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配頁碼 
P.

1-1 探究自然的方法

1-2 生命現象與生物圈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活動1-1 觀察生物的工具

1-4 細胞的形態與構造
      活動1-2 細胞的觀察 

生活情境小劇場-「生命」是什麼？
科學漫遊-細胞的發現
第1章習題

第1章 生命的發現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搭配課本 P.

生物圈中有各種生物，那生物體又

是由什麼組成的？

21



搭配課本 P.

• 發明顯微鏡之後

21

🡺科學家可以觀察生物體的微小構造
動畫

1-3前言

顯微鏡下的
蒼蠅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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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科學家虎克

（Robert Hooke, 
1635 ～ 1703）

21

    虎克自製顯微鏡示意圖

圖1-6
虎克利用顯微鏡觀察
軟木薄片與手繪紀錄

A

YouTube
細胞發現與細胞學說的科學
史

• 自製顯微鏡

https://youtu.be/34Uv6F5h3Bk?list=PLXB1nfq4ZSLkMx7wL-y70CB1AbDZiNbQ2


搭配課本 P.

• 虎克觀察軟木薄

片，看見格狀構

造稱為　　（cell）

這些一格一格

的就是細胞本

身嗎？

21

圖1-6
虎克觀察軟木薄片的
手繪影像紀錄

B

細胞



搭配課本 P.

• 虎克觀察到的這

些格狀構造

21

圖1-6
虎克觀察軟木薄片的
手繪影像紀錄

B

🡺其實是植物細胞

死亡後所留下的

構造（細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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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克是第一位描述生物細胞的科學家

• 之後科學家陸續證實動、植物皆由細

胞所組成，確認「細胞是生物體構造與

功能的基本單位」

• 最後形成了細胞學說

21



下列有關虎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虎克觀察軟木切片，提出細胞學說　
(B)細胞學說認為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的單位是
細胞　
(C)虎克使用的顯微鏡是複式顯微鏡，有物鏡與目
鏡　
(D)虎克觀察到的細胞，僅剩細胞壁。



17世紀

細胞學說

▪ 後來的科學家們陸續發現其他生物也都是由細胞組成，
於是歸納出細胞學說，認為生物體都是由細胞所組成
的。

▪ 也就是說，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19世紀

許來登 許旺虎克



知識快遞

德國的植物學家許來登和動物學家許旺分別於植物和動
物體內發現細胞，因而提出生物皆由細胞組成的想法，成
為現今細胞學說的雛形。

許來登
Matthias  J. Schleiden
西元1804～1881年

許旺
Theodor  Schwann
西元1810～1882年

提出植物體
由細胞組成

提出動物體
由細胞組成



1. 科學家虎克當初利用自製顯微鏡觀察的細胞屬
於何種細胞?
(A)活的植物細胞 (B)死的植物細胞 (C)活的動物細
胞 (D)死的動物細胞

2下列選項中所舉出的例子,何項均是由細胞所構
成?
(A)風車草、青蛙 (B)豆漿、燒餅 (C)蜂蜜、黑糖漿 
(D)石塊、砂粒



下列有關「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A)虎克
觀察的 軟木栓薄片，其中蜂窩狀的小格子是由
完整的細胞所組成 (B)虎克是第一位描述細胞
的科學家 (C)動、植物體的基本構造是粒線體 
(D)虎克觀察細胞的工具為放大鏡 



下列有關虎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虎克觀察軟木切片，提出細胞學說　
(B)細胞學說認為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的單位是
細胞　
(C)虎克使用的顯微鏡是複式顯微鏡，有物鏡與目
鏡　
(D)虎克觀察到的細胞，僅剩細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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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生物的工具

活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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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筒
旋轉盤
更換物鏡

物鏡
放大物體影像

玻片夾
固定玻片

載物臺
放置標本

目鏡
放大物體影像

粗調節輪
大幅調整標本和物
鏡的距離，使影像
清晰

鏡座

細調節輪
小幅調整標本
和物鏡的距離
，使影像清晰

光圈
調節通過的光線

光源

複式顯微鏡的構造與功能
※ 我們通常以「×」代表顯微鏡的放大倍率，例如： 4×
的物鏡代表放大倍率為 4倍。

鏡臂

23影片 複式顯微鏡的使用方
式

光源調整鈕
YouTube 複式顯微鏡操作

https://youtu.be/7reBPZIShS4?list=PLXB1nfq4ZSLkMx7wL-y70CB1AbDZiNbQ2


搭配課本 P.

