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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大部分的人都存在著科學家就是男性的刻板印象，並且從文獻顯示
現在多數的課堂科學教學內容都較為陽剛，故為提升女學生對科學
的學習興趣，本計畫採用「性別容納式科學(gender inclusive-
science)」的理念研發教材，進而藉由科學解說活動促進女學生的
科學自我效能。經本年度計畫執行成果可知，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30人，且進行15堂的天文解說員培訓課程、
11場次高屏地區8間學校之校園專題講座及夜間觀星活動、以及12場
次都會型式觀星活動，而參與總人次達2917人次。參與活動對象涵
蓋有一般社會大眾、及不同年齡層的各級學生等。

中文關鍵詞： 天文解說員、性別容納式科學、科學自我效能

英 文 摘 要 ： Most people have stereotypes that scientists are men, and
from the literature, most of the classroom science teaching
content is more masculine.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female students in science, the project
uses the concept of “gender inclusive-science” to develop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n promotes the scientific self-
efficacy of female students through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year’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30 female students' astronomical
commentators were completed, and 15 astronomical
commentator training courses, 11 high-level campus lectures
and night stargazing activities, and 12 times of the city
type star-watching activities were hel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reached 2,917.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 cover the public and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英文關鍵詞： Astronomical commentator, Gender-inclusive Science,
Scientif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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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前言 

科學家存在男性的科板印象，男生在物理科學的優勢來自於嗜好和遊戲，因

而獲得先前經驗，以及對科學存在較強的動機和興趣，還有正向態度，而這些都

是受到性別的刻板印象所造成 (Erickson &Erickson, 1984；Erickson & Farkas, 

1991；Johnson, 1987；Jovanovich & King, 1998；Kelly,1988)，使得女性科學家的

比例相較於男性則偏低。性別主義者曾探討原因，發現學校的科學教育是導致女

性科學家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本計劃也提出四項緣由，(ㄧ)我國及世界各國

的女性科學家比例偏低、(二)課程教學內容對女學生學習不利、(三)女學生的自

我效能與未來職業傾向有密切關係、(四)女學生的科學興趣方向與男生不同。因

此，本計畫遂有『培育「女學生天文解說員」之科學活動』之構想。 

本培育「女學生天文解說員」之科學活動計畫構想為，選擇女學生相對較有

興趣的天文觀星為內容，採用「性別容納式科學」的理念發展教材，目標為提高

女學生參與科學活動的機會，進而藉由科學解說活動促進女學生的科學自我效

能。本計畫活動設計之簡要概念，如下圖所示。 

 

圖 1 培育「女學生天文解說員」之科學活動計畫之設計概念圖 

貳、計畫目標 

依據上述計畫前言之說明，本計畫之整體目標有以下述幾點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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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進女學生對於科學學習的動機、信心、興趣，及正向價值觀，並建立

都會觀星的風氣。 

2. 發展符合女學生學習的天文解說教材，彙集成冊作為解說培訓活動之

用，同時提供中小學教師參考。 

3.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 30 人：招募 30 位國小高年級女學生實施 6 週的

天文解說員培訓。 

4. 校園觀星活動 8 場次：完成高屏地區的 8 個學校(含 2 間偏遠學校)，辦

理天文解說的專題演講及觀星活動，參與人次至少 800 人。 

5. 都會型式觀星活動 12 場次：參與都會型觀星活動之學生及民眾，參與人

次至少 1200 人。 

參、計畫具體活動成果 

本計畫規劃了不同的活動方式以提升女學生的科學興趣。活動的方式分為三

大類，分別是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訓營、校園觀星活動及都會型式的觀星活動，

具體目標為促進女天文解說員的經驗，以提升科學自我效能，同時提升參與解說

活動的學生及民眾之天文科學素養，三類推廣活動成果詳如下所述： 

3.1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 

本計畫以培育女天文解說員課程揭開序幕，與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小合作，

以其天文教育館做為教學場地，並利用館內天文相關設備進行教學與培育活動，

相信有助於女天文學員更了解天文科學。計畫執行期間，「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

育」總計培育 30 人，且進行 15 堂的天文解說員培訓課程，分別如下表所示，而

相關培育課程活動進行概況，亦如下各圖所示。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課程 

次數 日期 星期 課程內容 地點 

1 107/8/4 六 2018 女性天文解說員暑期培育營 港和國小 

天文教育館 2 107/8/18 六 2018 女性天文解說員暑期培育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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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9/6 四 月相盈虧、登月計畫 

