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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參訪心得---「觀課篇---自然科教學的反思」 

吳月鈴 

前言 

  102年 10月 27至 11月 2日我參加了由林如章教授、林陳湧教授帶領

的「102 年第二梯次國中自然科教師團日本參訪計畫」，到日本九州參訪理

科教學及教師研究中心，主要參訪機構如下： 

 

 

  這次參訪的心得，我將分「觀課篇---自然科教學的反思」、「教師進修

篇---教師社群、教師研習的反思」、「教學計畫篇---教案與評量的改進」

三方面來呈現，以下是「觀課篇---自然科教學的反思」： 

壹、教學流程的一致性 

  我們這次的參訪行程共觀摩了 9 節課，在這 9 節授課中，雖然教授的

單元、老師、學生特質有所不同，但所有老師的授課展現出相當一致性的

模式，我們可以將其教學流程歸納為「起承轉合」4個步驟，每一步驟所包

含的內容如下：起（導入活動、連結舊經驗）承（開展活動 1：觀察、預

測、實作）轉（開展活動 2：討論、解釋）合（總結活動：結論、統整） 

一、起（導入活動）： 

教師首先複習小學或前一單元學過的內容，或以生活中的經驗，以喚

醒學生舊經驗、引發學習動機、導入即將開始的學習。導入活動通常是以

版書、示範活動、提問等方式進行，在約 5 分鐘的導入說明之後，老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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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學習單上寫下今日課題、活動目的、或活動名稱等。確定學生都

明白今日要學習的重點。 

舉例：「物質狀態變化---蒸發」這堂課，是整個大單元的 4/7(七節課

的第四節)，老師在講桌上將一小杯水打翻在桌上，提問：「你們覺得經過

一節課後灘水會有何變化？」，學生答：「會乾掉」，老師說：這個現象叫蒸

發，今天的課題是：「用我們前一節課做過的三個活動來解釋這個現象，過

程中要用到文字、語言和圖」。 

  依我在台灣的觀課經驗(訪視或合作學習或教學觀摩等)，發現台灣的

老師比較忽略喚醒舊經驗這個過程，有些老師並沒有前測學生的先備知

識，多數國中老師不知道學生在國小曾學過哪些，這是我們可以再加強、

改進的地方。 

二、承（展開活動 1觀察、實作） 

在我們觀課的所有課程都是以「觀察」、「實驗活動」展開學習的，多

數老師會讓學生「預測」可能結果，之後再根據自己的預測，設計觀察或

實驗活動。日本的老師會把實驗器材分組準備好，由學生領回、在自己的

實驗桌進行實驗，而不像台灣，學生的實驗桌上常有本次實驗不需要的物

品，但許多物品需至講桌（共用桌）拿取，日本的方式相對較易掌控秩序

也較不會浪費時間。 

舉例：「蒸發」這堂課是以以下方式進行觀察和實作的： 

老師使用「拼圖法」的策略，先將學生分成三個專家組，每一組的 00

號到「沸騰」這組，XX號到「墨汁觀察」這組，YY號到「注射針筒的壓縮」

這組...，各組學生領了需要的器材、就位後，老師請學生討論你這組看到

的現象背後可能的原理。學生即開始操作、討論，確認所看到的現象要如

何解釋。 

   

(專家組針對三組實驗做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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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開展活動 2：討論、解釋） 

