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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啟 航  

 

第 一 節  行 動 的 緣 起  

最 新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綱 規 定 中 ， 針 對 特 殊 課 程 創 造 力 課 程 基 本 概 念  

提 到 ， 希 望 可 以 達 成 「 打 造 創 造 力 國 度 」 的 遠 大 目 標 ， 並 且 讓 「 每 個 人

皆 具 創 造 力 」 、 更 相 信 「 創 造 力 是 可 以 教 的 」 作 為 課 程 的 基 本 主 張 。 而

在 擔 任 資 優 資 源 班 導 師 的 過 程 中 ， 為 了 讓 孩 子 的 學 習 更 具 多 元 化 ， 也

嘗 試 帶 領 孩 子 參 與 不 同 的 競 賽 ， 如 全 國 科 技 機 關 王 競 賽 、 全 國 科 學 展

覽 競 賽 、 拜 耳 科 學 小 市 長 競 賽 ， 或 是 遠 東 科 技 大 學 舉 辦 的 全 國 發 明 展

競 賽 等 活 動 ， 都 是 強 調 學 生 創 造 力 發 想 並 實 踐 的 活 動 。 但 在 參 與 各 式

各 樣 的 比 賽 活 動 中 也 發 現 ， 當 我 們 嘗 試 尋 找 一 套 可 以 依 循 或 是 有 步

驟 、 系 統 性 的 方 式 引 導 孩 子 完 成 創 意 發 想 並 完 成 作 品 時 卻 發 現 ， 現 今

的 創 造 力 的 課 程 較 偏 向 培 養 學 生 問 題 解 決 的 能 力，但 學 生 卻 連「 問 題 」

都 無 法 發 現，這 也 讓 研 究 發 現 國 小 現 今 的 教 材 中 未 能 顯 著 提 高 學 生「 發

現 問 題 的 能 力 」， 更 遑 論 解 決 自 己 的 生 活 問 題 。  

    愛 因 斯 坦 曾 認 爲 ，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往 往 比 解 決 一 個 問 題 更 重 要 ， 因

爲 解 決 問 題 也 許 僅 僅 是 一 個 數 學 上 或 實 驗 上 的 技 巧 而 已 ； 而 提 出 新 的

問 題 ， 新 的 可 能 性 ， 或 是 從 新 的 角 度 去 看 舊 的 問 題 ， 卻 更 需 要 有 創 造

性 的 想 像 力 。 因 此 ， 我 們 希 望 可 以 嘗 試 找 出 一 種 適 合 在 國 小 課 程 中 進

行 的 一 種 教 學 模 式 或 步 驟 ， 讓 老 師 能 有 系 統 、 方 向 性 的 引 導 學 生 在 面



對 新 挑 戰 或 是 進 行 創 意 發 想 的 課 程 活 動 時 ， 能 有 一 個 清 楚 或 是 可 依 循

的 脈 絡 進 行 ， 避 免 每 一 次 的 教 學 都 是 不 同 的 步 驟 ， 讓 學 生 對 於 創 意 的

定 義 就 是 突 然 的 發 想 。 如 同 大 家 都 耳 熟 能 詳 的 故 事 ─ 牛 頓 是 因 為 坐 在

樹 下 突 然 被 蘋 果 打 到 ， 就 這 樣 發 現 了 萬 有 引 力 ， 這 或 許 是 一 個 引 導 孩

子 時 時 刻 刻 應 該 注 意 觀 察 週 遭 的 改 變 ， 就 有 可 能 成 為 一 個 發 明 家 的 故

事 。 但 研 究 者 相 信 所 有 從 事 自 然 科 學 教 育 ， 或 是 創 新 設 計 教 學 的 夥 伴

都 明 白 ， 創 意 如 同 天 雷 勾 動 地 火 ， 發 生 在 霎 那 間 的 可 能 性 是 很 低 的 。

所 有 創 新 性 的 發 明 ， 都 是 經 過 某 些 策 略 性 的 引 導 或 是 持 續 嘗 試 才 成 功

的 。 正 如 同 已 逝 的 蘋 果 創 辦 人 賈 伯 斯 曾 經 在 個 人 的 傳 記 中 被 記 錄 到 ，

當 蘋 果 電 腦 第 一 次 發 現 「 滑 鼠 」 這 樣 類 似 的 概 念 ， 到 真 正 在 市 場 上 販

售 所 經 過 的 時 間 又 過 了 好 幾 年 。 這 也 引 發 了 研 究 者 ， 想 要 尋 找 一 套 有

步 驟 、 有 系 統 方 向 性 引 導 學 生 的 創 新 教 學 步 驟 。  

 

 

第 二 章  創 造 力 教 學 的 意 涵 與 教 學 模 式  

 

