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自然領域課程 
 

教材版

本 
康軒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七年級 

教學

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63)節。 

課程目

標 

第一冊 

1.探討生物所表現的生命現象。 

2.了解人體各器官與器官系統的作用。 

3.學習運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4.科學素養實踐。 

領域核

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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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

值觀。 

重大議

題融入 

【人權教育】 

【戶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安全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科技教育】 



【家庭教育】 

【資訊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環境教育】 

課 程 架 構 

教學進

度 

(週次) 

教學單元名稱 
節

數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內容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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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緒論 

科學方法、進

入實驗室 

3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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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po-Ⅳ-2 能

辨別適合科

學探究或適

合以科學方

式尋求解決

的問題（或

假說），並

能依據觀

察、蒐集資

料、閱讀、

緒論 

科學方

法、進入

實驗室 

3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o-Ⅳ-2 能辨別適合

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

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

題（或假說），並能依

據觀察、蒐集資料、

閱讀、思考、討論

等，提出適宜探究之

問題。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緒論 

科學方法、進

入實驗室 

3 



思考、討論

等，提出適

宜探究之問

題。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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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1 生命現象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第 1章 

生命的特

性 

1‧1 生命

現象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pe-Ⅳ-2 能正確安全

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1 生命現

象 

3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n-Ⅳ-3 體察到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科

學家們具有堅毅、嚴

謹和講求邏輯的特

質，也具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像力。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3 體

察到不同性

別、背景、

族群科學家

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

講求邏輯的

特質，也具

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

像力。 

第 

3 

週 

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2細胞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第 1章 

生命的特

性 

1‧2細胞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2細胞 

3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手實作解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n-Ⅳ-3 體察到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科

學家們具有堅毅、嚴

謹和講求邏輯的特

質，也具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像力。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3 體

察到不同性

別、背景、

族群科學家

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

講求邏輯的

特質，也具

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

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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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3 細胞所需

的物質、1‧4

從細胞到個體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第 1章 

生命的特

性 

1‧3 細胞

所需的物

質、1‧4

從細胞到

個體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第 1章 生命

的特性 

1‧3 細胞所

需的物質、

1‧4從細胞

到個體 

3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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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主題 世

界的各種大小

樣貌 

第 1節巨觀尺

度與微觀尺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跨科主題 

世界的各

種大小樣

貌 

第 1節巨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跨科主題 世

界的各種大小

樣貌 

第 1節巨觀尺

度與微觀尺

3 



度、第 2節尺

度的表示與比

較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觀尺度與

微觀尺

度、第 2

節尺度的

表示與比

較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n-Ⅳ-1 察覺到科學

的觀察、測量和方法

是否具有正當性，是

受到社會共同建構的

度、第 2節尺

度的表示與比

較 



並詳實記

錄。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標準所規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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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2章 養分 

2‧1 食物中的

養分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第 2章 

養分 

2‧1 食物

中的養分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第 2章 養分 

2‧1 食物中

的養分 

3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e-Ⅳ-1 能

辨明多個自

變項、應變

項並計劃適

當次數的測

試、預測活

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

或教科書的

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

探究的計

畫，並進而

能根據問題

特性、資源

（例如：設

備、時間）

等因素，規

劃具有可信

度（例如：

多次測量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e-Ⅳ-1 能辨明多個

自變項、應變項並計

劃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科書

的指導或說明下，能

了解探究的計畫，並

進而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例如：設

備、時間）等因素，

規劃具有可信度（例

如：多次測量等）的

探究活動。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等）的探究

活動。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7 

週 

第 2章 養分 

2‧2 酵素【第

一次評量週】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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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pe-Ⅳ-1 能

