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國立嘉義大學 
活動名稱 一位科學教育研究者的學習與反省 
主軸計畫名稱 B 主軸計畫：教師樂儀 
執行策略名稱 B1-1 辦理教學法研習 
活動日期 100 年 04 月 22 日 
活動時間 上午 9：30～12：30 
活動地點 本校民雄校區科學館 410 研討室 
主辦單位 數理教育研究所 
參加人數 11 人 
活動聯絡人 侯惠蘭小姐 聯絡電話 05-2263411 轉 1901 

對應計畫書之 
質量化績效指標 

【質化績效指標】 
1.參與教學法研習之教師，能積極提問及參與討論。 
2.教師樂於嘗試以英語授課。 
【量化績效指標】 
1.各學院教師教學法研習參與人次每場至少 30 人次，教師參與滿意度

五等量表 4.0 以上。 
2.各系每年至少辦理 2 場次之教師同心教與學研習，參與人數達到全

系教師人數之 60%，教師參與滿意度五等量表 4.0 以上。 
3.教師對研習能解決其教學困惑的程度達 70%。 
4.全年辦理 10 次以上教師英文口語訓練及全英語授課講座，活動滿意

度達五等量表 4.0 以上。 
一、本次活動摘要說明(300~500 個字) 

本次邀請臺中教育大學理工學院黃鴻博院長主講「一位科學教育研究者的學習與反

省」，共有特教系、應數系、體育系及本所 10 位老師參加，黃教授演講生動，與會教

師收穫良多，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黃教授本身這幾年做過STS、探究學習、創造力、行動研究、閱讀科學寫作、節能

減碳，這麼多的研究計畫，是人生心境的轉變，可從二個角度來看，第一個是關心我們

研究的理論對真實世界有何貢獻？第二個是理論與實務間的結合，藉由黃教授本身的經

歷為故事主軸來分享與思考，U開發學生創意的思考U，注重趣味性，可以引發很多的創意

想法，而且很重要的是教育性，不能偏離最初的觀點，來思考臺灣教育的本質。 

U發展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指導模式U，如果要教學生去指導科展，不能只教策略，一定要先

有體驗，比如說要指導學生作一個科學探究，是要做一個計畫，如果本身沒做過，沒有

資格去做這個是事情，所以課程就是先有體驗，有體驗後要注重實務的結合，理論要與

實務結合，如何結合，就像科展一樣，如何找題目，如何形成研究問題，再找一些資深

有經驗的人來協助你輔導你，讓你實際完成，去做發表，之後到學校指導，指導不是用

嘴巴講，真正的能力是要透過跟現場實務的整合。 
二、自評本次活動執行成效(請採起、承、轉、合方式敘寫，並可條列出重點成果) (300~500
個字) 

本次活動讓參與老師有下列新的領悟與啟發性的觀念： 
1、減法原則：想想做十件事情，要花十分力氣，而先停掉三件，就能額外增加三分力

氣。相反地，目前辦評鑑是用自己主觀的想法去讓大家都做你想要做的，而去剝奪

其他人的時間。 
2、從自己的學生來處理，利用理論和經驗結合，找有經驗的老師來輔導，透過現場指

導實務來成長，理論和實務能扣的上，別作很多淺碟式的方法， 反而要做很多深入



的探討，培養一個有能力的老師是可以參考的模式。 
3、老師是教育的核心，需要密集的研習，應該理論、實作並重，更可以找有經驗的老

師來分享，和團體的營造。 
4、我們實踐想法的過程中，要常常反思我們作這件事的原意，別一再的移植別的想法，

我們的研究很多不可行，因為都只是片面的。 
5、不要一直以為我們的研究可以指導實務，U需要不斷的對話，才能了解彼此U，教育事

業比想像或研究複雜，但持續努力或許有些改變的可能。 

三、本次活動參與者建議及改善作法(可依問卷上的建議來寫) 

一、參與者建議事項： 
1、從減法原則出發，有些事情其實可以不用作，甚至有些事情不用做得那麼麻煩，感

覺學校在推動行政上，沒有為他的老師與員工帶來比較方便的作法，反而是比較負

面的，這點覺得學校應該要想辦法改進。 
2、在教學或學習上應該多採用減法少用加法，採用減法可以有更多的時間思考，另外U

目前培育師資大部分屬於儲備型的培育，應該多學習以前計畫型的培育U，才會培育

比較健全或比較有思考、有創造力年輕的教師，會後我提了一個問題，關於我們研

究報告跟實際實施的差異，黃教授的意見是希望以後U指導學生多採用行動研究U，可

以讓我們在紙本的研究之外，更可以將紙本的理論應用在實際的研究上，這樣才不

會把一些研究的經費白白的浪費掉。 
二、執行單位改善作法： 
        本次參與的外系老師多為臨時參加，導致當天作業上略顯混亂，因此透過本次

活動建立一個資料庫，約有 20 名相關教師，下次辦理時可優先通知及邀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