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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社群主要扮演學科教學進

度編排、教學內容釋疑、教材教法

分享等功能，對於教學尚未熟稔的

新手教師來說，是教學成長的重要

來源，不過隨著教學現場的改變，

社群的組成方式和功能性勢必要有

所回應。 

八年前，本校自然科教師從

「學生」和「教師」兩個層面分析

發現：「學生」雖然具備基本的科

學學科知識，但是對於科學的學習

日漸被動，在沒有特別給予獎勵的

情況之下，越來越少主動與教師談

論科學議題，參與科學實作活動的

學生也大量減少，大都是被動等老

師給予套裝式的答案，也被動的等

著老師教授課本內的知識，在學習

動機普遍低落的情況下，學生學習

科學的效果不彰；另外，「教師」

部分雖然在師培過程中都受過專業

科目的增能，但是跳脫專業知識

外，對素養能力、真實情境議題、

跨科整合議題卻是陌生的。 

就因為當時不佳的科學學習情

況是一個大家都有意識、且急迫要

解決的問題，因此增加了共同組成

社群的意願，期望能解決日益惡化

的現狀。但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社

群，是需要時間磨合和專業成長，

本文將針對本校跨科社群的發展做

一分享。 

 

一、初探期 

初探期，社群的存在有明確的

目標，因此社群教師皆具極高的動

能想要解決困境，但在經驗不足、

系統未整合以及教師須增能等因素

下，這個階段通常只能處理問題的

表象，因此後續還需要透過反思和

回饋才能使社群成員能發現根本問

題，進而實際解決問題並且推動社

群成長。 

本社群教師一開始先閱讀相關

文獻，發現科學遊戲具有引發思

考、趣味性等優點(楊明獻,2007)。

另外，科學遊戲中的魔術，更能夠

引起學生探究原因的動機。基於以

上，大家決定以科學魔術的方式刺

激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期待學生在

探究原因過程中，能夠統合自身所

學，提升學生問題自主解決的能

力。為使大部分的學生都能夠有機

會受到影響，社群教師們決定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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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片，做為有獎徵答的素材。 

社群教師當時候無法綜整各項

能力指標來設計活動，所以大多憑

藉著多年累積的經驗和素材來拼

湊。為避免僅只於有趣，大家對科

學魔術影片有三個主要共識：扣合

課程內容、物品易取得、具可探討

性。在這樣前提下，社群教師輪流

展示適合拍成影片的科學魔術。經

過一輪展示和蒐集後，大家找出八

段能提取學生探究能力、解釋能力

的橋段，並討論拍攝細節和問題設

計。 

活動結束後，社群進行了反思

和檢討，大家發現短期加溫雖然有

助於提升科學學習的動機，卻無法

讓學生對科學探究的動機持續不

斷，活動結束後，學生對於事物探

求的好奇心迅速的衰減，就算有也

僅止於影片中的內容，因此我們想

解決幾個關鍵問題：1.科學魔術如何

有系統的幫助學生?  2.學生回應熱

烈，但能力普遍不足 3.科學素養能

力不足  4.科學魔術的內容仍單屬某

一科目。 

 

二、教師增能期 

經歷過初探期的反思，社群教

師認為提升科學素養才是問題的核

心，需要相應的科學素養課程才能

扎根。不過大部分的社群教師都是

理工專業背景，對於科學素養一詞

是很陌生的，所以這個時期社群成

員對於專業成長有急迫的需求。根

據文獻，教師專業成長可以藉由

「自我發展」和「相互學習」兩個

途徑完成(歐用生,1996)，因此在社

群教師討論後，決定朝著 PISA 評量

試題的共讀和分享做起，讓大家對

於科學素養有進一步的理解。 

1.PISA科學素養專題分享：筆者與

社群的另一位教師具備科學教育的

專業背景，因此透過專題分享的方

式，讓社群教師對科學素養有粗淺

的認識。 

2.PISA試題分享：社群成員從 PISA

範例試題中挑選有興趣的部分，自

我研讀後做成 PPT，再與社群其他

教師做試題的深度分享。 

3.外部專家增能：邀請科學教育方面

的專家，進行科學教育理論和實務

方面的分享，並透過專家的指導，

調教大家對於科學素養的認知。 

4.仿 PISA試題創作：透過模仿和分

享，讓社群教師嘗試素養導向的試

題設計，體驗和平日習慣的出題方

式之間的差異。依序將創作的試題

透過焦點討論的方式，看到彼此試

題的優點和不足。 

這段時期走得很緩慢，沒有具

體的產出成果，但卻是整個成長歷

程中最重要、也最關鍵的時期。因

為透過 PISA試題的共讀和分享，以

及 PISA試題的模仿，讓教師們了解

科學素養能力的核心觀念，藉此轉

變課程設計的內涵和目標。不過，



這個時期的我們經過反思後，發現

了幾個問題： 

1.分析時太過強調 PISA評量架

構，反而讓教師覺得困惑，出現很

長的撞牆期。後來只做能力向度的

分類，降低了不少困難，但教師對

於素養概念的增長其實是相同的。 

2.選擇分享試題時，教師習慣

以自己的專業領域考量，分析時仍

加入大量知識面探討。所以若能改

用非自己學科的題目來做分析，可

能會讓教師對於科學能力和科學知

識有更進一步的區隔。 

3.教師認同 PISA的評量方式，

但要遷移至素養導向試題設計的嘗

試，出現很大困難。後來嘗試從

PISA的文本繼續衍生試題，降低不

少困難。 

 

