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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我是福爾摩斯 年級/班級 七年級，共 15班 

彈性學習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上課節數 每週 1節，21週，共 21節 

設計教師 
李世玲、林慧珊、陳亮君、陳思利、

董曜瑜 

配合融入之領

域及議題 

(統整性課程必

須 2領域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對應的學校願

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多元、科技 
與學校願景

呼應之說明 

此課程以跨領域、多元的實作內容為設計主軸，並讓學生學習

整合資訊、運用相關科技產品測量原理及方式，希望達成學校

「多元」、「科技」這兩個願景。 

設計理念 
本課程結合自然、健康與體育、社會等領域之背景知識，著重跨領域、多元實作，引導學生思考，整合學

習。實務上，以日常生活中尋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搭配使用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相關資源，進行探

究學習以培養思辨及實踐能力。課程並融入本校校園生態特色，希望培養學生愛護周遭生態環境的態度。 

總綱核心素養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

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

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領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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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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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

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

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

體的互動關係。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

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

與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

團體活動，關懷生命倫理議題

與生態環境。 

健體-J-B2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 

課程目標 
1. 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察覺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 透過思考、討論，操作探究，培養思辨及解決問題能力。 

3. 藉由多元學習及科技運用，培養主動參與的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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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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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我思故我在/2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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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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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2c-Ⅳ-2 

表現利他合群

的態度，與他

人理性溝通與

和諧互動。 

健體 2c-Ⅳ-3 

應用科學方法的

概念進行實驗設

計及問題探究。 

1.利用既有知識，正確

連結所觀察到的自然

現象來認識科學方法

的步驟。 

2.能察覺問題並暸解科

學方法的每個步驟的

意義及重要性。 

3.主動積極地自主學

習，用以正確設計實

驗的各項變因。 

準備活動： 

由日常生活的麵包發霉現

象，帶入科學方法的步驟

-觀察、提出問題、假

設、實驗及結論。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分組選定一個生活常見

的問題，並探究導致此

問題的可能變因，再進

行實驗設計以驗證哪些

變因為導致問題的原

因？ 

2.若實驗變因有 2個或 2

個以上時，就無法確認

是何項因素的影響？再

進而帶入”操縱變因”

等變因的觀念。 

3.各組報告實驗設計的主

題、操作變因、控制變

因及應變變因，由教師

評估可行性。 

【第二節】 

1.檢視上週設計內容，討

論是否需要修改。 

2.討論實驗所需器材，及

器材取得管道。 

學習單： 

A-能針對自行

設計的主題

說出其目的

及步驟；且

能明確列出

各組員的分

工情形。 

B-能針對自行

設計的主題

說出其目的

及步驟，但

還有改善空

間；且有明

確列出各組

員的分工情

形。或能針

對自行設計

的主題說出

其目的及步

驟；但未能

明確列出各

組員的分工

情形。 

C-無法針對自

行設計的主

課本及網

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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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自信樂

觀、勇於挑戰

的學習態度。 

3.各組發表研究的主題、

實驗設計發想及架構，

由其餘組別同學及老師

評估可行性。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提

醒同學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執行研究，並鼓勵將完成

的結果報名校內科展的競

賽。 

題說出其目

的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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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請仔細看看我

/5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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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c-IV-2 

理解成員特質

並相互學習與

合作。 

1.了解觀察微觀

世界的工具如放

大鏡、複式顯微

鏡、解剖顯微

鏡、電子顯微鏡

等。 

1.能客觀的進行質性觀

察，增強對放大工具

各個構造的功能與操

作方式的瞭解及應

用。 

2.同組組員能相互學習

合作，正確安全操作

放大鏡、複式顯微

鏡、解剖顯微鏡等放

大工具。 

3.同組組員一起合作，

藉由動手實作，參與

水埋玻片的製作，透

過組員的影像觀察比

較體會玻片製作的注

意要項。 

準備活動： 

教師說明自然界生物種類

繁多，肉眼無法觀察到的

微生物是需要科學儀器的

協助，有沒有同學要舉例

哪些生物是無法以肉眼觀

察的？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說明自然界生物種類繁

多，肉眼無法觀察到的

微生物是需要科學儀器

的協助。 

2.簡介觀察微觀世界生物

可使用的研究工具，例

如放大鏡、解剖顯微鏡

及電子顯微鏡等儀器。 

3.學生利用手邊物品，如

橡皮擦、筆、尺等文

具，運用不同的放大工

具觀察，透過觀察到的

影像，在學習單上歸納

適合用放大鏡、複式顯

微鏡觀察、解剖顯微鏡

觀察的物品分別有何特

性？ 

【第二節】 

實作評量： 

A-能順利操作

放大鏡、複

式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

等工具，並

觀察到各項

用品的影

像。 

B-操作放大

鏡、複式顯

微鏡、解剖

顯微鏡等工

具需協助提

醒，最後能

觀察到各項

用品的影

像。 

C-在操作放大

鏡、複式顯

微鏡、解剖

顯微鏡等工

具上有困

難，幾乎無

法觀察到物

體的影像。 

 

