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興國中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 

公開授課 

年  班 
  七年二班 

公開授課 

教   師 
吳炳連 

公開授課 

科  目 
自然 

公開授課 

日   期 
10/21 

公開授課 

時  間 
10:20-11:05 

教材來源 

審定本教科書、 

網路教學資源 

第?節 / 總節數 第 2節/2節 

授課單元

名  稱 
跨科—水中生物 

教學目標 

分段能力指標 

1-4-1-1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感覺到它有因果關係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4 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為新的現象被發現或新的

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審視爭議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一通性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解決策略的習慣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教學目標 

1-1 了解細胞是生物生命的基本單位。 

1-2 能說出細胞的發現者和細胞學說的內容。 

1-3 使學生了解動、植物細胞的各種構造，並辨認各種胞器的構造，說出其功

能。 

1-4 能正確的操作複式顯微鏡，藉由活動 2-3 實際觀察動、植物細胞的差異。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評量方式 



一、準備活動 

(一) 研讀細胞的發現歷史﹑細胞的基本結構及種類之相關教學資料。 

(二) 蒐集所需教學資源：影片、圖片、案例。 

(三) 設計教學內容/活動、實驗紀錄單與學習單、作業與評量試(卷)。 

 

〔第一節〕 

1.播放各種顯微攝影的錄影帶或光碟片，看見生物體的內部構造以引起

動機。並利用延伸閱讀講述虎克生平，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2.以[細胞模式掛圖]介紹動、植物細胞的構造及其功能。使學習者了解

細胞的基本結構與形態，以及植物細胞與動物細胞的異同。 

A.細胞膜可用的比喻： 

(1)水球的橡膠膜，具彈性可維持水球的形狀。 

(2)細胞膜控制細胞物質進出的特性，就像是動物園的出入口，可藉由

守門員管制遊客進出園區。 

B.細胞核的比喻： 電腦的 CPU，具有指揮其他部位的功能。 

C.細胞質的比喻：水果果凍的膠質中散布著各種水果粒（胞器）。 

D.胞器的比喻： 

(1)胞器就像是一棟房子（細胞）中的許多小房間，在不同的隔間中，

分別進行不同的功能。 

(2)液胞是細胞中的儲藏庫。 

(3)粒線體像是細胞中的發電廠，是細胞行呼吸作用、產生能量的場

所。 

E.植物體具有細胞壁、葉綠體及較大型的液胞等特殊構造。細胞和細胞

壁的關係，就好像將氣球放在瓶中，瓶子可以維持氣球形狀。 

 

〔第二節〕  

1.藉由活動 2-3「動、植物細胞的觀察」，觀察並比較不同細胞的構造、

形態與功能，了解生命的共通性與歧異性。 

2.將學生分組（2人為一組）以利課程進行。 

3.提醒學生光線太暗不易看清楚目標；光線太亮眼睛容易疲勞。所以適

當的入光量相當重要。眼睛疲勞時，應暫停觀察，稍加休息後再續。 

4.慣用右手拿筆的學生，應練習張開右眼，以左眼觀察玻片標本，右手

記錄，不須將雙眼移開目鏡；而慣用左手的學生，則反之。 

5.轉動旋轉盤將物鏡切換至高倍時，應從側面觀看，避免高倍物鏡接觸

到玻片標本。 

6.學校所使用的顯微鏡，大都是等焦距的顯微鏡，低倍物鏡與高倍物鏡

的焦距相等，所以轉換物鏡時，不須大幅度調整焦距，只須轉動細調

節輪，微調顯微鏡的焦距即可。 

7.選取動植物標本數種，除了容易觀察到典型的植物細胞特徵外，另一

個原因是容易操作。 

8.觀察植物細胞排列緊密、形狀規則的特性，但看不到葉綠體，藉此 

結果可向學生說明葉綠體並非分布於整株植物體中。在活動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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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活動紀錄表 

 

 

 

 

 

 

 

 



亦可要求學生如果觀察到目標物，隨時舉手請教師過去，以確定學生

觀察的目標是否正確，並藉此評量學生是否學會使用顯微鏡。 

9.觀察校園蘚苔標本，很容易觀察到水中微生物。教師可提醒學生觀察

生物移動的部份，這樣比較容易看到生物在水中的分布情形，並有機

會見到流動的樣態。 

10.讓學生畫出簡單的動、植物細胞，標明內部構造，並比較動、植物

細胞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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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學習單  

   年   班   號 姓名         .  

一、 動、植物細胞圖，請將正確的名詞填入圖中：  

 

 

 

 

 

 

 

 

活動紀錄單  

  

二、   動物細胞與植物細胞的差異：   

細胞種類   

構造   

動物   植物   

細胞膜       

細胞質       

細胞核       

粒線體       

葉綠體       

液胞       

細胞壁       

  
： 

  



   年     班     號 姓名            .  

一﹑複式顯微鏡圖，請將正確的名詞填入圖中：  

  

  

二﹑請畫出數個你所看到的標本觀察樣態，並寫出觀察心得。  

  

  

  

  

 

 

 

   

三﹑請畫出數個你觀察到的校園水中微生物，並標示出顯微鏡的放大倍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