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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金山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 七 年級第 一 學期部定課程計畫  設計者：鄭雅茵 
一、課程類別：  

    1.□國語文   2.□英語文   3.□健康與體育   4. □數學   5.□社會   6.□藝術  7.■自然科學 8.□科技  9.□綜合活動 

二、學習節數：每週（3）節，實施(22)週，共（62）節。 

三、課程內涵：  

總綱核心素養 學習領域核心素養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或團體探索證據、

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

的解決方案。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J-B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

限制等。 

自-J-B2 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

及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題

解決的資訊。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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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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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養導向教學規劃： 

教學 

期程 

學習重點 

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節

數 

教學資源/學習

策略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備註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週 

8/30 

ti-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想像創造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c-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討論與傳

達 

Bd-IV-1生態系中的能

量來源是太陽，能量會

經由食物鏈在不同生物

間流轉。 

Gc-IV-2 地球上有形形

色色的生物，在生態系

中擔任不同的角色，發

揮不同的功能，有助於

維持生態系的穩定。 

 

第 1章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1-1多采多姿的生世界 

【1-1】 

1.進行章首頁探究提問的腦力激盪

討論，讓學生發表看法。 

2.將學生分組，進行討論或用口頭

詢問的方式，探討生物和非生物有

何不同？  

4.介紹課文中所舉的生物實例，討

論生物適應環境的各種方式，除了

課文所舉的例子之外，也可讓同學

發表其他生物的適應方式，  

 

3 【1-1】 

1.生物標本與非生

物物品。 

2.奇妙的生命世界

影片 

3.生物與環境影片 

【1-1】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專題報告 

 

 

【環境教育】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

性。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利。 

 

 

第二週 
9/2~9/6 

ti-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想像創造 

po-IV-1 po-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觀察與定題 

觀察與定題 

pe-IV-1 

Gc-IV-3 人的體表和體

內有許多微生物，有些

微生物對人體有利，有

些則有害。 

INc-IV-6 從個體到生

物圈是組成生命世界的

巨觀尺度。 

Mb-IV-2 科學史上重要

發現的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

其中的貢獻。 

【1-2】探究自然的科學方法 

1. 課本中所舉的麵包會發霉的例

子開始介紹. 

2.配合課本流程圖，說明科學方法

的意義及流程，並讓學生了解：除

了科學探究之外，日常生活中也常

會應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3.應釐清變因、實驗組和對照組等

觀念，強調實驗的設計應力求周

延，以減少實驗的誤差。 

4.小組探究任務 

泡麵的沖泡時間 

3 【1-2】 

1. 探究任務

的材料。 

影片名稱

1:泡麵泡

10秒 10

分鐘 1小

時的話哪

一種最好

吃? 

影片名稱

2 超簡單=

【1-2】 

1.觀察 

2.口頭詢問 

3.紙筆測驗 

4.實作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他人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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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計劃與執

行 

pa-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分析與發

現 

pc-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討論與傳

達 

ai-IV-2 ai-IV-

3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溏心蛋的製作時間 

 

溏心蛋就

是要這樣

作 

2.補充資料補充 

第三週 
9/9~9/13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tc-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批判思辨 

pe-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計劃與執

行 

ai-IV-1 ai-IV-

2 ai-IV-3 

Da-IV-1 使用適當的儀

器可觀察到細胞的形態

及細胞膜、細胞質、細

胞核、細胞壁等基本構

造。 

Ka-IV-9 生活中有許多

實用光學儀器，如透

鏡、面鏡、眼睛、眼鏡

及顯微鏡等。 

 

第 1章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1-3進入實驗室 

【1-3】 

1.教師帶領學生至實驗室，進行實

驗室環境介紹。 

2.分組就座後，說明並討論應遵守

的實驗室安全守則。 

3.介紹各項實驗器材的構造及使用

方法後，分組練習各項器材的使用

方式。 

【實驗 1-1】 

1.學生至實驗室進行實驗，以 4∼6 

人一組為佳，人數勿過多。 

3 【1-3】 

1.實驗室各種器

材。 

均一影片:實驗室

安全 

實驗卡牌 

【實驗 1-1】 

1.進行實驗 1-1 所

需之實驗器材與材

料。 

【1-3】 

1.口頭詢問 

2.實作評量 

 

【實驗 1-1】 

1.實作評量 

2.作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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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2.每組 1 臺複式顯微鏡與 1臺解剖