第 一 節  創 造 力 的 定 義  

一 、 創 造 力 的 定 義 澄 清  

 在 2007 年 教 育 部 創 造 力 教 育 白 皮 書 曾 經 提 到 ， 一 般 而 言 ， 社 會  

大 眾 對 於 創 意 的 認 知 仍 有 所 偏 狹 ， 存 在 以 下 迷 思 ： 創 意 是 少 數 資 優 生

的 專 利；創 意 是 先 天 的 能 力，無 法 培 養 和 學 習。因 此，我 們 可 以 了 解 ，

創 造 力 不 應 僅 僅 被 認 為 是 與 生 俱 來 ， 或 無 法 透 過 學 習 或 有 效 引 導 而 有

所 提 升 的 能 力 。「 創 意 」（ crea t iv i ty ） 英 文 的 解 釋 為 ”  o r ig ina l i ty  or  

c rea t ing  idea l” ， 源 自 於 「 創 造 」（ crea te） 一 詞 ， 根 據 韋 氏 大 字 典 的

解 釋 ， 具 有「 賦 予 存 在 」（ to  br ing  in to  ex is tence）的 意 思 ， 並 含 有「 首



創 」（ for  the  f i r s t  t ime）的 性 質。「 創 意 」因 翻 譯  的 不 同，有 時 稱 為「 創

造 」 或 「 創 造 力 」， 張 世 彗 （ 2003） 則 認 為 「 創 造 」、「 創 造 力 」 和 「 創

新 」 的 解 釋 是 有 所 區 別 ，「 創 新 」 是 改 變 和 導 入 新 的 事 物 ，「 創 造 」 是

促 成 某 些 事 物 及 使 某 些 事 物 新 穎 或 獨 創 ， 而 「 創 造 力 」 是 一 種 新 穎 或

獨 創 的 能 力 。 Gardner  (1983)認 為 具 有 高 創 造 力 的 人 ， 是 有 能 力 跨 越 各

種 範 疇 的，可 以 在 語 言、音 樂、肢 體、社 交、空 間 等 領 域 間 找 出 關 聯 。

他 們 可 以 同 時 擁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智 能 (包 括 語 言 、 邏 輯 數 學 、 音 樂 、 空 間

視 覺 、 肢 體 動 覺 、 人 際 及 內 省 )等 特 殊 能 力 。 Sternberg  & Lubar t  (1995)

認 為 創 造 力 來 自 六 項 個 人 資 源 ： 智 慧 、 知 識 、 思 考 型 態 、 人 格 、 動 機

及 環 境 情 境 ， 這 個 資 源 是 可 以 買 低 、 賣 高 ， 創 造 出 有 創 意 的 作 品 來 。

Csikszen tmiha ly i  (1996)認 為 創 造 力 來 自 一 個 包 括 － 含 有 符 號 規 則 的 文

化 、 將 新 事 物 帶 進 符 號 領 域 的 人 、 以 及 確 認 創 造 的 學 門 專 家 等 三 個 要

素 組 成 的 系 統 間 之 互 動 ， 若 欲 創 造 性 的 概 念 、 產 品 發 生 ， 以 上 三 者 缺

一 不 可 。 Sternberg(1988)則 認 為 「 創 造 力 三 面 模 式 」 認 為 智 力 、 認 知

思 考 風 格、人 格 動 機（ 需 求 ），三 位 一 體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產 生 了 創 造 力。

透 過 不 同 學 者 的 定 義 可 以 發 現 一 個 事 實 ， 創 造 力 的 定 義 是 多 面 向 的 ，

絕 非 僅 限 於 單 一 能 力 的 表 現 。  

 

第 二 節  創 造 力 教 學 模 式  

一 、 陳 龍 安 老 師 的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模 式  

    陳 龍 安 老 師 認 為 ：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是 一 種 激 發 和 助 長 學 生 創 造 行 為

的 一 套 教 學 模 式 ， 這 沒 有 放 諸 四 海 皆 準 的 模 式 ， 但 可 以 統 整 成 四 個 要

素 ，「 問 」、「 想 」、「 做 」、「 評 」。 問 ： 發 問 是 創 造 的 起 點 ，「 問 」 又 分 為

「 封 閉 性 問 題 」及「 開 放 性 問 題 」。 想 ： 給 學 生 思 考 的 空 間 及 環 境 ， 並

且 給 予 適 當 時 間 思 考 ， 一 個 問 題 至 少 要 給 學 生 五 秒 鐘 以 上 的 時 間 思



考 ， 分 為 聚 斂 性 思 考 跟 擴 散 性 思 考 。 做 ： 鼓 勵 全 體 學 生 參 與 ， 並 訓 練

學 生 視 聽 技 巧，創 造 各 種 不 同 的 學 習 方 式。四、評：就 是 評 鑑 與 欣 賞 。 

從 陳 龍 安 老 師 對 於 創 造 力 的 教 學 看 法 可 以 證 明 研 究 者 對 於 本 研 究 方 案

的 發 想 ， 創 造 力 的 教 育 並 不 是 一 個 可 遇 不 可 求 的 課 程 教 學 方 式 ， 必 須

等 待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各 種 條 件 具 備 ， 創 造 才 會 萌 生 ， 而 是 有 一 套 可

以 依 循 的 方 向 ， 且 固 定 的 步 驟 。  

二 、 Clayton M. Christensen 的 五 個 技 巧 學 創 新  

   在 五 個 技 巧 學 創 新 (2012)這 本 書 中，Clayton(2012)提 到 創 新 有 五 大

技 巧 ， 聯 想 、 疑 問 、 觀 察 、 社 交 、 實 驗 等 。 其 中 Clayton(2012)認 為 ，

創 新 者 可 能 只 是 看 到 或 是 體 驗 到 不 同 的 物 體 ， 然 後 加 以 連 結 而 這 樣 的

能 力 就 是 聯 想 ， 也 是 足 以 讓 他 們 與 眾 不 同 的 能 力 。 疑 問 ， 則 是 對 於 現

實 環 境 中 任 何 事 物 都 不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 也 因 為 不 把 一 切 既 有 存 在 的 現

