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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壇國中公開觀課—生物技術 

課程形式 

■單一領域：自然 

□同領域跨科 

□不同領域跨科 

相關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

/新住民語文□第二外國語文） 

□數學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其他：                  

□議題融入 議題名稱  

教學對象 

（可複選） 

國小：□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高中：□十年級   □十一年級  □十二年級 

單元名稱 生物技術 

教學時間 本單元建議時數： 2 節 90 分 教學設計者 吳柏均 

設計理念 

本課程內容雖然是依照課本編排進行，但在過程中會透過補充課外知識

來讓學生對於內容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進而去了解生物技術是如何實際

運用在生活之中，並反思可能連帶的新問題。 

學生能力

分析 

(區分性 

教學設計) 

本次課程接續前一次段考的遺傳內容，加上前一小節所上的遺傳物質突

變，學生對於遺傳物質的表現有更清楚的認識。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學習 

表現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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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Ⅳ-1 

對於有關科學發現的報導甚至

權威的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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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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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Ⅳ-1 

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為了因應人

類需求，運用跨領域技術來改

造生物。發展相關技術的歷程

中，也應避免對其他生物以及

環境造成過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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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目標 

1. 學生能了解生物技術的定義與其範圍 

2. 學生能舉例生物技術的應用及說明其原理 

3. 學生能判斷生物技術可能衍生的問題並給予回饋 

學習內容

調整 

1. 增加課外補充實例 

（臘腸狗的育種、甘藍花的育種、綠色螢光蛋白

的故事、基因改造玉米與帝王蝶） 

調整策略： 

□重組 

□加深 

■加廣 

□濃縮 

□加速 

□跨領域/科目統整教學

主題 

□其他：             

學習歷程

調整 

1. 透過「基因改造玉米與帝王蝶」的事件背景讓學

生思考在不同角色下會對於相同事件產生何種

看法。 

調整策略： 

□高層次思考 

■開放式問題 

□發現式學習 

□推理的證據 

□選擇的自由 

□團體式的互動 

□彈性的教學進度 

□多樣性的歷程 

□其他：             

學習環境

調整 
無針對學習環境進行調整 

調整策略： 

□調整物理的學習環境 

□營造社會-情緒的學習

環境 

□規劃有回應的學習環境 

□有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調查與運用社區資源 

□其他：             

學習評量

調整 
無針對學習評量進行調整 

調整策略： 

□發展合適的評量工具 

□訂定區分性的評量標準 

□呈現多元的實作與作品 

□其他：             

教學資源 
自然科學 1 下課本 

課程投影片（含課程所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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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第一節課 

活動名稱 

(時間：分) 
教師引導 學生活動 

生物技術的

定義 

(10 分) 

詢問學生有無聽過生物技術一詞。若有聽過，詢問學生什

麼是生物技術，以及詢問聽過哪些生物技術？ 

(生物技術包含馴養與育種、釀造、組織培養、器官培養、

遺傳工程、細胞融合、複製生物等) 

在今天的課程要開始之前，先問看看同學有沒有聽過生物

技術這一個名詞？有聽過的同學請舉手。 

(若有學生舉手)那有沒有哪位同學想說看看甚麼是生物

技術？你有聽過哪些生物技術呢？ 

 

教師講解生物技術的定義(劃重點) 

◎生物技術是指人類藉由調控生物細胞或利用其代謝物

質來提供生物產品，以改善生活的科學技術。 

 

配合課本圖 2-15 內容，詢問學生生活中還有哪些利用微

生物所製成的食品（例如：酒類、醬油、豆瓣醬、味噌、

納豆、酒釀、麵包、優格、養樂多、乳酸飲料、醋、泡菜

等），並帶到課程補充—DNA 分析。 

從課本的圖 2-15 可以看到很多食物都有利用到微生物，

在生活中還有哪些利用微生物製成的食品呢？ 

(邀請學生舉手回答) 

