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 第四期, 第二册, 文章六，第一页(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陈正治、徐国文

影视科学-以猎杀 U-571 为例

 

影视科学-以猎杀 U-571 为例 

陈正治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 科技教育组 

807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 720 号 

电邮︰nelson@mail.nstm.gov.tw 

 

徐国文 

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应外系) 

807 高雄市三民区建工路 415 号 

收稿日期︰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于十二月十一日再修定) 

 

内容  

摘要  

一、绪论  

二、文獻探討  

三、進行方式  

四、實例說明  

五、教学成效评量  
六、结语  
七、参考文献  

 

摘要 

以验证戴尔(Edgar Dale)之经验塔理论、杜威(Dewey. J.)之「实践中学习」

(Learning by Doing)、皮亚杰(J .Piaget)之形事操作期认知理论、以及班杜拉(A. 
Bandura)之社会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本文介绍科学工艺博物馆所提供的活动

单元设计与成效。首先，以看电影并择定战争动作片电影「U-571」作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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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发物，从趣味中引起动机，接着安排七个单元主题来让学生从「实践中学

习」的学习模式中去探索科学现象，从而探讨电影内所呈现的科学情节的真实

性；另在每一个活动过程中，学生必须透过团队协调合作，完成作品，从而探

究各项科学教具或玩具所应用的科学原理。 

关键词：经验塔、实践中学习、形式操作期、社会学习理论 

一、绪论 

对近几年来，不论是政府或民间皆全力推展教改工作，而强调以学生「能力」

为本位的「九年一贯」课程安排即应运而生。 

牟中原教授在「远哲科学教育基金会」所出版的生活科学系列套书中有一篇「写

给家长、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我们将来需要的是能活学、活用知识的青少

年。知识不是书上的死东西，它应该可以透过活动发掘。所以学校里要准备更

多丰富的活动，来做主题教学；老师要有更多的点子，来活化课堂…」 

然而，处在现今生活便利，许多老师反应，大部份学生对于探索生活周遭自然

现象总是兴趣缺缺，甚至于连寻找科展题目都颇感捉襟见肘，有的甚至避之惟

恐不及；即使参与科展者所研究的题目，与其生活经验无关者也不少，一般学

校内实验课程虽能满足学生动手操作需要，然大多局限于验证现有的科学原

理，学习过程中着重于知识的灌输而轻忽主动探究的过程，况且如实验空间、

经费不足者，往往不是每位学生可以享有参与实验的机会，此时科学知识的取

得及应用往往只有教师的口述(Oral Expression)而已。 

二、文献探讨 

著名的美国 2061 计划在开头就叙明(魏明通，民 86)，教育的最高目的为使每一

个人都能过发挥个人潜力，过有责任的生活。政府推动九年一贯教育改革计划

之七大领域内特别有关自然科技、数学、艺术人文、健康体能、团队活动、语

文及表达等重点，无非是在强调教学者需具备统整教学的能力，试着提供国民

中小学的学生全人教育的机会。本文就自然科技领域为主体，带引学生进入其

它的学习领域内，使科学类博物馆提供非体制教育(Informal education approach)
时，也能兼顾体制内学校教育(Formal education approach)之需求。 

著名的瑞士教育心理学家吉恩.皮亚杰(J .Piaget)之认知发展理论提出，十二岁至

十五岁学习者，为形式操作期，现阶段国民中学学生应具备有反省思考的能力

﹑假设与演绎推理的能力﹑进行控制变因的实验等等能力。 

 
Copyright (C) 2003 HKIEd APFSLT. Volume 4, Issue 2, Article 6 (Dec.,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 第四期, 第二册, 文章六，第三页(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陈正治、徐国文

影视科学-以猎杀 U-571 为例

 

认知心理学家奥斯贝(Ausubel D.P)主张学生受教时，新旧学习材料间适当的关

联，是增进有效学习的关键因素。乃至于近年来教育学者积极探讨与研究的教

育建构论，鼓励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利用语言活动、沟通、讨论甚

至于辩论方式，用以建构知识。 

教育学家戴尔(Edgar Dale)提倡之经验塔(The Cone of Experience)，阐释科学教

育基本的一般学习途径，也为科学教师提供教学媒体、教学模式或教学数据的

选用原则。戴尔的经验塔共有十一层(如图一)，塔底的三层强调学生自身经验、

感受及参与学习的重要性；第四至第六层为学生运用全部或部份的感官从事学

习活动，如野外教学或博物馆的展示教学等，此三层的学习经验比底三层抽象

些；第七至第九层为视听教学应用，学生透过电影或电视的学习经验仅能运用

视觉(Vision)与听觉(Hearing)两个感官去学习别人所表演或拍摄的效果而已；最

上三层透过视觉符号或口述符号，学生仅能大量使用听觉感官学习，效果往往

不理想。 

 

