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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畫於 104 年 1 月 27 日主辦「數位電子書實務社群專業成長學術研討會」，
內容包括 ( 一 ) 科學學習：火的利用、水資源、天文 ( 月亮、太陽、星星 )、簡單機
械；( 二 ) 學童閱讀：土石流的秘密、天啊 ! 我的麵包發霉了 !、石在有學問；( 三 )
數學學習：原住民文化融入數學小數除法、數學角度與面積及分數單元電子書教材；
及 ( 四 ) 奈米科技：黑色驚奇、動物中的奈米等單元，這些研究成果均已匯集成冊做
為推廣用途。

另外總計畫密切與合作的原住民學校 K 國小，進行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課室觀
察與實驗教學，以及辦理「水資源」生態教育科學工作坊。開始進入 K 國小自然科教
學課堂做觀察時，發現學生沒有上自然課應該有的常規，班級秩序還算好，但隨著時
間拉長班級秩序漸漸失控，出現較為吃力的狀況，而當天老師對於課程的內容提出的
案例示範，感覺比較不適合原住民學生，對於此原因在課後的訪談中發現，老師才到
K 國小上課第一年，對於原住民文化與日常生活及學生程度了解不夠，因此舉出案例
有些不是很恰當，在課堂中老師充分使用電腦設備試圖讓學生更了解其觀念，但成效
有限 (2015.03.11)。

因此研究團隊與合作的原住民學校協調由我們來介入試教星座觀測與原住民火的
利用等課程。總計畫於 2015/04/14 及 2015/04/21 進行 4 節課的試教，整個過程中漸
漸抓住原住民學童對科學的好奇心 ! 例如 2015/04/14 進行星座教學，先以課程中希
臘神話[補充原住民神話]，引導回憶《觀測月亮、太陽》時獲得之舊經驗，了解太陽、
星星都可用方向、仰角表示在天空的位置。接著再假設星座來到 K 校園中，藉由校園
尋寶活動認識方向、仰角的意義 ( 如圖一 )，介紹各種觀星儀器的用法及觀星場所注
意事項 (如圖二 )。

圖一 :校園尋寶活動認識方向、仰角的意義 圖二 :介紹觀星場所注意事項



2015/04/21 進行原住民火的利用課程，首先宣導實驗安全，建立規範並說明實
驗流程。原住民對於實驗教學感到非常的高興與快樂，試教期間更聚精會神的聽研究
者說明 ( 如圖三 )，例如於實驗一空氣的成分活動中，以 POE 教學法進行，最後實驗
結果學生的迷思概念得以釐清 (如圖四 )，部分活動如下圖說明。

總計畫又於 2015/04/24 辦理「水資源」生態教育科學工作坊，邀請到 K 國小的
夏老師為我們研究團隊對於水資源生態教育及原住民山區的蝴蝶生態有一番重新的認
識，這些都是為後續研究計畫進行原住民科學教育的題材做準備。目前合作的原住民
學校進入第二次月考，也開始忙碌母親節及六年級的畢業活動，因此研究計畫團隊利
用這段期間，透過之前深入部落進行田野調查資料蒐集，藉由研究群與部落耆老、學
校原住民教師的三方面對話，加緊腳步將收集的訪談及田野調查資料，按照九年一貫
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嘗試融入原住民文化觀點與神話故事，進行與現代科學的
對話，編輯一系列有聲數位化電子書，主題有火的利用、水資源、天文(月亮、太陽、
星星 )、簡單機械等單元。

圖三 :分組動手操作實驗課程 圖四 :教師示範操作煙火產生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