(學生回答完後)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利用微生物來製作的

食品，而生物技術方面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例如在八點

檔中常常聽到的 DNA 鑑定也是屬於運用到生物技術的部

分。 

因為每個人的 DNA 排序都不完全相同（除了同卵雙胞

胎），所以透過分析細胞內的 DNA 序列就可以做到身分鑑

識、親緣關係鑑定等目的。 

 

進入課程主題分項(劃重點) 

常見的生物技術包含育種、複製動物與基因轉殖等方法。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課文劃重點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課文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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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育種

(20 分) 

教師講解育種的定義(劃重點) 

◎育種是指人類將動、植物的特定品系加以栽培、飼養或

改良，以符合人類需求的技術。 

 

說明傳統育種與現代育種的方法與差異，並以實例進行講

解(劃重點) 

◎傳統育種是將符合人類需求的個體篩選出來，逐代繁殖

後選出符合需求的品系。 

 

配合課本圖 2-16，說明現在各式各樣的品系犬是由古代野

生灰狼經過長時間的馴化與育種後形成，並以四格漫畫

(附錄一)呈現臘腸狗的育種過程。 

現在都會說狗的祖先其實是狼，目前科學家研究認為從古

代已滅絕的狼種演化出來的，中間經過長時間的馴化以及

育種才有那麼多種可愛的狗。科學家將 85 種狗與狼的基

因比對之後，你們覺得最接近的是哪一種狗？(差距排序

為：柴犬、鬆獅犬、秋田犬、阿拉斯加雪橇犬、貝生吉犬、

沙皮狗、哈士奇) 

除此之外我們來看一個四格漫畫讓各位對於傳統育種更

加認識。(第一格)有一次，母狗突然生下短腳的小狗，這

是一種突變的現象，於是狗主人就想繁殖短腳的品種。(第

二格)狗主人將短腳的狗和其他手足交配，生下的小狗

中，有一部份是短腳的。(第三格)經過數代之後，選出都

是短腳的狗進行交配，生下的狗全部都是短腳。(第四格)

短腳狗適宜用來尋找躲在地洞中的熊，現在的臘腸狗就屬

於這種品種。 

 

配合課本圖 2-16，說明野生甘藍菜經過育種後所形成的食

用蔬菜，並補充野生甘藍菜在其他選殖部位挑選育種後所

形成的蔬菜。 

選殖部位 育種蔬菜 

花球(較大) 白花椰菜 

花球(較多)及莖(較粗) 青花椰菜 

莖部頂端(密集菜葉) 高麗菜 

莖(較粗) 大頭菜 

莖(側芽較多) 球芽甘藍 

葉(較大) 芥藍菜 
 

課文劃重點 

 

 

 

課文劃重點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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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育種

(20 分) 

看到課本圖 2-16 右邊植物的部分，野生甘藍菜若是篩選

花球長得比較大的可以育種為花椰菜，篩選莖長的比較粗

的可以育種為大頭菜，葉長的比較密集的可以育種為高麗

菜。 

那請同學想看看綠色花椰菜（青花椰菜）和白色花椰菜（白

花椰菜）之間有什麼差別？白花椰菜是從花球較大的篩選

出來育種，綠花椰菜是從花球較多且莖較粗的篩選出來育

種。另外篩選側芽較多的可以育種為球芽甘藍，而篩選葉

較大的可以育種為芥藍菜。 

 

播放影片《原始蔬果演化史》(1：57)，增強學生對於傳

統生物育種的印象。 

接下來我們看一段影片，比較生活中吃的蔬菜水果在過去

的樣態以及經過育種後現在的模樣。（播放影片後）在看

完影片後是否發現過去蔬菜水果的樣態與經過育種的現

在模樣已經相差甚遠。 

接著我們來看到現代的育種。 

 

◎現代育種是以人為方式改變物種遺傳組成，更快速選擇

符合需求的品系。 

 

以基因改造鮭魚作為範例，以圖片展示基因改造鮭魚與非

基因改造鮭魚差異性並說明。 

基因改造鮭魚是在太平洋帝王鮭的生長激素基因轉殖入

鮭魚細胞中，使其生長速度為傳統鮭魚的一倍。目前基因

改造鮭魚已經在 2019 年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

成為人類第一個可以食用的基改動物。 

 

