物議題的認識，進而反思日常周圍的環境議題 

 參觀後：連結參觀前、參觀中課程，引導學生能於生活中思考環境保育的方法，並以

小學生如何愛護地球為主題進行短片拍攝，以實際行動宣傳減塑新生活。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六年級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9： 

表 9 

三崙國小六年級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海鄉永續 

實施年級/人數 國小六年級/11人 總節數 共 19節，760分鐘 

總學習目標 
結合在地素材與科博館資源，進行跨領域與跨地域的學習活動，從觀察、

發現、推論與具體落實於生活，建構科學精神與海洋教育的核心素養。 

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 

1.兒童數位博物館＞熱門學習＞爬蟲知識學習區 

2.兒童數位博物館＞熱門遊戲＞小龜生存賽 

行動智慧學

習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植物與環境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服務 鹿鹿的生日派對 主題 

其他實體學

習資源 
1.環境劇場－漁取魚求 

2.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第一、二節 
(一)準備活動觀察情境 
1.帶領學生徒步到海邊淨灘。 
2.教師請學生一邊淨灘，一邊將撿拾的海岸廢棄物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發現問題 
 教師請學生分組將記錄海岸廢棄物進行分類，並討論來源。 

(三)綜合活動推論 
1.閱讀國語日報＜海岸廢棄物調查 生活垃圾占七成六＞報導。 
2.看完文章後，請學生發表除了淨灘有什麼方法可以拯救海岸。 

第三節 
(一)準備活動 
1.教師詢問學生，淨灘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並說明臺 
  灣的海洋廢棄物無奇不有，有些更奇妙到超乎理解能力。 
2.教師請學生利用平板進入＜海廢圖鑑＞網站，看看有哪些廢棄 
  物以及這些海洋廢棄物從哪來。 
4.教師請學生進行＜海廢大挑戰＞線上遊戲。 

 
能實踐參與淨灘活動 

 
能將撿到垃圾分類，
並具體說出垃圾的可

能來源 
了解海洋垃圾對海洋
生態環境的危害思考

拯救海岸方法 

 
知道海廢的種類與
它來自何處，並知
道海廢對海洋生
態、海洋生物造成

的危害 

 
5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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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展示信天翁肚子裡都是垃圾的投影片。觀察情境 
2.教師請學生討論照片透露什麼資訊。發現問題 
3.教師播放影片＜中途島塑膠垃圾多 海洋生物深受其害 202003 
  05公視早安新聞＞。 
4.教師播放影片＜滿肚垃圾袋 殺了領航鯨「小梧子」-蘋果日報 
  20150702＞，並與學生共同討論。推論 
  如：這兩個影片發現什麼？人類製造了垃圾之後，垃圾到哪裡 
      去旅行了?對海洋、海洋動物、人類各造成什麼影響? 
(三)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塑膠垃圾的危害原因。 

第四節 
(一)準備活動觀察情境 
 事前邀請學生帶最常吃的早餐到學校，不論是用買的、或是家   
長準備的皆可，並介紹自己的早餐，是誰準備的？是哪裡買的？ 

(二)發展活動 
1.發現問題教師請學生數數看自己的一頓早餐裡面，有多少一  
  次性塑膠製垃圾，並記錄下來（例如：三明治塑膠袋、奶茶杯 
  蓋、吸管、漢堡盒、麵包袋、塑膠提袋、保特瓶……） 
2.推論教師請學生算算看，按照比例成長，一年會製造多少一次 
  性垃圾或塑膠垃圾？(例如：一頓早餐如果有 4個塑膠製品，一 
  年會製造 4*365=1460塑膠製品) 
3.教師請學生說說看如何在早餐時，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 
(三)綜合活動 
 教師請學生利用平板完成線上學習單（Google表單）。 

第五、六、七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播放影片＜誰來晚餐第 9季第 5集零垃圾省錢小資夫妻＞ 
(二)發展活動解決問題 
1.教師請學生分享減塑行動對環境的影響。 
2.學生分組討論 5條減塑方案，並上臺和同學分享。 
  例如：在家用餐、在店家用餐、自備購物袋、自備環保杯、重複 
  使用塑膠袋、購買包裝少的物品、購買低碳足跡的物品、做好垃 
  圾分類、垃圾轉做它用、塑膠袋重複使用、少拿一個塑膠袋等。 
3.教師說明擴大活動的影響力，製作海報號召大家實施減塑生活。 
4.學生利用第一節課淨灘撿拾的海洋廢棄物，搭配雜誌撕貼，進 
  行分組海報製作： 

(1)各組為方案想標語，例如：「守護海洋 減塑行動」、「力行減 
   塑，守護地球」、「減塑真環保，還給海洋笑臉」。 
(2)教師提供海報範例，各組在海報上寫上標語後，根據標語與 
   方案進行海報的圖文創作並上色。 

(三)綜合活動 
 學生上臺發表自製海報成果，教師則利用社群網站分享活動成 
  果，請學生和家長一起實施減塑生活。 

第八節 
(一)準備活動 
 教師播放影片＜【海洋悲歌】不僅海龜插吸管 綠蠵龜連拉 7天 
  塑膠袋 | 臺灣蘋果日報＞，並請學生討論影片所透露的資訊。 
(二)發展活動 
 教師請學生使用平板，進入科博館＜爬蟲知識學習區＞，瀏覽 
  綠蠵龜知識影片與線上小遊戲。 
(三)綜合活動 
 校外參訪的行程介紹與注意事項。 

  
 

知道海廢中的塑膠垃
圾對人類的危害，進
而知道應減少使用塑

膠 
 
 
 
 
 
 

 
 
 
 

學生能檢視每日早餐
所製造出的塑膠垃圾
有哪些，並願意減少
早餐塑膠製品的使用 

 
 
 
 
 
 
 
 
 

分享減塑方案 
 
 
 
 
 
 
 

利用減塑方案，完成
海報 

 
 
 
 

宣傳海報，並和家人
一起推動減塑方案 

 

知道塑膠垃圾對海洋
生物造成的危害，逐
漸減少使用塑膠製品 

 
 

10分鐘 
 

2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40 分鐘 
 
 

7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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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07:30-09:00 車程 

09:20-09:50 載具租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10:00-11:20 

植物園導覽區域：植物園溫室+隆起珊瑚礁區+蘭嶼區+海岸林區 

展區環境簡介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與環境」 

植物在不同環境的形態特徵 

11:20-12:20 
探索科博尋寶趣：鹿鹿的生日派對 

植物的構造功能與環境 

12:20-12:30 載具歸還 

12:30-13:50 午餐 

14:00-14:15 
環境劇場欣賞－漁取魚求(影片長度 15分鐘) 

瞭解海洋資源的匱乏與珍惜海洋資源 

14:15-14:30 自由探索－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展廳 

14:3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賦歸 
 

6 時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1.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與環境」  
 探索區域：植物園溫室+隆起珊瑚礁區+蘭嶼區+海岸林區 
 學習目標：(1)了解不同的生態環境會有不同的植物形態特徵。         

 (2)了解植物特殊型態具備的功能。 
 探索形式：平板探索任務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10 個解謎問題，學生需依據問題於展區內觀察現場栽種之植

物，仔細思考以回答問題，答題類型共計四種，包含了簡答題、繪圖題、選擇題與拍
照題等，而本學習主題之解謎問題則如下所示： 

解謎題目 答題類型 

任務一：隆起珊瑚礁區-尋找支柱根 

 
請在植物園找到照片中具有支柱根的植物！ 

並拍一下它名牌上的綠色 QR code 後仔細閱讀，題目就藏在裡面喔！ 

 

簡答 

任務二：蘭嶼區-蘭嶼區的植物 

進入蘭嶼區後，你有沒有感覺到整個環境和前面隆起珊瑚礁有些不同

呢？那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溪谷森林中喔！在蘭嶼這個小島上，有許

多和臺灣本島不一樣的植物，並且以蘭嶼為名。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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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幫珍珍找一找在這區的植物中，有哪些植物是以「蘭嶼」為名

呢？ 

請將植物的名牌拍下來，跟珍珍一起分享喔！ 

任務三：海岸林區-光滑的葉子 

 
來到海岸林的生態區，請你找到棋盤腳樹，摸摸看它的葉子表面質感

是不是特別光滑呢？  

觀察海岸林區的植物，並將葉子具有蠟質特徵的其他植物拍下來和大

家分享喔！ 

拍照 

任務四：海岸林區-海漂植物 

 

海漂植物除了葉子之外，果實也有它的奧妙之處喔！現在請你到海岸

林區的橋上，找找棋盤腳樹介紹牌上的綠色 QR code(如下圖)看看它有

甚麼法寶？ 

 
 

簡答 

任務五：溫室-空氣鳳梨的魔法 

   
熱帶雨林中，有一種叫做空氣鳳梨的植物，它們的根大多作為固定植

株之用，吸水的器官主要在葉面的鱗片狀組織，不僅能吸收雨水，還可

以吸收空氣中的濕氣喔！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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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若葉子是主要吸收水分的器官，哪一種葉色的空氣鳳梨較適

合生長在日照強烈的環境？  

選項：○1葉色較白的 ○2葉色較綠的 

任務六：多肉植物區-多肉植物 

 
歡迎來到多肉植物區，我叫做櫻麒麟，是仙人掌科的一種。仙人掌科

是多肉植物中特殊的一群。多肉植物有很多不同的型態，有的是肉質

莖、有的是肉質葉。 

請找出和我一樣具有肉質莖的多肉植物，並且將它拍下來吧！ 

拍照 

任務七：礁岸植物區-礁岸、沙灘的守護者 

 
馬鞍藤、海埔姜都是礁岸、沙灘的守護者。觀察一下這些在沙灘、礁

岸的植物生長方式有什麼特徵以適應生存的環境？ 

簡答 

任務八：全區-榕樹的花在哪裡？ 

榕樹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樹種，不過，你有沒有看過榕樹的花呢？ 

 

這些植物的花被花托包裹在裡面，又稱「隱花果」。  

請找出榕樹的「隱花果」，並將它拍下來和大家分享喔！ 

拍照 

任務九：專屬小相機 

這是屬於你的專屬小相機，在任務中的任何時候若有令你印象深刻的

時候，都可以打開這題拍下你最喜歡的一景、一物和同學分享。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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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十：換你來出題 

經過這次的探索任務之後，有沒有收穫滿滿呢？最後我們來交換一下

角色，想像你現在是科博館的工作人員。在剛剛走過的路線上，要出一個

題目給國小的小朋友，你會出甚麼樣的題目呢？將你的題目寫下來吧！ 

簡答 

2.探索科博尋寶趣：鹿鹿的生日派對 
   由於三崙國小五六年級皆於館內參觀活動，體驗探索科博尋寶趣：「鹿鹿的生日派
對」，故在此不再另行說明，煩請直接參閱前述五年級參觀中規劃內容。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1.經過一個月減塑行動後，學生分享減塑後的生活改變。 
2.學生推論減塑之後，對海洋環境可能帶來的助益。 
3.學生分組將減塑前、中、後與參觀科博館的海報、照片、影片 
 與心得製作成減塑愛地球影片上傳 Youtube，宣傳減塑新生活。 

