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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模組及多元評量實務探討 
 

許民陽 1 林麗詩 2卓家夙 3 
1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2台北市立福星國民小學 
3台北市立芝山國民小學 

 

摘要：自然與生活科技所欲培養的國民科學素養，依其屬性和層次可分為八大項

能力指標。如何詮釋能力指標，再將能力指標轉化為課程目標及教材內容，落實

於教科書的編輯之中，讓教師透過適當的教學方式與評量歷程，使學生習得科學

與科技知識，達成預定的培養基本能力之學習目標，並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

精神，為推行九年一貫課程最重要的課題。 

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之能力指標轉化實務實例有二： 

實例一為轉化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第三階段能力指標為教學

目標，以發展「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及其評量。以台北市土林區某國小九十

二學年度五年級一個班級 32 名學生為對象，於教學活動前一週進行前測，接著

進行為期六週的「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並於教學後進行學習成就測驗。 

研究者收集教學進行過程中的學習單、教師反省日誌、教室觀察紀錄和學習成就

測驗結果等進行整理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成就測驗由 t考驗進行前、後測得分之比較顯示，其 p

值達.000，兩者達顯著差異(p<.05)，即進行「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活動，有助於

較多學童達成成就測驗欲評量之教學目標。 

學習單和教室觀察紀錄的結果亦顯示，學習單的通過率超過 60%，而課堂討

論的部分亦有大部分學童達到本部份之教學目標，故本教學模組有助於學童達成

轉化後之教學目標。 

實例二為旨在透過能力指標的轉化策略來設計多元評量活動，並藉此探討學

生的學習成效是否符合該單元能力指標的要求。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國小四年級

三個班級共 88 位學生，教材內容為翰林出版社的觀測月亮單元，其評量方式涵

蓋行為觀察、口語評量、實作評量、紙筆測驗、學習態度自評等多元評量方式。 

研究結果顯示，以認知取向為主的成就測驗，其各題的答對率都達 60﹪以上，

且 88位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81.7，表示學生在月亮單元的認知學習有正向的表現；

以技能取向為主的實作評量，初次由小組長檢核的五項操作技能其通過率都在

80﹪以上，而尚未完成或沒通過的學生，經研究者二次檢定後都能通過實作檢

核；以情意取向的學習態度問卷由 t檢定進行前後測比較，得 p=.015，兩者達顯

著水準（p＜.05），表示學生在情意方面的表現有正向的成長。 

關鍵詞：能力指標、能力、教學模組、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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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隨著國際社會環境的遞嬗與競爭下，強調培育學習者的潛能以實現自我

理想，「能力」在潮流的推波助瀾下逐漸被教育體系所重視。在一個強調創

造知識的二十一世紀，傳統教育的模式受到經濟與社會空前變化的挑戰，創

造力與想像力的必要性隨著國際間重視培養創造力和批判思考、以及以能力

取向的測驗等教育趨勢下愈顯重要（Duggan＆Gott，2002），各國為了提升

國家競爭力，無不重視能力的培訓，例如美國通過 Goals2000教育法案，方

案提出的目的在於確保學生達到學習標準，縮短知識與能力之間的差距，並

於 1969 年創辦了「全國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NAEP），旨在建立一套新的指標架構；澳洲政府於 1994 年正式

宣佈實施「關鍵能力」教育，所傳達的精神是以未來生活與教育成果為考量，

並期盼藉由此能力的培養厚植國家的競爭力（楊思偉，2002）；英國教育部

於 1988年公布的國定課程（The National Curriculum），就是以能力來界定其

課程目標；而我國政府於民國八十七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綱要」，九十學年度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讓孩子有帶得走的能

力，而不是背不動的書包」（教育部，2001），因此全方位的能力培養取代

過去教育的知識填塞，能力本位成為九年一貫課程的核心理念。 

同時，國內學者歐用生(2001)也強調二十一世界是一個知識爆炸，科技

發達與社會快速變遷的新時代，零碎知識的記憶背誦已不符合知識經濟的社

會需求，如何運用快速的網際網路以及資訊來解決問題才是目前人類最需要

的能力，因此現代教改理念強調要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亦即能力是學習

的終點行為，是特定的，可操作的，而且必須用學生的行為結果來加以界定。 

既然強調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那麼教學內容與活動設計應力求生活

化，教材應以生活議題及經驗為重心，培養可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或者是

適應及改善生活環境的能力(陳文典，2002a)，所謂「基本能力」（key 

competency），就是「做為一個個體，在該時代與社會中，為求生存所必要

不可或缺的知識，包括身體的、技術的、技能的、社會的、社交的各種能力，

不僅是基本學力，同時還包括做為國民所應具備之根本必要能力，亦即體

力、技能，以及人際關係等社會的能力」（楊思偉，2002）。 

因此，若將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之前的國小自然科定位為認知(知識)導

向，則現今實行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則以能力掛帥。面對以「能力本位」取代

「教材內容及學科知識本位」的新課程改革，過去一向以教科書中的知識導

向為教學內容的教師面對匆促推出的教改，心中充滿了無力感與疑惑，產生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教學困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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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能力指標？它的內涵是什麼？如何解讀？ 

(二)能力指標如何由條列式的文字經由合理的轉化為教學目標？ 

(三)有了教學目標，如何設計培養各種能力的教學活動？ 

(四)如何落實能力本位的教學？ 

(五)在活動過程或結束後，該如何利用多元評量檢核是否達成能力指標的

要求? 

