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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  

鑑定問題 

解決問題 

蒐集資料 

知識的主動建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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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力 主動學習 
 

獨立學習 
 

全面認識 
 

探究興趣 
 

「探究式學習」    有
效的教與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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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的種類 

開放式探究 

•以學生為中心 

•學生提出問題 

•設計及進行探究 

引領式探究 

•教師協助設計及進行探究 

•教師選擇探究問題 

•教師學生共同商討如何進行 

•教師教導學生所需技巧 

結構式探究 

•教師主導引領探究 

•學生跟隨指示 

•達成特定的結果 

Martin-Hansen, L.  (2002). Defining inquiry. The Science Teacher. 69(2),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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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學習的不同主導程度 

學生主導 學習材料主導 

學生帶動過程 

主動及獨立性 

學生作決策 

老師提供支
援 

材料來自老
師 

選擇有限 

學習材料帶動 

選擇少 

老師指引多 

學生定出證
據 

發展收集及
分析數據的程
序及方法 

指示學生收
集某些數據 

向學生提供
部份所需數據
及方法 

老師提供數
據讓學生分析 

老師提供數據 

指示數據的分
析方法 

探究過程 

數據處理 

Bodzin, A. M. & Cates, W. M. (2002). Inquiry dot Com. The Science Teacher, 69(9),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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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問題所在 
學生提出與探討的主題有關而又可測試的問題。 

預測結果 
學生根據過往的經驗或觀察所得作出預測。 

設計探究的方法 
蒐集測試所需的物料。 

討論在進行公平測試時涉及的可變因素。 
鑑別須控制和擬測試的可變因素。 

量度和記錄 
進行有關的實驗，運用適當的儀器蒐集數據，
並有系統及清晰地把相關數據記錄於報告中。 

數據的詮釋 
分析所蒐集的數據後作出結論。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闡述編制報告。 



科學技能 第一學習階段   至    第二學習階段 

觀察 運用一個感覺 → 運用多個感覺 
教師指出的觀察對象 → 自由選取觀察對象 
感覺觀察 → 運用科學儀器 
定性觀察 → 定量觀察  → 觀察變化 

分類 一個層次的分類 → 多個層次的分類 
同一基準的分類 →不同基準的分類 
物件的分類  → 辨認類別 
簡單分類 → 異同比較 

測量 應用簡單儀器作量度 → 自定標準 → 自擬比較 

預測/假設 作簡單的預測/假設 → 根據已有的知識作較複雜的預測/假設 

記錄數據 表格記錄或填圖 → 應用數字/繪圖作記錄 

比較 利用兩項變數作比較  → 利用三項變數作比較 

解釋資料 就觀察作簡單解釋 → 就觀察及實驗結果描述關係趨勢 

控制變因 只改變一個因素，保持其他因素不變 

推論 摘要說明 → 歸納共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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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技能的發展 

蘇詠梅、吳本韓（2005）：《小學科學教育：建構式探究學習》，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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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探究 

課程 : 小二 

探究活動 : 自製玩具、物盡其用  

目的 : 比較繩圈和橡皮筋的彈性 

學生做這活動時，需要觀察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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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 

 

1. 把船槳向自己的方向轉動，直到橡皮筋絞緊。 

2. 把小船放在水面上，鬆手。 

3. 把橡皮筋取下，換上繩圈，向自己的方向轉動船
槳，直到繩子絞緊。 

4. 重複把小船放在水面上，鬆手。 

5. 換回橡皮筋，重複步驟1至2。 

6. 把船槳向船頭方向轉動，直到橡皮筋絞緊。 

7. 重複把小船放在水面上，鬆手。 

8. 把船槳分別轉一個／兩個／三個或更多圈數，每
次重複步驟1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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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以上活動時，要注意什麼安全地方? 

 

若實驗時水濺濕地面，應立即抹乾。 

小心使用橡皮筋，避免彈向自己或同學。 

小心反作用力，避免圈數太多。 

不宜拿起在水中移動的船。 

水要深，避免船槳與盤底接觸，阻礙小船
活動。 

可用透明膠盤盛水，方便觀察船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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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訓練學生觀察： 
 

 (步驟1-2)：橡皮筋在空氣和水中轉動的分別     

 帶出水的阻力較空氣的大。 

 

 (步驟1-4)：橡皮筋 Vs. 繩圈能否令小船移動  

  帶出橡皮筋的位能較繩圈的多 (橡皮筋具彈性)。 

 

 (步驟5-7)：自己用力絞緊船槳的方向，和船槳在水面轉
動的方向相反  

  帶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步驟8)：轉動船槳的圈數愈多，所施加的能量愈大，小
船移動得更快   

