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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全球暖化教學教材，以探究式教學進行教學，探討其經教學實施後，對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童全球暖化知識

和環境態度之成效。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雲林縣永定國小五年級兩個班級共44名學童，其中一班為實驗

組22名採探究式教學，另一班為對照組亦為22名使用一般講述教學，以八節課之時間進行實驗教學。利用自編之「成就測

驗和態度問卷」為研究工具，在教學前、後進行測驗，並將結果採相依樣本t檢定、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及積差相關進行

統計分析。可得結論如下：一、 學童全球暖化知識、態度，經過教學後，兩組均有進步；在知識方面，實驗組優於對照組

，並達顯著差異；而在環境態度方面，兩組未達顯著差異。二、 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全球暖化知識與環境態度間有顯著相關

；實驗組經教學後，其全球暖化知識與態度間，亦有顯著相關。三、 探究式教學應用於全球暖化教學，提升了環境永續發

展的觀念，並養成思索問題的態度；研究者教學能力亦有所成長。 關鍵字：探究式教學，全球暖化，教學設計

關鍵詞 : 探究式教學、全球暖化、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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