實驗
結果

目鏡

物鏡

粗調
節輪

光圈

光源
細調
節輪

1.請寫出複式顯微鏡的
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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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物體影像的構造

23

• 目鏡鏡頭愈            ，
     倍率愈大 

• 物鏡鏡頭愈             ，
    倍率愈大 

短   長

• 放大倍率 ＝目鏡倍率 × 物鏡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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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視野清晰度的構造

23

• 可調整標本和物鏡的距離，使影像清晰

• 粗調節輪調整範圍較            ，細調節輪調整範圍較大   小

• 部分機型的粗、細調節輪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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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視野亮度的構造

23

• 光源：提供光線 • 光圈：調節光線強弱。

• 部分機型的光源為反光鏡

反光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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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倍100X

高倍4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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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倍

高倍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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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低倍率物鏡 高倍率物鏡

物鏡長度

視野範圍大小

視野亮度

使用光圈

3. 複式顯微鏡下，高、低倍率物鏡比較

36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長短

窄小寬廣

暗亮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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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低倍率物鏡 高倍率物鏡

影像大小

調節輪使用

3. 複式顯微鏡下，高、低倍率物鏡比較

36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大小

細調節輪先粗再細

QQ快答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jna7qqp21


搭配課本 P.
【104會考】

如附圖所示，甲、乙為一臺複式顯微鏡上兩種不同倍率的物鏡。小
閔使用此顯微鏡觀察口腔皮膜細胞，他按照使用顯微鏡的標準步
驟依序開始操作，有關物鏡的轉換及視野亮度的變化，下列敘述
何者最合理？
(A)先用甲再轉換到乙，視野亮度變暗
(B)先用甲再轉換到乙，視野亮度變亮
(C)先用乙再轉換到甲，視野亮度變暗
(D)先用乙再轉換到甲，視野亮度變亮。

(A)。
觀察時應先使用低倍率物鏡(甲)尋找目標物，再使用高倍率
物鏡(乙)進行細部的觀察，且放大倍率越大，視野亮度越暗。

甲 乙

低倍率物鏡

高倍率物鏡



搭配課本 P.
【105會考】

甲、乙及丙為一臺複式顯微鏡上三種不同倍率的物鏡，其外型如
附圖所示。

甲 乙 丙

複式、解剖顯微鏡功能評量



搭配課本 P.
【105會考】

小柏使用此顯微鏡觀察植物細胞，他利用乙物鏡觀察後，再轉換
另一物鏡，結果視野下的細胞數目減少，有關他轉換後的物鏡及
其視野範圍的變化，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視野範圍放大
(B)甲，視野範圍縮小
(C)丙，視野範圍放大
(D)丙，視野範圍縮小。

(D)。
放大倍率越大，視野下細胞數目越少，視野範圍也會越小。又
物鏡越長，放大倍率越大，可知是由乙物鏡轉換為丙物鏡。

甲 乙 丙



搭配課本 P.

眼焦調整器
調整一眼焦距

解剖顯微鏡的構造與功能

眼距調整器
調整目鏡之間距離

物鏡
放大物體影像

上光源
提供光線

載物板
放置觀測物

目鏡
放大物體影像

調節輪
移動鏡體，使影像清
晰

鏡柱

26

光源開關

鏡座

倍率調整輪

固定夾

YouTube 解剖顯微鏡操作

https://youtu.be/UifbhpOX9g0?list=PLXB1nfq4ZSLkMx7wL-y70CB1AbDZiNb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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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物板的種類

26

• 建議觀測物為
淺色時使用

• 建議觀測物為
深色時使用

• 可透光，利用下光
源觀測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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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倍率 ＝
     目鏡倍率 × 物鏡倍率

放大物體影像的構造

27

放大物體影像的構造

• 調整右眼焦距，
    使雙眼焦距一致。

• 調整目鏡距離，
    使雙眼視野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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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視野清晰度的構造

27

• 移動鏡體，調整物鏡與載物板間的距
離

調整視野亮度的構造

調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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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模糊→調節  細調節輪  

像太小→調旋轉盤換 高 倍物鏡



搭配課本 P.