針對育種概念進行總結。 

無論是過去透過選種和逐代繁殖的方式，或是現在直接改

變生物基因的方式，透過人為的篩選來培養出人類所需品

系的過程就稱為育種。 

 

 

 

 

 

 

 

 

 

 

 

 

 

 

 

 

 

 

 

課文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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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複製 

(15 分) 

播放影片《歷史上的今天—世界上首隻複製動物桃莉羊》

(2：09)作為課程前導引入。 

接著要提到的是複製生物，世界上第一個複製出的哺乳類

動物叫做桃莉羊，我們來看一段有關牠的影片。 

 

配合課本圖 2-17 的示意圖，再次說明桃莉羊的複製過程。 

首先我們先看到圖 2-17 最左邊的黑面羊，將黑面羊的卵

細胞取出後去除細胞核，留下一個沒有細胞核的卵細胞。

再來是中間的白面羊，將乳腺細胞取出後與剛剛黑面羊沒

有細胞核的卵細胞以電擊的方式融合。當這個融合的細胞

進行分裂培育成胚胎後，將胚胎植入另外一隻黑面母羊的

子宮中，經過約 150 天的發育後，小羊桃莉就此誕生。請

想看看，桃莉體內的遺傳物質應該要與哪一隻母羊相同？ 

 

說明目前在複製生物上的其他成果，並播放影片《桃莉羊

技術 創造兩隻複製猴》(1：56)加以說明。 

臺灣在複製生物上也有許多成功的案例，例如：複製牛畜

寶、複製豬酷比、複製羊寶祥與寶吉、複製迷你豬。而在

2017 年中國也首度成功複製猴子中中與華華，我們來看

一下當時的新聞片段。（影片看完）剛剛看到了有關複製

猴的新聞片段，想問問同學複製猴為什麼會被創造出來？

（人腦疾病研究與免疫相關新藥開發） 

針對學生較易搞混的複製生物與試管嬰兒進行比較，由學

生上台填空後教師說明。 

 複製生物 試管嬰兒 

生殖方式 無性生殖 有性生殖 

受精方式 無受精 體外受精 

胚胎發育場所 母體子宮 母體子宮 

接下來想要來比較一下複製生物跟試管嬰兒的差別，從生

殖方式是有性生殖還是無性生殖，受精方式是體內受精還

是體外受精，以及胚胎發育的場所進行比較，有同學要自

願上台填空的嗎？（學生填寫完畢後講解） 

 

針對複製生物概念進行總結。 

複製生物的技術可以產出與原個體擁有相同基因的後代。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上台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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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第二節課 

活動名稱 

(時間：分) 
教師引導 學生活動 

生物的基因

轉殖 

(20 分) 

教師講解基因轉殖技術的定義與應用範圍(劃重點) 

◎基因轉殖是將特定基因分離出來，轉殖入其他生物的細

胞內，使被轉殖的生物表現出該基因的性狀。 

基因轉殖的技術運用的層面非常廣闊，在醫療、農業、畜

牧業、娛樂上都有運用到。在醫療上利用基因轉殖可以大

量製造激素與疫苗，在農業上可以將抗病蟲害的基因轉殖

入植物細胞內來抵抗病蟲害感染，在畜牧業上可以使牛、

羊生長快速或提高乳汁品質及產量，在娛樂上可以將螢光

基因轉殖到觀賞動物上，使其更具有娛樂價值。 

 

教師講解基因改造生物的定義，並播放影片《科學大解

碼—發光的小豬(基因轉殖)》 

(2：26)。 

◎基因改造生物是指經過基因轉殖技術後產生的生物。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有關螢光生物的影片，讓同學對於基因

改造生物可以有更多的認識。 

 

