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鄭名志 吳怡嫺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其他 (探究與實作)

教案題目：

以科學新聞進行論證與科學方法紀錄的的探究實作課程

授課時數：

7週 (14小時）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在新聞的影音中常常充斥著並非完整的科學內容，然而多數未受過該科專業訓練的人往往會以自

己不是本科系為由，從而演變成錯誤科學的傳遞者。在資通訊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學生面臨前所未

有的挑戰，查找書籍資料已非絕對的資料來源，教學現場不難發現，未經查證的資料來源，已經成為

學生上課繳交頻率最高的內容。甚至學生所以為的「正確」資料就是經過科學包裝的「偽科學」。為此

不斷思考如何協助學生建立正確查找科學資料的來源其實也相當不易。即使是一名科學教師，有時

面對諸多經過刻意拼湊的資料也未必能當場理清思緒。連身為老師都如此，更何況尚未經過完整研

究訓練的學生想必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所以設計讓學生有系統學習科學方法的建立是本教案

的初衷。

如果只是想讓學生進行實驗已經不能因應時代的變革了。更重要的是設計出能讓學生釐清如何在

生活中也能利用科學方法進行資料判讀、影視媒體的判斷以及正確解讀數據。因應新課程-探究與實

作課程讓學生能針對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以及表達與分享等四個目標進行學習。我們的

設計是以科學筆記以及現在的探究社群最常被提及的Toumin 論證模型作為評斷新聞、雜誌文章和

實驗數據推論的工具。將康乃爾筆記法和論證架構，進行課程化後可看見學生的確藉由課程掌握科

學筆記和論證架構的的撰寫模式。讓學生體會「眼見為憑的偽科學」也可能暗藏玄機。本課程很適合

做跨領域的使用，其原因在於「偽科學」的文本在任何的領域都有，只要各科老師將與實際情況有出

入的文章進行調整，便可以讓各領域的老師們上手。

探究與實作課程並非單純講求操作實驗的課程，科普性的討論並非我們關注的重點，「定量」數據

的討論才是探究實作課程的重點。此課程學習科學定量的部分以「真假」鮭魚卵為主題，市售的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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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究竟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以一段新聞畫面作為引子，可以引領學生進入生活和科學息息

相關的飲食主題。

教學目標：

以發現問題、規劃研究、論證建模、表達與分享進行學習目標的撰寫。

一、觀察現象:
1.讓學生利用科學筆記紀錄各種科學觀察以及省思於筆記中
2.讓學生能轉移科學筆記的架構於不同的學習科目，如：利用在課堂上簡報（ppt)的學習應用於不同

學科的報告，同時也能利用科學筆記的撰寫養成撰寫筆記的習慣，並能針對課堂上的數據進行科學

筆記撰寫。

3. 能於課堂上使用網路查找資訊時利用筆記的撰寫進行資料真偽的判斷

二、規劃與研究

1.能藉由課程實作找出適合實驗的變因

2.能發展出各組感興趣的主題並能針對該主題進行計畫撰寫與數據的蒐集

三、論證與建模

1.能針對各自實驗的數據結果進行資料的討論（利用筆記討論）

2.能針對各自的專題進行數據分析（學會使用excel以及方格紙）

四、表達與溝通

1.能給予組員的學習內容適當的分數

2.能針對其他組別的報告主題給予適當的評分

3.能使用簡報與視覺化的資料幫助聽眾理解專題內容。

教育對象：

高二不分類組

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壹、課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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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探究實作課程的流程圖

一、學期規劃

1. 分組合作：4至5人為一組，每組每週課堂
(1)組長：學習單的領取、繳交或上傳、任務分派
(2)副組長：和組長互相支援。離開前檢查環境整潔、用具歸還、椅子靠到桌邊、有無遺漏物
品。
(3)科學筆記負責人：撰寫當週課程的科學筆記
(4)記錄：負責拍照或錄影，每周需上傳五張照片到google classroom的指定作業夾中，要包含
所有組員，做為備份也方便做學習歷程檔案
(5)機動：任務分析、執行實驗、數據記錄與分析含圖表製作（EXCEL製作)、上台發表