檢視減塑方案追蹤實
施成效，並利用影片
來宣傳減塑新生活 

80 分鐘 

二、科普實驗教學「潭墘麥向科博館」—知識概念與活動教材 

因應此校各年級學生人數較少，所以本活動教材屬一混齡式(3-6年級)學校本位統整性課程

(如圖 3)，課程主題為「校園常見動植物基本介紹」、「食物鏈能量傳遞」與「友善環境耕種農法」，

內容融入三年級「植物基本構造與功能」、五年級「動物世界」、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四

年級社會領域「家鄉的產業」單元，並以小麥契作為課程貫穿主軸內容(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

件三)。 

(一)「潭墘麥向科博館」課程，三至六年級總人數 13 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帶領學生認識社區周遭所種植之小麥、水稻等主要作物，並利用平板於校園

內實施探索科博尋寶趣＜拯救星球的方法＞學習主題，認識校園常見動植物，

再運用自編教材教授食物鏈角色與能量傳遞課程內容，逐步建立學生對於食

物鏈知識的概念。 

 參觀中：透過館內師生行動探索學習＜農業生態＞主題，瞭解臺灣農業社會的作物種

類與生存環境，嘗試分析水稻與小麥之生長差異，並利用館內芸芸眾生及台

灣自然生態展廳聆聽導覽解說，探索科博尋寶趣＜大末日傳說＞學習主題、

劇場教室－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進而深化學生對於食物鏈角色與能量傳

遞概念、友善耕種農法等面向的知識學習。 

 參觀後：教師針對參觀前與參觀中的學習課程內容，除了於校園課堂中進行內容複習

活動外，也利用稻草材料，指導學生製作出具有個人特色的稻草人作品，進

而懂得尊重自然界中與人類共存的動植物，以提升環境保育理念。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此混齡式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10： 

表 10 

潭墘國小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海岸風情 

實施年級/人數 
三年級/4 人、四年級/6 人、五

年級/3 人、六年級/6 人 
總節數 

共 5 節， 200 分鐘 

（不含科博館參觀時間 

總學習目標 

認識社區主要作物：小麥、水稻，與校園常見動植物，並經由食物鏈

能量傳遞概念，體認友善耕種之重要性，進而學習尊重自然界中與我

們共存的動植物，建立環境永續經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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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習

資源 

1.兒童數位博物館—植物島主題 

2.線上博物館—網路主題展示－台灣農業生態  

3.線上博物館—網路主題展示－虛擬展示各主題 

行動智慧學習

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農業生態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解謎服務 拯救星球的方法 主題 

▓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解謎服務 大末日傳說 主題 

其他實體學習

資源 
1.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及台灣自然生態  

2.劇場教室－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單元一 農業生態主題課程 
第一節課 

一、 課前準備 
(一)教師自編教材；自編簡報與投影設備；海報紙、麥克筆、校園種 
    植之小麥；建立師生行動悠遊帳號 
(二)學生準備文具 
二、 引起動機 
 教師運用兒童數位博物館—植物島資源 

http://mymuse3.nmns.edu.tw/children/island07.aspx#，引導學
生回想三年級上學期自然領域所學植物的構造與功能，並連結到社
區主要作物—小麥，討論小麥的基本構造與功能。 

三、 發展活動 
(一)一麥相承 

 學生觀察校園種植之小麥，並以「基本構造」、「生長歷程」、 
  「用途與生活」、「相關俗諺」等主題分組討論並製作海報， 
  範例如下： 

 小麥 稻米 
圖示 

學生已有先備
知識能分組討
論完成。 

參觀後再分組
討論完成。 
 

基本構造 
生長歷程 
用途與生活 
相關俗諺 

(二)你知稻嗎？ 
 教師透過「線上博物館—網路主題展示－台灣農業生態資 
  源」https://reurl.cc/WLoX7O 與「農委會—種子世界」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3 
187 等資源蒐集教材，提供資料給學生分組運用拼圖式合作學
習法，互相分享與討論，建立並整合稻米與台灣農業生態相關
知識。 

四、 綜整活動 
(一)準備科博趣 

 教師進行科博館簡介，帶領學生瀏覽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說明課程安排與參觀科博館之任務內容（完成海報分析），學 
 生依組別自行分工，後由教師統整本節所學。 

單元二 友善環境主題課程 
第二節課 

一、 課前準備 
(一)教師自編教材；自編簡報與投影設備；照相機 10 臺；行動載 
    具 21臺並安裝探索科博尋寶趣 app 
(二)學生準備文具 
二、 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你觀察過學校周圍有甚麼動植物會與我們一起生活 

 
 
 
 
 
 

能仔細觀看教
材影片並且踴
躍舉手回答問
題，複習植物

單元。 
 

能和小組成員
溝通及合作，
完成主題海報
小麥部分。 

 
 
 
 
 
 
 
 

能和小組成員
合作運用拼圖
教學法，認識
稻米作物與農
業生態知識。 

 
 

能仔細聆聽教
師講解並且與
組員妥善分

工。 
 

 
 
 
 
 
 

能仔細聆聽教

 
 
 
 
 
 

(7分鐘) 
 
 
 
 

(2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8分鐘) 
 
 
 
 

 
 
 
 
 
 

(7分鐘) 
 
 

http://mymuse3.nmns.edu.tw/children/island07.aspx
https://reurl.cc/WLoX7O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3187
https://kmweb.coa.gov.tw/subject/subject.php?id=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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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二)引導學生分組至校園周遭麥田拍下一張包含動植物的照片。 
三、 發展活動一 
(一)校園生物麥夠「照」 
學生分組運用「線上博物館—網路主題展示－虛擬展示各主題」或其
他資源查詢小組拍攝照片中的動植物資料，完成校園生物小檔案，並
分組上台分享。 
(二)拯救星球的方法 
教師簡介探索科博尋寶趣 app，學生分組進行「探索科博尋寶趣—單人
解謎服務—拯救星球的方法」競賽，最快完成任務的組別獲勝，並分享
解謎時遇到的困難與體驗心得。 

第三節課 
四、 發展活動二 
(三)食物鏈能量傳遞 

 教師運用「 LIS 國中生物—生物與環境—食物鏈」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ocTNTfwzs 與自編教材
介紹食物鏈、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與清除者之間的關係，並
說明能量與毒素傳遞。 

(四)麥田中的食物網 
 教師展示麥田中的植物與動物，請學生排列出可能的食物網關
係，並進行解答。 

(五)農藥、除草劑與捕鳥網爭議討論 
 學生分別就贊成及反對農地使用農藥、除草劑與捕鳥網為論點
展開辯論，並得出結論。 

五、 綜整活動 
(一)教師說明農藥及除草劑可能對環境與人體造成的影響，並介紹友

善環境耕種農法。 
(二)教師進行科博館參觀活動課程介紹（地球環境廳解說服務－芸芸

眾生及台灣自然生態、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解謎服務—大末日
傳說、環境科學課程－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並統整本節所學。 

師講解並且分
組完成任務。 

 
能和小組成員
合作完成生物
小檔案並且勇
於上台發表。 

 
能和小組成員
合作完成解謎

任務。 
 

 
能仔細聆聽教
師講解並且踴
躍舉手回答問
題，認識食物

鏈。 
 
 

能踴躍舉手回
答問題。 

 
勇於論述自己
支持的論點。 

 
能夠仔細聆聽
教師講解。 

 
(33分鐘) 
16分鐘 

 
 
 

17分鐘 
 
 

 
 

(37分鐘) 
17分鐘 

 
 
 
 

5分鐘 
 
 

15分鐘 
 
 

3分鐘 
 
 
 
 

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1.課前準備 
(1)單元一海報與麥克筆 
(2)行動載具 10臺並安裝探索科博尋寶趣 app 
(3)學生準備文具 

第一天 

09:00 報到 

09:00-09:20 載具租借&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9:20－10:20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農業生態」 

認識台灣農業歷史與水稻種植知識 

10:20－10:40 載具歸還 

10:40－11:20 
學生分組討論並完成單元一海報繪製 

能完成海報稻米部分，對小麥與水稻進行各個面向之異同分析 

11:20－12:10 太空劇場欣賞－南極恐龍 

12:10－13:00 午餐及午休 

13:00－14:00 自由參觀 

14:00－16:00 
地球環境廳導覽區域：芸芸眾生及台灣自然生態 

認識不同生態系及食物鏈概念 

16:00 賦歸 

16 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ocTNTfw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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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09:00 報到 

09:00－09:20 租借載具&實體教具包 

09:20－11:00 
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版－大末日傳說 

透過解謎遊戲，強化學生對於不同生態系食物鏈認識 

11:00－11:20 歸還載具與實體教具包 

11:20－12:20  午餐及午休 

12:30－13:30  立體劇場欣賞－失落的世界＆鳥瞰地球 

13:30－14:00 自由參觀 

14:00－14:40 
 劇場教室－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 

由食農議題出發認識友善環境農法 

14:40－15:3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15:30 賦歸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1.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農業生態」 
 探索區域：人類文化廳 1F－農業生態 
 學習目標：透過人類文化廳－農業生態的導覽，讓學生了解水圳、農業與人類生活的關係 
 探索形式：平板探索任務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8 個解謎問題，學生需依據問題於展區內觀察現場展品，仔細思考以回

答問題，答題類型共計四種，包含了簡答題、繪圖題、選擇題與拍照題等，而本學習主題之解
謎問題則如下所示： 

解謎題目 答題類型 

任務一：什麼是農業？ 

農業是指利用土地、陽光、水分、空氣與礦物質

培育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以獲得生活物質或維護

生活環境的產業。 

 

熊寶在「什麼是農業？」展示區的說明找到一些關於農業的敘述，請問下列

哪些是屬於廣義的農業範圍？請將正確的代碼寫下。 

○1農藝和園藝作物的栽植產業。 

○2林業－以林地和林木為工具，生產林產物為目的之經濟產業。 

○3漁業－採取、運用水中的動物或植物，所產生之經濟活動的產業。 

○4畜牧業－利用土地從事動物生產的事業，包括牲畜及畜產品生產。 

簡答 

任務二：人力龍骨水車 

農具的發明，糧食豐足使人口快速增加與經濟作

物的擴種。這項古早先民發明的機具，延用了數百

年，在明代《天工開物》古書上也有記載。 

 

阿波在展場裡看到一位伯伯辛苦的踩著龍骨水車，請問人力龍骨水車有什麼

用途呢？ 

簡答 

任務三：找找「風鼓機」 

 

珍珍聽奶奶說以前都會用風鼓機來篩選米，很想

知道風鼓機的樣子，請你找到風鼓機並拍給珍珍看。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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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四：中國農業事件簿 

 