課本及網

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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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分組，利用放大

鏡、解剖顯微鏡觀察紙

鈔上的圖案、植物葉脈

以及成熟蕨葉葉背的孢

子囊堆，並將觀察結果

繪圖紀錄。 

【第三節】 

1.學生分組，利用複式微

鏡觀察動物和植物細胞

（實驗室的永久玻

片）。 

2.觀察後能描繪出細胞的

型，並能辨認細胞內的

細胞核、細胞質和細胞

膜的構造。 

【第四節】 

1.利用影片及教師示範，

介紹自製玻片的流程。 

2.請同學分享上週觀察玻

本時，搜尋目標細胞的

策略。 

3.學生分組，各組組員自

製口腔皮膜細胞玻片或

水蘊草葉片細胞玻片，

並比較彼此間的自製玻

片何者氣泡較少、標本

學習單(一)： 

A-能為不同的

待觀察物品

選擇正確的

放大工具。 

B-有一半以上

的待觀察物

品可以選擇

出正確的觀

察工具。 

C-有一半以上

的待觀察物

品選擇了錯

誤的觀察工

具。 

 

學習單(二)： 

A-能繪製出觀

察物的完整

影像，並能

標示各部位

構造名稱。 

B-能繪製出觀

察物的影

像，但影像

不完整或過

於簡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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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無摺疊、細胞沒有重

疊。 

【第五節】 

1.學生分組，透過複式顯

微鏡觀察校園中或居家

附近採集來的水樣。 

2.觀察後能互相討論及分

辨出水中小生物的種類

並描繪或勾選。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勵

學生可多利用適當工具觀

察微小生物。 

標示部分部

位構造名

稱。 

C-無法依觀察

到的影像繪

圖或標示構

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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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十 

“You are 

what you 

eat.”/3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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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1a-Ⅳ-4

理解促進健康

生活的策略、

資源與規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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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Ea-Ⅳ-1  

飲食的源頭管理

與健康的外食。 

1.能了解日常的食物

中，其所含的營養價

值。 

2.能針對自己、同儕以

及特定族群設計健康

菜單。 

準備活動： 

藉由英語俗諺「You are 

what you eat.」引導學

生討論這句話表面上的內

容以及背後的意涵。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 學生分組，小組成員

分別列出自己上周末的

一日菜單。 

2.請學生根據同學列出的

菜單，查詢營養成分，

並根據衛福部「每日飲

食指南手冊」給予回饋

與建議。（學習單一） 

3.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抽

選特定族群（例如膽結

石患者、糖尿病患者、

高血壓患者、腎功能低

落者、肌肉不足者、過

度肥胖者等）查詢資

料、瞭解其身體狀況及

飲食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 

1.根據上節課所查詢之資

料，以小組為單位，為

學習單

( 一)： 

A-能正確列出

飲食中所含

的營養成

分，並能根

據健康飲食

指南，給予

同學關於飲

食內容及份

量的建議。 

B-能正確列出

飲食中所含

的營養成

分，但無法

根據健康飲

食指南，給

予同學關於

飲食內容或

份量的建

議。 

C-無法正確列

出飲食中所

含的營養成

分，亦無法

給予同學飲

課本及網

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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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族群擬定適合的一

周菜單。（學習單二） 

2.將結果製作成海報，海

報內容須包括特定族群

介紹、菜單內容以及設

計理念。 

【第三節】 

1.請學生以小組為單位，

根據上節課所設計之菜

單，進行分享。 

2.報告完畢後，請學生進

行組間及組內之同儕互

評。（口頭發表）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均衡

飲食指南、特定族群飲食

注意事項等）並鼓勵學生

在生活中可以留意並落實

健康飲食生活。 

食相關建

議。 

學習單(二)： 

A-能對應健康

飲食指南及

特定族群身

體狀況，設

計合宜的一

周菜單內容

及份量建

議。 

B-能對應健康

飲食指南或

特定族群身

體狀況之

一，設計一

周菜單內容

及份量建

議，正確率

達 70%以

上。 

C-設計之菜單

無法符合健

康飲食指南

及特定族群

身體狀況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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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口頭發表： 

