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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將於民國九十年起，分四年逐步推行九年一貫課程，為因應教育部推行九年一

貫課程政策，而進行資訊科技融入自然科教學實驗，我是負責四年級自然的教學實驗，本

實驗歷時約３個月，兩個教學單元。再實驗進行過程中，個人因實際從事資訊融入教學，

對整個教學甘苦有深刻體驗與感受，並將之整理與大家分享。 

二、教學實驗過程： 

在教學實驗前有先實施自然科學態度量表（林錦雪，民 84編製）、電腦科態度量表（林

偉人，民 83編製）及自然科成就測驗（高雄市資賦優異學生成就測驗題庫）等三項測驗，

教學實驗後再重測上述三項測驗及資訊科技融入自然科教學之學生問卷（王全世，民 90編

製）。教師於課前先編寫教案（附錄一），並於教學過程中，紀錄教學中之發現或問題（附

錄二）。 

三、教學實驗器材： 

實驗組學生每週可以安排 2節課的時間到電腦教室使用電腦，其餘無法到電腦教室的

時間，則在自然科教室上課，教室內有網路線及一台數位電視，教師有一台筆記型電腦可

以利用。 

四、實驗成果： 

(一)、 學生學習興趣增加：根據自然科學態度量表前後兩次施測比較，實驗組在前測時略

低於控制組，在後測時卻略高於控制組，因此發現資訊融入自

然科，可以提升學生對自然的學習興趣。 

(二)、 比較樂意主動學習：根據我上課的觀察，實驗組學生上課時的態度較為積極，遇到

不懂的問題，會主動提起要上網查或是到圖書館查資料，而控

制組的學生則比較會等待老師給予答案。 

(三)、 教學方式多樣，能維持學生的新鮮感：上課有時到電腦教室，有時在戶外，或在教

室做實驗，或者是用數位電視來介紹相關資料，學生上起課來

都精神很振奮，很期待。 



 2001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  地點：逢甲大學 時間：民國 90年 10月 19~21日 
救3頁 

(四)、 善利用網際網路的特性能獲得較多的資料：書本上的東西比較固定，但是網路上的

資料很多，有靜態、有動態、有圖片、有遊戲… … .等等，找到

的資料很多樣化，學生的學習也較充實。 

(五)、 利用電腦搜尋、整理資料的能力增加：實驗學生比控制組的學生每週多了 2節接觸

電腦的機會，因此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增加的比控制組的學

生快。 

(六)、 一人一機，可按自己的程度學習：在電腦教室是一人一機，學生只要做完老師規定

的作業，就可以自由使用電腦，因此程度好的同學不必等候其

他同學，充分利用時間進行自我學習，程度較差的同學，也不

必為了配合其他人，而放棄自己的學習。 

五、發現問題： 

（一）在學生方面： 

1、 使用電腦的基本能力不足：本校學生從三年級開始每週有一節電腦課，四年級的

學生對電腦的操作並不熟悉，因此到電腦教室上課時，常常會

有操作上的問題，每節課花在問題排除的時間大約需半節課。 

2、 使用電腦的機會不均等：學校電腦通常是由老師兼任管理，而遇到電腦當機或其

他系統上或硬體上的損壞時，就無法讓每個學生都能自行操

作，再加上學生的家庭環境差異，讓學生接觸電腦的機會懸殊

更大，因此在教學時也會產生一些困擾。 

3、 學習動機和學習目標不符：原本是希望藉由電腦這種媒介讓學生能加深，或加廣

該學習領域的目標，結果很容易變成另一堂的電腦課。 

4、 使用數位電視時學生興趣缺缺：電視這樣的媒體對學生來說俯拾皆是，所以，對

於電視基本上不是其所「遙控」下的「節目」，多半興趣缺缺。 

5、 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更有挫折感：原本只是學習自然科，但是一融入資訊後他

必須再多學習電腦科，對程度較差的學生造成更大的負擔，學

習的挫折感更大。 



 2001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  地點：逢甲大學 時間：民國 90年 10月 19~21日 
救4頁 