以上的問題均事關九年一貫課程的落實與成敗，不但是第一線國小教育

工作者應了解，隨之在教學思考和教學行為上加以調適和改進,也是科學教

育研究者該嘗試解答的課題，更是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二、能力指標的特質 

(一)能力指標的意義 

一反過去菁英教育以培養超級大國民為主，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共識是

培養每位國民的基本能力，而基本能力正是達成教育目標最低的標準，也是

課程目標的最低要求，學生應習得能力的最底線，因此包含認知、情意與技

能三個部分的基本能力指標是教育實行的參照點。黃炳煌（2002）認為能力

其實是認知、技能與情意的綜合表現，「能力」(competency or ability)是指在

面對問題或挑戰時，能應用知識採取有效策略與方法，達成目的或解決問題

的行動，這種行動不論是靜思或是複雜的操作，都是一種知識、技能與情意

的綜合表現。成露茜（1999）則認為能力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能力通

常指某些技術，而廣義的能力則不僅包括一個特定領域的表現，也包含將知

識與技術轉換運用於新情境或新工作的能力。因此所謂的「基本能力」是指

個人參與生活或從事某一項工作，所需要具備的最一般性、最必要、最基礎

的知識、態度與技能。 

既然「基本能力」泛指一個人整體化、全面性的行為表現，包含外顯的

知識、技能以及內隱的態度、價值觀、心理特質，以九年一貫國教精神而言，

強調學生要擁有帶得走的能力便是期許學生能轉化各學科知識應用到解決

生活的問題，因此針對基本能力內涵設計的能力指標是教材統整規劃的基

礎，也是課程設計的核心架構。九年一貫公布各學習領域的分段能力指標給

教師設計課程的方向與規範，但分段能力指標並不是固定不可以更改的「規

定」，因為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目標」，陳述學生在學習

過一個階段後所應該具備的學習結果，教師可充分的發揮教師專業自主權，

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學校特色等方向拓展或延伸能力指標的內容。能力

指標的特質正如李坤崇（2002）提出的下列四點： 
 



 372

1.低標：能力指標乃課程目標要求的最低要求。 

2.活化：學校可予以增加、補充或分化。 

3.階段化：能力指標依學生在各學習領域身心發展的狀況，劃分為三或四

個學習階段，能力指標具有區別身心發展階段，及進行縱貫聯

繫與階段區隔的功能。 

4.適性化：可依學校情境、家長要求、社區特質、與學生需要來研擬適性

化的學習目標。 

丁志仁(2003)認為能力指標的作用有三：一是基本能力測驗的編製依

據，二是做為課程計畫和教材的審查依據，第三是做為「教學資源交流系統」

的分類和索引的架構。 

 

(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中能力指標的內涵 

民國九十年公布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由於學科的屬

性特質，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的「基本能力」改用「科學素養」來

表述，在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自然科學的學習，在於提昇國民的科學素養。

「素養」蘊涵於內即為知識、見解與觀念，表現於外即為能力、技術與態度」，

因而參照十大基本能力的屬性與層次，轉化為八項基本能力，此八項基本能

力包括：過程技能(能力指標共 60條)、科學與技術認知（72條）、科學本

質（18條）、科技的發展（23條）、科學態度（11條）、思考智能（24條）、

科學應用（15條）、設計與製作等（10條），合計共有 233條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共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二年級，第

二階段為三四年級，第三階段為五六年級，第四階段則為國中一二三年級，

在公布的課程綱要中，並列出十大基本能力與分段能力指標之間的關係。在

附錄中也有「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教材內容要項，教材內容細目包

含「物質與能量」、「生命與世界」、「地球環境」、「生態保育」、「資

訊科技」等學科知識，內涵涵蓋原有的自然（國小）、理化、生物、地球科

學、工藝、家政等科目，另外在力求整合概念、統整教學活動的原則下，又

將整體課程分成「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自然界的作用」、「演化與延

續」、「生活科技」、「生活與環境」等五大課題。整體而論，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領域不同於過去只重視學科知識的獲得，而是強調學生獲得解決生

活問題的真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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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指標的轉化 

能力指標並不像教學目標般的具體，因此並不適合直接拿來作為教學目

標，要將一條能力指標直接設計成教學活動，有時並不容易，因此教師在進

行課程設計時，對能力指標需要加以詮釋，亦即分析與統整，再根據詮釋的

結果轉化為教學目標，才有可能提供給學生比較適切的學習機會，也才能使

課程有比較系統性的規劃。 

綜合以上所述，能力指標做為教材統整規劃的基礎，課程設計的核心架

構，因此，如何詮釋能力指標，將能力指標轉化為課程目標及教材內容，落

實於教科書的編輯之中，是九年一貫國教中非常重要的課題。編輯教科書或

教師在設計活動時，應先解讀能力指標，再將之轉化為適當的教學目標與設

計合適的教學內容，透過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歷程，使學生習得科學與科技知

識及培養基本能力，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如圖 1），並符合九年一貫課程

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推行九年一貫課程最重要的課題（許民陽，2004）。 

                                                          

                                        

                                                       

 

圖 1 能力指標轉化為教學活動之流程圖 

葉連祺（2002）也認為「能力指標」之課程轉化既要能轉化成課程要素，

可為教師決定教學目標、選擇教學內容、安排教學活動、擬定學習評量策略

之用，也要契合「九年一貫課程」的課程理念。在能力指標的轉化方面，他

認為能力指標轉化的定義大概有下列三種意涵： 

1.忠實觀：即形式雖變但本質不變，較關注將能力指標（改寫）變成教學

目標，以及（編寫）變成實際可行的教學活動，此改變過程多

數是文字形式上的轉寫，較不涉及文字意涵的改變； 

2.調適觀：不談形式只論內涵，可依據時、地、人、物、事等因素，在合

理可容許範圍內參雜己見，適度調整文字的意涵，強調能力指

標和教學目標與活動不盡然是對等符應的關係，只要不太偏離

能力指標的本意即可； 

3.批判創造觀：著重本質合宜性的思考，認為本質可變，形式亦可變，甚

至應隨本質而改變，能力指標僅是教學目標和活動的參考來源

之一，而非絕然不可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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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陳涌(2002)認為十大基本能力與能力指標，應透過教科書來詮釋與判