A-報告內容完

整（包括特

定族群介

紹、菜單內

容以及設計

理念）且正

確。 

B-報告內容不

完整（缺少

特定族群介

紹、菜單內

容或設計理

念之相關內

容），但內

容正確率達

70%以上。 

C-報告內容不

完整，且正

確率低於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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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十
三 

科技始終來自

於人性/3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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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

康資訊、產品

與服務，擬定

健康行動策

略。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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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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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音及脈搏

的探測，以了解

循環系統的運作

情形。 

健體 Da-Ⅳ-2  

身體各系統、器

官的構造與功

能。 

1.能認識並使用生活中

常見的健康檢測裝置

（例如健康手環、血

氧計、血壓計等）

等，並瞭解其檢測原

理。 

2.能根據個人健康數

據，進行健康生活之

自我肯定或修正。 

2.能藉由探究與實作活

動，利用相關健康檢

測裝置驗證不同的姿

勢、行為或環境因素

對於身體的影響。 

準備活動： 

藉由詢問學生生活中是否

曾經使用過健康檢測裝

置，引起學生討論這些裝

置的用途、使用時機及意

義。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學生分組，以跑關的方

式體驗各種健康檢測裝

置（例如血壓計、血氧

計、心率偵測等），記

錄個人之相關數據。 

2.請學生解釋個人健康數

據，並根據數據進行個

人健康生活的自我肯定

或是相關生活修正建

議。（實作活動） 

2.請學生以組為單位，查

詢指定健康檢測裝置的

原理，並進行全班分

享。 

【第二節】 

1.全班討論，探討可能影

響血壓、血氧、心率的

因素。 

實作活動： 

A-能正確操作

並判讀儀器

數值，且能

正確解釋數

值的意義。 

B-能正確操作

並判讀儀器

數值，但無

法正確解釋

數值的意

義。 

C-無法正確操

作及判讀儀

器數值。 

學習單： 

A-完整記錄研

究內容，並

能正確分析

結果，形成

結論。 

B-完整記錄研

究內容，但

結果分析與

結論有誤。 

課本與網

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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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小組為單位，選擇影

響因素（例如蹲下、運

動、吹冷氣等）及檢測

目標（血壓、血氧、心

率），提出假設（例如

「蹲下會降低心

率」），設計並操作實

驗以驗證假設。（學習

單） 

【第三節】 

1. 請學生以小組為單

位，報告探究與實作結

果（包括研究假設、操

作變因與應變變因、實

驗設計、結果分析、結

論與建議），並進行同

儕互評。（口頭發表）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健康

檢測裝置對健康管理的幫

助），並鼓勵學生在生活

中可以留意並落實健康生

活型態。 

C-無法完整記

錄研究內

容。 

口頭發表： 

A-報告內容完

整且正確。 

B-報告內容不

完整，但內

容正確率達

70%以上。 

C-報告內容不

完整，且正

確率低於

70%。 

十

四 

知己知彼，百

戰百勝/1 

自 ah-Ⅳ-1  

對於有關科學

發現的報導，

甚至權威的解

自 Ma-Ⅳ-1生命

科學的進步，有

助於解決社會中

發生的農業、食

1.瞭解不同病原之傳染

病（例如 covid-19、

肺結核、香港腳等）

準備活動： 

藉由「工作細胞」影片片

段，引起學生討論對各類

傳染病的先備概念。 

學習單： 

A-完整且正確

記錄傳染病

相關資訊

課本與網

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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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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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2a-Ⅳ-1  

關注健康議題

本土、國際現

況與趨勢。 

品、能源、醫

藥，以及環境相

關的問題。 

健體 Fb-Ⅳ-4  

新興傳染病與慢

性病的防治策

略。  

之致病原理以及預

防、治療方式。 

2.能在生活當中落實防

疫措施。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學生分組，搜尋不同病

原之傳染病（例如病

毒、細菌、原生動物

等），瞭解其疫情近況

以及疫苗、藥物資訊、

有效防疫方式，並完成

學習單。 

2.以「世界咖啡館」模式

進行概念分享：請小組

成員留下一半（作為主

人）、一半依序輪流至

其他組別（作為客

人），主人、客人彼此

分享關於傳染病的資

訊。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近期國內外疫情

發展情況，並鼓勵學生在

生活中落實防疫。 

（包括病原

體、傳染途

徑、症狀、

疫苗及藥物

發展現況

等）。 

B-傳染病相關

資訊完成及

正確率達

70%以上。 

C-傳染病相關

資訊完成及

正確率不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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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五~

