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五上單元 2活動 2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120分鐘 

單元名稱 植物世界 

活動名稱 植物的繁殖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ah-Ⅲ-1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ai-Ⅲ-2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經驗，感受自然科學學

習的樂趣。 

tm-Ⅲ-1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

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

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

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

奇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

然。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自-E-A3具備透過實地操

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

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

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

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

行自然科學實驗。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E-B3透過五官知覺觀

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

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

的事物。 

學
習
內
容 

Nb-Ⅲ-7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的功能有關，有

些植物產生特化的構造以適應環境。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社會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五上單元2活動2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各種植物植株：吊蘭、萬年青、番薯、馬鈴薯、落地生根、石蓮。 

學習目標 



1.認識花朵的構造與功能以及傳播花粉的授粉過程。 

2.知道不同外形構造的果實，有不同的方式幫助種子傳播繁殖，如自身彈力、風力、水力或動物力。 

3.藉由利用根、莖、葉繁殖的植物介紹，認識植物可以利用不同部位繁殖。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2-1】繁殖器官的功能（花、果實、種子） 

➤觀察 

▸觀察植物的花有哪些構造？花朵的構造具有什麼功能？ 

1.植物的花有各種樣貌，大部分植物的花具有花萼（有許多萼片組成）花

瓣、雄蕊和雌蕊等構造。這些構造分別有什麼功能？果實和種子是由花

的哪些構造發育而成的？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並複習三年級花朵構造。 

①包含花萼（由萼片組成）、花瓣、雄蕊、雌蕊四個部分，稱為完全花。

但是少數植物的花會缺少其中一個部分，稱為不完全花，例如：木瓜

和絲瓜的花有兩種，一種只有雄蕊、沒有雌蕊，稱為雄花；另一種只

有雌蕊、沒有雄蕊，稱為雌花。 

②花朵各構造的功能：花瓣是保護雄蕊和雌蕊；雄蕊通常比雌蕊多：雌

蕊數量較少，在花的中心位置；花萼是在花的外圍，具有保護作用。 

➤討論 

▸果實和種子又是如何發育而成？雄蕊的花粉，會怎麼傳到雌蕊上？ 

‧要表現出植物如何傳播花粉到發育成種子與果實的過程，可以怎麼做？ 

→花粉→→→→雌蕊→胚珠發育→種子 

 傳到 ↓ 

子房→果實 

2.不同植物的花，構造、顏色、形狀和氣味不同，有的可以吸引動物來協

助傳粉，有的則必須利用風力來傳播花粉。 

‧昆蟲、風、水、鳥及人類等來幫忙植物傳粉。 

➤閱讀小知識 

3.小知識─授粉 

雄蕊上有花粉，雌蕊下方會有子房和胚珠。雄蕊的花粉傳到雌蕊的柱頭

上，叫做授粉。 

➤結論 

▸花粉授粉之後，雌花的變化→發育成果實和種子。 

4.花朵授粉後，雄蕊的花粉和雌蕊的胚珠結合，會發育成種子；外側的子

房就會漸漸發育成果實。雄蕊與花瓣在果實發育過程中，也會逐漸凋謝

或掉落。果實和種子會繁衍下一代。 

5.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圖片並搭配文字學習： 

⑴植物開花後，雄蕊花藥上的花粉經由適當的媒介傳到雌蕊的柱頭上

面，在經過這個授粉的過程後，花粉會跟胚珠結合，接著子房膨大發

育成果實，子房內的胚珠發育成種子。 

⑵植物開花授粉後，等到花朵凋謝時，雄蕊和花瓣會掉落，雌蕊會留在

植物體上面，子房發育成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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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果實裡面有種子，功能為果實可以保護種子，也幫助種子傳播繁殖下

一代。 

➤歸納 

1.植物開花、結果、結種子是為了繁殖下一代。 

2.完全花花朵的構造：花萼、花瓣、雄蕊（花絲、花藥、花藥內含花粉）、

雌蕊（柱頭、花柱、子房、子房內有胚珠）。 

3.雄蕊的花粉傳到雌蕊的柱頭上，這個過程叫做授粉。植物授粉後，種子由

胚珠發育而成，果實則由子房發育而成。 

～第一節結束/共3節～ 

 

