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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立志清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 年級彈性課程－ 自然補救教學 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王  偲老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                                                      教材：康軒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一冊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探討地球的演變歷史。 

 2、了解生命的起源過程。 

 3、觀察生物所表現的生命現象。 

 4、學習解決問題的步驟。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生命的世界�細胞�養分�運輸�協調�恆定 

概論 

第 1章 孕育生命的世界 

第 2章 生物體的構造 

第 3章 養分 

第 4章 生物的運輸作用 

 

第 5章 生物的協調作用 

第 6章 生物的恆定性 

第 7章 科技進步的推手 

第 8章 資訊與生活 

四、補充說明：此課程以課本之延伸或替代活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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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8/31-9/4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觀察。 

1-4-1-3 能針對必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

可信的知識。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

求決策略的習慣。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

去分析判斷。 

 

 

1.利用圖卡讓學生排出生命起源的順序。 

2.請學生講解排序的原因並探討。  

3.讓學生想像生物圈中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有那些不同種

類的動、植物? 

 

1 

1.小型地球儀數

個。 

2.世界地圖（需有

國界、國名、海

洋和簡略地形標

示）。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二週 

9/7-9/11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觀察。 

1-4-1-3 能針對必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

可信的知識。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

求決策略的習慣。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

去分析判斷。 

 

 

1.利用海報讓學生想像生物圈中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有那

些不同種類的動、植物? 

2.利用顯微鏡觀察微生物 

1 

1.小型地球儀數

個。 

2.世界地圖（需有

國界、國名、海

洋和簡略地形標

示）。 

3.複式顯微鏡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三週 

9/14-9/18 

1-4-3-2 依資料推測及屬性及因果關係。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說；岩石

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及彼此如 何交互

影響。 

2-4-3-4 知道地球在宇宙中的相關地位。 

2-4-4-1 知道大氣的主要成分。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

概念。 

 

1.進行分組，每組共用一個地球儀及一張世界地圖。 

2 問答地圖上的各站站名。 

3.在地圖中圈出各站站名所在位置。 

4.於地球儀上將各站地點用紅筆標出。 

5.以站名密語提示圖，解出各站密碼，每一站密碼是一

個國字。 

 1 

1. 圖片 

2. 圖卡 

3. 不同生態系的

彩色海報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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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9/21-9/25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

內涵性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

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

概念。 

 

1. 了解複式顯微鏡的各部位功能並練習操作。 

2. 利用顯微鏡觀察各種水質中的微生物，建議觀察水

有：井水、池水、海水、自來水、水溝水……等。 

3. 依據各組所看到的微生物種類進行圖鑑比對，增加

學生對微生物的了解 
1 

1.池水、井水、海

水、自來水、水

溝水。 

2.複式顯微鏡。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五週 

9/28-10/2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

內涵性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

可信的知識。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

概念。 

 

1. 讓學生實地了解並操作解剖顯微鏡的使用。  

2. 分組討論解剖顯微鏡與複式顯微鏡的差異。 

3. 利用附式顯微鏡觀察洋蔥表皮、細胞壁、水蘊草以

及人體的口腔細胞。 

4. 討論觀察物有何不同及特色並畫出來。 

1 

1. 洋 蔥 、 牙

籤、水蘊草 

2. 複式顯微鏡 

3. 解剖顯微鏡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六週 

10/5-10/9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

察。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共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黴菌的培養與觀察 

1.將吐司或饅頭.放在窗檯或室外一天，使空氣中漂浮的

黴菌孢子掉落其上。 

2.於吐司或饅頭上滴少量水，再裝入塑膠袋中，置於溫

暖、潮濕的地方，連續數天，直到發霉。 

3.用放大鏡觀察黴菌菌絲與孢子囊。 

4.再載玻片上滴一滴水，用鑷子夾取少量黴菌菌絲，置

於水滴中，蓋上蓋玻片觀察。. 