熊寶最喜歡吃香噴噴的米飯了，請你在展區找找

「中國農業事件簿」，然後告訴熊寶最早的水稻出

現時間在什麼時期呢？ 

選項：○1 舊石器時代○2 新石器時代○3 鐵器時代 

選擇 

任務五：閩南俚語小博士 

小來在參觀展區臺灣的閩南俚語-田言˙米語_農

作篇時，想請爸爸說過「看田面，毋通看人面」這

句話，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選項：○1順其自然，凡事不必強求 

      ○2與其看人臉色，不如自食其力 

      ○3田地是祖先留下的，不可以因人情壓力賣掉 

 

選擇 

任務六：閩南俚語小博士 

熊寶想知道「食米毋知米價」這句閩南俚語是形

容一個人怎麼樣？你能幫幫熊寶，找到答案嗎？請

選擇你覺得正確的答案。 

選項：○1 比喻是表裡不一的人 

      ○2 意指三心二意，常常拿不定主意。 

○3 形容是一個不清楚世事現實面的人。 

選擇 

任務七：菜籃在哪裡？ 

菜籃：挑菜用。竹編籃，口圓底方，籃身淺，四

角由兩根竹片組成提把，便於手提或肩挑。底有孔

目，可通氣瀝水，通常兩件組成一擔。 

看看展區請你找出菜籃，並將它拍下來。 

拍照 

任務八：天才小廚師 

熊寶想要試著自己做小吃，請你幫幫熊寶的

忙！ 

找到展區阿米嬸小吃攤，選擇一個你喜歡的小

吃，並寫下他的名稱及作法。 

簡答 

2.探索科博尋寶趣協力版：大末日傳說 
 探索區域：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 
 主題情境介紹：維布爾在熊寶與布比的幫助下，收集了許多環境議題的資料返回母星。這 

              一次，他將集結眾人的智慧與力量拯救即將滅亡的星球。 
 主題學習目標：透過探索芸芸眾生展區建構關於環境保育的相關知識，從食物鏈觀點了解 

             生態系中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概念。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8 個解謎關卡，3-4 名學生需依據關卡順序，於本館芸芸眾生展廳內觀

察現場展品與展版說明，仔細閱讀關卡問題資訊，若遇到不知道該怎麼解題時，可點擊線索或
提示按鈕來獲得解題資訊，一起合作輸入正確解答來完成解謎關卡。 

題型計有兩種類型，分別是協力題(一個題目多個答案)與合作子題(每人一個任務一個答
案)，學生每完成一個解謎關卡，系統亦會出現該關卡的過關筆記，引導其進行更多的延伸知
識學習，各個解謎關卡題目如下所示： 

任務一關卡題目 任務二關卡題目 任務三關卡題目 任務四關卡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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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五關卡題目 任務六關卡題目 任務七關卡題目 任務八關卡題目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單元一 農業生態主題課程、單元二 友善環境主題課程 
第四節課 

一、 課前準備 
(一)教師自編教材；自編簡報與投影設備；下載學生行動悠遊學習歷 
    程；稻草人製作材料 
(二)學生準備文具 
二、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在科博館中學習到什麼？印象深刻的主題是什麼？與在教
室學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三、 發展活動一 
(一)行動悠遊學習歷程 
 教師根據學生行動悠遊學習歷程，進行教學回饋。 
(二)鷹架式提問 
1.教師提問：在社區農地是否曾經聞到農藥或除草劑的氣味？有看過 
  捕鳥網嗎？ 
2.教師提問：學習完食物鏈能量傳遞的觀念，來看看麥田中的食物網， 
  農藥殘留毒素是如何傳遞與累積呢？ 

(如：小麥麻雀八哥蛇。) 

 
 
 
 
 
 

能仔細聆聽教
師講解並且勇
於發表。 

 
 
 

能踴躍回答問
題，並仔細聆
聽教師講解。 

 
 
 

 
 
 
 
 
 

5分鐘 
 
 

(35分鐘) 
20分鐘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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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提問：在科博館環境科學課程－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中，農 
  藥濫用對於環境、人類、野生動物會造成什麼樣影響？ 

(如：野生動物數量變少。) 
4.教師提問：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能怎麼做？ 
  (如：學習友善環境耕作，不用農藥、化肥等方式種植農作，人 
  類利用土地的同時，也保護使用同一塊土地的野生生物。) 

第五節課 
四、 發展活動二：STEAM學習友善共存 
(一)解決問題：如何在小麥收成量與友善環境之間取得平衡呢？ 
(二)Science：查找資料認識友善環境耕種農法、認識有機栽培，並  

  規劃於校園開心農場實踐。 
(三)Technology：學習不使用農藥、化學肥料與除草劑，不設置捕鳥 

   網、捕鼠器等捕捉野生動物。 
(四)Engineering：學習製作稻草人的技術與有機堆肥、耕種的方法。 
(五)Mathematics：計算政府提供之農地有機耕種補助，分析友善耕 

   作的利與弊。 
(六)Art：運用稻草材料製作稻草人，推廣友善地球的概念。 
五、 綜整活動 
(一)師生分享友善耕種體驗後心得，教師統整課程所學，建立與環境 
    中生物友善共存之重要觀念。 
(二)師生完成教與學心得並彼此分享。 

 
 
 
 
 
 
 

能仔細聆聽教
師講解並且踴
躍參與活動，
認識友善耕種

農法。 
 
 
 
 
 
 

 
 
 
 
 
 
 

25分鐘 
 
 
 
 
 
 
 
 
 

15分鐘 

三、科普實驗教學「泰雅人的大甲溪」—知識概念與活動教材 

因應此校各年級學生人數較少，所以本活動教材屬一混齡式(5-6年級)學校本位統整性課程，

課程主題為「校園常見動植物基本介紹」、「食物鏈能量傳遞」與「友善環境耕種農法」，內容融

入三年級「植物基本構造與功能」、五年級「動物世界」、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四年級社

會領域「家鄉的產業」單元，並以小麥契作為課程貫穿主軸內容(完整教案內容請參閱附件四)。 

(一)「泰雅人的大甲溪」課程，五至六年級總人數 17 人 

1.知識概念 

 參觀前：學生能認識生態環境多樣性，瞭解生物型態與各種自然環境之關係，並同時

觀察學校在地的大甲溪流域與生態多樣性之關係，進而瞭解當地泰雅文化與

大甲溪自然環境之關係。 

 參觀中：透過館內師生行動探索學習＜臺灣自然生態區＞主題、劇場教室－當水災來

臨時等學習活動，嘗試以宏觀的角度來認識整條大甲溪流域的生態環境與多

樣性，並同時了解生物間彼此食物鏈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參觀後：學生能比較與分析自己學校所在地—大甲溪上游與大甲溪下游生物多樣性之

差異與自然環境之差異，同時欣賞自己在地之生態特色與理解自身泰雅文化

與自然環境之關係。 

2.活動教材 

依據該校的教案獲獎內容設計，此混齡式課程活動教學設計與內容概述如表 11： 

表 11 

博愛國小教學設計與內容簡表 

教案名稱: 泰雅人的大甲溪 

實施年級/人數 
國小五年級/5人 

國小六年級/12人 
總節數 共八節，320 分鐘 

總學習目標 本教案設計理念融入「屬地認知」概念，以「大甲溪」為核心主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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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地泰雅傳統溪流漁獵文化、八仙山林場人文歷史與現代水利發電科

學教育等，從在地特色為出發，進而達到尊重自然、關愛社會的目的。 

博物館

學習資

源應用 

雲端數位學

習資源 
 

行動智慧學

習服務資源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服務 台灣自然生態區 主題 

其他實體學

習資源 
1.環境劇場－漁取魚求 

2.展廳參觀－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 

教學活動設計 

參觀前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第一節課：大甲溪與我們 

 引起動機 
1.教師發下臺中地圖，讓學生圈出臺中市河流，思考流經和 
 平區的主要河流是哪一條?以及松鶴部落、裡冷部落、哈崙 
 台部落所在地的位置? 
2.教師播放『公視公民新聞 泰雅族狩獵文化傳承』影片，並 
  讓學生思考部落旁的大甲溪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有哪些? 
 發展活動 
1.教師提問：位在松鶴部落旁的大甲溪與自己生活及成長 
 經驗中有那些連結，並運用 Frayer Model 圖讓學生發揮 
2.教師使用 PPT 介紹位在學校旁邊的大甲溪，並從生態資  
 源的角度切入，利用平板電腦讓學生查詢關於大甲溪有的 
 生態資源，像是魚類有哪些?旁邊的動植物有哪些?並製作 
 大甲溪介紹報導海報。 
 總結活動 
1.學生分組上台介紹自己所認識的大甲溪生態與環境特色。 
2.教師總結與我們生活最近的大甲溪生態資源與地形特色。 

 

 
填寫自編學習單，評
量學生學習狀況，並
利用學生口頭敘述部
落與旁邊大甲溪之關

聯性 
 

實作評量：使用
Frayer Model 圖 

實作評量：學生利用
平板蒐集資料並彙整

到海報上。 
 
 

學生上台報告，互相
給予回饋與提問。 

(總共)4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第二、三節課：大甲溪與泰雅族捕魚技術 

 引起動機 
1.教師帶學生回顧上節課所介紹的大甲溪生態與環境特色。 
2.部落族人說故事：讓泰雅族人到教室分享早期是如何在大 
  甲溪獵魚以及他們與大甲溪的共同回憶。 
 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部落泰雅族在大甲溪上游的捕魚活動、使用工 
        具與相關禁忌。 
  學生：需要將接下來介紹的捕魚工具與魚種畫在圖畫紙 
        上，並記錄每種工具的使用方式與特色，可以將各 
        種捕魚方式及工具編成故事。 
2.介紹泰雅族魚叉 
在泰雅族的獵人中除了各種山林狩獵技藝文化外，漁獵技

藝也是獨特的技藝，魚叉在泰雅漁獵文化是不可獲缺的器具
之一。 
3.介紹泰雅族魚筌（泰雅語：squyu） 
魚荃是泰雅族人在溪流捕苦花魚的工具，擺設水域的選

擇，牽涉到對環境、魚種特性的了解，支流通常是最容易捕
獲的地點，當魚兒進入籠內後，會被入口設置的障礙擋住，
捕魚者將魚筌收回後就可撿起籠內之魚。 
4.介紹捕魚好幫手—毒魚藤 

在山溪捕魚時，這裡的泰雅族人會使用有毒的植物如魚
藤，作法是用石頭將魚藤捣碎，在溪流上游處釋放毒液，魚
類因麻醉而漂浮在水面，原住民男女在下游揀拾。  
 總結活動 

 

 
教師提問，學生發表
關於自己對捕魚的經

驗與記憶。 
 

實作評量：學生將捕
魚工具及使用方式、
注意事項記錄下來。 

 
 

學生能說出魚叉的構
造有何種特殊功能。 

 
 

學生能說出魚筌的構
造有何種特殊功能、
放置地點與技巧。 

 
 

學生能說出毒魚藤如
何辨識、有何功能。 

 
 

學生發表對捕魚文化

(總共)8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25分鐘 
 
 
 
 