顯微鏡，供學生進行操作與觀察。 

3.本實驗以 2節課為宜，建議先複

習顯微鏡的構造及基本操作方式，

待學生熟悉操作技能後，再依序進

行各實驗步驟。 

3.介紹複式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的

構造、操作方式與使用時機。 

第四週 
9/16~9/20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建立模型 

pe-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計劃與執行 

pc-IV-1 pc-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ai-IV-3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認識科學

本質 

 

Da-IV-1 使用適當的儀

器可觀察到細胞的形態

及細胞膜、細胞質、細

胞核、細胞壁等基本構

造。 

Da-IV-2 細胞是組成生

物體的基本單位。 

Fc-IV-2 組成生物體的

基本層次是細胞，而細

胞則由醣類、蛋白質及

脂質等分子所組成，這

些分子則由更小的粒子

所組成。 

Mb-IV-2 科學史上
重要發現的過程，
以及不同性別、背
景、族群者於其中
的貢獻。 

第 2章 生物體的組成 

2-1生物的基本單位、2-2細胞的

構造 

【2-1】 

1.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藉由科學閱

讀，以了解細胞發現的經過及細胞

學說的主要內容。 

2.請學生說明及分享如何研究細胞

的構造。 

【2-2】 

1.藉由實驗的記錄、分析與討論，

回答實驗結果與問題。 

2.認識動、植細胞的基本構造。 

3.認識粒線體、葉綠體與液胞等主

要胞器的構造與功能。 

3 1.教學圖片。 

2.教學PPT。 

3.實驗器材。 

4.實驗示範影片。 

5.活動記錄簿。 

1.口頭詢問與

回答。 

2.實驗操作的

能力。 

3.活動記錄本

之記錄與問題

解決能力。 

4.學習成就評

量。 

5.補充資料:

科學史上的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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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9/23~9/27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a-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分析與發現 

ah-IV-1科學的

態度與本質-養

成應用科學思考

與探究的習慣 

an-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認識科學本

質 

Bc-IV-2 細胞利用養分

進行呼吸作用釋放能

量，供生物生存所需。 

Da-IV-2 細胞是組成生

物體的基本單位。 

Fc-IV-2 組成生物體的

基本層次是細胞，而細

胞則由醣類、蛋白質及

脂質等分子所組成，這

些分子則由更小的粒子

所組成。 

第 2章 生物體的組成 

2-2細胞的構造 

【實驗 2-1】 

1.學習製作動、植物細胞的玻片。 

2.學習使用染劑來對玻片中的細胞

進行染色。 

3.學習使用光學複式顯微鏡觀察

動、植物細胞。 

4.學習記錄、分析、討論與回答實

驗的結果與問題。 

5.認識動、植細胞的基本構造。 

6.認識粒線體、葉綠體與液胞等主

要胞器的構造與功能。 

3 1.教學圖片。 

2.教學PPT。 

3.活動記錄簿。 

1.口頭詢問與

回答。 

2.活動操作與

記錄。 

3.學習成就評

量。 

  

第六週 
9/30~10/4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觀察與定題 

pc-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ai-IV-2 ai-IV-

3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Da-IV-3 多細胞個體具

有細胞、組織、器官、

器官系統等組成層次。 

Fc-IV-2 組成生物體的

基本層次是細胞，而細

胞則由醣類、蛋白質及

脂質等分子所組成，這

些分子則由更小的粒子

所組成。 

INc-IV-5 原子與分子

是組成生命世界與物質

世界的微觀尺度。 

第 2章 生物體的組成 

2-3物質進出細胞的方式、2-4 生

物體的組成層次 

【2-3】 

引起活動 

1.觀察紅墨水在燒杯中的移動的現

象。 

2.請學生說出此現象背後的科學原

理—擴散作用。 

教學活動 

1.學習擴散作用與滲透作用的基本

原理。 

2.能從日常生活中找出擴散作用與

滲透作用的例子。 

總結活動 

3 1.教學圖片。 

2.教學 PPT。 

3.活動記錄簿。 

1.口頭詢問與

回答。 

2.活動操作與

記錄。 

3.學習成就評

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

對、分析、深究的能

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

正確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他人進行溝通。 

 



