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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嘉義縣朴子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優資源班第一二學期 自然領域 H 組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   何淑貞 （表十二之三）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參考教材：自然科學 (翰林)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外加 1 節  ■抽離 3 節      

三、教學對象：數理類 7 年級共   人   四、核心素養﹑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調整後領綱學習表現 調整後領綱學習內容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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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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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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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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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新的

模型、成品或結果。 

(調整後：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學問題的

成因，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概念，提出解決

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並在引導下以創新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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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進而以團體或個人方式設計新的科學探

索活動)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

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抱持合理的懷疑態 

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

解釋。 

1.生命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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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廣：認識手機顯微鏡，並能獨立操

作手機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細胞、最古

老的化石) 

(加深：能了解溶體、內質網、核糖

體、高基氏體等胞器的功能、認識半

自主胞器包含粒腺體及葉綠體) 

Da-Ⅳ-2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

位。 

(加深：細胞的跨膜運輸、主動與被動

運輸之比較) 

2.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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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能對動植物細 

  胞構造、養分、物質  

  運輸、神經系統與內 

  分泌系統的協調作 

  用、恆定性、生殖、 

  遺傳、演化與生物的 

  分類等內容有深入的 

  了解與加深加廣的學 

  習。 

2.學生能熟練操作實驗 

  器材，進行課程內實 

  驗，並在教師引導下 

  以創新方式改善實 

  驗，或設計新的科 

  學探索活動。 

3.能主動察覺自然科學 

  問題，將知識與生活 

  連結，建構自然科學 

  基本素養。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觀察評量 

演示評量 

作業單 

檔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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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情-J-B2 思辨人與科技、資

訊、媒體的互動關係，善用科技

與媒體資訊有效處理生活問

題。 

特情-J-C2 了解自己對家人、

同儕的影響，具備理解他人立

場的能力，參與各類團體活動，

與團隊成員合作及和諧互動。 

 

 

(調整後：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資料

的解釋並能提出適切合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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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在時，能分辨並擇

定優先重要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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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在教師的引導下；規劃最佳化的探究活

動或問題解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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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能嘗試以創新方式改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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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光合作用的兩個階段-光反應

與碳反應、光合色素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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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能量貨幣 ATP、ATP與 ADP 循

環、合成與分解反應的比較) 

(加廣：脂溶性養分與運輸方式、乳糜

管功能) 

3.生物的運輸與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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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廣：冠狀動脈循環、心搏的三個階

段) 

Dc-Ⅳ-3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禦系

統，能阻止外來物，例如：細菌的侵

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一步產生免疫

作用。 

(加深：體液免疫與細胞免疫之比較、

B 細胞與 T 細胞之功能) 

4.生物的協調作用 

4. 培養自然科學的觀點 

  和思維方式，增進創 

  造與批判性等高層次 

  思考能力，並應用於 

  自然課程中，進而能 

  理解與判斷科學新聞   

  或資料中相關之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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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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獨立思考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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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較為自主的)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

得成就感。 

(調整後：透過成功的問題解決經驗獲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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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後：並欣賞科學的重要性。 

特情 3a-IV-1 運用合宜方式表達意見與感受。 

特情 4c-IV-4 能與同儕合作學習。 

特情 4c-IV-5 能與同儕良性競爭共同成長。 

特情 4d-IV-3 認識本土及全球的多元文化與相對

價值觀。 

Dc-Ⅳ-1人體的神經系統能察覺環境

的變動並產生反應。 

(加廣：動物的神經系統、癢、辣等複

雜感覺、消化性潰瘍、漸凍人與運動

神經元) 

(加深：樹突與軸突、間腦與下視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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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廣：呆小症、褪黑激素) 

5.生物體的恆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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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深：腎臟的功能、腎小球的構造與

作用) 

(加廣：支氣管炎的認識) 

6.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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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狀和親代差異大。 

(加深：DNA 的結構、細胞週期) 

(加廣：精子與卵的形成、月經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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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Ⅳ-7 花的構造中，雄蕊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粒，花粉粒內有精細胞；雌

蕊的子房內有胚珠，胚珠內有卵細

胞。 

(加深：了解被子植物的雙重受精及其

意義) 

(加廣：瀕危加州禿鷹的無性生殖、無

性生殖的海參) 

7.遺傳 

Ga-Ⅳ-6 孟德爾遺傳研究的科學史 

(加深：了解孟德爾分離律及獨立分配

律及其應用) 

(加廣：中間型遺傳的應用、多基因遺

傳探究活動) 