象 當 成 必 然 ， 自 然 就 會 找 到 創 新 的 可 能 性 。 觀 察 則 是 強 調 透 過 生 活 中

不 同 面 向 的 觀 察 ， 如 何 融 入 使 用 者 或 是 跳 脫 不 同 的 面 向 去 進 行 觀 察 ，

便 能 發 現 許 多 原 本 不 以 為 意 的 細 節 ， 而 這 些 細 節 更 是 提 供 創 新 的 起

點 。 社 交 則 是 強 調 ， 任 何 一 件 創 新 的 物 品 都 需 要 與 不 同 領 域 的 人 進 行

對 話 ， 強 調 從 內 部 專 家 及 外 部 專 家 的 角 度 來 了 解 問 題 的 本 質 ， 有 助 於

創 新 者 在 解 決 問 題 的 過 程 中 所 遭 遇 到 的 困 難 或 問 題 。 最 後 一 個 步 驟 則

是 實 驗 ， 透 過 拆 解 問 題 的 整 個 流 程 ， 藉 以 發 現 其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決 定 性

問 題 ， 都 會 是 有 助 於 創 新 的 關 鍵 因 素 。  

    結 合 了 兩 位 專 家 的 發 現 ， 研 究 者 更 深 信 創 意 的 教 學 確 實 是 有 方 向

可 以 依 循 的 。 在 與 教 學 夥 伴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發 現 ， 因 為 Clayton(2012)

在 五 個 技 巧 簡 單 學 創 新 中 有 相 當 多 實 用 的 例 子 ， 以 及 如 何 操 作 ， 於 是

研 究 者 就 決 定 以 這 樣 的 步 驟 作 為 創 意 教 學 方 案 的 基 本 要 素 ， 但 考 量 聯

想 與 觀 察 的 例 子 適 合 一 起 進 行 ， 而 社 交 這 樣 的 詞 彙 並 不 容 易 讓 小 學 生



了 解 ， 便 決 定 改 名 稱 為 交 流 ， 但 其 本 質 並 無 不 同 。 也 就 產 生 了 自 行 改

版 的 創 新 教 學 四 大 步 驟 ， 疑 問 、 觀 察 、 交 流 、 實 驗 。  

 

 

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設 計  
 

第 一 節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為 行 動 研 究 。 James  Mckerman（ 1991）

指 出 ， 行 動 研 究 是 一 項 應 用 或 操 作 實 地 研 究 的 一 種 方 式 。 也 就 是 說 ，

行 動 研 究 即 是 實 務 工 作 者 。 研 究 者 為 小 學 實 務 教 育 人 員 ， 並 不 期 待 進

行 一 場 非 常 嚴 謹 的 行 動 研 究 ， 或 是 透 過 本 方 案 來 澄 清 自 行 所 發 展 的 創

新 教 學 方 案 的 步 驟 是 否 能 有 效 引 導 學 生 完 成 創 新 發 明 或 解 決 其 面 對 生

活 的 困 難 。  

 

第 二 節   研 究 程 序  

一、實 施 方 式：教 師 引 導 學 生 透 過 四 大 策 略「 疑 問 」、「 觀 察 」、「 交 流 」、

「 實 驗 」 並 錄 影 記 錄 上 課 情 況 。  

二 、 教 材 來 源 ： 改 編 自 (2012)五 個 技 巧 簡 單 學 創 新 。 台 北 ， 天 下 。  

三 、 實 施 時 間 ： 102 年 9 月 至 102 年 12 月 ， 以 拜 耳 科 學 小 市 長 競 賽 活

動 任 務 ， 利 用 四 大 策 略 進 行 引 導 教 學 。  

四 、 學 生 特 質 ：  

(一 )進 行 課 程 學 習 的 學 生 皆 是 經 過 鑑 輔 會 鑑 定 ， 通 過 資 優 鑑 定 標

準 的 一 般 智 能 優 異 學 生 ， 學 生 的 教 育 階 段 為 四 -六 年 級 。  

(二 )學 生 的 在 一 般 課 程 的 學 習 表 現 皆 相 當 優 秀 ， 思 考 與 口 語 的 表

達 ， 以 及 一 般 科 學 常 識 的 概 念 與 涉 略 ， 平 均 而 言 都 比 同 年 級



的 學 生 較 為 豐 富 。  

五 、 檢 視 ： 由 教 學 者 、 觀 察 者 及 學 生 完 成 任 務 的 成 果 ，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之 情 形 。  

 