直接经验 

3、演剧性经验 

2、设计的经验 

1、有目的直接经验 

间接经验 

6、展览 

5、实地参观 

4、演示 

替代经验 

11、口述符号 

10、视觉符号 

9、录音、广播、静画

8、电影 

7、电视

图一：戴尔经验塔

美国教育哲学家杜威 (Dewey. J. 1859-1952)提倡实践中学习 (或边做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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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doing)的理论，亦即主张教学应以儿童或学习者为主体，让学习者

亲自观察与经验，用脑去想，用手去做，以培养学习者愿意主动且自动自发的

学习精神。杜威认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启发儿童，使其有能力解决问题、适

应新的环境等等的能力。 

倡导社会学习理论的先驱班杜拉(A. Bandura，1986)认为，在任何时刻，影响行

为的诸多线索中，最常见的莫过于他人的行为(吴幸宜译，民 83)，换言之，学

习者透过外来事物的引起注意(Attention process)、保持(Retention process)、行

为复制(Behavior re-production process)及动机导引(Motivational process)等学习

步骤，从事学习活动。 

三、进行方式 

本教学探讨以学生当作受教主体，随队教师及助教为辅体，首先采电影欣赏为

动机导入，一如班杜拉所倡导之社会学习理论，学习者透过电影情节的欣赏，

当学生对电影情节产生高度兴趣并保持其新鲜感的同时，老师从旁提问一些问

题，并请求学生思考甚至复制或模仿电影情节，藉以引发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

动机。 

教师紧接着再提供部份研制好的科学教具作为科学演示引发学生的好奇，学生

再在教师引导下自制一份属于自己的科学玩具，教师再解说各项教具所运用或

延伸的科学概念(Concept of science)或使用科学原理(Applied )，并透过小组间的

比赛或讨论以精进自己的教具功能，如此一来学生可以透过成果(反应变因)再
反推回去寻找改变成果的原因(操纵变因)，学生也可藉此原因探究激发不同的

思维模式及创作。兹将本教学步骤绘制如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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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导入 科学演示 原理说明 
科学动手做及

参观展示厅 
竞赛活动 

1 帕斯卡原理

2 阿机米得原

理 

3 电路串联与

并联 

4 简单机械-杠

杆、斜面与

螺旋应用 

5 三角测量 

1 在半空栏截 

2 射击飘浮球 

3 终极密码战 

1 浮沉偶、水中蛟

龙 

2 连发竹枪 

3 密码机 

4 螺旋飞鱼 

5 旋动汽球火箭 

6 简易经纬仪 

1 射击飘浮球

2 在半空拦截

3 终极密码战

4 观测官报告

图二：看电影学科学教学步骤图

电影欣赏： 

猎杀 U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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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具 

本文从一部电影的欣赏以激发学习动机，并从电影中所看到的情节，就其旧经

验判断可能性，接着提供多样实验材料供学生具体操作，以探究(Explore)其真

实性，学生进而利用相关材料并组装成一件可带走的科学玩具作为自己的发明

(Invention)，教师并告知下一次上课时，将利用自己的发明作品进行各项团队

比赛，学生可藉由团队比赛方式，不论输赢，均可透过比赛进而归纳那些操纵

变因是影响比赛成绩(即反应变因)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学生不仅可以由比

赛结果反推至操作过程，应用奥斯贝的学习理论基础进行学习活动。同时，本

教学活动进行时，大量引用皮亚杰的形式操作期之学习理论模式，大部份时间

均属学生自我操作或制作教具为主，为提供学生多元的创意、讨论与思考，并

延伸各种竞赛活动，藉以激发学生群组间充份讨论与思考改善之计，学生们可

以透过语言活动、沟通、讨论再建构出符合自己需要自己的学习模式。最后再

实地参观科学工艺博物馆 (简称工博馆，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相关展示厅及科学演示活动，填写学习单等。 

