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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論及建議事項研處情形一覽表

提升中小學科學教師學科

 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   ^並

發展加深加廣之補充教材

 及補救教學之銜接教材。

中部辦公室

中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丁買課程之推

 動，全力配合教師專案成

 長、精進課程及補救教學之

 配套措施。(國教司)

加強高級申等學校科學教師

 研習進修。(申部辦公室)

納入本次高中課程修訂之配

 套措施。(中教司)

 二、進行國際科學教育之比^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中教^
 較，以強化中小學科學教	技職司	司)^

 育課程內涵。	中教司""一一@@	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劃。(技職司)@@"""一@@@@"一
 = - mmmm^f&mmmit	國教司	?IRAM?M;R￡f?
 之雙峰現象，讓學生樂於	申部辦公室	城鄉差距多元學習方案，以^

 學習之可行方案。	中教司	積極差別待遇，達成教育機會均等之理想。(國教司)1．提供科學資優及高成就學生發揮所長的環境與學習機會。例如:鼓勵其參加科學展覽製作，參與科學研究或奧林匹亞、學科能力競賽之選拔，擔任小老師協助輔導低成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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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訂建立科學教育各項標

 準，維持「目標」、「課

 程」、「教學」、「評

 量」一致性的可行方案

 2．寬列預算舉辦提升學生興

 趣之趣味性科學活動、參

 觀研習及課業輔導、鼓勵

 低成就學生積極參與。讓

每位學生能樂於學習科學

 並發揮其所能。

 3．透過學術研究及種于教師

 的培訓，開發具有創意的

 教學方法及生活化、趣味

 化的教材模組，經由合作

 學習的方式，養成學生團

 隊合作的精神。

 4．適當運用資訊科技及網路

 資源於教學之申，提供多

 元化的學習方式及管道。

提供校際交流及互動機

 制。(中部辦公室)督導

各主管機關研究辦理

(申教司)

中部辦公室

技職司

申教司

國科會

本案將納入九年一貫課程方

 案辦理。(國教司)

本案將依據申等學校課程綱

 :辦理。(中部辦公室)

本案將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

同核心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

 劃。(技職司)

將轉請高級中學自然領域課

程綱要專案小組納入各科課

 程綱要研訂之參考，男高中

參

么
小

亡
口
訟
田
與

 1  一
lL

三圭
三我

研

住
目

了
卜
卜

几
川

夕

亡臣口
一

457



紜
勺

"

 納'"飆"，

 五、研訂發展學生創造力、批

判思考與探究實驗能力之

 可行方案，以培養良好科

國教司

申部辦公室

中教司

 課程總綱「實施通則」草案

 申業明定，各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得就課程設計、教材編

選與教學實施作整體或抽樣

 評鑑;各校依據評鑑結果，

應本著學校與教師專業自主

 之精神積極改進。(申教

司)

將開始規劃推動科學教育各

 項標準之研究，如:九十三

 年度已編列預算推動『數:

與科學師資教育學程評鑑之

 研究』，進行教師專業能力

 標準研究。(國科會)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課程辦

 理，並建請納入創造力行動

 方案辦理。(國教司)

 1．鼓勵高級申等學校教師成

 立科學教師學會，定期辦

理創造力教學之研討會及

 年會。著重實務性的教

 學、示範實驗、與教材教

 具展演等活動。

 2．辦理高級申等學校科學展

 覽，激發學生科學研習之

 興趣，提高學生對科學之

 思考力及創造力。

 3．訂定高級申學研發人才培

 育計畫。(申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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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訂提升教師學科教學知

識及發展補充教材能力之

 可行方案。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中教司

透過學科能力競賽及科學展

 覽之舉辦，可激發高中學生

 之創造力與思考能力，進而

 培養良好科學態度。(中教

司)

 七、教材選用應儘量配合學生

 能力與就讀類科，選用適

 合教材，俾能因材施教。

本案將請指地方政府加強教

師運用專案自主能力自編或

 開發科教補充教材之能力。

(國教司)

本案將責由高級中等學校加

 強教師專業能力提升，教材

 編纂之能力。(中部辦公

室)

目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

 總綱「實施通則」草案中

已針對加強教師專業能力提

 升、教材編選之能力，作成

 明確規範，並請各校各校對

 果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

 實施積極開發創意之教師，

 給予必要之協助與獎勵。

(中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中教司

本案配合學校本位教科書選

 用，俾能因材施教。(國教

司)

 高級中等學校教材選用，由

各校學科教師選用適合教

 材，達因材施教。(中部辦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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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

 「實施通則」草案中，已請

 各學校應依地區特性、學生

 特質與需求，選擇或自行編

 輯合適之教科用書和教材，

 俾以因材施教。(中教司)

 八、教師教學與教材編纂儘量

 以「實用為主、理論為

 輔」，並依學生能力與就

 讀類科舉例與示範，使教

 學與生活結合，提高學生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申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強

 調生活實用知識的習得，並

 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國教

司)

 本案將轉請各校辦理。(中

部辦公室)

目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總綱「實施通則」草案中

已請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與學

生之生活經驗作適度的聯

 結，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知識的可應用性。(中教

司)

 九、教師教學應儘量引導學生

 思考，以了解問題的結

 構，而非機械式的套用公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中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概念

 發展精神教學，以理解取代

 機械的灌輸。(國教司)

 本案將轉請各校辦理。(中

部辦公室)

利用適當機會轉知各主管機

 關、學校教師配合辦理。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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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規劃基礎科學教育科目之

 層次，落實基礎科學訓

 練，培育學生兼具「科

 學」與「人文」之素養。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技職司

中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一貫統整理念

 科技與人文兼重。(國教

司)

鼓勵學生獲得多方的廣闊基

 礎。學校為基礎學科教育的

 訓練，提供學生獲得專門、

 系統的知識，更要培養學生

 客觀的態度、強烈的求知興

 趣和分析的邏輯方法，並加

 以落實。(中部辦公室)

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

 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劃。

(技職司)

本次高中課程修訂理念之一

為:培養高級中學學生人

 文、藝術、科技與民主等層

 面之素養與知能。另科目與

 學分數分配亦秉持高一、高

 二不分流，高三才分組之理

 念，期使高中學生其有自然

 				科學與社會人文平衡之修
 	I			養。(中教司)一一
 		十一、因應資訊社會發展之需	國教司	本案配合資訊教育之施實，
 		要，建構科學教育網路	中部辦公室	提昇師生資訊素養，建構數

 		學習。	中教司電算中心	位化學習內容，配合資訊與通訊科技方案設施，達成網路遠距學習。(國教司)1．建立教師在職進修及各種進修管道以落實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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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

 2．透過電腦網路技術，建構

 教學資源網路平台，以建

 立教師資源分享機制。

(中部辦公室)

本司刻正規劃教育部補助高

級中學開發網路學習實施要

 點，該要點補助範圍以獎勵

高級中學整合柑關學習資

 源，參與建置生命教育、自

 然生態、科技教育、健康醫

 學、歷史文化及藝術人文等

 六大學習網為主，並加強高

級中學網路學習活動內涵與

 網路補充教材及素材，發展

 網路學習內涵。(中教司)

本中心已積極規劃辦理科學

 教育學習網。(電算中心)

 ̂十二、現行高中課程標準中科

學科目之時數似嫌太

 少，建議增加自然科目

 每週上課時數。

中教司  1．因應教育改革需求及接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本部已分別成立高級

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及高

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小

 組，以研擬高中課程修訂

 2．現行高中課程中自然與社

會領域之授課時數比為

14:28 ;而目前初步完成之

 高中課程總綱草案，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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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礎知識之傳授與實驗

加強學生對科學之興

 趣，培養學生的基本科

 學素養，並從生活應用

 融入科學教育中，俾與

 高等技職教育銜接。

自然領域時數提高至十六

 學分，社會領域則仍維持

 二十四學分，另規劃百分

 之二十的彈性學習節數，

提供學生加深加價之學

 習。

 3．本次課程修訂，經彙集各

 方意見，目前所得共識皆

希為將重點放在各科課程

 綱要之內容，而非不斷地

 增加教材及時數，徒增學

 生學習壓力與負擔。

 4．另為使學生能於高三獲得

 完整的學習，而不致因準

 備大學入學考試，而無心

 上課，本部將協調大學招

生委員聯合會等相關單位

共同推動將高三推甄延後

 至五月，學測時間提前至

高二下學期課程結束後舉

 行，並使大學入學與課桔

 改革相配合。(中教司)

技職司  1．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

心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

 劃。

 2．納入技職體系課程綱要草

 案修訂之參考。(技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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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應廣設跨領域之課程

 或學程，並增加科技智慧

 財產保護、科學道德規範

及科學與環境方面的課

 程，以培養具有科學倫理

 與國際觀之人才。

各大學應鼓勵學生投入基

 礎科學領域的研究，以培

值及儲備多元化之科學人

 才。

技職司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

 三條規定，大學課程係各校

 自主事項，本部業以八十六

年十月三十一日台(86)高(四)

字第八六一二七一九四號通

 函鼓勵大學校院跨院、系規

劃設立相關學程;另亦曾通

函鼓勵開設智慧財產權及生

 態工法等課程。(高教司)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

 三條規定，技術學院及科技

 大學課程係各校自主事項，

本部自88學年度起補助台灣

科大等十四校規劃試辦跨領

 域學程。有關智慧財產權相

關課程業行文鼓勵各技專校

院開設課程或辦理相關教學

 活動。執行成效並自動建置

 於「技職課程資源網站」。

(技職司)

為鼓勵大學投入基礎科學領

 域的研究，提高國內大學競

 爭優勢，庚續辦理「推動國

立大學研究所基礎教育重點

改善計 重 大學學術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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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卓越發展計畫」、

 大學基礎教育計劃」及「大

學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

 畫」，並建置「教學推動中

 心暨教學資源資料庫」，以

培植及儲備多元化之科學人

 才。(高教司)

