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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

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

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

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

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

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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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

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

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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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察和記錄。 

• 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

自己的想法與發現。 

• 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

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 等，

提出問題。 

學習內

容 

INb-Ⅱ-7 •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

長、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關。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學習主

題 

無 

實質內

涵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課本、習作 

教學設備／資

源 

電子教科書、教學影片 

學習目標 

1.學生發現水生植物有各種內部構造與外部構造，能適應特殊的水域環境。 

2.認識一些水生植物以通氣組織儲存及運送空氣，幫助水下呼吸或漂浮在水面。 



3.認識一些水生植物以柔軟的葉柄、莖、水下葉片，或植物全株，來適應水位變

化與水流。 

4.認識不同性質的水生植物，因為莖幹型態、根部位置的不同，可以區分為挺水

性、浮葉性、沉水性、漂浮性植物，並且在水域環境中可能占據不同的水深區位，

以不同的特徵在不同的位置適應且生活。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一節課】活動一：認識水生植物 

一、 準備活動 

1.教師請學生分享在戶外調查時所發現的水生植

物，並且學生說明它們的特徵、外貌。 

二、 發展活動 

1.教師請學生發現這些水生植物常見的特徵，例如：

外表防水的特徵、部分構造中空的特徵、能夠漂浮的

特徵。 

2.教師於黑板上歸納水生植物型態與生長水域位置

特殊的地方，例如： 

•有些水生植物具有部分的漂浮能力，或者全株離開

水底，在水上漂浮。 

•有些水生植物則是完全沉入水底，外表呈片狀或者

條狀柔軟的模樣。 

•同的水生植物，可能葉子平貼在水面上，或者挺出

水面上。 

3.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提問： 

•為什麼水生植物具有漂浮能力？ 

•為什麼水底的水生植物比較柔軟？ 

•為什麼有些水生植物的葉子會剛好平貼在水面上？ 

•為什麼有些水生植物葉子挺出水面？水面底下的水

生植物長什麼模樣？ 

•可以詢問學生，水生植物要如何生活在水中？ 

三、 總結活動 

1.教師針對學生的各種提問，挑選學生能夠探究的主

題（如：水生植物為什麼能夠漂浮、要如何呼吸等），

以進行後續探究。 

課本 

習作 

口頭發表 

專題報告 

小組互動 

表現 

觀察紀錄 

習作評量 

【第二、三節課】 活動二：觀察水生植物 ( 布袋蓮

及陸生植物 ) 

一、 準備活動 

1.教師請學生觀察能夠漂浮在水面上的水生植物。

課本 

習作 

剪刀或美工 

刀 

口頭發表 

觀察紀錄 

實驗操作 

習作評量 



如：布袋蓮或圓心萍等具有通氣組織的浮水性、浮葉

性水生植物。 

2.教師請學生分享這些水生植物的形態特徵，例如：

有鼓起且厚的外表。 

3.教師請學生觀察陸生植物 ( 如青江菜、莧菜 ) 的

形態。 

二、 發展活動 

1.提出問題：教師引導學生合理的推測，這些外型特

徵可能與水生植物能夠漂浮有關，或許是植物內部具

有一些特殊的構造。 

2.蒐集資料：教師請學生蒐集資料，資料可以包含自

己的經驗，或者別人的經驗（查書籍、網站）。 

•學生曾經學過空氣具有浮力，在水中會往上浮，例

如：游泳圈、三年級曾經做過的水盆中空氣占有體積

實驗。 

•查詢科普學習資源網站發現，有些水生植物內部具

有氣室等構造。氣囊、氣室、氣管等內部構造皆為「通

氣組織」，能夠儲存或運送空氣。 

3.教師引導學生假設水生植物內部可能具有填裝空

氣的空間，並進一步討論如何知道內部的構造。 

三、 探究活動 

1.教師請學生用眼觀察、用手觸摸布袋蓮的葉柄。 

2.教師請學生將布袋蓮壓入水中，以手感受上浮的

力，並且將手放開後確認布袋蓮沉水後會自動上浮。 

3.教師請學生使用剪刀剪開，或用美工刀切開葉柄，

觀察葉柄內的構造。 

4.教師請學生在水中擠壓葉柄，觀察是否有氣泡的產

生。 

5.教師請學生在擠壓氣泡後，重新放回水中，觀察水

生植物的沉浮狀況。 

6.教師請學生以其他陸生植物進行相同的測試與比

較。 

7.分析與討論： 

•兩者壓入水中後，能否自動浮上水面。 

•布袋蓮具有明顯的氣室，集中位於葉柄膨脹的部分。 

四、統整 

部分水生植物有膨大的部分，裡面可能具有空氣，讓

它們全株或部分能漂在水面上。 

布袋蓮 

陸生植物 



【第四節課】活動三：認識水生植物 ( 蓮、睡蓮及

水蘊草 ) 

