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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亞科學教育協會（Ease-Asi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EASE）是一個

以亞洲為主的區域性科學教育專業組織，主要是提供亞洲地區從事科學教育人員一

個分享與交流的平台，今年以香港教育學院作為會議舉辦地點，主題是建立科學家

和科學教育工作者之間交流的平台。本次參與 EASE 研討會，以海報形式發表「以

博物館輔助資源提升低成就學生之科學學習」一文，並與現場與會學者進行研討。

另，從論文發表概況來看，在亞洲地區的科學教育發展，台灣因為起步早，在研究

質量上皆有一定的水準，再者國內有科教處以及國科會持續支持科研研究，因此科

研品質在亞洲地區一直位於前段位置。 

 



一、目的 

（一）緣起與主題 

東亞科學教育協會（Ease-Asi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EASE）是一

個以亞洲為主的區域性科學教育專業組織，主要是提供亞洲地區從事科學教育人

員一個分享與交流的平台，目前由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輪流舉辦年會，今

年以香港教育學院作為會議舉辦地點。香港教育學院為香港中小學師資培育機

構，因此，在此地舉辦 EASE 頗貼切。本研討會除了邀請國際著名科學教育學者

進行專題演講之外，亦提供科學教育者論文發表的場地，今年度 EASE 的論文篇

數創新高，顯示越來越多教育者重視科學教育，從本次參加的人次來看，EASE

已成為亞洲科教人員學術與實務交流的重要會議。 

本次研討會有四個目的如下： 

 透過分享科學研究、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發展改進科學教育。 

 建立科學家和科學教育工作者之間交流的平台，使得亞洲和在全世界科學和

科學教育社群之間研究更容易進行交流。 

 分享近年的科學研究，發現並且交流新的教學策略提升科學教師教學知能。 

 培養孩子成為未來的科學家。 

（二）原定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 

本次出席研討會的目的主要在發表論文及參與研討，以增進科學教育專業知

能之交流與成長，以及參與相關展示、學習及聯誼活動，以經營國際學術交流與

合作關係。依研討會議程安排，本館人員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本館人員出席會議行程表 

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備註 

7/3 日（週三） 去程及準備日  

7/4 日（週四） 參加專題演講、發表論文等議程  

7/5 日（週五） 參加發表論文、分組研討等議程  

7/6 日（週六） 參加會議及回程  

 
 

二、參加會議經過 

（一）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議程主要有三天：7 月 4 日至 7 月 6 日，活動安排如表 2。 



表 2：會議議程 

第一天 7 月 4 日（週四） 

08:45-09:30 註冊 

09:30-10:15 開幕式 

10:15-11:00 與會員全體大會 

11:00-11:20 茶敘 

11:20-12:40 口頭發表與分組研討 

12:40-13:45 午餐與海報發表 

13:45-14:30 專題演講 

14:30-15:00 邀請講座 

15:00-15:15 茶敘 

15:15-16:00 分組研討與海報發表 

16:00-18:00 海報發表 

第二天 7 月 5 日（週五） 

09:30-10:15 專題演講 

10:15-11:00 分組研討 

11:00-11:15 茶敘 

11:15-12:00 專題演講 

12:00-12:30 EASE 會員大會 

12:30-13:30 午餐與海報發表 

13:30-14:15 專題演講 

14:15-15:15 口頭發表與分組研討 

15:15-15:30 茶敘 

15:30-17:30 口頭發表與分組研討 

17:30-18:45 海報發表 

第三天 7 月 6 日（週六） 

09:30-10:15 專題演講 

10:15-10:45 邀請講座 

10:45-11:00 茶敘 

11:00-12:40 口頭發表與分組研討 

12:40-13:45 午餐與海報發表 

13:45-14:45 分組研討與海報發表 

14:45-15:30 閉幕式 

 



（二）會議主題 

本次大會主題為「建立科學家和科學教育工作者之間國際交流的平台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Exchange between Scientists and Science 

Educators）」，次主題有以下 9 項： 

1. 大眾科學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 科學之教與學（Learning and teaching science） 

3. 科學課程發展（Development of science curriculum） 

4. 學生科學學習與發展之評量（Assessment of students' scienc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5. 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Teac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6. 科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之整合（Integrating science with other areas of 

learning） 

7. 資訊科技運用在科學教育（ICT in science education） 

8. 歷史、哲學、社會、文化與性別議題（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gender issues） 