 三、各大學應對其基礎學科訂

 定明確學力標準，建立評

 鑑機制及評量指標，以定

期考核教師之教學及學生

 之學習，並建立不適任教

 師之淘汰制度。

高教司

技職司

 1．本部鼓勵各校辦理自我評

 鑑，各校辦理自我評鑑

 時，均對各學科之辦理情

 形進行評量。

 2．加強督導各大學對教師停

 聘、解聘及不續聘案件之

 處理能力。(高教司)

 大學課程自主，將轉請各大

 專校院參考。(技職司)

 四、落實大學評鑑制度，依研

 究型、教學型等大學之任

 務、目標進行成效評估、

 考核及追蹤。

各大學之分類尚未定位確

 定，俟各校定位明確後，於

 規劃評鑑制度時參酌。(高

教司)

 1．本司訂有技專校院評鑑原

 則，每四年輪評一次(科

 大、技術學院、專校)。

 2．評鑑工作分為「行政類」

 與「專業類」二部分，評

鑑表冊則依當年教育政策

 修正。

 3．評鑑結果之報告與成績等

 第，除提供受評學校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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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9h' ^m?.mt±^iK^m
 				考。^
 				4．若評鑑為三等以下之學^
 				校，隔年將辦理追蹤評^
 				鑑，以瞭解學校改進情^
 			一-一1	形。(技職司)^

 		五、大學教師之升等或評鑑，^	高教司□	\.n&m$mm%m^u
 		應兼顧研究及教學成果，^		度，使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其研究成果不應只考慮^		更能周延關照教師之整體^
 		^cI篇數，其他影響因子^		表現，本部於八十七年五^
 		(^^pact factor)   -參與中^		月十三日以台審字第^
 		小學科學教學活動及專利		87047741號函請各校訂定^

 		亦應一併考量。		「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及自訂教學服務成績佔教師資格審查總成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比率。2．有關教師升等，教師之研究、教學、服務等皆列入考量。(高教司)
 		a - mmmmmmjj * m	技職司	。"""""'，．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
 		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十三條規定，大學課程係^
 		力，鼓勵教師研究新教學		^各校自主事項。^

 ;	匕	法及研究設計特殊課程。		2．將列為修正「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助要點」時之參據。(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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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建議寬列科學教育研究及

 推廣經費，恢復教育部科

 學與人文教師獎勵辦法。

高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十一、目前科學教育師資之培

 育課程，缺乏「科學教

 ;業科目，建議檢冉

高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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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師在職進修管道不足，	技職司	將列為修正「教育部辦理技^
 建議增加「如何教科學」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的研習，而非「科學知		助要點」時之參據。(技職
 謂比的研習。		司)
 八、鼓勵大學校院師生，參與	高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社區中小學科學教育活動		
 與研習，經由良好之互		
 動，以提升科學教育之普		
 及。		

 a * mmmw?&Mmm	「高教。	俸姦升參。(高教司)
 ̂專賣機構，並建立專業證		
 ̂照制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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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子題^結論暨建議^主(協)辦單位^初步研處情形

 一、設置高中教育分流體制自^	中教司^	己合高中課程修訂，課程設

 一(一一)業寸毛見千于昌三帝U白勺石村肯;佔欠亭P	中部辦公室	推動高中職社區化，鼓勵高

 鑑，並加以研究。^		職因應學生升學需求轉型綜合高中。(中部辦公室)
 (^)進行教育分流體制的實	中教司	加強輔導學生進行生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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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對於敵智、敢聰、

敢明等學校的課程之

 研究。

特教小組 各類別之課程綱要均已陸續

 修訂完成。(特教小組)

刻正研擬之科學教育白皮書

 訂有科學課程、教學與評量

 之議題，後續將研擬相關之

 行動方案。(中教司)

(三)進行教師的班級教學策

 略之評鑑及研究。

中教司

(四)規劃克服教育機會不均

 及落差之具體辦法。

中部辦公室  1．經費之編列以均衡城鄉資

 源為原則。

 2．辦理弱勢學生科學研習。

(中部辦公室)

設立中等學校課程實施績

 效評鑑與改進之機制。

刻正研擬之科學教育白皮書

 訂有科學課程、教學與評量

 之議題，後續將研擬相關之

 行動方案。(中教司)

 壬^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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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設置適性化中等教育自動	中教司	規劃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

 合理化調適之機制。	中部辦公室	及技職統整課程，加強橫向的分化與轉型。(中教司、中部辦公室)
 (-)進行科學資優教育模式	中教司	已針對國際數理與資訊奧林

 之研究與改進。	中部辦公室	匹亞競賽資優學生做後續保送升學之追蹤與研究。(中教司)實施科展績優生獎勵辦法。(中部辦公室)

支
結

論
與

拉
事
項
研
白
挺

情
形

一
覽

芙



 		(-)成立課程推動小組，進	中教司	
 		行科學課程設計及各項	中部辦公室	入相關配套措施辦理。(中^

 		教材之研發工作。		教司)成立課程諮詢輔導小組，協助各校改進課程教材等問題。(中部辦公室)
 		(二)進行學習成就評量技術	中教司	MJEmmzmmn&&m

 		之研發工作。		訂有科學課程、教學與評量之議題，後續將研擬相關之行動方案。(中教司)
 		(三)進行性向測驗及學力測	中教司	^@@"A一1．'性向測驗由各局中納入輔

 		驗之研發。		導需求，並依個案情形選擇測驗方式。2．督導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配合辦理，開發「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題型及試題。92年度預定題庫建置數由現行約7500題增加至8500題。(中教司)
 		四、設立專責單位進行教學資	中教司	Mfflicf^Wffl^MIr

 		源之彙整、流通與生產。		單位肩負學前至高中階段(^-^2)課程修訂之任務，並訂定與發展課程與教學評鑑指標，建立課程與教學資源、評鑑等永發展機制。(中教司)
 		(-) ^nm^&wmmm	電算中心	本中心已積極規劃建置科學
 		'"一		Stf^fffl' (WH^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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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納入本次高級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計畫辦理。(中教

司)

(二)檢視數學及自然科課程

 標準及課程銜接問題。

中教司

將轉請各校於推展科學教育

 時參考。(中教司)

 (三)科學教育推展時，可以

 運用建立良好「教育典

 範」來增強。

中教司

 (^)加強資訊轉譯工作。	中教司	錄案研參。(中教司、國教
 	國教司	司、電算中心)
 	電算中心	
 五、其他		
 (一)課程規劃除應重視能力	中教司	新修高中課程綱要之內容編
 導向外，亦應重視知識		修係朝向:「配合認知能

 性內涵。		力」、「引發學習興趣」、「減少教材內容」、「迎合社會需要」、「加強通識教育」、「酌留彈性空間」等方向進行規劃，希提供兼重能力與知識之教材。(中教司)
 (四)在現有學制下，研究科	中教司	經瞭解現行高級中學課程標
 學課程採用八加四之	國教司	準在當時修訂原則即採「高
 方式來設計之可行，^生		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
 (即前八年為科學方		化」之理念予以設計，與前
 法能力之培養，後二		開所提國三、高一為通識教
 年是通識教育課程，		育課程及高二、三為分科課
 後二年為分科課		程之建議，並無太大出入。

 不主呈》。		(中教司)錄案研參。(國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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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科書開放民間編輯

 後，審查機制應嚴格把

 關以維持品質。

中教司

國教司

為加強改善現行及未來高中

 教科書內容錯誤，業務單位

已請各高中教科書出版業前

 置編輯作業，減少錯誤率發

 生，並將勘誤內容公告週

 知，另委請國立編譯館建置

 高中審定本教科書討論區，

俾使社會大眾為教科書品質

 共同把關。(中教司)

 本案已建置校閱、審查、偵

 錯、監督等機制，以維教科

(國教司)

強化並落實以學生學習為

主體之科學教育的相關應

 用與研究。

(一)進行不同教學法與學生

科學學習互動關係之系

 統研究，縮短科學教學

 上之城鄉差距。

中教司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本部將與國科會合作，就世^
界各國科學教育及科學教學

 法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系統

研究世界各國科學教學及科

 學學術研究 新動向，作為

我國推展各級學校科學教育

 參考，並整合政府與民間資

 源，菩實科學教育城鄉均

 衡，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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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部訂有中小學科學

教育專案補助申請作業要

 點，以學校、機關(構)為

 補助對象，補助範圍包括科

 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

 研究發展、科學師資進修研

 習、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

 研究及輔導、鄉土性科學教

 材之研發與推廣、學生科學

 創意活動之辦理題材研發、

科學教育推廣活動等六大

 類。(中教司)

(四)教育部應結合相關民間

 機構、師資培育機構之

 教學資源，並研擬方

 案，俾使科學教學與實

 際生活更緊密結合。

中教司

 (一	)規劃鑑別學生科學學習	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情意向度之有效方法，	國教司	將納入補助中小學科學教育
 	研究提昇學生科學學習		專案時參考。(中教司)
 一	之表現。		

 (z	)強化將創造力及問題解	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決能力的培養融入科學	國教司	已於推動中小學科學教育專
 	教學之研究，並將成果		案中針對學生科學創意活動
 	推廣至中小學科學教育		辦理與題材研發訂有補助。
 	中。		(中教司)

加強並落實網路輔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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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機構應利用各

種管道加強科學教師進

切使用網路輔助教學的

 能力。

中教司 本部將補助各師資培育機構

 發展卓越師資培育，充實電

 腦網路及資訊設備，將資訊

 融入師資培育教學，培育科

 學教師資訊素養，提昇科學

教師網路輔助教學之專業能

 力。(中教司)

 (^)建構共享網路平台，提

 供科學教師使用。

算中心 本中心已積極規劃建置科學

 教育學習網，提供科學教師

 使用。(電算中心)