（二）在教師方面： 

1、 很難掌握教學目標：本來資訊的融入是為了協助教學，但卻很容易反客為主，不

知不覺中會將重點變成教電腦。 

2、 可做教學的網站和軟體不足：雖然網路的世界浩瀚，可是大部分都是商業用途，

即便是學術網路，適合小學課程的內容卻少之又少，市面上的

軟體大都是遊戲，可以適切用於教學上的也不多，準備工作將

花去大半的時間，因此更增加教師的負擔。 

3、 教學進度落後：因需要撥時間到電腦教室上課，因此教學進度落後許多，讓老師

趕課趕的很痛苦。 

4、 學習評量有困難：評量除了紙筆測驗外，有些是需要學生利用電腦來完成的作業，

因此這些作業在評分上很難界定是評自然的成績，還是評電腦

的成績，也有些學生就乾脆把別人的檔案拷貝一份交出來，因

此很難真正看出學生的能力。 

5、 電腦能力不足反而事倍功半：教師要使用電腦教室，必須先了解電腦教室內的廣

播設備，再加上學生使用過程中會發生很多問題，如果教師本

身無法排除問題，反而會讓教學事半功倍。 

六、建議： 

   根據以上發現的問題，提出了一些淺見供大家參考： 

（一）教育行政方面： 

1、致力發展良好的教學平台，降低學生及教師電腦操作能力不足的影響，以利學生學

習及教師教學。 

2、將優良的教學相關網站做適當的收集、分類，並鼓勵架設教學網站及設計教學軟體。 

3、提供充足的硬體設備，讓教師教學時更得心應手。 

4、為讓教師設計適當的教材，應適度降低教師授課時數。 

（二）教師方面： 

1、 要做融入教學應視學生程度及教學內容作適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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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各科教學為主，電腦應是利用來學習的輔助工具。 

3、 教學評量的設計要多樣，不要淪為評量學生的電腦能力。 

4、 要不斷的充實資訊知識和能力，以提升教學能力。 

七、結語： 

根據資訊科技融入自然科教學之學生問卷統計中得知，學生有大約九成以上喜歡老師

用電腦來上自然課，也有大約八成左右的學生，希望其他科目的老師也利用電腦來教學，

因此資訊科技融入各科對學生的學習有正面的幫助，但要能真正落實則需要再多一些相關

的設計，讓教師不需花太多時間在電腦的教學，讓學生能使用電腦就如同遙控電視一般簡

單，那正是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真正落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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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自 然 科 教 案 一 

單元
名稱 

月亮出來了 教學者 廖秀芳 年級 四年級 
教學
時間 

320分鐘 

教學
目標 

一、月亮的位置會移動嗎。 
二、月亮的形狀如何改變。 
三、利用網路搜尋月亮相關資料。 
四、利用電腦整理學習內容。 

教材分析 教學重點 教學準備 

1. 學習利用指南針來定位。  
2. 製作簡易的月亮觀測器來觀察月亮
的移動位置和高度。  

3. 由平日的觀察瞭解月相的變化規
則。  

4. 利用電腦網路及光碟軟體來學習。 
5. 利用月蝕動畫引起學生討論。  
6. 瞭解觀察月亮的方法。  
7. 能實際觀察並記錄月相的變化。 
8. 能利用網路尋找資料。  

1. 利用月蝕動畫引起學
生討論。  

2. 瞭解觀察月亮的方法。 
3. 能實際觀察並記錄月
相的變化。  

4. 能利用網路尋找資料。 
5. 介紹學生適當網站來
充實相關知識。   

1. 事先搜尋網站資料。  
2. 製作學習單。  
3. 準備月形變化卡。  
4. 準備月亮轉盤。  
5. 準備相關錄影帶及光碟
片。  

 

教學流程 教具器材 

1. 利用月蝕動畫引起學生討論。  
2. 播放影片讓學生對學習內容稍做瞭解。  
3. 指導學生使用指南針找出方位。  
4. 讓學生學習使用月亮轉盤。  
5. 持續二個月觀察月形變化。  
6. 利用網路直播可以觀看月亮的月相。  
7. 製作月亮觀測器，利用觀測器在校園中實地練習觀測。  
8. 利用觀測器觀察月亮位置如何改變並記錄。  
9. 觀察月亮期間可以利用線上討論來做問題探討。  
10. 持續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利用網路做加深加廣的學習。  
11. 觀察月相一段時間後做歸納統整。  
12. 進行學習評量。  
13. 請學生整理並繳交相關作業。  
14. 與同學分享並報告學習心得。  

¬ 電腦教室設備。  
¬ 數位電視。  
¬ 指南針。  
¬ 月亮轉盤。  
¬ 月亮觀測器。  
¬ 相關網站： 

http://content.edu.tw/ 
www.tam.gov.tw 
中央氣象局 
清蔚園科學館 
TAS台灣天文網 
陳立群的天文網頁：守
著星空守著你 
黃祁雄的宇宙天文篇 
香港天文台 

¬ 影片及光碟。  
¬ 學習單及測驗。（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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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科 技 融 入 自 然 科 教 案 二 

單元
名稱 

雲和雨 教學者 廖秀芳 年級 四年級 
教學
時間 

320分鐘 

教學
目標 

一、水的蒸發和凝結。 
二、我們看雲去。 
三、我們來測量雨量。 
四、利用網路搜尋雲和雨相關資料。 
五、利用電腦整理學習內容。 

教材分析 教學重點 教學準備 

• 瞭解水的循環。 

• 能分辨雲的種類和天氣變
化的關係。 

• 學習測量雨量的方法。 

• 利用電腦網路及光碟軟體
來學習。   

1. 利用雲圖動畫引起學生討
論。  

2. 瞭解水循環的方式，珍惜水
資源。  

3. 利用幻燈片說明雲的變化。 

4. 能利用網路尋找資料。  

5. 介紹學生適當網站來充實
相關知識。  

1. 事先搜尋網站資料。  

2. 製作學習單。  

3. 準備各式雲圖幻燈片。

4. 準備相關錄影帶及光
碟片。  

 