第 三 節   創 新 教 學 方 案 四 大 策 略  

(一 )疑 問 策 略 ： 強 調 利 用 問 題 ， 來 提 醒 孩 子 面 對 生 活 環 境 中 的 既 有 現  

象 或 不 便 時 ， 可 以 利 用 自 我 提 問 的 方 式 來 發 現 問 題 所 在 。  (二 )觀 察 策  

略 ： 當 發 現 問 題 以 後 ， 引 導 孩 子 從 不 同 的 面 向 觀 察 問 題 。 (三 )交 流 策  

略 ： 此 一 策 略 是 希 望 孩 子 透 過 請 教 專 家 的 方 式 來 嘗 試 更 了 解 自 己 探 究  

問 題 ， 但 是 如 何 列 出 適 切 的 「 專 家 」 交 流 名 單 以 及 交 流 的 內 容 ， 則 需  

讓 孩 子 從 實 際 的 活 動 中 親 身 體 驗 。  (四 )實 驗 策 略 ： 此 一 策 略 包 含 三 個  

要 素 ， 1.讓 孩 子 實 際 動 手 從 發 現 流 程 或 拆 解 部 件 。 (根 據 自 己 的 問 題 進  

行 流 程 推 演 ， 瞭 確 切 掌 握 每 一 個 步 驟 或 部 件 的 功 用 與 原 因 )2.提 出 原 始  

方 案 並 測 試。(試 著 提 出 解 決 方 案，並 透 過 與 同 學 討 論 或 來 測 試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與 調 整 方 向 )3.調 整 原 方 案。(根 據 討 論 與 測 試 的 結 果 針 對 原 方 案  

進 行 修 正 ) 

 

 

第 四 章  行 動 歷 程  

一 、 第 一 次 教 學 過 程 (101 年 9 月 至 101 年 10 月 )  

活 動 目 標 ： 2012 拜 耳 科 學 小 市 長 競 賽 活 動  

主 要 教 學 者 ： 邱 家 偉   

協 同 教 學 者 ： 吳 嘉 明   

學 生 ： 六 年 級 資 優 班 學 生  

每 週 一 節 ， 每 次 40 分 鐘 ， 共 240 分 鐘 。  



 (一 )疑 問 策 略  

1.教 師 提 出 問 題  

(1 )生 活 中 有 哪 些 交 通 問 題 是 需 要 解 決 的 ？  

(2 )請 孩 子 回 想 平 日 上 課 、 假 日 出 遊 時 所 遭 遇 到 的 困 難 ？  

2 .問 題 如 何 產 生  

教 師 透 過 創 新 設 計 公 司 IDEO 在 五 天 內 重 新 設 計 一 台 購 物 車

的 簡 報，引 導 學 生 討 論 能 透 過 哪 些 方 法 發 現 問 題。【 先 使 用 疑 問 ，

接 著 進 行 田 野 調 查，透 過 訪 談、實 地 觀 察、參 與 購 物 經 驗 等 方 式 】 

3 .疑 問 要 素  

(1 )教 師 提 問，在 IEDO 設 計 手 推 車 的 過 程 中，團 隊 如 何 發 現 疑

問 ？ (引 導 學 生 發 現 疑 問 策 略 的 四 項 問 題 )  

a .手 推 車 的 問 題 是 什 麼 ？  

b .問 題 是 什 麼 (怎 麼 )造 成 的 ？  

c .為 什 麼 要 (或 不 )這 樣 ？  

d .如 果 是 … 這 樣 ， 問 題 會 怎 樣 ？  

4 .產 生 個 人 問 題  

(1 ) 請 學 生 回 家 每 人 利 用 疑 問 發 想 策 略 及 四 項 問 題 ， 設 計 出 一

個 專 屬 的 個 人 交 通 問 題 。  

(2 ) 並 利 用 時 間 觀 察 提 出 問 題 發 生 的 情 境 或 地 點 ， 利 用 不 同 時

間 或 不 同 方 式 進 行 相 關 簡 單 觀 察 紀 錄 。  

 (二 )觀 察 策 略  

1.一 同 來 「 觀 察 」  

(1 ) 介 紹 印 度 塔 塔 集 團 如 何 打 造 出 全 世 界 最 便 宜 的 車 款 「 Tata  

Nano」 ？  

【 塔 塔 集 團 運 用 觀 察 發 現 ， 印 度 無 數 的 家 庭 運 用 速 可 達 機



車 為 交 通 工 具 ， 在 一 個 偶 然 的 下 雨 天 ， 塔 塔 發 現 一 輛 機 車

上 載 滿 了 四 位 乘 客 ， 塔 塔 用 心 思 考 發 現 問 題 ， 最 後 設 計 出

人 人 可 以 負 擔 的 「 Tata  Nano」】  

(2 )討 論 「 Tata  Nano」 中 觀 察 的 主 要 要 素 為 何 ？  

a .積 極 觀 察 使 用 者 的 生 活  

(印 度 的 人 的 主 要 交 通 工 具 是 ？ )  

b .尋 找 出 乎 意 料 或 異 常 的 現 象  

(下 雨 天，為 什 麼 不 開 車，為 什 麼 那 麼 多 人 還 要 騎 機 車 ？ )  

c .尋 找 在 新 環 境 中 觀 察 的 機 會  

(如 何 讓 中 產 階 級 的 印 度 人 實 際 駕 車，並 提 供 相 關 服 務 解

決 問 題 )  