十
九 

Who am I ?/5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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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2c-Ⅳ-3 

表現自信樂

觀、勇於挑戰

的學習態度。

社 3c-IV-2 

理解成員特質

並相互學習與

合作。 

探究生物體對於

外界刺激所產生

的反應。 

1.能藉由文章、影片欣

賞以及實際觀察人體

或其他生物對於刺激

的反應，藉以了解生

物體接受環境刺激的

部位及敏銳度差異。 

2.能藉由體驗活動及閱

讀文獻，瞭解動物間

各種感官的差異，並 

進行推理與討論。 

3.除了動物之外，植物

對環境的刺激也會感

應，進而觀察週遭植

物的每日變化。 

準備活動： 

藉由影片、文章以及體驗

活動，觀察生物及人體對

於外界刺激所造成的反

應。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藉由文章，觀察鯨豚及

魚類對於聲音的反應、

白蟻對於味道的反應

等。 

2.分組選定並討論：哪些

動物也具有特別敏銳的

感官？ 

【第二、三節】 

1.藉由觀看影片”返家十

萬里”認識多樣的動物

行為，了解動物行為在

動物適應環境變化、生

存、繁衍各方面的重要

性。 

2.分組討論動物行為所代

表的意義，並完成學習

單。 

【第四節】  

學習單(一)： 

A-能針對影片

內容自行完

成學習單；

且能與同學

充分討論並

發表報告。 

B-能針對影片

內容自行完

成學習單，

但無法與同

學分享報

告。或能與

同學充分討

論；但未能

明確列出學

習單中影片

相關內容。 

C-無法針對影

片內容完成

學習單﹔且

未能與同學

分享想法。 

 

學習單(二)： 

A-學習單完

整、正確回

學習單、

頻率產生

器、課本

及網路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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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頻率產生器，探討

每個人聽覺範圍的不

同。 

2.藉由文獻閱讀，了解不

同動物的聽覺範圍有差

異，並完成閱讀學習

單。 

【第五節】 

1.分組觀察校園中植物的

生長特徵並記錄情形。 

2.分組報告： 

選定 2種植物做一日的

觀察，並記錄植物受環

境刺激的感應。 

答各部分問

題。 
B-學習單完整
回答各部分
問題，但有
些回答不正
確。 

C-學習單書寫

不完整且回

答內容不正

確。 

 
口頭分組報告 

A-能清楚正確

回答教師提

問，並能發

表自己的看

法及意見。 
B-能清楚正確
回答教師提
問。 

C-需要老師或

同學協助，

才能回答教

師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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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二
十
一 

變便變/2 

自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自

己想法，而獲

得成就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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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4a-Ⅳ-1  

運用適切的健

康資訊、產品

與服務，擬定

健康行動策

略。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

環境的互動關

係及其淵源。 

能統整比較文章

內容，作為人體

恆定性探究實驗

的知識基礎；從

自身生活體驗作

為出發點，提出

與水分、體溫恆

定有關的假設，

並進行實驗驗證

想法。 

1.能統整比較文章內

容，作為人體恆定性

探究實驗的知識基

礎。 

2.藉由健康知識與個人

生活習慣，瞭解個人

飲水量是否符合健康

標準，並進一步設定

水份攝取的目標與策

略。 

3.從自身生活體驗作為

出發點，提出與體溫

恆定有關的假設，並

進行實驗驗證想法。 

準備活動︰ 

藉由閱讀有關生物水分恆

定的文章，統整並比較不

同生物、不同情境時，水

分攝取量與排除量的差

異。 

發展活動： 

【第一節】分組活動： 

1.「你一天喝多少水？」

藉由文章、資料探討，

學生每日的水分攝取量

是否充足，及水份攝取

與身體健康的關係。 

2.進行「無感流汗」活

動：將一隻手套進塑膠

袋中，用橡皮筋輕輕固

定，觀察並記錄塑膠袋

中的變化；將塑膠袋取

下後，觀察並紀錄兩隻

手的感覺。 

3.進行實驗結果的分享與

討論，並藉由結果（塑

膠袋取下之後兩手的感

受差異）驗證「流汗可

幫助散熱」。 

【第二節】分組活動︰ 

1.藉由「內溫動物」與

口頭分組報告 

A-能清楚正確

回答教師提

問，並能發

表自己的看

法及意見。 
B-能清楚正確
回答教師提
問。 

C-需要老師或
同學協助，
才能回答教
師提問。 

學習單： 
A-能進行實驗

並完成學習

單；且能與

同學充分討

論。 

B-能完成實驗

但無法自行

完成學習

單，或無法

與同學分享

討論實驗及

學習單內

容。 

C-無法進行實

驗且完成學

習單﹔且也

網路資

源、學習

單、塑膠

袋、橡皮

筋、體溫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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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