透过此种活动安排，可充份且弹性运用戴尔的经验塔理论基础，例如动手操作

或制作满足塔底直接经验之需求；参观展示厅满足间接经验需求；视听教学等

替代经验激发探究的学习兴趣与动机。 

(附注：任何比赛总是有输有赢，所谓胜不骄、败不馁的风度，可透过「谢让」

活动，如打油诗一首 

一、二、三；三、二、一； 

你输我赢没关系；下次机会让给你； 

一、二、三；三、二、一； 

有本事，再来比一比； 

(胜者面对大家，且深深一鞠躬)谢谢各位的承让 

如此一来，胜者不骄，谦冲为怀；输者仅是暂时，绝非永远，且接受赢方之鞠

躬道谢，并以此谦让为荣，满足彼此心理的需要。) 

四、实例说明 

本猎杀 U-571 一片是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为夺取一艘受创之德军 U
型潜舰上的密码机，派遣一艘美制 S 型潜舰前往完成任务的海战动作片。欣赏

猎杀 U-571 电影后，老师利用暂停播放 DVD 机制，控制影片播放速度，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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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下列问题： 

1. 潜望镜的结构？ 

2. 如何测量两物间的水平距离？ 

3. 如何测量观测物高度？ 

4. 为何深水炸弹爆炸时，潜艇会发生激烈震动？ 

5. 当潜艇发生激烈震动，潜艇内部人员要采取怎样的防护自保措施? 

6. 当船舰使用声纳设备时，为何要静音？ 

7. 鱼雷的密度与海水密度的关系 

8. 击发鱼雷时，鱼雷的运动方式是怎样前进的？ 

9. 航海时船速的计量单位为什么使用「节(Nautical mile per hour)」作为单位，

换算成一般道路行车速度(Kilometer per hour)有何不同？ 

10. 潜艇外壳为何总是类似拱型结构？与一般鸡蛋外形有何相似之处？ 

11. 控制潜艇沉与浮的机制是什么？ 

12. 何谓摩斯密码(Morse code)？你能自制一台密码机吗？ 

13. 为何潜舰沉入海底越深，潜舰内部管线会有漏水现象？ 

透过上述题目的提问当作研究教学之动机导入，紧接着教师表演几项会引起现

场惊呼的科学游戏，例如利用自来水装入宝特瓶内产生类似开香槟现象的「喷

水香槟」；利用灯光进行密语通讯；利用连发竹枪击落飘浮球；利用旋动气球

火箭进行「在半空拦截」等科学游戏。随后分多次单元指导学生科学动手做并

完成几件作品，例如：浮沉偶、连发竹枪、密码机、螺旋飞鱼、旋动汽球火箭

及简易经纬仪，作为学员可携带返家的作品。教师并随后讲解各件作品所应用

的科学原理或可传达的科学现象，并藉由科工馆相关展示厅之参观，增强其学

习的深度与效果。将各本教学研究中学员自制的科学玩具名称、电影情节应用、

所欲阐述之科学意涵及科工馆相关之展示厅表列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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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科学玩具与延伸教育关联表 

科学玩

具名称 
电影情节内容 应用原理 延伸展示厅与展品 

浮沉偶 深水炸弹爆炸时，为何

潜水艇会产生激烈的

震动及控制潜水艇浮

与沉的机制是什么？ 

帕司卡原理解释水压

的传递现象 

阿基米得原理探讨影

响物体在水中沉或浮

的变因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海上运

具 

射击飘

浮球:连

发竹枪 

冲锋枪枪身为何要有

托把及连动机械？ 

船体后方涡流产生现

象 

枪枝的几何构图及重

力场中抛物体运动的

路径。 

流体动力学 

动力与机械展示厅—简单机

械之杠杆与斜面 

密码机 什么是摩斯密码及其

传讯的技巧？如何自

制一台有线密码机？ 

电路的串联与并联应

用 

摩斯密码内容 

电子世界展示厅—电路 

计算机与通讯展示厅—摩斯

密码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船上通讯

旋动汽

球火箭 

鱼雷击发后如何能稳

定前进？动力源是什

么？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简单机械之螺旋应用

航空与太空展示厅--火箭介绍

动力与机械展示厅--螺旋结构

简易经

纬仪 

炮艇击发炮弹时落弹

点位置与仰角之测量 

三角函数应用及测量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水平测

量仪及经纬仪 

水中蛟

龙 

潜艇沉与浮的控制机

制 

阿基米得原理应用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我找到了

(EUREKA) 