Ga-Ⅳ-5 生物技術的進步，有助於解

決農業、食品、能源、醫藥，以及環

境相關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新問

題。 

(加深：認識並了解 CRISPR/CAS9 基因

編輯技術，並進行科普閱讀活動) 

Ga-Ⅳ-4 遺傳物質會發生變異，其變

異可能造成性狀的改變，若變異發生

在生殖細胞可遺傳到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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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解基因突變的種類、癌症的

成因) 

(加廣：亨丁頓氏舞蹈症、蠶豆症、地

中海型貧血、基因工程) 

8.地球上的生物 

Gb-Ⅳ-1從地層中發現的化石，可以

知道地球上曾經存在許多的生物，但

有些生物已經消失了，例如：三葉

蟲、恐龍等。 

(加深：演化證據、絕對地質年代) 

(加廣：用進廢退說、天擇說、化石的

種類、馬的演化方向、性擇理論) 

Gc-Ⅳ-1依據生物形態與構造的特

徵，可以將生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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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廣：校園植物探索、昆蟲生活史、

卵生哺乳類) 

9.生態系、生物與環境 

(加廣：交互作用關係圖、氮循環、仿

生應用活動、蜜蜂消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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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僅列出加深加廣課程，課內進度請參閱普通班課程計畫)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1-4週 生命的特徵(加深加廣)  

1.認識並能獨立操作手機顯微鏡；手機顯微鏡應用於 

  動植物細胞的觀察。(加廣)(科技) 

2.科學閱讀：最古老的化石。(加廣)(閱讀素養)  

3.了解細胞的跨膜運輸包括主動與被動運輸，並能比 

  較兩者的差異性。(加深) 

4.科學閱讀：虎克與細胞學說(加廣)(閱讀素養)  

5.認識並了解細胞內其他胞器的重要功能，包含溶 

  體、內質網、核糖體、高基氏體。(加深) 

6.認識半自主胞器擁有自身的遺傳物質DNA及核糖體。 

  (加深) 

1. 學生學習使用手機微距鏡及手機顯微鏡，並能獨

立操作，應用於觀察動植物細胞，還能以拍照及

錄影的方式更方便記錄觀察結果。 

2.學生從科學閱讀中認識最古老的化石-藍菌。 

3.說明不同物質進出細胞膜的方式，讓學生進一步了 

  解主動運輸與被動運輸的差異性，及是否需要耗 

  能。 

4.學生由科學閱讀中認識虎克生平，並了解細胞學說 

  的重要內容。 

5.延伸介紹細胞中的重要胞器，如溶體、內質網、核 

  糖體、高基氏體，並學習並了解各種胞器之重要性 

  及其功能。 

6.介紹半自主胞器是細胞中可以自行合成蛋白質的胞 

  器，目前已知的半自主胞器有粒線體及葉綠體。 

第5-8週 養分(加深加廣) 

1.進一步了解光合作用包含光反應與碳反應兩個階 

  段，並比較兩者差異性。(加深) 

2.認識光合色素的種類。(加深) 

3.能知道水溶性與脂溶性養分的不同，脂溶性養分由 

  乳糜管運輸，並了解脂溶性養分的運輸途徑。(加 

  深、加廣) 

1.說明光合作用包含光反應及碳反應，並比較兩者之 

  差異性，並介紹葉綠體以外的光合色素。 

2.說明養分有水溶性及脂溶性，介紹其運輸方式的不 

  同。 

3.介紹細胞內能量傳遞的「能量貨幣」ATP。並說明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能量的獲得與轉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DN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A0%B8%E7%B3%96%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B0%E8%83%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B%E7%99%BD%E8%B3%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92%E7%B7%9A%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89%E7%B6%A0%E9%AB%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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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細胞能量貨幣 ATP及 ATP與 ADP的循環概念， 

  並能應用於合成與分解反應中。(加深) 

4.科學閱讀：消化性潰瘍。(加廣)(閱讀素養) 

4.學生由科學閱讀中了解消化性潰瘍疾病。 

第9-12週 
生物的運輸與防禦(加深加

廣) 

1.能了解膨壓變化與氣孔開閉之關聯性。(加廣) 

2.科學閱讀：蒸散作用的機制。(加廣)(閱讀素養) 

3.能了解心搏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及各階段心房心室 

  的變化。(加廣) 

4.認識抗體、抗原、T細胞與 B細胞，並知道體液免 

  疫與細胞與細胞免疫的不同。(加深) 