 

1 

1.顯微鏡。 

2.玻片。 

3.活性發酵乳。 

4 .吐司或鰻頭 

5..鑷子。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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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10/12-10/16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觀察。 

1-4-1-3 能針對必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

內涵性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基

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

可信的知識。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

求決策略的習慣。 

 

顯微鏡操作複習： 

1.了解剖顯微鏡與複式顯微鏡的差異。 

2.學生實地了解並操作解剖顯微鏡的使用。  

3.討論觀察物有何不同及特色並畫出來。 

1 

1.顯微鏡。 

2.玻片。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八週 

10/19－10/23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

察。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共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一）植物細胞的觀察 

1.儲存細胞與澱粉粒的觀察 

（1）將香蕉（或澱粉含量較高的水果）切開，以解剖針

或刀片輕刮切開處的組織，放在滴有碘液的載玻片上。 

（2）蓋上蓋玻片後，置於顯微鏡下觀察。 

2.輸導組織的觀察 

（1）將芹菜切為一公分粗的小段。 

（2）取一小段芹菜，蔣其至於紅墨水中，藉以觀察吸水

阻織。 

（3）觀察芹菜的橫切面以及縱切面。 

 

1 

1.顯微鏡。 

2.載玻片。 

3.蓋玻片。 

4.刀片。 

5.鑷子。 

6.生理食鹽水。 

7. 碘液。 

11 甲基藍染劑。 

12.芹菜。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九週 

10/26－10/30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先將植物盆栽置於黑暗環境中三天。 

2.三天後，將鋁箔紙包住整片葉片，將葉片中央的鋁箔

紙裁出一長方形的空洞，讓空洞的大小正好可放入一張

底片。 

3.將一張黑白底片放入葉片中央的空洞內，四周貼上膠

帶，使其密不透光，置於陽光下 2~3 天。 

4.取下鋁箔和黑白底片，並摘下葉片，放進熱水中浸泡 2

分鐘。 

5.用鑷子取出葉片，然後浸入裝有酒精的燒杯中，隔水

加熱數分鐘，觀察酒精和葉片的顏色變化。 

6.等葉片顏色褪去之後，取出葉子放進熱水中漂洗。 

7.取出熱水中的葉片，平放在培養皿內，加入碘液，觀

察葉片不同部位顏色變化的情形。 

 

1 

1.500 毫升燒杯。 

2.100 毫升燒杯。 

3.酒精燈。 

4.三腳架。 

5.陶瓷纖維網。 

6.鑷子。 

7.黑白底片。 

8.膠帶。 

9.培養皿。 

10.碘液少許。 

11.酒精 100 ㏄ 

12.鋁箔紙。 

13.植物盆栽。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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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1/2－11/6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在燒杯中裝約八分滿的碳酸氫鈉水溶液。（二氧化碳對

水的溶解度小，為提昇水蘊草光合作用的效率，所以需

先在水中溶解碳酸氫鈉。碳酸氫鈉在水中會釋放二氧化

碳，可提供給水蘊草行光合作用） 

2.在漏斗內放入數株水蘊草，將水蘊草的切口朝向漏斗

的頸部方向，漏斗連水蘊草一起放入燒杯底部。 

3.在試管中加滿碳酸氫鈉水溶液，用拇指壓住試管口，

倒蓋在漏斗的頸部，試管內不可有氣泡產生。讓試管慢

慢沒入燒杯的水中後，再移去拇指便不會有氣泡產生。 

4.裝置完成後移至日光照射下約 30 分鐘，觀察水蘊草的

切口處是否有氣泡產生？試管內是否有氣體形成。 

5.用拇指在水中按住試管口，取出後將試管正立，放入

燃燒中的線香，觀察燃燒的狀況有何不同。 

 