7 

 

ah-IV-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養成應用科學思

考與探究的習慣 

針對本課程內容學習的知識加以評

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對同學

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2-4】 

引起活動 

1.請學生說出人體中有那些器官？ 

2.這些器官之間有什麼連結與關

係？ 

教學活動 

1.認識單細胞與多細胞生物。 

2.能理解、歸納與說出動、植物體

的組成層次，並能舉例說明。 

總結活動 

針對本課程內容學習的知識加以評

量，檢測其學習狀況，並針對同學

該次評量不足的部分予以加強。 

第七週 
10/7~10/11 

ti-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想像創造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tc-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批判思辨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建立模型 

po-IV-1 po-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INc-IV-1 宇宙間事、

物的「規模」可以分為

「微觀」尺度、和「巨

觀」尺度。 

INc-IV-2 對應不同尺

度，各有適用的「單

位」（以長度單位為

例），尺度大小可以使

用科學記號來表達。 

INc-IV-3 測量時要選

擇適當的尺度（單

位）。 

INc-IV-4 不同物體間

的「尺度」關係可以用

「比例」的方式來呈

現。 

跨科主題-尺度 

微觀 

尺度與單位 

1.了解尺度的意義 

2.認識微觀尺度與巨觀尺度 

 

3 1.教學圖片。 

2.教學 PPT。 

3.活動器材。 

 

1.口頭詢問與

回答。 

2.活動操作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

對、分析、深究的能

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

正確性。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他人進行溝通。 

 

 



8 

 

觀察與定題 

pe-IV-1 pe-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計劃與執行 

pa-IV-1 pa-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分析與發現 

pc-IV-1 pc-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INc-IV-5 原子與分子

是組成生命世界與物質

世界的微觀尺度。 

INc-IV-6 從個體到生

物圈是組成生命世界的

巨觀尺度。 

 

第八週 
10/14~10/18 

討論與傳達 

ai-IV-1 ai-IV-

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ah-IV-1 ah-IV-

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養成應用科學思

考與探究的習慣 

an-IV-1 an-IV-

2 

Cb-IV-1 分子與原子。 

Ea-IV-1 時間、長度、

質量等為基本物理量，

經由計算可得到密度、

體積等衍伸物理量。 

Ea-IV-2 以適當的尺度

量測或推估物理量，例

如：奈米到光年、毫克

到公噸、毫升到立方公

尺等。 

Fc-IV-2 組成生物體的

基本層次是細胞，而細

胞則由醣類、蛋白質及

脂質分子所組成，這些

分子則由更小的粒子所

組成。 

跨科主題-尺度 

微觀 

1.能了解天文學上常用的度量星體

間的距離單位。 

2.認識光年。 

3.學會使用適合的距離單位來表示

兩星體間的距離。 

3 1.教學圖片。 

2.教學 PPT。 
3.活動器材。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

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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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認識科學本質 

 

第九週 
10/21~10/25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建立模型 

pe-IV-1 pe-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pa-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分析與發現 

pc-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Fc-IV-2 組成生物體的

基本層次是細胞，而細

胞則由醣類、蛋白質及

脂質等分子所組成，這

些分子則由更小的粒子

所組成。 

Mb-IV-2 科學史上重要

發現的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

其中的貢獻。 

第 3章生物體的營養 

3-1食物中的養分與能量 

【3-1】 

1.介紹食物中的營養成分可分六大

類，以學生記錄三餐的食物作為例

子，將食物歸納分類。 

2.說明日常生活的食物中大部分含

有能量，示範小活動，並說明食物

所含的能量可由燃燒氧化釋出的熱

量計算得知。 

3.總結生物體必須靠養分才能維持

生命現象，且各種營養必須均衡攝

取。 

【實驗 3-1】 

1.澱粉可用碘液檢驗，葡萄糖則可

用本氏液檢驗。 

2.高溫可加速本氏液和糖的反應，

故以隔水加熱處理時，隨葡萄糖濃

度由少至多，溶液的顏色會由淡藍

色，依序變為綠色、黃色、橙色、

紅色。 

3.學生運用所學的檢驗方法，檢測

生活中的食材是否含有澱粉或葡萄

糖。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學生收集食品包

裝外袋 

3.投影片 

4.教師講義 

觀察評量 

1.學生是否仔

細聆聽並能提

出問題。 

2.發表意見時

條理分明，口

齒清晰。 

口頭評量 

1.學生能參與

活動並提出問

題。 

2.能正確回答

問題。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他人進行溝通。 

 

