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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不只在課本裡，而是在生活中：
自然課程教學實錄

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教師　黃尹薇

壹、前言

對於三年級的學生而言，「自然與生活科

技」是一個新的領域，而往往面對陌生且未知的

課程時，孩子們的好奇心是十分強烈的，為了成

功引起孩子學習的動機，我陪著孩子們一同在自

然課裡探索與冒險，也深信著只要抱持著「如果

想找到答案，那就動手做吧！」的信念，課程就

會充滿趣味，學生也會因此產生對學習的興趣，

進而樂於學習，而學生們的確也很享受這充滿新

奇的課程，每次的自然課程都興致勃勃。在「廚

房裡的科學─動手做果凍」的單元中，筆者看到

學生藉由疑問、實驗、發現、修正的過程，培養

出積極探究的精神，且熱愛學習新知，希望藉由

指導學生自然課程的經驗，與教育界的夥伴分

享，孩子的學習不曾侷限，一直都在生活中。

貳、核心理念

「觀察」與「實作」是自然課程的必備要

素，經由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事物，引導學生

去追求知識、操作知識、理解知識和熱愛知識。

參、實施階段

 一、先備經驗

開始動手做果凍之前，學生需具備「分

辨調味品」的技能和「溶解現象」的知識，

學習運用五官觀察、雙手操作，於是他們嘗

試用眼、鼻、口、手去看一看、聞一聞、嘗

一嘗、摸一摸廚房裡常見的調味品，並和組

員分享自己的發現。在對廚房裡各式各樣的

調味品有進一步的了解後，試著將調味品加

入水中，認識什麼是「溶解」，並比較每一

種調味品加入水中的現象有何不同，將所觀

察到的結果做紀錄和整理。

二、課程要點

要做出好吃的果凍，先決條件是要了解

果凍的製作方式，藉由閱讀果凍粉製作說明

書，可以學到製作果凍的步驟和方法。在製

作果凍的過程中，學生再次複習溶解的概

念，藉由攪拌的動作，能加快果凍粉溶解在

水中的速度，當果凍粉完全溶解在水中，才

不會有冷卻後有結塊而無法順利凝固成果凍

的情形發生。為了能讓果凍粉完全溶解，不

產生結塊現象，學生在做果凍時提出了「加

多一點的水可以嗎？」、「果凍粉想要再多

一點。」、「用冷水做會成功嗎？」等問

題，於是在實驗中大家嘗試改變製作果凍的

條件，如：水溫、水量，再去比較做出來的

果凍有什麼不一樣，這樣做比較硬還是比較

軟？那樣做比較甜還是比較不甜？用冷水做

會結塊，那果凍會順利凝固嗎？最後學生會

發現影響果凍味道、口感最重要的三個因素

就是水溫、水量和果凍粉量，經由改變水

溫、水量和果凍粉量，去觀察做出來的果凍

是否會有所差異，找出成功做出果凍的方

法。 

 三、課堂表現

學生學習將自己的發現和組員分享、交

流彼此的看法，並動手做做看，透過合作學

習，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在小組討論

後所發表的想法，往往比一個人的答案來得

有創意、更多元，而學習優勢者也帶著弱勢

者一同學習，雙方得到的將比學到的更多。

四、驗收成果

評量不僅是針對學生片段知識精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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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分，還要去記錄學生解決問題的詳 細步

驟，掌握學生推理運作的發展。在動手做果

凍的活動中，學生不但學會了做果凍，還進

而發現怎麼做出更好吃的果凍，從「做」中

學習。另外也透過筆記作業的形式，檢核學

生在課堂中所學到的知識，開放式的作業問

答，能讓學生有創意的發想，更能因此和老

師對話，營造良好的師生互動。

肆、結語

從一開始學生對自然課程的陌生，到現在能

自行去觀察、去發現、去提問、去解決，孩子這

樣子的成長實在是令人動容！即使每一次的討

論和實驗，都需要下足工夫去引導，不過孩子從

「做中學」的表現可以驗證放手讓孩子去探索、

去冒險有多重要！期許每位老師都能以孩子為本

位，將學習權交由他們，並扮演好協助與支持的

角色，讓孩子做學習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