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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大綱中揭示了「學校本

位」的課程精神，以「學生為主體」的設計

理念，強調「課程統整」，重視培養「學生

基本能力」，這也是自然與生活科技「教與

學」的目標。再說課程是發展出來的，九

年一貫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程，是以過

去自然科學的課程為根基，為了適應時代

的需求，必須培養兒童的「基本能力」，學

習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技能，故在課程的設

計上應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中的問題為

依歸。因此，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

主要內涵包含：「物質與能、生命世界、

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訊科技等，藉此

兒童得獲得科學概念、學習科學方法與培

養科學態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貳、自然科學課程改革的過去

回顧過去自然科學的教學，從六十四

年課程改革來看，以SAPA、SCIS、ESS、

日本新理科教材及過去的自然舊教材為參

考，編輯而成所謂當年的新教材，在教育

部、各師專、各縣市教育當局的配合及推

廣，全國老師必須參與各師專為期一週的

課程改革研習，姑且不談成效有多輝煌，

至少全國的小學老師都能接受皮亞傑認知

理論的洗禮，也懂得兒童應以具體物的操

作才是學習自然科學必備的條件。當年的

板橋研習會負起課程及教材教法的實驗與

推動，舉辦無數次的研習，各縣市輔導員

回到研習會進修，學習新的教學法及課程

的精神（兒童科學概念的獲得、科學方法

的操作與科學態度的養成）。在全國各單

位共同努力下，國小一年級兒童開始以嶄

新的學習內容，使用各高工製作的教具，

真正的採用分組操作。例如第一單元的

「顏色、形狀、大小」，兒童在老師的引導

下，會說出、指出、拿出指定的顏色、形

狀及大小的塑膠板圖形。在教學中，不時

會聽到：「這兩塊塑膠板有哪些不同的地

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還會請兒童到

黑板前做一級分類，使兒童從操作中學習

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教與學－
以「玩具DIY-玩具汽車的製作與玩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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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方法，從比較中獲得科學概念及從兒

童的互動中培養科學態度。一時間，全國

一年級小朋友活潑起來，喜歡自然科學的

活動。接下來的活動是水族箱的單元，教

育廳配發了水族箱、撈網、塑膠玩具動物

小模型和會動的玩具烏龜，全國的老師開

始去認識水草，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水蘊

草、金魚藻、水王蓀、青萍、紫萍、槐葉

萍等，這時每個老師已開始走出戶外，認

識、採集、購買各種水草，也會到水族館

買金魚、孔雀魚、小蝦子等水中動物，在

老師的引導下，從課本的觀察中兒童學會

建立水族箱，走入飼養小生命的活動。忽

然間，愛護小生命的理念充滿了整個一年

級的教室，兒童利用模型玩具分類，把水

族箱理的東西分為是生物和不是生物，也

藉著分類的基準學到教學的目標。在實施

新教材的同時，各種教材教法的研習在各

地展開，輔導員忙著指導評量的方法，什

麼是形成性評量，實作評量及紙筆評量，

而且每一單元也增加了習作，使整個自然

科學的學習活動更為多元。兒童在有趣的

活動及熱心的老師指導下，迎接著六○年

代的課程改革。一年年的過去，全國老師

很熱心的參與，雖然當時老師薪水不高，

也沒聽說過有人因為教改而退休，這一套

教材一直使用到民國八十六年，才逐年改

為現行的教材。從上述的描述中，如果說

六○年代的自然科學課程改革完全成功，

是很難論斷，可是從全國教師、學校、教

育當局、師專的協助及教育廳對全部教具

的供應，再者板橋研習會不斷的舉辦研

習，種子老師及輔導員的加強，並到各縣

市舉辦專題演講，已經使這一次教育改革

在自然科學課程方面，得到老師的認同參

與和家長的讚美，更獲得兒童一致的喜

悅。

參、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
的模式

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用意是為

了我們的國民能迎接二十一世紀世界性的

競爭，所以把「自然科學」名稱改為「自然

與生活科技」。而最重要的是學校本位課

程，老師得負起教材的編輯或選擇，兒童

的自主與本位在教材教法上打破以往以老

師為中心的教學，注重兒童的興趣與好奇

心，使兒童主動學習，而老師站在協助或

引導的角色。兒童從學習中培養解決問題

的能力，也意味著「自然與生活科技」的教

材內容是兒童學習他們所需要的，從生活

中兒童發現問題，再依兒童的興趣與需求

逐一解決問題。也許在解決問題中，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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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新的問題待解決。整個學習過程是兒