斷，這是「課程設計」、「課程發展」的重要步驟。楊振昇(1999)指出，能

力指標的描述大多過於抽象。若能將能力指標轉為較具體、明確的項目，將

有利於教師、學生和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助於檢視基本能力指標的

達成程度。 

因此，理論上，各書局的編輯小組在編輯教科書時，應以能力指標為首

要考量，但在編輯實務上，能力指標的條目敘述雖涵蓋知識、見解、能力與

態度，但除了知識部分的條目容易轉化為課程的概念內容與活動設計外，其

餘較具原則性態度的條文的就不易轉化為教材內容要項。因此，各書局在教

科書編輯時，通常會以階段的概念內容為首要考量，將這些概念內容統整成

數個大主題後，再設計單元與活動，輔以適當的文句與圖片，編輯成課本。

課本編完後，再對照可以「引用」的能力指標，編列在教師手冊中教材的說

明欄內。這種以概念內容為主軸的編輯方式，雖然使編輯工作較快速進行，

相關概念內容也能依各「階段」由淺入深，由簡單而複雜的原則，依序排列

組合成各相關的活動內容。但如此一來，就和八十二年版的自然科編輯課本

的方式一樣，只要將課程標準中各「年級」的概念內容，加以有系統的整合

後，設計合適的單元主題，編製適當的活動內容，即成為課本。因此許多使

用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的老師們看起來，新課程和舊課程在課本上看起來十

分雷同，在純粹教學上也沒有什麼不適應的感覺，然而此種編輯方式卻有違

九年一貫的培養學生基本能力的基本宗旨，許多較抽象、不易轉化的能力指

標就容易被疏忽，無法落實於教學活動設計中(許民陽，2002)。 

(四)能力指標轉化策略 

能力或能力指標轉化成課程和教學活動的內容極為重要，教育部

（2001b）認為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能力指標是學校在各領域課程發展的重

要依據，教師必須在教學歷程中不斷的檢視、修正與評估。在轉化能力指標

為教學目標時，應注意下列的原則： 

分段能力指標的用意在於提醒教師該階段學生所要達成的能力，並非學

習的順序。教學目標應依據分段能力指標加以分析、歸納或綜合，避免一直

重複同一種概念的學習，而忽略了其他能力的統整學習。因此，教師應盡量

讓不同主題軸的能力指標，在一個教學活動設計中同時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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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連祺(2002)指出能力指標轉化為教學活動有以下幾種策略： 

1.替代(replace)：利用一對一對應轉化關係，以某主題物替換原有能力指標內

的關鍵詞，形成教學目標。 

2.拆解(decompose)：使用一對多對應轉化關係，將能力指標拆解成互有關聯

的細項能力指標，以作為教學目標。 

3.組合(group)：運用多對一對應轉化關係，以一個主題結合多個能力指標，

形成一個課程內容。 

4.聚焦(focus)：由多個具關鍵性的一對一對應轉化關係所構成，係選取某能

力指標的某部份或全部為主軸，以其為教學焦點，逐次擴大發展其他活

動，可運用認知層次如觀察、紀錄、敘述、比較、分析等，作為擴展的

參考。 

5.聯結(relate)：聯結多組一對一對應轉化關係，先以某個能力指標和主題成

為發展活動的起點，再不斷聯結其他不同學習領域或思考層面(如：人、

事、時、地、物)構成一個課程內容。 

6.複合(mix)：適度擇取前述五項策略的某幾種或全部，形成複雜的轉化關

係，進而發展出一個或多個教學活動。  

 

陳文典(2002)認為應由分段能力指標去推想教學與教材應有的型式，以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為例，只要從事科學性的探討活動，很自然就能獲得科

學過程技能、思考智能、科學態度等能力，只要實際從事科學創作，就能獲

得設計與製作的能力。而科學本質的體認與科學應用，都是長期從事科學性

工作自然會獲得的素養，所以只要設計合宜的生活化課程，將能力指標融

入，就能夠落實學生的科學能力培養。 

 
貳、轉化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模組實例-水的來龍去脈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等三階段和「水」相關的能力指標，利用葉連祺

(2002)的替代、拆解、聚焦、組合等方法，將下列能力指標轉化為教學目標，

藉以發展「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及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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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相關的能力指標 

(一)過程技能部分 

1-3-1-3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1-3-2-3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1-3-3-2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4-1能由各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二)科學與技術認知部分 

2-3-1-1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

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

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

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蒸發、擴散、

脹縮、軟硬等。 

(三)思考智能部分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能規畫、組織探討的活動。 

(四)科學應用部分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轉化的結果舉例如下： 



 377

表 1  能力指標 1-3-2-3的轉化 

能力指標 1-3-2-3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轉化方式 替代 

轉化關鍵詞 作分類 

主題事件 酸鹼強度的分類 

轉化理念 

利用一對一對應轉化關係，以某主題事件替換原有能力指標內的轉

化關鍵詞，形成教學目標。在「1-3-2-3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

次以上的分類。?，其中「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是轉化關鍵詞，

可替換成「依酸鹼強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因此可改寫成

「1-3-2-3a能依指示劑變色差異的程度，將溶液的酸鹼性作第二層

次以上的分類。? 

轉化成 

教學目標 

1-3-2-3a能依指示劑變色差異的程度，將溶液的酸鹼性作第二層次

以上的分類。 

表 2  能力指標 1-3-5-2、7-3-0-2的轉化 

能力指標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轉化方式 組合 

轉化關鍵詞 運用科技、表述資料 

主題事件 
以電腦繪製適當圖表表述資料 

透過網路或圖書館查閱自來水淨化相關資料 

轉化理念 

運用多對一對應轉化關係，以一個主題結合多個能力指標，形成

一個課程內容。如以水為主題，結合「運用科技與資訊」、「團

隊合作」和「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

線圖)」，可改寫成「1-3-5-2a能用電腦繪製適當的圖表表述各戶

用水情形」和「1-3-5-2b能透過網路查閱自來水淨化相關資料，

並用適當的簡圖表述自來水的淨水過程。」 

轉化成 

教學目標 

1-3-5-2a能用電腦繪製適當的圖表表述各戶用水情形 

1-3-5-2b能透過網路查閱自來水淨化相關資料，並用適當的簡圖

表述自來水的淨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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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能力指標 2-3-1-1的轉化 

