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探究式課程設計
與評鑑—以想享DNA
4N探索學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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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綱

◆課程評鑑的目的

◆課程評鑑的流程

◆校訂課程的課程評鑑



課程評鑑的目的

課程評鑑是指有系統地蒐集、分析與判斷課程設計、
實施及成效的資料，以判斷課程的價值與優缺點，
進而提供改進依據。

分析教學目標與設

計，檢討課程結構

改進教學與學習成

效

提供課程修訂、新

課程擬定的依據

評估課程目標達成

程度與課程價值



課程評鑑的流程

界定目標

• 明確評鑑

目的、評

鑑對象與

範圍

組成團隊

• 組成評鑑

小組（教

師、行政、

專家等）

選擇工具

• 問卷、訪

談、檢核

表、觀課

紀錄、學

習成果等

資料分析

• 系統性分

析課程設

計、實施

與成效

形成報告

• 將結果回

饋教學現

場，提出

具體改進

建議



開啟評鑑
的起心動念



校訂課程的前世今生

數理DNA

想享DNA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研究教師計畫_研究動機
學生缺乏探究學習的自信
心，探究能力弱

本校經濟弱勢的學生比例高，學習資源少，學習自信心不足，
也沒有學習方法。在學習的過程中，常複述師長的詮釋與觀
點，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理解與想法，也怯於提出不同的觀
點與立場。

啟動問題意識的思辨行動，
創造探究學習的教室

八年級校訂課程「4N探索學園」，設計螺旋式的探究課程。
嘗試運用問題意識的推理思維，透過「探究環」的實作歷程，
建構探究學習的鷹架概念。

運用邏輯推理能力，進行
主題探究

本研究期能引導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跨學科統整應用的能力，
運用語言、文字與符號與人溝通互動，能具備理解情境、獨
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落實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的理念。

培養價值思辨力與帶著走
的探究能力

透過課程的探究歷程，引導學生覺察事件、議題背後所隱藏
的立場，以科學知識或邏輯思維(歸納與論證)檢核訊息，探索
事件可能的事實與觀點，培養是與非的價值思辨力。

落實課程評鑑之精神
以學生的學習紀錄、教師的課室紀錄，學生學習問卷前後測
的量化分析與質性描述，進行檢討反思。修正課程設計時的
盲點與落差，以確保課程品質。



112學年度研究教師計畫_ 研究目的與問
題 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

1.以課程評鑑角度探討成長國中
108~111學年度DNA校訂課程的實
踐成效與困境，準此調整修正112學
年度之課程計畫。

1. 成長國中108~111學年度DNA校訂課
程的實踐成效與困境為何？

2.透過「探究環」的探究與實作歷程，
萌發學生對世界的好奇與熱情，聚焦
培養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

2. 探究與實作歷程所需的探究策略為何？

3.依據前測「探究式學習的認知」與後測
「探究式學習的態度與看法」的問卷結
果，進行「4N探索學園」課程評鑑之
成效分析，提供課程修正建議，促進學
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作為支援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參考。

3. 綜合課程評鑑的實踐成效、學習問卷
與訪談資料，課程實施是否能有效落
實課程目標？



112學年度研究教師計畫_ 文獻探討

一、素養導向教育

理論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Theory強調學生的學習應該以發展核心

素養和能力為目標，而非僅僅掌握知識和技能。張素貞(2021)認為素養

導向教學是達成核心素養的途徑，係指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在一個情境

當中，學生能活用所學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並實踐於行動中的一種課程

與教學取向。

二、素養導向教學
與評量

張素貞(2021)提到實施素養導向教強化學生學習方法及策略，透過提問、

完成學習單、小組討論、參與實作等有效的教學活動與策略，引導學生

創造與省思。教學設計應提供學生應用真實生活情境的機會，透過素養

評量，檢視學生所展現的表現是否達到預定的目標。

三、探究式課程
Herron (1971)依據探究時教師提供探究問題、操作程序以及解答的與否，

將探究分成四個層次，分別為驗證層次、引導式探究層次、開放引導式

探究層次以及開放性探究層次。

四、課程評鑑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實施要點指出，課程評鑑「以協助

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為目標，可結合校外專業資源，鼓勵教師個人

反思與社群專業對話，以引導學校課程與教學的變革與創新」（教育部，

2014），便是希望教育者能透過課程評鑑之回饋訊息，改進學校課程、

進行課程修正，改善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112學年度研究教師計畫_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探究How How學」社團學生(七年級8