童提出問題，老師幫忙準備解決問題的材

料和保護兒童的安全，最後把問題解決

了。從整個過程中，兒童學到的是解決問

題的能力，會思考、設計、創造、製作及

其他相關態度的培養。但是課程的改革應

注意到老師的能力與過去教學的習慣，如

何協助老師從教學的中心改為協助的角色

是非常困難的，也是「自然與生活科技」實

施的關鍵。

近年來，在教材教法上筆者一直思考

如何帶領兒童主動學習解決問題，以下是

一群「高年級兒童學習的歷程」：

主題：玩具DIY-玩具汽車的製作與

玩法

（一） 兒童的動機：兒童科學教育中心舉辦活

動，參加的兒童對玩具汽車非常喜歡，

提出是否可以自行製作。

（二） 參加兒童：台南市國小五、六年級兒童

共三十六位。

（三） 活動地點：台南市立兒童科學教育中心

（四樓教室）。

（四）活動目的：兒童能設計、製作玩具汽

車，能主動提出各種不同的玩法，從活

動中培養出科學的技能、玩出科學的方

法並得到科學的概念。

                                          （五） 活動歷程：

兒童的學習活動      老師的協助    注 意 事 項      

˙兒童設計玩具汽車的造型

˙提出需要的各種工具與材
　料（每位兒童的需求不完
　全相同）

˙兒童依自己的設計圖製作

˙製作出一台屬於自己的玩
　具汽車

˙怎樣玩玩具汽車？
　兒童討論玩具汽車的玩法，
　也可以說出自己的玩法

˙老師引導玩具汽車的可能
　構造
˙老師協助準備

˙老師注意兒童的安全及協
　助兒童如何正確使用工具
˙老師協助兒童解決困難

˙老師引導，
　讓兒童主動提出 

觀察停在戶外的真正汽車

準備的材料：
木條、珍珠板、白膠、塑膠
輪子、圓木頭、竹筷、螺帽
等工具：
打洞器、鋸子、鐵鎚、鐵釘
等

製作時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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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從討論中提出下面的玩法：

1.利用橡皮筋的彈力來比賽誰的汽車跑

得遠。

2.利用斜面來比賽誰的汽車跑得快。

3.怎樣使汽車在斜坡上運動？

（六） 活動歷程的分析：

1. 兒童設計玩具汽車的造型及教師的協助：

兒童設計玩具汽車時，喜歡拿著色筆

在紙上塗繪，也利用下課時間用粉筆在黑

板上大膽的彩繪，這是多麼有創意的活

動。但是老師們很少讓兒童發揮這方面的

興趣，其實應該引導及啟發兒童利用它設

計創作活動，即使到了高年級的兒童，也

擁有這方面的能力。因此若有機會讓兒童

去設計玩具汽車，就可以讓他們展現出心

目中的汽車造型，也許是爸媽的汽車，或

許是自己喜歡的跑車。當提筆設計時，兒

童的印象是模糊的，常常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教師的引導是重要的，不是告訴兒童

要怎樣去測量、設計和動手做，而是提出

一些相關汽車的問題，由兒童再去觀察、

測量，拿著工具去設計、繪製草圖。兒童

為使自己設計的汽車是真實的、是美的造

型，所以同儕之間會互相討論，利用米達

尺、量角器或圓規等去設計、繪製，完成

初步的工作。在這個活動中，兒童已在老

師的協助下，主動的提出使用工具的方

法，也會細心的去做一件事，這不就是自

然科技的基本嗎？

2. 老師如何協助兒童依自己的設計圖製作：

國小兒童到了高年級對於鋸子、鐵

鎚、打洞器等的使用是陌生的，沒有使用

大鋸子之前，兒童可以利用小鋸片來鋸薄

三夾板和較小的木條。當然老師要先學會

使用工具的要領及操作技巧，因為大部分

兒童是第一次接觸。在指導時要分組示

範，一個個指導，老師要很有耐心去糾正

兒童可能發生的缺點，最重要的是安全問

題，只要鋸片的前端向下，不用時把工具

放在一定的位置，就可以減少很多危險

性，老師在這時的角色扮演除了指導工具

的使用方法，還得注意兒童的規矩。

3. 怎樣協助兒童玩玩具汽車

當兒童完成一部屬於自己的玩具汽車

時，這是非常興奮的事，如果不告訴他就

會在桌子上、地板上推起來了，總希望自

己的汽車會跑得很遠，也跑得比別人快。

可是一段時間後，兒童就會覺得沒什麼好

玩，在這個時候，老師的重要性就出現

了。如何和兒童溝通，如何提出一些相關

的問話，如何使兒童思考，可以提出許多

的玩法。老師應該怎樣協助呢？其實很簡

單，只要補加一句話：「哪個小朋友，會

想出跟別人不同的操作方法？」把重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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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怎樣操作、不同的操作方面，兒童自然