習階段之 2 以

上領域，請完

整寫出「領域

名稱+數字編碼

+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

材須經課發

會審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 

/節數 

「外溫動物」的體溫變

化圖，探討內溫動物維

持體溫的方式（身體構

造、代謝作用……）。 

2.提問什麼因素可能會影

響人體體溫的升降呢？

請學生提出數個假設後

（例如運動會增加體

溫、喝冰水會降低體

溫……）進行探究實

作，並同時測量額溫與

手指溫度。 

3.進行分組測量在不同狀

況下人體的溫度變化。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

勵同學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繼續觀察自己身體各種恆

定現象。 

不能與同學

分享想法。 
學習單： 
A-學習單完

整、正確回

答各部分問

題。 

B-學習單完整

回答各部分

問題，但有

些回答不正

確。 

C-學習單書寫

不完整且回

答內容不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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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我是福爾摩斯 年級/班級 七年級，共 15班 

彈性學習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上課節數 每週 1節，20週，共 20節 

設計教師 
李世玲、林慧珊、陳亮君、陳思利、

董曜瑜 

配合融入之領

域及議題 

(統整性課程必

須 2領域以上) 

□國語文 □英語文(不含國小低年級)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 □新住民語文 

□數學  □生活課程 ■健康與體育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資訊科技(國小)  □科技(國中)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家庭教育 □戶外教育 □原住民教育□國際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對應的學校願

景 
(統整性探究課程) 

多元、科技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此課程以跨領域、多元的實作內容為設計主軸，並讓學生學習

整合資訊、運用相關科技產品測量原理及方式，希望達成學校

「多元」、「科技」這兩個願景。 

設計理念 
本課程結合自然、健康與體育、社會等領域之背景知識，著重跨領域、多元實作，引導學生思考，整合學習。

實務上，以日常生活中尋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搭配使用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相關資源，進行探究學習

以培養思辨及實踐能力。課程並融入本校校園生態特色，希望培養學生愛護周遭生態環境的態度。 

總綱核心素養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

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

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

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

領綱核心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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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J-B2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

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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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

動關係。 

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

力，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

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

活動，關懷生命倫理議題與生態

環境。 

社-J-C1 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

養、法治觀念、環境倫理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 

課程目標 
1. 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察覺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2. 透過思考、討論，操作探究，培養思辨及解決問題能力。 

3. 藉由多元學習及科技運用，培養主動參與的學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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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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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蛋願變身/2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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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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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雞蛋結構之

組成卵細胞的

生命意義。 

2.藉由酸與物

質的反應，推

測其成份；並

以科學方法的

提出問題、假

說，並對現象

解釋。 

1.觀賞雞蛋之形成

影片，探索雞蛋之

各部分組成；並透

過實驗觀察雞蛋之

內部結構，並探索

其差異。 

2. 藉由「預測—觀

察—解釋」

(POE)，進行醋蛋

的解釋與推理；並

藉由醋蛋實驗的原

理，探索蛋殼的成

分。 

準備活動： 

課程連結有性生殖的卵

細胞意義，並預先泡製

醋蛋。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藉由文章或影片，認識

雞蛋的產生過程。 

2.教師簡介雞蛋的主要構

成，並以問答連結文章

或影片以連結組成構造

來源。 

3.觀察雞蛋外觀、顏色

等，記錄其差異，並試

圖解釋可能的生理意

義。 

4.觀察不同存放時間差異

的雞蛋，記錄並比較其

差異。 

 

【第二節】 

1.引導學生進行醋蛋製作

的相關「預測—觀察—

解釋」等問題回答，並

搭配實作醋蛋 。 

2.教師以預先製作之醋

蛋，並引導學生討論醋

蛋形成之成因。 

觀察評量： 

A-學生能掌

握觀察重

點，認真

回答學習

單。 

B-學生有針

對學習單

內容觀

察，並回

答問題。 

C-學生無法

掌握觀察

重點，填

寫學習單

有困難。 

 