在日本的課堂中老師並不直接告訴學生「科學知識」，而是在觀察、實

驗後，給予學生充分的討論時間，學生經由討論來嘗試解釋觀察和實驗活

動中的意義，討論的結果必須以文字或圖案記在小白板上。討論是日本課

堂的主要學習活動，討論過程中，老師們通常只是走到桌邊笑笑的看著他

們或小聲回答學生的問題，很少催促或提醒學生。 

在觀摩的其他課程中，學生都很容易獲得一致的結論，但「蒸發」這

堂課很多組討論得很激烈。我發現討論的深度和教師所提的討論主題有

關，有些問題出得太聚斂了，學生很容易從書本得到結論，所以不太有實

質的討論；而「蒸發」這節課老師出的課題是：學生根據三個活動來推衍

出蒸發所牽涉的粒子運動，屬於比較高層次的論證，就出現比較多實質的

討論甚至爭辯。 

在科學寫作方面，他們經常使用「定型文」，如：我看到……所以我主

張……- 來幫助學生聚焦；定型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引導句)在學生初學

科學寫作時有很大的幫助，值得台灣的老師參考。 

舉例：「蒸發」這堂課中每組都有三個「專家」，他們要說明他們在專

家組學得的知識及聽取其他組的說明，利用這些知識共同來解釋「桌上的

一灘水不見了(蒸發)」的原理。討論過程中學生會互相質問、妥協、修正，

最後將結果畫在小白板上準備上台報告。 

   

(學生認真的學習、討論) 

四、合（總結：結論、統整） 

此部分大多是由學生進行報告後由老師做最後整理並抄寫結論。報告

時學生多是拿著「小白板」輔助，或是各組將小白版（討論的結果）交給

老師，公布在黑板上，再進行解說。利用小白版的方式，可讓學生在解說

時有所依據，也可以很方便讓老師和所有學生看到其他組的想法。老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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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只說明或圈選出哪些答案是正確的，但對「錯誤」的答案則「忽略」，很

少加以「糾正」，也許是要等下節課或相關課程時再說明吧？ 

由於此次參訪學校的選擇，是以「研究指定校」為主，而其研究主題

以「提升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與表現能力的理科教學―透過學生的相互

學習與充實的語言活動，促進理科的學習」為主軸，所以各校在「透過學

生的相互學習與充實的語言活動，促進理科的學習」方面有很一致的表現，

如：所有參訪的班級都是採「分組合作」的方式，而且所有班級的教學活

動都有「學生口語發表」這個項目。相較於台灣無論是九年一貫或 12年基

本教育，各項政策在不同縣市或學校的執行情形總是有很大的落差，日本

的學校能將研究目標如此一致性的達成，實在是很令我好奇的事。 

另外，對於討論結果日本似乎不像台灣那樣一定要所有學生在規定時

間內完成如：「蒸發」這個議題的討論，有一組因為一直無法獲得共識，在

討論時間截止前將全部答案擦掉，他們『擦掉、交白卷(其實是想重寫較完

整、合理的解釋)』這個決定是先徵求老師同意的，老師能同意學生在還沒

得出能說服自己的結論前先以"空白"繳交，這是台灣老師較少見的！而且

日本似乎也不像我們這麼重視「正確答案」，有時學生交出來的答案是錯

的，老師也不加以糾正，更不會因學生的答案有誤而打斷學生的發表。但

是老師會在學生都發表完之後，給個正確答案要學生寫下！這就是一連串

探索後所得到的科學知識。 

   

(討論結果寫在小白版上、老師做最後統整) 

 

貳、從日本理科教學特色看台灣自然科教學 

  透過這次的參訪，我們發現台灣與日本在教育上面臨了許多相同的困

境：如：PISA 成績低落、升學壓力沉重、少子化…等，也都正在進行一些

教育改革，如日本在 2008 年公布新學習指導要領方案，2011 正式脫離自

1980年起實施的「寬裕教育」；而台灣也在 2001年開始試行九年一貫課程，

更從 2012年開始實施 12年國教，也就是：目前兩國都是處於新課綱(學習

指導要領)實施不久，教師、教學皆處於衝擊、適應階段，此時將兩國的適

應及實施情形做一比較，是很有趣也很有參考價值的。以下是我參訪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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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比較： 

