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弱勢學生利用自主學習進行科學競賽之行動研究—以國中三年級學生為例

辜炯翰、郎亞琴

E-mail: 38183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弱勢學生利用自主學習進行科學競賽，對弱勢學生的學習影響。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方式進行教學與

觀察，以南投縣某國中三年級四位弱勢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接受連續十二周24堂課的自主學習教學課程。 研究者將

自主學習與科學競賽的教學過程錄影拍照，並根據教師的觀察記錄、學生學習單、科學競賽成績、教師反思紀錄、學生訪

談紀錄，分析整個教學的實施情況。本研究主要發現歸納如下： 一、弱勢學生利用自主學習進行科學競賽,其學習成效在

「學習熱情」、「積極主動學習」及「學習成就感」三方面皆有提昇。 二、弱勢學生利用自主學習進行科學競賽，能有效

提升其自主學習策略。 三、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師針對弱勢學生的自主學習歷程不斷地省思，有助研究者發現弱勢學生

之學習需求，而改善教學技巧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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