 三、增闢更多科學教學實務討

 論與推廣之管道。

(-)鼓勵科學教師分享及討

 論教學經驗，包括校

 內、跨校、網路及其他

 管道之研討。

中教司 本部將配合學校本位之教師

進修之發展及各縣市區域教

 師研習中心之設置，鼓勵各

 級學校組織學習之風氣，建

立學習型之學校及教育行政

 組織，透過各類學術研討會

 及校內及校際之合作教學、

 協同教學，增進科學教師教

 學經驗之交流，並鼓勵各校

 建置教學網站，分享教學成

 果。(中教司)

(二)成立類似美國科學教師

 協會(Nat^onaI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lon,

 NSTA)，以提供科學教

 師經驗分享之管道。

中教司  目前僅成立教師會，將轉知

 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中

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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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府應鼓勵棺關學術單^	中教司^	將與國科會共同研商彙整現^
 位及民間機構，提供更^		有之宣傳管道，並請其配叫
 多的管道加強科學教學^		宣導。(中教司)^
 實務之報導。」		
 (四)有關科學教育之相關研^	國科會^	^．國科會網站已有各項專題^
 究成果應加強資訊化及^	高教司^	研究計畫精簡成果報告及^
 公開化，以提供教師參^	技職司^	科學教育研究人才相關檔
 考使用。^	中教司^	案，可透過搜尋系統查詢

 	國教司^	相關資料。2．國科會已訂定『補助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應用推廣計畫作業要點』，鼓勵研究人員將成果編成專書或製作光碟，以落實應用於學
 校教育實務中，自92年度

 開始實施。(國科會)

請各級學校教師至國科會網

 站即可查詢研究成果。(高

 教司、技職司、中教司、國

教司)

(五)舉辦並推廣各種科學競

 賽，讓科學教育學習更

 具生活化及趣味化。

中教司 目前每年均舉辦高中生數理

 及資訊學科競賽，另委託學

校辦理參加國際數理及資訊

 奧林匹亞競賽事宜。(中教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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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廣各種主題之科學教

 育書籍，促進學生對各

類科學學習

社教司 本部部分部屬社教機構業編

 印相關科普書籍與雜誌，內

容除配合課程教學並就時

 事、節令做補充教材，並編

有預算分送國中小學生參

 考。(社教司)

(七)檢視學科統整認知差異

 存在之問題。

中教司 納入本次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修訂計畫辦理。(中教司)

 ̂四、其他

(一)檢討高中職教學需求及

 師資的不平衡現象。

中教司 俟普通高中新課程綱要修訂

 完成及公布後，將再邀請各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就教學因

 應、教材研發及各科師資培

 育，規劃研擬相關配套措

 施。(中教司)

 (^)建議國中設置有「教材

 研發」的工作，納入教

 學時數。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三)提供跨科教學教師進修

 與認證的管道。

中教司 已請設有中等教育學程之師

資培育機構開設領域專長學

 分班，另設有中等教育學程

之師資培育機構亦可自行規

 劃第二專長學分班，可供科

 學教師進修。(中教司)

(四)鼓勵大學教師參與中刁

學教師之教學研習及編

 訂自編教材。

技職司

 大學課程自主，大學教師可

 依其專業編訂自編教材。

(高教司)

 將於修正「教育部辦理技專

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助

 要點」時納入辦理。(技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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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由專責機構廣泛搜

集國內外博碩士論文相

 關研究結果，提供科學

 教師參考。

(六)教師應重視學生之個別

 差異，對資優學生之發

 展，及弱勢學生之協助

 均應加強。

 國科．

中教司

國教司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正研擬規劃以計畫補助方式

 於大學成立區域性「科學學

 習與教學研究中心」，以整

 合科學教育之研究與實務。

(國科會)

對於資賦優異學生依各相關

 特教法規辦理相關事宜，另

 關於弱勢族群學生，可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

 學貸款辦法」，申請就學貸

 款，幫助其完成學業。(中

教司)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課程精

 神，除發展卓越外，並兼顧

 社會正義，期能帶好每一位

 學生，資優生給予加深加廣

 課程，弱勢學生施以補救教

 課程。(國教司)

依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

 定，資賦優異學生人學後學

 ̂校應予有計畫之個別輔導，

其輔導項目應視需要定之;

身心障礙學生則須擬個別化

 教育計畫。(特教小組)

丁定補助原住民及身心障礙

 學生經費補助辦法。(中部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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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姿落
 。"h石'。"
^:"

 浚^》"「-^-
 ．'"H沁

畫立有效的評鑑體系

教
學
與
評
量

 (-) ^T定各類「科學教育執

 行的評鑑基準，。

中教司

國教司

各高級中學之校務評鑑係屬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

 責，本部為鼓勵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辦理評鑑，已訂定

 「教育部補助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高級中學校務評鑑

 實施要點」。(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1．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G對

科學教育工作推動成效進行

 自評。

中教司

高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俘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n^

辦理所屬高級中學校務評鑑

 時配合辦理。(中教司)

 依法大學課程自主，本部九

十及九十一年度透過部分補

 助鼓勵各校辦理自我評鑑，

 建立自我評鑑制度。(高教

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納入高級中等學校務評鑑辦

 理。(中部辦公室)

478

科
學
課
程

重
與
基
本
能
力
之
培
育



 2．學校及教師應接受外在之評

 鑑，並做自評。

中教司

高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人事處

教研會

國科會

 各高級中學除自評外，應接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評

 鑑。(中教司)

 本部推動學門評鑑，將視各

學門發展情形逐年進行評

 ;。(高教司)

中央及地方各依權則執行

 評鑑。

 2．俟教師法修法後，納入學

校本位評鑑及教師專業評

 鑑辦理。(國教司)

高級中等學校部份依科學教

 育專業評鑑指標辦理。(中

部辦公室)

評量與基本能力之培育乙

 節，事涉教師專業成長及評

 鑑部分，前經簽奉核可與教

 師晉薪、績效獎金、不適任

教師淘汰機制等脫鉤處理

 本處已就教師晉薪、績效獎

金及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等

 進行研議。(人事處)

錄案供本部公立中小學教師

專業評鑑制度起草小組參

 考。(教研會)

 93年度已編列預算，將推動

 『數學與科學師資教育學程

 評鑑之研究"，進行科學教

 師培育學程之評鑑。(國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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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評鑑的結果，應積

 有效回應。

中教司

高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本部於「教育部補助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理高級中學校

 務評鑑實施要點」(草案)

 中，已明訂各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應將評鑑結果摘要上網

 公告，以供外界參考。(中

教司)

本部委辦之評鑑均將評鑑報

 告公布於網站。(高教司)

 本案配合評鑑結案辦理。

(國教司)

 對評鑑結果，追蹤辦理。

(中部辦公室)

(三)系列發展有效之評量題

 庫，並建立分級檢定標

 淮。

中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錄案研參。(中教司、國教

 司、中部辦公室)

 二、進行學校及教師的教學評

 鑑。

中教司

國教司

教研會

各高級中學之校務評鑑係屬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

 責，本部為鼓勵各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辦理評鑑，已訂定

 「教育部補助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高級中學校務評鑑

 實施要點」(草案) ;另有

 關教師專業評鑑部分，目前

 刻正由教研會研擬中，俟完

 成規劃後，本司配合辦理

 本節建請加會教研會。(中

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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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結合九年一貫學校本位

 評鑑及教師教學評鑑辦理。

(國教司)

供本部公立中小學教師專業

 評鑑制度起草小組參考。

(教研會)

 (-)教師教學之評鑑項目，

 應包括「教學評量」;

 學校評鑑項目，應包括

 「評量工作」。

中教司

國教司

教研會

 有關學校評鑑項目之設計，

將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

辦理所屬高級中學評鑑時配

 合辦理。(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供中小學教師專業評鑑制度

 起草工作小組參考。(教研

會)

目前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

 案以明定:「各高中職辦理

 甄選入學、申請人學或登記

分發入學得參採國民中學學

 生在校表現。」惟鑑於參採

(二)建議基本能力測驗作為

 學校的評鑑工具，而非

作為學生升學分流使

 用。

中教司

國中在校表現涉及之層面甚

 廣，尤其登記分發入學牽涉

 之學生比例 高，為避免外

 界質疑其公平性，本部將進

 行細部規劃之專案研究，研

擬具體可行之參採策略並擇

 定部分地區進行試辦，再視

試辦結果決定是否全面採

 行。(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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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當前教育改革目

 標，及符應科學本質的

 需求，妥善規劃科學教

 育師資培育課程，並建

 立學程評鑑機制。

中教司  1．有關師資培育課程之規劃

部分:為配合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之實施，本部業

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中等學校、國

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科目

 及學分審核原則」;及另

於九十一年七月九日函送

482

研究及改進分流的甄選評

(一)建議評量技術的研發列

 為教育研究重點項目，

鼓勵教師採行多元評量

 方法，並建立諮詢及輔

 導團隊。

(二)補助各種專業團體發展

性向或才能之檢定測

驗

。。。

'八

 四、其他

 (一)研發全國適用之「評更

 成績管理系統軟體」供

 教師使用。

中教司

國教司

國科會

(^)儘速規劃高中職社區化

 的具體做法，以減輕升

 學壓力。其次，升學時

 除學測分數外，亦應採

 計在校成績。

中教司

國教司

留供修訂普通高中課程綱要

 配套措施研參。(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規劃納入國科會研究計畫重

 點徵求項目。(國科會)

 錄案研參。(中教司、國教^

司)

技職司

 一、職前培窄

已研訂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

 畫、九十二學年度高中職i±^

 區化推動工作計畫、高中職

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實

 施要點等各草案，將於四月

提請部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

 施。(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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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七

大學習領域任教專門科目

 認定參考原則及內涵，供

 各師資培育機構參辦。上

 述師資培育課程之規劃，

已包含培育具有科學教育

 專業師資之課程在內。

 2．有關建立學程評鑑機制部

分:本部業於九十一年四

 月十六日發布「大學校院

教育學程評鑑作業要

 點」，建立教育學程評鑑

 之機制，並依據該要點委

託機構或法人辦理評鑑工

 作，評鑑項目並已納入

 「有關課程、教學之規劃

 與執行」一項。(中教

司)

