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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雲和雨概念

楊明達、王靜如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自編的開放性問卷，調查高雄縣系國小白

年級學童學習「雲和兩」單元前的概念類型。研究中根據兒童封

閉卷的反應，將其概念類型分成四類:先前單元學習、經驗類

型、直觀型、語意型。研究發現學童對於概念的暸解情形包括:

「凝固」概念的瞭解是最好的，其次是「蒸發」的概念 r 業

發」概念的暸解比「凝結」概念的暸解要來得好;主要概念(

雲、雨、霧)的類型比較多樣性，多是屬於神話傳說和直覺的反

應;兒童對於不暸解的事物通常都會以「觀察」或「想像」來得

到對事物合理的解釋;兒童概念的形成是多面性的 。 教學上，通

常都是由事例或實驗來進行教學，研究發現兒童很容易將實驗成

事例記得很牢靠，但卻不知如何與概念連結;兒童可能被字的意、

義誤導，以致於認、定字的意義就是概念的意義，由於先前單元的

教材對兒童的影響是很深刻的，因此在教材的結排土，教師應該

要小心的將可能會造成混淆的教材分開編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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