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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與科學探究能力

自主學習要素 探究表現

定標 觀察定題

擇策 計畫執行

監評 分析發現

調節 討論傳達

自主學習能力 12國教學習表現



運用數位學習平台於自主學習課堂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教師導學 組間互學

難點錯誤 目標任務

展示方式

評估準則

總結檢討回饋點撥

課後延伸

課前預習

學習平台知識結構與教
學媒體→先學後教

學習平台練習題、學生提問、單元診斷測驗→以學定
教

學習平台討論區、自
評、互評、擬題等→
教少學多

學習平台提供學生學習記錄、學習資訊及討論、答題狀況→減負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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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學 -自我調節

1. 整理已學
2. 找出難學
3. 預備將學
4. 記錄所學

組內共學 -共同調節

1. 核對答案
2. 補充資料
3. 合作解難
4. 展示匯報

組間互學 -社群共享調節

1. 比較區分
2. 提問質疑
3. 改正修訂
4. 評估建議

教師導學 -他者調節
1. 導入定標
2. 提問回饋
3. 點撥釐清
4. 總結延伸

自主學習的四種學習方式 -「4學」學習方式

(何世敏,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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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自主學習三種模式
驗證式探究 自主探究學習

引導式探究
自主探究學習
漸進式探究

學生自學 學習定錨 學習定錨

關鍵提問 議題導入 議題導入

合作驗證 合作探究 合作探究

論證解釋 發表討論 社群互學

概念統整 學習統整 學習統整

學生深學 學生深學

延伸議題

組內
共學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組內
共學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組內
共學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驗證式探究

學生
自學 合作

驗證

關鍵
提問

概念
統整

論證
解釋

根據關鍵提問
進行小組實作
活動，驗證所

學概念

針對學生學過的核心概念，
設計問題以讓學生透過實
作進行驗證

教師引導討論，深
化學生的知識結構 針對實作結果與概念

間的異同進行解釋與
論證

教師派發知識
節點影片提供
學生自學尋找
解答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初階)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初階)
驗證式探究 自主學習要素

定標、擇策
監評、調節

探究表現
觀察定題、計畫執行
分析發現、討論傳達

學生自學 定標 觀察定題

關鍵提問 定標 觀察定題

合作驗證
擇策
監評價小組自評)
調節(共同調節)

計畫執行
分析發現

論證解釋
監評(小組互評)
調節 (社會調
節)

討論傳達

概念統整

調節 (個人調
節)
調節 (共同調

討論傳達

學生
自學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組內
共學



驗證式探究

學生
自學 合作

驗證

關鍵
提問

概念
統整

論證
解釋

小組進行虹吸現
象實作活動
1.工作分配規劃
2.實驗驗證與紀錄
3.形成結論

1.教師佈題
2.利用影片提問

教師引導討論，深
化學生的知識結構 針對實作結果與概念

間的異同進行解釋與
論證

教師派發知識
節點
421-2b-02：
認識虹吸現象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初階)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一、學生自學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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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學習目標

2.引起學習興趣

3.教師派發知識節點影片提供學生自學尋找解答

4.學生透過影片筆記與討論區紀錄所學

5.分拆步驟引導

6.適時給予回饋

7.整理並分析平台數據與預習成效

驗證式探究



1.學生在線上進行筆記並

發表在討論區

2.透過班級討論區比較其

他同學分享

3.學生同步修正筆記內容

4.學生完成學習單內容



二、關鍵提問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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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預習與課堂學習做連結

2.重溫預習學習目標與大綱

3.針對學生學過的核心概念設計問題

4. 學生透過實作進行驗證導入課堂學習

5.擬定課題任務的學習重點與流程

驗證式探究



二、關鍵提問-利用影片動動腦



二、關鍵提問



三、合作驗證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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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關鍵提問進行小組實作活動

2.選擇適切的分組方式

3.分配工作任務(任務單)

4.決定組員任務角色

5.制定小組討論之報告內容、流程與方式驗證

所學概念

驗證式探究



小組學生於上課前依照工作分配單進
行學習任務

⚫工作分配
(定標)

三、合作驗證



小組學生於上課前依照工作分配單進行學習任務

⚫工作分配(定標) 探究實驗引導與規劃

三、合作驗證

組長樣貌

報告長樣貌

記錄長樣貌

檢核長樣貌

實驗長樣貌

惡魔視角天使視角



1.學生進行實驗驗證

2.學生透過平板拍攝實驗過程

3.組員觀察結果並形成結論



四、論證解釋 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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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實作結果與概念間的異同進行解釋與論證

2.依序條列任務之學習表現完成的目標

3.講解組間互評表準則及示範評分方式

4.選擇分享方式(依情境挑選組別)

5.運用互評表，進行提問、評估或補充修正

6.邀請其他組表示贊同或提出其他意見

7.透過互相詰問，提升後設認知

驗證式探究



五、概念統整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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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引導討論，深化學生的知識結構