 1．統整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

 法學課程等教育專業科目，

 減少一般教育之選修科目，

增列科學教學情境及實際教

 學經驗之相關課程，以加強

科學教學與行動研究之能

 力。

 有關統整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學課程等教育專業科

 目，減少一般教育之選修課

 程乙節，留供本部參考。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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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師資培育科學教育學程

 之評鑑機制。

中教司 本部業於九十一年四月十六

 日發布「大學校院教育學程

 評鑑作業要點」，建立教育

 學程評鑑之機制，並依據該

要點委託機構或法人辦理評

 鑑工作，評鑑項目並已納入

 「有關課程、教學之規劃與

 執行」一項。(中教司)

(二)各師資培育機構應落'

教育實習的評量制度

加強實習指導教授與輔

 導教師的責任，並淘汰

 不合適的實習教師。

中敦司  為加強師資培育及落實「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

 法」所規定之教育實習輔;

 工作事項，本部九十年度起

即核定補助各師資培育機構

 辦理「實習指導教授巡迴輔

 導」及「推動實習輔導工作

 計畫」所需經費，九十二年

 度仍繼續提供補助經費，以

落實各項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及強化教育實習評量制度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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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公正的科學教師資

 格檢定制度，檢霰各師

資培育機構所培育的職

前科學教師應具備的學

 科知能及教學知能。

中教司 為改善現行定採書面檢霰方

 式之教師資格檢定制度，本

 部刻正配合「師資培育法」

 修正案之規定，積極研擬新

 制教師資格檢定方式，未來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

 須經檢定通過後，始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是以，有關科

 學教師資格之檢定方式，亦

 將依新制之方式辦理。(中

教司)

在職進修與成長

木
田

三
^
口

(一)提供符合教師需求的多

元進修機會(包括學

 分、學位之進修)，以

 提昇教學知能，並建立

 終身學習機制。

中教司 本部已委請各師範校院及國

立嘉義大學成立區域教師在

 職進修中心，統整教師在職

 進修資源，待本年正式運作

 後，可有效掌握教師在職進

 修供需情形(中教司)。

 (二)鼓勵成立中小學科學教師教學學會之學習型組織。	中教司	錄案研參。(中教司)

 (三)導入優秀之中小學教師成為科學教育在職進修之種子教師，並配合教師考核或頒發績效獎金之制度。	中教司	錄案研參。(中教司)

几
川

巨告

占己

485

 參
、

重
要

紀
與
建
議
事
項
研
處
恬



 鼓勵大學校院具有科學、

科學教育背景之教授相互

 合作，積極進行科學教有

 相關之研究、教學及推廣

 活動。

技職司

 1．錄案通函各校參考。

 2．納入相關科技人才培育專

 案計畫執行之參考。(高

教司)

將於辦理各項座談會中宣導

 該項理念。(技職司)

(四)繼續發行優良之科學教

 育期刊雜誌，並建立系

 統的資源提供管道，增

進教師相關之科學新

 知。

中教司 與國科會共同研議建立優良^

科學教育期刊雜誌系統資源

 提供管道。(中教司)

(五)鼓勵中小學教師進行科

 學教育行動研究。

中教司 本司已於中等教育督導0四

項下列有補助中小學科學教

 育專案經費。(中教司)

 二、鼓勵對於科學教育有興趣	高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的博士班研究生，從事學	技職司	於適當場合及文宣資料中宣

 科兵$軒汪佳皇三%(育跨領卜或的學習。		導是項觀念。(技職司)
 三、補助大學校院教師參與科	高敦司	已訂定相關補助要點，鼓勵
 學與數學教育之研究與進	技職司	各校舉辦國際交流活動。
 修，並舉辦有關科學教育		(高教司)

 之國際性交流活動。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裙"一""'-""‥-^"一
 助要點」之進修活動內容

 中，鼓勵教師加強該方面之

 研究與進修。(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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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鼓勵研究人力較為充沛的	高教司	錄案鼓勵各大學辦理。(高
 	大學校院成立科學教育研	士支職司	教司)
 	究中心，期結合國內外相		本案將納入「技專校院申請
 	關學者專家就我國中小學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案中鼓
 	生科學與數學學習問題進		勵辦理。(技職司)
 	"-^_4^ 7=^1^ —L^ ^15^^ W^^行研究，並建工資料庫。一@@		

 五	建議各師資培育機構有關	高教司	本司配合於辦理教師在職進
 	教育方法學與教學實習的		修活動時納入聘請師資之參
 	課程，聘請具有科學教育		考。(高教司)
 	專長之教師協同開設部分		
 	言果不呈。		

 ̂K門	、研議大學校院教師為研究	高教司	mmwm? (^ffewi)
 	需要可到中小學任課之辦	^技職司	^^B合專責單位辦理。(技職
 	法。		^司)

五

科
學
教
育
中
之
人
文
關
懷

教師應以學生的認知背

 選擇適當的教法。

 二、學校應針對學生的學習困

 難與瓶頸，給予適性化的

 補救教學。

 三、鼓勵中小學科學教師參加

有關科學學習低成就學生

 教學輔導之進修研習。

 國教司	本案建請納入九年一貫課程
 	精神及教師專業自主判斷。
 	(國教司)
 國教司	本案納入九年一貫課程精神
 	兼顧卓越及低成就學生，施
 	以適度適性教學。(國教
 	司)

 國教司	*%R\Mi$Rm&$.Mm
 中教司	^教師進修研習。(國教司)
 	^本案納入師資培育機構辦埋
 	^教師在職進修規劃參考。
 	^(中教司)

487

 參
、
重
要
結

論
與

」
^^^^-

低
學

習
成

就
學

生
之

科
學
教

育

哦
事

項
研

處
情

形



 四、經由適當評量工具找出科

學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困難

 點，並彙整其學生的特質

 及教學相關的研究成果，

提供教師適性教學的參

 五、採用多元及適性評量，謗

掘學生不同的性向及削

 力。

設置科學學習低成就教^

 資源班。

 七、建議於班級內以合作學習

 或小組教學方式，協助科

 學低成就學生之學習。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國教司

國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多元

 汗量精神辦理。(國教司)

本案配合補救教學資源班辦

 理。(國教司)

本案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協同

 教學、合作學習模式辦理。

(國教司)

 五
、

科
學

教
育

中
之

人
文

礙
學
生
之
科
段

對具有科學學習性向與優

 勢之身心障礙學生，應提

供參與一般學生科學教育

 活動之機會;並應辦理身，L．

 障礙學生科學教育活動。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透過相關評量，掌握身心障

礙學生科學學習之性向與有

 力，據此研製生活中的科學

 遊戲與活動，以激發身心障

 礙學生科學興趣與潛能。

 與相關學術單位，民間單位

 結合，進行校際交流，並辦

 理校內外科學展覽、競賽、

 研習營等。

相關科學競賽訂定身心障礙

 學生保障名額，鼓勵具備優

勢科學潛能之身心障礙學生

 參加。(中部辦公室、特教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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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與應用科技輔具，讓

身心障礙學生克服科學學

 習之困難與障礙，進入科

 學領域之學習。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1．鼓勵學校研發、改良或建

 置各項教學器材或設備，

俾使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參

 與各項科學教育活動。

 2．與學術單位、醫療單位及

 相關廠商交流，就不同類

別及障礙程度之身心障礙

 學生特質及需求，舉辦身

心障礙學生生活輔其或學

習輔具研討會與身心障礙

學生生活輔具或學習輔其

 研發競賽。

 3．針對身心障礙學生之個殊

 需求，善用相關生活輔具

 或學習輔具，如視障生，

 提供電腦放大軟體、擴視

 機、語音導覽系統;聽障

 生，提供助聽系統、視聽

 媒體;肢障生，提供無障

 礙視訊系統．‥等。(特教

 小組、中部辦公室)

科學教育之教材編輯與撰

 寫，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

 之特質、需求與能力。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透個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

育計畫會議或教學研究會

 議，邀集科學教育相關教

 師、特教教師、行政人員、

 專家學者、家長、學生等依

 學生個殊需求，運用複製、

 改良、變更、替代、簡化省

 略．‥等方式，共同規劃與擬

訂身心障礙學生之科學教材

 與教師手冊，以為科學教育

 推展之參考。(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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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身心障礙資源班或資源教

 師在科學教育之教學，因

 應學生的學習需求，設立

相關課程與資源之支持系

 統。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1．透過相關評量與個別化教

 育計畫之編擬，掌握身心

障礙學生之科學學習潛

 能，俾提供相關輔導。

 2．身心障礙學生融入班級教

 學，依其學習特質與需

 求，採行合作學習、分組

 學習等方式，以增進科學

 知能。

 3．善用義工制度，遴選其有

科學學習潛能之義工學

 生，發揮同擠學習功效。

 4．善用認輔制度，遴聘校內

其有科學教育專長之教

 師，對具有優勢科學學習

能力者提供個別指導;對

 於弱勢學習者，則安排補

 救教學。

 ．遴聘科學教育專家、校外

 資源人士等，提供相關支

 援服務。

 6．舉辦校內外身心障礙學生

 科學教學觀摩，並將成果

 印製書面及光碟資料，供

 各界參考。(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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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化教

育計畫宜納入科學概念與

 技能的學習。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評量方式宜更多元化，包

 括對學習動機、態度、方

 法、習慣及學習成就等，

而非僅以量化的學習成果

 為唯一依據。

 1．各級學校應對每位身心障^
礙學生擬定個別化教育計

 畫，並邀請身心障礙學生

家長參與其擬定與教育安

 置。

 2．針對具優勢科學性向的身

 心障礙學生，提供潛能開

 發課程及相關輔導。

 3．對於弱勢學習者，經由教

 育診斷、瞭解其學習困

 難，安排補救教學。

 4．於每學期初及期末邀請學

 生、家長、相關專業人

 員、行政人員、教師等，

召開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

 教育計畫會議，並將科學

概念及科技的學習納入相

 關領域，並提供個別化教

 育轉銜計畫擬定之參考。

 (持教小組、中部辦公

室)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評量依

 其特質及需求訂定，除紙筆

 測驗外，亦可透過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動態評量、真;