1 

1.水蘊草。 

2.1000 毫升燒杯。 

3.漏斗。 

4.10 毫升試管。 

5.0.4﹪碳酸氫鈉

水溶液。 

6.線香。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11/9－11/13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 讓學生分組討論動物與植物細胞的不同處。 

2. 分組上台報告並參與比賽。 

3. 舉觀察事證及事先收集的圖片來解釋不同之處 

1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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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1/16－11/20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取四支乾淨的試管，分別標上甲、乙、丙、丁。 

2.在甲、乙、丙三支試管中，各加入 1 毫升的唾液，丁

試管中加入 1 毫升的水。 

3.在甲試管中加入 1 毫升的鹽酸，以試管中加入入 1 毫

升的水，丙試管中加入入 1 毫升的氫氧化鈉水溶液，丁

試管中加入 1 毫升的水。 

4.在甲、乙、丙、丁 4 支試管中各加入 3 毫升的澱粉液，

搖動試管混合均勻，放入 40℃的溫水中作用 30 分鐘。 

5.在甲、乙、丙、丁 4 支試管中分別加入 3 毫升的本氏

液，放入沸水中加熱，觀察並比較顏色的變化。 
1 

1.10 毫升的試管

4 支。 

2.試管架 1 個。 

3.500 毫升燒杯。 

4.酒精燈。 

5.三腳架。 

6.陶瓷纖維網。 

7.滴管。 

8.量筒。 

9.溫度計。 

10.本氏液少許。 

11.40℃溫水。 

12.100℃沸水。 

13.澱粉液 15 毫

升。 

14.唾液 3 毫升。 

15.鹽酸 3 毫升。 

16.氫氧化鈉水溶

液 3 毫升。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11/23－11/27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

基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1.在兩個燒杯內分別加入 250 毫升的紅色和藍色溶液。 

2.將白色花朵的莖從底部到中央處縱向對半剪開。 

3.將縱向對半剪開的莖一半浸入紅色溶液中，另一半浸

入藍色溶液中。 

4.將燒杯連同植物一起放在窗邊或空氣連通處，約 48 小

時。注意避免放在陽光太強的地方，否則植物易枯萎 

5.觀察紅、藍色溶液在植物體內上升的情形。 

6.刀片將沒有對半剪開的莖部做橫切和縱切，以解剖顯

微鏡觀察橫切面和縱切面，並在紀錄單上畫出紅色或藍

色溶液的分布情形。 

1 

1.帶莖的白色花

朵 1 株。 

2.500 毫升的燒杯

2 個。 

3.單面刀片 1 片。 

4.剪刀 1 支。 

5.解剖顯微鏡 1

架。 

6.載玻片與蓋玻

片 1 組。 

7. 紅 色 溶 液 200

毫升。 

8. 藍 色 溶 液 250

毫升。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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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11/30－12/4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1.了解綠色植物進行光合作用、葉綠體的構造、光反應