9. 終身學習、真實的與非制式脈絡下的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 in 

life-wide, authentic, and informal contexts） 
 

三、與會心得 

本次 EASE 參與的國家眾多，除了亞洲地區的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

台灣等國家大力支持之外，也有不少印度等其他國家學者參與。本年度 EASE 由

香港教育學院主辦，主席則是台北教育大學校長連啟瑞扮演關鍵角色，香港教育

學院，與大陸幾個師範大學和台灣師範大學近來不管在學術上或是交流上顯得頻

繁，甚至 GCCSE 也緊接著在 EASE 結束後在廣州召開。香港教育學院蘇詠梅教

授，台北教大連啟瑞校長，與韓國幾個教授積極推動亞洲地區聯盟，希望藉由一

些平台的建立，讓亞洲地區的科學教育專家學者，有交流與互動的機會。 

 



 
 

今年EASE歷時三日，主要活動是幾位教授的專題演講和論文發表，今年的

主題可以分成幾項重點，包含Dana L. Zeidler教授提出社會科學議題就是社會文化

脈絡下的科學素養、John K. Gilbert說明非制式科學教育資源、台師大黃福坤教授

則提出關於物理學者在科學教育研究中的省思、北京師範大學Enshan Liu教授以

及廣西師範大學XingKai Luo SAAE計畫利用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探討一些科學教