水压的

测量 

潜艇沉入水中越深，艇

身承受的水压力越大，

艇身内部管线漏水 

液体压力=液体密度*

深度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潜舰结构

陀螺仪 潜舰或飞行航空器在

爬升或下降时，依赖之

导航设备之一 

转动力学应用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潜舰与飞

行航空器 

潜望镜 潜舰人员观测水面上

物体的仪器 

光的反射应用 交通与文明展示厅-潜舰、汽

车后视镜 

学员利用自制之科学玩具完成后，即可获得相关知识的应用，并可以利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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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时间或课余时间寻找相关信息，以精进其科学玩具之准确度与精密度，用

以激发其发现不同知识应用或扩展其视野。为激励学员创作或创新的意愿，本

教学研究特别规划一些以组为单位之竞赛活动，提升本项教学研究之趣味性，

相关之竞赛活动方式简介如下： 

1﹑射击飘浮球(如图三)：学员每人各自制一把连发竹枪，比赛时以小组为单位，

一组负责控制飘浮球，并观察球体在空气喷流束外运动的情行，另一组负责持

连发竹枪将飘浮球击落。活动目的在于观察流体通过圆柱型障碍物后的运动情

形，并进而观察飘浮球成因与应用。 

 

4 射击飘浮

球竞赛 

3 观察飘浮球

形成现象 

2 观察气流绕

经二圆柱体

间后对烛火

1 观察气流

绕经圆柱体

后吹熄烛火

2﹑在半空栏截(如图四)：学员每人各自制一枚旋动汽球火箭，比赛时以小组为单位，一

组负责发射旋动汽球火箭，并观察火箭运动的方式，另一组负责持连发竹枪将火箭击落。

藉本活动观察不同汽球火箭尾翼形状与黏贴方式所产生之运动情形及稳定度，同时进而

认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弹力位能与动能之互换关系。 

图三：射击飘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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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尾翼火箭 3 斜尾翼火

箭 

图四：在半空栏截

5 分组竞赛 

4 发射汽球火

箭，观察运动

方式 

1 无尾翼火

箭 

3﹑终极密码战(如图五)：学员每人各自制作一架密码机，并利用电路串联与并

联的结构，以观察对方的灯号是否正常运作(电路串联应用)，并共享一组电源

节省电力(电路并联应用)，比赛时以小组为单位，一人负责将他人所提供的简

易信息转化成摩斯密码(Morse code)，再利用密码机上的微动开关按扭，传送至

另一端并由该端负责解碼并回传确认有无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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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串联与

并联电路 

1 认识电路图 3 操作密码

机 

图五：终极密码战
 

4﹑测量员报告(Surveyor reporting)如图六)：学员以组为单位，在户外择定一建

物，先目测一建物高度，再利用简易经纬仪测量其高度，最后再利用卷尺实际

测量建物高度，再进行误差值之计算。 

2 简易经纬

仪成品 

3 操作简易

经纬仪-测高

4 操作简易经

纬仪-测远 

1 自制经

纬仪 

图六：测量员报告

5、水压测量(如图七)：液面下物体承受液体压力与液体密度及深度成正比，电

影中的潜水艇沉入水中越深，艇身所受到的水压力越大，潜水艇内管线承受不

了压力，产生漏水现象。同时，潜水艇为了有效抵抗强大的水压，艇身外表大

都采椭圆体(如同鸡蛋蛋壳)拱形结构。 

(附注：此作法引用 2002 年 11 月 26 日南区中学示范实验研习会中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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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在液面下受

压实验 

水压力使物体外形产

生变化(往内凹陷) 

图七：水压测量 

6、水中蛟龙与浮沉偶(如图八)：控制潜水艇浮与沉是依赖潜水艇内浮力舱的控

制机制，当艇身内部水往外排，艇身变轻，只要艇身整体密度比水小时，即往

上浮；反之，往下沉；艇身整体密度与水相等时，潜水艇即可在水面下随处飘

浮，此时潜水艇所受重力(Gravity)与水浮力(Buoyancy)相等，潜水艇处于失重或

无重量(Weightless)状态，此即是阿基米得原理应用。同时，利用浮沉偶教具，

可以发现液体内部压力产生变化时，压力的改变也会向四面八方传播，使部份

水挤入浮沉偶内，当浮沉偶整体密度比水大，即下沉；反之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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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在液中