位、八年級6位) 、80a班學生(21位)為研究對象。

◆由藍淑珠老師、張嫈嫈老師協同研究。共同進行課

程設計、教學實踐、課室觀察、教學反思及修正執

行。



112學年度研究教師計畫_ 研究結果
一、108~111學年度

DNA校訂課程的實踐成

效與困境

實施成效與困境——

能力影響學習表現

課程調整與因應——

讓探究有感有成就

二、探究與實作歷程所

需的探究策略與學生學

習成果

運用「探究摩天輪」

的循環歷程

運用科學探究教學模

式

三、探究式課程評鑑之

成效分析

量化成效分析

質性成效分析



節
次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112-01
探究班

112-02 
80a想享

DNA

1
以科學思辨訊息(運用科學知識和因果關係分辨訊

息可能的偏誤，解析內容敘述的合理性和正確性)

1.從新聞影片檢索訊息，以科學思維找出偏誤之處。
2.從班級書箱書籍(大家來破案)的一個事件中，歸納
整理破案線索和歷程，說明破案的因果關係。

閱讀
大家來破
案1

上學期已完成活動1

閱讀
大家來破案2

2
探究歷程的發現1(分析文章中的探究歷程，包含實

驗假設、變因、流程設計和結果)

也是城鄉差距的示範課
愛上跳蚤的男人-虎克定律實驗。
1. 找出事件報導的意義，理解探究歷程。
2. 查找證據來源和推論解釋的合理性，提出疑問

刪除
愛上跳蚤的男
人-虎克定律
實驗。

3
探究歷程的規劃執行與分析1(能規劃設計實驗，從

實驗數據分析得到結論)

食譜式跳跳糖與發泡錠實驗(七年級)
結構式橡皮筋實驗(八年級)
運用已知的知識規劃可進行的步驟，以解決問題

調整為
奇妙的發現
——小番茄的觀
察紀錄

4
探究歷程的發現2(從資料蒐集中找出可探究變因和

影響，進行假設，規劃可探究流程設計)

氣爆新聞的探究
大象牙膏實驗
分析整理各種影響結論的變因或要素，以實作理解
氣爆如何發生。

刪除
偏自然科的
實驗操作課程

5
探究歷程的規劃執行與分析2(能規劃設計實驗，從

實驗數據分析得到結論)

食譜式+結構式實驗
含糖飲料不能說的秘密(七年級)
蒐集資料，確認探究主題(八年級)

含糖飲料不能
說的秘密
實驗

6
~
10

探究歷程的定題與規劃實作(學生能自主規劃探究
歷程，完成探究報告)

自主探究主題實作
運用正確的知識和邏輯思考，規劃與執行探究歷程
，獲得合理的結論，進行發表

期末表現任務

這樣安排的適切性？



關於校訂課程的修正
與調整規劃

探索課程經過七八年級探索社團的實作與學生回饋，刪除過
多偏自然科的實驗操作課程，以學生生活習慣的飲料著手。



節
次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112-01
探究班

112-02 
80a想享

DNA

1
以科學思辨訊息(運用科學知識和因果關係分辨訊

息可能的偏誤，解析內容敘述的合理性和正確性)

1.從新聞影片檢索訊息，以科學思維找出偏誤之處。
2.從班級書箱書籍(大家來破案)的一個事件中，歸納
整理破案線索和歷程，說明破案的因果關係。

閱讀
大家來破
案1

上學期已完成活動1

閱讀
大家來破案2

2
探究歷程的發現1(分析文章中的探究歷程，包含實

驗假設、變因、流程設計和結果)

也是城鄉差距的示範課
愛上跳蚤的男人-虎克定律實驗。
1. 找出事件報導的意義，理解探究歷程。
2. 查找證據來源和推論解釋的合理性，提出疑問

刪除
愛上跳蚤的男
人-虎克定律
實驗。

3
探究歷程的規劃執行與分析1(能規劃設計實驗，從

實驗數據分析得到結論)

食譜式跳跳糖與發泡錠實驗(七年級)
結構式橡皮筋實驗(八年級)
運用已知的知識規劃可進行的步驟，以解決問題

調整為
奇妙的發現
——小番茄的觀
察紀錄

4
探究歷程的發現2(從資料蒐集中找出可探究變因和

影響，進行假設，規劃可探究流程設計)

氣爆新聞的探究
大象牙膏實驗
分析整理各種影響結論的變因或要素，以實作理解
氣爆如何發生。

刪除
偏自然科的
實驗操作課程

5
探究歷程的規劃執行與分析2(能規劃設計實驗，從

實驗數據分析得到結論)

食譜式+結構式實驗
含糖飲料不能說的秘密(七年級)
蒐集資料，確認探究主題(八年級)