一、以學生為主體的探究式教學 

日本的理科教學展現了台灣九年一貫的理念 

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關於教學有兩個很重

要的理念：一個是以學生為主體、另一個是探究式教學。但實施 10多年下

來，教學現場常見的還是「教師講述」，學生的學習活動以「安靜聽講、抄

筆記」、外加反覆練習各種測驗題為主，至於實驗或觀察活動，多以教師示

範、或觀看『實驗影片』方式取代，真正讓學生進行觀察或實驗的次數其

實並不多。但是在日本，我們觀摩的每一節理科教學幾乎都是以「實驗」、

「觀察」、 「討論」、「發表」為主；老師只在「導入」和「總結」時做簡

短的講述，整節課老師講述的時間不超過 15分，老師的主要工作是引導出

「課題」---討論或實作的題目，並且在實作和討論中進行必要的協助和指

導！也就是說「以學生為主體」，「探究、實作」這兩個九年一貫的教學理

念，完完全全展現在日本的理科教學中！ 

尊重學生的學習節奏 

在台灣的課堂中常可見老師為了進度而急急的催趕學生，我們總是在

「催」學生交作業、「催」學生考小考、合作學習之後更常見「催」學生「合

作」、「討論」，但在日本，老師幾乎不曾催促學生，只在有必要時將計時的

碼表投射在螢幕上，讓學生自己去看時間，調整進度。日本是以學生的學

習情形為教學進度，而台灣則是定好進度「催」所有學生共同完成，日本

比台灣有差異化教學的精神。 

安靜的教室來自從容、安靜的老師 

去日本之前，聽說佐藤學老師覺得台灣的教室太吵了，當時很不以為

然，心想教室有笑聲、爭論聲才顯得有活力阿！安安靜靜、死氣沉沉的有

什麼好？但去日本參訪後我對「靜」有很深的感觸：台灣的教室很吵，根

本原因在老師，我們的老師總是很急，所以即使學生在討論，老師往往巡

視半圈後就急著「催」學生：「快點喔!只剩 X分鐘！」；台灣的老師對學生

的「錯誤」有很強的責任感，如果學生的報告或回答有錯誤，老師總是第

一時間就「糾正」。我們總是在聽到錯誤答案時急急的打斷，提出正確或周

全的說法。相反的，日本的老師幾乎不會催學生，也很少指出學生的錯誤。

在日本觀課會被教室的安靜嚇到：老師不用麥克風講話、也很少糾正或指

責學生；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實驗或討論或發表皆能小聲進行，這

景象在台灣是看不到的！我深深感覺到老師的從容、等待、尊重，我想應

該是這樣的氛圍感染學生，讓學生習慣安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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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與評量基準 

