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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門包括兩大領域，其一為科學課程、學習與評量包括：科學學習研究、科學學習
評量研究、科學課程與政策研究（包含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實施成效評

鑑研究）等研究主題；其二為科學教學與教師包括：中小學科學教師與師資教育研究（包

含電腦與網路科技對科學教師的影響研究）、中小學科學教學改進研究（包含電腦與網路

科技融入科學教學及網路科學學習內容研究）、科學創造力研究及環境教育等研究主題。 

在研究成果方面，如國立台東大學郭重吉校長所帶領的科學概念學習研究計畫，此計

畫為一大型目標導向計畫，學科範圍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各年級之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科學等自然學科，進而探討小學、中學、高中學生科學概念的學習及其中之另有概念。

目前已收集全國性大量資料且建立中小學科學概念學習資料庫，此部分之研究成果將可運

用在協助建構、充實國內中小學自然學科概念學習的基本資料，並成為科學課程規劃、教

科書編寫、職前師資培育與在職教師教學的重要參考，此外已經舉辦了三場學術研討會與

國內外教育工作者分享及討論研究成果，未來將結合數位學習研究在網路上建立有助學生

概念診斷與學習的學習環境，及結合與職前師資培育及教師進修與專業發展計畫，以協助

教師改進其教學。 

另，在台師大生物系楊榮祥教授1995年開始與西澳Curtin University跨國合作研究

基礎下，花蓮師範學院林煥祥校長主持於2001-2004年繼續進行三年的「台澳學習環境跨

文化研究」，探討不同學習風格、自我效能學生與學習環境間的關係，並利用各種不同教學

模式來促進不同特質學生的科學學習。跨國合作研究除了能擴大台灣科學教育研究的國際

能見度外，更能藉由比較分析呈現不同文化環境的科學教育特性，提供國際社會分享不同

的教育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