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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及內容： 

一、研究動機： 

    王為國（2007）指出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是分

享共同承諾、觀念和價值而在一起的一群人。學生若為了增進自然科

學相關探究的知能，共同組成小組進行研討，他們承諾遵守團體規約，

分享彼此科學探究的觀念及方法，此即成為校內學生之科學學習社

群。Sergiovanni（2002）更進一步提出學校建立社群可以支持學習、

可以建立學習組織的團隊關係和責任。因此，學生群體應可藉由共同

之主題，構成自主的學習社群，透過協同合作的人際互動關係，形成

相互支持的學習環境，共同追求學習社群的理念與實踐，以適應外在

環境的變革（黃永和，2005）。 

我們可視學生學習社群是一種理想的學習環境，結合自主性之議題研

討方向，能夠提供學生具體的組織基礎，以實現學習型組織的夢想。

學習社群之組成，可採取現有之學科分組，亦可跨越學科界線，討論

重要的議題。王為國（2007）進一步指出學習課程的發展模式可與社

群運作之內涵結合，強調分享、互動、對話及協商，在學校中可以組

成不同探究目標之社群，結合共同關心之領域專業教師來學助學生組

織以探究課程為主軸之學生學習社群，提升探究品質。因而，組織科

學探究之學生學習社群，可解決既有課程欠缺之問題及提升探究課程

之品質，並可透過社群發展歷程，引導學生激盪對話氛圍，建構信任、

合作，創造有意義之組織知識，形塑建立學習成長向上之環境。周麗

華（2010）指出，在推動專業社群的策略上，需運用專業社群的概念

內涵，讓參與者在支持、可信賴的環境中進行，以幫助其專業的發展。

Massachusetts ASCD（2004）曾針對如何成為一學習社群提出七個步

驟（引自周麗華，2010），敘述如下： 



1.運用各種可能的途徑與機會，和成員對話，探討社群的價值，建立

領導能力。 

2.組織一核心支持小組開始運作。 

3.發展一共同願景，對於願景的目標、定義均需成員彼此同意，以避

免誤解。 

4.決定行動計畫，描繪執行的策略，將此學習社群融入學校改善計畫

的一部分。 

5.將議程正式化，強調此工作的重要性。 

6.對於成員實務上良好的表現應予以讚揚慶祝與認同肯定。 

7.藉由導入新成員與持續評鑑學習社群效能使社群運作得以永續發

展。 

 

二、研究目的 

(一)以行動研究探討學生學習社群之組織與課程發展模式 

(二)以行動研究探討學生參與學習社群之學習成效。 

 

貳、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設定學生學習社群運作目標：  

1. 提升學生自然科學知能。 

2. 增進學生科學探究興趣。 

3. 建構學生科學研究內涵及改善學生科展及發明展之製作能力。 

4. 發表成果並建置於學校網站提供師生運用。 

 

二、規劃學生學習社群運作流程：為強化學生科學素養，整合課程教

學與科學探究，使學生之自然領域之學習與科學研究能緊密結合，規

劃設置學生探究學習社群，提供不同主題之發展平臺，推動學習型組

織運作，帶動師生對話、省思、行動實踐之合作交流模式，促進學生

組織持續成長。流程規劃如下： 

(一)學生學習社群之組織發展模式規劃 

(二)組織學生科學學習社群 

(三)建立學生社群互動平台與互動模式 

(四)引導學生社群探究發展方向 

 



三、「學生學習社群運作模式」之建立：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學生學

習社群運作模式」之後續探討，提供評鑑修正之參考，運作架構如右

圖。 

 

參、 目前研究成果： 

一、 學生社群組織發展模式： 

(一) 每月辦理假日學生營隊活動：引導對科學探究活動有興趣的

學生，一面參與科學活動了解科學探究的內涵，一面藉由科

學活動刺激學生腦力激盪出科展與發明展的主題。目前已辦

理 9、10、11、12月份的假日科學營隊活動。 

  

  

(二) 自然領域教師辦理科展及發明展計畫徵選：自然領域教師於

九月份辦理校內科展計畫甄選，目前已選拔出六件輔導主題

由各任課教師利用午休及課餘時間進行輔導。 

二、 設置平台： 

為解決國中生沒有科學探究正式課程時間，師生的討論及實驗操作

常受到時空的限制，因此選擇具隱私性及多媒體整合的平台，提供

師生線上輔導及分享使用。 



 
 

  

三、 學生科學探究歷程紀錄 

將科學探究歷程依照不同競賽屬性進行歷程輔導，包含競賽規則、

進程規劃、格式及範例、評分項目及規準，作品觀摩演示暨互評。

在社群互動平台上，教師依進程上傳相關訊息、確認學生進度、是

時提供學生問題解決策略，以及分階段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發明展觀摩與互評 科學展覽觀摩與意見交流 

四、 教師研習、參訪及推廣觀摩 

12 月 14 日南投廣興紙寮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備註 

科教專案說明—學生科學社群的經營 8:30-9:30 葉騰懋老師 共 61 人 

科學探究平台的使用方式 9:30-10:30 葉騰懋老師  

韌皮纖維、木質纖維，草木纖維造紙 10:30-11:30 葉騰懋老師  

埔里紙鄉-鐵山社區導覽 13:00-14:00 周俊呈老師  



纖維的重組技術-紙的種類 14:00-15:00 周俊呈老師  

傳統手工造紙演示與實作 15:00-16:00 紙廠解說員  

古老印刷術及繪扇實作 16:00-17:00 紙廠解說員  

 

肆、 目前完成進度及預定完成進度 

研究進度甘特圖 

月份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蒐集文獻 -- --    … …    … … 

設置平台及組織社群 -- -- -- -- -- … …      

學生科學探究歷程紀錄  -- -- -- -- … … … … … … … 

十次假日學生科學營隊活動  -- -- -- --  … … … … … … 

教師研習、參訪及推廣觀摩     --      …  

成果評估規準及問卷工具蒐集     --     … …  

教學成效評估及成果報告     --      … … 

研究報告撰寫     -- …  …  …  … 

(--已完成；…預定完成) 

伍、 討論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網路探究社群可協助解決時間與空間不足的問題：探究課程

非學校正式課程，因此師生能群聚討論的時間受限，來自不同

團體的聚會時間更難求得一致。因此，藉由網路平台的協助，

可隨時在社群平台中上傳資料、數據、訊息及想法，等候夥伴

的回應及持續延伸面對面的討論話題，都是降低時空受限困擾

的策略。 

二、 「做中學」仍是探究課程的重心：網路探究易流於資料文字

的蒐集，實際探究則需兼顧觀察與實作技能，這是網路所無法

取代的。因此，提供學生實作計畫的鷹架，設計方法及步驟，

固定時間在實驗室完成實驗操作，再將觀察測量結果上傳網路

平台，提供社群成員討論，是探究過程技能的展現。因此老師

必須依照進程提供學生探究活動歷程的設計鷹架，讓學生隨時

檢視，減少嘗試錯誤的挫折而降低學生的探究熱情。 

三、 平台應注重探究歷程的隱私：不論發明展及科展的探究歷程



都屬於學生的智慧財產權，因此，在未經學生允許公開發表者，

社群平台均應設為隱私狀態。唯有教師輔導歷程的相關資訊可

以供其他教師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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