第十週 
10/28~11/1 

tc-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批判思辨 

 第 3章生物體的營養 

3-2酵素 

【3-2】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實驗器材 

觀察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

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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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建立模型 

po-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pe-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計劃與執

行 

pa-IV-1 pa-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分析與發

現 

pc-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討論與傳

達 

ai-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1.從數千年前的歷史中發現，酵素

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 

2.說明酵素在生物體的代謝作用，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酵素可加快物

質被合成或分解的速率。 

3.舉例說明酵素的活性會受到溫度

與酸鹼性等因素的影響。 

【實驗3-2】 

1.因唾液中的酵素，與澱粉的反應

時間較長，建議本實驗的唾液與澱

粉至少能反應30分鐘，故教師可指

導學生先完成所有步驟，直至試管

置於溫水中後再說明原理。 

2.蛋白質受熱會變性，酵素作用有

適合的溫度範圍，當25～55℃，隨

溫度的上升，酵素活性會增大；而

超過55℃時，酵素會永久失去活

性。 

3.由本實驗引導學生思考酵素是否

一定須在生物體內才能作用？ 

3..投影片 1.學生是否仔

細聆聽並能提

出問題。 

2.發表意見時

條理分明，口

齒清晰。 

口頭評量 

1.學生能參與

實驗並提出問

題。 

2.能正確回答

問題。 

 

 

第十一週 
11/4~11/8 

tc-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批判思辨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建立模型 

Bc-IV-3 植物利用葉綠

體進行光合作用，將二

氧化碳和水轉變成醣類

養分，並釋出氧氣；養

分可供植物本身及動物

生長所需。 

第 3章生物體的營養 

3-3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3-3】 

1.由實驗 3-3說明光合作用需要光

線，才能製造養分，植物會利用這

些養分以代謝成長，而多餘的養分

3 1.準備葉片及葉綠

體的剖面圖 

2.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3.實驗器材 

觀察評量 

1.是否具備觀

察、思考的能

力。 

2.是否認真聽

講。 

【環境教育】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及

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

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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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pe-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計劃與執

行 

pa-IV-1 pa-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分析與發

現 

pc-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討論與傳

達 

ai-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Bc-IV-4 日光、二氧化

碳和水分等因素會影響

光合作用的進行，這些

因素的影響可經由探究

實驗來證實。 

Mb-IV-2 科學史上重要

發現的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

其中的貢獻。 

Ba-IV-2 光合作用是將

光能轉換成化學能；呼

吸作用是將化學能轉換

成熱能。 

最後可能以澱粉的形式貯存在葉片

中。 

2.以介紹科學史，說明科學家如何

進行光合作用的實驗，引導學生分

析判斷其方法是否符合科學的原

則。 

3.介紹「葉片」的構造： 

(1)表皮 

a.表皮細胞 

b.保衛細胞 

c.氣孔 

(2)角質層：。 

(3)葉肉：。 

4.說明葉綠體的構造。 

5.解釋「光合作用」的意義 

【實驗 3-3】 

1.使用鋁箔紙的目的是為了隔絕光

線。 

2.選擇適當種類的植物是實驗成功

的關鍵，以澱粉為主要的儲存成分

的葉片較佳，如地瓜葉、天竺葵、

朱槿、左手香或繁星花等。 

3.能思考並回

答老師上課的

問題。 

 

專題報告 

1.分組設計關

於光合作用的

實驗並提出報

告。 

2.討論發表相

關的議題，並

能說出沒有光

合作用，生物

無法獲得養分

及氧氣，因而

無法產生代謝

所需的能量。 

第十二週 
11/11~11/15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ah-IV-2  

Db-IV-1 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經由攝食、消

化、吸收獲得所需的養

分。 

第 3章生物體的營養 

3-4人體如何獲得養分 

【3-4】 

1.由光合作用需要葉綠素等條件，

說明人體無法製造養分。 

2.人體由攝食所獲得的大分子養分

須經由消化酵素分解成小分子，才

得以被吸收。 

3 1.「人體大奇航」

影片 

2.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3.圖卡 

觀察評量 

1.是否具備觀

察、思考的能

力。 

2.是否認真聽

講。 

3.對於老師的

提問能正確回

答。 

【環境教育】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及

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

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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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

習慣 

 

 