含糖飲料不能
說的秘密
實驗

6
~
10

探究歷程的定題與規劃實作(學生能自主規劃探究
歷程，完成探究報告)

自主探究主題實作
運用正確的知識和邏輯思考，規劃與執行探究歷程
，獲得合理的結論，進行發表

期末表現任務

• 七年級學生認為

的挑戰是實驗操

作，八年級學生

認為的挑戰則因

人而異

• 對未來學習的幫

助多數認為是分

析策略和探究能

力



課程設計
與探究策略



一、課程目標

1.學生能探索事件、議題的事實

與觀點，不盲從特定觀點。

2.運用科學知識和邏輯思維等方

法判斷訊息的正確性和合理性，

清楚思辨其內涵與用意。

3.學生能自主規劃探究實作歷程，

從實驗數據分析，得到結論，

完成探究報告。



二、前測——了解學生的起點能力



二、前測——學生的學習表現

Q1.有人搶客源還

能賣2萬杯？
Q2.怎麼能事先準

備好足夠的木
瓜？

Q3.要買幾台果汁

機？
Q4.Why木瓜牛奶

是大部分人的
最愛？

同學的好奇與疑惑

提出

問題

閱讀

對話

整理

想法

分享

想法

過程

與收穫



三、課程脈絡



四、單元子題與學習歷程
◆因應學生學習樣態，依據課程目標，隨機調整學習內容。

發現規律與推論

(食譜式探究歷程)

規劃執行與分析

(結構式探究歷程)

定題與規劃實作

(引導式探究歷程)

5~12週1~4週 13~20週



五、探究策略 1 ——探究摩天輪
「探究摩天輪」的循環歷程

「提出問題→蒐集資料→整理想法→分享新知」
陪學生走一段探究的學習之路。

◆規劃各個小車廂裡的
練習活動。

◆設計迷你課(20~30分鐘)，
示範探究歷程。

◆提供充裕的時間，讓學
生多次練習，反覆提
問、思考、對話、討
論，慢慢感受、熟練探
究的學習進程。

資料來源：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 (2023)。轉動吧！探究摩天輪探究課堂實踐的奇幻旅程。



五、探究策略 2 ——科學探究層級
科學探究層級與名稱

學生依據自己的能力，選擇適合的探究方式，
體驗探究的樂趣，萌發對世界的好奇與熱情。

◆食譜式探究：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操
作方法、步驟以及結果；學生只需依
步驟進行操作和驗證已知結果。

◆結構式探究：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操
作方法及步驟；學生依步驟進行操作，
就可以得到結果。

◆引導式探究：教師只給予問題，學生
設計步驟進行操作，解決問題。

◆開放式探究：學生自行提出與主題相
關的問題，設計步驟完成探究。

修改自白佩宜 (2009)。
探討不同探究式教學法對高一生科學探究能力成長之影響



六、科學探究1——食譜式探究課程PPT
單元子題一：發現規律與推論(食譜式探究歷程)
食譜式探究：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操作方法、步驟以及結果；學生只需依步驟進行操作和驗證

已知結果。以科普閱讀《大家來破案》為例，歸納資料作合理推論。



▲學生1以順序法筆記重點 ▲學生2以順序和比較法 ▲學生3以描述和比較法
筆記重點 筆記重點 筆記重點

六、科學探究1——食譜式探究課程學生筆記



六、科學探究2——結構式探究〈也是城鄉差距〉PPT

規劃執行與分析(結構式探究歷程)
結構式探究：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操作方法及步驟；學生依步驟進行操作，就可以得到結果。
以〈也是城鄉差距〉文本探究、「含糖飲料的秘密」實驗為例，規劃流程步驟，執行後分析結
果以得到結論並與他人分享。



◆3位學生各自以自己所習慣的方法，整理筆記。

六、科學探究2——結構式探究〈也是城鄉差距〉學生筆記



六、科學探究3——結構式探究「含糖飲料的秘密」 PPT

◆結構式探究：教師提供學生問題、操作方法及步驟；學生依步
驟進行操作，就可以得到結果。



六、科學探究3——結構式探究「含糖飲料的秘密」學生筆記

▲小組1得出實驗結果後，自問自答。 ▲小組2在結論後，推論猜錯的原因。



六、科學探究4——引導式探究「跳跳糖與發泡錠」 PPT

◆引導式探究：教師只給予問題，學生設計步驟進行操作，解決
問題。



六、科學探究4——引導式探究「跳跳糖與發泡錠」學生筆記

▲ 4組學生的實驗筆記，圖示清楚，比較項目與呈現各有亮點。



總結性評量
與學習表現



一、期末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PPT
期末表現任務(引導式或開放式探究皆可，學生自主決定) 學生自行提出與主題相關的問題，
設計步驟完成探究。