辨明多個自

變項、應變

項並計劃適

第 2章 

養分 

2‧2 酵素

【第一次

評量週】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e-Ⅳ-1 能辨明多個

自變項、應變項並計

劃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科書

的指導或說明下，能

了解探究的計畫，並

進而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例如：設

備、時間）等因素，

規劃具有可信度（例

如：多次測量等）的

探究活動。 

pe-Ⅳ-2 能正確安全

第 2章 養分 

2‧2 酵素

【第一次評量

週】 

3 



當次數的測

試、預測活

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

或教科書的

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

探究的計

畫，並進而

能根據問題

特性、資源

（例如：設

備、時間）

等因素，規

劃具有可信

度（例如：

多次測量

等）的探究

活動。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錄。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8 

週 

第 2章 養分 

2‧3 植物如何

獲得養分、 

2‧4 動物如何

獲得養分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第 2章 

養分 

2‧3 植物

如何獲得

養分、 

2‧4 動物

如何獲得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第 2章 養分 

2‧3 植物如

何獲得養分、 

2‧4 動物如

何獲得養分 

3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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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養分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9 

週 

第 2章 養

分、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2‧4 動物如何

獲得養分、 

3‧1 植物的運

輸構造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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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第 2章 

養分、 

第 3章 

生物的運

輸與防禦 

2‧4 動物

如何獲得

養分、 

3‧1 植物

的運輸構

造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第 2章 養

分、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2‧4 動物如

何獲得養分、 

3‧1 植物的

運輸構造 

3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第 

10 

週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2 植物體內

物質的運輸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第 3章 

生物的運

輸與防禦 

3‧2 植物

體內物質

的運輸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2 植物體

內物質的運輸 

3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11 

週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3 人體內物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第 3章 

生物的運

輸與防禦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3 人體內

3 



質的運輸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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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3‧3人體

內物質的

運輸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物質的運輸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12 

週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3 人體內物

質的運輸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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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第 3章 

生物的運

輸與防禦 

3‧3 人體

內物質的

運輸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3 人體內

物質的運輸 

3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13 

週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4 人體的防

禦作用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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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第 3章 

生物的運

輸與防禦 

3‧4 人體

的防禦作

用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第 3章 生物

的運輸與防禦 

3‧4 人體的

防禦作用 

3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an-Ⅳ-3 體察到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科

學家們具有堅毅、嚴

謹和講求邏輯的特

質，也具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像力。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3 體

察到不同性

別、背景、

族群科學家

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

講求邏輯的

特質，也具

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

像力。 

第 

14 

週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1 神經系統 

【第二次評量

週】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第 4章 

生物的協

調作用 

4‧1 神經

系統 

【第二次

評量週】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1 神經系

統 

【第二次評量

週】 

3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自信心。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第 

15 

週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1 神經系統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第 4章 

生物的協

調作用 

4‧1 神經

系統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1 神經系

統 

3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

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Ⅳ-3 透過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自信心。 

第 

16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第 4章 

生物的協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3 



週 4‧2 內分泌系

統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調作用 

4‧2 內分

泌系統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4‧2 內分泌

系統 



第 

17 

週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3 生物的感

應 

3 ti-Ⅳ-1 能

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

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

體探索與討

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

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

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

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

新思考和方

法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

或結果。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第 4章 

生物的協

調作用 

4‧3 生物

的感應 

3 ti-Ⅳ-1 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識概

念，經由自我或團體

探索與討論的過程，

想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生

的差異；並能嘗試在

指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方法得到新的模型、

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pe-Ⅳ-1 能辨明多個

自變項、應變項並計

劃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第 4章 生物

的協調作用 

4‧3 生物的

感應 

3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pe-Ⅳ-1 能

辨明多個自

變項、應變

項並計劃適

當次數的測

試、預測活

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

或教科書的

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

探究的計

畫，並進而

能根據問題

特性、資源

（例如：設

果。在教師或教科書

的指導或說明下，能

了解探究的計畫，並

進而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例如：設

備、時間）等因素，

規劃具有可信度（例

如：多次測量等）的

探究活動。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等方法，

整理資訊或數據。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備、時間）

等因素，規

劃具有可信

度（例如：

多次測量

等）的探究

活動。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1 能

分析歸納、

製作圖表、

使用資訊及

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

訊或數據。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n-Ⅳ-3 體察到不同

性別、背景、族群科

學家們具有堅毅、嚴

謹和講求邏輯的特

質，也具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像力。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n-Ⅳ-3 體