重量变轻 

自制浮沉偶 气体进入瓶

内，瓶子浮起

 

图八：水中蛟龙与浮沉偶

7、陀螺仪(如图九)：转动的陀螺仪(Gyroscope)可观察到转动惯量、角动量守恒

等应用，可以观察到陀螺仪在导航设施上的应用。特别是电影中潜舰的两具螺

旋桨，转动方向相反；又如直升机配置两具螺旋桨之目地，均可藉由陀螺仪运

动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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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动时转

轴可轻易悬

吊在绳上 

3.转动时，转轴

放在倾斜笔杆

上仍保持直立

4.转动时可轻

易站立在绳上

1.内框转动

带动外框

亦转动 

 

8、潜望镜(如图十)：利用光的二度反射即可隐身暗处并观察到另一处物体，并

利用街目镜与接物镜相对位置不同，观察像的变化。 

图九：陀螺仪 

图十：潜望镜  

当接物镜与接目镜

不平行时，成横立像 

当接物镜与接目镜平

行时，成正立像 

  

9、参观展示厅(如图十一)：当进行完上述一些科教活动后，再带领学员进入工

博馆 (http://www.nstm.gov.tw) 相关展示厅内参观，以获取积极、实时且有效的

学习效果，并提供学员自由参观与探索的开放式学习机会。 

 

http://www.nst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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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展示厅-船舰区

 

参观展示厅-经纬仪

图十一：参观交通与文明展示厅 

五、教学成效评量 

本教学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异于学校体制内现行的教学模式，例如老师讲授、实

验指导或团体活动及校外教学参观等，本教学研究中以电影欣赏作为动机导入

要引，提供学员休闲娱乐结合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休闲娱乐兼顾学习的需求；

提供科学原理应用与延伸满足教师对教育性的需求；提供学员自制科学教具的

机会及携带回家的实体，以满足家长对价值性的需求。  

本项教学探讨将活动中所有规划之内容(含电影欣赏、科学动手做等七项、展示

厅参观导览解说及科学演示等)，为求客观标准，本文将活动的评量基准分为教

育性(Education)、趣味性(Entertainment)及价值性(Valuation)等三个指标，兹将

三个指标内容分述如下： 

A、教育性(Education)：本教学活动是否能满足学生追求知识的渴望，是否能让

学生能自我学习，是否能与学校体制教育内的课程进度衔接，是否能让学生对

新的科学专有名词产生强烈的印象并且会使用等等，凡此种种均列为本教学方

法是否能满足学生对追求新知或接受教育的评点指标。 

B、趣味性(Entertainment)：大部份的学生都爱玩乐，如何让教学活动能寓教于

乐且易于被学生接受，教学方式是否活泼，教具是否好玩有趣，竞赛活动是否

充满挑战及创意，凡此种种被归类为是否具有趣味性。一般而言，具有趣味性

的教学活动，学生比较乐于学习，甚至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 

C、价值性(Valuation)：本系列教学活动在科工馆进行，学生利用周末假期且采

选修方式参加，对一般学生而言，假期就是休闲和玩乐，因此本系列教学活动

是否被认为有价值参与，教具的制作与功用是否与购买材料所花费用等值，学

生家长是否支持并鼓励学生参与学习等等，均列为是否具有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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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三项评点基准，学生分分别针对各次教学活动，自行评价其得点，最低

0 分、最高 10 分，兹将所得结果平均得点表列如表二。 

表二﹑各项活动评点平均得点 

学生(样本数：55) 
活动内容 

教  育性 味性 值性  

7.26 8.37 7.56 

 7.00 6.91 5.96  

6.40 5.93 5.96 

 7.53 6.96 7.42  

简单机械与

 7.29 8.53 7.25 

7.84 6.20 7.60 

 7.64 5.73 7.39 

趣  价  科学内涵

电影欣赏 探讨情节的真实性 

浮沉偶 帕斯卡原理与水压传递

水中蛟龙 阿基米得原理与浮力原理

终极密码战 电路的并联与串联应用

射击飘浮球 7.16 8.78 7.73 机构应用、柏

努利原理 

在半空拦截 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测量员报告 三角测量 

导览解说 展示品参观教学 

科学演示 8.35 7.76 7.94 科学表演活动 

(1)、由于问卷表采无记名方式调查，学生的喜恶不会有作假之虞，其中水中蛟

龙评价皆比其它项目偏低(但仍在一般水准 5.0 之上)，经与带队教师讨论，原因

之一是在学校上课时有类似的动手操作经验(如浮体与沉体单元中之水中蛟

。 

生对摩斯密码的使用不熟悉，因而虽具有教育价值，趣味性却

的现象。 

以讲解多项展品，唯学生所扮演是

」与「看」的角色，教育价值十足。 

之内可以看到多

龙)