配合課文與圖 2-19 內容，講解螢光生物的基因轉殖與胰

島素基因轉殖。 

從剛剛的影片可以看到螢光生物是將螢光蛋白的基因轉

殖進生物體內使其細胞能夠具有螢光的效果，而且運用在

許多不同生物上。 

另外一個基因轉殖的代表就是胰島素的基因轉殖，請同學

想看看，過去還沒辦法大量製造胰島素時，要透過什麼樣

的方式取得胰島素？ 

過去為了提供糖尿病患者有胰島素可以使用，需要從牛、

豬的胰臟來萃取使用，不但產量少、價格高，品質還不易

控制。後來科學家將胰島素基因轉殖進細菌體內，讓經過

轉殖的細菌可以產生出大量的胰島素。透過基因轉殖所製

造出的胰島素因為純度較高，療效也更佳，對於糖尿病患

者更是一大福音。 

 

課文劃重點 

 

 

 

 

 

 

 

 

 

課文劃重點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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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基因

轉殖 

(20 分) 

補充綠色螢光蛋白的相關故事 

綠色螢光蛋白(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最初在維

多利亞多管發光水母中發現。綠色螢光蛋白的發現以

及改造讓日本科學家下村脩、美國科學家馬丁•查爾

菲和錢永健三人獲得 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 

最初是由下村脩在 1962年發現具有發光基因的水母素

與綠色螢光蛋白，1979 年美國科學家道格拉斯•普拉

修開始研究水母素和綠色螢光蛋白。 

普拉修成功找到水母素的基因並讓大腸桿菌具有水母

素的發光基因，隨後再投入綠色螢光蛋白的研究。雖

然成功找到了綠色螢光蛋白的基因但在 1991年因為缺

乏研究經費的關係並未將綠色螢光蛋白基因植入大腸

桿菌中，隨後將研究結果交給查爾菲和錢永健繼續研

究綠色螢光蛋白基因的運用。 

在諾貝爾化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查爾菲與錢永健特別

邀請已經改行做為司機的普拉修到場並致詞感謝他的

研究成就。 

 

教師講解基因改造食品定義並播放影片《基改作物 20 年》

(2：03)。 

◎基因改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改造生物再經加工而製成

的食品。 

 

配合課文與圖 2-19 內容，講解黃金米並補充基因改造食

品相關規定。 

課本中提到的黃金米就是基因改造食品的代表，黃金米將

胡蘿蔔素的基因轉殖進到稻米中，胡蘿蔔素在人體內會轉

化為維生素 A，其目的是為了解決貧困地區人民缺乏維生

素 A 的問題。 

而台灣的衛福部食藥署有規定，若食品中含有超過 3%以

上的基改原料，則視為基因改造食品，需要在包裝上明確

標示說明。 

 

針對基因轉殖技術概念進行總結。 

透過將特定基因轉殖到生物之中，可以促使生物表現出該

基因的性狀就是基因轉殖技術的主要目的。 

 

 

 

 

 

 

 

 

 

 

 

 

 

 

 

 

 

 

 

課文劃重點 

 

 



10 
 

生物技術的

隱憂 

(20 分) 

詢問學生對於生物技術的想法以引導在生物技術所需注

意的部分。 

在認識了三種生物技術(育種、複製生物、基因轉殖)後，

你覺得生物技術都是有利的嗎？若並非都是有利的話，有

哪些可能的隱憂？ 

 

以課文所提之抗蟲基因與抗除草劑基因為例說明生物技

術上會有的優點及缺點。 

以課本上所舉的例子，將抗蟲基因轉殖到農作物上，可以

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並且增加作物，但若是流入野外會影響

生態環境。 

抗除草劑的基因轉殖到植物後，可以使得農夫在噴灑除草

劑時不會對於作物產生傷害，但卻容易因為噴灑過量的除

草劑而對環境產生汙染，甚至有可能在環境中產生對於除

草劑有抗藥性的雜草。若對於基因轉殖生物不加以控制會

使得環境受到影響。 

 