 評量等，以落實身心障礙學

 生之科學教育。(特教刁

 組、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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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提供特殊教育教師應具備

 之科學教育知能訓練，亦

應增進一般科學教育教師

 具備特殊教育知能。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1.提供一般科學教育教師研

 習特教知能，並安排特教

教師研習科學教育專業知

 能的機會，以利相關教師

投入身心障礙學生之科學

 教育。

 2．以身心障礙學生潛能及需

 求為導向，調整或強化校

內身心障礙學生科學教育

 之組織，以團隊合作、協

 同教學方式，推動相關活

 動。(特教小組、中部辦

公室)

 八、各項科學展覽與競賽活動

應增加科技輔其應用組與

 身心障礙組。

中部辦公宗  1．融合式的教育安置形態

善用同擠合作方式參展

以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參與

 為目的。

 2．舉辦特教班或特殊教育學

 校科學展覽與競賽，對績

 優個人或學校予以獎勵。

(中部辦公室)

 九、建議發展系列性科學教育

 學習輔助軟體與硬體，並

研發特教教材教法手冊提

 供一般教師參考。

特教小組

中部辦公室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聘

請有關學者專家及教師組成

 特殊教育教材編輯小組，編

 印各類特殊教育教材。(特

教小組)

 1．舉辦身心障礙學生科學教

 育教學研討會，邀集學術

 單位、醫療單位等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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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師資培育課程加強提

 升教師性別平等的意識。

中教司  1．兩性教育、性別教育已納

 入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

師教育專業課程中供學程

 2．有關師資培育課程加強提

昇教師性別平等的意識乙

 節，本部為配合國民中刁

 學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

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中等學校、國

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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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學分審核原則」，對各

師資培育機構培育中小學

 師資所開設之教育學程，

 明定可開設兩性教育(J生

 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等科目供學生選修。(中

教司)

建議科學課程強調性別平

等之內涵 中教司

以利女性平等學習

 四、鼓勵學校安排學生與女性

 科學家座談。

性別平權議題已融入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兩

 性教育重大議題中。(國教

司)

高級中學課程總綱草案中已

明定有關兩性平權等議題

應適時融入各領域課程教

 學，並於課程計畫中妥善規

 劃。(中教司)

國教司

中教司

國教司

中教司

已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果程綱要之兩性教育重大議

 題中。(國教司)

請各學校選用教材及高中教

 師於實施教學時，避免性別

 差別對待，並列入各區督學

 督導重點項目之一。(中教

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將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鼓

勵所屬高級中學安排是項活

 動。(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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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議編輯中外女性科學家

 典範故事，加強女學生自

 我實現的人生觀。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原住民科學教育發展應納

 入教育政策規劃過程中，

並宜儘量邀請原住民科學

 人才參與。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國科會

本案將全力配合國科會辦

 理。(國教司)

本案將全力配合國科會辦

 理。(中部辦公室)

 國科會以往有針對原住民、

 身心障礙、慢學習者等者的

科學學習與教學方面的研

 究，往後亦將持續支持相關

研究(國科會)

科學教育師資培育應提供

有關台灣原住民之多元文

 化課程，以增進科學教師

 多元文化素養。

中教司  1．多元文化教育已納入中等

 學校、國民小學教師教有

專業課程中供學程學生修

 習。

 2．本部為配合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之實施，於九

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發布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

師教育學程科目及學分審

 核原則」，對各師資培育

機構培育中小學師資所開

 設之教育學程，明定可開

 設多元文化教育、教育人

 類學等科目供學生選修。

 上述中等師資培育，自包

 括原住民教育師資在內。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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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於偏遠原住民地區科學

 教育教師，應提供參加在

 職進修、研習或參訪機

 會，以提昇其教學知能，

並鼓勵教師從事以學校本

位之科學課程設計與開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本案擬納入補助縣市辦理之

 教師進修管，鼓勵教師從事

學校本位之科學課程式設

 汁。(國教司)

本案本室已納入補助原住民

重點技職校院發展與改進原

住民技職教育實施要點之補

 助項目。(中部辦公室)

 四、原住民科學教育課程與教

 學設計，應顧及原住民文

 化背景、生活環境與學校

 設施，整合社區資源，發

展具多元文化精神的科學

 教育課程與教材。

中部辦公室

社教司

技職司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人本情

 懷，並重視差異及多元，關

 懷弱勢族群之受教環境，符

合科教課程之多元文化精

 神。(國教司)

 訂定「教育部推展高級中學

原住民教育資源教室實施計

 畫」、「教育部補助高級中

等學校設置原住民藝能班實

 施要點」輔導原住民學生適

 性發展。(中部辦公室)

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共

同補助縣市政府自辦或委辦

之部落社區大學開辦有關自

 然資源管理、醫療、生活學

 程及產業學程等相關課程。

(社教司)

 錄案參辦。(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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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議縮短原住民地區與平

 地的數位網路落差，並應

鼓勵原住民學校進行城鄉

 科學教育交流活動。

 六、獎勵原住民科學教育實驗

 研究，從多元文化角度分

析原住民學生科學學習型

 態、認知模式與學習

 難，發展 適學習模式與

 有效輔導措施，以提升原

住民學生科學學習動機與

 成就。

電算中心

國教司

國教司

中部辦公室

技職司

 ．持續規劃辦理相關活動。

 2．92年3月28-30日補助中

華海峽經濟交流協會辦理

 「屏東縣網路生活化、散

發遠距教學暨原住民文藝

 嘉年華」活動。(電算中

^^^)

 本案原住民學校提出申請、

 本司全力配合辦理。(國教

司)

 七、結合民間團體或企業界共

同參與原住民科學教育工

 作，並鼓勵大學社團下鄉

 參與科學教育輔導。

社教司

技職司

本案擬請縣市政府納入刻正

辦理教育實驗研究範疇

(國教司)

本(九十二)年度辦理高級

中學學生科學教育研習活

 動，藉以提昇原住科學教

 育。(中部辦公室)

 錄案參辦。(技職司)

 1．補助社教館所屬社教工作

站辦理與原住民科學教育

 之相關課程。

 2．補助文教基金會辦理原住

 民創造力科學教育活動。

(社教司)

 錄案參辦。(技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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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宣導正確的科學資優

 教學理念，提高資優鑑定

 品質，落實真正資優教

 冉。

透過對於中小學科學教育專

 案之補助，可鼓勵中小學教

 師從事科學教育的研究。

(中教司)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標準」資賦優異學

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之原

 則，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

 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晤

談等方式提升資優鑑定品

 質。(特教小組)

編訂科學資優教育課程指

 引，提供資優教師科學專

 業訓練，並建立支援體

 系，提高對資優教育的支

 持度。

中教司

特教小組

納入高中新課程配套措施計

 辦理。(中教司)

 資賦優異教學、應以結合社

 區資源、參與社區各類方案

 為主，並得聘任具特殊專才

 者為特約指導教師。(特教

小組)

科學展覽應落實課堂學習

活動之表現;科學競賽活

動應以歷程評量代替結果

 的評量。

中教司

特教小組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視

 實際需要，協助學校、學術

 研究機構、民間團體等，舉

 表會等，落實課堂學習活動

 之表現。(特教小組)

 已責成科教館配合辦理。

(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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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議加強實施跨校性資優

 教育方案，鼓勵跨校合

 作。

中教司

特教小紐

本部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共同補助科學資優生培育

 計畫，該計畫係針對具科學

潛能之高中學生培育;另本

部顧問室亦針對高級中學數

 理資優學生訂培育計畫，上

述計畫係屬跨校性質並可鼓

 勵跨校合作。(中教司)

 學校實施資優教育，為達成

個別化教學目標得採跨班

 級、年級或學校之分組教

 學。(特教小組)

 五、建議補助科學資優學生參

 與國際會議及交流活動，

 增加國際經驗擴大視野。

中教司 對於參加國際數理及資訊奧^

 林匹亞競賽，本部均委託大，

 學辦理生物、資訊、物理、

化學與數學之競賽選手培訓

 工作，使國內科學資優高中

生能藉此機會參加國際性競

 賽，有助於增加國際經驗與

 擴大視野。(中教司)

關注科學資優學生人格發

 展，協助建立正確生涯理

 念，加強追蹤與輔導，以

提高學生自我實現的機

 會。

中教司 到於透過參加國際數理及資

訊奧林匹亞競賽保送大學之

 資優生，已有相關追蹤研

 究。(中教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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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七、為強化資優科學教育內

 容，應於校內成立資優學

 習班隊或社團。

中教司

寺教小組

 八、應加強資優教育教師培

 訓、評鑑，以更多元方式

 推動資優教育的實施。

中教司

特教小紐

 學校實施資賦優異教育，應

 視學生特質及個別需要，安

 排充賞及加速之學習活動，

 強調敢發性、創造性之教

 學．並加強培養學生之社會

 知能及獨立研究能力。(特

教小組)

部分高級中學已成立資優學

 習相關組織，如台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設有資優教育資

 源中心。(中教司)

本部將補助各開設特殊教育

學程之大學校院開設特殊教

育學程教學活動及學術研討

 活動經費，提高特殊，

資培育課程之內涵及深度

根據各校特師資及系所特

 色，發展更多元化、卓越化

 之特殊資優教育。(中教

司)

 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

 則」直轄市及縣(市)政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特殊教

 育之績效，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應至少每二年訪視評

 鑑一次。有關資優教師教師

 培訓、評鑑，將納入上開訪

 視評鑑之評鑑項目。(特教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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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的
科
學
教
有