5分鐘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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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上台介紹他們繪製的海報，並發表他們對於泰雅族捕 
  魚文化的了解或故事。 
2.教師總結捕魚文化與大甲溪之關聯。 

所繪製之圖畫、文字
紀錄、故事等，並與
同學互相分享心得。 

 
 

第四、五節課：大甲溪與泰雅族醃魚文化 

 引起動機 
1.教師回顧上一節課介紹的泰雅族捕魚工具—魚筌，讓學生 
  說出魚筌捕捉大魚所使用的原理及構造。 
2.教師提問：在大甲溪使用魚筌捕魚，可以捕到哪些魚類呢? 
 發展活動 
1.介紹泰雅族醃魚的緣由。 
2.教師介紹醃苦花魚的製作方法並實際操作。 

 
3.教師提問：為什麼經過醃製的苦花魚可以延長保存期限?、 
 甚至是可以直接食用而不需經過烹煮?、為什麼食物會腐 
 壞？、自然界中的什麼東西會讓食物腐壞？，引導學生思 
 考。 
4.學生：利用平板找答案。 
5.教師：歸納其背後的化學原理。 
 總結活動 
1.回顧泰雅族醃魚的流程與步驟。 
2.複習醃魚過程背後的化學原理，利用食鹽抑制細菌滋生。 
3.總結課程內容。 

 

教師提問，學生說
出捕魚的原理及工

具 
 
 

口頭、實作評量：
學生能說出關於泰
雅族醃魚的文化意
義與過程，並實際

製作醃魚 
 
 
 
 
 

教師使用自編學習
單，讓學生利用平板
找資料，並彙整醃魚

的化學原理 
 
 

學生發表對大甲溪與
自身文化、生活息息
相關的地方與想法 

(總共)8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30 分鐘 
 
 
 
 
 

20 分鐘 
 
 

第六節課：我們所不知道的大甲溪 

 引起動機 
1.教師：複習大甲溪上游的生態資源與環境。 
2.展示學生前幾堂課所繪製的關於大甲溪生態海報與泰雅 
 族捕魚文化作品。 
 發展活動 
1.從提問與資料整理，發覺大甲溪之不同風貌 
2.搭配科博館提供的學習資源—「虛實整合動畫教材」先行 
 了解大甲溪的不同生態環境與生物依存關係，同時也能觀 
 察高、中、低海拔的植物生態，以及在不同環境的植物 
 型態與特徵。 
3.介紹科博館所編製之學習單—地球環境廳：臺灣自然生態 
 大甲溪口海岸，讓學生觀察大甲溪口海岸的生態環境特徵 
 ，並回答學習單問題。 
 總結活動 
教師預告科博館參訪活動，並說明探索活動主題內容。 

 

學生回答關於大甲溪
上游生態特色或是與
族人文化之關聯性 

 
實作評量：利用學習
單記錄學習歷程與整

理資料 
 
 
 
 
 

(總共)4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參觀中活動 時數 

(一)參觀中活動流程如下： 

9:30-10:00 到館 

10:00-11:00 
植物園導覽區域：中部低海拔地區(戶外) 

展區環境簡介 

11:00-12:30 
劇場教室－水災來襲時 

認識大甲溪流域生態，並懂得水害防災觀念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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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與環境」 

12:20-12:30 載具歸還 

12:3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4:00 立體劇場欣賞－失落的世界＆鳥瞰地球 

14:00-14:10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師生版問卷填寫 

14:10-16:00 賦歸 
 

(二)館內智慧學習服務學習主題內容概述說明： 

▓學校師生行動悠遊學習：「植物與環境」 
 探索區域：地球環境廳-芸芸眾生臺灣自然生態區 
 學習目標：(1)認識台灣自然景觀  

             (2)認識高中低海拔的植物生態  
             (3)認識植物在不同環境的形態特徵 
 探索形式：平板探索任務 
本學習主題共計有 6 個解謎問題，學生需依據問題於展區內觀察現場栽種之植物，仔細思考

以回答問題，答題類型共計四種，包含了簡答題、繪圖題、選擇題與拍照題等，而本學習主題之
解謎問題則如下所示： 

解謎題目 答題類型 

任務一：耐鹽植物 

大甲溪口海岸植物通常都要能耐鹽、耐沖刷，下列何種植物會出現在這個地

方？ 

選項：○1雲林莞草○2龍葵○3蓮花 

選擇 

任務二：紅檜的莖 

鞍馬山霧林裡有一棵又高大又挺直的樹，你找到了嗎？ 

那是台灣紅檜，是本土樹種，也是全台灣最巨大且古老的喬木。台灣原有大

量的原始紅檜林，經過多年砍伐已經大量減少。因為紅檜生長緩慢，通常需要

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可能形成紅檜林，目前在偏遠、開採不易的山區才保留

有原始林。請你畫出紅檜的莖，描繪得越詳細越好。 

繪圖 

任務三：霧林裡的針葉植物 

霧林其實是針葉林和闊葉林的交會帶，它同時兼具針葉林和闊葉林的特性。以

下何者是霧林裡的針葉植物呢？ 

選項：○1扁柏○2薯豆○3裡白瘤足蕨 

選擇 

任務四：南湖圈谷的花 

南湖圈谷氣候環境惡劣，植物的生長季短，植物種類

不多，但這裡的花顏色很艷麗哦！ 

請你到南湖圈谷展區，掃描它的綠色 QR-code，閱讀

裡面的內容後，想想看，南湖柳葉菜是如何傳播花粉的

呢？ 

選項：○1透過風力(風媒) ○2透過水力(水媒) ○3透過昆蟲(蟲媒) 

選擇 

任務五：姑婆芋的功用 

姑婆芋是典型的闊葉代表植物，大大的葉子是它最大

的特徵，在溪流附近或潮濕的地方常常可見它的蹤跡。 

請找到展版上的姑婆芋，掃描姑婆芋的綠色 QR 

Code，題目就在裡面喔！ 

 

簡答 

任務六：闊葉林裡的蕨類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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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多雨的闊葉林裡植物種類繁多，森林層次複雜，除了喬木與灌木外，還有

許多漂亮的蕨類，找出一種蕨類並拍下來。 

任務七：植物的生長環境 

在臺灣區芸芸眾生看到的各種不同生態系中，你最喜歡哪種環境？為什麼？ 
簡答 

 

參觀後活動 備註/學習評量 時數 

 
引起動機 
1.教師：回顧科博館參訪時，所看、聽、注意到的事物。 
2.學生：自由回答。 
 發展活動 
1.比較大甲溪上游與下游出海口之不同特色。 
2.將學生分成三組，分別繪製大甲溪上游、中游及下游，以 
  圖畫接力黏貼成大甲溪圖；同時結合社會課「畫我家鄉」， 
  引導孩子將沿途所見的大甲溪特色景點。 
3.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讓學生思考生態環境與 
  我們自身的關聯性。 
 總結活動 
 學生發表學習心得、進行議題思考。 

 
 

學生發表在科博館學
習與活動心得 

 
口頭與實作評量：繪
製大甲溪上游與下游
之比較圖，並發表對
生態保護、維護等議

題之想法 

(總共)40分鐘 
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伍、活動對象、場次及人數、活動照片 

本科普活動計畫目前所辦理活動類型，共分為原偏鄉小學種子教師培訓與教案徵集、原偏鄉

小學科普實驗教學活動、成果推廣等三類，以下針對各種活動類型、場次及參與人數、活動內容

進行說明： 

一、原偏鄉小學種子教師培訓與教案徵集 

活動一：競賽說明與培訓會議 

對象 地點 日期 人數 

中部五縣市 

原偏鄉國小教師 

台中市北區 

科博館 
109/10/23~10/24 6 校 18人 

教案徵集競賽辦法說明&科博館數位與實體學習資源簡介 

   

專題講座：博物館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設計 

   

專題講座：原偏鄉在地化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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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芸眾生”展廳專業解說導覽課程 

   

行動智慧學習服務體驗 

   

   

教師經驗分享交流：創意思考與創新教學活動設計 

   

在地化科學教案設計提案與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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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頒獎典禮暨主題講座論壇 

對象 地點 日期 人數 

全國小學師生 
台北市大安區 

世貿一館 
109/12/05 

現場 415人 

線上 5068人 

頒獎典禮與教案發表 

   

主題講座論壇：大師經驗交流分享 

   

二、原偏鄉小學科普實驗教學活動 

排序 活動內容 對象 場次 地點 日期 人數 

1 
雲林縣 

三崙國小 

參觀前 三至六年級 3 
雲林縣四湖鄉 

 45人 

教學成果分享 三至六年級教師 1 110/01/15 教師 8人 

參觀中 三至六年級 1 
台中市北區 

科博館 
110/01/21 師生 60人 

參觀後 三至六年級 3 雲林縣四湖鄉 110/03/15 45人 

2 
彰化縣 

潭墘國小 

參觀前 

三至六年級 

1 彰化縣大城鄉 110/02/03 

13人 
參觀中 1 

台中市北區 

科博館 
110/02/04-05 

參觀後 1 彰化縣大城鄉 110/02/24 11人 

3 
台中市 

博愛國小 

參觀前 六年級 3 台中市和平區 
110/01/04、

01/11、01/18 
(分校)6人 

參觀中 五至六年級 1 
台中市北區 

科博館 
110/03/0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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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後 六年級 1 台中市和平區 110/03/22 (分校)6人 

科普實驗教學活動一：雲林縣三崙國小 

參觀前：於課堂內、校園周遭，實施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先導性科普教學活動 

   

教學成果分享 

   

參觀中：各年級學生於館內展區，進行植物園展區導覽解說、智慧學習服務體驗(師生行動探 

        索、探索科博尋寶趣)、劇場欣賞等一系列科普知識參訪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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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後：於課堂內、校園周遭，實施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總結性科普教學活動 

   

   

   

科普實驗教學活動二：彰化縣潭墘國小 

參觀前：實施結合在地農耕文化元素、探索科博尋寶趣解謎體驗之先導性科普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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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三至六年級學生於館內展區，進行展區導覽解說、智慧學習服務體驗(探索科博尋寶 

        趣協力版、師生行動探索)、劇場教室–從餐桌美食談友善環境、劇場欣賞等一系列 

        科普知識參訪課程活動 

   

   

   

參觀後：各校於課堂內、校園周遭，實施結合在地文化元素之總結性科普教學活動 

   



44 

   

   

   

   

科普實驗教學活動三：台中市博愛國小 

參觀前：實施結合在地鱘龍魚養殖產業、泰雅族群漁撈文化元素之先導性科普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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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於館內植物園與芸芸眾生展區進行導覽解說、智慧學習服務體驗(師生行動探索)、

劇場教室–水災來襲時、劇場欣賞等一系列科普知識參訪課程活動 

   

   

參觀後：實施結合在地鱘龍魚養殖產業、泰雅族群漁撈文化元素之總結性科普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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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推廣 