2.提問回饋、鷹架引導、點撥題點

3.回扣學習目標

4.總結及重點整理

5.反思學習進展及成效

6.派遣診斷測驗任務

驗證式探究



六、教師掌握學習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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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視學習成效

2. 訂定補救任務或進度

3. 準備下一課預習活動

驗證式探究



教師依據前述所提出的
探究問題或待解難題安
排學習活動的順序，個
小組同時進行相同的學
習任務。

學生
深學

合作
探究

發表
討論學習

統整

議題
導入

引導式探究

教師導入議題並提出「關鍵提
問」，讓學生針對關鍵提問進
一步形成探究問題(inquiry 
question)或待解難題
(problem)

教師引導討論，
修正學生的探究
實踐，並統整議
題相關的知識結
構

針對探究實踐與結果
進行全班討論

學生觀看知識
節點影片，提
供學生自學鞏
固概念且深化
學習

學習
定錨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進階)

教師診斷學生先備
知識及經驗，藉此
設計學習情境及教
學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進階)

自主探究學習
自主學習要素
定標、擇策
監評、調節

探究表現
觀察定題、計畫執行
分析發現、討論傳達

學習定錨 學習預備 觀察定題

議題導入 定標 觀察定題

合作探究
擇策
監評(小組自評)
調節(共同調節)

計畫執行
分析發現

發表討論
監評(小組互評)
調節(社會調節)

討論傳達

學習統整
調節(個人調節)
調節(共同調節)
調節(社會調節)

討論傳達

學生深學
監評(個人)、調節
(個人調節)

討論傳達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組內
共學



教師依據前述所提出
的探究問題-那一種環
境變因容易生鏽，小
組同時進行相同的學
習任務。

學生
深學

合作
探究

發表
討論學習

統整

議題
導入

引導式探究

教師引導生鏽物品認識，觀察
生鏽現象並提出「關鍵提問-
那些東西會生鏽，那些地方比
較容易造成生鏽」，讓學生針
對關鍵提問進一步形成探究問
題(inquiry)- 造成生鏽的成因
為何

教師引導討論，
修正學生的探究
實踐，並統整議
題相關的知識結
構

針對探究實踐與結果
進行全班討論

教師派發學生
觀看知識節點
影片，提供學
生自學鞏固概
念且深化學習
(225-3b-01)

學習
定錨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進階)

教師診斷學生先備
知識及經驗，藉此
設計學習情境及教
學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一、學習定錨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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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了解學習目標

2.教師依據知識結構分析學生先備知識節點

3.教師透過組卷功能進行單元診斷測驗診斷學生先

備知識

4.整理分析平台數據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藉此設計

學習情境及教學起點

引導式探究





二、議題導入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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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導入議題並提出「關鍵提問」

2.學生針對關鍵提問進一步形成探究問

題(inquiry question)或待解難題

(problem)

3.教師協助學生聚焦探究問題

4.擬定課題任務的學習重點與流程

引導式探究





形成探究問題(inquiry question)

1.金屬物品容易生鏽?
2.造成金屬生鏽是因為環境中的何種變因?
3…..



三、合作探究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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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依據前述所提出的探究問題或待解難題

安排學習活動的順序

2.選擇適切的分組方式

3.各小組同時進行相同的學習任務。

4.分配工作任務(任務單)

5.決定組員任務角色

引導式探究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聚焦金屬生鏽的變因
(空氣-氧氣、水分….)
2.彙整學生提出共同變因項目為主要實驗變因
3.各組進行實驗設計規劃
4.小組進行實驗實作、紀錄、提出結果



四、發表討論 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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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探究實踐與結果進行全班討論

2.依序條列任務之學習表現完成的目標

3.講解組間互評表準則及示範評分方式

4.選擇分享方式(依情境挑選組別)

5.運用互評表，進行提問、評估或補充修正

6.邀請其他組表示贊同或提出其他意見

7.透過互相詰問，提升後設認知

引導式探究



五、學習統整 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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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問回饋、鷹架引導、點撥題點

2.教師引導討論，修正學生探究實踐

3.總結及統整議題相關的知識結構

4.反思學習進展及成效

引導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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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深學 15-20分鐘

1. 教師派發相關知識節點任務

2. 學生自學觀看知識節點影片

3. 提供學生鞏固概念且深化學習

4. 派遣診斷測驗任務

引導式探究



1.學生在線上進行筆記並

發表在討論區

2.透過班級討論區比較其

他同學分享

3.學生同步修正筆記內容

4.學生完成學習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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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掌握學習狀態

1. 檢視學習成效

2. 訂定補救任務或進度

3. 準備下一課預習活動

引導式探究



學生形成「興趣小組」，
各組從前述所提出的探
究問題或待解難題擇一
(不重複)進行後續學習。
1.小組針對「不同的探
究問題」規劃與實施探
究活動，最後提出科學
解釋。
2.小組針對「不同的待
解難題」規畫問題解決
活動並實施，提出解決
方案。