 一、建立社會弱勢者科學教育	社教司	imwm? {mm)
 多元性的支持系統。		

 二、增進科學教育工作者協助	社教司	mmm? (mm)

 ̂'"力匕于。能日。^社會弱動者士科與教育功		---」
 三、建議加強宣導社會弱勢者	國教司口	配合教育優先區辦理。(國^
 ̂的科學教育正義觀念。	-一l	"。'」

 四、偏遠地區教師教學資源不	國教司^	將請教育資料館開發。(國
 ̂足，應鼓勵製作科學教育	中教司^	敦司)
 ̂教學媒體，透過網路提供		本(九+^)年訂有「教育

 教師使用。		部補助高級中學開發網路學習實施要點」，以公私立高中為補助對象，並期達成下列目標:
鼓勵高級中學發展網路學

 習內容、教材製作、技術

支援及平台建置維護等服

 務機制。

工鼓勵高級中學開發自學模

式之網路課程及學分認證

 機制，利用遠距教學輔助

 學校辦理重修課程。

 3．鼓勵高級中學教師及學生

 透過區域合作方式，發展

 網路學習課程，整合社區

 學習資源。(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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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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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中
之

人
文

關
懷



 	""一五、因興生助興管款末溜芸生于十-盯皿	高教司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
 	活方面之需求，建議結合		學金基金會亦有提供各類團
 	民間團體、企業提供助學		體、個人捐助之獎助學金，
 	基金，以協助經濟弱勢學		協助解決經濟有困難之家庭

 	生之科學教育。		其子女就學問題。另各民間團體及企業團體均有對各學校定期及不定期提供各類獎助學生，學生可經由就讀學校提起申請。(高教司)
 	卜乙直品科學教育志工制度至	國教司	配合辦理。(國教司)
 	偏遠地區服務。	中敦司	錄案研參。(中教司)

 		社教司	部分部屬社教機構已將館藏數位化並上網供民眾瀏覽，將廣續推動;並設有行動博物館及科教巡迴車等至偏遠地區服務。(社教司)
 氮l科學。教育中之人文關^gI恢	可"	一、目前科學教育較偏重知識	國敦司	鼓勵民間書商編撰之。(國
 		內容傳授，追求外部價	社教司	教司)
 		值，應多編寫科普書籍提		本部部分部屬社教機構業編

 		升學生對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文化之素養。		印相關科普書籍與雜誌，內容除配合課程教學並就時事、節含做補充教材，並編
 				有預算分送國中小學生參
 			一	考。(社教司)
 		-*mm&mm&mmMmfe	國教司	研議辦理中。(國教司)
 		動，幫助學生了解科學教	中敦司	錄案研參。(中教司、高教
 		^育對社會、倫理、法律面	^高教司	^司)

		mmmn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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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前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有	國教司	研議辦理中。(國教司)
 科學與人文不均衡之現		
 象，甚少科學教師能讓學		
 生瞭解科學對人類生活與		
 行為之影響，應加強培育		
 教師其有科學與人文素養		
 與關懷。		

 四、建議大學與中小學應加強	中教司	中小學科學教育輔導向由各
 科學教育輔導體系，並於	高教司	師範校院科教中心負責，擬
 各縣市成立地區性之科學	國教司	請各中心加強科學教育之輔

 教育中心。		導工作。(中教司)錄案研參。(高教司)本案向由各師範院校科教中心負責。(國教司)
 一、科學課程、教學與評

(-)科學教育政策的研究成

 果必須透過論證、實

 證、嚴謹的學術研究及

 公聽會，獲得社會的共

識後再由政府形成政

國科會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錄案研參。(國科會)

將轉知各主管機關於推動科

 學教育時加強辦理。(中教

司)

 依據行政程序法，各項政策

之形成均有其應然必遵之行

 政程序，此為公務人員職責

 所在，力應貫徹。(技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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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二)科學課程設計及教材除

應注重由淺而深的縱向

 設計外，亦應加強橫向

 的跨領域整合。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大學課程自主，各校依其課

 程設計規劃辦理。(高教

司)

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

心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

 劃。里

工納入技職體系課程綱要草

 案修訂之參考。(技職

司)

本部已展開後期中等學校教

 育課程之整合與規劃工作，

希望能對後期中等教育之各

類型學校教育(包括高中

 高職、綜合高中及五專前

年)之共同核心課程部分作

 適度的整合，期以培養高中

 職學生共同基本素養。(中

教司)

 九年一貫數學，自然等領域

教材設計強調由淺到深的螺

 旋設計，並融人課程統整理

 念做橫向聯繫整合。(國教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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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評量應適度反

應在科學教育的課程設

 計，評量的研究亦膺與

 教學相互結合。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大學課程自主，各校依其課

 程設計規劃辦理。(高教

司)

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

 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劃。

(技職司)

本部刻正著手進行高級中學

 課程標準之修訂，現階段初

 步完成之「高級中學課程總

 綱草案」之「寶施通則」

 中，已明訂教師在實施評量

 過程中應參照教學、學習目

 標及教材性質，採用適當而

 多樣的評量方法。(中教

司)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多元評量

 的精神，重視過程及總結的

 動態評量．適度反應課程設

 計，學校情境中的行動研究

亦將評量列為與教學相互結

 合的重點研究途徑。(國教

司)

(四)大學基礎科學教育應加

強學生修習專業進階課

 程所必備的基本知識。

高教司  大學課程自主，各校依其課

 程設計規劃辦理。(高教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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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五)儘速建立科學之學習之	高教司	*?H^￥?￡iPHW

 		二、科學教育之師資培育	二	
 		(-)科學師資應有充分廣博	技職司	本案納入「教育部辦理技專^

 		之科學知能。	中教司國教司	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助要點」之進修活動內容中，加強教師該方面之概念知能。(技職司)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專門科目研習實參考。(中教司)本案納入縣市辦理之進修研習課程，並可透過學校本位進修充實之。(國教司)
 		(^)建立科學師資教育學桔	高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及回流教育之評鑑拌	^中教司	^納人大學院校教育學程評鑑
 		標，以確保師資品質。	一	參考。(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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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強教育實習．推動大

學與中小學協同式行動

 研究，使中小學教師了

 解教學的 新理念，使

大學教師了解中小學的

 教學賈務。

(四)結合社會教育機構及黃

 源，支援中小學科學教

 育活動。

國教司

顧問室

中部辦公室

社教司

 三、大眾科學教育

(-)大眾科學教育研究應著

 重在教材、教具的開發

 及品質的提昇。

本案納入縣市刻正辦理之教

 育質驗及行動研究。(國教

司)

本室92午已補助建國技術學

院等校辦理以削造力培育與

創意學教為導向教師行動研

 究。(顧問室)

 ̂．本部依據「教育部補助所

社社教機構推展終身教育

 實施要點」業已辦理中小

學利用社會教育機構教育

 活動。

 2．另本部部JS社教機構每年

皆編有經費或結合民間團

體辦理中小學辦理各項講

 座、研習、野外活動、科

 學演示、動手做、影片放

映等相關科學教育活動"

 (Wt教司)

社敦司 本部部分館所業有開發相關

大眾科學教育之教材及教

 具，本部將於適當場合鼓勵

並宣導部屬社教機構或民間

 團體加強辦理。(祉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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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教師參與開發大眾

 科學教育教材及內容。

社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本部部屬社教機構業辦有教

師參與開發教案:另將於適

當場合鼓勵並宣導部屬社教

機構或民間團體辦理教師參

與開發大眾科學教育教材及

 內容。(社教司)

 本案納入「教育部辦理技專

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助

 要點」之進修活動內容中，

鼓勵教師參與開發大眾科學

 教育教材。(技職司)

 高中課程總綱「實施通則」

 草案中，已就加強與鼓勵教

師參與自編教材等能力予以

 規範及明訂。(中教司)

 本案納入九年一頁課程，鼓

 勵教師自編教材方案，並開

 發科普教材及內容。(國教

一口
一

口

(三)大眾科學教育應有跨領

 域整合之內涵。

社教司 建議國科會統籌王導大眾科

 學教育之進行，另行政院各

 部會於推動計畫時，宜涵蓋

 大眾科學教育活動。(社教

司)
一

口

 四、科學教育中之人文關懷

(^)科學教育之研發應考

 人文與社會之關懷。

國科 侖  眾案研參。(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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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課程研究宜兼

顧科技及道德規範對瑚

代社會之衝擊"

中教司 本部目前已將科學教育納人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未來將

配合資訊科技及知識社會發

 展趨勢，重塑知識及資訊社

 會清新社會價值觀。(中教

司)

科學教育研究兼顧理論與實

務乃為國科會科教處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精神，並已訂定

 『補助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應

 用推廣計畫作業要點"，加

 強科教研究成果應用推廣。

(國科會)

 錄案研參。(國科會)

國科會已訂定[補助科學教

育研究成果應用推廣計畫作

 業要點山，惟如何實際推廣

 應用至各中小學教育，仍須

有教育部相關單位共同配

 合。(國科會)

 一、科學教育的學術研究成果應建立一套多元而完整的評鑑系統。	

 (一)科學教育研究宜兼顧學術理論探討與科學教育實務。	國科會
 (二)應用性之期刊與學術，性期刊所發表之研發成果應獲同等重視。	國科會

 (三)具有本土文化之科‥學教育研究成果，應作為科學教育實務之參考。	國科會
科學教育研究應兼顧期刊

 之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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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期刊論文之品質評估宜	國科會	Eift x^&nm&mmt
 		吊內人SSC^ ^ SCI ^ El及		畫評審指標之一。(國科^
 		TSSC^等評鑑指標。		會)^

 		(二)提昇學術研討會論文發	高敦司	mmm? m%m)

 	I	表的品，質．	國科會	對於相關研討會申請案擇優補助，並適時主動規劃推動。(國科會)
 		(三)提昇科學教育專書出版	國立編譯館	& m m* m&.mm n & if tu

