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自 然】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暨自然領域課程綱要。 

   二、教育部頒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三、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總綱。 

   四、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五、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自然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貳、課程目標： 

一、啟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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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構科學素養：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力及科學態度，能於實際生 

活中有效溝通、參與公民社會議題的決策與問題解決，且對媒體所報導的科學相關內容 

能理解並反思，培養求真求實的精神。 

三、奠定持續學習科學與運用科技的基礎：養成學生對科學正向的態度、學習科學的興趣， 

以及運用科技學習與解決問題的習慣，為適應科技時代之生活奠定良好基礎。 

四、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行動力：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之美，更深化為 

愛護自然、珍愛生命及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力，進而致力於建構理性社會與永續環 

境。 

五、為生涯發展做準備：使學生不論出於興趣、生活或工作所需，都能更進一步努力增進科 

學知能，且經由此階段的學習，為下一階段的生涯發展做好準備。 

 

參、基本理念： 

   一、學校理念： 

在學習自然科學的過程中，學生應培養對自然科學的興趣，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以

符合「自發」的理念。在參與探究與實作的過程中，學生應積極與他人及環境互動，並能廣

泛的運用各種工具達到有效的溝通，以符合「互動」的理念。透過對科學本質的了解，學生

應學習欣賞大自然之美，善用並珍惜自然資源，以符合「共好」的理念。 

二、領域理念 

科學源起於人類對生活周圍的好奇或需要。人類觀察研究自然界各種現象與變化，巧妙

地運用科學來解決問題、適應環境及改善生活，科學在文明演進過程中持續累積，而成為文

化重要內涵。生活在現代，我們的周遭充斥著不斷創新的科技產品、紛至沓來的各項資訊、

以及因資源開發而衍生出的環境生態問題。因此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能了解科

學的貢獻與限制、能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能以理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

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出評論、判斷及行動。同時，我們也需要培養未來的科學

人才，為人類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奠下堅實的基礎。 

 



 

肆、國小階段自然領域核心素養及具體內涵： 

A1 

身心素質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 

創新應變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 

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力持續探索自然。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

像能力，從觀察、閱讀、思

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

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

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

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

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

事情，以及理解科學事實會

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

方式。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

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

力，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

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進行自然科學實驗。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

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理已有的自然科學資

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

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

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或成果。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

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

探究的資訊。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 

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

象，知道如何欣賞美的事物。 

C1 

道德實踐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 

國際理解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

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

與行動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

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

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

能力。 

自-E-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

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

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背後之 

文化差異。 

 

 伍、本領域課程目標： 

學習階段 學習節數／學分數 備註 

第二學習階段 

（3-4 年級） 
3節 

 
第三學習階段 

（5-6 年級） 
3節 

 



 

陸、領域組織及運作： 

   一、組織成員： 

   （一）召 集 人：劉燕莉 

       （二）組    員：林智偉、楊謝能、楊子昆 

二、運作方式： 

    （一）集合時間：每個月一次。 

   （二）集合地點：電腦教室。 

   （三）彙整不同年級的自然領域議題，提供自然領域各成員共同討論。 

柒、領域授課總節數及每週授課節數分配：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每週節數 3節 3節 3節 3節 

每週分鐘數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120分鐘 

捌、教科書使用版本：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選用出版社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備註  

玖、實施要點： 

 一、課程發展  

（一）學校課程發展應配合《總綱》中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理念，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導 

   向的學習模式。 

（二）自然科學領域之學校課程發展應重視科目間的統整，配合各學習階段領域課程綱要之 

   安排，達到各教育階段間之縱向連貫。 

（三）自然科學領域各教育階段課程發展，在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應選擇合適之議題、大概念 

   或跨科概念做統整發展課程。 

 二、教材編選  

 （一）教材編選應依據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重點，安排合適的教學內容。 

 （二）編輯自然科學領域教科用書時，須列出三至六年級學習重點發展進程之課程計畫，依 

    課程計畫協助教師了解銜接各年級的核心概念、探究能力及科學的態度與本質的發 

    展。 

 （三）教材編選時，應注意各種媒體之性別及族群意涵的圖像、語言與文字，並使用性別與 

    族群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行書寫，避免傳遞特定的刻板印象。 

 （四）教材編選宜融入科學發現過程的史實資料、科學家簡介，以增加學生學習興趣，減少 

    知識性理解的難度；教材之選編應兼顧本土、少數族群與不同性別科學家之史實資料， 

    使學生得以藉助科學發現過程之了解，培養科學的態度和探究能力，促進科學本質的   

    認識。 

 （五）教材編選時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精神與內容，鼓勵學生動 



 

    手實作體驗，合適安排各年段的實作課程，以達到規定的時數。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增進學習效果，得適時設計示範實驗、戶外教學等活動。 

