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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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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p 

兒童在進入科學課室以前，便因為扯會文化、親身觀察的影響，形成

自己本身對自然現象的質樸概念 (naive conception)(Appleton, 1993; 

Henriques， 1997) 。研究人員對概念的相關名詞有概念架構(conception frame

work) 、另有架構 (alternative framework) 、迷恩概念 (misconception) 、兒童

科學觀 (chi1dren science) 、迷你理論 (minitheory) 等(熊召弟等謗，民的;

劉伍貞，民的;林秀鳳，民的)。不管這些名詞為何，基本上學生都是基

於舊概念主動建構而成的(熊召弟等釋，民的;郭重吉，民79 )有關雲

和雨的概念研究在盟內並不多見，而雲和雨又是國小課程正式的單元，為

結合研究與教學實務，有必要深入探討兒童雲和雨概念以作為日後教學設

計的參考。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調查兒童進入科學課室前所具備的有關雲和雨相關概念類

型，以作為筆者教學設計時的參考。

二、名詞解釋

單元主要概念:係指南一版 88 年自然第七加第四單元一雲和雨單元

中，學生必須學習的主要概念。本文要討論的是雲、雨和霧。

單元預備概念:係指學生學習南一版88 年自然第七llIf第四單元一雲和

雨單元前，已經學習過的概念。本文要討論的是水、水蒸氣、冰、蒸發、

熔化、凝結和凝固。

貳、文獻探討

一、概念的性質

Vygotsky在 1987 年(陳淑敏，民的;郭重吉，民79 )提出概念依其性

質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白發的概念 (spontaneous concept) ，一種是科學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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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scientific concept )。自發的概念是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經由感

會去瞭解事物的變化現象而獲得。科學的概念不是從具體的經驗就可以得

到，必須藉助個體已有的概念，經過分析、歸納、推演而獲得。 Pines和

West(l985 ， 1986) 將這兩種概念彼此交互作用成圖一的形式。在兒童開始學

校生活以前，他們便已經得到一些概念和語言規則的網絡，這些網絡在未

來兒童的學校學習活動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Novak & Gowin， 1984) 。

科學知識 • 
(向下爬藤)

白發知識 • • • 
(向上爬護) 4 A 個(一)

只有科學知 只有自發知 彼此詞和一 衝突的情形

識的情形 識的情形 致的情形

間一 四種不同的學習情形

科學教學的實施，如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之務實應以學生的學習特性

為基礎。兒童既有的原始概念會影響兒童學習科學概念時解釋新經驗的觀

點與方法 (I挖出rer， 1991 ; Appleton,1993 ; Henriques,1997 ;林顯輝，民84) 。

郭重吉(民79)綜合許多科教學者的研究指出，學生學習自然科學新的認知

觀點，包括 : 1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扮演了主動學習、積極建構的角

色 2 、在學習過程中有高階過程存在 3 、學生原有知識在學習過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4 、學習乃是概念上的改變。因此學習並不是知識的記

憶或被動的接受，實際上更應考慮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習動機、學習意義

及其知識建構之歷程(直到伍貞，民的)。

二、概念的形成

Gilbert等人在 1985 年(引自郭重苦，民 79) 進一步指出﹒在學校中自然

科學的教學所涉及的知識可存在於如圖二所示的五個場所。兒童在入學之

前，對於某一些用字的意羲有其個人的解釋，而這些用字的集合橋成了

「兒童的科學」之主體。對於科學界某一用字公認的意義，則係屬於 「 科

學家的科學」。課程發展者從「科學家的科學」選出列入課程之中或續在

教科書中的部份，構成了 「 課程中的科學 」 。教師參考「課程中的科學 」

所交給學生的則成為 「 教師的科學」。在教室中，學生經由「兒童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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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和「教師的科學」的交互作用而產生了「學生的科學 J 。