察到不同性

別、背景、

族群科學家

們具有堅

毅、嚴謹和

講求邏輯的

特質，也具

有好奇心、

求知慾和想

像力。 

第 第 5章 生物 3 tr-Ⅳ-1 能 第 5章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第 5章 生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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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的恆定性 

5‧1 恆定性與

體溫的恆定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生物的恆

定性 

5‧1恆定

性與體溫

的恆定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h-Ⅳ-1 對於有關科

的恆定性 

5‧1 恆定性

與體溫的恆定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h-Ⅳ-1 對

於有關科學

發現的報

導，甚至權

威的解釋

（例如：報

章雜誌的報

導或書本上

學發現的報導，甚至

權威的解釋（例如：

報章雜誌的報導或書

本上的解釋），能抱持

懷疑的態度，評估其

推論的證據是否充分

且可信賴。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的解釋），

能抱持懷疑

的態度，評

估其推論的

證據是否充

分且可信

賴。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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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5章 生物

的恆定性 

5‧2 呼吸與氣

體的恆定 

3 tm-Ⅳ-1 能

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

論中理解較

複雜的自然

界模型，並

能評估不同

模型的優點

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

續的科學理

解或生活。 

po-Ⅳ-1 能

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

驗及科技運

第 5章 

生物的恆

定性 

5‧2 呼吸

與氣體的

恆定 

3 tm-Ⅳ-1 能從實驗過

程、合作討論中理解

較複雜的自然界模

型，並能評估不同模

型的優點和限制，進

能應用在後續的科學

理解或生活。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進

行各種有計畫的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第 5章 生物

的恆定性 

5‧2 呼吸與

氣體的恆定 

3 



用、自然環

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

中，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

能察覺問

題。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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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5章 生物

的恆定性 

5‧3 血糖的恆

定、 

5‧4 排泄作用

與水分的恆定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ah-Ⅳ-1 對

於有關科學

發現的報

導，甚至權

威的解釋

（例如：報

章雜誌的報

導或書本上

的解釋），

能抱持懷疑

的態度，評

估其推論的

證據是否充

分且可信

第 5章 

生物的恆

定性 

5‧3 血糖

的恆定、 

5‧4 排泄

作用與水

分的恆定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ah-Ⅳ-1 對於有關科

學發現的報導，甚至

權威的解釋（例如：

報章雜誌的報導或書

本上的解釋），能抱持

懷疑的態度，評估其

推論的證據是否充分

且可信賴。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第 5章 生物

的恆定性 

5‧3 血糖的

恆定、 

5‧4 排泄作

用與水分的恆

定 

 

3 



賴。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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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複習全冊 

複習全冊 

【第三次評量

週】 

3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ah-Ⅳ-1 對

於有關科學

發現的報

導，甚至權

威的解釋

（例如：報

章雜誌的報

導或書本上

的解釋），

複習全冊 

複習全冊 

【第三次

評量週】 

3 tr-Ⅳ-1 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ah-Ⅳ-1 對於有關科

學發現的報導，甚至

權威的解釋（例如：

報章雜誌的報導或書

本上的解釋），能抱持

懷疑的態度，評估其

推論的證據是否充分

且可信賴。 

ah-Ⅳ-2 應用所學到

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

出最佳的決定。 

ai-Ⅳ-1 動手實作解

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複習全冊 

複習全冊 

【第三次評量

週】 

3 



能抱持懷疑

的態度，評

估其推論的

證據是否充

分且可信

賴。 

ah-Ⅳ-2 應

用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與

科學探究方

法，幫助自

己做出最佳

的決定。 

ai-Ⅳ-1 動

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

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

感。 

pa-Ⅳ-2 能

運用科學原

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

方法，從

（所得的）

資訊或數

據，形成解

釋、發現新

知、獲知因

果關係、解

法，而獲得成就感。 

pa-Ⅳ-2 能運用科學

原理、思考智能、數

學等方法，從（所得

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解決

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

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

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

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pe-Ⅳ-2 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