二、總結性評量——科學實驗探究筆記
「探究How How學」社團



二、總結性評量——科學實驗探究實驗
「探究How How學」社團



三、總結性評量——探究報告主題
80a班「4N探索學園」



三、總結性評量——探究報告自評他評
80a班「4N探索學園」



課程評鑑
成效分析





一、課程評鑑成效——學生問卷量化分析
「探究How How學」社團學生

在「探究能力」的前後測分析摘要表

關於「我在探究式學習課程中最大的收穫」，學生能
從學習策略、問題思辨、資料整合及探究規劃等面向，
表述想法：



學生在後測問卷關於「探究學習對我的影響」，學生能從發現問題、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及歸納統整等面向，表述想法：

二、課程評鑑成效——學生問卷質性分析 1

◆學習到新的想法，問題解決的能力。(S01)

◆更深入事情的起承轉合，了解問題所在。(S02)

◆我覺得會讓我思考為什麼答案是這個，為什麼是這麼作，會以理解的方

式去唸書，而不是死背。(S03)

◆能更有條理的整理和描述事情(S04)

◆學習發現問題，像許多新聞不一定完全正確；發表或分享，學習從不同

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歸納統整：在閱讀文章能更快抓重點。(S05)

◆能靠自己推測出答案，且建立新的架構時，可以用統整的方法使自己更

快了解。(S06)



學生在後測問卷關於「我在探究式學習課程中最大的收穫」，學生能從學習
策略、問題思辨、資料整合及探究規劃等面向，表述想法：

二、課程評鑑成效——學生問卷質性分析 2

◆探究摩天輪，文章整理方法： K W L Q和提出問題的方法。(S07)

◆利用圖像化記錄重點，閱讀文章的策略，學習策略。(S08)

◆和組員討論、分工、分享，指出問題並解決問題，認真聽他人報告指出優點及問題。(S09)

◆流程和探究方法，用表格表達事情，文章找重點。更有懷疑的精神，對所有事保持好奇，

增強了我的學習動機。更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設計 實驗或合理推論來驗證。(S10)

◆表面的知識是常不準確，把資料系統化，實驗和事實常常能夠反駁我們的自以為是。(S11)

◆看到的影片或訊息不一定是真的，要小心求證。讓我無論遇到任何事都會探究下去。聽完

氣爆要有一定的濃度，太多或太少都不行。看文章要抓重點，但不要看太快。 (S12)

◆探究一個事情該有的流程，如何將得到的資料形成圖表，如何設計可行的實驗去驗證假設。

(S13)

◆不能眼睛看到什麼就覺得是什麼，任何事都有原因經過和結果，思考實驗中的結果是否有

哪裡出錯。(S14)



學生在後測問卷關於「我在這門課程中最大的挑戰」，學生能從做實驗、
找資料、思考解決問題的辦法及合作溝通等面向，表述想法：

二、課程評鑑成效——學生問卷質性分析 3

◆做實驗，是有條理的做實驗，因為不熟悉常常手忙腳亂，事倍功半，很

惱人。(S01、S07)

◆用淺顯易懂、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如何和隊員有效溝通？

(S02、S11)

◆自己針對故事來分析和歸納，且要在時間內做完。(S04)

◆丁烷射不出去，但時間不夠，在想原因，和找資料，可是關鍵字不對找

了很久。(S06)

◆在自己設計的實驗過程中會碰到一些困難，往往要花更多時間去思考解

決辦法。(S09)



三、教師課室觀察評鑑

◆參考吳碧純(2023)臺北市 112 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

展工作圈課程領導組──活化學校（子計畫二）課程領導人

專業增能簡報〈鷹架學生的探究學習，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力

簡報——探究學習模式之運用檢核表〉，設計「素養導向探

究式課程設計與評鑑」檢核表，評鑑課程的實施成效。

◆教學者以「素養導向探究式課程設計與評鑑表」中所列的檢

核項目，進行課室觀察與評鑑。



檢核項目
(主詞是教師)

做到打
✓

亮點或可調整處
課程實踐遇到的問題或對探究模
式規劃與實施的疑惑

1.是否鷹架學生產生探究的
問題意識

✓

課程一開始，延續上學期媒體識讀課程的學習，學生從書箱閱讀-大家來
破案，選擇一則主題閱讀並以圖形組織整理事件的起因、結果和破案證
據，理解主角破案推理的過程，和一開始如何發現疑點並提問。