為鼓勵教案獲獎教師團隊能分享教學現場的實地教學經驗，本館於 110 年 3 月 27 日(六)辦

理了一場「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並提供全國小學教師能自

行於「全國教師進修網」進行線上報名，總計 28名小學教師參與此教學成果研習，包含澎湖特

偏區域學校 2 間、金門偏遠區域學校 2 間、原民區域學校 4 間、臺灣本島特偏區域學校 2 間、

臺灣本島偏遠區域學校 5間、臺灣本島學校 10間，而活動人數、場次及照片則如下: 

活動一：教學成果推廣研習 

對象 地點 日期 人數 

全國國小教師 
台中市北區 

科博館 
110/03/27 25 校 28人 

智慧博物館概述&原偏鄉教案競賽活動概述、科博館行動智慧學習資源簡介 

   
“芸芸眾生”展廳專業解說導覽課程 

   
行動智慧學習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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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例成果分享交流 

   

   
Q&A時間 

   

陸、活動成效評估工具 

 

一、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效(GLOs)問卷 

為瞭解各個獲獎學校師生團體對於來館實施參觀中活動的意見想法，本館修改了先前發展觀

眾服務體驗的總體學習成效問卷(Hsu,T.Y.,Kuo,F.R.,Liang,H.Y.,& Lee,M.F.,2016)，形成此

次教師與學生雙版本意見調查問卷，以瞭解師生對整體性來館參觀活動之總體學習成效狀況。

本問卷共分為五層面，知識與理解層面 3 題、技能層面 4 題、樂趣與啟發層面 3 題、行動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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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層面 3題、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4題，總題數累計 17 題，並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非常同

意為 5 分，同意為 4 分，普通為 3 分，不同意為 2 分，非常不同意為 1 分，學生版與教師版之

問卷題目內容如表 12所示： 

表12 

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師生問卷(GLOs) 

問卷引導語 

學生版：在今天一系列博物館科普智慧學習創新課程所安排的參觀學習活動(如 
導覽解說、行動載具探索學習、劇場欣賞、劇場教室)結束之後，我的想法是… 

教師版：在今天一系列博物館科普智慧學習創新課程所安排的參觀學習活動(如
導覽解說、行動載具探索學習、劇場欣賞、劇場教室)結束之後，我觀察我班上
學生們的學習表現為… 

問卷層面 題目內容 

知識與理解 

1 
學生版：我可以從參觀學習活動中，學到學校「還沒教過的」自然科學知識。 

教師版：他們能從參觀學習活動中，學到學校「還沒教過的」自然科學知識。 

2 

學生版：我可以應用所學自然科學知識，回答出行動載具探索學習任務的正確 

        答案。 

教師版：他們能應用所學自然科學知識，回答出行動載具探索學習任務的正確 
        答案。 

3 
學生版：我可以對自然科學知識有更多的瞭解。 

教師版：他們能對自然科學知識有更多的瞭解。 

技能 

1 

學生版：我可以學會如何觀察博物館實體展示品(如生物標本、真實植物)，進 
        而提升自我觀察力。 

教師版：他們確實能夠學會如何觀察博物館實體展示品(如生物標本、真實植 
        物)，進而提升自我觀察力。 

2 

學生版：我可以學會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拍攝 QR-Code、輸入文字、畫圖與拍照 
        等資訊操作方法。 

教師版：他們確實能夠學會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拍攝 QR-Code、輸入文字、畫圖 

        與拍照等資訊操作方法。 

3 

學生版：我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與同組同學討論，一起找出學習任務的正確答 
        案。 

教師版：他們大多能夠提出個人想法並與同組同學進行彼此討論，一起找出學 
        習任務的正確答案。 

4 

學生版：我可以反思不同生物物種的環境生存意義。 

教師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確實能幫助他們反思不同生物物種的環境 
        生存意義。 

樂趣與啟發 

1 

學生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很有趣，能增加我對自然科學的學習興趣。 

教師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很有趣，確實能增加他們對自然科學的學習 
        興趣。 

2 

學生版：透過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進行觀察與觸摸實體展示品(如生物標 

        本、真實植物)等感官體驗參觀行為，完全無法讓我增加自然科學的 
        學習收穫。 

教師版：透過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進行觀察與觸摸實體展示品(如生物標 
        本、真實植物)等感官體驗參觀行為，完全無法讓他們增加自然科學 
        的學習收穫。 

3 

學生版：我可以對現實中造成環境生態危機問題的成因有更深入的思考。 

教師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確實能幫助他們對現實中造成環境生態危 
        機問題的成因有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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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與行為 

1 

學生版：跟以往依賴老師教學的方式相比，我覺得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能 
        讓我擁有更多獨立思考與自主學習的機會。 

教師版：跟以往依賴教師教學的方式相比，我覺得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確 
        實能讓他們擁有更多獨立思考與自主學習的機會。 

2 

學生版：我想要再來科博館使用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服務，繼續學習其它的自然 
        科學主題。 

教師版：若能再來館參觀，我認為他們確實會想再利用智慧學習活動，學習其 
        他自然科學主題。 

3 

學生版：整體而言，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確實能夠提升我再來科博館參 
        觀學習的意願。 

教師版：整體而言，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確實能夠提升他們再來科博館 
        參觀學習的意願。 

態度與價值觀 

1 

學生版：今日的參觀學習活動，可以讓我體認到環境終有一天會無法承受人類 
        自私的破壞行為(如盜採砂石、農藥噴灑過量、海洋垃圾危害等)，所 
        以我們更應該要好好保護生活環境，愛惜這個地球。 

教師版：今日的參觀學習活動，確實能幫助他們體認到環境終有一天會無法承 
        受人類自私的破壞行為(如盜採砂石、農藥噴灑過量、海洋垃圾危害 
        等)，並且願意保護生活環境與愛惜地球。 

2 

學生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能讓我對參觀科博館留下美好的印象。 

教師版：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確實能幫助他們對參觀科博館留下美好的印 
        象。 

3 

學生版：我對使用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參觀科博館的方式，感到滿意。 

教師版：我認為使用行動載具探索學習活動參觀科博館的方式，確實能讓他們 
        感到滿意。 

4 

學生版：整體而言，我對今天的參觀學習活動安排內容感到滿意。 

教師版：整體而言，我能感受到他們很滿意今天科博館安排的參觀學習活動內 
        容。 

二、科學素養問卷 

此份科學素養問卷結合十二年國教自然科學領域總綱與領綱學習表現(教育部，2018)(如表

13、表 14)，並參考國內相關研究問卷(陳琦玲，2017；劉彥君，2020)進行內容修正，以形成此

份施測問卷，進而瞭解學生在科學探究、態度等部分的科學素養表現。本問卷共分為三層面，探

究能力-思考智能層面 6 題、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層面 6 題、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13 題，總題數累

計 25題，並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計分，非常同意為 5分，同意為 4分，普通為 3分，不同意

為 2分，非常不同意為 1分，施測問卷題目內容如表 15所示： 

表13 

國民小學教育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總綱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素
養項目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國民小學教育) 

A 
自主 
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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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
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
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A3規劃執行 自-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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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新應變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B 
溝通 
互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
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物、科學
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
物。 

C 
社會 
參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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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自-E-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背後
之文化差異。 

表14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自然科學領域領綱學習表現重點 

項目 三四年級學習表現 五六年級學習表現 

探究能力 
-思考智能 

想像創造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
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
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
現象。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會
因為某些改變而產生差異，並能依據已知的
科學知識科學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
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成品。 

推理論證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
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
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
想法。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
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批判思辨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
自然科學現象。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
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
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建立模型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
關係，理解簡單的概念模型，
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結。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
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
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觀察與定題 

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 
  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題。 
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 
  讀、思考、討論等，提出問題。 

1.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 
  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2.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 
  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 
  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計劃與執行 

1.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 
  成的影響，進而預測活動的大 
  致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 
  導或說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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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了解自變項、應變項並預測改變時可能 
  的影響和進行適當次數測試的意義。在教 
  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探究 
  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特性、資源 
  (設備等)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的探究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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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行客觀的 
  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分析與發現 
1.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 
  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 

1.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 
  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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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2.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 
  解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 
  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 
  人的結果(例如：來自老師)相 
  比較，檢查是否相近。 

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 
  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 
  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 
  人的結果(例如：來自同學)比較對照，檢 
  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討論與傳達 

1.能專注聆聽同學報告，提出 
  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探究方 
  法、過程或結果，進行檢 
  討。 
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 
  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現。 

1.能理解同學報告，提出合理的疑問或意見。 
  並能對「所訂定的問題」、「探究方法」、 
  「獲得之證據」及「探究之發現」等之間 
  的符應情形，進行檢核並提出優點和弱點。 
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 
  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 
  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或成果。 

科學的態
度與本質 

培養科學探
究的興趣 

1.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 
  ，透過不斷的探尋和提問 
  ，常會有新發現。 
2.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 
  的規律性，感受發現的樂 
  趣。 
3.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 
  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 
  趣。 

1.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 
  制，滿足好奇心。 
2.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經驗，感受自然科 
  學學習的樂趣。 
3.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 
  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
究的習慣 

1.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 
  遭事物的屬性。 
2.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達 
  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的 
  想法與發現。 

1.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 
  象。 
2.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週遭 
  的問題。 

認識科學本
質 

1.體會科學的探索都是由問 
  題開始。 
2.察覺科學家們是利用不同 
  的方式探索自然與物質世 
  界的形式與規律。 
3.發覺創造和想像是科學的 
  重要元素。 

1.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識的基 
  礎是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據。 
2.發覺許多科學的主張與結論，會隨著新 
  證據的出現而改變。 
3.體認不同性別、族群等文化背景的人， 
  都可成為科學。 

表15 

科學素養問卷題目內容 

問卷引導語 
經過生活化科學學習活動(如課堂教學、博物館參觀、戶外體驗教學)之後，我對自
然科學的學習想法是…… 

問卷層面 題目內容 

探究能力 
-思考智能 

1 我能對生活周遭出現的自然現象產生好奇心。 

2 我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皆有其原因。 

3 我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4 我能學到如何判斷所蒐集資料內容是否正確的方法。 

5 若有疑問時，我會主動向老師進行提問。 

6 我能根據老師指導與自身所學知識，想像未來可能會發生的自然環境問題。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1 
我能正確操作數位工具設備(如平板電腦、手機、相機)，並以繪圖與文字方式，
記錄學習內容。 

2 我能運用分類、圖表製作等方法，歸納與整理繪圖與文字紀錄。 

3 我能利用文字顏色、文字粗細、文字大小等方式，標記重點紀錄內容。 

4 我能專注聆聽同學的報告分享，並可從中提出疑問或意見。 

5 我能專注聆聽同學的報告分享，並可從中發現對方優點，以及值得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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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能利用簡報內容、作業製作(如繪畫、影音短片、海報製作)，展現自然科學的
學習成果。 

科學的態度
與本質 

1 我確實能從生活化科學學習活動過程中，感受到學習自然科學的樂趣。 

2 我會更有意願閱讀科學書籍與網站，學習新的自然科學知識。 

3 我會對於學習自然科學更有興趣。 

4 我能更加仔細觀察自然科學變化現象。 

5 我能理解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礎，是來自於許多科學家實驗的證據。 

6 我能理解許多自然科學的主張與結論，確實會隨著新證據的出現而改變。 

7 我能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學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8 
我能透過簡報報告、作業製作(如繪畫、影音短片、海報製作)，讓我感受到創作
表現的樂趣。 

9 我認為學習自然科學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它無法幫助我更加瞭解自然環境生態。 

10 我能察覺到環境保育的重要性，避免做出傷害環境的行為。) 

11 我能體認到自然科學與資訊科技的進步，確實能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 

12 
在發現同學出現危害環境的行為時(如亂丟垃圾、欺負小動物)，我願意主動向老
師報告以制止此行為。 

13 我願意主動參與環境保育活動(如淨灘、資源回收)，以行動來保護自然環境。 

三、學習心得單 

為瞭解各個獲獎學校全程參與實驗教學活動之學生，是否真的有學到自然科學知識，故為此

針對每個獲獎教案課程內容，發展學習心得單內容，並邀請授課教師檢閱修正，以評量各校學生

科學知識的學習表現情形。 

四、教師訪談 

為瞭解各校教師對於實施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活動之意見觀感，故為此設計了一份訪談大

綱，以作為未來活動執行方式的意見修改參考，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一)您覺得這次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在地生活文化所發展的跨域自然科學(參觀前中後)

課程內容，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狀況影響為何? 