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

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

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同學

的結果或其

他相關的資

訊比較對

照，相互檢

核，確認結

果。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國中部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七年級自然領域課程 

教材版

本 
康軒版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七年級 

教學

節數 
每週(3)節，本學期共(60)節。 

課程目

標 

第二冊 

1.知道生物的生殖與遺傳原理。 

2.了解地球上有各式各樣的生物與生態系，以及知道生物與環境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3.學習運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4.科學素養實踐。 

領域核

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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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

值觀。 

重大議

題融入 

【人權教育】 

【戶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防災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品德教育】 

【科技教育】 

【海洋教育】 



【能源教育】 

【資訊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環境教育】 

課 程 架 構 

教學進

度 

(週次) 

教學單元名稱 
節

數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內容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 

週 

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第 

2 

週 

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第 

3 

週 

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第 

4 

週 

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第 

5 

週 

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第 

6 

週 

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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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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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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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第 

10 

週 

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第 

11 

週 

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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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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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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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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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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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生殖 

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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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生殖 

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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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生殖 

1‧3 有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Db-Ⅳ-4 

生殖系統

（以人體

為例）能

產生配子

進行有性

生殖，並

且有分泌

激素的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

中，雄蕊

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

1.生物進行有性生殖

時，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以維

持子代染色體數目與親

代相同。 

2.雄配子和雌配子結合

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動物受精方式包括體外

受精和體內受精。 

3.有些行有性生殖的動

物，會表現求偶、交

配、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 

4.認識人體生殖系統的

構造與功能。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珊瑚將

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

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

徵，並補充說明雄性

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

的精子，但只有一個

精子可以和卵結合，

精、卵結合稱為受精

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

內受精及其特點，提

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

常生活在不同的環

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

中，要有受精過的雞

蛋才可能孵出小雞。

讓學生了解有性生殖

中，卵受精後才能發

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

特徵，並比較其異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an-Ⅳ-1 察

覺到科學的

觀察、測量

和方法是否

具有正當

粒，花粉

粒內有精

細胞；雌

蕊的子房

內有胚

珠，胚珠

內有卵細

胞。 

同，例如受精方式、

胚胎發育場所、卵的

大小等。 

6.進行探索活動「蛋

的觀察」。可說明鳥類

的卵屬於端黃卵，細

胞質內含大量的卵

黃。 

7.說明動物間的求偶

行為，並強調生物間

常藉著求偶的過程，

辨認是否為同種異

性，以減少攻擊，並

增加交配的機會。 

8.說明動物護卵和育

幼等行為。引導學生

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鳥類到哺乳類，

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

漸趨完善周密。 

9.哺乳類的胎兒在母

體子宮內發育，產出

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

產生的子代數目最

少，存活率卻最高。 

10.說明人類受精及受

精卵著床、發育的過



性，是受到

社會共同建

構的標準所

規範。 

程。 

11.介紹胎盤的構造和

功能，了解孕婦透過

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

萎縮脫落，留下的痕

跡「肚臍」是胎生動

物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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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細胞的分