 帶出橡皮筋所儲存的位能愈多，轉化為船的動能也會
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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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技巧發展的過程 

初期 

• 利用多於一個感官來觀察 

• 認清事物或事件明顯的特徵 

 

後期發展 

• 有意識地運用不同感官 

• 會注意事物及周圍的相關細節 

• 辨認出相似和差異的地方 

• 辨認出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 在感官協助下對細節作出探討 

• 利用適當儀器作量度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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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式探究 

課程 : 初小 

探究活動 :暖包的秘密 

目的 :找出暖包發熱的主要成份 

學生設計變數(獨立變數、因變數和控制變
數)、學生可從多組數據中比較、歸納結果。 

運用溫度計或數據儀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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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 

1.   在保鮮紙內加入活性碳4匙、鹽1匙、水1匙、蛭
石1匙和鐵粉1匙(可參考表格1)，用橡皮筋包著
保鮮紙和溫度計，把物料搖勻，放入發泡膠杯
內。 

 (注意：最後才加入鐵粉，加入鐵粉後便立即開
始計時) 

2.   重複步驟1，在另外五張保鮮紙內加入不同物料
(每次減去其中一種物料，可參考表格2-7)。另
外用一個發泡膠杯進行對照實驗，把七個發泡
膠杯用標籤識別。 

3.  記錄起始溫度。 

4.  每隔兩分鐘再記錄溫度，直至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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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用溫度計作攪拌。 

不使用溫度計時，應把它平放在桌面上，設勿讓
其滾動。 

避免吸入活性碳、鐵粉(可配戴口罩)。 

所有暖包成份要加在發泡膠杯內。 

避免皮膚直接接觸暖包成份。 

待混合物冷卻後，用膠袋密封，才可棄置。 

準備1至2個托盆(塑膠製，以能平放防火墊板為
準)，用作盛載實驗用品。 

 

進行以上活動時，要注意什麼安全地方? 



科學探究進展性評估量表 
項目 初階 中階 高階 

I. 觀察及提出可測試

的探究問題 

 能作有限度的觀察

及可能包括意見或

推論。 

 未能提出可測試的

問題。 

 能運用感官作有系

統的觀察，但深度

仍待改善。 

 能提出可測試的問

題，但當中涉及的

因素未能量度。 

 能運用感官及工具

作有系統及多元的

觀察。 

 能提出可測試的問

題，當中涉及的因

素可量度和能運用

科學解釋。 

II. 提出假設及預測測

試結果 

 能提出簡單的預測

/假設，但未能解

釋原因。  

 能根據已有的知識

作較複雜的預測/

假設，並嘗試運用

科學原理解釋。 

 能根據已有的知識

作較複雜的預測/

假設，並能運用科

學原理解釋。 

III. 設計公平的測試  未能提出清晰的測

試步驟。 

 未能分辨控制和擬

測試的變因。 

 設計欠系統。 

 能提出簡單的測試

步驟。 

 未能分辨控制和擬

測試的變因。 

 未能顯示準確單位

及使用物料份量，

以致測試步驟不能

重複。 

 能提出清晰的公平

測試步驟。 

 能分辨控制和擬測

試的變因。 

 能顯示準確單位及

使用物料份量，以

致測試步驟可重複。 
16 



科學探究進展性評估量表(續) 

項目 初階 中階 高階 

IV. 記錄和顯示數據  能收集有限度的

數據。 

 數據顯示欠完整

及清晰。 

 未能運用圖表正

確顯示數據。 

 能收集合適的數

據回應問題，但

數據不足，以致

未能找出當中的

趨勢。 

 數據顯示具系統。 

 能運用圖表正確

顯示數據，但未

能標籤單位。 

 能收集合適和足

夠的數據回應問

題，亦能找出當

中的趨勢。 

 數據顯示具系統。 

 能運用圖表正確

顯示數據和標籤

單位。 

V. 結論及反思  能重述步驟和數

據，但未能作結

論。 

 未能提出方法改

善探究過程。 

 能根據測試數據

作結論，但未能

找出特別發現。 

 能提出方法改善

探究過程。 

 能根據測試數據

作結論，亦能找

出特別發現。 

 能提出有效的方

法改善探究過程。 

17 改編自http://www.sde.ct.gov/sde/lib/sde/pdf/curriculum/science/INQ_Rubric_Elementary.pdf 

http://www.sde.ct.gov/sde/lib/sde/pdf/curriculum/science/INQ_Rubric_Element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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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科學探究著重過程，也著重結果 

設計配合基力要求及與日常生活相關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 

包括科學知識，技能及科學求真的態度 

配合數碼科技，更有效及客觀地進行觀察 

科學、科技、社會、環境的相互關係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