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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日常用語對兒童學習自然科學的科學術語時造成的影響。研究者以中部

五縣市共二百八十一名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針對十二個科學術語於教學前、後各進

行一次紙筆測驗，以獲知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用語與資訊來源；並於每一次紙筆測驗之後，

針對其中二十四名學童進行個別訪談，以更深入了解其解釋的真義。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

所得結論有下列數項： 
一、分析紙筆測驗的結果，可以發現： 

（一）部分學童難以分辨日常用語和科學術語的區別，經常混淆其義，教學前會以日常用

語的語意解釋科學術語，例如：銀河系是許多星星聚集成一條銀色河流、衛星是人

造衛星；教學後大部分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轉為老師或教科書的解釋。 
（二）教學前學童主要的資訊來源為課外書，電視、老師，課外書為首要資訊來源；教學

後學童的資訊來源為老師、教科書、課外書，老師與教科書的影響增加。不論在教

學前、後，課外書都是影響學童科學術語解釋的資訊來源。 
二、分析訪談結果發現： 

（一）學童教學前會以日常用語的語意解釋科學術語，例如：衛星是人造衛星；教學後大

部分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轉為老師或教科書的解釋，例如：衛星是繞著行星轉的

星球，不發光。當學童的資訊來源改變，解釋用語也改變。 
（二）只有當學童發現原來的想法是錯誤的、不堪使用的，概念才會改變，否則依舊保持

迷思概念。 

 
關鍵詞：日常用語、科學術語、科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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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語言是人際溝通的工具，透過語言，兒童得以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文化。然而每個詞彙

在不同情境時有不同的意義，對於不同的社群，同一詞彙也具有不同的意義（Lemke, 1998；
Prophet & Towse, 1999）。科學語言由科學社群的觀點來定義，用以呈現科學知識，為配合科

學解釋的意義，科學社群創造了科學術語。 
教師進行教學時，語言扮演關鍵角色（Scott＆Driver，1998；Tobin，1998）。過去的研究

（黃萬居，民 85；張筱莉，民 88；Moje, Collate, Canillo＆Marx，2001）顯示：日常用語和科

學語言的差異，使兒童在學習科學知識產生衝突與混亂。由於科學術語與字面涵義經常是不

同的，但學生對這些術語的第一印象卻是由字面分析得來，學生因此擁有迷思概念。科學教

師與兒童進行科學對話時，經常可以發現兒童無法分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科學術語與日常用

語的差別，誤將部分日常用語的語意當作科學術語的意義，進而影響科學概念的學習。當學

生不能確實地了解科學術語所欲表達的意義時，便會形成溝通及理解上的障礙。 
Campbell 與 Lubben（2000）、Lee（1999）、顏婉幸（民 89）的研究顯示：學生以個人

經歷、老師、家庭成員、鄰居、學校、各種媒體......等資訊來源建構知識，如果學童和家人或

同儕互動頻繁，教師課堂上的講述將不是唯一的資訊來源。 
由於學童平日接觸的資訊往往以日常生活的通俗語法、語義說明科學成果，平日的頻繁

接觸使得兒童將日常用語帶入正式的科學學習，造成科學概念學習混淆。整理過去的研究發

現日常用語與資訊來源是影響科學學習的重要因素，但僅有少數結合日常用語對地球科學學

習的影響，且非以科學術語的語言觀點進行研究，研究者希望以國小自然科教科書出現的科

學術語為研究題材，探究日常用語對國小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科學術語時的影響。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日常用語對兒童學習自然科學的地球科學術語時，所造成的影響。欲探

討的主要問題如下： 
1.教學前、後，學童解釋科學術語時所用的語詞爲何？ 
2.教學前、後，學童科學術語的資訊來源為何？ 
3.教學前、後，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改變的情形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教學前後實施前測、後測，在每次施測均包括紙筆測驗及個別訪談。紙筆測驗

