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109 會考自然科試題，看國小自然科學教學的可能! 

宜蘭縣羅東國小葉鴻楨 

 宜蘭縣公正國小蔡藍儐 

一年一度的國中教育會考剛落幕，關於各科試題，相關專家學者與現場教

學老師們提出對於自然科考題的看法：融入實驗室等生活情境、時事

「肺炎鏈球菌」入題「自然科考題難易適中，試題除了結合生活情境

外，也融入自然科學實驗室情境，」(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5885 作

者：親子天下 2020-05-17)。因應逐年順著十二國教新課綱微調的年度會考試題

內容，小學端的教學，應該也能讓學生從第一次接觸自然科學、第一次

進入實驗室時，就能開始慢慢養成關鍵素養。以下就今年的會考試題，

以學習重點之學習表現向度來看國小自然科學教學可能因應的改變: 

 

國小課本 

 

H-3-1-4-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科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

察和記錄。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

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

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實驗室安全與相關器材正確操作，從第一次進入實驗室就應該培養，且時時刻刻都

要教導，像用波棒攪拌水溶液時如何正確操作?另外應加上實驗室安全的指導。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5885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author/37


  

國小課本 

 

N-5-1-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m-Ⅱ-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

象之間的關係，理解

簡單的概念模型，進

而與其生活經驗連

結。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

實驗等歷程，探索自

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建立簡單的概念

模型，並理解到有不

同模型的存在。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論中

理解較複雜的自然界模型，

並能評估不同模型的優點和

限制，進能應用在後續的科

學理解或生活。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從現象觀察中，學習如何將概念知識轉化成簡易模型，將記憶轉化為理解甚

至是應用。 



 

  

國小課本 

 

H-6-1-3-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ai-Ⅱ-2 

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

界的規律性，感受發現

的樂趣。 

 

ai-Ⅲ-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

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滿

足好奇心。 

 

ai-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

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

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從現象觀察中，將概念知識之記憶轉化為理解甚至是應用。 



 

 

 

  

國小課本 

 

K-3-2-1-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

與他人的差異。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

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出

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

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從觀察與紀錄中，依據習得的知識，推測與說出自己的想法。 



 

  

國小課本 

 

N-5-1-3-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

與他人的差異。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

象及實驗數據，並推論出

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

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從僅有現象觀察，可以進一步讓學生討論現象背後的原因為何，並提出相關

想法。 



 

  

國小課本 

 

N-6-2-1-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得到解

答、解決問題。 

pa-Ⅲ-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發現

新知、獲知因果關係、

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

智能、數學等方法，從

（所得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

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形成性的評量及過程技能的應用，可促進相關素養的

培養。 



 

  

國小課本 

 

N-6-1-3-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得到

解答、解決問題。 

pa-Ⅲ-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發現

新知、獲知因果關係、

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方法，從（所

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

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

現新的問題。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

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非僅字面知識之教導。教科書相關圖說無法說明清楚

教材內文字之涵義，必須補充相關資料。 



 

  

國小課本 

 

N-3-2-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

與他人的差異。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

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不僅只依照教材步驟操作完即完成學習，可適時提供學生對於各現象間的異

同進行比較與推理論證。 



  

國小課本 

 

H-4-1-4-1/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

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

與他人的差異。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

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學科知識與生活周遭的連結，不僅透過文字字面上的灌輸，更可提供學生模

擬操作。 



  

國小課本 

 

N-5-2-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m-Ⅱ-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

象之間的關係，理解

簡單的概念模型，進

而與其生活經驗連

結。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

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

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

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

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討論

中理解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型的

優點和限制，進能應用在

後續的科學理解或生活。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如何將所學知識應用在生活上，而不再僅是記憶背誦相關知識而已，模

型的理解與操作不易，但透過模型的建立，相關應用就較為容易。 



  

國小課本 

 

N-6-1-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e-Ⅱ-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科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