 ̂		的質與量。		"""""""""三乞勵專家學者創作或譯述國糾、科學教育學術著作，且書稿內容品質經審查程序而得確保。(國立編譯館)
 		(四)應建立參與科學教育學	中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中教^
 		術活動之績效指標。	國敦司	司)

 		h-mmmmm^m^mmm	口@乙教司	錄案研參、(國教司)^
 		織的自評、外審及綜合;H;	國敦司	納人大學校院教育學程評鑑^

 		鋅"-'皿	國科會	參考。(中教司)九十三年度已編列預算推動『數學與科學師資教育學程評鑑之研究d，進行科學教師培育學程評鑑。(國科會)
 		四、研究成果評估及追蹤考核	"二"	
 		(一)研究成果的評估應考量	「匡囚于三h會	^錄案研參。(國科會)
 		^對教師成長、學生學翟		
 		^成效或政策面等所產生		

 		的影響		



 		(^)科學教育研究應加強整	國科會	l. m. PPj ^ /J s ^ Sj flr|i # Da ?!? a
 		合國內中小學及大學科	士三乏耳有吃弔目口	研究計畫，並以助教級兼^
 		學教育人力與資源，形	中敦司	任研究助理薪資補貼，以^
 		成研究團隊，以擴大研	國敦司	加強研究面與買務而之整^

 		五、研究計畫的推動與補助	「	
 		(-)研議成立專責機構評定	國科會	錄案研參。(國教司、國科^
 		科學教育成果及學術團	^國教司	曰^侖)^
 		體表現之可行性。		
 		(二)鼓勵出版研究導向與實	國立編譯館	^^T定獎勵辦法，鼓勵專家學^
 		^務導向的科學教育專		^者出版科學教育專書、或鼓

 		垂曰		勵民間業者協助專家學者出版具有研究導向與貿務導向的科學教育專書、(國立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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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三)科學教育研究成果宜經

 認證程序整理彙編後，

 推廣至中小學，作為學

 校課程賞施之參考。

國科會

中敢司

國教司

建立研究成果及研究人才

 資料庫，建置國內科學教

 育論文索引，提高研究品

 (一) ±網公告研究成果及建

立科學教育人才資料

 已於92年訂定「補助科學教

育研究成果應用推廣計畫作

 業要點」，鼓勵研究人員將

成果編成可推廣致實務面的

 書或光碟，國科會並有審查

 認證機制。(國科會)

 錄案研參。(國教司)

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成

 果分由國立台灣、彰化、高

雄師範大學科教中心負責統

 整，建議將各專案成果上網

 供學校參考。(中教司)。

國科會

中教司

國教司

 電算中，L、

國科會網站已有各項專題研

究計畫精簡成果報告及科學

 教育研究人才柑關檔案，可

 透過搜尋系統查詢相關．

 料。(國科會)

 錄案研參、(國教司)

本中心將協助辦理資料上網

 事宜。(電算中心)

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成

 果分由國立台灣、彰化、高

雄師範大學科教中心負責統

 整，建議將各專案成果上網

 供學校參考。(中教司)。



(二)重視退休科學教育師資

 之經驗傳承。

中教司

國教司

本案以聘兼任師資或志工人

 員方式，請退休科教師資經

 驗傳承。(國教司)

轉知各校適時邀請退休科學

 教師返校以傳承經驗。(中

教司)

科學教育學術研究水準評

鑑系統應兼顧學術論文發

 表與科學教育實務改進，

國科會 國科會科教領域傑出獎選拔

將學術論文發表與科學教育

 實務改進列人評比指標，包

 括:   1．理論創新或論文創

 見，二國際專利或技術發

 展，3．對科學教育社群之貢

 獻，(國科會)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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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從公費留考看加強國際

科教台作:公費留考行之

 近本世紀，業甄送近二千

 名學于赴國外深造，誠為

我國科技發展及經擠起飛

 之源頭。自民國九-F一年

 起，為加速國家科技發

 展，除循例於年度考送之

一百五十個名額中仍保留

 一般生公費留學、博士後

出國及短期研究人員出國

 外，更增加專案培育重點

 科技一項，以配合國家發

 胰計畫。

 2．參與國際文教組織之活

動:九+一年度輔導並補

助學者專家及博士生出席

科技類國際學術會議^077

名;補助台灣大學等學術

文教機構舉辦科技類國際

 會議朽項‥

 3．補助大專校院與國外學校

辦理學術合作:九十一年

 度補助科技類3案次，包

 括台灣科技大學、中央大

 學、交通大學，分別與美

國及日本等國之高等學府

 進行學術合作計畫。(文

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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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勵中小學教師參與科學	中教司	目前每年均辦理中小學科學
 教育研究，使學術研究與	國教司	教育專案補助，鼓勵中小學

 卜"""""		教師參與科學教育研究。(中教司)本案結合納入縣市及學校辦理之行動研究方案。(國教司)
 ̂四、改善科學教育研究環境，	國科會	^．爭取年度科教預算成長並
 ̂充實相關軟硬體設施，激		超越科技計畫之平均成長

 發科學教師之研究潛能。		率，2．打破科教研究計畫齊頭補助，以較充裕之經費支持研究表現優異之學者。(國科會)
 五、鼓勵教師在評審嚴謹之國	一士文^^盲^^古刁	miAm&mwmxmtfm
 ̂際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並	^中教司	^據。(技職司)
 ̂轉譯運用於實際教學中。		錄案研參。(中教司)

 訂		- - JtiEiWH - ffiMffiPt^ft.		
 十與^		育政策與推動機制。^		一

 ｜教左目扎		(-)科學教育政策的制定應	中教司	有關前瞻、統整的科學教育^
 ｜｜策一		擬定具體行動方案，定^	教研會	政策與推動機制，本部未來^
 ︵科一		期檢霰實施成效，以作	高教司	將於組織法中增列科學教育^
 十教一		為我國未來推動整體科		審議委員會，以統其責。本^
 目環一		學教育之依據。		案另錄案轉請科學教育指導^
 兒之				委員會參考。(教研會)^

 建一且                      一	;			錄案研參。(高教司)刻正研擬科學教育白皮書，其中一議題即有關科學課程、教學與評量，後續將以此議題研擬行動方案。(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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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二)在制訂與執行科學教育

 計畫時，各級政府與有

關機構間應建立相互協

 調機制。

(三)增闢科學教育政策之宣

 導管道，廣納民意活絡

 科學教育環境，落實政

 策執行之成效。

 二、合理配置科學教育經費與

 資源。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教研會

顧問室

國科會

中教司

敦研會

高教司

各單位在制訂及執行科學教

 育計畫時，均將與各級政府

及有關機構建立協調機制為

 首要要務，以提昇整體效

 率。(高教司、技職司、中

 教司、國教司、教研會、顧

 問室、國科會)

在制訂與執行科學教育計畫

 時，請各級政府與有關機構

 間建立相互協調機制。(國

教司)

八

 錄案研爹。(教研會、中教

一

口司)

(一)各項科學教育推動計畫

 內容應具體明確，寬列

 經費預算支應，並兼顧

 城鄉差異。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國科會

 1．國民教育階段合理配置科

 2．國民教育階段科學教育推

 動具體明確，適度編列經

 費預算支應，並兼顧城鄉

 差異。(國教司)

 本部業訂定「教育部補助縣

(市)立完全中學資本門經

 費作業原則」，據以補助縣

(市)立完全中學充實教學

 所需設備，補助範圍涵括各

 學科教學教室，包括實驗室

 廢液分類儲存設施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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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各級政府科學教育

 執行之人力與組織。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科

本案將依業務權責由各司處

 依計畫推動執行。(高教

 司、技職司、中教司、國教

 司、顧問室、國科會)

 (二)加強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高教司	依科學教育學術研究成果之
 與政策推動之合作機	技職司	屬性由本部相關主政司處直
 卜口口小古山	中教司	接與國科會科教處配合辦

 	國科會	理。(高教司、技職司、中教司、國教司、國科會)

(中教司)

有關科學教育推動計畫均經

行政院委託國科會審查中程

綱要先期規劃或行政院研考

 會審查，為順應其審查指

 標，計畫內容規劃具體明

 確、預算編列合理，各計畫

單位亦將以減少城鄉差距為

 執行目標之一。(高教司、

 技職司、顧問室、國科會)

 四、建立決策與諮詢多元參與		
 之機制。	一""""一	

 (一)強化教育部科學教育指	敖研會	強化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功^
 導委員會的功能，發揮		能Z節，有關科學教育指導^
 科學教育政策之指導、		委員會項下「科學教育諮^

 諮詢與評鑑功能。		詢」工作，業納入本部組織法科學教育審議委員會中一併規劃。有關科學教育指導

手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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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科學教育政策之決

 策與諮詢機制，讓基層

 教育行政人員、教師、

社會大眾與民間機構有

 五、建立監督、評鑑與回體機

 制。

(一)科學教育計畫之擬定應

 建立明確之基礎點、考

核點與執行進度之具體

 目標。

教研會

 ．員會項下「科學教育課程

 與教學設計規劃」工作，將

 併入國立教育研究院。(教

研會)

 各級科學教育政策之推動，

 均應讓基層教育行政人員、

 教師、社會大眾與民間機構

 有更多參與機會。本案另錄

案轉請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

 參考。(教研會)

(二)設置科學教育研究發展

 機構，有效發揮監督功

 能，俾利優質科學教育

 環境之永續發展。

將納入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

 專案參考。(中教司)

本案將依業務權責由各司處

 依計畫推動執行。(高教

 司、技職司、中教司、國教

 司、教研會、顧問室、國科

會)

轉請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參

 考。(教研會)

 考。(教研會、國教司)

 錄案研參。(高教司)

正研擬規劃以計畫補助方式

 於大學成立區域性「科學學

 習與教學研究中心」，以整

合科學教育之研究發展與實

 務。(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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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期評鑑計畫執行成