樣本選取採立意取樣，於中部五縣市各選二所國小，每校施測一班六年級學童，共二百八十

一名；再由問卷回收找出填答具代表性的受試者進行個別訪談，男、女各半，共二十四名。 
本研究所編製的「科學術語定義測驗」問卷，係以自然科學第十二冊「我們的地球」單

元所出現的科學術語為範疇，採開放式紙筆測驗形式進行測驗，並依據文獻擇定資訊來源的

選項，由學童勾選主要的三個資訊來源。研究者探討的科學術語包括：銀河系、太陽系、衛

星、行星、恆星、流星、彗星、火星、地球、月球、公轉及大氣層。個別訪談的內容為：對

科學術語的解釋、為何如此解釋、從何而知，教學後增加訪問學童對自己概念改變的覺知。 
    九十年四月進行教學前紙筆測驗與訪談，九十年六月進行教學後紙筆測驗與訪談，紙筆

測驗作答時間一節課，個別訪談每次約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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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限於篇幅因素，以下僅就「銀河系」、「太陽系」、「衛星」等三個科學術語加以討論，並

述及學童接受訪談時，對自己教學前、後概念改變的認知。 
(一)銀河系 

1.對科學術語的解釋：區分學童作答類型時，若同一科學術語有二人以上作答內容相同

時，便將其視為同一類作答類型，人次表示係以受試者的解釋文字分析，如受試者以多句文

字敘述，則分屬多個解釋文字各一人次。並將對學童科學術語的解釋，依照解釋的關鍵字義

區分成數個大概念。 
表一  「銀河系」問卷答題的類型分析 

作  答  類  型 前測問卷百分比 後測問卷百分比 教學後增(＋)減(－) 

銀

河 
許多星星聚集成的銀色河流 31.67%(89 人) 19.93%(56 人) － 

織女和牛郎見面的地方 2.85%(8 人) 0.71%(2 人) － 
星
球
密
集
處 

許多星球密集而成 28.11%(79 人) 51.60%(145 人) ＋ 

一條淡淡的雲霧帶 3.20%(9 人) 14.95%(42 人) ＋ 

漩渦形的 0 1.78%(5 人) ＋ 

宇

宙 
宇宙的一部份 7.12%(20 人) 4.63%(13 人) － 

無邊際的空間 4.27%(12 人) 1.78%(5 人) － 

在外太空 3.20%(9 人) 0 － 

星

系 
宇宙中的眾多星系之一 14.23%(40 人) 7.83%(22 人) － 

眾多星系組成 3.56%(10 人) 3.20%(9 人) － 

包括太陽系 0.71%(2 人) 3.56%(10 人) ＋ 

其

他 
太陽系 0.71%(2 人) 0 － 

九大行星 0.71%(2 人) 0.71%(2 人)  

作  答  人  數 98.93%(278 人) 99.64%(280 人) ＋ 

    教學前學童對「銀河系」解釋是「許多星星聚集而成的銀色河流」有三成以上（31.67%）、

「許多星球密集而成」約二成（28.11%）、「宇宙的眾多星系之一」約一成半（14.23%）；教學

後為以「許多星球密集而成」為解釋增加至五成以上（51.60%）、以「許多星星聚集成的銀色

河流」為解釋的下降到不到二成（19.93%）、以「一條淡淡的雲霧帶」為解釋的增加至近一成

半（14.95%）。 
教學前，部分學童著眼於「銀河系」此一科學術語當中的「河」字，因而認為銀河系是

「許多星星聚集成的銀色河流」。教科書對銀河系的描述為「一條淡淡的雲霧帶，這裡的星星

特別密集」，教學後以此解釋的比例增加，顯示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受教科書的課文影響。 
    教學前受中國神話故事的影響，部分以「織女和牛郎見面的地方」解釋銀河系，教學後

比例下降。教學前有二名學童對銀河系的解釋是「太陽系」，經過教學之後，此二名學童知道

銀河系和太陽系是不同的，且知道「眾多星系組成」或「包括太陽系」。由於教科書上有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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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系在銀河系的位置」圖，有助學童比較銀河系與太陽系的範圍。 

2.資訊來源： 
表二  教學前、後「銀河系」資訊來源分布 

作答      資訊 
 人數 來源 

時間 
老師 父母 家人 鄰居 同學 

教科

書 
課外

書 
報紙 電視 廣播 

網際 
網路 

字面 
解釋 

教學前 278 .72 .38 .23 .03 .35 .61 1.36 .20 .87 .05 .50 .33 
教學後 280 1.74 .21 .09 .06 .32 1.39 .99 .02 .29 .02 .21 .19 