 （六）實作教材的設計應強調操作的學習，實作教材的設計應強調操作的學習，除了強化實 

    驗、操作與探索體驗過程中獲得過程技能外，並能培養其歸納推理，發現、解決問題， 

    以及自我學習的能力。 

 （七）實驗教材應包含實驗活動、藥品特性、處理方法和器材安全等的詳盡說明。 

  （八）教材中的專有名詞和人名翻譯，應以教育部公布之自然科學領域教材中的專有名詞為 

     準，遇有未規定者，則參照目前國內科學刊物及習慣用語，妥為譯註，惟各冊必須一 

     致，且與其他相關科目相配合。 

 三、教學實施  

   （ㄧ）教學設計應依據學生特性與身心發展狀況，依循自然科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審 

     酌教育專業，提供資源、機會及環境，引導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二）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 

     別偏見及性別歧視，並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三）教學實施應以培養學生擁有問題解決能力為目標，規劃學習活動應以解決問題策略為 

     中心，並依循確認問題、蒐集有關資訊、擬訂解決方案、選定及執行解決方案，以及 

     進行方案評鑑與改進等程序實施教學。 

  （四）教學實施應以培養探究能力、分工合作的學習、獲得思考智能、習得操作技能、達成 

     課程目標為原則。因此，教學形式應不拘於一種，視教學目標及實際情況而定，可採 

     取講述、實驗、實作、專題探究、戶外參觀或科學觀察、植栽及飼養之長期實驗等多 

     元方式。 

  （五）教學設計無論為學生個人學習或團體學習，應於教學進行中培養學生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權利的價值觀。 

  （六）教師進行教學設計時，對於理論或原理原則的演繹推理，宜多舉實例以引起學生仿作 

     動機，進而自行推理分析，習得演繹法的實驗程序及方法。 

  （七）教師進行教學設計時，宜以學生日常生活體驗，以既有知識或經驗為基礎，引導學生 

     發現問題。實際教學時，可彈性調整教科用書單元與活動順序，以適應各地區環境與 

     特性 。 

  （八）教學設計需要以實驗歸納證據者，教師宜讓學生親手操作，以熟練實驗技巧，提供學 

     生自我發揮之創造空間。教師可從旁協助善加引導，提供學生動手做實驗、感受發現 

     的喜悅，並讓學生藉由分析實驗統計數據的結果，習得歸納法之實驗程序及方法。 

  （九）教師宜就教材特性，使用教學媒體、實驗活動、田野踏察或戶外教學等，除知識傳授 

     外，更加注重科學方法運用、科學態度的培養及科學本質的認識。 

  （十）教師在教學前宜參考課程計畫、教學計畫，訂定學習評量計畫，評估學生學習成果以 

     達成教學目標；且應依據學生學習成效，修訂教學計畫，藉以提升教學效能與品質， 

     達成教師專業成長。 

 （十一）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之教學主題，由各校教師依據學習內容、學校特性自 

     行設計。為強化跨科目之間的整合，課程可由領域內不同學科教師協同教學 。 

 （十二）教學時，要因應學生的多元文化背景與特殊需求，含辨色障礙、感官障礙等，提供支 

     持性和差異化的教學，並且提供適性的輔導措施。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教育主管 

     機關應協助學校提供合適的教學資源。 



 

四、教學資源  

 （一）學校應依教育部頒布之〈各級學校設備標準〉，設置自然科學領域實驗室、藥品儲藏室、 

    器材準備室（含備妥急救沖洗及防火器材），並應依據各教育階段學校班級規模編配實驗 

    室專長管理人員，並由各科專任教師減授課鐘點後協助，相關管理人員、協助教師等編 

    配，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訂定。實驗活動所需設備、器具及耗材應獲得充分之供應，因 

    此，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妥為規劃並編列預算，以供應各校所需之實驗器材， 

    並處理各校因實驗教學而產生之有毒廢棄物。 

 （二）自然科學領域之實驗室與實驗活動場所，應注意通風、安全措施及環境汙染防制；並訂 

    定實驗室設備正確使用與操作、實驗耗材補充，以及實驗設備維護等之規範。 

 （三）學校可善用社區或大眾運輸工具可達地區之「生態池」、「溼地」、「生態環境園區」等戶 

    外生態環境，未具前述條件之學校，則在校內環境許可範圍內，可設置「小型生態池」、 

    「溼地」或「生態環境園區」，以利自然科學領域所需之教學活動。 

 （四）學校相關人員於學期開始前，根據設備標準、學校課程計畫、教師教學計畫等，準備所 

    需之實驗教室與戶外探索調查所需之器材/器具。 

 （五）學校應依據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內容，妥適充實教學必需之相關設備、器材、藥品及 