3.人類是多細胞生物，攝取養分並

進行分解的作用，必須由消化系統

來執行。 

4.利用模型、簡報或圖卡，說明歸

納人體的消化管及其功能。 

5.利用模型、簡報或圖卡，介紹人

體消化腺的位置及功能。 

 

口頭評量 

1.能發表有關

錄影帶的內

容。 

2.能說出人體

消化管的順序 

。 

3.重新排列消

化管及消化腺

的正確位置。 

4.能說明食道

的蠕動可以迫

使食物向胃運

輸。 

第十三週 
11/18~11/22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a-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分析與發現 

ah-IV-1科學的

態度與本質-養

成應用科學思考

與探究的習慣 

an-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認識科學本

質 

Db-IV-6 植物體根、

莖、葉、花、果實內的

維管束，具有運輸功

能。 

第 4章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4-1植物的運輸構造 

【4-1】 

1.課前可先準備一些較薄的植物葉

片讓同學實地觀察，摸一摸突起的

葉脈，或是透著光看看葉脈的線

條。 

2.進行課文說明與討論 

(1)介紹維管束的組成。以及兩種

不同莖上維管束排列的差異。 

(2)講解年輪 

 (3)透過講解樹皮所包含構造，讓

同學討論當樹木被環狀剝皮，為何

很快就會死亡。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準備相關的教學

錄影帶或有關植物

介紹的圖片或書籍 

3.實驗器材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口頭評量 

1.能說出維管

束包含韌皮部

與木質部。韌

皮部運送養

分；木質部運

送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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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比較玉米

莖與向日葵莖

中維管束排葉

的差異。 

3.能說出何謂

年輪及其成

因。 

第十四週 
11/25~11/29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建立模型 

pe-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計劃與執行 

pc-IV-1 pc-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ai-IV-3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認識科學

本質 

 

Db-IV-6 植物體根、

莖、葉、花、果實內的

維管束，具有運輸功

能。 

第 4章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4-2植物體內物質的運輸 

【4-2】 

1.進行課文說明與討論 

(1)介紹根毛的構造，及其目的在

增加吸收的表面積。 

(2)複習第三章學過的氣孔的長

相，或請同學把氣孔畫出來，再說

明蒸散作用。 

(3)討論問題 

【實驗 4-1】 

1.實驗的地點最好是通風或是有日

照的地方，這樣實驗結果比較容易

觀察；如果當天的天氣不好，比較

陰溼，老師可以另外準備電風扇，

加速實驗室中空氣的流通，有助於

實驗的觀察。 

3 1.準備相關的教學

影片或有關植物介

紹的圖片或書籍 

2.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口頭評量 

1.能說出維管

束包含韌皮部

與木質部。韌

皮部運送養

分；木質部運

送水分。 

2.能說出養分

及水分在植物

體內運輸的方

式。 

3.能說出蒸散

作用與水分上

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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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12/2~12/6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ah-IV-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

習慣 

 

Db-IV-2 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的循環系統能

將體內的物質運輸至各

細胞處，並進行物質交

換。並經由心跳，心音

與脈搏的探測了解循環

系統的運作情形。 

第 4章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4-3人體血液循環的組成 

【4-3】 

1.教師在上課前，可以先讓學生摸

摸自己心跳的位置，進而討論心臟

跳動的目的，以帶入血液循環的概

念。 

2.隨後，可以讓同學仔細觀察自己

的手或腳等身體各部位，看可不可

以看到血管，並藉此討論血管特

性，以及看到的是什麼血管。 

3.進行課文說明與討論 

(1)說明心臟與血管的位置與構

造。 

(2)藉由顯微鏡的圖片，介紹人體

的血液組成，包含血漿、血球、紅

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等。 

【實驗 4-2】 

1.心臟位於胸腔中央偏左，聽診器

置於前胸或背後該位置均可以聽見

心跳。 

2.脈搏的計次。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實驗器材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口頭評量 

1.能區分閉鎖

式與開放式循

環系統的差

異。 

2.能說出血液

的組成。 

3.能區分動

脈、靜脈與微

血管，並說出

三者之間的差

異。 

  

第十六週 
12/9~12/13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ah-IV-1 ah-IV-