（附註：上表係以平均數表示各項資訊來源的得分。受試者勾選的主要資訊來源 3 分、次要 2 分、第三重要資

訊來源 1 分，受試者最多勾選前三個資訊來源，資訊來源得分總和滿分為 6 分。） 

「銀河系」的資訊來源分布，教學前主要資訊來源為課外書、電視、老師；教學後資訊

來源變為老師、教科書、課外書。比較「銀河系」教學前、後資訊來源發現：教學後「老師」、

「教科書」的重要性增加，「課外書」的重要性略為下降，「電視」的影響力也下降。 
對照學童對「銀河系」此一科學術語的解釋發現：教學後大部分學童的解釋用語改為教

科書上的描述，從字面解釋的比例下降，顯示學童的資訊來源改變之後，解釋用語也改變了。 

3.訪談分析： 

    訪談的二十四名學童當中，「銀河系」在教學前、後維持原有正確概念的有 58.33%，教

學前、後維持原有錯誤概念有 4.17%，教學後維持原有概念並發展正確概念有 20.83%，教學

後維持原有概念並發展錯誤概念有 4.17%，教學後概念轉變為正確概念的有 12.5%，顯見對

學童來說，在教學後對「銀河系」此一科學術語的理解，大致上能維持較為正確的理解。 

教學後產生的迷思概念有：以字面解釋的「銀河系是一條河流」、由於太陽系包含許多星

球，因而誤解「太陽系比銀河系大」。大多數學童教學前已經發展「銀河系是許多星星聚集在

一起」或「銀河系是由太陽系一樣的星系組合起來」的想法，經過教學，由課本上獲得新概

念，發展「銀河系包含太陽、恆星、行星、衛星、彗星……等星球」或「銀河系包含許多星

系，且太陽系是銀河系中的一小部分」更完整周延的新概念。 

 (二)太陽系 

1.對科學術語的解釋： 
表三  「太陽系」問卷答題的類型分析 

作  答  類  型 前測問卷百分比 後測問卷百分比 教學後增(＋)減(－) 
星
球
組
成 

九大行星所組成的星系 15.66%(44 人) 16.73%(47 人) ＋ 
九大行星及其衛星、小行星、彗星和太
陽組成 

14.59%(41 人) 40.57%(114 人) ＋ 

九大行星和太陽所組成的星系 9.96%(28 人) 13.52%(38 人) ＋ 

太

陽 
很熱、會發光的太陽 23.84%(67 人) 11.03%(31 人) － 

以太陽為中心的星系 11.74%(33 人) 5.34%(15 人) － 

星

系 
銀河系中的一個星系 11.39%(32 人) 8.54%(24 人) － 

宇宙中的一個星系 3.20%(9 人) 2.49%(7 人) － 

宇 宇宙 0.71%(2 人) 1.42%(4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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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宇宙裡的一顆星球 0.71%(2 人) 0.71%(2 人)  

九大行星之一 1.42%(4 人) 0 － 

作  答  人  數 92.88%(261 人) 98.22%(276 人) ＋ 

教學前學童描述太陽系是「很熱、會發光的太陽」超過二成(23.84%)、「九大行星所組成

的星系」約一成半（15.66%）、「九大行星及其衛星、小行星、彗星和太陽組成」約一成半

（14.59%）；教學後學童的描述：「九大行星及其衛星、小行星、彗星和太陽組成」增加至四

成（40.57%）、「九大行星所組成的星系」（16.73%）、「九大行星和太陽所組成的星系」

（13.52%）。經過教學，有更多的學童知道太陽系裡面不只有太陽而已。 
經過教學之後，由於資訊來源改變，對科學術語的解釋也改變，有更多的學童提出教科

書上的描述「九大行星及其衛星、小行星、彗星和太陽組成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叫做太陽系」，

知道太陽系裡面不只有太陽而已。作答人數方面，由教學前的 92.88%，教學後增為 98.22%，

顯示教學後學童對太陽系的認識增加之後，較能對太陽系此一科學術語做出解釋。 

2.資訊來源： 
表四  教學前、後「太陽系」資訊來源分布 

作答      資訊 
 人數  來源 

時間 
老師 父母 家人 鄰居 同學 

教科

書 
課外

書 
報紙 電視 廣播 

網際 
網路 

字面 
解釋 

教學前 261 .61 .31 .17 .07 .35 .59 1.19 .16 .67 .09 .35 .50 
教學後 276 1.49 .28 .11 .11 .33 1.42 .88 .12 .20 .02 .19 .15 