5.科學閱讀：冠狀動脈與心肌梗塞。(加廣)(閱讀素 

  養) 

1.說明水分多寡造成澎壓變化，並影響氣孔的開閉。 

2.讓學生分組探討影響蒸散作用受環境中的光、濕 

  度、溫度、風速等的各種條件與因素之影響。   

3.延伸介紹心搏的過程的 3個 step。 

4.說明抗原與抗體的定義，及介紹免疫系統中淋巴循 

  環扮演的角色，並知道 B細胞與 T 細胞之功能，及 

  其防禦機制。 

5.學生由科學閱讀中了解冠狀動脈的重要性及心肌梗 

  塞的成因。 

第13-16週 
生物的協調作用(加深加

廣) 

1.認識動物神經系統的差異性。(加廣) 

2.了解「癢」、「辣」等複雜感覺的成因。(加廣) 

3.認識間腦與下視丘及其所控制及調節的反應。(加 

  深) 

4.知道神經纖維包含樹突與軸突及其功能。(加深) 

5.科學閱讀：漸凍人與運動神經元。(加廣)(閱讀素 

  養) 

6.科學閱讀：呆小症。(加廣)(閱讀素養) 

7.科學閱讀：褪黑激素。(加廣)(閱讀素養) 

1.介紹生物神經系統的差異性。 

2.由新聞影片導入，介紹較複雜的感覺如「癢」、 

 「辣」，讓學生討論其成因。 

3.神經纖維構造的延深講解。 

4.學生由科學閱讀認識漸凍人是其運動神經元受損所 

  引起的疾病。 

5.由科學閱讀中認識呆小症與生長激素不足的關係。 

6.學生由科學閱讀中了解褪黑激素與睡眠之關係。 

第17-20週 
生物體的恆定性(加深加

廣) 

1.認識體溫調節中樞下視丘及體溫調節的機制。(加 

  深) 

2.科學閱讀：春化素、開花素與光照黑暗交替。(加 

1.介紹下視丘的功能，及其與恆定性的關係。  

2.學生由科學閱讀中了解植物開花的開花可能受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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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閱讀素養) 

3.了解腎臟有排除代謝廢物、調解體內水分、電解 

  質、酸鹼平衡等重要功能。(加深) 

4.認識腎小球的構造與作用。(加深) 

5.科學閱讀：支氣管炎。(加廣)(閱讀素養) 

  素、開花素與光照黑暗交替的影響。 

3.介紹腎臟在身體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了解腎小球的 

  構造與功能。 

4.學生由科學閱讀中認識支氣管炎疾病。 

 
第二學期   

(※僅列出加深加廣課程，課內進度請參閱普通班課程計畫) 

教學進度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第 1-7週 生殖(加深加廣)  

1.認識精子與卵形成過程的差異性、月經週期。(加

廣) 

2.了解去氧核醣核酸 DNA的結構，及含氮鹼基配對方 

  式。(加深) 

3.了解細胞週期包含 G1、S、G2、M，及各階段的流 

  程及其重要性。(加深)(閱讀素養) 

4.科學閱讀：無性生殖的海參由科學閱讀。(加廣)   

5.認識並理解開花植物的雙重受精過程，及其在植物 

  界中的特殊性。(加深) 

6.科學時事：瀕危加州禿鷹可無性生殖(2021年)(環 

  境) 

7.學習孟德爾的分離率及獨立分配律，並以實例說 

  明‧(加深) 

9.學習中間型遺傳其基因型組合為異型合子，並以實 

  例說明。 (加廣) 

1.延伸減數分裂概念，說明一個母細胞產生的精子有 

   4個，但卵子只有一個，並讓學生了解形成卵子 

   的各個階段時期。 

2.應用影片讓學生對 DNA的結構有基本概念，再輔以 

  說明解釋。 

3.利用閱讀活動讓學生理解有絲分裂的期程及各階段 

  的工作內容。 

4.學生由科學閱讀認識世界上僅有的 6種無性生殖海 

  參及其無性生殖的方式。 

5.由課本圖片延伸，並利用 PPT說明開花植物雙重受 

   精過程及其重要性。 

6.藉由科學時事，與學生討論瀕危加州禿鷹出現罕見 

  無性生殖所代表的意義。 

7.孟德爾遺傳法則的加深學習，認識孟德爾的分離率 

  及獨立分配律，並能應用於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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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介紹中間型遺傳其基因型組合為異型合子，並以實   

  例說明之。 

第 8-13週 遺傳(加深加廣)  

