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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道明中學七年級第二學期校訂(彈性)課程教學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或其他類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生活中的自然課 

課程類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其他類課程(註1)   

授課年級：七下 

課程目標：  

1. 認識五界的生物及生物多樣性。 

2. 了解生物科技帶來的影響。 

3. 了解產業開發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並反思可能的改善方式。 

4. 科學閱讀理解策略培養。 

對應學校課程願景/校本素養指標： 思辨力 

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  

1. 能判斷實驗變因並規劃實驗流程。 

2. 能利用正確的器材進行實驗。 

3. 能從實驗數據能獲得正確的實驗結果並能進一步分析原因。 

4. 掌握閱讀理解的技巧，能擷取文本中的訊息並做出推論。 

評量機制（含評量方式及比例）： 課堂參與40%(口頭發表、態度、小組討論)、課堂筆記40%(學習單、實驗操作紀錄)、期末測驗20% 

週次 課程/單元主題 學生學習重點/教師教學重點/教學進度 使用教材 
協同領域/科

目及授課教師 
議題融入 

1 食物的保存 

學習目標： 

1. 1.了解並學習如何比較與分類。 

教學進度： 

1. 傳統市場和大賣場提問學生，是否去過？以及會怎麼逛？

請問學生會如何分類? 

2. 各組提出分類方式，引導學生找出該次分類的目的，各組

分享並互相觀摩與找尋對方可能的問題。 

3. 平常我們會依食物的特性或種類，而有不同的擺放位置，

並提醒學生食材保存應注意的事項。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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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世界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經由觀察探究生命的奧妙。 

2. 引導學生增加操作變因的實驗組數，可增加討論的豐富性。 

教學進度： 

1. 用牙籤從花藥上沾取少許花粉，放在培養皿上，靜置20-30

分鐘。 

2. 用滴管分別自4個培養皿中吸取花粉滴在載玻片上，蓋上蓋

玻片，用複式顯微鏡觀察 

3. 提問討論： 

甲、根據實驗，一顆花粉粒會萌發出幾個花粉管?花粉管從

哪裡萌發?萌發位置是固定的嗎? 

乙、哪一種融業蝦花粉管萌發最快呢?不同植物的萌發速度

是一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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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學生能延伸學習人類的生殖。 

2.引導學生情意面，培養對母親辛勞的感恩。 

3.客觀分析人類科技的優缺點。 

教學進度： 

1.先提問學生是否知道自己怎麼來？以及什麼是試管嬰兒？ 

2.播放人類生產相關影片以及利用投影片讓學生認識人工生殖的

過程，討論相關的生物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優缺點。 

3.回顧人類及植物的有性生殖，引導學生對母性的理解與對母親

的感恩之情。 

4.預告下週活動學習單，讓學生回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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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搜查線 

學習目標： 

1. 了解性狀、特徵和遺傳的意義。 

2. 了解親代透過生殖作用將基因傳給子代，影響子代性狀的表

現。 

教學進度： 

1. 以動畫櫻桃小丸子人物為例，請學生觀察劇中主角家庭成員

長相是否有相似的地方？其他角色的家人是否有相似的地

方？ 

2. 上週回家訪問家中父母或長輩的學習單討論。 

3. 老師總結，回扣上週的遺傳與生殖，請同學上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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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透過文本的內容對孟德爾及其遺傳研究有更清楚的了解。 

教學進度： 

1. 科普閱讀第一部分，透過提問訓練學生閱讀策略:擷取訊息、

推論 

(1)孟德爾為什麼要做神父? 

(2)孟德爾此生的磨難是什麼?  

(3)孟德爾此生的小幸運是什麼?  

2. 引導學生看完科學家的生平後，有其他的反思 

完成學習單：(1)孟德爾你最遺憾的事情是? 

(2)你最想知道未來世界關於遺傳的什麼事? 

(3)可以簡單敘述你的研究嗎? 

(4)你最想對未來人說的話是? 

3. 科普閱讀第二部分，透過提問確認學生是否清楚孟德爾實驗

的研究流程。 

(1)孟德爾的實驗為什麼要用豌豆 

(2)孟德爾實驗中碗豆有哪些基因型?表現型? 