「太陽系」教學前的資訊來源分布主要為課外書、電視、老師；教學後為老師、教科書、

課外書。比較教學前、後的資訊來源發現課外書的重要性雖下降，但仍是重要的資訊來源。 

3.訪談分析 

訪談的二十四名學童當中，關於「太陽系」科學術語，在教學前、後維持原有正確概念

的有 8.33%，教學後維持原有概念並發展正確概念有 37.5%，教學後維持原有概念並發展錯

誤概念有 12.5%，教學後概念轉變為正確概念的有 25%，教學後概念轉變為錯誤概念的有

8.33%，顯見對學童來說，在教學後對「太陽系」此一科學術語的理解，概念發展更為正確的

有 62.5%，教學對「太陽系」的概念發展是有幫助的。 
大部分學童在教學前已經知道「九大行星組成太陽系」，教學後發展「太陽系內的星球繞

著太陽轉」、「太陽是太陽系唯一的恆星」、「太陽系是銀河系的一部分」的新概念。小部分學

童教學前認為「太陽系不包括太陽」或「太陽系裡有太陽和其他恆星」，教學後能做出「太陽

系裡有九大行星、太陽和其他的星體」、「太陽是太陽系唯一的恆星」的正確解釋。 
不過，也有學童不知道太陽系和銀河系的關聯性，因而做出「太陽系和銀河系是無關的

兩個星系，太陽系是星球組成，銀河系是星系組成」的解釋。教學後有部分學童表示仍不了

解太陽系是什麼，但卻有「太陽系是在太陽附近的一個星系，裡沒有太陽」的迷思概念。 

(三)衛星 

1.對科學術語的解釋： 
表五 「衛星」問卷答題的類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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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答  類  型 前測問卷百分比 後測問卷百分比 教學後增(＋)減(－) 
人
造
衛
星 

人造衛星 32.38%(91 人) 7.47%(21 人) － 

傳播資訊的機器 27.76%(78 人) 2.14%(6 人) － 

探測宇宙的機器 10.68%(30 人) 2.14%(6 人) － 

公

轉 
環繞行星運轉的星球 12.46%(35 人) 58.01%(163 人) ＋ 

環繞其他星球運轉 6.41%(18 人) 8.54%(24 人) ＋ 
與
行
星
有
關 

保衛旁邊的行星 4.27%(12 人) 0.71%(2 人) － 

一種行星 1.07%(3 人) 0 － 

行星旁的小星球 0 4.63%(13 人) ＋ 

星

球 
不發光的星球 6.05%(17 人) 40.93%(115 人) ＋ 

某個星球 4.98%(14 人) 2.14%(6 人) － 

例如：月球 3.91%(11 人) 12.46%(35 人) ＋ 

其

他 
在固定位置 0.71%(2 人) 0.71%(2 人)  
本身會發光 0.71%(2 人) 1.07%(3 人) ＋ 

很多星星組合起來的 0.71%(2 人) 0 － 

很多星球都有 0 1.42%(4 人) ＋ 

作  答  人  數 97.15%(273 人) 98.93(278 人) ＋ 

教學前學童大部分對衛星的解釋是「人造衛星」（32.38%）、「傳播資訊的機器」（27.76%）、

「環繞行星運轉的星球」（12.46%）；教學後以「環繞行星運轉的星球」解釋衛星的超過一半

（58.01%），知道衛星是「不發光的星體」也有四成（40.93%），能舉出常見的衛星「例如：

月球」（12.46%）。 
教學前大部分學童會將衛星與人造衛星視為相同的物體，經過教學之後，寫出衛星的正

確解釋「環繞行星運轉的星球」的比例增加，知道衛星是「不發光的星體」的比例也增加，

從「衛星」當中的「衛」字解釋衛星是「保衛旁邊的行星」的比例則下降。 

2.資訊來源： 
表六  教學前「衛星」資訊來源分布 

作答      資訊 
 人數  來源 

時間 
老師 父母 家人 鄰居 同學 

教科

書 
課外

書 
報紙 電視 廣播 

網際 
網路 

字面 
解釋 

教學前 273 .59 .30 .26 .05 .35 .58 1.28 .32 1.11 .13 .40 .28 
教學後 278 1.64 .25 .12 .05 .26 1.61 .85 .11 .26 .03 .21 .16 