2 

Db-IV-2 動物（以人體

為例）的循環系統能將

體內的物質運輸至各細

胞處，並進行物質交

換。並經由心跳，心音

與脈搏的探測了解循環

系統的運作情形。 

Dc-IV-3 皮膚是人體的

第一道防禦系統，能阻

止外來物，如細菌的侵

第 4章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4-4人體的循環系統（第二次段

考） 

【4-4】 

1.進行課文說明與討論 

(1)由各器官的串聯，以共同完成

體內物質運輸。教師可在黑板上寫

下循環途徑，利用本章摘要中的血

液循環之文字描述，讓同學可以很

快的了解血液流動的方向。 

3 教用版電子教科書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

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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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

習慣 

an-IV-1 an-IV-

2 an-IV-3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認識科學本

質 

 

 

 

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

一步產生免疫作用。 

Mb-IV-2 科學史上重要

發現的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

其中的貢獻。 

(2)藉由血液循環帶入淋巴循環，

說明其在免疫作用中的重要性。 

(3)請同學回憶自己打過的疫苗種

類，並討論為什麼疫苗的種類有這

麼多，以及施打疫苗的意義。 

口頭評量 

1.能說出人體

循環系統中，

體循環與肺循

環的途徑。 

2.能說出人體

淋巴系統有哪

些重要的器官

及其功能。 

第十七週 
12/16~12/20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建立模型 

pe-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計劃與執行 

pc-IV-1 pc-IV-

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ai-IV-3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認識科學

本質 

 

Dc-IV-1 人體的神經系

統能察覺環境的變動並

產生反應。 

Dc-IV-5 生物體能覺察

外界環境變化、採取適

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

維持恆定，這些現象能

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的

方式來探討。 

Mb-IV-2 科學史上重要

發現的過程，以及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者於

其中的貢獻。 

第 5章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5-1刺激與反應、5-2神經系統 

【5-1】 

1.介紹受器與動器。 

2.可另外設計不同的情境，如馬路

旁、公園中、餐廳裡等場合，讓學

生討論：在上述的情境中，可能有

哪些不同的刺激和反應？會由哪些

受器接受到這些不同的刺激？有哪

些部位可能發生反應？ 

3.讓學生思考為何在某些情形會有

感覺疲勞的現象？例如：吃完糖果

再吃水果會覺得水果不甜；在吵雜

的環境中待久了，吵鬧聲停止為覺

得特別安靜。待學生說出想法後，

再探討感覺疲勞產生的原因。 

 

【5-2】 

1.說明神經傳導的路徑，並進行實

驗5-1。 

3 1.投影片 

2.教用版電子書 

3.人體模型 

4.實驗器材 

【5-1】 

1.觀察 

2.口頭詢問 

 

【5-2】 

1.觀察 

2.口頭詢問 

3.紙筆測驗 

4.實作評量 

 

【實驗5-1】 

1.觀察 

2.實作評量 

3.作業評量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3 理解學科知識內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他人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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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5-1】 

2.計算反應時間時，應先求出接尺

的平均距離，再以此平均距離對照

參考表，不可先將每次的接尺距離

對照參考表查出反應時間後，再求

5 次的平均。 

 

第十八週 
12/23~12/27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觀察與定

題 

ah-IV-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

習慣 

 

Dc-IV-2 人體的內分泌

系統能調節代謝作用，

維持體內物質的恆定。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

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

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

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Dc-IV-5 生物體能覺察

外界環境變化、採取適

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

維持恆定，這些現象能

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的

方式來探討。 

第 5章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5-3】內分泌系統 

行為與感應 

各種內分泌的作用與內分泌失調所

造成的疾病. 

 

【5-4】 

1.可介紹一些有趣的動物行為以引

起學生的興趣，增進學習效果。 

2.說明動物行為的種類及例子。 

3.說明神經系統與行為的表現有密

切的關係。 

5.以實體、圖片或投影片說明植物

的向性及各種快速運動。 

3 1.人類的內分泌系

統掛圖或投影片。 

2.內分泌醫院活動 

實體：含羞草、捕

蠅草或酢漿草。 

1.觀察 

2.紙筆測驗 

  