育相關面項的問題。 

Zeidler教授認為每天新聞中都有社會性科學議題，何謂社會性科學議題，就

是在社會脈絡下，人們對科學的理解與態度，也可說是人民的科學素養，這些科

學素養會跟著身份不同而有差異，科學家與科學教育人員對社會性科學議題就可

能有不一樣的見解，而見解不同往往是立場的不同，當科學家與科學教育者的辯

論可以越加清晰時，學生與人民的科學素養會跟著提高，代表著民眾足以用科學

的分析觀點，來辨別社會文化下發生的科學問題。 

Gilbert在資訊融入科學教育領域耕耘多年，過去Gilbert有許多著作探討資訊

科技如何結合科學教育，讓科學教學的資源擴充到網路，以及多媒體的媒介中，

近年來Gilbert有感於科學議題越來越複雜，資訊科技的變換更迭快速，教學工具

亦有許多重大變革，光著眼於資訊科技工具已經不足，因此他提倡擴大教育資源

的範圍，將所有非制式的科學教育資於納入科學教學中，他認為非制式的科學教

育資源可以紙本為本、場域為本、媒體為本、電腦為本等資源。 

台灣師大黃福坤教授從介紹他自己，從一個物理學專家的角色走向科學教育

者的歷程，黃教授利用網路的方式和其他專家，或是學生討論學習的困難，作為

一個物理學科學家需要的是不停的與儀器打交道，透過實驗數據解釋諸多實驗的

假設，而科學教育和物理實驗不同，透過與人的溝通與交流將知識傳遞給學生，

甚至幫助學生建構知識。黃福坤教授相信「少即是多」，這個信念內涵並非意指



少少的學科概念，而是以適當的概念做適當的引導，並不是一味的將知識塞給對

方。因此黃教授將物理學知識分成四種：(1) 每人都應該學習的物理知識，哪些

是與日常生活有關必要的物理學； ( 2 ) 使生命/工作更容易或者更有效率的物理

學：將來想從事有關物理的領域工作 ( 3 )幫助我們喜愛自然的物理學：針對感興

趣的那些人。(4)想要成為物理學家/專業科學研究人員的那些人的物理學。作為

一個教育者需提供學生有機會去探索、嘗試甚至是鼓勵錯誤，這是與科學家截然

不同的理念。 

 大陸的研究近年來常見許多大規模的測驗，SAAE計畫即是，大陸幅原廣

大，因此城鄉人口的密集，度差異很大，大規模的測驗通常在人口密集處施測，

因此代表性僅能地區性的推測。這些大規模的施測主要在人口變相以及演講者所

欲知道的科學教育變相，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發現目前大陸地區城市學生科學教

育的現況，這種測驗有個好處就是他所測驗的不僅僅的是少數抽樣所得，因此其

數量數具有其代表性。 

本次參與研討會以海報形式發表「以博物館輔助資源提升低成就學生之科學

學習」一文，是國科會計畫所產出的成果之一。內容概述：在制式學習環境中，

低成就學生經常呈現學習興趣低落以及缺乏適性之個別差異輔導，本研究目的是

在科學博物館非制式的科學學習環境中，藉由輔導員協助低成就學生進行科學學

習，希望藉此提升低成就學生之對科學學習的興趣、學習環境誘因、自我效能與

主動學習策略。本研究參加對象為國中小之科學成績低於班級排名30％低成就學

生共28人，分為國中組8人與國小組20人，另外邀請12名大學一年級新生擔任各

小隊輔導員。博物館輔助課程實施期間為2012年6月30日到9月1日共十週，每週

六上午為國小組，下午為國中組進行課程，每週的課程主題皆不同，內容以展示

廳的展品為主、輔以動手作活動，研究工具是以問卷形式、前後測方式收集資料，

問卷內容分為科學學習興趣、學習環境誘因、自我效能與主動學習策略四個面向

共25題。學生的前後測資料進行成對樣本t檢定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與輔導

員參加活動後的科學學習興趣與主動學習的策略上有顯著差異，在學習環境誘因

與自我效能上則未達顯住差異；顯示低成就學生在科學博物館的學習環境中，有

助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學習的策略。而輔導員在輔導學生之餘，其科學學習

興趣、學習環境誘因、自我效能與主動學習的策略皆有達到顯著，顯示在博物館

的學習環境中不只對參加活動的低成就學生有幫助，對輔導員也是一種難得的科

學學習機會。 

這次海報發表共分為三個場次，本文被分派到第二天最後一場，同場和台科

大蔡今中教授在同一版面，因此除了跟到場來賓解說本計畫的內容之外，亦與蔡

今中教授討教不少研究的議題。與會者中有數位來自廣州師範大學的研究生特別

感興趣，尤其對於博物館如何提供科學教育的協助，以及學生在非制式學習環境

中學習成效等方面，現場進行諸多討論。 

 



 
 

在亞洲地區的科學教育發展，台灣因為起步早，因此在研究質量上皆有一定

的水準，再者國內有科教處以及國科會持續支持科研研究，因此科研品質在亞洲

地區一直位於前段位置。近年來台灣與大陸的科學素養教育比較發現，在科普教

育上大陸地區急起直追，反觀台灣反而對科普的重視沒有二十年前高。過去台灣

只有三台的時候，在科普節目的製作尚有數個關於生物或是科學為主的推廣節

目，而且是置於重要的時段進行播送，近幾年來台灣有線電視與網路媒體興起，

在眾多的頻道之中，科普節目並未增加，反而稀釋於眾多的其他節目裡。大陸中

央電視台屬於國家級的電視台，各省雖然有衛星電視台，但是由國家增設專屬科

教頻道實為少見，由此可見其推動科普以及提昇人民科學素養的決心。 

 

（CCTV 電視畫面翻拍） 

 



本次研討會，韓國與大陸的科研學者參加踴躍，雖然其研究與分析方法尚不

如台灣或是香港地區精緻，但是在廣度與宏觀的調查研究，其樣本的數量是其他

國家所無法比擬，主要是這些調查研究都是國家型計畫或是省級以上的計畫，因

此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只是目前多以成是調查為主，較難看出其他省分的差

異。 

 

四、建議 

（一）重視活動的品質與評量 

日本大學經常舉辦或參加許多科學活動，像鳥人比賽或是機器人設計大賽等

等，都是以大學為基礎的科研競賽，這些科研競賽在大學中以社團形式存在，但

是社團又與各學科相結合，並非獨立於課程之外。博物館也經常舉辦許多科學活

動，雖然博物館活動的特性都屬於短期、小型的活動與競賽，但是活動似乎較少

進行學習成效的評估，關於學習的評估並非只能單純用總結性評量，日本學者建

議，活動的過程中儘管只有對話都可以進行有效的評量，評量並不在於頻率與形

式，而是針對活動的內涵與目的進行適當的評量。如此不管是針對活動本身或是

參加者都可以藉由評量的資料去評估活動的內容，是否需要修正或改進。 

 

 

 

（二）科學博物館的家庭學習模式 

博物館的觀眾結構通常以學生或是家庭觀眾為大宗，本次研討會科博館提出

家庭學習的模式，針對家庭觀眾特別有一套經營模式，家庭成員通常包含父母與



數個孩子不等，因此，經營父母觀眾有助於提升孩童在科學博物館中的學習成

效，因為在博物館的歷程中，家長是隨身在側的的指導員，家長如果對博物館的

展示或是內容熟悉，自然對孩子能有更深入的解說，因此父母就是最好的解說

員，只是如何讓父母親具備相關知能，可以由博物館主導進行訓練或是引導。 

 

 

 

（三）資訊化的導覽設計 

本年度的科學學習論文中，有不少篇幅是關於資訊融入科學學習，尤其是創

新載具方面，在 APP 與平版電腦的普及之下，許多科學學習的內容可以裝載於行

動資訊設備上，如此學習便無所不在，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學習活動。 

使用資訊載具整合學習活動，學習環境的改變相對的學習型態也需要跟著調

整，諸如引起動機、學習主體活動乃至於評量等，都可以藉由行動載具完成，只

是如何呈現或是如何用合適的媒介完成。行動載具有一定的學習引導效果，目前

博物館中的導覽多以解說員或是錄音解說，有些博物館目前也在推動平版電腦導

覽，導覽和學習活動又有些差異，沒有什麼方式是絕對的好或不好，端看學習者

適合哪種媒介而已，因為性別、年齡等因素的不同，可選擇適合的學習媒介。例

如高齡學習者就可能較適合人員陪伴與解說，學童也許就比較喜歡自主性高的平

版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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