由表六，發現學童教學前關於「衛星」的主要資訊來源為：課外書、電視、老師，教學

後變為：老師、教科書、課外書。顯示教學後，老師與教科書對「衛星」的解釋，對學童的

影響增加，課外書的重要性下降。 
    學童教學前大多以平日經常接觸的「人造衛星」涵義解釋衛星，由於教科書上以「繞著

行星轉，自己不發光……例如：月球。」來描述衛星，學童在教學後的後測問卷大量以此作

為對衛星的解釋。當影響學童的資訊來源改變時，學童對科學術語的解釋也隨之改變。 



 7

3.訪談分析 
訪談的二十四名學童當中，「衛星」在教學前、後維持原有錯誤概念的有 8.33%，教學後

維持原有概念並發展正確概念有 37.5%，教學後概念轉變為正確概念的有 33.33%，教學後概

念轉變為錯誤概念的有 20.83%，顯見對學童來說，在教學後對「衛星」此一科學術語的理解，

概念發展更為正確的有 70.83%，教學有助於「衛星」的正確概念發展。 
教學前，大部分學童經由電視節目的衛星轉播認為「衛星是人造衛星」；經過教學，大部

分學童能發展「衛星不發光」、「衛星繞著行星轉」、「月球是地球的衛星」、「太陽系之外還有

衛星」的概念。由於日常用語中經常把「人造衛星」簡稱為「衛星」，所以經過教學，仍有學

童維持「衛星是人造衛星」的迷思概念，也有部分學童經過教學，反而產生「衛星是不會移

動的星星，會發光」錯誤概念。 

(四)概念改變 

    教學後，訪談的二十四名學童當中，75%的學童教學後發現自己的想法和教學前不同， 
20.83%的學童會加入老師上課時的說法，16.67%的學童覺得自己的想法和原來並沒有很大的

差別。問及為何會改變原來的想法，58.33%的學童表示由於原來的想法不正確，25%的學童

表示原來想法是猜測的，要老師教過之後才知道。 

    但過去的想法並非毫無價值，41.67%的學童表示，如果從來沒聽過的，學起來會比較困

難，如果本來就有一些想法，可以當作基礎；33.33%的學童表示，過去的想法是有幫助的，

只要把原來的想法稍微修正，就可以繼續使用。但也有 16.67%的學童表示原來的想法雖然有

幫助，但有時候會對現在學的和過去想法感到困惑混亂。 

    概念改變對學童來說不見得是容易的，僅有 41.37%的學童表示如果發現原來的想法是錯

誤的、不堪使用的，能很快改變原來的想法。25%的學童表示還是很難改變，經常會把新學

的科學概念和過去的想法混淆在一起。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部分學童難以分辨日常用語和科學術語的區別，經常混淆其義。銀河系、太陽系是範圍

很大，又過於抽象，學童無法真實體驗；衛星受到日常用語「人造衛星」的影響太深，即使

經過教學，部分學童仍然認為衛星都是人造衛星。過於抽象、難以真實接觸，是學童學習科

學術語困難的原因之一。 
學童在教學前主要由日常生活接觸到的課外書、電視、老師……等資訊來源獲得關於科

學術語的資訊，大部分學童教學後對科學術語的解釋轉為老師或教科書的說法，當學童的資

訊來源改變，解釋用語也改變。不過學童未必能正確解讀這些資訊，甚至因為錯誤解讀造成

迷思概念。學童要概念改變並不容易，通常無法立即改變，學童對原先的想法不會退讓，只

有當學童發現原來的想法是錯誤的、不堪使用的，概念才會改變，否則依舊保持迷思概念。 

(二)建議 
增加課堂語言討論有助於學童理解科學術語，同儕討論加上教師從旁指導，有助於隨時

澄清學童的迷思想法。若能加上適當的媒體教學，如模型或影片，從旁輔助，可讓學童將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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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科學術語具體化，以增加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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