學習單： 

A-學習單完

整、正確

回答各部

分問題。 

B-學習單完

整回答各

部分問

題，但有

些回答不

正確。 

雞蛋產生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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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實驗重點，並提

醒同學可以查詢比較不同

物種之卵的構成差異。 

C-學習單書

寫不完整

且回答內

容不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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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螺旋的祕密/2 

自 an-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

確定性和持久

性，會因科學研

究的時空背景不

同而有所變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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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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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 DNA的

發現史，並了

解 DNA的簡易

組成構型，以

完成 DNA 的模

型製作與組

裝。 

2.了解 DNA的

粗萃取原理，

並結合廚房中

的用具、食

材，學習簡單

的 DNA粗萃

取。 

1.藉由科學史，認

識 DNA的發現過

程；並藉由製作

DNA模型，認識

DNA的組成與構

型。 

2.運用廚房中能取

得的用具及食材進

行 DNA的粗萃取，

藉以了解 DNA的細

部組成。 

準備活動： 

課程連結染色體的構成是

由 DNA和蛋白質組成，

並理解 DNA為遺傳物

質。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教師藉科學史說明 DNA

的發現過程。 

2.教師說明 DNA 模型的製

作方式，並進行組裝製

作模型。 

3.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模型

中細部構造，並解釋其

意義。 

4.學生進行分組的模型的

說明與介紹。 

【第二節】 

1.老師先說明 DNA粗萃取

的步驟與操作的基本原

理。 

2.學生進行 DNA 的粗萃取

實驗，並進行簡易保

存。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實驗的意義，並

連結日常生活中的應

用。 

口頭報告： 

A-能清楚正

確說明

DNA的組

成，並回

答教師或

同學提

問。 

B-能在在教

師引導下

說明 DNA

的組成，

並回答教

師或同學

提問。 

C-需要老師

或同學協

助，才能

說明 DNA

的組成。 

實作評量： 

A-能正確操

作實驗過

程，且取

得成品進

行保存。 

B-能正確操

作活動過

DNA模型紙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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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程，但成

品破碎。 

C-活動操作

過程有疏

漏。 

五 性狀調查局/1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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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性狀的調

查與記錄，並

能製作並說明

性狀之族譜樹

狀圖。 

1.調查家人性狀，

並將調查結果製作

成族譜樹狀圖。 

2.能說明解釋其調

查的族譜樹狀圖結

果。 

準備活動： 

教師預先一週請學生調

查家人之性狀，並記錄

結果。 

發展活動： 

1.教師引導學生將性狀調

查結果，製作成族譜樹

狀圖。 

2.結合基因型、表現型與

孟德爾遺傳法則，引導

學生推論說明其族譜樹

狀圖結果。 

學習單： 

A-學習單完

整、正確

回答各部

分問題。 

B-學習單完

整回答各

部分問

題，但有

些回答不

正確。 

C-學習單書

寫不完整

且回答內

容不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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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牛奶怎麼變酸

了/2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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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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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3 --Ⅳ-2 

理解成員特質並

相互學習與合

作。 

1.認識原核生

物的特徵。 

2.認識原核生

物在生活中的

應用。 

1.能以複式顯微觀

察到優酪乳中的乳

酸菌。 

2.能在指導下完成

優格製作。 

3.運用味覺探索不

同優格製造出來的

差異。 

準備活動.: 

由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

物，帶入生物的分類，了

解原核生物在生物分類的

地位。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學生以複式顯微鏡觀察

乳酸菌。 

【第二節】 

學生利用下列操作步驟，

自製優格。 

1.容器滅菌。 

2.將優酪乳倒入容器中。 

3.以小組為單位自製優

格: 

(1)加入三倍的全脂牛

奶。 

(2)放入插電電鍋。 

(3)收拾活動後物品，

請學生 6 小時後領回

自製優格，並完成學

習單。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

勵同學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顯微鏡實作

評量： 

A- 能正確操

作顯微

鏡，並自

行觀察到

標的物。 

B- 能操作顯

微鏡，在

協助下觀

察到目標

物。 

C- 在協助下

操作顯微

鏡，觀察

到目標

物。 

自製優格實

作評量： 

A- 能正確操

作活動過

程，且成

果優格成

固狀。 

B- 能正確操

作活動過

程，但優

教科書、網

路資源、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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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繼續探討，不同比例優酪