(二)參與本次競賽期間，在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在地生活文化發展的跨域自然科學(參觀

前中後)課程經驗，對您個人的教學專業成長影響為何? 

(三)針對博物館智慧學習融入原偏鄉小學在地化學習的館校合作教學模式(參觀前與參觀後：在

地化科普課程、參觀中：行動智慧跨域整合學習)，您是否可以提供您的看法呢? 

(四)館方若想持續推廣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融入原偏鄉小學在地化學習的合作課程，您認為博

物館端需要提供何種教學協助服務，較便利學校教師發展課程呢? 

柒、活動結果 

一、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小(特偏區域)活動結果 

(一)科學素養能力表現 

依據表16內容顯示，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9名三崙國小五年級學生，在探究

能力-思考智能、探究能力-問題解決、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3.81分以

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僅達到3.89分。 

研究者重新檢視該年級的參觀前中後實驗課程活動內容，發現低於3.6分以下的問卷題目內

容分別是：我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3.56)、我能利用文字顏色、文字粗細、文

字大小等方式，標記重點紀錄內容(3.44)、我能專注聆聽同學的報告分享，並可從中提出疑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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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3.33)、我會對於學習自然科學更有興趣(3.33)，而經過研究者與該校師長確認後，由於學

校課程時程因素，該年級學生實際進行簡報或影音作品發表的活動課程尚未完整結束，以致此

份問卷的填寫結果會略低一些。 

表 16 

三崙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素養問卷結果分析 

N=9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層面 3.17 4.83 3.83 .56519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層面 3.00 4.67 3.81 .62608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層面 3.23 4.85 3.96 .48970 

問卷總平均 3.28 4.80 3.89 .50912 

表 17 

三崙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素養問卷各題結果分析 

N=9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層面 

題目一 3 5 4.00 .866 

題目二 3 5 3.78 .833 

題目三 2 5 3.56 1.130 

題目四 3 5 3.78 .972 

題目五 3 5 4.11 .601 

題目六 3 5 3.78 .667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層面 

題目一 3 5 4.11 .782 

題目二 2 5 3.89 1.054 

題目三 2 5 3.44 1.130 

題目四 2 5 3.33 1.118 

題目五 3 5 3.78 .667 

題目六 3 5 4.33 .707 

科學態度與本質層面 

題目一 2 5 3.78 1.093 

題目二 2 5 3.78 1.202 

題目三 2 5 3.33 1.118 

題目四 2 5 3.89 1.054 

題目五 2 5 3.56 1.130 

題目六 3 5 3.78 .667 

題目七 3 5 4.22 .833 

題目八 4 5 4.44 .527 

題目九 2 5 3.89 1.054 

題目十 4 5 4.56 .527 

題目十一 3 5 4.22 .667 

題目十二 3 5 4.22 .667 

題目十三 3 5 3.78 .833 

(二)知識學習表現 

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 9 名三崙國小五年級學生，於課程結束後所填寫之科

學知識學習表現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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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問甚麼是毛細現象呢? 

2.請問甚麼是蒸散作用呢?   

3.請問蕨類植物的特徵是甚麼呢?(請回想看看在博物館內，你所學到的蕨類植物知識， 

    並請列出 2項特徵) 

4.請舉出 2 個黑森林常見的濱海植物，並寫出它的植物特徵是甚麼? 

而依據學生填寫狀況內容(如表 18)，多數學生都能寫出毛細現象與蒸散作用的科學知識內

容，並能寫出在博物館所學到的蕨類植物知識，也能舉出在地黑森林步道常見的濱海植物特徵，

顯示 9 名五年級學生確實可從此次實驗教學活動中，學到濱海與蕨類植物特徵、毛細現象與蒸

散作用等科學原理的知識概念。 

表 18 

三崙國小—五年級學生科學知識填寫狀況 

  

  

  

  

二、彰化縣大城鄉潭墘國小(偏遠區域)活動結果 

(一)科學素養能力表現 

依據表19內容顯示，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11名潭墘國小學生(三年級2人、四

年級4人、五年級2人、六年級3人)，在探究能力-思考智能、探究能力-問題解決、科學的態度與

本質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4.45分以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亦達到4.45分，顯示學生經過

此次學習活動後，其科學素養核心能力表現確實良好。 

表 19 

潭墘國小—學生科學素養問卷結果分析 

N=11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層面 3.83 5 4.45 .48357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層面 3.50 5 4.45 .51148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層面 3.69 5 4.45 .48827 

問卷總平均 3.68 5 4.45 .4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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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學習表現 

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 11名潭墘國小學生(三年級 2人、四年級 4人、五年級

2人、六年級 3人)，於課程結束後所填寫之科學知識學習表現問題有： 

1.你是否還記得「小麥」與「稻米」兩種榖類植物的特徵差異呢? 

       (請寫下 1-2個你所記得的特徵差異) 

2.出現在小麥田裡的生物約有：黑翅鳶、鳳頭蒼鷹、白腰文鳥、蛇、黑冠麻鷺、老鼠、 

     白尾八哥、麻雀、小麥、細菌，現在要請你針對麥田裡的生物，寫下它在麥田食物鏈 

     裡的生存角色為何?   

3.請比較傳統耕種方法(使用除草劑、農藥)，以及友善環境耕種農法，兩者耕種方式的 

    最大差異是甚麼? 

依據學生填寫狀況內容(如表 20)，多數學生都能寫出小麥與稻米兩種榖類植物的特徵差異，

也能指出所有麥田生物裡的生物鏈角色，進而說明傳統耕種與友善環境耕種農法的最大差異，

顯示 11 名三至六年級學生皆可從此次實驗教學活動中，深切理解食物鏈的自然科學知識概念。 

表 20 

潭墘國小—學生科學知識填寫狀況 

 
 

  

  

三、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小(極偏原民區域)活動結果 

(一)科學素養能力表現 

依據表21內容顯示，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6名博愛國小六年級學生，探究能

力-思考智能、探究能力-問題解決、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4.27分以

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亦達到4.33分，顯示學生經過此次學習活動後，其科學素養核心能力表現

良好。 



56 

表 21 

博愛國小—學生科學素養問卷結果分析 

N=6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探究能力-思考智能層面 3.67 5 4.39 .52352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層面 3.00 5 4.42 .74349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層面 3.31 5 4.27 .57513 

問卷總平均 3.32 5 4.33 .57169 

(二)知識學習表現 

全程參與參觀前中後實驗教學課程的 6 名博愛國小谷關分校六年級學生，於課程結束後所

填寫之科學知識學習表現問題有： 

1.你是否還記得「魚藤」植物的特徵呢?(請寫下 1-2 個你所記得「魚藤」植物的特徵) 

2.為何溪裡的魚蝦會被「魚藤」汁液毒昏，但人類吃了這些被毒昏的魚蝦，卻不會對人 

       體產生影響呢?(請寫下原因) 

3.泰雅族「蝦籠」與「魚荃」等傳統捕魚工具的設計方式，是使用甚麼樣的科學原理才 

       能抓到魚蝦呢?(請寫下原理內容) 

4.你能寫出大甲溪流域，(1)中上游與下游的環境特徵差異嗎?，以及(2)動植物的分布 

       嗎?(請至少寫出兩個動物或植物) 

而依據學生填寫狀況內容(如表 22)，多數學生都能寫出「魚藤」植物特徵，並能指出魚藤能

毒昏魚蝦但卻不影響人體健康的原因，也能寫出應用「蝦籠」與「魚荃」捕撈工具的科學原理，

並能分析大甲溪流域中上游、下游環境特徵，以及動植物的分布情形，顯示 6 名六年級學生皆

可從此次實驗教學活動中，學到「魚藤」毒魚、「蝦籠」與「魚荃」等捕魚工具的相關自然科學

知識。 

表 22 

博愛國小—學生科學知識填寫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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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之意見調查分析報告 

一、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GLOs)意見分析 

(一)雲林縣三崙國小 

依據表23內容顯示，來館參觀的43名三崙國小學生在知識與理解、技能、樂趣與啟發、行動

與行為、態度與價值觀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4.5分以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亦達到4.62

分，顯示該校學生對於來館參觀學習服務皆抱持著良好的正面意見。 

而當天活動從旁觀察學生學習狀況的9名教師(如表24)，則認為學生在知識與理解(4.41)、

技能(4.31)、行動與行為(4.44)等量表分層面部分，學生學習狀況仍待改善，總量表整體平均數

亦達到4.46分，顯示教師觀察角度與學生自我評比等兩種面向的表現評估雖有些許落差，但三

崙國小師生雙方對於在館內實施參觀學習活動的整體意見，仍有不錯的正面觀感。 

表 23 

三崙國小學生—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43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3.67 5.00 4.61 .45964 

技能層面 3.50 5.00 4.63 .48296 

樂趣與啟發層面 3.33 5.00 4.63 .53059 

行動與行為層面 2.67 5.00 4.54 .63422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2.75 5.00 4.67 .50214 

問卷總平均 3.53 5.00 4.62 .45498 

表 24 

三崙國小教師—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9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3.33 5.00 4.41 .61864 

技能層面 3.25 5.00 4.31 .59658 

樂趣與啟發層面 3.33 5.00 4.52 .62608 

行動與行為層面 3.33 5.00 4.44 .68718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3.50 5.00 4.61 .56057 

問卷總平均 3.53 5.00 4.46 .55632 

(二)彰化縣潭墘國小 

依據表25內容顯示，來館參觀的13名潭墘國小學生在知識與理解、技能、樂趣與啟發、行動

與行為、態度與價值觀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4.5分以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亦達到4.57

