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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編排提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行探究及學習的經歷 

 

對象：小四級常識科 

理念： 

近年科學教育的發展越發講求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體現探究精神，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及

本地公開試的評核設計，也強調學生提出疑問、應用原理及設計解難方法。計劃認為科學教學

與自主學習關係密切。以科學教學的「5E探究教學模式」（Bybee & Landes, 1988）為例，由「投

入（Engagement ）探討（Exploration）解釋（Explanation）精緻化（Elaboration）評

量（Evaluation）」的探究過程，均可以置入自主學習教學框架中的各個學習階段進行。計劃支

援人員與其中一所成員學校的常識科教師於小四級進行協作，透過重新編排課程以提升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自行探究及學習的經歷。 

 

表 1：「5E探究教學模式」與自主學習 

探究教學模式（Bybee & Landes, 1988） 自主學習教學框架 

1. 引起動機

（Engagement） 

 引發學生興趣與好奇心 

 探知學生對前備知識的瞭解情形 

A. 課前預習 

2. 探索

（Exploration） 

 同儕先分享前備知識，並在新的經驗

下，對原有觀念產生疑問 

 教師過程中以問題為核心，澄清學生對

觀念的看法 

B. 課堂教學 

展示所學、合作探

究、點撥釋疑、知識

建構 

3. 解釋

（Explanation） 

 鼓勵學生運用前備知識，對所探討經驗

及現象作合理解釋 

 在探討實驗中教師引導學生使用科學

的專業用語，加強對於科學知識的瞭解 

4. 精緻化

（Elaboration） 

 引導學生將科學概念應用於日常生活

與事件中，學會將所歸納的科學概念應

用或轉移到不同情境中 

C. 課後鞏固 

5. 評量

（Evaluation） 

 教師提供機會讓學生評鑑他們所學到

的科學概念 

D. 達標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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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效果： 

i. 課程層面：走出教學書的鋪排，以學生興趣及能力重新編排學習環節 

 

計劃人員與學校教師處理的課題為「水的過濾」。即使教學書包含實驗（圖 1），計劃人員

觀察到相關鋪排如「食譜」操作，即按照既定步驟（按照預定材料製作「濾水器」過濾污水）

得到預定結果（水變得較為清澈），較難令學生發展出科學探究的能力。計劃人員於是與教師

改良教學設計。在實驗前，學生於預習環節先猜想不同物料的過濾速度及效果，並指出猜想結

果與物料本身特性的關係。如圖 2中能力較高（甲）和能力較低（乙）學生的估計結果所見，

他們均能自行對不同物料的特性進行描述，並就過濾效果及速度進行合理的估計。比較他們的

作答，會發現學生對「活性碳」過濾「速度」的估計有所落差，這讓教師得到回饋，需要針對

「快慢」這概念進行澄清；又利用這估計的落差調動學生的好奇心提出假設，為實驗過程鋪墊。

這應呼應 Bybee & Landes（1988）提出「引起動機」（Engagement）。 

 

圖 1：教科書中的實驗設計 

   

 

圖 2：實驗前的預習及學生產出例子 

（學生甲）        （學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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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課堂教學／教師層面：仔細鋪排引導問題及搭建鷹架，協助學生建構知識 

 

圖 3是實驗前的教學設計。課堂上學生分享猜想的結果，這讓教師有機會了解學生的前備

知識，判析學生疑問及誤解，即席澄清概念；又透過提問及討論（例如「甚麼叫好的濾水效

果？」），牽繫學生日常生活所知（「探索」Exploration），帶出「過濾所需時間」、「清徹度」等

評定濾水效果的準則，並引導學生說出「利用計時器量度」、「於杯後放置白紙比較清濁」等方

法，讓學生明白「利用準確量度工具」及「公平測試」等科學專用概念（「解釋」Explanation）。 

 

圖 3：實驗前的教學設計 

 
 

透過上述的提問及鋪排，教師能夠在「公平測試」的概念上延伸，讓學生就濾水實驗的設

計進行評估及修訂。這個「精緻化」（Elaboration）的過程，讓學生轉移所學（「公平測試」）

於實驗情境。按照學生的產出所見（圖 4），學生掌握除了「物料」的變項外，盡可能讓影響

實驗結果的其他變項保持不變。 

 

 

 

圖 4：修訂濾水實驗及學生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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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過程中，學生能將之前討論有關測量的準則馬

上應用於實驗當中（「評量」Evaluation）。按觀課所見，學

生對實驗建立起擁有感，認真地對過濾物料的效能進行觀

察（圖 5）。從學生的課業所見，亦能更客觀、準確地紀錄

及比較相關數據（圖 6），就課題作出總結。對比實驗前的

估計，學生對於濾水物料原本的認知得以被挑戰（例如「活

性碳」），從而產生新知識。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探究教學

的設計，是從「教師主導」的一端過渡至及「學生主導」

的另一端，教師按學生水平高低及教學內容深淺拿捏平

衡，協助學生自行探究及建構知識。 

 

圖 6：學生紀錄和比較實驗數據，總結觀察及得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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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學生觀察濾水物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