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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是設計一套以螞蟻為教學材料
之教學模組，配合教育部頒行之「九年一
貫課程」之理念，參考多元智慧發展理論，
進行主題式統整。本次研究的課程設計內
容設計，具有循環性、完整化、生活化、
彈性化、多元化、學生化、統整化、教具
多樣性、評量多元化等特色。本研究選擇
「螞蟻」做為教材昆蟲，是因其具有下列
優點：1.數量多，隨處可見，取材容易。2.
種類繁多。3.生態、習性多樣。4.直接的生
命感動。5.飼養容易。6.行為表現穩定。7.
具昆蟲的典型構造。8 經濟。

本研究發現，在進行課程統整過程
中，面臨了學校行事曆、時間、協同成員
變更、缺乏對主題內容的專業認知、資源
不足或環境變動等問題，因此以下有幾項
建議：1.昆蟲基礎研究資料亟待建立。2.
期待更多不同昆蟲教學設計模式的出現。
3.開發適合的昆蟲套裝軟體以利教學。4.
提昇教師對統整課程的認知，以減少在課
程設計上的困擾。5.根據學校條件選擇合
適的實施方式。6.強化教師的課程專業能
力。7.資料庫的建立與互享。8.建立終生
學習的想法。9.妥善規劃與利用課程討
論、溝通時間。10.建立教學資源系統。11.
鼓勵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行動研究

關鍵詞：專題計畫、報告格式、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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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昆蟲」在戶外教學裡一直扮演很耀
眼的角色，最能吸引學童的注意，可作為
教學的材料非常多，但是在目前小學正式
課程中所佔的比例並不高，在目前的教育
體系，無論是課程編纂、教學設計上對昆
蟲的了解程度有限。研究者一方面認為以
「昆蟲」做為教材非常吸引小朋友，容易
引起學習動機，另一方面昆蟲教材資源非
常有待開發，於是決定以「昆蟲」做為統
整課程跨出的第一步。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國小教師
如何依據已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共
同合作進行「彈性課程」的發展，以螞蟻
為主題，統整各領域，設計出適合自己學
校教學的課程內容與實施方式。過程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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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行動研究模式，以課程發展為主
軸，提供機會讓教師一起合作，彼此相互
學習，並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反省、修正，
促成教師的教學革新與專業發展。

三、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
一、「螞蟻」是統整課程可使用的合適教
材：在所有昆蟲資源當中，先選擇以螞蟻
為設計教材的主題，是因它具備了下列優
點：1.數量多，隨處可見，取材容易。2.
種類繁多。3.生態、習性多樣。4.直接的
生命感動。5.飼養容易。6.行為表現穩定。
7.具昆蟲的典型構造。8.經濟。
二、課程特色：本次研究的課程設計內容
設計，具有循環性、完整化、生活化、彈
性化、多元化、學生化、統整化、教具多
樣性、評量多元化等特色。
三、適當的統整課程設計，能幫助學生進
行知識的統整學習：本次研究是以主題做
為統整方式，這樣的方式會讓小朋友更能
專心於某項智能的學習，效果會比較大。
就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統整各學科知
識的主題式教學是相當有利的作法。
四、能力導向的課程統整模式，讓認知的
學習與生活及能力培養相互結合：本研究
的活動教學強調兒童能力的培養，透過提
供操作、表現的直接體驗以及觀察、調查
等經驗，讓兒童在活動中發展運用知識的
各項能力。
五、課程統整所面臨的問題
（一） 學校行事曆問題

設計課程時，學校行事曆尚未排
出，因此開始進行課程時，可能就
會與學校行事有所衝突。

（二） 時間問題
教師研討、意見整合與教學設計時
間不足，班級或行政雜務繁雜。尤
其協同教學是九年一貫課程的重
要精神之一，缺乏共同的時間進行
專業對話。

（三）  協同成員變更
教師流動造成教學理念合作法上
的銜接問題。

（四） 缺乏對主題內容的專業認知
本研究是以螞蟻為主題，若對螞蟻
的專業認知不足，在設計課程時會
不夠深入，進行教學時心理也不覺
得踏實，面臨突發狀況會不知如何
處理。

（五） 資源不足或環境變動
1. 課程設計或教學所需資源不足

學校軟硬體設施不足，造成教學設
計上的困擾，也讓教學成效降低。

2. 缺乏相關人力資源
小學人力有限，專業人才更受到侷
限，除此之外，本研究主題「螞蟻」，
國內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可詢問或
提供的資源有限，老師在進行教學
時，較會有力不從心之感。

3. 環境的變動
研究者針對學校環境所設計出的螞
蟻課程，因為環境變動，長期的觀
察活動會受到影響。

研究建議

一、昆蟲基礎研究資料亟待建立：國內對
昆蟲的相關基礎研究資料並不完整。
國內研究昆蟲相關單位，應嘗試發展
有關昆蟲的科普書籍或網站，與教育
單位共同開發以昆蟲做為教材的教學
模組，降低老師及學生在教學時的困
擾，以有效地推廣昆蟲教育。

二、期待更多不同昆蟲教學設計模式的出
現：一般教師同意昆蟲是好的教學材
料，但是昆蟲教育仍有其待克服的缺
點，因此期待目前置身於國中小的教
師們，踴躍發展更多不同的昆蟲教學
模式。

三、開發適合的昆蟲套裝軟體以利教學：
國內相關學術單位能與教育單位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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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合作，開發出適合的昆蟲套裝
軟體，幫助教學，提高以昆蟲為教材
的使用率。套裝軟體可以包括昆蟲飼
養箱、飼養材料、生態資料、如何飼
養，也可以製作相關網站、光碟。

四、提昇教師對統整課程的認知，以減少
在課程設計上的困擾。

五、根據學校條件選擇合適的實施方式：
每個學校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條件不
同，行政及教師需視社區、學校、班
級、學生實際狀況，設計可行的課程
統整模式，確實達到本位課程之精神。

六、強化教師的課程專業能力：教育行政
單位、師資培育機構要發展協助教師專業
成長的課程，對於課程設計要賦予教師專
業自主權。

七、資料庫的建立與互享：調查學校現有

設備設施、社區可用的資源、以及其他各

種文教機構與網路資源，加以歸納整理唯

有系統的資源，才能有效且快速的得到所

需的資料，以便教師隨時可以參考取用。

八、建立終生學習的想法：教師應能不斷

充實教育的專業，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真

正教學專業者。
九、妥善規劃與利用課程討論、溝通時間：
學校宜規劃出教師共同設計課程的時間。
參與成員也應有效利用這些時間，以解決
課程發展中時間不足的問題。
十、建立教學資源系統：學校必須建立強
而有力的教學支援系統，包括人力支援、
設備支援、經費支援、諮詢等，以協助教
師規劃、準備和實施教學活動。
十一、鼓勵教師進行課程與教學行動研究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套利用昆蟲

作為教學材料的教學模組，期能提供「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教師自編學校本位
課程之參考。

經過一年的研究後，發掘出更多問題
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截至目前為止所得
結果，顯示利用昆蟲作為教學材料，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除能激發學童學習意願
外，老師接受度也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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