(3)孟德爾進行實驗時從哪些結論來推論碗豆的基因?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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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的才對-以

基改食品為例 

學習目標： 

1.簡述生物科技的意義。 

2.知道遺傳工程應用的實例。 

3.說出生物科技可能衍生的問題。 

4.練習網路資訊的查找與整理。 

教學進度： 

1. 先搭配課本內容及科普文章的提供，讓學生進行科學閱讀，

並鼓勵學生上網收集其他相關的資料。 

2. 引導學生統整基改食品相關的報導及科學研究，選擇各組的

立場(支持或是反對)，敘明原因。 

3. 進行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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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物 

學習目標： 

1.了解生物形態及構造等會隨著環境變化而發生改變。 

2.知道達爾文天擇說的形成過程及演化的機制。 

教學進度： 

1. 影片觀賞，提問：(1):請簡述你看到了什麼?(2):請各組分享

一個印象最深刻的生物，並敘明原因。(3)統整各組選擇的生

物應該出現在哪個時期呢?(4)各年代的優勢植物與生物各是

什麼呢?有哪些特徵? 

2. 讓學生了解化石形成的過程、其代表的意義、生物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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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認識日常生活中的藻類、真菌。 

2. 學習比較不同物種的特徵。 

教學進度： 

1. 顯微鏡觀察(1)海帶、海苔、紫菜、昆布、海茸等常見藻類

(2)香菇、杏包菇、金針菇等不同蕈類 

2. 製作孢子印 

3. 請學生記錄觀察結果並分析異同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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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認識校園植物。 

2. 學習比較不同物種的特徵。 

教學進度： 

1. 帶領學生進行校園植物認識。 

2. 觀察不同物種之間葉子及花的構造，依據觀察所得到的不同

練習畫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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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數量大調

查 

學習目標： 
1. 知道估計生物族群大小的方法。 
2. 了解並學習如何分析資料，轉化成圖表。 
教學進度： 

1. 配合生物課程內容，討論捉放法及樣區採樣法的差異與使用

方式，提問：要運用什麼方法調查校園中的鳥類，並規劃實

驗 

2. 討論上述的實驗方式捉放法在校園中執行會有哪些因素影響

數量的計算結果。 

3. 計算練習，使用教師給予的數值來進行不同族群數目的估

算。 

4. 練習折線圖、長條圖的作圖。 

5. 練習圖表資料的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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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你我

他 

學習目標： 
1. 認識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人口問題、棲地破壞、過度開發

利用、汙染、外來物種等議題。 

2. 了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3. 練習網路資訊的查找與整理。 

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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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片觀賞，藉由影片當作引起動機，分組針對不同議題做深

入的了解與討論。 

2. 引導學生挑選主題，並從這個議題的成因、對於環境的影

響、目前的現況有哪些措施在進行改善等面向進行網路資料

搜尋 

3. 彙整資訊並做出各組自己的結論與觀點，我們認為…應該

要…。 

4. 小組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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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期末回饋 

學習目標： 

1. 培養好奇心與認知力，培養正確的生活觀念，並能樂於進行

探索與學習。 

教學進度： 

1. 學生自評：對於本學期的活動自己的表現(態度、學科知識及

素養能力)評分 

2. 課堂回顧有沒有議題是想繼續探討的，引發學生對於科學自

主學習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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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三次段考/課程結束    

註1：若為一個單元或主題跨數週實施，可合併欄位書寫。 

註2：議題融入部分，請填註於進度表中。法定議題為必要項目，其它議題則鼓勵學校填寫。(例：法定/課綱：領域-領域-(議題實質內涵代碼)-時

數) 

（一）法定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課程、海洋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低碳環境教育、水域安全宣導教育課程、交通安全教育、家庭暴力防治、登革熱防治教育、健康飲食教育、愛滋病宣導、反

毒認知教學、全民國防教育。 

（二）課綱議題：性別平等、環境、海洋、家庭教育、人權、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

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註3：下學期須規劃學生畢業考後或國中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活動之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