與暗反應、光合作用產物之利用與儲存。 

2.了解植維管束的組成與功能。 

3.了解植物吸收水分與水分蒸散的過程。 

1 

1.教學 VCD 

2.教具圖表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五週 

12/7－12/11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

基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一）氣孔的觀察 

1.葉片拭淨後，先由葉緣撕斷，利用鑷子從斷裂處撕取

下表皮。 

2.用單面刀片沿著葉片的裂縫，切下一小塊下表皮。 

3.取一片載玻片，加一滴水後，用鑷子將切的下表皮置

於水滴中央，蓋上蓋玻片，並以吸水紙吸去多餘的水分。 

4.用顯微鏡觀察葉的下表皮保衛細胞及氣孔。 

（二）葉片上下表皮氣孔分布的比較 

1.在燒杯內裝 200 毫升 50℃的熱水。 

2.用鑷子夾一片葉片，浸入熱水中，觀察葉片上下表皮

有什麼變化。 

（三）水分蒸散的測量 

1.取一個錐形瓶，裝滿清水，瓶口用有 2 個洞的橡皮塞

塞住。橡皮塞的一棟插入有葉片的枝條，另一洞插入 L

形玻管。用凡士林將所有插口、瓶口縫隙填塞，使它不

漏氣。 

2.取一條橡皮管，將一端接 L 形管，另一端接有刻度的

微量滴管，管內裝滿清水。 

3.用電風扇吹或燈光照射葉片。 

4.每隔 10 分鐘觀察一次，並記錄水分蒸散的情形。微量

滴管中的水量下降越多，表示蒸散越旺盛。 

1 

1.植物葉片數片。 

2.帶有葉片的植

物枝條１枝。 

3.單面刀片一片。 

4.載玻片與蓋玻

片 1 組。 

5. 顯微鏡 1 架。 

6.鑷子一支。 

7.２５０毫升燒

杯１個。 

8.微量滴管（１毫

升）１支。 

９．橡皮塞（有

２個洞）１個。 

１０.橡皮管（約

20 公分）1 條。 

11.鐵架 1 個。 

12.鐵夾 1 個。 

13.凡士林少許。 

14.250 毫升錐形

瓶 1 個。 

15. L 形玻管 1

支。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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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2/14－12/18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

基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一）心臟外形的觀察 

1.先以清水將豬心清洗乾淨，然後置於解剖盤中。 

2.觀察豬心的外形，其上方為心房，下方為心室。 

3.觀察豬心上有無血管圍繞其上，可參照豬心臟外觀圖

找出大靜脈、肺靜脈、肺動脈和主動脈。比較血管管弊

的厚薄，可以明顯分出動脈和靜脈。 

4.將豬心拿至水槽，用一條橡膠管與水龍頭相連，試將

水分別注入每一條大血管中（大靜脈、肺靜脈、肺動脈

和主動脈），觀察水的流向。 

（二）心臟內部觀察 

1.用解剖刀將豬心分別由左右側面處切開。 

2.比較心房和心室的肌肉層，厚度是否相同，左、右心

室肌肉層的厚度是否相同。 

3.觀察心房和心室間是否有瓣膜。 

1 

1.新鮮豬心 1 顆。 

2.解剖儀器 1 組。 

3.解剖盤 1 個。 

4.膠管（30 公分）

1 條。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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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12/21－12/25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