能力指標 

2-3-1-1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

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

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

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轉化方式 拆解、聚焦 

轉化關鍵詞 
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資料整理、設計表

格或圖表來表示資料 

主題事件 
研商在完成自來水供水系統線路圖過程中遇到問題的處理策略 

整理採訪所得的資料，並以合適表格或圖表來呈現資料 

轉化理念 

1. 使用一對多對應轉化關係，將能力指標拆解成幾個互有關聯的

教學目標，以做為教學目標。 

2. 在 2-3-1-1「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

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

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

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中，能拆分成「研商處

理問題的策略」、「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資料整理」、

「設計表格或圖表來表示資料」。 

3. 再以「處理問題」、「可能的因果關係」和「資料整理、設計

表格或圖表」為教學焦點，運用認知層次如觀察、記錄、敘述、

比較、分析等，改寫成「2-3-1-1a能提出並解決在完成自來水

供水系統線路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2-3-1-1c能整理採

訪所得的資料，並以合適的表演方式來呈現資料。」 

轉化成教學

目標 

2-3-1-1a能提出並解決在完成自來水輸送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2-3-1-1c能整理採訪所得的資料並以合適的表演方式來呈現資料。 
 

研究工具包括自編單元活動設計和能力指標評量工具。自編單元活動設計可

分為二部分，包括自編「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表 4)和配合模組之學習單。

教學模組和配合之學習單，分為「認識水溶液」、「水和我的生活」和「各行各

業的用水」三大部分。 

評量工具方面，設計配合模組之學習單、能力指標評量表和成就測驗(附錄

一)，以評量學童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研究者收集教學進行過程中的學習單、教師反省日誌、教室觀察紀錄和學習

成就測驗結果等，進行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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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 
選
用 
時
間 
項
目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活動概要 評量 

 

4 
~ 
5 
節
課 

A
1
探
討
物
質
的
溶
解
性
質 

2-3-3-3探討物質的溶解
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
散、脹縮、軟硬等。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
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2-3-3-3a 能察覺有些物質
可以溶於水中，有些則否。 
2-3-3-3b 能說出兩種以上
加速溶解速率的方法。 
2-3-3-3c能察覺物質的溶
解的量是有限的。 
2-3-3-3g 能說出兩種以上
增加溶解量的方法。 
7-3-0-2a把學習到的溶解
相關知識應用於生活中。 

調查各種飲
料成分、探
討影響溶解
度的因素，
並完成「廚
師百匯」的
任務(註一)。 

學習單
A11、
A1、A2 
、廚師
百匯、
成就測
驗 

 

3
節
課 

A
2
認
識
水
溶
液
的
酸
鹼
性
質 

2-3-3-3探討物質的溶解
性質、水溶液的導電
性、酸鹼性、蒸發、擴
散、脹縮、軟硬等。 
1-3-2-3依差異的程度，
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
類。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
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
中。 

2-3-3-3d能為酸性、鹼溶及
中性溶液下操作型定義。 
2-3-3-3e 能適當操作酸鹼
中和實驗，並明白將酸鹼中
和後的產物蒸乾會產生白
色固體。 
2-3-3-3i明白酸性（鹼性）
溶液加入鹼性（酸性）溶液
可改變其酸鹼性。 
7-3-0-2b把學習到的酸鹼
相關知識應用於生活中。 

認識水溶液
的酸鹼性、
將其強度作
約略區分、
並探討酸鹼
中和現象及
其於日常生
活 中 的 應
用。 

學習單
A21、
A23、
成就測
驗 

 

2
~
3
節
課 

B1
認
識
水
費
單 

1-3-1-3辨別本量與改變
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
度的變化) 
1-3-3-2由主變數與應變
數，找出相關關係。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
因果關係。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
述資料(例如數線、表
格、曲線圖) 

1-3-1-3a辨別水費單上「本
期總表指針?與「總用水量?
之不同。 
1-3-3-2a由水費單上「總用
水量?與「應繳總金額」，
找出相關關係。 
1-3-4-3a由用水量和月份
的關係推測其背後可能因
素。 
1-3-5-2a能用電腦繪製適
當的圖表表述資料 

觀 察 水 費
單，並以適
當圖表表示
其關係。 

學習單
B1。 

 

2
節
課 

B2
測
量
用
水
量 

6-3-2-3面對問題時，能
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6-3-2-3a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多種測量用
水量的方法。 
6-3-2-3b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多種節約用
水的方法。 

設法測量個
人三天的用
水量，並實
踐 省 水 計
畫。 

學習單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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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用 
時
間 
項
目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活動概要 評量 

 

2 
節
課 

B3
水
從
哪
裡
來 

2-3-1-1提出問題、研商
處理問題的策略、「學
習」操控變因、觀察事
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
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
理、設計表格、圖表來
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
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
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
理的解釋。 
6-3-1-1對他人的資訊或
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
質疑。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
述資料(例如數線、表
格、曲線圖) 

2-3-1-1a能提出並解決在
完成自來水輸送過程中遇
到的問題。 
6-3-1-1a對他人的自來水
輸送線路圖提出合理的求
證和質疑。 
1-3-5-2b能透過網路查閱
自來水淨化相關資料，並用
適當的簡圖表述自來水的
淨水過程。 

認識自來水
的製作和輸
送過程。 

學習單
B3、B4 

 

3 

C
1
各
行
各
業
用
水
新
聞
播
報 

2-3-1-1提出問題、研商
處理問題的策略、「學
習」操控變因、觀察事
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
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
理、設計表格、圖表來
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
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
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
理的解釋。 
6-3-3-1能規畫、組織探
討的活動。 

