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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設計，以科學小原子與石板屋為例



關於我

•帶了些科展也擔任評審

•寫了些動手作文章(小達文西、科學少年)

•拍了些科學節目 (遊客家搞科學、科學小原子)

•作了個網站：zfangの科學小玩意



新手老師與新手學生，在一個全新的學校相遇……



科學VS文化 科學小原子

校本科學課程設計，以科學小原子與石板屋為例

• 科學小原子從科學的角度出發, 回到部落裡找尋先祖的生
活智慧, 運用實驗的技巧, 重新認識我們部落的歷史脈絡
與文化內涵。

• 透過輕鬆動手做、遊戲玩科學, 由小朋友親自參與；從實
作的過程中, 學習傳統的智慧與生活科學的結合, 不僅用
手與心體認到族群文化, 也見證到科學邏輯與奧秘。



科學小原子價值：第一手資料

•原住民文化的資料無論在書籍、網路或學術研究上，都很難尋獲，
所以他們做的都是第一手的資料蒐集與表述。

•結合人文教育與科普教育, 從存在千百年的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
物與生活習慣中, 發掘所蘊含的科學原理。

•部落達人傳統文物製作, 可讓觀眾認識台灣原住民族保留的傳統
工藝技法與材料的選擇時機及處理方式, 蘊含了各族群千百年來
觀察、交流的心得與生活科學原理的應用。



科學小原子科學老師流程

• 勘景

• 找科學點 (收集與設計)

• 設計科學活動(2個)

• 與企劃討論設計 (媒體效果與科學專業)

• 開拍

• 製作輔助動畫

• 前置作業花很多時間，製作人、導演、企編、科學顧問或演出的科學
老師，都得親自到現場作深入的田野調查和勘景。



節目企劃 VS. 課程設計



我與石板屋

•一次難忘的經驗

•二次拍攝的經驗

•科學設計不成功的經驗

•一段影片的紀錄

一切就從天窗開始…

當光與煙霧相遇~石板屋內的神祕光柱(廷得耳效應)@zfangの科學小玩意

生活中的廷得耳效應與模擬實驗 @zfangの科學小玩意

http://n.sfs.tw/12022
http://n.sfs.tw/12038


提到石板屋，你知道什麼？

•有什麼特色?

•哪些可以結合科學？

一起共備~先來勘景：

找出特色、發現科學點、討論課程

[多納共備素材] 科學力VS文化力~激盪新火花(以石板屋為主題設計科學課程)@zfangの科學小玩意

http://n.sfs.tw/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