三、概念的特徵

兒童的

科學

國二 科學知識存在的場所

教室

活動

概念的形成是非常多面性的，因為學生是來自於不同的環境，日常生

活的經驗也各有所差異，因此對事物的詮釋、想法也不同。 Driver， Guesne 

& Tiberghien (1985) 及國內學者郭重吉(民 82 )曾綜合國內外的一些研

究結果，歸納出學生想法的特徵如下: 1 、思考方向侷限於感官所能察覺

的一些特徵 2 、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範圍; 3 、只注意到改變而忽略穩

定的狀態 4 、線性因果關係的推理思考，只考慮到單方面，兩者之間的

交互作用難以察覺 5 、未加區辦(分化)的概念 6 、受到情境因素的影

響; 7 、某些支配性的概念( some predominant conceptions )例如對於力與

運動的概念影響液體和氣體的運動概念。

張筱莉、林陳湧(民 88 )的研究發現兒童會以生活中使用的字義、字

音及字型解釋科學專有名詞。謝秀月(民79 )也發現學生會以日常生活的

例子來解釋概念。 Hewson P.W. ， B田th M.E. & Richard N.(!998) 認為學生對

化學喜歡以日常生活用語來解釋，或者根據理論過分推論。

綜上所述，兒童的概念特徵可歸納如下: 1 、思考方向侷限於感官所

能察覺的一些特徵 2 、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範團 3 、只注意到改變而

忽略穩定的狀態 4 、線性因果關係的推理恩考 5 、未加區辨(分化)的

概念 6 、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 7 、支配性概念影響其他概念 8 、兒童

會以日常生活事例或用語來解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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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響概念表徵的因素

也因此Mintzes(l99 1) (引自熊召弟，民 84)認為影響學童概念表徵的

因素有:語言( linguistic )、察覺( perc是ptual )和聯結( associative )。

l 語言如「動物園不會關人 J 、「請勿摘帶動物入店」等語言的說明，

使得見畫也誤以為人不是動物，而引起另有概念 。

2. 察覺:由於人類生理知覺的限制，對察覺不到的事物便會推論不存在，

產生與科學社群不同的質樸理論。

3. 聯結:學童詮釋自然現象主要受及「個人信念」的驅策，以「自我中

心」的基點推想事物(熊召弟，民 84) 。 當個人信念不符合科學概念

時，所聯結到的新概念當然不符合科學概念。

語言、察覺和聯結是兒童概念的表徵'也是兒童迷恩概念的來源，兒

童常因有限的語言資料或對事物的感官經驗造成對迷恩概念，又會因為聯

結的方向造成概念的泛化或狹化，因此兒童概念表徵的特徵也是迷恩概念

的來源。

五、相關的研究

園內有關雲和雨概念的研究如下，張敬宜(民87)對台北縣、市兒童

調查蒸發與凝結與沸騰的概念發現國小四年級學童的蒸發概念發展得比凝

結概念好;四年級學童對「水蒸氣」並未有真正的瞭解，雖然他們會說:

r 水蒸發了、水變成水蒸氣了。」事實上他們無法想像出水蒸氣存在於空

氣中的狀態。林顯輝(民 82 '民 84)對屏東地區的兒童調查與唔談蒸發與

凝結概念，也指出國小兒童無法真正瞭解雲和雨的概念;不知霎和下雨之

間有關係存在;對冷卻凝結的概念也說不清楚;對「凝結 J 有較多之迷恩

概念，不過對「蒸發」具有較正確之概念。許民陽(民 84)對台北地區兒

童唔談及調查天氣變化概念發展，認為低年級學童大部分均能根據晴、

陰、雨的概念認知實際判斷天氣狀況;中年級在雲的認知發展上能察覺雲

的形狀變化，但陰天和雨天雲的厚度比較分不清;而對於雲的顏色也僅認

為雲只有灰、白和黑色的雪，認為雲有紅色和黃色的學童較少;另外中年

級學童容易將雨量的測量概念和雨量筒容積相混淆。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大部分兒童對於雲和雨的概念並不明確，這些概

念都將影響兒童未來對自然科學的學習。而不同年齡與不同地區的兒童所

具有的概念也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針對筆者任教的班級進行單元教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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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樸概念 (naive conceptionl調查。

三、研究方法

為免因語言能力影響調查的資料分析，研究對象已先行剔除語言能力

不好的學生，針對筆者任教的 36位高雄縣水寮國小四年級學生進行雲和雨

概念調查。

研究工具為自緝的開放性問卷(如附錄一)。問卷的編輯參考南一版

88年自然第七加第四單元一雲和雨單元中的預備概念一蒸發、凝結、熔化

和凝固、水蒸氣、水、冰及單元主要概念一雲、雨、霧等概念。調查時間

為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由研究者親自施測。

付資料收集與分析

資料收集後由研究者就問卷中的回答資料先加以初步分類，此步驟主

要在分別出資料中符合科學概念及不符合科學概念的回答類型，再從不符

合科學概念的回答類型中再歸納成細分類型。

兒童反應類型筆者嘗試以下幾個迷恩概念的類型來歸納:

1.先前單元學習:前一個單元的學習經驗，學生錯誤的反應在回答中。

2. 經驗類型:在兒童的生活經驗中曾經經驗過的事實或其反應顧示曾經經

驗過的事實。是兒童的另有概念，不是正確的科學概念。

3. 直觀型:學童詮釋自然現象主要受及「個人信念」的軀策，以「自我中

心」的基點推想事物(熊召弟，民 84) .因此在兒童的生活中未曾經驗

過或是由兒童想像的直覺反應。也是兒童的另有概念，不是正確的科學

概念。

4. 語意型:從概念字面上推想出來的意義，不是正確的科學概念。

ω研究的限制

這樣的類型分類從正確的科學概念、實際生活經驗的影響、從字面的

意義推敲以及未曾經鑽過的直覺的反應或想像到前一單元的學習影響。大

致的分類雖不是完整的概念分法，也不是專家的分類法，只是研究者想要

分出有意思的類型。而且調查進行後隨即進行教學，因此對於兒童的回答

沒有進行訪談，僅能從兒童的回答中推測兒童背後實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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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付先前單元(教材)的影響

學童「雲和雨」概念的反應很容易受到前一單元學習的影響，例如兒

童有以下的回答:

凝結: 熔化:

明攀放到魚缸( ，魚缸)的水，一 就是溶解。

下子就凝結了。 糖放入水中熔化。

塑膠袋把f輩子封起來，塑膠袋就會 蒸發:

有許多小水珠現象 。 (以)袋子把一個f輩子包起來，明

明攀乾了凝結起來。 天早主就Z在發。

凝固:

明攀加水過一天就會凝固。

由於第二單元的教材內容是「溶解實驗活動之一便是明馨的溶

解，研究者上課之中曾提問到「曾經在哪裡看過明響? J 兒童回答有「叔

叔養金魚都會加明攀」、「加明攀後會有一塊一塊的東西」。也因此兒童

將這個明攀「凝聚」的概念引用到「凝結」、「凝固糖的「溶解』概

念也被轉移到「熔化 J 概念中。而前一個單元是「植物的吸收與蒸散」

「蒸散作用」的實驗活動是以夾鏈袋將植物葉子包起來，觀察夾鏈袋中的

液體，是要瞭解植物有蒸散作用。也被兒童轉移到「蒸發」概念中。由此

推論兒童的學習，是深深受到先前概念的影響，這與Shymansky 等人在

1997年的研究有相似的結果。由於先前單元對學生概念影響很深，因此教

師必須有統整的能力，將相似單元的教材統整教學，讀學生能統合相關單

元的概念。

已)兒童的控驗影響概念

兒童概念的形成，也會因為自己的實際經驗而受到影響( Mintzes ' 
的91) ，從學生的回答中，我們也得到證賞。

兩: 蒸發:

水蒸氣在高空冷後結成小水滴。 熱水蓋起來蒸發的結果。

水三章發到天空溫度高就會下雨。 水太熱被太陽蒸散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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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兩天和陰夭。 水開了它的前面的小羞于會冒

水蒸氣太多會下雨。 煌。

水然發成了雲雲在不雨。 被太陽照射後的現象。

烏雲來了就會下雨。 冰箱拿出來的牛奶會有一顆顆小

水蒸發變成小水滴就會下雨。 小的水蒸氣。

凝結: 煮飯的水荼氣。

雲:

水豆豆氣凝結變成水在小萃的掌子 袋子放在悶燒鍋裡，一會兒水就

土。 蒸發了。

係麗龍金裡放;水會凝結。 雲和霧的關係:

冰塊~化一點點的意思。 一樣都是白色的。

放一盤水一天蒸發所形成的。

從谷中凝固而緩緩飛起來的。

水蒸氣象合而成的。

水蒸氣再蒸發變成雲。

霧在山的土面，雲在天空。

雲和霧會結成小水滴。

霧是看不見的的象西，雲是在天

空中。

熔化:

真正因: 冰在熱水中化成水。

混皮太高， ;水溶解﹒

冰塊照至1)太陽。

水放到冰箱就會凝圓。

茶放在冷凍荼就會凝固。

冰糖過熱水消失不見。

兒童的感官經驗，常會影響概念的形成，而每個人對相同事件、事物

的感官經驗也不會相同，因此對於事件、事物的解釋有時就會超出科學概

念的解釋。從以上的整理，發現兒童的經驗事件中，由於對概念的不清

楚，導致兒童無法正確描述所觀察的現象，而以經驗中的印象來描述。例

如「冰塊照到太陽 J (熔化)、「水開了它的前面的小蓋子會冒煙 J (蒸

發)、「水蒸氣凝結變成水在小萃的葉子上 J (凝結)、 r;水放到冰箱就

會凝固 J (凝固)、「因為雨天和陰天 J (雨)這些經驗的描述，幾乎都

是介紹相關概念時所引介的例子，但是兒童沒有把概念調適進自己的概念

架構中反而只記得例子的引用。教學中可以從這個方向進行概念改變的教

學，從例子中兒童可以知道所要學習的概念，但是教學當中應該要進行概

念的澄清，讓兒童將例子與概念建立聯箱。

根據Mintzes ( 1991) (引自熊召弟，民 84 )的說法，影響兒童概念

表徵的三個因素之一是聯絡因素。由於學童詮釋自然現象主要受及「個人

信念」的驅策，以 r 自我中心 J 的基點推想事物的信念，因此由學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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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其推想毒草物的信念造成兒童的科學現象的解釋大不相同，以下就以兒

童對觀察事物的想像(直觀型)進行探討。

臼直觀型

在兒童的生活中未曾經驗過，或回答的敘述沒有顯示曾經經驗過的，

是由兒童想像或是直覺的反應，或是根據經驗再加以想像而形成的概念，

這類的反應如下:

熔化:

霧:

;水會熔化成水，是因為沒有冰涼

的冷氣。

水蒸氣剛閉始集合的東西。

空氣所形成的冷空氣。

冷空氣蒸發而成。

天土的雲很好的天氣他就降下來

冷空氣碰到地面所形成的氣髓。

凝固:

水泥沾刻地土一天就會真是由﹒

液體過冷處熱變成固有宜。

凝結:

把紙$成小小的加一點水放在冷

2求就會凝結。

水溫高無法變成水。

把冰固定。

結i來。

下雨:

水蒸氣在雲中太擠才會下雨。

水蒸氣太重所以才會下雨。

小水滴太多被擠下來。

水蒸氣跑到山上溫度低就凝結成

水。

水蒸氣擠在一起。

" 7f.，:;'直氣凝結變成雨滴。

水蒸發的比較多才會下雨。

2在發:

雲:

象西燒起來說蒸發了。

水的j長度為會飛向天空。

霧產生的。

煙所形成的。

天空中慢慢跑出雲。

美發。

人講話tt\後至1) 天空會聚集在一個

地方成了雲。

雲和霧的關係:

雲是水;真氣變的，霧是兩變的所

以不-tt.

白天和黑雲會下大雨。

霧聚集越多就成了雪，雲越少說

成了霧。

雲是水蒸氣且在發的，霧是冷空氣

所形成的。

雲被霧拾到會不雨。

雲是雨滴，霧是冷空氣。

都是太冷而凝固從谷中飛起的。

空中的小水滴合併$.，霧，雲[是]

大水滴落下。

雲在天土會有很多小動物在陸地

一上會看不到。

霧是雨的蒸氣，雲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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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回答有的是兒童很據實際經驗有的是兒童自己的想像，他想要

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來說明自然的現象。這類型的回答出現了一些特徽，

可能是兒童想要將想像的理由加以合理化，所以在回答的用詞上採用「因

為如冰會熔化成水，是因為沒有冰涼的冷氣。」、「水會凝結成

冰是因為冰箱有冷氣，水會變成冰」。又兒童的直觀型回答是兒童自己的

想像，所以回答的用語使用了「應該是... ••• J 的推測語氣，例姐 r應該

是還沒有成為雲的水蒸氣聚在一起而因此就成為我們所能看見的。」

這類型的回答中也發現兒童個人中心化的表現用語，兒童將自然現象

以擬人化的語氣呈現概念的表徵，如「水蒸氣在雲中太擠才會下雨」、

「小水滴太多被擠下來」、 r;水蒸氣擠在一起」、「天上的雲很好的天氣

他就降下來」

兒童概念的形成在無真實經驗或是有真實經驗但無法與科學概念產生

聯結時，兒童可能會進行推測或是想像，而推測與想像的過程兒童可能很

據自己的感受進行對自然現象的擬人化表現。因此自然科學教學時，教師

應盡量提供可以讓兒童實際操作的實驗，而實驗後應澄清兒童心中的疑

問，避免讓兒童因實驗操作後仍無法產生其他可以應用的聯結，而對自然

現象產生不正確的推理與想像。

個)語意型

臼orh(l995) 的研究發現學生對概念的瞭解會受到字面意義的誤導。張

筱莉、林陳湧(民88 )的研究發現兒童會以生活中使用的字義、字音及字

型解釋科學專有名詞。以下來探討學生對於語意型迷恩概念:

熔化:

熱度太高。

液體、固體過熱。

固體受高溫而溶解。

冰塊被溶解。

;水和糖都會溶化。

凝固:

冰塊固定。

有固定形狀的J水。

固定就是J水。

蒸發:

教悶。

受熱不斷，不見的現象。

不見了。

凝結:

快要變固體。

利用較冷溫度讓水變成;水。

水溫度變冷凝固。

氣體凝結成固體。

水溫度太低結成冰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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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那邊。 冰塊變成水。

結成一塊。 結;水。

凝結。 結在一起。

變成固體。 露:

雲: 露水就在我們的四周的小水漓，

水;在氣蒸到天主過冷變成霧，霧 水蒸氣土升後凝結在一起越

多變[成]雲。 變越大，就掉下去了。

這類型的反應，都有將概念的表現以字面的意義來解釋概念，例如:

「熱度太高、液體、固體過熱 J (熔化)、「散閥、不見了 J (蒸發)、

「冰塊固定、有固定形狀的冰、固定就是冰、固定在那邊 J (凝固)

「氣體凝結成固體、水溫度太低結成冰塊的意思、冰塊變成水、結冰、結

在一起 J (凝結)。這些反應將概念的字面意義解釋成科學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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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教學

進行不必急著將概念字義傳達給學生，可以將相關概念的現象先呈現給學

生，最後再加以討論、澄清概念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伍)各概念問題反應類型統計

從表一中發現在所有概念中表現最好的是「雲」和「凝固 J (結冰現

象)的概念，由於「雲」和「凝固」是日常可以觀察到的現象，而且在很

多的介紹自然現象的科學議書中都可找到介紹「雲」和「凝固」的概念，

因此研究者推想學生對於「雲」和「凝固」的概念從日常現象中以及從自

然科學叢書中獲得良好的概念。

在下雨、雲、霧以及雲和霧的關係的問題中，學生的回答都沒有先前

單元的影響，先前單元(溶解、植物的吸收與蒸散作用)也都沒有提到有

關雨、雲和霧的概念，因此學生無法從先前單元概念調適到雨、雲和霧的

概念架構中。經駿類型的迷恩概念明顯的比其他類型的反應來的較高，由

此研究者推想兒童概念的形成大部分還是以經驗為主，這剛好符合皮亞傑

認知發展理論中的具體運恩期:四年級兒童的推理恩惟能力只限於眼見的

具體情境或熟悉的經驗(張春興，民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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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概念問題反應類型統計表表一

他其語意型直觀型經驗類型先前單元影響符合科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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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回答的反應中，有些無法歸類，屬於神話、傳說或是自己所想像

的現象，如人講的話』、 r慢慢來的 J 、「雲破掉 J 、「雷公在哭」、

「雲在天上有很多動物在跑」、「親切的關係 J 、 r:聖誕樹放冰水中過一

段時間會有東西」。這些反應並不符合科學概念也無法觀察，還有是市面

上店家賣的玩具，都在這裡被兒童引用的概念的現象中，由此研究者推想

兒童概念的由來除7一些正常的教學管道之外，還有一些教師無法控制的

因素，例如:市面的玩具、兒童純樸的想像力、神話傳說等也會影響兒童

概念的形成。因此教師進行教學時應該要預防學生以這些因素來學習。

約)其

五、結論

本研究的結論分成三個部份，一是對於概念的瞭解;二是研究本身的

限制及改進;三是教學時改進的參考。

←)概念的暸解

l 、學生對於「蒸發」概念的瞭解比「凝結」概念的瞭解要來得好。與林

顯輝(民84)的研究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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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對於「凝固」概念的瞭解是最好的，其次是 r-蒸發」的概念。但