基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一）血球的觀察 

1.在載玻片上滴一小滴雞血，再蓋上蓋玻片。於顯微鏡

下先用低倍鏡、再用高倍鏡觀察。 

2.觀察完畢，取下玻片標本，置於實驗桌上，用低管吸

取亞甲基藍液，自蓋玻片一邊滴入，另一端用吸水紙吸

水，如此亞甲基藍液會流入蓋玻片下方，使細胞核染上

顏色。 

3.細胞染色後，先用低倍鏡、再用高倍鏡觀察。 

（二）氧氣和二氧化碳對血液的影響 

1.取 3 支試管 A、B、C，分別加入 2 毫升的雞血。 

2.將氧通入 A 試管，二氧化碳通入 B 試管，C 試管為對

照組，觀察各試管的顏色變化。當氧通入血液時為充氧

血，呈鮮紅色；當二氧化碳通入血液時為缺氧血，呈暗

紅色。 

3.再將氧通入 B 試管，二氧化碳通入 A 試管，C 試管為

對照組，觀察各試管的顏色變化。A 試管相當於動脈帶

充氧血，運送置組織提供氧，組織的二氧化碳移入血液

中，為缺氧血，呈暗紅色。B 試管則可視為缺氧血運送

置肺臟交換氣體，血液轉為鮮紅色。 

（三）血漿中葡萄糖的檢定 

1.將雞血放入離心機中，以每分鐘 3000 轉的轉速，離心

2 分鐘。 

2.小心取出離心管，管內上層為淡黃色的血漿，下層為

血球細胞。用吸管將分離出的淡黃色血漿，取 2 毫升至

另一支試管中。 

3.裝有 2 毫升血漿的試管中，在加入 2 毫升本氏液，隔

水加熱。觀察顏色的變化。血漿和本氏液的混合液隔水

加熱後，顏色如果由藍色轉變成深紫色及生成磚紅色的

沉澱物，則表示血漿內含有葡萄糖。 

1 

1.雞血 10 毫升。 

2.滴管數支。 

3.顯微鏡 1 架。 

4.載玻片與蓋玻

片 1 組。 

5.亞甲基藍液。 

6.試管 1 支。 

7.氧氣。 

8.二氧化碳。 

9.離心機 1 台。 

10.本氏液。 

11.燒杯 1 個。 

12.酒精燈 1 個。 

13.三腳架 1 個。 

14.陶瓷纖維網 1

片。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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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2/28－1/1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全班同學站著圍成一圈（或分組，每 5~10 人一組），

每個人相隔的距離以兩手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即可。 

2.每個人都伸出雙手，右手張開掌心向下，置於身體右

前方與肩同寬處；左手伸出食指，垂直置於右方同學的

手掌之下。 

3.全班同學齊唱一手耳熟能詳的歌，而教師在未預先告

知的狀況下喊：「停！」。 

4 此時每個人迅速將右手握緊，以抓握右手邊同學的手

指；而左手也要盡速收回，以避免被左邊的同學抓到。 

5.以左手沒被抓到的同學為優勝，教師統計全班有多少

優勝者。 

6.重複步驟 2~5 數次，以被抓到次數最少者為全班的冠

軍。 

1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1/4－1/8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1.兩人一組，一人為主試者，一人為受試者。 

2.受試者站立，一腳放鬆，跪在椅子上。 

3.主試者站在受試者後方，以反射槌（或手掌側面）輕

敲受試者腳踝上方韌帶數次，觀察受試者腳板的反應。 

4.請受試者集中注意力（但需使腳部肌肉保持輕鬆），重

複步驟 2~3。 

5.主試者與受試者互換，重複步驟 1~4。 1 

1.椅子。 

2.反射槌（也可以

手 掌 側 面 代

替）。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實作評量 

 



 539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廿週 

1/11－1/15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

出一通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一）遲鈍的手指 

1 兩人一組，一人為主試者，一人為受試者，二人距離

約 1 公尺。  

2.主試者拿著筆，使其筆尖朝上。。 

3.受試者張開雙眼，試著以手指碰觸筆尖。 

4.受試者閉上一眼，試著以手指碰觸筆尖。（只能操作一

次，不能有搜索的過程） 

5.主試者移動筆的位置，受試者重複步驟 4。 

6.主試者與受試者互換，重複步驟 2~5。 

（二）手心與手背 

1.在白紙上剪開一個 1 公分見方的小洞。 

2.受試者閉上雙眼，主試者將白紙的洞口置於受試者的

食指上。 

3.主試者在洞口的範圍內，以大頭釘的鈍端輕觸受試者

的皮膚 25 次，記錄受試者有感覺的次數。 

4.移動洞口，再測試食指上兩個不同的位置。 

5.主試者將白紙移至受試者的手心、手背及手臂，重複

步驟 3~4。 

6.主試者與受試者互換，重複步驟 2~5。 

1 

1 筆。 

2.白紙。 

3.剪刀。 

4.大頭釘（尖的一

端以橡皮擦或軟

木塞保護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紙筆評量 

 

第廿一週 

1/18－1/22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2-4-2-1 探討植物各部位的生理功能，動物各部位的

生理功能，以及各部位如何協調成為一個生命有機

體。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生殖、遺傳與

基因，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1.能體認物質的運輸作用對生物生存的重要性。 

2.了解人體循環系統的組成與功能。 

3.學習不同生物循環系統的類型，了解血液循環系統。 

 

1 

1.教學 VCD 

2.教具圖表 

3.學習單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