 效，並追蹤評鑑結果之

 改善情形。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國科﹁

本案將依業務權責由各司處

 依計畫推動執行。(高教

 司、技職司、中教司、國教

 司、教研會、顧問室、國科

E3    /曰

各級科學教育均得訂定評鑑

 計畫，並追蹤評鑑結果之改

 善情形。本案另轉請科學教

 有指導委員會參考。(教研

會)

科學教育應是一項全民教

 育，對於科學教育推展應

 從目標、課程、研究、政

策等各方面釐清科學教有

 觀念，改進教材教法、提

 升師資素養，以期全面強

 化科學教育的品質。

社教司

國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錄案研參。(社教司)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

 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

司)

國民教育階段科學教育教育

品質提升融合九年一貫課程

 辦理。(國教司)

 1．新修高中課程綱要之內

 容，預計將分為目標、核

 心能力、時間分配、教材

綱要及實施方法等五部

 分，其大綱編修係朝向:

 「配合認知能力」、「引

 發學習興趣」、「減少教

 材內容」、「迎合社會需

 要」、「加強通識教

 育」、「酌留彈性空間」

 等方向進行規劃，希提供

 學生彈性而多元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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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科學素養包括「基本科學

 知識與技能的學習」、

 「科學知識與技能於生活

 中的應用」、「科學本質

 的認識」、「科學態度的

 養成，等，為培養這些科

 學素養，科學教育的推動

需整體改善科學教育環

 境，建構一個有力提升全

 民科學素養的環境。

社教司

國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工本部將配合師資培育法之

 修正施行，培育具統整教

學及領域教學能力之科學

 教育卓越師資，為推展全

 民科學教育莫基。(中教

司)

科學教育的目標應以提:

 國民「科學素養」為主要

 理想，除了從事科學探究

 知識的追求，並落實科學

 中的人文關懷，透過科學

 素養的提昇進而發展「創

 新、創造，的能力與「關

 心、關懷」的態度。

 錄案研參。(rl^t教司、中教

司)

 本案將納入「技專校院申請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案中，

 強化學校重視該項理念。

(技職司)

國民教育階段科學素養融合

 九年一貫課程辦理。(國教

司)

:教司

國教司

技職司

教研會

中教司

 錄案研參。(社教司)

 本案將納入「技專校院申請

 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案中，

 強化學校重視該項理念。

(技職司)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創新教學

 精神及創造力教育，發展學

 生創新及創造的能力，並孕

 育學生人文素養，期使胸懷

 關心、關懷之態度。(國教

司)

 各級科學教育目標，均應落

 實科學中的人文關懷，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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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素養的提昇進而發展

 「創新、飢造」的能力與

 「關心、關懷」的態度。本

案另錄案轉請科學教育指導

 委員會參考。(教研會、中

教司)

 的關懷與對社會的貢獻，

故應強化科學教育中的通

 識性，以及重視對人文與

社會關懷的適性科學教育

 研究。

技職司

中教司

諄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

 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

司)^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課程十大

 基本能力，培育學生之通識

 性及對人文之關懷。(國教

司)

本部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

 日發布「中等學校、國民小

 ．學教師教育學程科目及學分

 四、科學教育的推展除追求知

 識的探究，亦應兼顧人文

社教司

國教司

 錄案研參。(社教司)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

 審核原則」，對各師資培育

機構培育中小學師資所開設

 之教育學程，可開設多元文

 化教育等科目，自包括人文

與社會關懷的適性科學教育

 研究。(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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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科學教育課程的設計應能	國教司	*m^Ki?-mmm%
 		因應學生性向、能力、背	技職司^	辛埋，並由學校本位課程評^
 		景，適當彈性規劃與有機	中部辦公室^	監併中央及地方上級訪視評^
 		調整，並建立課程評鑑機	中教司^	鑑回饋修正課程與教學。^
 		制，藉由課程實施過程中		(國教司)^
 	I	的回饋皇丘妻小爹正，持續進巾爹		^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
 		研究檢討，以期更符合學		心科目自然領域課程規^
 		生需求及國家教育發展政		畫U。^

 		策。		2．納入技職體系課程綱要草案修訂之參考。(技職司)本案將全力配合主辦單位辦理。(中部辦公室)已錄案作為高中課程修訂參考。(中教司)
 		a * nmmn#immmm&	國教司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課程多元^
 		元的模式發展，由科學教	技職司	評量模式辦理，如實驗、實^
 		育學者、學科專家及教師	中教司	作、發展、發表作品等多元^
 		^開發能真正評量多元能力		方式評量之，取代僅以紙筆^
 		^(如創造力、溝通能力、		測驗之單一評量方式。(國^
 		^解決問題能力．…)的技術		^教司)^
 		^與計畫方案，以利科學教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
 		^育實施能收有效的回饋與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	;	改進。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司)各高級中學之科學教育評量係屬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權責，本部為鼓勵各主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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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提昇教師兼具教育專業知

 識及學科專業知識能力，

使能發展適性教學及研編

 補充教材，是科學教育推

 展中關鍵的工作，因此

 除了職前培育，各級學校

 教師亦應建立有效的、系

 統性的進修、分級、評鑑

 機制，持續因應時代變遷

強化教師所應具備之科學

國教司

技職司

中部辦公室

中教司

 育行政機關辦理評鑑，已訂

 定「教育部補助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辦理高級中學校務評

 鑑實施要點」以輔導各校辦

 ．。(中教司)

 ̂．本案結合縣市及學校辦理

 之進修研習。

 2．教師分級及教師專業評鑑

 刻正修法研議中。(國教

司)

教師分級制度本部人事處刻

 正研議中。(技職司、中教

司)

 ̂．鼓勵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成^
 立科學教師學會。定期辦

理創造力教學之研討會及

 年會。著重實務性的教

 學、示範實驗、與教材教

 具展演等活動。

 2．建立教師在職進修和各種

進修管道以落實科學教育

 推動。

 3．透過電腦網路技術，建構

 教學資源網路平台，以建

 立教師資源分享機制。建

 請規劃整合單位，本室配

 合辦理。(中部辦公室)

參

右
小

士口訟冊小皿
^
二
口

三主

日我

研

生
目

．
^
．

耳
川

臣告

占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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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科學教育素養的培育需長

 期陶冶，現行各級教育體

 mm區隔其科學教育培育

 目標，建立選修課程，統

 合各級教師的努力，給予

學生更多適性的科學教育

 學習機會。

國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九、對於大眾科學教育的推

 展，應整合媒體、學校

 民間社團、政府、學者的

 力量及資源，設置更完善

而活絡的科學教育學習網

 路，將大眾科學教育的觸

 角伸展至社會各角落，提

供社會大眾充足的科學學

習環

社教司

電算中心

本案建請地方政府結合九年

一頁課程彈性節數納入學校

 本位選修時數。(國教^J^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

 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

司)
一

口

 現階段高中課程之寅施．仍

 受升學重要影響，有關「因

 應個別差異」、「提供各校

 發展特色」之選修課程，在

 各校執行層面上，尚待加

 強。至未來新課程部分，為

兼顧延後分化及適性發展之

 原則，課程設計將採高一、

高二第一望期不分化之原

 則，並規劃百分之二十至二

 十五的彈性學習節數，使學

 生依學習興趣選修課程，並

鼓勵各校成立課程發展委

 會，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中教司)

本部刻正規劃建置社教機構

 入口網站，將透過該網站將

大眾科學教育的觸角仲展至

 社會各角落，提供社會大眾

 充足的科學學習環境。(ft

教司)

本中心已積極規劃辦理科學

 劫苔留習網。(電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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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當前社會弱勢者或資優者

 科學教育政策，應透過資

源的整合以及觀念的釐

 清．發展適性的科學教育

 活動，兼重弱勢者及資優

者科學教育推動的均衡

 性。

國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本案結合九年一頁課程兼顧．

 卓越與社會正義，不放棄每

 一個孩于，並透過資源整合

 落實適性教育。(國教司)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枝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

 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

司)

 針對資優者科學教育，每年

均舉辦高中生數理及資訊能

 力競賽、國際數理及資訊奧

 林匹亞競賽，對於後者訂有

 升學相關優惠，以鼓勵資優

 生參與競賽。(中教司)

 ""一十一、營造科豐教育正面而積一J了，、	國敖司
 極的環境氛圍，包括建^	才夭三耳^^^k司
 立共同發展願景、形成^	中敦司
 相互分享之成長氣氛	
 開放科學教育的發表空	
 間、激勵科學教育的研	
 ̂究發展、推動科學教育	
 ̂的監督及評鑑機制，透	
 ̂過正面的互動，促成科	

 ̂學教育的向上提升。	

本案結合九年一貫相關配套

 措施推動之。(國教司)

 本案將納入「教育部辦理技

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活動補

 助要點」進修活動內容中，

 強化教師該項觀念。(技職

司)

透過高中生數理及資訊能力

 競賽、國際數理及黃訊奧林

 匹亞競賽，對高中生科學教

 育具提昇效果。(中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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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十二、科學教育計畫或政策的

制訂與形成應更廣納多

 元意見，以「由下而

 上」的方式形成公共論

 壇，具體回應基層教師

 的需求與問題，並配合

 國際及社會發展趨勢，

以求政策計畫之可行性

 與前瞻性。計畫之執行

 並應協調學校、不同機

 構、各級政府部門之資

 源，並定期監督及檢核

 實施成效。

社教司

中教司

 錄案研參。(社教司、中教

司)

 ̂十三、加強科學教育學術研究

 與政策推動之結合，尤

其國科會相關研究應予

公開分享並納入作為政

 策推動之參考，並規劃

計畫及政策評鑑回饋機

 制，以收確實改進科學

 教育之效。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社教司

教研會

顧問室國科會

目前國科會委託研究成果展

 品，均提供本部相關館所認

 領，並向大眾推廣展出。

(社教司)

依據不同屬性之科學教育學

 術研究成果，以結合本部相

關業務主管單位推動政策之

 參考。(高教司、技職司

 中教司、國教司、社教司

 教研會、顧問室、國科會科

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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