4 107/9/13 四 解說技巧教學與考試 

5 107/9/17 一 太陽家族物理特性 

6 107/9/20 四 SKYVIEW 星圖軟體 

7 107/9/27 四 天文望遠鏡操作 

8 107/9/28 五 遨遊太陽系(一) 

9 107/10/4 四 立體星座教學 

10 107/10/9 二 星座投影製作(一) 

11 107/10/11 四 星座投影製作(二) 

12 107/10/18 四 天文望遠鏡操作 

13 107/10/25 四 土星介紹 

14 107/11/1 四 土星 DIY 

15 107/11/8 四 秋季星座介紹 

 

  

學員操作天文望遠鏡 學員操作天文望遠鏡 

  
學員操作天文望遠鏡 認識秋季星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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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課程教學情形 SKYVIEW 星圖軟體操作 

  

認識太陽系課程 學員使用天文星座盤 

4.2 校園觀星活動及都會型式的觀星活動 

經過幾場次的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課程，為提供女學生展現課程所學，以

高屏地區 8 間國民小學校園(含 2 間偏遠校區)及開放式休閒遊憩場域，作為女學

生的解說舞台。透過此兩種型式的活動，除能藉此提高女學生自我的科學效能，

亦能有效提升國民天文科學素養與知識。計畫執行期間，校園觀星活動共辦理

10 場，共計 978 人次，而都會型式觀星活動共辦理 12 場次，共計 1873 人次。

相關活動內容及照片，分別如下各圖、表所示。 

校園觀星活動 

次數 日期 星期 課程內容 地點 人次 

1 107/1/5 五 冬季星座導覽 鳳西國小 144 

2 107/3/2 五 日珥介紹 港和國小 40 

3 107/3/23 五 月亮觀測、望遠鏡介紹 華山國小 150 

4 107/5/25 五 月亮、金星觀測、望遠鏡介紹 桂林國小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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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7/9/14 五 
行星觀測、天文攤位闖關、月

面攝影 
港和國小 236 

6 107/11/16 五 
室內天文講座、戶外望遠鏡觀

測 
後勁國小 46 

7 107/11/24 六 星星投影燈 西門國小 60 

8 107/11/25 日 星星投影燈 觀亭國小 50 

9 107/10/26 五 月亮觀測 成功商水 35 

10 107/11/22 四 火星觀測 成功商水 36 

合計 978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指導民眾使用望遠鏡 民眾觀測天文、星象 

  

民眾參與天文闖關活動 民眾參與天文闖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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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導覽解說 室內天文講座-秋冬星空 

  

小朋友動手做-星星投影燈 小朋友動手做-星星投影燈 

 

都會型式的觀星活動 

次數 日期 星期 課程內容 地點 人次 

1 107/1/12 五 幼兒初體驗 港和國小 150 

2 107/1/31 三 月全食觀測活動 港和國小 563 

3 107/2/10 六 動手學天文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舘 40 

4 107/3/2 五 幼兒初體驗 港和國小 12 

5 107/6/8 五 路邊天文 凹子底森林公園 64 

6 107/9/29-30 六日 恆春半島星空吶喊活動 小墾丁渡假村 759 

7 107/10/6 六 台灣天文日-暖身場 凹子底森林公園 76 

8 107/10/13 六 南瀛天文館 南瀛觀測台 35 

9 107/10/27 六 流星與天文講座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舘 50 

10 107/11/17 六 校園觀星趣 樹德科技大學 16 

11 107/11/23 五 路邊天文 鐵道文化園區 73 

12 107/11/25 日 台中科博館 自然科學博物館 35 

合計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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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天文解說活動 女學生擔任天文闖關活動關主 

  

女學生擔任天文闖關活動關主 女學生架設天文望遠鏡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屏東墾丁外埠參觀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南瀛天文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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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與天文講座活動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台中科博館參觀 

 

肆、 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訓-成效問卷分析 

歷經數次的天文培訓課程及公開式的校園、都市型式的天文解說活動，本計

畫團隊針對女學生天文解說員製作成效問卷，以藉此了解計畫團隊設計之一系列

天文培訓活動，是否使女學生對於天文科學認知、素養有提升效果，並亦獲知女

學生對次活動之建議，利用其回饋的意見與問卷數據，可以調整後續相關活動安

排及設計所需注意的要點。 

就下表 4.1 結果顯示可得知，參與「天文解說員培訓」的女學生對於活動之

滿意度，介於 4.92~5 之間，平均數值為 4.98。有此可知，實際操作且能直接觀

察的科學活動或實驗，是能增加參與者對於學習科學的興趣，亦能更投入其中。

另外，從問卷亦可看出參與者皆對於再次參加類似的天文解說員活動表達極大的

認同與意願。在本問卷最後一項開放式問答：我對本次活動的建議。有參與者提

及：1.如果有類似的天文解說員培育活動，我很樂意參加；2.參加了一系列的活

動，讓我學到了更多天文知識；3.這些活動很有趣，也讓我獲益良多，希望以後

如果還有這類活動，我很樂意參加。 

表 4.1 女學生對「天文解說員培訓」之活動看法 

編號 問項 平均數 

1 我很喜歡「天文解說員培育」的活動。 5 

2 我很喜歡實際觀察的課程。 5 

3 我很喜歡動手操作的科學課程。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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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很喜歡學習和科學有關的知識。 5 