視野太暗→調整光圈與反光
鏡



搭配課本 P.

物體太偏左→  向左  移載玻片

上半亮下半暗→調整反光鏡



搭配課本 P.

複式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

視野成像

玻片上的實
際位置

若在玻片上寫上d，則視野中看到?

? ?

答案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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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式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

視野成像與實際物體方向為

上下相反、左右顛倒

視野成像與實際物體方向為

上下和左右都相同

視野成像

玻片上的實
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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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課本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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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課本 P.



搭配課本 P.

1用複式顯微鏡作觀察，用5倍物鏡看見的影像
如附圖所示，相同標本若換成目鏡倍率相同的
解剖顯微鏡，以20倍物鏡觀察，則最可能會看
到下列哪一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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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顯微鏡使用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拿取顯微鏡時，僅需以單手緊握住鏡臂　
(B)觀察樣本時可閉上一眼，僅以單眼觀察 
(C)使用低倍鏡時，可轉動調節輪以調整焦距　
(D)若光線不足時，可轉換至高倍鏡可提高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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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有下列何種特性的標本較適合使用解剖顯微
鏡來觀察？　
(A)單層表皮細胞　 (B)透光的組織薄片　
(C)立體的生物標本　 (D)水中小生物。

(A)拿取顯微鏡時，僅需以單手緊握住鏡臂　
(B)觀察樣本時可閉上一眼，僅以單眼觀察 
(C)使用低倍鏡時，可轉動調節輪以調整焦距　
(D)若光線不足時，可轉換至高倍鏡可提高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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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適合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 
 (A)螞蟻的觸角 (B)人的口腔皮膜細胞 
 (C)細菌             (D)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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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時發現，眼蟲往右上
方緩緩運動， 此時小嘉要往哪一個方向慢
慢的移動玻片標 本，讓眼蟲來到視野的中
央？ (A)右上方 (B)右下方 (C)左上方 (D)
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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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列哪一種放大倍率下，所能觀察到的細
胞數目最 多？ 
(A)10×4 (B)15×4 (C)10×10 (D)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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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水中小生物運動速度較快，不容易觀察，則
應該 要如何處理，才可以較容易觀察到？ (A)將
倍率 10×10 改為 10×40 (B)將倍率 10×10 改為 
10×4 (C)由小光圈換為大光 圈 (D)減慢移動玻片
的速度 



搭配課本 P.

實驗
結果

直接觀察 以低倍率物鏡觀察 以高倍率物鏡觀察

放大倍率： 　　　倍 放大倍率： 　　　倍

2.請畫出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字母「DF」。

DF

40 100



搭配課本 P.

分析
結果

1.使用顯微鏡時，若調整光圈，所觀察到的影
像有何不同？若切換物鏡倍率，所觀察到的
影像有何不同？

構造 處理方式 影像描述

光圈
調小 視野亮度會________
調大 視野亮度會________

物鏡

低倍率
影像較小，亮度較_____，
視野範圍_______

高倍率
影像較大，亮度較_____，
視野範圍_______

變暗

變亮

亮

較大

暗
較小



搭配課本 P.

分析
結果

2.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字母時，有哪些方法可
以讓字母看起來更清楚？

(1)可調整           ，使入光量適中。

(2)可轉動                 ，調整載物臺高度使
影像清楚。

(3)將     擦拭乾淨。

反光鏡或光圈

粗調節輪與細調節輪

鏡頭



搭配課本 P.

分析
結果

3.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字母時，視野下所看到
的字母與原本的字母有何差異？

發現字母會上下     、左右     ，且影像    。顛倒 相反

放大



搭配課本 P.

分析
結果

4. 若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一寫有「ap」的玻片
（如下圖所示），請推論並畫下其觀察的結
果會是如何？

我的推論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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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發現

說明

1. 細胞的發現與特色

36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虎克自製顯微鏡觀察軟木塞，將所看
見一格一格的構造，稱之為「細胞」

生物體構造與功能的基本單位



搭配課本 P.

重點整理

複式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

觀測物與
影像關係

成像

2. 複式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的比較

36

1-3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平面反像

與觀測物
方向相同

立體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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