(3 )個 人 問 題 與 觀 察 紀 錄 分 享  

a . 提 出 個 人 想 要 解 決 的 交 通 問 題 ， 並 說 明 自 己 的 觀 察 過 程

發 現  

b . 請 同 學 分 組 討 論 互 相 分 享 自 己 的 想 法 ， 並 提 供 解 決 建 議

或 提 出 相 關 疑 問 。  

c .個 人 針 對 同 學 建 議 與 以 回 應 並 進 行 解 決 策 略 發 想 。  

(4 )整 理 同 學 建 議 並 嘗 試 提 出 各 種 解 決 策 略 。  

 (三 )交 流 策 略  

1.交 流 好 處 妙 無 窮  

(1 )以 IEDO 公 司 發 明 新 的 廚 房 小 用 具 的 過 程 中，選 擇 與 許 多 產

品 使 用 者 交 換 意 見 ， 以 及 尋 找 專 家 ， 例 如 「 全 職 的 專 業 廚

師 或 家 庭 烹 飪 高 手 」，因 為 他 們 的 要 求 最 高，也 是 最 難 取 閱

的 對 象 。  

(2 )討 論 「 交 流 」 的 重 要 因 素 為 何 ？  



a .外 部 專 家 在 哪 裡  

 (根 據 問 題 ， 尋 找 適 合 的 外 部 專 家 -各 行 業 的 專 家 、 專 業

廚 師 等 )  

b .內 部 專 家 在 哪 裡  

 (根 據 問 題 ， 尋 找 適 合 的 內 部 專 家 -學 校 老 師 、 同 學 等 )  

c .和 專 家 交 流 些 什 麼  

 ( 根 據 自 己 的 疑 問 ， 以 及 利 用 觀 察 發 現 的 心 得 ， 觀 察 越

詳 盡 ， 專 家 越 能 給 與 適 當 的 建 議 )  

3 .找 誰 來 交 流  

(1 )以 自 我 提 出 的 交 通 問 題 情 境 設 想，如 何 運 用 交 流 的 策 略「 尋

找 哪 些 專 家 進 行 交 流 」， 如 果 我 們 是 IEDO 成 員 ， 我 們 會 選

擇 哪 些 專 家 呢 ？  

(2 ) 請 同 學 分 組 討 論 互 相 分 享 自 己 的 想 法 ， 並 綜 合 大 家 的 方

法，提 出 個 人 尋 找 的 專 家 有 哪 些，以 及 為 什 麼 選 擇 的 原 因 ？

【 界 定 外 部 、 內 部 專 家 名 單 】  

(3 ) 請 同 學 討 論 團 隊 成 員 與 交 流 的 專 家 要 談 些 什 麼 【 界 定 和 專

家 交 流 的 內 容 】  

(4 ) 請 同 學 依 自 己 的 問 題 ， 決 定 要 和 哪 些 專 家 交 流 ， 並 寫 出 選

擇 的 原 因 。  

(5 )修 定 與 專 家 交 流 的 內 容  

 (四 )實 驗 策 略  

1.以 IEDO 改 良 大 賣 場 手 推 車 的 情 境 分 享 ， 團 隊 成 員 如 何 利 用 實

驗 的 要 素 進 行 改 造 。  

2 .分 析 案 例 中 「 實 驗 」 的 要 素 有 哪 些  

a .拆 解 產 品 (或 發 現 流 程 )  



 【 IEDO 團 隊 成 員 將 一 台 手 推 車 重 新 拆 解 ， 充 分 瞭 解 每 一 個

部 件 的 功 能 以 及 使 用 的 原 因 。 】  

b .建 立 原 型 並 測 試  

【 IEDO 成 員 團 隊 提 供 照 片 ， 從 新 組 合 成 一 架 新 的 推 車 ， 並

提 供 模 型 給 專 家 及 一 般 民 眾 試 用 】  

c .調 整 原 型  

  【 依 據 專 家 以 及 使 用 者 的 意 見 ， 再 加 以 調 整 ， 打 造 新 成 品 】 

3 .動 手 試 試 看  

a .依 據 自 己 的 問 題 ， 進 行 拆 解 產 品 (或 發 現 流 程 )。  

b .根 據 發 現 建 立 原 型 。  

c .進 行 測 試 ， 或 提 出 自 行 解 決 問 題 的 構 想 概 念 圖 。  

二 、 課 程 進 行 檢 討  

 (一 )策 略 之 間 的 連 貫 性 不 足  

透 過 每 一 個 策 略 的 引 導 過 程 中 發 現，過 於 分 段 式 的 引 導 會 造 成 學

生 問 題 發 想 的 中 斷 ， 在 解 決 問 題 的 過 程 中 這 樣 會 造 成 學 生 學 習 的 中

斷，造 成 為 了 完 成 某 一 個 發 想 策 略 的 精 緻 性，而 忽 略 運 用 四 個 策 略 是

工 具 ，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還 是 解 決 問 題 或 是 完 成 課 程 目 標 。  

 (二 )策 略 的 教 學 例 子 缺 乏 一 至 性  

每 一 個 發 想 策 略 都 是 透 過 不 同 的 例 子，教 學 者 會 希 望 提 供 的 教 學

策 略 案 例 可 以 充 分 呈 現 不 同 教 學 策 略 的 重 要 性，但 卻 忽 略 四 項 策 略 是

一 個 完 整 歷 程 ， 如 果 沒 有 提 供 完 整 的 案 例 從 疑 問 、 觀 察 、 交 流 、 實 驗

的 過 程 ， 孩 子 會 缺 乏 整 體 性 的 概 念 。  

(三 )策 略 的 教 學 例 子 缺 乏 練 習 活 動  

透 過 不 同 案 例 所 提 供 的 策 略 教 學 中，發 了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討 論 案 例