2-3-1-1c能整理採訪所得
的資料，並以合適表格或圖
表來呈現資料。 
6-3-3-1a能規畫、組織參觀
訪問的活動。 

學生分組擔
任記者，從
採訪的過程
中了解各種
行業的用水
情形。 

學習單
C1、C2 

 

3 

C
2
我
的
政
見
發
表
會 

1-3-4-1能由各不同來源
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
體性的看法。 
1-3-4-3由資料顯示的相
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
因果關係。 
6-3-2-3面對問題時，能
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
方法。 

1-3-4-1a能由網路資料找
出各行各業的用水情形，整
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3b由各行各業的用
水情形，推測將來在用水上
可能產生的問題。 
6-3-2-3b面對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出二種以上省
水的方法。 

由各行各業
用水情形了
解水資源的
不足，以提
出省水方
法。 

學習單
C3 

註一:「廚師百匯」的任務是用來學生應用水溶解的性質，在規定時間內，各組學生製作出
糖葫蘆、冰糖綠豆湯和檸檬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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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選定台北市士林區某國民小學五年級的一個班級，合計 32 名學

童，該校採常態分班。 

三、研究結果 

(一)「水的來龍去脈」模組學習成效方面 

1、認識水溶液 

本單元著重於科學認知部分，分為「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和「水溶液的

酸鹼性」兩大部分。在「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部分，對大部分學童而言

為未仔細注意的生活經驗，所以在實驗前已有近 25%的學童達成此教學目

標，而在操作實驗及課堂討論後，則超過 80%的學童皆達成此教學目標。

其應用方面，在「廚師百匯」的活動中，各組皆能於指定時間內順利完成

作品，皆達教學目標。在「水溶液的酸鹼性」部分，對學童而言是個全新

的知識概念，在實驗前並無學童達成此部分教學目標。而在操作實驗及課

堂討論後，則超過 60%的學童達成此教學目標。而對於溶液酸鹼性質改變

的概念，對學童而言較感困難，有學童分別以紅墨水及軍隊打仗的想法來

具體化解釋。 

2、水和我的生活 

不同於以往自然課的偏重於知識概念，學童剛開始對本單元較感困難。經

由教學者的引導和課堂討論，進行一週後，學童課堂發言的質和量皆有明

顯進步，學習單的答案亦較深入適切。由教室觀察記錄和學習單記錄可見，

超過 60%的學童達成此部分教學目標。 

3、各行各業的用水 

本活動第一部分採分組討論進行，各組普遍對整理資料較感困難，教學者

分別以問答的方式引導各組整理採訪所得的資料後，各組皆能以短劇、新

聞播報或廣告的方式呈現其整理後的資料。 

第二部分採全班討論，在教學者的引導和課堂討論後，多數學童能由各行

各業的用水情形，歸納出幾個結論、推測將來可能的用水問題並提出自己

的解決政見。由教室觀察記錄和學習單記錄可見，超過 60%的學童達成此

部分教學目標。 

(二) 學習成就測驗(附錄一)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學習成就測驗由 t考驗進行前、後測得分之比較顯示，其 p

值達.000，兩者達顯著差異(p<.05)，即進行「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活動，有

助於較多學童達成成就測驗欲評量之教學目標(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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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心得與建議 

(一)在教育部積極的推動下，未來教師利用能力指標設計課程的機會大大提升，

建議教學者能充實自身解讀能力指標和轉化為教材和評量的能力。除了可以

進行相關課程的設計外，也可以檢視教材的內容，如此可適時補足教材中原

先不足以達成能力指標的內容，對課程作調整。 

(二)本研究以「水的來龍去脈」教學模組取代現行教材中「奇妙的水」單元，選

取本模組中適用之單元，以融入等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三)在教學模組轉化了「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認知」、「思考智能」及「科

學應用」部分能力指標，建議未來可再轉化其餘能力指標為教學目標或以不

同轉化方式轉化教學目標來設計教材，供教學者參考與利用 

例如在能力指標 2-3-3-3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

蒸發、擴散、漲縮、軟硬等。本研究中只聚焦於「物質的 

圖 2  成就測驗各題通過率 

 

溶解性質」和「水溶液的酸鹼性」加以轉化，建議未來研究者或教學者能針

對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蒸發、擴散、漲縮、軟硬等加以轉化為教材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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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轉化能力指標設計多元評量實例-觀察月亮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配合學校原先課程的安排，使用該校購買的翰林版本教科書，而不另

外自編課程，以防學生察覺研究之進行，而失去研究的真實性。翰林出版社

教科書在「觀測月亮」單元，共編有月亮的表面、月亮的移動、月形的變化

三個教學活動，每一個教學活動中都有編輯對應的能力指標，研究者探用替

代、拆解、聚焦、組合等方法轉化設計觀測月亮單元的評量方案，配合能力

指標的多元評量涵蓋晤談、口頭評量，實作評量學習單、學生自評、紙筆測

驗、學習態度自評等(表 5、6、7)，在教學前實施學習態度問卷前測，配合
教學活動實施，其他的多元評量。教學後再實施月亮單元成就測驗、紙筆測

驗與學習態度問卷後測並進行晤談。 
 

表 5  根據翰林版教科書「月亮的表面」小單元所設計的自編評量方案 

活動名稱 對應能力指標 
轉化
策略 

配合能力指標的評量活動 

一、 

月亮的表面 

1.認識月亮

的表面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
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替代 收集月亮資料的學習單、學
習態度問卷（附錄二） 

 
4-2-1-1了解科技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替代 
拆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
晤談 

 
4-2-2-1體會個人生活與科
技的互動關係 

替代 
拆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
晤談 

 
4-2-2-3體會科技與家庭生
活的互動關係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
晤談 

總結 
活動一「月亮的表面」設計的評量活動有： 
1. 收集月亮資料的學習單 
2. 口頭評量（包括師生問答及學生口頭報告）、行為觀察 
3. 學習態度問卷（附錄三） 
4. 晤談 

 