2. 三次定期考週筆記上傳：針對學期中的科學實驗全部都以科學筆記紀錄整齊，新聞部分則利
用Toumin的論證模型進行各種新聞影片的分析。

3. 期末專題小組成果發表：各組針對各自的專題結果以ppt或拍攝影片的方式呈現。

備註：整學期每次的實驗皆以科學筆記的方式要求同學能夠養成做筆記的習慣，也利於讓學生能有

更加完善的學習歷程檔案可以繳交。本課程縮減成為四週的內容，但課程具有高度彈性，所以可以

讓有需求的老師自行擴充。

二、週規劃

1. 第一週：介紹本學期的探究與實作課程給學生，並進行分組的破冰任務。同時也介紹此課堂介
紹科學或稱康乃爾筆記法，進行筆記的撰寫。

（每週要求各組皆需繳交當週的科學筆記進行上傳，所以是以組員輪流撰寫的方式）

(1)引起動機：讓同學手拿一半的A4紙，利用撲克牌隨機讓同學挑選對應夥伴兩兩一組。

要求同學繪製一幅夥伴的畫像，並強調把特徵畫出來，是時間需要，可以先讓學生先進行個

人自畫像的繪製，如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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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流程：繪製完的畫像收回 -> 並打散給班上同學 -> 讓同學找到畫像中的同學->讓畫像

中的同學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自畫像

(3)最後讓同學找回自己畫得人物，並讓同學利用康乃爾筆記法進行畫像的加強

（此活動的重點雖為團康活動，但是卻是能讓同學了解觀察有其重要性的活動，並未筆記法的

使用進行暖身）

圖1：第一週活動課堂學習單

2. 第二週：介紹科學研究的歷程以及方法（由於學生對於專題研究的概念並不多，為此介紹何為
進行科學研究以及研究方法有哪些進行深入介紹）

(1)教學流程：利用新聞時事—瘦肉精的風險評估與COVID-19病毒的篩檢說明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及統計分析 ->設計反應時間的實驗讓學生能除了了解 請同學利用筆記法紀錄科學研究歷

程與方法->利用反應時間的實驗讓學生可以體會統計學在進行實驗的重要性。

(2)評分：藉由此次作業，在批改時可以知道同學對筆記法使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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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第二週課堂科學筆記範例

圖3：各斑進行反應時間的統計分析

3. 第三週：此兩週以新聞中的科學為主題，為了讓學生養成對新聞媒體存疑的心情且具有剖析
新聞的能力，我們把在教師研習聽到的Toulmin模型放進探究的課程當中。

(1)教學流程：教師於課堂中教授論證的模型 -> 範例讓同學閱讀同一篇文章 -> 各組整理各自

的論證架構進行上台報告 -> 整理成當週的科學筆記。

(2)評分：針對各組繳交筆記的筆記完整度進行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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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論證圖形的課堂範例講解示意

4. 第四週：
(1)教學流程：以兩部談論科學的新聞畫面資料作為課堂開始的觀看->讓各組同學整理出兩部
影音資料中的科學論述，利用論證架構進行繪製->繪製論證架構各組上台進行報告。
(2)評分：針對各組繳交筆記的筆記完整度進行評斷

圖5：新聞論證架構，課堂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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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週：本週以新聞報導中的真假鮭魚卵的影片作為主題，進入科學重要環節定量實驗。
(1) 教學流程：讓學生先收集相關資料來了解鮭魚的洄游性以及生長的背景 -> 以費米問題來
進行估算真鮭魚卵和人工鮭魚卵的成本差異 -> 各組整理成書面報告-> 並分組上台報告

(2) 評分：以各組繳交的科學筆記、成本計算差異的估值完整度、上台報告的表現

圖4：費米(Fermi)問題的提出，讓學生能更具體的了解問題本質

6. 第六週、第七週：介紹分子料理的技法正向晶球化、反向晶球化為討論重點，讓學生熟悉此兩

種方法後，讓學生可以做出真假難辨的鮭魚卵

(1)教學流程：運用海藻酸鈉、氯化鈣水溶液進行第一次的簡單製作 -> 要求各組學生逐步操作

->各組學生針對實驗結果進行科學筆記的撰寫->根據實驗紀錄的結果分組思考如何製作出很
像真的鮭魚卵的假鮭魚卵->各組利用科學筆記法規劃出一份欲探討「假」鮭魚卵的性質->根據
實驗規劃的內容進行實踐。
(2) 評分：發現問題（30%)、規劃與研究(20%)、論證與建模(35%)、表達與分享(15%)

圖5. 以科學筆記法進行晶球的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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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內容

1.上課表現與團隊合作 (10%)

2.課堂實作與報告(20%)

3.小組筆記 (40%)

4.專題報告(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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