中 的 問 題，卻 發 現 忽 略 學 生 對 於 自 身 問 題 運 用 策 略 的 時 間，會 造 成 為



了 熟 練 每 一 個 發 想 策 略 ， 卻 忽 略 了 本 教 學 方 案 的 主 要 教 學 目 標 。  

  教 學 者 與 觀 察 者 討 論 後 ， 決 定 依 據 課 程 進 行 後 的 發 現 ， 小 幅 修 正

教 學 方 案 中 的 相 關 細 節 。  

 

三 、 第 二 次 教 學 (101 年 10 月 至 101 年 11 月 )  

活 動 目 標 ： 2012 拜 爾 科 學 小 市 長 競 賽 活 動  

主 要 教 學 者 ： 吳 嘉 明   

協 同 教 學 者 ： 邱 家 偉  

學 生 ： 五 年 級 資 優 班 學 生  

每 週 一 節 ， 每 次 40 分 鐘 ， 共 240 分 鐘 。  

 (一 )修 正 疑 問 策 略  

1.加 入 體 驗 活 動 提 供 學 生 親 身 體 驗 想 像 與 實 際 操 作 中 的 差 距  

a .教 師 發 下 一 疊 西 卡 紙 (超 過 30 張 )、 小 型 打 孔 機 (需 分 批 才 能

完 成 西 卡 紙 打 洞 的 動 作 )、 5 個 扣 環 ， 請 學 生 協 助 完 成 打 洞 並

繫 上 扣 環 ， 請 孩 子 先 想 像 並 詢 問 想 像 中 的 步 驟 為 何 ？  

b.教 師 請 學 生 實 際 將 西 卡 紙 打 洞 併 完 繫 上 扣 環，並 詢 問 操 作 的

情 形 為 何 ？  

c. 教 師 詢 問 想 像 與 實 際 操 作 的 情 形 有 什 麼 不 同 ？ 如 果 不 同 的

話 ， 代 表 什 麼 意 思 ？  

d.所 謂 的 問 題 就 是 「 應 有 的 現 象 」 與 「 現 狀 」 的 落 差 。 而 「 解

決 方 案 」 就 是 填 補 「 落 差 」 的 處 方 籤 。  

2.加 強 設 計 與 下 一 段 策 略 的 連 結  

於 此 一 策 略 結 束 前 ， 教 師 總 結 與 任 務 交 待 ， 希 望 孩 子 下 次

上 課 前 能 針 對 自 己 提 出 的 問 題 ， 進 行 簡 單 的 觀 察 工 作 並 記 錄 ，

於 下 節 課 初 分 享 。  



 (二 )修 正 觀 察 策 略  

1.加 強 學 生 自 發 性 問 題 與 策 略 的 連 結  

(1 )讓 「 觀 察 」 溶 進 「 疑 問 」 裡  

(2)請 孩 子 列 出 如 何 運 用 觀 察 三 要 素 ， 針 對 自 己 的 「 問 題 」 進 行

提 問 。   

(3)請 孩 子 依 觀 察 三 要 素 列 出 實 際 做 法  

a.積 極 觀 察 使 用 者 的 生 活  

b.尋 找 出 乎 意 料 或 異 常 的 現 象  

 c .尋 找 在 新 環 境 中 觀 察 的 機 會  

2.加 強 設 計 與 下 一 段 策 略 的 連 結  

教 師 總 結 與 任 務 交 待，希 望 孩 子 下 次 上 課 前 找 到 一 位 專 家

(自 己 認 定 ) 分 享 ， 自 己 提 出 的 問 題 與 觀 察 重 點 ， 並 請 專 家 提

供 建 議 ， 於 下 次 上 課 分 享 。  

 (三 )修 正 交 流 策 略  

1.加 強 學 生 自 發 性 問 題 與 策 略 的 連 結  

(1 )請 同 學 依 自 己 的 問 題 ， 決 定 要 和 哪 些 專 家 交 流 ， 並 寫 出 選 擇

的 原 因 。  

(2)修 定 與 專 家 交 流 的 內 容  

(3)請 一 位 同 學 上 台 分 享 ， 並 由 同 學 提 供 意 見 ， 最 後 由 老 師 澄 清

與 總 結 。  

2.加 強 設 計 與 下 一 段 策 略 的 連 結  

要 求 孩 子 下 次 上 課 前 找 到 一 位 專 家 ( 於 本 節 課 所 排 定 的 名

單 )分 享 ， 自 己 提 出 的 問 題 與 觀 察 重 點 ， 並 請 專 家 提 供 建 議 ， 再

依 據 專 家 的 建 議 ， 發 展 一 個 可 能 的 解 決 方 案 (文 字 、 圖 案 、 合 成

照 片 均 可 )。  



 (四 )修 正 實 驗 策 略  

1 .加 入 回 顧 整 體 創 意 發 想 四 步 驟 活 動  

(1)請 學 生 回 想 ， 創 新 的 四 大 步 驟 有 哪 些 ， 以 及 各 個 步 驟 間 的 要

素 與 關 聯 性 。  

(2)教 師 總 結 ， 創 新 需 從 小 處 著 眼 ， 多 運 用 自 己 不 同 的 感 官 去 感

受 ， 不 把 一 切 現 象 都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 找 出 現 實 與 理 想 間 的 差

距 ， 運 用 四 大 策 略 自 然 可 以 輕 鬆 來 創 新 。  

 