  觀課前任課老師會給我們一份「教學計畫」

（類似教案），教案寫得非常詳細、實用。教學

計畫有四欄，依序分別是：學習活動、指導注

意事項、教學目標、評價基準及評價方法。我

對他們的教案格式很有興趣將會有專篇來討

論，這裡只先討論教學目標與評量方法。教學

目標分為：關(關心、意欲、態度)、思(思考、

表現)，技（技能---觀察實驗的技能），知（認

知---知識理解）四個向度，和我們早期的認

知、情意、技能相似，只是他們多了思考智能。

其實台灣的教案也都會寫出教學目標，也有認

知、情意、技能（九年一貫領綱中的科學素養

其實也包含了這三部分），但為什麼最後我們的

教學與評量都只注重「認知」呢？我覺得關鍵

可能在「評價基準及評價方法」。日本的教學計畫有列出每一單元的「評價

基準及評價方法」，也就是在做教學計畫時就知道這一單元要評量什麼？怎

麼評量？所以在教學時就必須有相對應的活動，要有為達成目標所設計的

教學活動！台灣的教學計畫雖列出教學目標，但沒有基準及規準去檢視教

學目標是否達成，教學目標流於型式化！ 

  那麼台灣是否也可以從教案(教學計畫)做

起，引導老師做到「探究教學」與「多元評量」呢？ 

宜蘭縣目前在試行的「教學進度與評量」 平台，

試圖將教學與評量結合，這是很好的起步，但這個

計畫的設計是每個老師需各自規畫自己認課班的

評量基準、規準及方法，其實是非常大的負擔，一

個會帶給老師很大負擔的計畫較易引發反彈或產

生應付的做法（518 研習就是範例），較難達成目

標。反觀日本的教學計畫其實並不是教師撰寫的，

而是由教師社群（如：理科研究會）裡的資深或專

精教師撰寫，再交由出版社出版，老師只要參考並

稍做修改即可，老師的負擔不會那麼大，所以能普

遍的實施！台灣若想讓老師真正進行探究教學及

多元評量，也許可以參考日本的模式，經由工作坊或社群的方式來共同備

課，產出含有教學指導指引、評量基準及方法的教學計畫，我認為這是值

得努力的方向！ 

三、教學情境：傳統的生活規範與教室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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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失而求諸…. 

  看多了「極道鮮師」之類的日本校園劇，以為日本校園應該到處可見

到裙子超短的制服妹，走入現實中的日本學校，有種誤闖 30年前台灣中學

的錯覺，學生的服裝儀容完全就是古早時代「好學生」的標準--男、女生

都穿著整整齊齊的制服(男生襯衫+西裝褲+外套，女生一律穿裙子而且裙長

過膝)，男、女生的髮型都簡單、整潔（奇怪，沒看到染髮的！）！簡直就

是我還是國中生時的模樣！現在的台灣校園真的很多元化了！很多學校以

運動服代替制服，還有很多學校的女生制服以長褲取代裙子…也許這樣對

學生而言是方便、舒服多了，但在習慣了台灣的「舒服」後看到日本學生

的「制式」，竟然懷念起「整齊」之美（請補制服篇圖片）！ 

  另外，日本學生上下課「起立」、「敬禮」後喊「老師好」、「謝謝老師」

之慎重、大聲也很讓我驚訝！目前台灣有許多老師是不要求學生上下課要

敬禮的，而我是堅持要這個儀式的老師，因為我覺得「儀式」是凝聚向心

力和共識所需的！看了日本的上下課怡是之後我覺得自己要求得不夠確實

呢！我錄了幾個學校的上下課敬禮的情形（上下課敬禮集錦影片），很想給

台灣的老師、學生看看：規規矩矩的起立、敬禮其實比懶懶散散或根本不

敬禮帥多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整潔活動，日本的整潔是有名的，進學校要脫鞋、

進洗手間又要換一次鞋，校園的每一處都乾乾淨淨！但是這份乾淨是所有

師生共同維護而來的，在一個學校碰到他們下課打掃時間，看到學生跪在

地上擦地板，那種認真的神情真讓人感動！比起來台灣學生在打掃時那種

應付、不甘願的態度實在是天壤之別！  

 

                           
(整齊的制服與髮型) 

  最後一個很傳統的教學情境是「教室佈置」，在日本的教室中張貼著有

很多標語，如：本校教育目標、本月學習目標、生活目標、理科學習方法…

等，讓我想起以前我們黑板兩旁寫的「本週中心德目」；「標語」和「儀式」

這兩個在台灣消失的傳統在日本卻如此自然的存在著！ 

  另外，每間理科教室幾乎都貼著該校參加暑假「專題研究」展覽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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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台灣的科展）的得獎作品----海報！和台灣的科展比起來他們的專

題研究展覽實在太「小兒科」了！題目都是生活化的、內容幾乎都和課本

相關，看得出來學生自己就可以發想、可以完成！而且整個海報都是用手

寫，所有的圖(含統計圖) 都是手繪！我突然覺得：我們把科展搞得太型式

化、太功利化了！每年科展就是一長大廝殺，作的題目、內容難到國高中

老師都看不懂！三大版的版面（日本只有一版）、精美的印刷，但比完就回

收了吧！就算拿回去學校展出，恐怕也只是用來打擊其他學生信心的吧！

我們每年做出這麼多超高難度及深度的科展作品，到底對我們的科學教育

有何助益？我們還要繼續這樣搞下去嗎？ 

   

(教室牆壁的標語) 

   

 (自由研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