察和記錄。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

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

科技設備及資源。能進行

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

測並詳實記錄。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除了教材內提供的結構性實驗操作外，針對文字敘述的例子，可讓學生嘗試

實際操作，並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國小課本 

 

 
N-5-1-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m-Ⅱ-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

的關係，理解簡單的概念模

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

結。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

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

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

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

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tm-Ⅳ-1 

能從實驗過程、合作

討論中理解較複雜的

自然界模型，並能評

估不同模型的優點和

限制，進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解或生

活。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太陽觀測操作中，關於四季日升日落的變化，容易因時間因素，導致學生無

法實際操作，多數以模擬的星座軟體操作，建議能讓學生實際長時間觀察與

紀錄，從中建立起相關模型並產生與周遭環境的連結，促使保有好奇心。 



  

國小課本 

 

N-4-1-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

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

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

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

與他人的差異。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

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

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月亮教學容易趨於月相變化的紀錄與記憶，漸漸地讓學生喪失對於天文學習

的興趣，週期性的觀測與發現，以及天文觀測、欣賞的樂趣，是需要長期培

養，可藉由提供適切的問題誘發學生探究的興趣，讓生活周遭的變化是與他

有關的、是好玩且能讓學生保有好奇心。 



 

  

國小課本 

 

N-3-1-2-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釋、得到解

答、解決問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

的結果（例如：來自老

師）相比較，檢查是否

相近。 

pa-Ⅲ-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發現

新知、獲知因果關係、

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

（例如：來自同學）比

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

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pa-Ⅳ-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方法，從（所

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

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

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

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核，確認結

果。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實驗操作過程中，應該能讓學生就自己所操作與觀察的歷程與結果，試著應

用表格或圖表來表示與說明。 



  

國小課本 

 
N-6-1-3-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

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

訊或數據。 

 

pa-Ⅲ-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

數據。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數學等

方法，整理資訊或數

據。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將相關概念知識，指導學習應用圖表，進行分析並從中發現，將知識理解與

活用在生活上。 



  

國小課本 

 

N-6-1-2-2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

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

的資訊或數據。 

 

pa-Ⅲ-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

數據。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數學等

方法，整理資訊或數

據。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將相關概念知識，指導學習應用圖表，進行分析並從中發現，將知識理解與

活用在生活上。 



 

 

 

    一直以來都在論述，教學從教師為主到以學生學習為主的改變，從九貫以

能力的培養與生活上的應用為主軸到概念理解與實踐力行，到啟發科學探究的

熱忱與潛能：使學生能對自然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力，發揮理性思維，開展生命

潛能。學科知識學習管道趨於多元，學習策略的指導更顯得重要，能力培養、

素養養成，才足供應對未來的環境。 

因應十二國教可以做的是…不僅從會考題目中去思索，另外也能著手從現

有教材進行微整形的教學改變，詳細資料可以連結下列網址參考。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526/post/2797/776080 

以十二國教基本理念代結語：科學源起於人類對生活周圍的好奇或需要。

人類觀察研究自然界各種現象與變化，巧妙地運用科學來解決問題、適應環境

及改善生活，科學在文明演進過程中持續累積，而成為文化重要內涵。生活在

現代，我們的周遭充斥著不斷創新的科技產品、紛至沓來的各項資訊、以及因

資源開發而衍生出的環境生態問題。因此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能

了解科學的貢獻與限制、能善用科學知識與方法、能以理性積極的態度與創新

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出評論、判斷及行動。

國小課本 

 

H-3-2-2-1 

會考題 

 

 

學習重點 

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

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

數據。 

 

pa-Ⅲ-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

數據。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

表、使用資訊及數學

等方法，整理資訊或

數據。 

國小教學可以這樣教: 

圖表、圖例的閱讀。從閱讀中判斷相關知識之理解，不再僅是記憶與背

誦。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526/post/2797/776080


同時，我們也需要培養未來的科學人才，為人類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奠下堅實

的基礎~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