 384

表 6  根據翰林版教科書「月亮的移動」小單元所設計的自編評量方案 

活動名稱 對應能力指標 
轉化
策略 

配合能力指標的評量活動 

1-2-2-1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
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替代 實作評量－運用感官、指北針來表
示月亮位置、行為觀察 

1-2-2-2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
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替代 實作評量－製作高度角觀測器 
、行為觀察 

1-2-2-3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
的結果未必相同，並察覺導致此
種結果的原因 

替代 口語評量－討論實際觀測月亮移
動的情況差異與原因、學習單－月
亮觀測記錄圖 

1-2-3-1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做
描述(例如同質料的物體，體積愈
大則愈重… ) 

替代 口語評量－學生觀測月亮記錄的
報告、學習單－月亮觀測記錄圖 

1-2-4-2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
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替代 口語評量－學生觀測月亮，推測出
移動的方向、學習單－月亮觀測記
錄圖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
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拆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行為觀
察、晤談 

2-2-1-1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
偵測。運用現成的工具如溫度
計、放大鏡、鏡子來幫助觀察，
進行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
並學習安排觀測的工作流程 

替代 實作評量－會利用「高度角觀測
器」來觀測月亮東昇西落的自然現
象（附錄四）、學習單－月亮觀測
記錄圖（附錄三） 

2-2-4-2觀察月亮東昇西落的情
形，以及長期持續觀察月相，發
現月相盈虧，具有週期性 

拆解 
聚焦 

口語評量、學習單－月亮觀測記錄
圖、月亮單元成就測驗 

3-2-0-1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
方法來查核想法 

替代 口語評量－說出「如何表示月亮位
置」的方法、行為觀察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
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新發現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6-2-2-2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
來完成自己構想作品的習慣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二、月亮的移動 
1.月亮在哪裡 
2.觀測月亮位置
的移動 

7-2-0-3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
生活中的器具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總結 活動二「月亮的移動」設計的評量活動有： 
1. 指北針、高度角觀測器的實作評量，搭配實作評量總檢核表 
2. 學生實際觀測月亮移動並使用「月亮觀測記錄圖」學習單 
3. 口頭評量（包括師生問答及學生口頭報告）、行為觀察 
4. 學習態度問卷 
5. 晤談 



 385

表 7  根據翰林版教科書「月形的變化」小單元所設計的自編評量方案 

活動名稱 對應能力指標 
轉化
策略 

配合能力指標的評量活動 

1-2-4-1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
則，提出結果 

替代 口語評量－能否根據觀測記錄說出
月形變化的規則性、學習單－月形
觀測記錄表 

1-2-4-2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
的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替代 口語評量－能否根據觀測記錄推測
出月形變化和農曆日期有關、學習
單－月形觀測記錄表 

1-2-5-1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
資料及登錄資料) 

替代 學習單－月形觀測記錄表 

1-2-5-2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
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拆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
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替代 口語評量－能否根據報紙或日曆得
知國曆與農曆之間的對照、學生自
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2-2-4-2觀察月亮東昇西落的情
形，及長期持續觀察月相，發現月
相盈虧，具有週期性 

拆解 
聚焦 

實作評量－利用月形卡排出月形變
化、學習單－月形觀測記錄表、月
亮單元成就測驗 

5-2-1-1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
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5-2-1-2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
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6-2-1-1能由「這是什麼？」、「怎
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提出可
探討的問題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6-2-2-1常自問「怎麼做？」，遇
事先自行思考解決的辦法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6-2-3-2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
確定問題性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三、月形的變
化 
1.不同的月形 
2.設計月形變
化紀錄表 
3.月形變化的
規則性 
 
 
 
 
 

7-2-0-2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
的精神和方法 

替代 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問卷、晤談 

總結 活動三「月形的變化」設計的評量活動有： 
1.學生長期觀測月形變化並使用「月形觀測記錄表」學習單 
2.月形卡的實作評量，搭配實作評量總檢核表 
3.口頭評量（包括師生問答及學生口頭報告）、行為觀察 
4.學習態度問卷 
5.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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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一小學四年級三個班，合計 88 個學生進行研究，皆由某

師擔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任課老師。該校採常態分班，因此三個班級的

程度沒有明顯差異，故研究者選三個班級進行行動研究以提高此研究在量化

數值上的研究價值。 

三、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 

(一)以認知取向為主的成就測驗，其各題的答對率都達 60﹪以上，且 88 位

學生的平均分數為 81.7(表 8)，表示學生在月亮單元的認知學習有正向

的表現。 

(二)以技能取向為主的實作評量，初次由小組長檢核的五項操作技能其通過

率都在 80﹪以上，而尚未完成或沒通過的學生，經研究者二次檢定後

都能通過實作檢核(表 9)。 

(三)以情意取向的學習態度問卷由 t檢定進行前後測比較，得 p=.015，兩者

達顯著水準（p＜.05），表示學生在情意方面的表現有正向的成長。 

以學習成效觀之，「已達到此項能力指標」比例約佔 60%，「末完全達

到此項能力指標」約佔 30%，而「未達到此項能力指標」則佔 10%，綜合而

論，「觀測月亮」單元的學習成效大多能合乎能力指標的內容。 

表 8  月亮單元成就測驗各題統計結果（N＝88） 

題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 對 人 數 88 62 81 78 73 60 79 68 70 72 59 79 59 83 71 

答對率（﹪） 100 70.5 92.0 88.6 83.0 68.2 89.8 77.3 79.5 81.8 67.0 89.8 67.0 94.3 80.7 

平均（﹪） 81.7 

表 9  實作評量操作技能的通過率（N＝88） 
   檢核項目
檢核人員 

會使用 
指北針 

會使用指北
針來表達方

位 

會製作高
度角觀測
器 

會利用高度角觀測
器來表達旗竿位置 

利用月形卡正
確排出月形變

化 

通過 83 人 
(94.3﹪) 

84人 
(95.5) 

82人 
（93.2﹪） 

82人 
（93.2﹪） 

73人 
（83.0﹪） 

尚未完成 2人 
(2.3﹪) 

3人 
(3.4﹪) 

3人 
（3.4﹪） 

3人 
（3.4﹪） 

8人 
（9.0﹪） 

小
組
長
檢
核
沒通過 3人 

(3.4﹪) 
1人 

(1.1﹪) 
3人 

（3.4﹪） 
3人 

（3.4﹪） 
7人 

（8.0﹪） 
教
師
二

尚未完成 
? 
通過 

2人 
? 