會提出動力的使用，例如：用橡皮筋當做

彈力；從斜面上滑下來；使用馬達的力

量；使用空氣的推力；使用竹片的彈力；

使用手的推力等，這都是兒童的想法，老

師把兒童提出的方案一一的寫在黑板上，

再一個個的解決。例如：如何利用橡皮筋

的彈力使汽車前進？橡皮筋怎樣布置？放

在哪裡？兒童會擔心不可以破壞車子；不

可以使玩具汽車從桌面上掉落在地上；如

何解決呢？老師又如何協助呢？其實老師

只要簡單的提出一個問題，就可以讓兒童

去聯想。如何利用一條橡皮筋使小紙片向

前彈出去？讓兒童動手做做看，真的會有好

多兒童把橡皮筋掛在拇指和食指上，把手指

拉開，將紙片勾在橡皮筋上向後拉，一放，

紙片就向前彈出去了。兒童經過這樣操作就

會恍然大悟，知道如何使汽車向前進了。在

此可以告訴大家，當兒童解決困難時，老師

可以從兒童生活中的簡單問題著手，也就是

找出兒童的舊經驗。在許多兒童的舊經驗

中，可以幫助兒童解決一個新的問題，更可

以利用相互間的你一句我一句，你的點子加

上大家的點子，創造出怎麼也想不到的方

法，這就是創造力的學習，也是老師在協助

兒童學習時的重要任務，也因此可以使兒童

玩出下面的結果。

（1）玩出自己的創作空間

當玩具汽車完成後，最重要的是怎樣

玩？兒童依據設計的活動來玩，比賽誰的

汽車跑得快，兒童會訂出比賽規則，這就

是科學活動中的─保持不變的變因，也是

怎樣玩才能控制變因。為達到公平起見，

兒童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玩法，這就是操縱

變因，例如：怎樣使用橡皮筋的彈力可以

使汽車向前跑；橡皮筋的條數、橡皮筋拉

的距離、橡皮筋的粗細等，都由兒童主動

提出。在比賽中，兒童是用心的，他們是

在意自己的汽車是否會比別人跑得快、跑

得直，更能從玩中發現自己汽車的缺點，

立即改善，以便在下次比賽中比別人更

好。從上述的活動發現兒童為著自己的汽

車會跑得快，是主動學習的、是有趣的，

更能達到虛心客觀、守規則、好奇進取等

科學態度，最重要的是創造力的培養。

（2）玩出多樣化的思維

兒童不僅利用橡皮筋來比賽汽車的快

慢，在老師的鼓勵和協助下，他們提出了

斜面上的運動，讓汽車從斜面上滑下來作

距離的測試，作碰撞的實驗，及不同角度

的斜坡，汽車怎樣往上爬；在同一斜坡上

的不同位置，汽車往上爬的力量會相同

嗎？......在許多的活動中，從「玩汽車」的

過程裡兒童思考、討論出各種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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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玩得好開心。事實上，兒童不僅在

玩，他們也從玩中認真的探討物體在平面

和斜面上的運動，玩出興趣、玩出道理，

更玩出了信心和無窮的創造力。

肆、結論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國民小學「自然

與生活科技」的實施，在以兒童為主體是

可行的，以往教材編輯上忽略的兒童思考

途徑、創造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課本

的每個單元中，都詳細的安排了每個活動

的方法和實施過程，學校也配發了實驗中

的教具和玩具。上課時只要兒童依照課本

中的步驟，逐一去做，就可以達成課程中

的目標，發現實驗的事實，兒童是被動的

接受安排好的活動，哪來的創意？哪來的

主動學習？從這次玩具汽車的製作和比

賽，可以使老師們大膽的嘗試以兒童為中

心的主動學習。你會發現兒童為了解決問

題，兒童會專注思考，會自動去找相關資

料，會與同儕討論，建立同學之間的友

誼，快樂的學習在一起，當老師們參與協

助兒童的活動，兒童心存感激是由衷的發

出，不知不覺中發現兒童的學習活動充滿

了愛與溫馨，也充滿了歡樂，這是過去教

學中的感受不到的。這樣的「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與學方式，意味著課程改革將呈

現新的希望與快樂的學習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