學生
深學

合作
探究

社群
互學學習

統整

議題
導入

漸進式探究

教師導入議題並提出「關鍵提
問」，讓學生針對關鍵提問進
一步形成探究問題(inquiry 
question)或待解難題
(problem)

教師引導形
成社群共享
知識

各組分享探究結果與解決
方案，並進行社群對話

學生觀看知識
節點影片，提
供學生自學鞏
固概念且深化
學習

學習
定錨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高階)

教師診斷學生先備
知識及經驗，藉此
設計學習情境及教
學

延伸
議題

學生提出延伸議
題
進入探究循環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教師導學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高階)
自主探究學習 自主學習要素 探究表現

學習定錨 學習預備 觀察定題

議題導入 定標 觀察定題

合作探究
擇策
監評(小組自評)
調節

計畫執行
分析發現

社群互學
監評(小組互評)
調節(社會調節)

討論傳達

學習統整
調節(個人調節)
調節(共同調節)
調節(社會調節)

討論傳達

學生深學
監評(個人)、調節
(個人調節)

討論傳達

延伸議題 定標 觀察定題

組間
互學

教師
導學

學生
自學

組內
共學



學生可透過上述動物行為，
依小組興趣或抽籤分組報
告
1.行為定義-透過課本/因
材網資料
2.相關動物舉例
3.擬定報告內容與方式
4.小組組內分工

學生
深學

合作
探究

社群
互學學習

統整

議題
導入

漸進式探
究

1.導讀-有熊國雄鷹
關鍵提問:影片中有哪些動物行為
Ex動物外型、運動、覓食、避敵、
禦敵、本能學習、求偶、育幼、
社會行為…

教師引導形
成社群共享
知識

各組分享探究結果與解
決方案，並進行社群對
話，組間進行評分

學生觀看因材
網知識節點影
片完成筆記/討
論區
1.我的想法-
2.我學到-
3.我還想知道-

學習
定錨

科學自主學習模式(高階)

因材網診
斷先備知
識

延伸
議題

延伸議題
消失的王者-
沙漠雄獅

學生自學

組內共學

組間互學

教師導學



一、學習定錨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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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了解學習目標

2.教師依據知識結構分析學生先備知識節點

3.教師透過組卷功能進行單元診斷測驗診斷學生先

備知識

4.整理分析平台數據了解學生先備知識，藉此設計

學習情境及教學起點

漸進式探究











二、議題導入 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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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導入議題並提出「關鍵提問」

2.學生針對關鍵提問進一步形成探究問

題(inquiry question)或待解難題

(problem)

3.教師協助學生聚焦探究問題

4.擬定課題任務的學習重點與流程

漸進式探究



關鍵提問:
影片中有哪些動物行為
Ex動物外型、運動、覓食、避敵、禦敵、本能學
習、求偶、育幼、社會行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679svL8SU


三、合作探究 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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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形成「興趣小組」，各組從前述所提出

的探究問題或待解難題擇一(不重複)進行後續

學習。

2.小組針對「不同的探究問題」規劃與實施探

究活動，最後提出科學解釋。

3.小組針對「不同的待解難題」規畫問題解決

活動並實施，提出解決方案。

漸進式探究







四、社群互學 20-2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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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組分享探究結果與解決方案，並進行社群對
話

2.依序條列任務之學習表現完成的目標

3.講解組間互評表準則及示範評分方式

4.選擇分享方式(依情境挑選組別)

5.運用互評表，進行提問、評估或補充修正

6.邀請其他組表示贊同或提出其他意見

7.透過互相詰問，提升後設認知

漸進式探究



五、學習統整5-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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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問回饋、鷹架引導、點撥題點

2.教師引導形成社群共享知識

3.總結及統整議題相關的知識結構

4.反思學習進展及成效

漸進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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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深學 15-20分鐘

1. 教師派發相關知識節點任務

2. 學生自學觀看知識節點影片

3. 提供學生鞏固概念且深化學習

4. 派遣診斷測驗任務

漸進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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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延伸議題 10-15分鐘

1. 檢視學習成效

2. 學生提出延伸議題進入探究循

環

漸進式探究



關鍵提問:
影片中將沙漠雄獅的動物行為
Ex動物外型、運動、覓食、避敵、禦敵、本能學
習、求偶、育幼、社會行為…進行觀察與標註

課程二次循環-引導式探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LwXRMDmKuQ




課程三次循環-漸進式探究

**規劃學生獨立報告內容-動物報報
1.學生透過分組或是個人選擇一種動物進行
專題介紹報導。

2.文章內容須針對本單元相關動物行為進行
整理與說明。

3.文章呈現方式不拘包含圖文、以第三人稱
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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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師掌握學習狀態

1. 檢視學習成效

2. 訂定補救任務或進度

3. 準備下一課預習活動

漸進式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