五 、 行 動 發 現  

    經 過 二 次 完 整 的 創 新 教 學 方 案 執 行 後，觀 察 統 整 出 下 列 三 項 發 現： 

1.問 題 解 決 為 主 要 目 的 ， 策 略 教 學 不 應 反 客 為 主  

    當 教 學 者 心 中 有 一 個 既 定 的 教 學 流 程 或 步 驟 時 ， 往 往 會 忽 略 教 學

目 的 為 何 ？ 在 本 次 的 創 新 教 學 方 案 過 程 中 發 現 ， 當 研 究 者 把 創 新 設 定

為 四 個 策 略 的 引 導 後 ， 就 會 期 待 孩 子 能 完 整 且 精 緻 的 體 驗 每 一 個 歷

程 ， 卻 忽 略 掉 解 決 問 題 才 是 本 課 程 方 案 主 要 的 目 標 。 教 學 者 更 不 應 該

認 為 透 過 一 次 完 成 的 方 案 教 學 ， 學 生 就 一 定 能 精 熟 四 個 步 驟 ， 應 該 讓

學 生 掌 握 的 是 完 整 解 決 方 案 的 流 程 ， 再 嘗 試 透 過 不 同 的 任 務 挑 戰 來 熟

悉 這 四 個 步 驟 。  

2.策 略 引 導 的 過 程 ， 需 加 強 不 同 策 略 間 的 連 結  

    研 究 者 希 望 透 過 本 次 教 學 方 案 的 施 實 ， 可 以 讓 學 生 面 對 創 意 發 想

任 務 時 能 順 利 運 用 四 項 策 略 解 決 問 題 ， 卻 容 易 陷 入 每 一 個 步 驟 的 教 學

執 行 ， 而 忽 略 了 彼 此 策 略 間 的 連 結 性 。 學 生 可 能 精 熟 了 每 一 個 教 學 步

驟 ， 卻 無 法 順 利 的 運 用 每 一 個 教 學 步 驟 解 決 一 個 真 正 的 問 題 ， 就 如 同

完 形 心 理 學 家 所 稱 ， 部 分 的 整 合 不 必 然 等 於 整 體 。 如 何 在 每 一 個 策 略

的 教 學 過 程 中 ， 提 醒 孩 子 單 一 策 略 在 完 整 創 新 發 想 方 案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更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任 務 。  

3.提 供 案 例 應 更 貼 近 孩 子 的 生 活 經 驗  

    由 於 本 創 新 教 學 方 案 ， 修 改 自 五 個 技 巧 簡 單 學 創 新 ， 因 此 所 使 用

的 例 子 往 往 偏 重 於 商 業 或 商 品 的 發 明 歷 程 。 如 何 蒐 尋 更 貼 近 小 學 生 生

活 經 驗 的 例 子 ， 則 是 教 學 能 否 更 為 順 暢 的 重 點 。 但 是 ， 研 究 者 也 相 信

透 過 這 樣 的 教 學 引 導 ， 本 次 學 生 所 創 意 發 想 出 的 結 果 ， 就 非 常 適 合 下

一 個 學 年 段 或 是 下 一 個 任 務 階 段 時 使 用 。 畢 竟 ， 所 有 的 教 學 案 例 都 需

要 時 間 的 累 積 。  

 

 

第 五 章  建 議 與 省 思  

 

第 一 節  建 議  

    在 進 行 課 程 後 ， 根 據 教 學 的 省 思 與 研 究 夥 伴 的 討 論 發 現 ， 課 程 的

進 行 不 僅 只 是 教 師 扮 演 的 角 色 或 設 計 的 活 動 為 重 點 ， 更 應 該 從 行 動 中

的 發 現 了 解 ， 而 提 出 下 列 四 項 建 議 ：  

一 、 針 對 疑 問 策 略 的 建 議  

    這 是 本 教 學 方 案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步 驟 ， 如 果 在 這 一 個 階 段 不 能 有

效 的 引 導 學 生 發 現 適 切 的 問 題 ， 或 是 針 對 主 題 提 出 貼 近 問 題 ， 接 下 來

的 課 程 便 無 法 順 利 進 行 。 但 在 這 一 個 階 段 的 引 導 ， 教 學 者 常 常 會 陷 入

兩 難，是 否 放 手 讓 學 生 自 由 發 想，或 是 應 該 有 意 圖 性 的 引 導 ？ 只 能 說，

每 個 教 學 者 心 中 有 一 把 尺 ， 當 學 生 真 的 無 法 順 利 提 出 問 題 時 ， 老 師 心

中 還 是 應 該 準 備 幾 個 合 適 的 問 題 提 供 學 生 選 擇 ， 畢 竟 新 的 教 學 方 法 與

策 略 都 需 要 時 間 來 適 應 ， 先 讓 學 生 有 一 個 完 整 解 決 問 題 的 經 驗 ， 再 求

學 生 能 自 發 性 的 提 出 問 題 ， 或 許 是 較 貼 近 現 實 面 的 做 法 。  



二 、 針 對 觀 察 策 略 的 建 議  

    在 小 學 階 段 的 學 童 ， 生 活 的 經 驗 比 較 單 一 ， 往 往 不 是 在 學 校 、 補

習 班 就 是 在 家 裡 ， 缺 乏 與 社 會 多 元 環 境 的 連 結 。 如 何 透 過 孩 子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食 、 衣 、 住 、 行 、 育 、 樂 等 面 向 ， 來 引 發 孩 子 對 於 不 同 生 活 經