以「基因改造玉米與帝王蝶」為主題，讓學生思考生物技

術在操作上需要注意的面向。 

基因改造玉米與帝王蝶 

美國利用基因轉殖技術使玉米具有抗歐洲玉米螟

的能力，但近期發現經過基因改造的玉米，其花粉中也

帶有改造基因，並且會隨風傳播在其他植株上，其中也

包括帝王蝶幼蟲所食的植物，因而使帝王蝶的幼蟲在吃

了基因改造玉米的花粉後死亡。但也有科學家認為基因

改造玉米的花粉對帝王蝶幼蟲毒害很低，或是認為只要

在基因改造玉米田外劃出緩衝帶，使花粉不會傳到其他

植株上即可。 

請同學們想看看如果你是生態保育學者，你會用什麼樣的

方法來保護帝王蝶？那假如你是種植玉米的農家，你會對

於這件事情做什麼樣的處置？請同學思考看看並與其他

同學進行討論。 

 

講解生物技術的規範(劃重點)。 

生物技術的發展需要兼顧實驗與環境倫理，需要經過充分

評估與持續謹慎的監控管理，才能在享受生物技術所帶來

的利益之餘，避免發生非預期的後遺症。 

根據提問 

口頭回答 

 

 

 

 

 

 

 

 

 

 

 

 

 

 

 

 

根據提問 

思考討論 

 

 

 

 

 

 

 

 

 

 

 

 

 

 

課文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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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概

念整理 

(5 分) 

生物技術主要概念複習 

綜合 2-4 這個小節的內容，生物技術是指透過人為的方式

來調控生物細胞或利用其代謝物質，以提升人類生活品質

的科學方法。 

 

生物技術方法總概念整理 

在本課的課文中我們認識到三種生物技術方法，分別為育

種、複製生物與基因轉殖。 

育種是透過篩選的方式將符合需求的品種留下持續繁

殖，以保留所需的遺傳性狀。 

複製生物則是透過體細胞與剔除細胞核之卵細胞的結

合，進而培育成胚胎並母體內發育，產生與提供體細胞之

生物有著相同遺傳物質的生物。 

基因轉殖則是將特定性狀的基因轉殖入其他生物中，使被

轉殖生物表現出所需的性狀。 

 

課程內容總結 

生物技術的種類很多樣，科學家也在努力開發出新的生物

技術讓人類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但就如課程最後所提到

的，生物技術並非只有益處而無缺點，要如何妥善控制生

物技術的使用範圍，會是在生物科技的應用上所需要注意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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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材/教學簡報/學習單等) 

附錄一 臘腸犬育種四格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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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課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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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量或反應結果分析 

本次教學演示僅有課程內邀請學生自願上台完成課程內容表格，並無額外針對課

程內容進行評量。以下針對學生完成課程內表格的部分進行分析： 

 

表一 複製羊與試管嬰兒之比較 

 複製羊 試管嬰兒 

生殖方式 無性(無性生殖) 有性(有性生殖) 

受精方式 體外(無受精) 體內(體內受精) 

胚胎發育場所 子宮吧(母體子宮) 子宮(母體子宮) 

如表一所示，黑色字為學生所寫內容，紅色字為該題正確答案。從學生的作答狀

況可以得知學生對於前一次段考所提到的試管嬰兒部分掌握度高，回答皆為正確。而

本次課程中所提到的複製羊因第一次接觸且為對於培育複製生物的流程剛有所理解的

狀況下，僅有受精方式寫錯以代表著學生對於複製羊有基礎的認識，僅差一點沒有注

意到的小細節需要加深印象，也因此在確認答案時會特別提問受精方式的重點為何與

是否有發生受精作用。複製生物因為是將動物的體細胞與去除細胞核的卵細胞相融合

後進行培育，因此並未發生精卵結合，也代表著並無受精作用的產生。 

學生對於本題回答的狀況作為教師是有預期到的，因為學生通常在了解複製生物

的過程中不一定會注意到過程中並沒有受精的過程，因此在教師提問受精方式為體內

受精或體外受精時，不容易去想到其實還有第三種可能性—無受精，這算是教師在提

問上埋的小陷阱，看學生是否有能力根據複製生物的過程中去避開陷阱而選擇正確答

案，若是可以則代表學生確實學會了相關內容，而若是無法則代表學生對於內容的理

解還不夠確實，需要教師透過再次引導過程的方式讓學生理解其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