乳需凝結時間的差異。 

格未能成

功凝結。 

C- 為能正確

操作活動

過程。 

學習單 

A- 能確實完

成所有紀

錄，且記

錄正確詳

盡。 

B- 能完成所

有紀錄。 

C- 紀錄有疏

漏或缺

失。 



附件 3-3（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並用） 

 

八~

九 

探究酒的美麗

與哀愁/2 

自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

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實驗數

據，進而運用習

得的知識來解釋

論點正確性。 

自 Da-Ⅳ-1 

使用適當的儀器

觀察細胞的型態

與基本構造。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環

境的互動關係及

其淵源。 

1.認識酵母菌

的特徵。 

2.認識酵母菌

在生活中的應

用。 

1.能說出酵母菌的

構造與特徵、特性 

2.能理解發酵作用

的功能。 

3.利用資訊課程收

集其他葡萄酒製作

方式。 

準備活動: 
教師提問「是否聞過葡萄

酒的味道？」，並請學生

描述其氣味，接著再請學

生比較葡萄汁的氣味與葡

萄酒是否相同？請學生思

考為何兩者皆由葡萄製成

卻風味不同，以引導學生

思考發酵作用的功能。 

發展活動: 
【第一節】 

1.請學生查資料說明酵母

菌與人類的歷史。 

2.依據所查資料，分組說

明，葡萄酒釀製的方

法。 

【第二節】 

學生利用下列操作步驟，

自製葡萄酒。 

1.以小組為單位，容器滅

菌。 

2.葡萄洗乾淨並擦乾。 

3.葡萄:糖=4:1 放入罐

中。 

4.蓋上蓋子密封並貼上標

籤。 

總結活動: 

自製葡萄酒

實作評量 

A-能正確操

作活動過

程，且注

意避免微

生物污

染。 

B-能正確操

作活動過

程。 

C-活動操作

過程有疏

漏。 

學習單 

A-能確實完

成所有紀

錄，且記

錄正確詳

盡。 

B-能完成所

有紀錄。 

C-紀錄有疏

漏或缺

失。 

教科書、圖

書館資料、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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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

勵同學利用課餘，可以探

究以不同種類的水果釀酒

產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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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
五 

綠得不一樣/6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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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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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

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

感。 

自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

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探究蕨類植

物、種子植物

的植株構造、

生殖方式及與

人類生活的關

係。 

1.透過觀察不同的

蕨類葉片，了解生

物構造的形態與其

功能有關。 

2.透過觀察蕨類的

原葉體，察覺植物

有性生殖與動物一

樣，需藉由配子的

結合才能完成。 

3.藉由同學口頭分

享的過程，察覺蕨

類與人類生活的相

關性。 

4.透過裸子植物生

殖構造的觀察，察

覺不同植物的生殖

構造有差異。 

5.透過文獻閱讀，

理解不同的生殖構

造與植物生殖成功

的機率有關。 

6. 透過植物形態特

徵的比對，將觀察

的植物歸到適當的

分類群。 

準備活動： 

簡介校園中不同種類的植

物，讓學生認知到植物可

以細分成不同的類群，且

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值得我們仔細探究。 

發展活動： 

【第一節】不同的自己 

1.學生分組至校園尋找海

金沙（蕨類），藉由對

其葉片觀察，了解蕨類

不同部位的葉片有不同

的形態，各組再利用

iPad 搜尋資料，探究不

同的葉片形態與其功能

是否相關，以完成學習

單。 

2.分組利用 iPad搜尋不

同蕨類，各組討論是否

所有蕨類都是羽狀複

葉？哪一種蕨類的葉片

是本組票選的最美蕨

葉？ 

3.各組發表下列題目。 

  (1)海金沙長孢子的葉

子與不長孢子的葉子有

何差異？不同的形態和

它的功能有無關連？ 

觀察評量 

A-學生能掌
握觀察重
點，認真
回答學習
單。 

B-學生有針
對學習單
內容觀
察，並回
答問題。 

C-學生無法
掌握觀察
重點，填
寫學習單
有困難。 

 
口頭分組報
告 

A-能清楚正

確回答教

師提問，

並能發表

自己的看

法及意

見。 
B-能清楚正
確回答教
師提問。 

C-需要老師
或同學協
助，才能
回答教師
提問。 

科學研習月

刊、興大生

命科學實驗

手冊、網路

資源、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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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環