分，顯示該校學生對於來館參觀學習服務皆抱持著良好的正面意見。 

而當天活動從旁觀察學生學習狀況的4名教師(如表26)，在知識與理解、技能、樂趣與啟發、

行動與行為、態度與價值觀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達到4.5分以上，總量表整體平均數亦達到4.72

分，顯示教師觀察角度與學生自我評比等兩種面向的表現評估，潭墘國小師生雙方對於在館內

實施參觀學習活動的整體意見，皆有良好的正面觀感。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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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墘國小—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13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3.33 5.00 4.54 .56990 

技能層面 3.75 5.00 4.60 .46254 

樂趣與啟發層面 3.33 5.00 4.46 .51887 

行動與行為層面 4.00 5.00 4.54 .48186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4.00 5.00 4.65 .41506 

問卷總平均 3.71 5.00 4.57 .45851 

表 26 

潭墘國小教師—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4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4.33 5.00 4.67 .27217 

技能層面 4.25 5.00 4.56 .37500 

樂趣與啟發層面 4.67 5.00 4.75 .16667 

行動與行為層面 4.67 5.00 4.92 .16667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4.50 5.00 4.75 .20412 

問卷總平均 4.53 5.00 4.72 .20020 

 

(三)臺中市博愛國小 

依據表27內容顯示，來館參觀的17名博愛國小學生僅在樂趣與啟發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略低

一些(4.12)，其他知識與理解、技能、行動與行為、態度與價值觀等量表分層面，平均數皆達到

4.5分以上，整體量表平均數值達到4.82分，顯示該校學生對於來館參觀學習服務仍抱持著正面

意見。 

而當天活動從旁觀察學生學習狀況的6名教師(如表28)，雖在知識與理解(4.44)、技能(4.38)、

樂趣與啟發(4.11)等量表分層層面平均數略低一些，但行動與行為、態度與價值觀等量表分層

面，平均數仍達到4.5分以上，總量表整體平均數亦有4.45分，顯示教師觀察角度與學生自我評

比等兩種面向的表現評估，雖有部分量表的分層面表現較低一些，但博愛國小師生雙方對於在

館內實施參觀學習活動的整體意見，仍皆有不錯的正面觀感。 

表 27 

博愛國小—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17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4.67 5.00 4.96 .11070 

技能層面 4.75 5.00 4.97 .08303 

樂趣與啟發層面 3.33 5.00 4.12 .67640 

行動與行為層面 4.33 5.00 4.94 .17620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4.75 5.00 4.99 .06063 

問卷總平均 4.47 5.00 4.82 .1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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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博愛國小教師—博物館總體學習成果評量問卷敘述統計分析 

N=6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識與理解層面 3.67 5.00 4.44 .62063 

技能層面 3.25 5.00 4.38 .68465 

樂趣與啟發層面 3.33 5.00 4.11 .62063 

行動與行為層面 4.00 5.00 4.61 .38968 

態度與價值觀層面 4.00 5.00 4.67 .40825 

問卷總平均 3.88 5.00 4.45 .47157 

 

二、教師訪談意見分析 

針對訪談大綱進行各校教師訪談之相關意見概要彙整結果為： 

(一)您覺得這次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在地生活文化所發展的跨域自然科學(參觀前中後)

課程內容，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狀況影響為何? 

這次的參觀前中後在地化科普實驗教學活動，透過在地化的戶外生活體驗活動(如在地濱海

植物調查)，結合博物館智慧學習服務(平板學習任務、實境解謎)，學生不只是學習課本上的知

識，而是將所學融入生活經驗及博物館的探索任務中，能增強學生科學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成

效，相較於在學校課堂的學習狀況，參觀中的行動探索學習服務提供一種跟博物館互動學習的

經驗，將科學學習的方法內化，學生確實會較為主動地進行探索學習，與同儕共同合作享受在博

物館闖關學習的樂趣。 

 

教師 7：  學生的學習效果當然會比只有在學校裡面學習更好，他們有興趣去探索學校以

外的環境，也會覺得科學這種東西不只是課本上的東西，也會比較能夠跟生活和環

境連結。我覺得這一套課程改變學生對於科博館的看法，以前去就是看看恐龍，然

後就回來了。原本博物館是死的，我們就是隨著運氣去聽可能好聽或不好聽的導覽，

他們不一定有興趣。但這次到科博館是透過平板的遊戲，學生本來對遊戲的接受度

就是很高的，他因此做了很多跟博物館之間的互動。在闖關遊戲的時候，學生不管

是學習動機或是參與度都非常高。即使是以前對學科沒有什麼興趣的學生，因為他

本來就是對手機或遊戲都很喜歡，透過這個遊戲也促使他學了一些東西。這對學習

動機比較低落的孩子很有幫助，他會因著這個遊戲，讓他更投入在學習活動。 

 

教師 3：  我覺得是可以讓孩子把在學校學的東西拿出去外面用，如果能夠用得上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他們學習的東西是有被回饋的，有相互增強的作用。不過孩子的基本學

力一定要夠，他才能去做這個探究行為，才能夠提升他的能力。 

  例如這次在解謎的過程當中，孩子的閱讀力明顯不足，他們都需要老師在旁邊

輔助幫忙解題，探究的能力會被他們的基本學力受到一些影響。這就是我們偏鄉孩

子的問題啊，因為今天如果是都市孩子解題的話，就會又快又迅速，對於提升探究

能力跟合作溝通的能力，對他們來講當然是加倍，可是對偏鄉孩子來講就是還在訓

練的過程。但是就整體學習狀況來講還是正面提升，所以科學學習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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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6：  我們去參加這個活動之前，有先幫他們做一些介紹。這次科博館的參觀，我是

發現在這種探索活動當中，他們是真的有學到。不過謎題設計可能有一些地方比較

難，他有時候就會想要去解那個難關，他就會出來跟老師求救啊，因為我們在老師

的立場，我們想說不要告訴他，跟他指引說這是哪個方向。後來小孩子就是在團體

合作跟同儕合作有慢慢就把這個難關給解開了這樣子。可是他在解決過程中，我發

現他們解開哦，你看到他是臉上的笑容是就是很燦爛。 

    其實參觀回來之後小朋友的印象很深刻，因為他們已經過了一個年了，但今天

我們在回溯的時候，他們還是有印象，我覺得他們反應其實算還蠻不錯的。他們對

於科學方面其實是很有興趣的，他們回來都會跟我分享說：老師，我們看到什麼？

他們就是有點好奇心在做，心中也很有興趣。 

 

教師 4：  這次的活動蠻強調學生利用數位學習工具去做學習。這次我們就是將校內的學

習資源連結到校外科博館的學習資源，最後回來再做整合。科博館是一個擁有很多

豐富學習資源的地方，但是對一個完全沒有去過博物館的偏鄉小孩而言，他會不知

道怎麼去篩選他要的東西。所以這次我們做一個基本的連結，以校內的校本課程是

濱海植物為主，連結到科博館內包括植物園、芸芸眾生生態館的相關資源。所以小

朋友去到博物館之後，他會知道原來在博物館的那些東西跟我的生活環境是有相關

的，比較博物館的植物跟我們在地濱海植物的差異性，比較完之後他就會找到一定

的脈絡，並進行分析。所以如果未來他看到的某一種植物，他都可以利用觀察、比

較探索之後，辨識出植物，可能是濱海植物、水生植物、蕨類植物等等。 

   

(二)參與本次競賽期間，在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在地生活文化發展的跨域自然科學(參觀

前中後)課程經驗，對您個人的教學專業成長影響為何? 

參賽教師大多都是第一次使用到科博館的智慧學習服務，競賽初期的增能研習對教師在科學

教育與課程設計上面有很大的幫助，開始透過教案設計的過程思考學生的起始能力、新課綱的

學習目標以及如何融入博物館與在地元素逐步發展出完整的課程教案，教師也有表達由於教案

設計強調虛實整合的學習模式，參加完競賽活動也增強了教師應用數位工具在教學上的意願，

希望未來能繼續和博物館長期合作發展參觀前中後的校外教學模式。 

 

教師 7：    在課程設計的部分，以前我們可能就是課本提供我們就照著得上，可是因為這

一次要設計教案，所以我們必須要很了解說學生的起點行為是什麼？然後去關注我

們的目標是什麼？然後接著教學活動跟目標之間的連結性。在設計課程裡面當然對

於教學專業一定會有成長的，因為我們要去掌握在新課綱裡面，他的學習表現跟學

習內容是什麼，有沒有超出孩子在這個學習階段可以接受的範圍，再連結在地化課

程。以前我們就是看課本教什麼就是學什麼，這次因為要融入我們的在地資源，所

以我們就必須要去瞭解說我們生活周邊有什麼，我們才能夠引導孩子在生活周邊學

習，而不是只有在學課本裡面的東西。 

 

 



61 

教師 6：    這一次參加這個課程之後，我覺得在數位方面，我感覺我的專業不是那麼夠，

我們需要再去深入加強。因為其實在學校的課程，大部分 ipad裝東西就是我們可能

會用到的作用，因為使用的機會沒有說很頻繁，所以有時候在操作過程中其實也會

有點生疏。在經過這個館方的課程之後，我可能會想辦法再想辦法去研究。因為之

前也遇過學校老師他們也會有反彈，是因為家長會覺得一直用平板，對小朋友視力

也不好。平板也不是說都是帶來壞處，因為有時候我們帶課程，可能會讓小孩子專

注力可以提高，focus在重點上面。 

 

教師 4：   其實一開始在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我們團隊內部的討論是想結合部訂課程自

然科學的部分，再延伸到我們的校訂課程。但是在培訓的時候有談到，最主要是要

從在地出發，所以我們就把目光鎖定在我們的校訂課程。但說真的參加完科博館的

這個活動之後，我們真的把我們的校定課程又拉了拉了一個層次。 

  因為這個計畫要利用數位，原本以為我們沒有，但是我們去擷取完後發現其實

學校原本有一些課程是有的，像用形色、攝影、PPT這些，我們就又把這些元素整合

起來。像原本我們是用畫畫做個小書，我們就把它變成電子書、有聲書；原本只是

小朋友站在植物旁做猜謎的活動，我們現在也進階變成錄影的方式。這些就是把原

本我們以為沒有，去萃取出我們有的，然後再繼續加強數位學習的部分。參加這套

活動之後，三崙的校訂課程變得更完整更完備，我們從本質去改變了我們的課程，

未來我們會繼續把我們的課程發展得更完整。我們當然希望這不是只是一次性的學

習，未來每一年三崙都希望能到科博館去，利用虛實整合的系統。另外，我們也希

望把這套系統也搬到我們校園來，讓學童真正的在學習中得到興趣。 

  在參觀前就先做到這件事情，那再把學生放到科博館之後，那個學習的廣度又

更大。因為學生在參觀前就有相關經驗，在參觀中的時候適應力會更好，參觀回來

之後表現應該會更棒。 

 

(三)針對博物館智慧學習融入原偏鄉小學在地化學習的館校合作教學模式(參觀前與參觀後：

在地化科普課程、參觀中：行動智慧跨域整合學習)，您是否可以提供您的看法呢? 