課程實踐遇到的問題：

一、80a班學習動機低落
學生對探究式課程的學習歷程陌
生，對於沒有標準答案的課程探
究，信心不足，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探究，影響學習意願。

二、閱讀理解能力不足
探究社團七年級學生與80a班學
生，不具備閱讀理解的基礎能力，
無法適切解讀資料訊息及統整資料
重點，影響探究或實驗操作的規劃
與觀察記錄。

三、不習慣討論與發表
探究社團七年級學生與80a班學
生，因為害怕說錯，不敢表達想
法，也不敢提出疑問。

四、教材探究難度過高
像科學家一樣的探究引導，學生的
探究能力尚未養成，對教材內容無
感，影響學習成效。

2.是否具備特定探究模式的
程序

✓
運用「探究摩天輪」的循環歷程，引導學生探究，並透過〈也是城鄉差
距〉的文本探究，提供學生模仿科學家的探究思維。

3.是否鷹架學生蒐集資料 ✓ 設計迷你課，示範引導探究環第2個車廂的步驟。

4. 是否鷹架學生界定問題 ✓ 運用KWLQ模式引導學生確認問題。

5. 是否鷹架學生整理資料 ✓
教學簡報中列出建議整理資料使用的表格，並使用空白筆記本鼓勵學生
以自己學過的圖形組織彙整重要資訊。

6. 是否鷹架學生澄清想法 ✓

安排小組合作學習方式，讓學生主動和組員討論、分工、分享，指出問
題並解決問題，認真聽他人報告指出優點及問題，以澄清小組問題或方
法。

7.是否鷹架學生提出解決問
題的想法或做法

✓
運用結構式和引導式探究的歷程，引導學生參考流程，先觀察覺察問
題，進行資料蒐集以確認問題，再規劃流程以解決問題。

8. 是否鷹架學生執行工作或
採取行動

✓ 學生透過設計實驗流程進行實作，或從數據分析合理推論來驗證假設。

9.是否引導學生發表與分享 ✓
學生經歷不同探究歷程學習時，皆安排檢核點以gallerywalk方式讓小組
分享成果；亦透過學生筆記分享並表揚優秀的表達方式。

10.是否引導學生反思 ✓
每個單元結束前，教師皆會引導學生思考學到了什麼，並記錄自己的新
收穫或進步。

11.課程目標是否達成 ✓
從學生的回饋和表現中，可以知道這樣的安排符合且達成當初設計的課
程目標。

12.是否編製評量規準 ✓ 課程計畫規劃時，除了期末任務的設定，也一併設計評量規準和等級。

13.是否適切運用評量規準 ✓
進行期末表現任務前，會再和學生一起理解評分規準的要求和層次，讓
學生知道如何完成自己的探究和呈現方式。



課程省思
未來展望



一、課程亮點

課程規劃——兼顧社會人文與科學思維的探究

教學實施——營造具有「希望感」的探究課堂

學生學習——轉動「探究摩天輪」的學習生態



二、課程精進思考

學生學習難點 相對應之學習策略

學生受到學習經驗及學科成
績影響，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探究，學習動機低落。

1.選擇適切教材：師生對話討論學生「有感」的主題導入課程。
2.簡易提問說理解：請學生先概讀新聞文本，聆聽新聞報導，試著
尋找線索，用自己的話說明所閱讀與聆聽到的訊息，回答提問。

3.建立信心不放棄：透過教材的選擇及簡易的提問引導，建立學生
的學習信心，跨越探究學習的障礙。

學生沒有閱讀理解策略，無
法解讀資料訊息及統整資料
重點，影響實驗操作的觀察
紀錄與規劃。

1.運用基礎閱讀策略：請學生運用「五口訣」的閱讀策略，找訊息
畫重點，讀懂資料內容，增進閱讀能力，提升學習自信心。

2.運用圖像組織策略：依據素材內容，提供適切的圖像組織圖，引
導學生統整資料，如T圖、階層圖、流程圖、因果關係圖、問題
解決思考圖。

學生不習慣與人討論，也不
敢提出疑惑，害怕與人合作，
分享想法。

1.鼓勵對話交流：請學生勇敢說出自己的觀點，或是重述他人的意
見，不要害怕說錯，反覆練習用自己的話，表達想法。

2.專注聆聽表達想法：嘗試用自己的話說明並歸納聆聽的重點，解
釋訊息，提出看法。



三、課程展望

結合SDGs指標，融入

校訂課程，引導學生

探索事件、議題的事

實與觀點，理解不同

人的思維與處理方式。

研發SDGs探究課程，營造探究學習的教室



課程評鑑是學校課程發展與品質提升的

重要環節，透過系統化流程與多元方法，

能有效促進課程創新與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