境的互動關係及

其淵源。 

(2)本組的最美蕨葉。 

【第二節】蕨類的兩性世

界 

1.學生分組觀察教師準備

好的蕨類原葉體，並利

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原葉

體上的藏精器及藏卵

器，並將觀察結果畫在

學習單上。（如果無法

找到足量的原葉體，則

以 iPad 搜尋網路圖片進

行觀察比較） 

2.學生分組就觀察結果及

iPad搜尋相關資料，討

論探究影響蕨類有性生

殖的因子。 

3.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第三節】「蕨」食 

1.學生在小組內分享食用

過的蕨類  (如鳥巢蕨、

過貓 ---)  

2.各組利用 iPad搜尋

「可食用的蕨類」，討

論嫩葉與老葉何者才適

合食用？ 

3.各組就討論結果分享適

合食用的蕨類種類及可

食用的部分。 

 
學習單 
A-學習單完

整、正確

回答各部

分問題。 
B-學習單完
整回答各
部分問
題，但有
些回答不
正確。 

C-學習單書
寫不完整
且回答內
容不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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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果然不一樣 

1.教師簡介花 、 果 

實 、種子對被子植物生

殖成功的重要性。 

2.學生分組，就學習單內

容討論裸子植物的生殖

構造，比較其與被子植

物生殖構造的差異，完

成學習單。 

【第五節】校園植物大搜

查一 

1.進行校園局部區域的植

物普查。 

【第六節】校園植物大搜

查二 

1.請各組學生根據上一節

課普查結果，討論、比

較校園中蘚苔、蕨類、

裸子和 被子植物的種類

多寡及棲地特性，完成

學習單。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

勵同學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繼續觀察各式各樣不同的

植物，感受校園的植物相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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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二
十 

開箱中興/5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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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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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tr-Ⅳ-1  

 

1.培養動物觀察的

要領，並利用圖鑑

或網路資源 辨識

校園常見動物。 

2.培養生物觀察與

記錄的要領。 

3.能學會辨識校園

中常見的生態入侵

種(小花蔓澤蘭、

福壽螺、白尾八

哥…)。 

4.透過校鳥選拔認

識校園常見鳥類及

欣賞校園生態之

美。 

準備活動： 

簡介中興校園景點，再說

明接下來的課程要進行校

園生態的觀察與探究。 

發展活動： 

【第一節】校園動物觀察 

全班進行分組，各祖先討

論欲觀察的動物類群，接

著實際進行校園觀察，並

利用 iPad 或數位相機進

行影像紀錄及生物辨識。 

【第二節】校園外來種生

物的危害 

學生針對上週觀察所得紀

錄，分組討論並搜尋各生

物資料，判斷校園中有無

外來種及其可能的危害。 

【第三、四節】校園動物

請各組製作投影片，向全

班介紹其觀察的動物特

徵、棲息環境，食性。 

，並分組上台報告。 

【第五節】校園吉祥物選

拔 

針對前兩週分組報告內

容，請各組提出每一組的

候選動物，由全班投票選

觀察評量： 
A-學生能掌

握觀察重
點，認真
回答學習
單。 

B-學生有針
對學習單
內容觀
察，並回
答問題。 

C-學生無法
掌握觀察
重點，填
寫學習單
有困難。 

 
口頭分組報
告： 

A-能清楚正

確回答教

師提問，

並能發表

自己的看

法及意

見。 
B-能清楚正
確回答教
師提問。 

C-需要老師
或同學協
助，才能
回答教師
提問。 

圖鑑及網路

資源、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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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學習表現 

須選用正確學習

階段之 2以上領

域，請完整寫出

「領域名稱+數字

編碼+內容」 

學習內容 
可學校自訂 

若參考領綱，必

須至少 2領域以

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教材 

學習資源 
自選/編教材

須經課發會審

查通過 

週

次 

單元名稱/節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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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 2c-Ⅳ-2 

表現利他合群的

態度，與他人理

性溝通與和諧互

動。 

社 2b-Ⅳ-3 

重視環境倫理，

並願意維護生態

的多樣性。 

出各班心目中的校園吉祥

物。 

總結活動： 

教師總結活動重點，並鼓

勵同學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繼續觀察各式各樣不同的

動物。 

。 
學習單： 
A-學習單完

整、正確

回答各部

分問題。 
B-學習單完
整回答各
部分問
題，但有
些回答不
正確。 

C-學習單書
寫不完整
且回答內
容不正
確。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依課程設計理念，可採擇高度相關之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或各領域/科目核心素養，以敘寫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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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表格舉例係以一至四年級為例，倘五至六年級欲辦理十二年國教之彈性課程者，其上課『節數』請依照「九年

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填寫。 

4.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