博物館的資源相當豐富但仍侷限於特定的範圍，要連結到不同地方的特色需要教師與博物館

雙方互相討論，進行更多的事前思考規劃，才能將參觀前、中、後的學習內容及學習經驗更確實

的整合與嫁接，讓參觀博物館不只是一次校外教學，可以更有學習的意義。 

 

教師 7：  我們的那個在地的特色是小麥，可是其實我們在博物館看到的幾乎就是通常都

是那個稻米的比較多，就是小麥的比較少，那所以我們就是自己再去找資料，從那

個稻米，然後再把它延伸過來跟小麥做個比較，這樣因為其實我們在博物館比較少

看到是小麥的資料，可是那時候就是有發現每個學校的特色可能就是比較沒辦法完

全來做結合，像我們做小麥就就是只能去帶他們去那個，農業哪一個方面，但是農

業那個方面幾乎都是，稻米比較多，其實也是很少上那個小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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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4：  這一次我們跟科博館合作之後。事實上，學生最大的體驗就是不只是看到我

家的在地的東西，我還走到科博館那邊去，而且科博館這邊包含植物園區，我看

到了可能不只是所謂的標本。我看到了還是活生生的植物，然後之後他們去做比

較分析，用的是平板的這個學習這個學習工具，它中間那些挑戰的活動，基本上它

是可以提升學生的趣味。對學生對於這個這個學習是有意義的，對他自己自我有成

就的，我只要做到這邊，然後就可以破關成功啊，或者最快完成，因為對他而言，

可以提高他的學習興趣。啊，之後這些經驗，我覺得就是去博物館這件事情比較像

真正在進行學習，而不是只是走馬看花聽導覽，他是真的有在闖關，有在進行學

習，要把那些知識內化回來，而且回來之後，他也必須要去跟之前的所學就比較

分析，所以。不再只是一件所謂的校外教學，去博物館不是一個校外教學，是真正

它納入我們比較完整的學習歷程，從前、中到後，實際上這些對孩子而言，都是

一個有意義的學習。 

  博物館之所以有博物館，因為我們就把它認為是一個小小世界的縮影。誒，當

然，當然我們帶學生第一次去參加，就是第一次去用所謂的自然科學去做跨域整合

吧，從學校走到博物館。包括課程跟博物館內容，展覽內容整合這都跨域整合哪

之後希望學生在從博物館再走回來學校，然後強化我們。從因為原本只知道我們

的，走到博物館，走到博物館裡面只有發現還有別的，回來之後才能更強化我

們，我這邊把它稱作在地的特殊性了，才知道我們跟別人地方特別在哪裡，只有

我們在發現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特別在哪裡。 

  館校合作的話，第一個當然是希望未來合作的廣度更多，就是不只是著眼在所

謂的自然科學的部分人文科學啊，或者是或者是社會人文的部分，都可以去做延

伸，第二是希望可以長期的配合，因為一年一年的成效有限，就必須是逐年期的

規劃，我們參觀後的活動還可以再做規劃的細緻一點。 

 

(四)館方若想持續推廣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融入原偏鄉小學在地化學習的合作課程，您認為博

物館端需要提供何種教學協助服務，較便利學校教師發展課程呢? 

因為館方所提供的智慧學習服務，還是需要搭配博物館展示場才能進行，但由於偏鄉學校

來參觀博物館的機會較少，老師們對博物館的場域環境與相關資源不熟悉。所以希望館方能結

合持續推廣參觀前中後課程的概念，與縣市教育局合作多辦理平日場次的教師研習課程，提供

教師以公假派代方式出席，亦可盤點館方虛實整合資源，參照新課綱課程架構，針對不同年級階

段的學生製作導引手冊，提供教師們下載或檢索相關學習資源，讓老師們對博物館資源更加熟

悉，也方便為學生安排參觀行程、搭建學習鷹架。 

 

教師 7：  在參觀前，因為要試著把我們有的教學資源跟課程設計連結，我會建議科博

館在設計那些網路資源的時候，可以參酌新的課綱，如果要給小學生用的話，要先

去看看小學生他們的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是什麼，再去設計搭配館藏資源，這樣設

計課程的程度上面會更 match。我希望最好會有一個大綱，內容會寫說這是符合誰

的，不是一個做得很籠統的敘述。因為有可能植物的特徵，內容看起來以為是很符

合三年級的，可是打開卻發現是高年級的。所以如果你們未來想要一直持續發展跟

國小合作的話，是不是你們可以設計好幾年級要參觀什麼，跟你們的 APP 做一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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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未來老師們就不用花很多的心力在對單元。因為部編課程的能力指標都是固定

的，你們只要幫我們把博物館的學習素材和年級做連結，老師們就可以快速的加入

素材。就是有點像材料都幫我們準備好，我們只要添加調味料，他就是一個很好的

菜。這個行動跨域整合學習的時候，因為我們有先參加過前導研習，所以解題的邏

輯我們大概會知道，引導學生的時候我可以幫忙搭鷹架。可是當天有一些老師是沒

有參加過研習，有遇到很難的狀況，他是跟孩子一起摸索的，所以最後他們可能整

班都沒有答出來，因為其實老師也不會。我覺得這個也許可以考慮，發個使用手冊

給帶班的老師，他才能夠幫孩子搭鷹架。可是我覺得如果是要通用，因為畢竟博物

館是會有來自各地的人。可以先把提示或是解題的邏輯印成像教案的使用說明書，

老師只要按圖索驥，而不是老師也花很多時間，我覺得更有效率。 

 

教師 1：  單人解謎跟合作解謎，是有 APP嘛，所以其實在學校的時候，我會先看過，然

後都有玩過了，對我們教學生有一定的幫助。然後像是悠遊學習，也已經也是有提

供那個問題跟答案了，所以我覺得應該都差不多了。雖然我們都已經有那些紙本資

料，可是老師要他們要去進行這個教學活動的時候，他們其實還是需要實地去看一

次，譬如說他那個行動智慧學習服務的話，也是要當場自己去走一次那一個展品，

才可以回答。所以我覺得你說提供什麼協助，可能可以提供老師參觀。 

 

教師 7：  我覺得上次我們第一次去做的增能研習，對我們在科學教育上很有幫助。一

些關於課程的概念，我覺得很好。如果以後還要辦活動，可以盡量放在平日，假日

的話就會變成其實是在加班的。如果是平日的話，可以請學校用公費排代的方式，

老師的班級跟教學是有人顧的。可以跟教育局合辦，然後發文到學校，如果老師願

意參加的話，會由教育局處給予公費派代的這一筆經費。這樣參加的老師就不用再

另外加班了。 

 

玖、活動成果與推廣報告 

(一)產出博物館連結原偏鄉在地化特色課程三式 

本次教案競賽活動結合博物館跨領域科普教育專業、大學相關科系所、教師輔導團與參賽學

校之創新科普課程設計能量，開發博物館連結原偏鄉在地化特色課程。本次獲獎之課程教案皆

以各校校本課程為設計出發，參觀前帶領學生深入在地進行踏察，並運用科博館數位學習教材

及自編教材設計跨領域的探索學習活動建立先備知識。參觀中則透過導覽解說、行動智慧探索

學習服務、劇場教室等虛實整合活動引導學生深度探索展場、觀察展品，進行跨域整合探究學

習。參觀後引導學生回溯與整理參觀前與參觀中的學習經驗，再進行總結性的課程與評量。藉由

參觀前、中、後的跨域整合探究與實作課程，能有效帶領學生深度探討在地特色議題，並運用博

物館豐富的數位與實體學習資源活化教學、提高學習動機與成效，共產出「水起風生博愛三崙」、

「潭墘麥向科博館」、「泰雅人的大甲溪」等三套不同類型的特色課程，可作為濱海地區學校、

農村地區學校及山區部落學校之創新教學應用典範。 

(二)培育種子教師，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資源活化原偏鄉科普教學 

計畫執行期間，透過教師培訓、教案設計與發表、實驗教學活動、教師經驗成果分享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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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設計，提供原偏鄉教師完整的課程開發經驗。邀請教師實際來館體驗各項虛實整合學習資

源，並透過「博物館自然科學領域課程設計」、「地方本位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設計」、「融

入博物館資源與在地生活元素的科學教案設計」等專題課程，讓參賽教師能與博物館科學教育

專家、大學端課程設計專家以及過去曾參與博物館行動智慧探索學習課程開發的專家教師直接

進行交流，逐步帶領原偏鄉教師完善教案內容，落實培育原偏鄉小學教師運用博物館智慧學習

資源活化創新科普教學，共計 5校產出完整教案、13 位教師參與課程設計與實驗教學活動。 

(三)建立博物館聯結在地跨域整合探究學習模式，提升原偏鄉學生科學學習動機與素養 

本計畫藉由參觀前、中、後跨域整合探究實做課程，有效整合博物館虛實整合學習資源以

及原偏鄉在地特色的科普學習資源，並提供獲獎學校課程實施所需的教材製作費、校外教學門

票、交通車資、餐費、保險等費用補助，邀請原偏鄉地區學生參與實驗教學活動，三校共 90

位學生參與。研究發現，相較於過去校外教學參觀導覽的形式，科博館的行動智慧探索學習服

務提供一種新型態的學習模式，學生能透過行動載具與博物館產生更多的互動，有效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學習，在破解任務的過程中深度探索展場、觀察展品、閱讀展

板，主動的思考與學習，培養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聯結館校的跨域整

合探究學習模式，可培養學生科學素養、科學探究的興趣，帶領學生認識科學本質，養成應用

科學思考與探究的習慣。 

(四)推廣與經營博物館聯結在地跨域整合探究學習模式 

計畫執行期間，透過辦理「博物館融入原偏鄉在地科普教育－智慧創新教學研習營」，將本

次館校合作課程設計，與跨域整合科普學習活動的成果分享給全國中小學教師。此外，結合「臺

灣教育科技展」辦理聯合推廣活動，線上及線下累積參與人次達 5,613 人。在與原偏鄉學校直

接互動交流的過程中發現，對於原偏鄉學校師生而言，能夠來到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活動的機

會十分難得，藉由參觀前中後跨域整合探究學習模式，可透過主題式的學習活動設計，結合在地

化的科學學習資源，讓學習不只是學習課本或展場中的知識，而是在科學探究的過程中，將學習

轉化為孩子的生活經驗，培養科學素養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此外，結合校本課程能有效降低課程

開發的門檻，教師可著重於參觀前、中、後學習活動的銜接，搭建學習鷹架，但由於原偏鄉學校

教師對於博物館學習資源不夠熟悉，仍需館方提供專業的建議與協助。未來科博館將整合館內

「原偏鄉補助計畫」持續推廣此模式，培育種子教師，提供原偏鄉師生來館深度探索學習的機

會，持續累積並彙整多元化的隨選套裝行程提供全國教師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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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件 1教案徵集競賽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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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水起風生「博」愛三崙」完整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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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潭墘麥向科博館完整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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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泰雅人的大甲溪完整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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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教學成果推廣研習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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