1.介紹基因編輯技術，及其在疾病上的應用。(加深) 

2.探討基因編輯技術用在人體上可能會面臨的人倫道 

  德問題，並完成基因編輯技術閱讀活動。(加廣) 

3.學習基因突變的種類及其產生突變的原因。(加廣) 

4.認識癌症的成因。(加廣) 

5.認識多基因遺傳，並以兩個基因遺傳為例，進行探 

  究活動。(加廣) 

6.科學閱讀：亨丁頓氏舞蹈症、基因工程。(加廣)(閱 

  讀素養) 

1.介紹 CRISPR/CAS9的基因編輯技術，讓學生有初步    

  概念。 

2.以新聞實例讓學生分組討論，發想基因編輯技術的 

  優缺點，及其可能面臨的人倫道德問題，並完成閱 

  讀學習單。 

3.介紹基因突變種類及其產生之原因。 

4.了解癌症的成因大部分來自基因突變。 

5.由單基因遺傳延伸至多基因遺傳，並以引導的方式 

  讓學生設計實驗，並獨立進行兩個基因遺傳的探究 

  活動。 

6.學生由科學閱讀中了解各種遺傳疾病，如亨丁頓氏 

  舞蹈症。 

第 14-17 週 地球上的生物(加深加廣) 

1.了解拉馬克用進廢退說及達爾文天擇說之內容及適 

  用性。(加廣) 

2.了解化石的種類包含實體化石與模鑄化石。(加廣) 

3.由一系列馬的化石認識馬的演化方向。(加廣) 

4.科學閱讀：了解「性擇」理論。(加廣)(閱讀素養) 

5.了解演化證據包含化石、內部構造、胚胎發育及遺 

  傳基因等。(加深) 

6.了解放射性同位素可測得絕對地質年代。(加深) 

1.演化論的加廣介紹，包括拉馬克及達爾文的學說。 

2.化石種類的延伸講解。 

3.馬化石的延伸說明，讓學生能認識一系列馬的構造   

  演化方向。 

4.學生由科學閱讀了解「性擇」理論。 

5.除了化石為外，延伸介紹內部構造、胚胎發育、遺 

  傳基因等演化證據。 

6.說明相對與絕對地質年代的差異性，並介紹放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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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學閱讀：臺灣獼猴、噬血症候群、根瘤菌 

  等。(加廣)(閱讀素養) 

9.校園植物探索活動。(加廣) 

10.認識昆蟲的生活史包括完全變態、不完全變態與 

   無變態等。(加廣) 

11.了解哺乳類依生殖方式可分為卵生、有袋類及胎 

   生。(加廣) 

12.科學閱讀：認識珊瑚白化成因，及水蛭、海鬣蜥等 

  生物之特性。(加廣)(閱讀素養) 

  同位素應用於地質年代。 

7 學生由科學閱讀了解臺灣獼猴、噬血症候群、根瘤 

  菌等生物的特色。 

8.科學閱讀：達爾文天擇說、「性擇」理論。 

9.藉由校園植物實地訪查，讓學生認識南洋杉、龍柏 

  等裸子植物；並比較單子葉與雙子葉植物特徵之不 

  同。 

10.昆蟲史的延伸說明，包括完全變態、不完全變態 

   與無變態等，並以實例說明。 

第 18-20 週 
生態系、生物與環境(加深

加廣) 

1.學習生物之間的交互關係，並了解交互關係圖代表 

  的意涵。(加廣) 

2.科學閱讀：了解菌根菌、熱帶雨林、地衣。(加 

  廣)(閱讀素養) 

3.認識閃電與微生物固氮作用，及微生物在氮循環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加廣)(環境) 

4.仿生應用主題：學生能由活動中了解仿生的意義及 

  其對人類的影響，進而思考自己想要仿生的對象與 

  原因。(加廣)(環境) 

6.消失的蜜蜂：由蜜蜂消失議題，讓學生思考物種的 

  消失可能對整個生物圈造成的巨大影響。(加廣)(環 

  境) 

1 生物交互作用的延伸課程，交互作用關係圖的介 

 紹。 

2.學生藉由科學閱讀了解菌根菌、熱帶雨林、地衣等 

  生物的特色。 

3.氮循環的流程及其重要性的介紹，並讓學生探討微 

  生物在其中的重要性。 

4.進行仿生應用主題，讓學生由活動中了解仿生的意 

  義及其對人類的影響，並完成仿生學習單。 

5.由蜜蜂消失議題，讓學生思考物種的消失可能對整 

  個生物圈造成的巨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