    標本，並需購置教學所需之模型、掛圖、書籍、報章雜誌及光碟等教學媒體，亦應提供 

    相關設備和材料，鼓勵教師自製教學媒體，並善用數位教學平臺資源。 

五、學習評量  

 （一）實施學習評量應依據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並配合核心素養具體內涵，遵循測驗評量之教 

    育專業。從多元評量過程中，讓學生能獲得探究的樂趣與養成求真求實的工作精神，培 

    養出注重科學的態度，以促進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二）教師教學時應先以適當方法評估學生之「先備知識」，並以學生之「先備知識」及生活經 

    驗為基礎，應用適當教學策略幫助學生進行有意義及意義內化之學習。 

 （三）為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和成就，教師應適時進行「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評估學 

    生學習成就與教學成效，並加以補救及調整，俾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即使進行紙筆評 

    量也應兼顧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四）教師應進行自我評量及學生學習成就評量，逐步修訂教學計畫，使之更趨完善，教學得 

    以相長。 

 （五）學習評量應秉持真實性評量的理念，採用多元方式實施，除由教師進行考評之外，亦得 

    輔以學生自我評量等方式，以確認學生是否達成學習目標，俾做為改進教學、提升教學 

    成效之參考。 

 （六）評量應依據教材編選設定之規準、課程目標及學習目標，提供相關圖表資料供學生參考， 

    以培養學生分析與推理之能力，達到評量的真正目的，不應一昧要求學生背誦記憶。 

 （七）評量時應依據評量目的與使用時機，選擇不同評量方式，兼顧總結性與歷程性之評量目 

    的，其可運用之型式，例如：專題報告、成品展示、紙筆測驗、口頭報告、實驗設計， 

    以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多種方式。另外，課堂實作與討論等活動之觀察，可即時掌握學生 

    的學習，前述評量方式宜交互運用，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促進學習。 

 （八）為提升學生對於科學文本之閱讀、口語與文字表達能力，建議以科學報告之撰寫及口頭 

    表達，做為高層次能力之總結性評量方法，每學年至少實施 1 次。 

 （九）實作評量可應用於學習活動中，特別是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主要目的在於了 

    解學生學習實況，以做為改進教學、促進學習的參考。評量應具有引發學生反省思考之 



 

    功能，導引學生能珍惜自我成長、持平的面對自己的學習成就、察覺自己學習方式之優 

    缺點。 

六、特殊教育班級各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以調整部定各領域課程計畫為原則，課程調整前應先評估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與學

習需求，了解學生的起點行為和先備能力，再分析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及能力之適配性。調整

原則及作法可依下列四大向度進行調整： 

 （一）【學習內容】方面 

1.針對各類特殊需求學生可採「加深」、「加廣」、「濃縮」、「簡化」、「減量」、「分 

 解」、「替代」及「重整」的方式來調整。 

2.身心障礙學生則需依個別學生的身心狀況及能力採用原指標，或採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與重整方式進行調整，再根據調整過後之指標編選教材。 

 （二）【學習歷程】方面 

1.依特殊需求學生的需要，善用各種能引發其學習潛能之學習策略，並適度提供各種線索 

及提示，採工作分析、多元感官、直接教學、多層次教學、合作學習、合作教學等教學 

方法，並配合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以激發並維持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三）【學習環境】方面 

 1.以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安全、安心且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為首要考量。 

2.再依據個別學生之身心狀況與需求，進行教室位置與動線規劃、學習區的安排、座位安 

 排等環境的調整。 

   3.提供所需的人力、輔具與行政資源與自然支持。 

 （四）【學習評量】方面 

   1.評量方式可採動態評量、檔案評量、實作評量、生態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等多元評量的 

    方式，充分瞭解各類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效，以做為課程設計及改進教學的參 

    考。 

   2.視學生需要提供評量時間（如延長、分段實施等）、地點（隔離角、資源教室等）與方 

    式（如口試、指認、使用科技輔具或專人協助等）的形式調整，或進行內容、題項與題 

    數增刪等評量內容的調整。 

 

拾、自然領域之議題融入： 
議題融入自然科學領域之內容涵蓋議題之知識、情意與行動，重視對議題認知與敏感度

之提升、價值觀與責任感之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之履行。進行議題教育時，透過本領域之學

習重點與議題實質內涵之連結、延伸、統整與轉化，培養學生對議題探究、思辦與實踐的能

力。 

拾壹、課程評鑑： 

 一、評鑑程序：自然領域課程小組實施初評，課發會實施複評。 

 二、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兼重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 

 三、運用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鑑來評鑑學生學習成果、各項課程與活動設計教學成效、行政支援 

     成效。以總結性評鑑來評鑑整體課程與教學效益、學生基本能力成長狀況，學習節數分配、     

   總體課程教學進度、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以及選用或自編教材的適切性。 

 



 

拾貳、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10學年度一至三年 

      級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四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實施。 

 

拾參、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