(2)、终极密码战是结合电路的串联与并联使用，这与密码机因电路结构细致，

施作难度高且学

偏低

(3)、导览解说的运作方式是由专业解说员就展示厅之展品，透过学员目睹展示

品，及主要目地是配合科学动手做的延伸及推广，使科工馆展示品能透过科学

动手做的方式，使学员能清楚且明白展示厅内展示品所欲呈现或传达的科学意

念或应用。每次参观一个展示厅，解说员可

「听

(4)、科学演示是由科工馆解说员示范多项神奇的科学现象，学生仍是「听」与

「看」，学生普遍认为很精彩且具教育价值，此与学生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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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神奇的科学现象应有直接感受，并认为深具教育性有关。 

六、结语 

本教学探讨透过理论基础探讨应用、电 片、课程安排、活动设计及问卷调

分析，可以发现几项有趣的现象：  

1. 提供一个富教育、具趣味且超价值的科学研习活动，在科学类博物馆内再结合相关

展示品参观，以满足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的需求。

2.  科学教育着重于知识面，而科技教育强调应用面，如何透过各项活动激发学生思考、

探究的心，并以科学教育为体，科技教育为用，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透过

竞赛活动鼓励学生团队合作，激发创意。从探究(Explore)科学现象、进而发明(Invent)
科学教具或产品，并透过各项活动，提供学生发现(Discover)科学新知等科学创意

活动。

3. 观看电视、欣赏电影无疑是一般学生喜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将看电影延伸至科学教

育活动，更能激发其看电影时有不同的目地与角度观察周遭事物。 

团队间竞赛活动激发学生间的团队合作、创意思考。

团队间竞赛后的「谢让」让学生彼此间有谦让及感恩的心。

6.  一般学校体制内教育大都有所谓的进度要求，可是此种方式似乎并不能满足学生甚

至教师的需求。

7.  规划具操作性的科学探索教学活动(如教具制作、工具操作、创意竞赛、参观导览

等 并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必单纯的知识传授或实验观察要来得受学生欢迎。

8.  类似博物馆这类非体制教育(Informal education)场所，活动的规划必须异于一般体

制内正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并且充满新鲜、有趣、创意且是现行学校体制内

教育内涵的延伸，让学生获得学习广度与深度。

口述或背诵科学仅能赶赶进度，对学生的科学教育帮助明显不受欢迎。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不是教师，教师有责任让课程丰富、活泼且富挑战性。

虽然，从本文中所欲呈现的「从电影中引发与设计科学教育活动之探讨」，不

影选

查与

 

 

4.  

5.  

 

)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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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去批评学校体制教育的不是，而是提供一个另类的教学方式或模式供参

考，当进行完本系列教学后，也有部份建议如下： 

教师选片时宜先注意电影情节与学生的旧经验是否有关，同时电影内容能否提供新

知。 

部份光怪离奇或不合理的情节 如高楼坠地却毫发无伤 也可以让学生进行各项实验，

进而探讨电影情节是虚构还是特技手法，避免学生模仿。

3.  市面上部份电影都有不错的科学知识可供教学应用，如浩劫重生(cast away)谈野外求

生、铁达尼号(Titanic)谈浮力与冰山、冰峰极限(Summit)谈雪崩与硝化甘油、悍卫战

警谈速度、悍卫战士 谈飞机的运动及雷霆喷射手 、  dynamite)谈力

与运动学等。 

4.  博物馆可先请教师莅馆进行教师研习，并合作编写活动学习单。

5.  教师可在学校预告参观活动会应用到那些旧经验或科学原理，再透过电影欣赏、动

手作(Hands-on)及展示品参观，增加学生学习或认知的深度、广度与应用。 

 

1. 

2.  ( )
 

(Top-gun) (Fire 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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