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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中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推動初探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世文】 

  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於 108 學年正式上路，其中「探究與實作」是自然科學領域的主要亮點。

在普通型高中（簡稱普高）部定課程中規劃跨科目主題式「探究與實作」課程，強調跨科統整的主

題學習，以期培養學生具備科學知識、探究能力及科學態度的核心素養。不過普高向來重視升學導

向，較少強調探究與實作，多數學校缺乏相關課程實施經驗，在教學上也無「探究與實作」課程的

教科書可用，因此對普高而言，要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不僅是新的嘗試，也是新的挑戰。循此，

本研究隨機選取全國 100 所公私立普高進行問卷調查，初探各校在課程設計與教材研發等面向之規

劃情況，以及課程實施上可能面臨之困難及因應策略。 

  在課程設計上，研究結果發現 90%學校規劃未來在高二上下學期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其

理由主要考量進行跨科探究需有科學學科知識背景為基礎，學生在高一修畢基礎科學學科，有利高

二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另約 8％學校未來規劃在高一上下學期實施，係因高一較無大考壓力，有

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探究課程，而少數學校考量師資及排課因素，開設在高一下及高二上。學分配置

上則規劃為每學期 2學分，共計 4學分實施，教師認為每週 2節課時間較利於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

而「探究與實作」課程強調跨科設計，約 80%學校「探究與實作」課程的主題規劃涵蓋「物理、化

學、生物、地科」等科目，約有 16％學校為「物理、化學、生物」、「物理、化學」或「化學、生

物」，顯示大多數學校課程的跨科主題涵蓋了四個科學科目，且以物理、化學居多，僅有 4％學校

的「探究與實作」課程主題未有跨科規劃。而跨科主題主要以「能量形態與轉換」、「物質結構與

功能」、「力與運動」居多。教育議題主要融入「環境教育」和「科技教育」之議題，而「閱讀素

養、原住民教育、家庭教育、人權教育」等相關性較低之教育議題則較少融入。 

  在教材研發上，70%學校擬自行發展探究與實作課程的教材，而 30％的學校仍使用坊間相關教

科書作為部分或全部教材。自行發展教材的理由為各校師資專長和發展特色不同，若使用教科書反

而限縮教師教學空間及有礙學生探究學習。而使用坊間教科書的理由是教科書可提供具體明確的學

習目標及內容，有助教學品質及進度的掌握，且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及器材，可節省教師備課時間。

教科書中的評量試題亦可用於檢視學生「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學習成效。此結果可看出多數教師仍

傾向自行發展「探究與實作」課程的教材而不仰賴教科書，不過仍有少數教師將使用坊間教科書進

行教學。 

在困難與因應策略上，教師表示實施「探究與實作」課程可能面臨三項困難：第一，普高首次實施

探究與實作課程，教師缺乏經驗，跨科社群議課可能不易達成共識。第二、課程需具跨科主題式規

劃，在實際課程設計可能不容易著手。第三、教師不熟悉「探究與實作」課程如何評量。循此，教

師提出三點因應策略：第一、請教或觀摩鄰近學校做法，彼此互通有無激發課程設計火花；第二、

徵詢專家學者意見，多參與增能研習，以瞭解跨科主題之設計概念及做法；第三、建議相關單位研

擬具體評量規準及命題示例以供依循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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