第十九週 
12/30~1/3 

tm-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建立模型 

pe-IV-2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計劃與執行 

pc-IV-1 pc-IV-

2 

Bc-IV-2 細胞利用養分

進行呼吸作用釋放能

量，供生物生存所需。 

Db-IV-3 動物體（以人

體為例）藉由呼吸系統

與外界交換氣體。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

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

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

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第 6章生物體的恆定 

6-1呼吸與氣體的恆定 

【6-1】 

1.說明恆定性的意義。 

2.恆定性的對象包含甚多，例如課

本中介紹到的氣體、水分、血糖、

體溫等需要維持恆定。 

3.介紹「呼吸」的概念。 

4.呼吸與呼吸作用的區分。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多媒體素材 

3.實驗器材 

口頭評量 

1.能說出水分

及二氧化碳是

否算是代謝後

的廢物？人類

可以用哪些方

式將它們排出

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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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討論與傳達 

ai-IV-3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培養科學探

究的興趣 

 

5.讓學生由不同生物的呼吸器官

中，歸納出呼吸器官應具備的特

點： 

(1)表面積大 

(2)微血管多 

(3)表面溼潤。 

6.製作呼吸模型. 

7.呼吸速率的調節是由腦幹所負

責。 

【實驗 6-1】 

一、植物的呼吸作用 

二、人體呼出的氣體。 

第二十週 
1/6~1/10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推理論證 

po-IV-1 

探究能力-問題

解決- 

觀察與訂題 

ai-IV-3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培養科學探究的

興趣 

ah-IV-2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養成應用科

學思考與探究的

習慣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

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

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

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Dc-IV-5 生物體能覺察

外界環境變化、採取適

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

維持恆定，這些現象能

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的

方式來探討。 

第 6章生物體的恆定 

6-2排泄與水分的恆定 

【6-2】 

1.說明排泄作用會產生有毒的含氮

廢物─氨；生物以不同的形式排出

體外。 

2.人體為尿素，仍是具有毒性的物

質，其排除方式是以溶液的形態進

行，也就是說，水分越多尿素的毒

性會越低，學過此節後，學生應能

了解為何多喝水有益健康？ 

3.汗液及尿液的組成類似，也都能

排除身體過多的水分及含氮廢物。 

4.介紹人體的泌尿系統。 

5.說明人體的水分調節與恆定。 

6.介紹其他生物的水分調節。 

3 1.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2.蒐集有關氨氣外

洩的新聞資料 

3.多媒體素材 

口頭評量 

1.能了解為何

多喝水有益健

康。 

2.能比較夏天

及冬天何者的

排尿次數較頻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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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週 
1/13~1/17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pa-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ah-IV-2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

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

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

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Dc-IV-5 生物體能覺察

外界環境變化、採取適

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

維持恆定，這些現象能

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的

方式來探討。 

第 6章生物體的恆定 

6-3體溫的恆定與血糖的恆定 

【6-3】 

1.說明內溫動物與外溫動物的區

別，不是在體溫的高低，而是依據

其體熱的能量主要來源來分類。2.

介紹血糖的濃度與調節，可透過銀

行的概念進行說明。 

 

3 1.多媒體素材 

2.準備水銀溫度計

或耳溫槍 

3.蒐集沙漠生物的

相關資料 

4.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環境教育】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利。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

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

的倫理價值。 

 

第二十二週 
1/20~1/24 

tr-IV-1 

探究能力-思考

智能- 

探究能力 

-問題解決 

pa-IV-1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ah-IV-2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

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

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

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Dc-IV-5 生物體能覺察

外界環境變化、採取適

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

維持恆定，這些現象能

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的

方式來探討。 

第 6章生物體的恆定 

6-3體溫的恆定與血糖的恆定 

【6-3】 

1.說明內溫動物與外溫動物的區

別，不是在體溫的高低，而是依據

其體熱的能量主要來源來分類。2.

介紹血糖的濃度與調節，可透過銀

行的概念進行說明。 

 

※第5-6章複習 

3 1.多媒體素材 

2.教用版電子教科

書 

觀察 

1.討論時是否

發言踴躍。 

2.發表意見時

是否條理清

晰。 

3.在別人發言

時，是否能夠

虛心傾聽，尊

重他人。 

【環境教育】 

環 J2 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利。 

環 J3 經由環境美學與

自然文學了解自然環境

的倫理價值。 

 

 

六、本課程是否有校外人士協助教學 

█否，全學年都沒有(以下免填) 

□有，部分班級，實施的班級為：___________ 

□有，全學年實施 

教學期程 校外人士協助之課程大綱 教材形式 教材內容簡介 預期成效 原授課教師角色 

  □簡報□印刷品□影音光碟 

□其他於課程或活動中使用之

教學資料，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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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欄位皆與校外人士協助教學與活動之申請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