驗 的 觀 察 興 趣 以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當 孩 子 的 觀 察 能 力 有 所 提 升 ， 不 僅 能

豐 富 學 生 的 感 受 力 ， 對 於 現 代 人 常 談 到 這 群 「 我 」 世 代 的 孩 子 ， 僅 能

從 自 身 的 角 度 出 發 ， 總 認 為 世 界 是 繞 著 他 們 而 轉 ， 而 透 過 觀 察 策 略 的

練 習 ， 相 信 有 助 於 學 生 感 受 力 的 提 升 。  

三 、 針 對 交 流 策 略 的 建 議  

    學 童 提 出 專 家 名 單 時 ， 容 易 產 生 對 方 是 否 願 意 交 流 的 疑 慮 ， 可

能 缺 乏 信 心 或 者 不 願 接 觸 陌 生 人 ， 甚 至 擔 心 會 遭 到 拒 絕 。 事 實 上 的

確 有 可 能 遭 到 拒 絕 ， 此 時 老 師 要 給 予 支 持 與 協 助 ， 讓 學 生 降 低 被 拒

的 可 能 性 。 可 透 過 編 錄 交 流 指 引 ， 提 供 交 流 所 需 的 技 巧 ， 事 前 多 練

習，磨 練 其 技 術，讓 學 童 瞭 解 用 很 開 放 的 方 式 從 各 種 背 景 領 域 的 人，

投 入 時 間 和 心 力 去 尋 找 和 試 驗 構 想 時 ， 常 能 獲 得 不 同 的 觀 點 。  

四 、 針 對 實 驗 策 略 的 建 議  

    即 使 做 了 有 效 的 疑 問 、 觀 察 和 交 流 ， 仍 然 可 能 需 要 一 再 實 驗 ， 才

能 將 想 法 具 體 化 。 雖 然 實 驗 會 失 敗 ， 但 有 了 師 長 的 鼓 勵 ， 讓 孩 子 有 失

敗 的 勇 氣 ， 及 從 失 敗 中 學 習 的 態 度 。 日 常 養 成 實 驗 的 習 慣 ， 可 先 嘗 試

拆 解 一 件 感 興 趣 的 產 品 ， 尋 找 洞 察 的 機 會 ， 不 斷 嘗 試 新 體 驗 、 試 驗 新

構 想 ， 思 索「 為 何 會 如 此 運 作 」的 疑 問 ， 觸 發「 如 何 可 以 運 做 得 更 好 」

的 新 點 子 。  

 

第 二 節  省 思  

一 、 同 儕 創 意 的 相 互 激 盪 性  



    本 次 教 學 情 境 都 是 資 源 班 小 組 教 學 ， 所 有 問 題 的 解 決 、 分 享 、 討

論 都 是 僅 限 於 同 組 的 資 優 學 生 ， 彼 此 的 生 活 經 驗 、 家 庭 背 景 都 相 當 類

似 。 而 如 同 教 育 部 的 創 意 白 皮 書 中 提 到 ， 創 意 並 非 定 是 與 生 俱 來 ， 更

是 可 以 透 過 引 導 而 得 到 發 揮 。 如 果 這 樣 的 創 意 課 程 可 以 運 用 到 普 通 班

進 行 ， 討 論 的 人 多 ， 不 同 學 生 的 生 活 經 驗 背 景 也 更 多 元 ， 相 信 有 機 會

可 以 激 盪 出 更 多 創 意 的 火 花 。  

二 、 學 生 創 意 發 想 的 結 果 評 鑑  

    近 年 來 有 許 許 多 多 的 各 教 育 大 學 或 中 心 舉 辦 的 創 意 發 明 展 比 賽 ，

老 師 總 是 本 著 鼓 勵 學 生 完 成 整 個 學 習 過 程 ， 但 如 何 透 過 一 套 自 省 的 機

制 來 評 鑑 自 己 的 創 意 發 明 ， 可 能 比 最 後 是 否 一 定 要 得 到 評 審 的 青 睞 更

為 要 緊 。 畢 竟 能 得 獎 的 是 少 數 ， 而 創 意 發 想 其 實 很 難 去 評 論 優 劣 ， 如

何 發 展 一 套 協 助 學 生 自 我 評 量 的 系 統 ， 來 有 效 檢 視 整 個 創 意 發 想 的 流

程 ， 或 許 是 研 究 者 將 來 努 力 的 方 向 。   

三 、 研 究 嚴 謹 性 不 足  

    由 於 這 次 是 第 一 次 從 事 行 動 研 究 ， 對 於 研 究 資 料 的 搜 集 與 資 料 分

析 的 方 式 都 不 甚 熟 悉 ， 因 此 課 程 的 設 計 欠 缺 較 全 面 化 的 考 量 ， 教 學 策

略 與 設 計 都 是 由 自 行 參 考 改 編 設 計 而 來 ， 如 果 能 多 參 考 創 意 發 想 的 研

究 結 果 ， 相 信 這 次 的 行 動 結 果 或 許 能 更 好 。 但 我 們 深 信 有 了 第 一 次 的

經 驗 ， 在 下 次 進 行 研 究 時 ， 我 們 會 有 更 堅 定 的 信 心 以 及 追 尋 的 方 法 ，

也 能 將 研 究 朝 向 更 嚴 謹 的 方 式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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