2人 

3人 
? 

3人 

3人 
? 

3人 

3人 
? 

3人 

8人 
?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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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檢
定

沒通過 
? 
通過 

3人 
? 

3人 

1人 
? 

1人 

3人 
? 

3人 

3人 
? 

3人 

7人 
? 

7人 

四、研究心得 

(一)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在這種定性的描述下，很難客觀地找到合

適的評量活動來檢核，但在不刪除原教科書編有的能力指標前提下，只能試

著將月亮單元內的能力指標內容轉化為符合該單元的活動內容，讓研究者可

以用合適的評量活動來檢核，也讓填寫學習態度問卷的學生可以了解此學習

態度的含意。 

(二)在研擬以能力指標為導向的多元評量活動過程中，研究者認為可以透過任課

教師協商交流討論的機制，此方式不但可以讓大家對能力指標的內容多一份

認識更能客觀地去詮釋能力指標的內容，進一步降低能力指標個人詮釋的偏

差。而能力指標若只能用一種評量方式來檢核，會失之於主觀，因為能力指

標的內容廣泛，含認知、情意、技能三個教學目標，因此必須用多元評量方

式才能全面性地檢核學生的多元能力，須盡量將每一個能力指標尋找兩個以

上合適的評量活動來檢核，目的是希望透過各種評量方式的交叉使用，進行

教室行為觀察等研究活動後可以檢核出學生是否達到此項能力指標的要求。 
(三)在透過行動研究的計畫、實施、分析、檢討、修正、再實施等過程中，研究

者深刻體驗到要確實落實多元評量實屬不容易，因為一路上會有許多荊棘、

阻礙來影響教師實行的念頭，包括口語評量如何紀錄、實作評量前的器材準

備、是否會使教學時數縮減、教師能力不足、學生是否乖乖配合… … 等眾多

因素必須考量進去。 

(四)這次以能力指標為導向多元評量設計研究，雖然學生的學習成效沒有達到每

一項能力指標的要求，但是透過多元評量，不僅發掘學生的各面向能力，教

師也才有機會去瞭解學生的想法和學習的成效。 
 

肆、結論 

由本研究得知，透過能力指標的轉化策略，可以將能力指標內容適度地轉化為教

學目標，再設計合宜的教學活動及多元評量活動，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達成

能力指標的要求。本研究的兩主題「水的來龍去脈」、「觀測月亮」成就測驗答

對率均在 60%以上，實作的技能表現經二次檢核也都能達到通過的標準，情意態

度上也都有正向的表現，因此此種轉化的方式應該是可行的，教師們教學時只要

能細心體會能力指標的精神，加以適當的轉化，對九年一貫「培養帶著走的能力」

的目標相信較容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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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水的來龍去脈評量試題 

五年___班 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 

T小朋友，這是一次自我挑戰的好機會，請你放心的作答，並依照你所知道的，

仔細的完成下列的每一道題目唷！ 

一、是非題（只能填 o或 ×，並在___中寫出你的理由） 
（ ） 1. 一杯 50c.c.的水不論加入多少糖，只要稍加攪拌，糖都會全部溶解。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2. 進行檢測溶液的酸鹼實驗時，不論使用紅色或藍色石蕊試紙試驗，結

果試紙都不會變色，則此溶液可能是酸性。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3. 把 5g的砂糖加入 50c.c.的水中攪拌後糖全部溶解了，再將這杯糖水加
熱蒸乾，杯子裡會留下糖的顆粒。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4. 小蘇打水是鹼性，如果加入大量的肥皂水會變成酸性。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5. 胃痛時可以先吃小蘇打餅緩和一下。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6. 在野外被蚊子叮咬時可以塗抹檸檬汁。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7. 酸鹼溶液中和後，加熱蒸發後會像水蒸發一樣，不留下任何東西。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8. 在一杯氨水中緩緩加入醋酸，混合溶液的鹼性會減弱。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9. 把水加熱可以讓鹽在水中溶解得快一點。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0. 將紫色高麗菜水滴入純水中，會使紫色高麗菜水呈淡紫色，是因為水
是酸性。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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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選題 

（選出一個你認為最適合的答案，並用完整的句子在___中寫出你的理由） 
（ ） 1. 將小石頭、沙拉油、醋和糖，分別放入四杯水之中，再用玻棒攪伴，

會有什麼情形發生？�醋和糖溶解於水中，小石頭和沙拉油無法溶解
於水中�全都溶解於水中�全都沉澱在杯子底部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2. 要檢驗一杯未知溶液的酸鹼性時，最好用什麼顏色的石蕊試紙測試？
�紅色石蕊試紙�藍色石蕊試紙�紅色、藍色石蕊試紙都要測試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3. 這裡有三種糖，第一種是糖粉，第二種是砂糖，第三種是冰糖，如果
是各取一湯匙相同重量的糖，分別加入第 1、2、3杯有相同水量的水
中，你認為哪一杯的糖溶解的比較快？�糖粉�冰糖�都一樣快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糖粉          砂糖         冰糖 

         
    1             2            3 

（ ） 4. 可以使用什麼方法讓 50cc的水溶解較多的糖？�將水放進冰箱降溫�
把水加熱�把水倒入較大的杯子中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5. 有兩杯 100克的水，取 5克的砂糖放入第一杯水中，取 10克的砂糖放
入第二杯水中，攪拌並放了一段時間後，發現砂糖最後看不見了，請