裂 

3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tr-Ⅳ-1 能

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

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

知識來解釋

自己論點的

Da-Ⅳ-4 

細胞會進

行細胞分

裂，染色

體在分裂

過程中會

發生變

化。 

1.知道染色體為細胞的

遺傳物質，可以控制生

物體遺傳特徵的表現。 

2.知道細胞內的染色體

通常兩兩成對，大小、

形狀相似，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稱

為同源染色體。 

3.認識細胞分裂、減數

分裂，染色體在分裂過

程中會發生變化。 

4.了解生物生殖的方式

可分為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無性生殖不需經

過配子結合，而有性生

殖則需經過配子形成和

受精作用的過程。 

1.以「自然暖身操」

豆子發芽為例子引

入，發芽時細胞產生

什麼樣的變化，開始

介紹細胞的分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

繁殖等都和細胞的分

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

有遺傳物質的內容，

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

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

並歸納細胞分裂的過

程和結果，引導學生

思考表皮細胞脫落

後，細胞數目變少，

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

胞分裂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

入，進而介紹減數分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性別平

等教育】 

性 J1 接納

自我與尊

重他人的

性傾向、

性別特質

與性別認

同。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4 除紙

本閱讀之

外，依學

習需求選

擇適當的

閱讀媒

材，並了

解如何利

用適當的

管道獲得

文本資



正確性。 裂的概念，並參照課

本圖，說明減數分裂

的過程和結果。可從

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

為同源染色體，並說

明子細胞內，除了染

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

的不同外，也沒有成

對同源染色體存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

胞會分裂兩次，第一

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

機分配到新細胞內，

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

染色分體不分開，等

到第二次細胞分裂

時，這種相連的染色

分體才完全分離，各

自隨機分配到新的細

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

（2n）染色體和單套

（n）染色體的概念，

並連結減數分裂的圖

示，說明 1個具雙套

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

分裂後，會產生 4個

含單套染色體的細

胞。 

源。 



8.引導學生了解精、

卵結合時，受精卵內

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

為雙套，並提醒學生

注意受精卵中的同源

染色體「一條來自父

親，一條來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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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性生殖 

3 pe-Ⅳ-2 能

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

能進行客觀

的質性觀察

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

錄。 

pc-Ⅳ-2 能

利用口語、

影像（例

如：攝影、

錄影）、文

字與圖案、

繪圖或實

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

式、模型或

經教師認可

Ga-Ⅳ-1 

生物的生

殖可分為

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

殖，有性

生殖產生

的子代其

性狀和親

代差異較

大。 

1.知道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出芽生殖、分裂生

殖、斷裂生殖、孢子繁

殖、營養器官繁殖和組

織培養。 

2.了解有性生殖和無性

生殖的差異，以及兩者

在物種延續上的意義。 

3.藉由實驗 1‧2探討

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1.以「自然暖身操」

為例子引入，提問

「生物用什麼方法來

傳宗接代？」利用實

例再複習無性生殖和

有性生殖的定義。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

徵，無性生殖不需要

經過配子的結合。 

3.由課本圖說明分裂

生殖，並連結前一節

細胞分裂的概念。 

4.由課本圖說明出芽

生殖，補充說明出芽

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

養器官長出新芽繁殖

方式的不同。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

遞說明斷裂生殖，如

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

生殖，例如將渦蟲橫

切成三段，前、中、

1.口頭評量 

2.紙筆評量 

【品德教

育】 

品 EJU1 尊

重生命。 

【閱讀素

養教育】 

閱 J8 在學

習上遇到

問題時，

願意尋找

課外資

料，解決

困難。 



後以報告或

新媒體形式

表達完整之

探究過程、

發現與成

果、價值、

限制和主張

等。視需

要，並能摘

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

和可能的運

用。 

ai-Ⅳ-2 透

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

樂趣。 

ai-Ⅳ-3 透

過所學到的

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

各種方法，

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

信心。 

後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形；或渦蟲縱切後，

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

情形。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

例子說明孢子繁殖。 

7.提問「植物的營養

器官有哪些？功能是

什麼？」，再由課本圖

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

官繁殖的植物實體進

行說明。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

在無菌環境中，將植

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進行實驗 1‧2，觀

察不同的植物是如何

利用營養器官繁殖，

並探討植物是否任何

營養器官都可進行繁

殖。除了薄荷和落地

生根外，也可以多增

加課本的例子：番薯

的塊根、馬鈴薯的塊

莖，或是非洲紫羅蘭

的葉分組進行活動，

成品可用來綠化教

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



性生殖的概念，並引

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

優、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