一、 準備活動 

1.教師帶領學生，探討水生植物，在水中的部位應該

怎麼呼吸。 

2.教師可以喚醒學生的種菜經驗，如：澆太多水，反

而會造成蔬菜的根部無法呼吸而腐爛。 

二、觀察挺水性植物 - 蓮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蓮的根、莖、葉如何相連，推測

可能是使用葉柄來進行空氣的運輸。 

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查詢資料（如網路圖片），得知

蓮藕的剖面有許多的空洞。 

3.教師說明許多水生植物都具有通氣組織，例如：布

袋蓮的葉柄、蓮藕的空腔、蓮葉葉柄的中空管道。這

些都可以幫助水生植物呼吸或者具有漂浮能力。 

三、觀察浮業性植物 - 睡蓮 

1.教師可以展示睡蓮類植物（如莕菜／水蓮）讓學生

觀察。 

2.學生發現一些水生植物即使沒有挺出水面，身體內

也依然可能具有儲存空氣的通氣組織。而睡蓮、菱角

等植物，以葉片的通氣組織來使葉片持續平貼於水

面。 

3.教師引導學生進一部探討睡蓮葉柄的柔軟程度，並

與蓮相比較，透過觀察水位變化，得知睡蓮的葉柄維

持彈性是為了讓葉片能夠平貼水面移動。 

四、認識沉水性植物 - 水蘊草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水蘊草在水位的變化。 

2.若是無法觀察或實驗，可以查詢植物圖鑑、影片或

照片，來進行觀察。 

3.教師說明水蘊草的身體也會隨著水流擺動，以適應

水流。 

五、 總結活動 

1.教師說明水生植物利用各種方式，如：使用氣室漂

浮、中空的管道儲存及運送空氣、柔軟的身體以適應

水域環境。 

課本 

習作 

口頭發表 

小組互動 

表現 

觀察紀錄 

習作評量 

【第五節課】活動四：水生植物的類型 

一、 準備活動 

1.教師提問：如果今天你要為生態池造景，你要怎樣

課本 

電子教科書

或簡報 

口頭發表 

專題報告 

小組互動 



安排種植水中生物？在布置情境中，生態池的底土安

排必須有高有低，水位有深有淺的差異。 

二、 探究活動 

1.教師以圖卡說明有哪些水生植物可以使用做為造

景。 

2.教師提示：每一種水生植物的高度具有差別，有些

可以沉在水底，有些可以不必考慮水面與土壤的距

離。 

3.教師請學生發表小組的想法與安排，並請小組自評

自己設計的好處與困難的地方。 

4.教師總結：不同的水生植物可依照生長在水中的位

置，分成四大類型： 

•挺水性：植物葉片或莖會長出水面，根部長在土裡，

通常生長在水位較淺的地方。 

•浮葉性：大多生長在水稍微深的地方，葉片平貼於

水面上，而葉柄會隨著水的深度而變化。 

• 沉水性：植物全株生長在水中，根部長在土裡，

它們大多生長在水深的地方。 

•漂浮性：通常漂浮在水面上，會隨水位高低而上升

或下降。可以生活在水深的地方，直接漂浮在水面上。 

三、 統整活動 

教師統整，這些水生植物以各種不同的內部或外部構

造，來適應在不同位置的水中環境生活。我們可以利

用這一點，營造豐富多變的人工景觀，而在自然界中

這些不同種類的水生植物會在不同地方生活，也讓更

多動物可以賴以維生。 

 表現 

觀察紀錄 

教學注意事項 

•教師盡量不要以特定物種的詳細特徵進行背誦教學或者進行評量、測驗，建議

教師可以多強調一些概念性的教學，例如：此構造是外部構造還是內部構造、此

構造可以造成什麼結果現象、何種類型的水生植物可能具備哪些構造。 

•課本列舉的水生植物以方便觀察的常見種為舉例，但這些植物皆是外來種或者

園藝、水族用植物，以教師能夠較容易取得或者購買為主。若教師能找到更適宜

的材料，建議可以盡量以原生物種或者戶外教學現有種類來進行介紹。 

• 課本列舉的水生植物多半是容易照顧的水生外來種植物，且在水域環境往往

造成破壞生態平衡的狀況，為強勢外來種，不可放置到其他水域環境。教學後建

議進行堆肥處理，並保留幾株在盆內續養供下學期使用。 

•許多學生會誤會水生植物的莖與葉柄，此時教師可以拿陸生的車前草舉例，其

中莖部的小節是聚合在一起，呈現俗稱「叢生」的葉序模樣。課本所示意的水生



植物有許多種為叢生而葉柄較長，實際上學生常誤解的莖其實是葉柄，如：蓮花、

睡蓮、布袋蓮等。這部分教學時須稍加注意，教師亦可進一步的指出實際上這些

水生植物的莖所在位置。 

•中空的管道並非是挺水植物獨有的特殊構造，部分水生植物的莖幹較長，亦有

可能具有氣管來運輸養分，若只以挺水性植物作為舉例，可能造成學生的另有概

念而過度推論氣管是挺水性植物獨有的內部構造。例如：浮葉性、莖幹柔軟的睡

蓮的葉柄、菱角的葉柄靠近莖部基部；挺水性布袋蓮也會從氣室癒合成為氣管。

因此此部分教學，教師須注意學生是否具有過度推論的問題。 

•疏水性的葉片表面，是挺水性或者漂浮性的水生植物都可能具備的特徵。漂浮

性水生植物，與浮葉性水生植物，皆具有蜂窩狀的組織儲存空氣以提供浮力。如：

水鱉、菱角等，其浮葉機制更仰賴葉脈中肋周遭的氣室空腔。 

•水生植物的分類特徵主要是以在水中棲位來區分，可能是多種特徵混雜而成。

教師教學時建議強調水生植物在水域的位置，而並非哪類的水生植物一定具備什

麼特徵。教師教學時可以鼓勵學生專注於講出特定構造所對應的特定功能。 

評量向度 

科學認知 
✓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

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關。 

探究能力 

✓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 

與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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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察和記錄。 

科學的態度與本質 
✓ 透過有系統的分享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的想

法與發現。 

附錄/ 附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