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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以外來種植物入侵的環境教育議題、運用STS理念進行教學，探討STS 教學對國小五年級學生之環境教育

分項目標之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彰化縣某國小五年級學生四班119 位學生，二班為實驗組(60 人)採用STS 教學，另二班

為控制組(59 人)採用講述教學法。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外來種植物入侵環境教育量表」，資料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統計檢定，同時分析「STS教學回饋單」、「學習單」、「學生學習日誌」及「教師教學日誌」作為輔佐研究資料

。 經過十週的外來種植物入侵環境議題實驗教學後，研究結果為實驗組在「環境覺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

環境行動技能」、「環境行動經驗」的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組，但是兩組在「環境價值觀與態度」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由

研究成果可知以STS 進行教學設計，運用多元的教學活動及技巧，不但可達到一定程度的學習成效，並提高了學生的學習

興趣。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外來種植物教學研究與教育行政單位參考。

關鍵詞 : STS 教學，環境教育，外來種植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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