問哪一杯糖水比較甜？�第一杯�第二杯�無法比較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0g水+5g砂糖       100g水+10g砂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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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準備兩份 10克的砂糖，第一份加入第一杯 100克的水中，第二份加入
第二杯 200克的水中，攪拌並放了一段時間後，發現砂糖最後看不見
了，請問哪一杯糖水比較甜？�第一杯�第二杯�無法比較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g砂糖+100g水   10g砂糖+200g水 

（ ） 7. 有 A、B、C、D、E五杯透明溶液，各取 10滴分別滴入五杯紫色高麗
菜水後，呈現紅色、淡紫色、綠色、黃色和淡粉紅色，請依照鹼性、

弱鹼性、中性、弱酸性、酸性的順序將五杯溶液排列出順序。

�ABCDE�DEBCA�CDBEA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B    C    D    E 
 
 
 

     紅色   淡紫色   綠色   黃色    淡粉紅色  

（ ） 8. 鹼性溶液可以使紫色高麗菜水變綠色。下列何者可以使紫色高麗菜水
變綠色？�養樂多�小蘇打水�酒精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9. 下表一為卓小夙家 92年 8月份的自來水費收據資料，請問： 
「本期指針」、「上期指針」和「總用水量」三者有何關係？�「本
期指針」和「上期指針」的差即為應繳的水費�三者間沒有關係�「本
期指針」和「上期指針」的差即為「總用水量」。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0.呈上題，「總用水量」和「應繳金額」有何關係？�「總用水量」越
多，「應繳金額」也越多�當「總用水量」為 0時，「應繳金額」也
會是 0元�兩者毫無關係。 
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1.準備 10cc的水，在水裡加入很多糖，一直到糖無法溶解為止（雖然加
以攪拌，而且也放很久，仍然無法使糖完全溶解完），而沉澱在杯底

，請問：為什麼會有糖沉澱在杯底？� 糖本來就不溶於水� 水只能溶
解一定量的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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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卓小夙家水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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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搜查線 --月亮相關資料  
四年    班    號 第       組  姓名：              

自古月亮的現象不為人所瞭解，但月亮卻是人們最常看到的天象之一，想想看你

們瞭解了多少呢？現在請各小組成員分工合作，針對下列主題來蒐集相關資料，

下次上課時要上台與大家一起分享你們的成果喔！ 

 

教師叮嚀：資料搜查方式有上網、查閱書籍、請教家長、參觀社教機構… ，

完成此項作業可以用寫的，也可以將資料剪貼或附在學習單上 

 

（一） 你曾聽過或讀過哪些和月亮有關的故事或傳說？請寫出故事或傳說的大

概內容。 

                                                                            

                                                                            

                                                                            

                                                                            

                                                                            

                                                                            

（二） 你知道人類如何「登陸月球」嗎？找一找相關資料，並填入下欄中。 

                                                                            

                                                                            

                                                                            

                                                                            

                                                                            

                                                                            

（三） 月亮表面的陰影看起來像什麼呢？你可以在圖框中貼上圖片、畫下圖像

或是寫下自己看到月亮陰影所產生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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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你還知道關於月亮的哪些東西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老師的話：                                        簽名：           

 

評量重點 計分方式 能力向度 努力向度 

1.能寫出或找出月亮的相關資料   

2.內容符合主題，組織分明   

3.收集月亮資料的數量與品質   

4.能夠用自己的話表達學習成果   

5.學習單書寫工整美觀 

很好（?） 

不錯（?） 

加油（△） 

改進（？） 

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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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月亮觀測記錄圖 
                                 班級：                              
                                      組別：                         

    月亮觀測記錄圖        座號：                       
                                   姓名：                            

 
 
＊小朋友，選擇適當、固定的地點進行觀測月亮，並且要面向南方，大約每隔一

小時記錄一次，至少連續記錄三次月亮的位置！記得在記錄圖底線上畫上地面參

考物的位置（房屋、樹木等），以及在記錄月亮位置時要附上觀測時間喔！    
 例如：   ?  晚上 7：00 

 
 
 
 
 
 
 
 
 
 
 
 
 
 
 
 
 
 
 

 ※ 完成記錄圖之後，我發現月亮的位置會隨著時間慢慢向       方移動。 

評量重點 計分方式 能力 
向度 

努力 
向度 

1. 確實填寫任何空格資料   
2. 每小時且記錄月亮移動路線三次以上   
3. 正確畫出並記錄月亮移動的路線 

很好（?）、不錯（?）、
加油（△）、改進（？）、

補做（※）   

老師的話：                                        簽名：                   

※觀測日期： 

國曆：     月      日      農曆：      月      

日 

觀測時間：      時      分 至       時       

分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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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觀測月亮」單元實作評量總檢核表     

班級：四年      班        第      排          小組長姓名：                 

說明：評量項目中的前五項請小組長幫老師檢核同學達到哪一項，在符合項目中的下邊?內打?，後四項則由教師檢核（由月亮觀測記錄圖、月

形觀測記錄表判斷）。小組長完成檢核表後，交給教師做其他的審閱。 

會使用指

北針 
會使用指北

針來表達月

亮方位 

會製作高度

角觀測器 
會使用高度

角觀測器來

表達旗杆位

置 

利用月形卡

正確排出月

形變化 

正確記錄

月亮的移

動路線  

觀測記錄圖有

配合文字、圖

像的輔助說明 

長期觀測且

正確記錄月

形變化 

觀測月形變

化得到的結

論正確 

   檢核項目 

 
 
 
 
 
座號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沒

通

過 

尚
未
完
成 

通

過 

小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作評量檢核表使用說明：教師請小組長幫忙檢核時，應先衡量小組長的能力是否足夠、同儕是否能服從小組長的判斷等因素。「觀測月亮」

單元的實作部分分成兩個部分，小組長只負責檢核同學是否會使用器物（檢核同學前必須先檢核小組長的能力），老師則負責檢核認知層次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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