教學流程 教具器材 

1. 利用雲圖動畫引起學生討論。  

2. 播放影片讓學生對學習內容稍做瞭解。  

3. 透過水的蒸發和凝結的實驗，來瞭解水蒸氣如何凝結成雲。 

4. 讓學生瞭解海洋對天氣變化的影響。  

5. 透過網路可以觀察到許多不同種類的雲。  

6. 利用網路直播可以觀看不同時間的雲圖變化。  

7. 會收集雨水，並測量雨量。  

8. 利用線上討論來做問題探討。  

9. 持續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利用網路做加深加廣的學習。  

10. 進行學習評量。  

11. 請學生整理並繳交相關作業。  

12. 與同學分享並報告學習心得。  

1. 電腦教室設備。  

2. 數位電視。  

3. 雲圖幻燈片。  

4. 燒杯、冰塊、熱水、天
平、量筒‧‧‧等實驗
器材。  

5. 台灣島圖。  

6. 相關網站： 
http://simon.csrsr.ncu.ed
u.tw 
http://wasky.tw.to/ 
http://w7.dj.net.tw 
http://www.lib.ncu.edu.t
w 

7. 影片及光碟。  

8. 學習單及測驗。（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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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自 然 科 教 學 紀 錄 表 

日 期89 年 9 月 14 日 班 級 四 年 2 班 單 元 名 稱 月 亮 出 來 了

教學概述
一、利用電腦教室學習操作電腦，也可評估班級的電腦操作水準。 
二、講解搜尋引擎如何使用，並請他們利用搜尋引擎找出與月亮相關的網站，
並紀錄網址。 

心 得
與 

省 思

一、學生對電腦的操作及概念並不熟悉，必須多花幾節課讓他們接觸使用。 
二、下次上課讓他們選定自己有興趣的主題，讓他們了解如何鍵入關鍵字。 
三、今天花在電腦的操作說明的時間很多，感覺好像在教電腦。 
四、利用搜尋引擎時，常會出現一些不適合學生觀賞的網站。 

 
 

日 期89 年 9 月 15 日 班 級 四 年 3 班 單 元 名 稱 月 亮 出 來 了

教學概述
一、利用電腦教室學習操作電腦，也可評估班級的電腦操作水準。 
二、講解搜尋引擎如何使用，並請他們利用搜尋引擎找出與月亮相關的網站，
並紀錄網址。 

心 得
與 

省 思

一、這班的電腦程度較好，只要稍加說明很快就達成目標。 
二、同儕間會互相幫助，學習速度更快。 
三、學生學習意願較強。 
四、上課的秩序較難控制。 

 
 

日 期89 年 9 月 26 日 班 級 四年 2、3 班 單 元 名 稱 月 亮 出 來 了

教學概述
一、講解月亮觀測器的使用方式，並到戶外做練習。。 
二、說明習作的作業，回家實地測量月亮的高度並記錄在習作上。 

心 得
與 

省 思

一、因需要觀測月亮，因此進度很難控制。 
二、作業是長期觀察，學生常忘記，因此課堂上要花很多時間檢查作業。 
三、發現學生不大會使用指南針，需要再加強。 
四、有些學生表示不是很喜歡到電腦教室，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他電腦不大
會，每次到電腦教室上課就覺得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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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89 年 10 月 3 日 班 級 四年 2、3 班 單 元 名 稱 雲 和 雨

教學概述

一、利用任立渝氣象工作室的資料及圖片等，來介紹雲和雨的變化對天氣的影
響。 

二、觀察水加熱沸騰後會形成水蒸氣。 
三、接著作水蒸氣愈冷會凝結成小水滴。 

心 得
與 

省 思

一、很多學生還是會認為杯壁外的小水滴是杯裡滲出來的，必須再做許多答
辯，他們才會想通，小水滴是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而成。 

二、許多學生還不大會操作等臂天平，需再加強。 

 
 

日 期 89 年 10 月 19 日 班 級 四 年 2 班 單 元 名 稱 雲 和 雨

教學概述
一、到電腦教室利用網路搜尋，把找到的資料複製並貼到學習單上，整理後完
成作業。 

二、並利用校園網路將作業繳交到指定的資料夾。 

心 得
與 

省 思

一、有些學生對如何複製資料有問題，經個別指導及請小朋友互相教導後大部
分都能操作。 

二、學生對 word不熟悉，因此在資料的編輯上有許多問題。 
三、將與電腦老師溝通，希望於電腦課時，配合加強文書編輯教學。 

 
 

日 期 89 年 10 月 24 日 班 級 四年 2、3 班 單 元 名 稱 雲 和 雨

教學概述
一、說明雨量如何收集，並了解如何比較雨量的大小。 
二、利用試管等不同的容器練習比較。 
三、放置雨量收集器實地作雨量的收集。 

心 得
與 

省 思

一、因高雄不常下雨，因此進度很難控制。 
二、學生對於比較雨量多少，常因容器不同而混淆，需多做幾次實驗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