三、發展期 

教師經過專業增能後，社群教

師開始著手素養課程的發展。有了

科學素養的基本認知後，教師設計

的課程已經異於以往制式的架構。

以教學內容來說，科學知識的灌輸

已非主要，以教學目標來看，也已

經不是「熱鬧」取向的課程，取而

代之的是安靜、紮實的能力養成；

社群教師各自完成了「科學遨

遊」、「生活化學」、「生物採

集」和「物理探索」等課程，雖然

課程設計上已經有了突破，學生在

學習過程也給了正面的回饋，不過

透過反思我們也看到以下問題： 

    1.教師設計的課程以自身專業領域

出發，仍會不自覺地參雜許多知識

性的內容，透過反覆在社群中分享

和回饋，才能逐步修正為素養導向

的課程。 

    2.發展的課程由社群教師各自在自

己的課堂上試行，因為授課對象的

不同，教師在難易度的設定上也有

很大的落差，因此成效難統一分

析。 

    3.因彼此的課程缺少橫向的聯繫，

部分能力的培養課程在不同素材間

重複出現，部分能力又鮮少人特別

注意，因此課程目標紊亂。 

 

四、盤整期 

課程發展期，社群教師採取各

自發展、領域時間分享和回饋的方

式進行，雖然課程具有多元性、也

有素養課程的雛型，但是缺乏整體

性，也不具系統主軸，因此社群教

師開始課程的盤整與整併。整併過

程中，教師們發現彼此的課程要跨

科授課會有很大的困難，主要的原

因還是在於課程的設計裡仍涵蓋太

多學科知識，甚至當其他科目教師

提出修正建議時，該科目的教師會

堅持是學生該具備的背景知識，因

此造成設計者認為課程有需要、其

他社群教師認為教授太多知識內容

的矛盾，學科本位的衝突造成教師

的焦慮，甚至部分成員退縮、萌生



退出社群之意。 

    不過這時期的衝突是很棒的成長

歷程，因為衝突帶來了新的對話，

也帶大家離開自己身處的舒適圈，

開始思索對方的堅持以及自己的焦

慮來源；換位的思考模式讓我們從

最難以突破的本位主義中跳脫，重

新定位素養課程。經過討論，我們

從決定從兩個方向解決爭議： 

1.引入焦點討論法的教學模式：課堂

的中心從原本老師的角色轉變成學

生，老師在課室中變成引導者，以

有意義的提問，引導學生發現問

題、討論問題、回答問題和反思問

題。只要有良好的課程設計，學生

可以從文本中獲取所需的知識，而

老師著眼在能力的提取和提升。 

2.閱讀國中理化領綱：從領綱中理解

國中生所接受的自然教育，作為高

一學生科學背景知識的重要依據。

在以此為基礎，以不超過為原則，

設計能力導向的課程。 

    這兩項方式的導入，讓原本課程

設計陷入僵局的情況有了實質的改

善，課程內容也依據課程試行的現

況和社群教師的需求做滾動式的修

正。 

 

五、成熟期 

經過衝撞和磨合，大家重新思

考素養課程的真正目的。經過討

論，一致認為結合生活情境，讓學

生具問題解決的能力才是最終目

的。因此教師們改以鄰近的環境為

出發點，鏈結學生關心的議題。另

外，為避免重蹈太過專精於某些學

科的知識，議題的研究尺度變得更

寬，旨在培養學生以科學素養能力

面對生活議題，甚至讓學生從數據

的收集和分析，對公共政策提出建

議。 

也因為有了這些的轉變，大家

課程設計朝著降低知識面的需求、

增加科學素養能力面的培養，課程

內容朝著發現問題、科學解釋和科

學論證等方向規劃。因為這些核心

的能力是所有自然領域教師所具

備，因此教師不再懼怕跨科的課

程，課程設計也漸趨成熟。 

 

後記 

「我要退出」，這是社群發展

歷程中讓人最震撼的一句話。教師

當時想退出的理由其實很單純：因

為覺得難理解「跨領域」設計課程

的方法和價值。這也才讓大家驚覺

其實一直向前突破的過程中，總以

為大家都跑在同一條線上，卻忽略

了每一個夥伴的感受和接受度不見

得一樣；也幸好有了這樣一句話，

讓我們放慢步調重新啟動深度的對

談，透過彼此的分享了解對方的擔

憂和困惑。當然有了這樣的經驗，

社群變成能安心對話與陪伴的環

境，穩健的成長和共榮的氛圍變成

了社群最重要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