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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驗都按照課本操作？重現科學課現場觀察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黃馨瑩助理研究員】 

  大家還記得國中時，自然課做實驗的場景嗎？你記得是按照課本的問題做實驗，

還是老師帶你發覺生活問題，讓你體驗發覺未知的樂趣？108 新課綱自然科學領域的

課程目標，是要啟發學生有科學探究的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

與想像力，發揮理性思維，開展生命潛能，且培養學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科學實

驗的過程，是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執行實驗、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科學實驗時，到

底是按課本操作、還是老師和學生有共同討論，便是我們想瞭解的議題。本研究針對

2,738 名七年級學生，以問卷方式調查在自然科學實驗課的課堂上，到底是以學生為

中心，還是以老師（或課本）為主導在做實驗，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能自己蒐集資料的學生科學成績較好 

  超過四成的學生在科學實驗中，多半按照老師和課本給的步驟蒐集資料，也就是

說，有超過四成的學生在實驗課多半是遵循著教師和課本的指令蒐集資料，課堂不會

引導學生要去蒐集哪些資料。約有三成的學生，多半可以自己決定要蒐集哪些資料，

亦即有三成的學生在實驗課，每人（或每組）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蒐集哪些資料，也

需要判斷針對問題應該蒐集哪些資料。進一步也發現，在實驗課有較多機會可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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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資料的學生，科學成績顯著高於其他學生。 

二、能自己分析資料的學生成績較好 

  超過四成的學生在科學實驗中，多半會跟老師會跟學生說明如何記錄數據和閱讀

數據，學生就依照老師或課本提供的方式記錄分析資料；約有一成的學生，每人（或

每組）可以決定如何呈現數據、紀錄數據，並可用自己的方式找出資料間的關係，進

一步也發現，在實驗課可以思考如何分析數據的學生，科學成績顯著高於其他學生。 

三、大部分的科學實驗課，多半按照課本指引 

  超過六成的學生，在課堂的實驗課多半是按照老師或課本的指引操作，鮮少自己

提出研究問題，且多半會以老師或是課本提供的重點當作實驗結果的解釋，這和以學

生為本的科學實驗有點落差。 

  科學實驗應該充滿魔法，若老師能將魔法棒交到學生的手上，讓學生能探究自己

想要探究的問題、能規劃要蒐集什麼資料、能決定如何呈現分析結果，相信學生的科

學成績也會有魔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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