5 我認為「天文解說員培育」和我的生活很有關係。 4.92 

6 「天文解說員培育」的內容使我學到很多。 5 

7 參與「天文解說員培育」的活動後，引起我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5 

8 參與「天文解說員培育」的活動後，對於我學習科學很有幫助。 5 

9 參與「天文解說員培育」的活動後，我學到以前不知道的知識。 5 

10 如果有類似的「天文解說員培育」活動，我很樂意參加。 5 

 

伍、 網路社群及網站 

5.1 臉書粉絲專頁 

本計劃除了透過活動實地與民眾接觸，也透過社群網站的力量，將相關推廣

內容與成效建置於「臺灣天文教育」粉絲專頁之中，以延續大眾對於星象天文科

學的學習機會，其相關內容如下：  

1. 專頁名稱：臺灣天文教育 

2. 專頁網址：https://goo.gl/Wr8R16 

3. 簡介：臉書粉絲專頁「臺灣天文教育」，以天文及星象科學為主要內容，

結合諸多研究與推廣活動成果，將其隨時呈現於本網頁，提供大眾一個

認識天文科學的平台，使天文科學不再只是理論、不再是抬頭看卻是遙

遠的距離，而是走入生活的實用科學，且科學真的可以很簡單。 

5.2 網站資源 

為使本計畫之天文解說教材達到推廣之效益，本計畫主持人之一（蘇明俊 助

理教授）已建置「動手做學天文實驗資源網」，展示本計畫之活動推廣成果及相

關教材供參與者查詢及學習，其相關內容如下述：  

1. 網站名稱：動手做學天文實驗資源網 

2. 專頁網址：https://www.pws.stu.edu.tw/issac/test.htm 

https://www.pws.stu.edu.tw/issac/te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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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粉絲專頁－臺灣天文教育 

 

動手做學天文實驗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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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做學天文實驗資源網－活動推廣照片 

 

陸、 結論 

本計畫目的為促進女學生天文解說員的科學自我效能，從一開始的天文解說

員培訓課程，帶領女學生們進入天文世界中，認識宇宙起源、星座故事、八大行

星及實際操作望遠鏡觀察星空奧妙，女學生對天文科學知識有一定基礎後，如何

將這些囊中知識訴說給大眾知道，並讓其了解意涵也是一大課題。於是計畫團隊

除了辦理觀星活動、講座外，更設計遊戲關卡，讓女學生們擔任各關關主，以活

潑有趣的方式使民眾更輕易了解天文知識。相信若持續辦理相關的天文推廣活

動，必定有助於增加女學生天文解說員的能力及增加公民學習天文科學的動機及

學習意願，以提升其科學素養，使科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13 

附件ㄧ  天文解說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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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1位大專畢業生擔任專任助理，協助
處理各項活動籌畫與舉辦、於活動中指
導學員各項科學實作、協助聯絡事宜、
辦理行政工作事宜、問卷發放與分析處
理、計畫成果編彙等。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國
合
司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1 活動參與認同度調查問卷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1 天文解說教材1冊

舉辦之活動/競賽 38

完成女學生天文解說員培育30人，且進
行15堂的天文解說員培訓課程、11場次
高屏地區8間學校之校園專題講座及夜間
觀星活動、以及12場次都會型式觀星活
動。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2917 參與總人次達2917人次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參與本計畫之女學生，經過培育後，其具有解說導覽的能力，同時能將所學之
天文知識傳遞給他人，亦能透過自我不斷學習的方式，持續對於該天文科學產
生濃厚的興趣，足見本計畫對於女學生培育的成果相當成功。同時，本計畫執
行期間，累計進行11場次高屏地區8間學校之校園專題講座及夜間觀星活動、
以及12場次都會型式觀星活動，而參與總人次達2917人次，亦足見本計畫執行
期間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情形。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參與本計畫之女學生與成員等，均期望該計畫能持續進行，以便培育更多對天
文有興趣之女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