是所有預備經驗的瞭解最高的「凝固」概念也只有44% 。可見學生的

先備概念的確很難改變，即使已經學過的概念仍然很難達到學習的結

果，這與Shymansky 等人在 1997年的研究有相似的結果。

3 、主要概念的反應類型比較多樣性，而且像「人講的話」、「慢慢來

的」、「雲破掉」、「雷公在哭」、「雲在天上有很多動物在跑」、

「親切的關係」等反應，是屬於神話傳說或是學生直覺的反應。也在

問卷反應中找到，雖然不是很多，可見學生概念的形成是多面向的。

4 、兒童概念的形成是多面性的，研究中發現先前單元的教材、兒童的感

官經驗、兒童對事物的想法、聯結的方向、概念字面的意義;甚至於

神話、兒童心中的想像、市面上的玩具等都是影響兒童概念形成的原

因之一。

5 、雖然主要概念尚未學習，但是因為日常生活以及平時對科學的接觸，

兒童的反應在「雲是怎麼來」和「雲和霧有什麼闕係」的表現卻出奇

的良好，因此這方面的教學只要教師再加以適當的引導必能有很好的

成效。

6 、兒童對於不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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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合理的解釋並不一定符合科學概念，而是學生的質

樸概念 (Appleton ， 1993. Henriques， 1997l 。若是周遣的生活環境有許多

對事物現象解釋符合見童知識水準的科學出版品，必能在兒童對現象

的「觀察」或「想像」的同時得到印證，而得到正確的科學概念。

ω研究本身的限制及改進

l 、以開放性問卷實施調查，因為兒童的語文程度尚無法完全瞭解語意，

因此對於定義的回答，都偏向於經驗類型和直觀型的回答。

2 、每一題都有 1-3個學生沒有回答，可見問卷本身的設計就有疑問

了。有一個學生在問卷上空白處寫著「很難吉大! J 可得到證明。

3 、本研究試題的設計可以參考二階層的概念診斷評鐘工具進行概念的診

斷。以消除開放，世間卷的弊端。

〈司教學改造的參考

l 、由於學生對單元的先備經驗的瞭解程度並不是很理想，因此教學的設

計上必須再針對先備經驗做一番探討。

2 、學生對於單元主要概念的反應還有一些神話傳說的概念以及直覺的反

應，因此在教學的進行中有必要探討神話傳說以及直覺的反應。

-149 -



...論

3 、先前單元的教材對兒童的影響是最深刻的，因此在教材的編排上應該

要小心的將可能會造成混淆的教材分開編排;或是將相近性質的教材

編在一起，以期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教師必須有統整的能力，

將相似單元的教材統整教學，讓學生能統合相關單元的概念。

4 、教學的實施，通常都是自事例或寶島愈來進行教學，研究也發現兒童很

容易將實驗或事例記得很牢靠，但卻不知是何概念。自然科學教學

時，教師應盡量提供可以讓兒童實際操作的實踐，而實驗後應澄清兒

童心中的疑問，避免讓兒童因實驗操作後仍無法產生其他可以應用的

聯結，而對自然現象產生不正確的推理與想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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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因

此教師的教學進行不必急著將概念字義傳達給學生，可以將相關概念

的現象先呈現給學生，最後再加以討論、澄清概念的意義到底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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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雲和雨的概念調查

姓名:

小朋友請你仔細閱讀下列題目，並回答問題:

一、你認為熔化是指什麼?

答:

二、你認為蒸發是指什麼?

答:

三、你認為凝結是指什麼?

答:

四、你認為凝固是指什麼?

答:

五、你認為雲是怎麼來的?

答:

六、你認為為何會下雨?

答:

七、你認為霧是什麼?

答:

八、你認為雲和霧有何關係?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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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Childrens' Concepts of Clouds and Rain 

*Yang, Ming- Ta ﹒**協fang， Jing-Ru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grade four students' conceptions about “Clouds 

and Rain".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in this research. Four types of 

concepts were revealed based on students' responses: previous , taught unit; previ

ous experience; intuition; and vocabulary.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students had 

clear conceptions about 、olidification" and "vaporization". Students' conceptions 

regarding clouds, rain and fog were , mostly based on fairy tales , legendary tradi

tions and intuition. As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vents , students usually used 

their "observation" or "visualization" to mak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events. The constructions of students' cqnceptions were complicated. School 

science was usually taught by example or experiment. Students can remember 

those examples or experiments firmly , but they cannot connect this experience to 

the concept, and moreover, apply it to daily life. 

Students may also misread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take the word 's meaning 

as concept. This learning experience may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In order to 

avoid this confusion, curriculum designers should 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study of open -ended questionnaire, previous knowledge, clouds and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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