【2-2】果實和種子的傳播方式 

➤觀察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果實和種子傳播方式。 

1.植物的果實和種子有哪些外形特徵？跟傳播方式有什麼關係？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果實和種子，建議如下： 

⑴觀察校園的果實和種子，教師可事先選定一個區域，學生僅在此範圍

觀察，較容易確認學生安全。 

⑵教師展示各種果實和種子的實體，可讓學生實際觀察果實和種子的構

造與傳播方式的關係。 

⑶觀察各種果實和種子的圖片和影片，可以從課本的插圖了解傳播過

程，也可以從影片的連續動態畫面深入了解傳播過程。 

⑷所需的果實和種子不必局限課本所舉出例子。 

⑸果實和種子的構造變化多端，你看過哪些果實和種子長什麼樣子？ 

⑹從教師展示的實體或圖片中，你認識這些果實和種子嗎？看過這些果

實和種子嗎？ 

⑺還記得以前學過，果實和種子有什麼功能？ 

→果實保護種子、種子繁殖下一代。 

⑻多種植物都會設法將自己的果實和種子傳播出去，想想看，種子為什

麼要散播出去？為什麼不在原來的那棵植物（母株）的下方或身邊長

大？對植物的繁殖又有什麼幫助？ 

①有些植物的果實和種子會掉落在地上，當遇到適合的生長環境，果

實內的種子會直接發芽。 

②有些植物是會把種子傳播出去：一棵植物會有很多種子，如果全都

生長在植物母株的身邊，可能生長空間會不夠、陽光會不夠、營養

會不夠。因此，多數植物在自然的情況下，是利用種子繁殖後代。

種子須經由媒介傳播，遠離母株而獨立生活，這是為了避免同種植

物個體聚集，發生競爭環境資源的現象。 

⑼想想看，這些果實的外形構造是如何幫助種子傳播？植物會用哪些方

法傳播種子？ 

2.除了風力和自身彈力傳播外，還有哪些傳播方式呢？ 

‧教師引導學生搭配實體、圖片或影片觀察各種果實和種子的傳播方式。 

⑴植物會經由媒介進行果實和種子的傳播，例如：自身彈力、風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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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動物力等方式。 

⑵風力傳播：果實或種子外形小且輕，屬於乾果類，有翅、絨毛或薄膜

氣囊等構造，適合風力吹送，例如：蒲公英、青楓、昭和草、木棉等。 

①青楓果實具有薄薄的翅，可以隨風飄。 

②蒲公英的果實上有蓬鬆的白色冠毛，可以幫助它飄散到遠處。 

⑶自身彈力傳播：有的果實成熟時，果皮會突然裂開，產生彈力把種子

彈出果實外至遠處，例如：黃花酢漿草、非洲鳳仙、鳳仙花、八角、

紫薇。 

①黃花酢漿草成熟後，可以把種子彈出去。 

②非洲鳳仙花的果實成熟後，果皮會捲曲，用自身的力量把種子彈出

去。 

⑷動物力傳播：可分為吸引動物採食和能鉤在動物身上，以利用動物傳

播到遠處。 

①有些果實成熟後，具多肉甜美富含營養，會吸引動物取食，有些種

子堅硬不能消化，隨著糞便排出，而取食和糞便排出的地點不一定

相近，而達成傳播的目的。 

→番茄果實多肉多汁，可以吸引動物食用，把種子傳播出去。 

②有些果實和種子可能具有黏液、有鉤（倒鉤或逆刺）、芒刺，可鉤

在動物的皮毛、羽毛或衣服上，動物會將種子帶至遠處，例如：咸

豐草、鬼針草、大花咸豐草等。 

→大花咸豐草有倒鉤刺，可以鉤在動物身上，把種子傳播到遠方。 

⑸水力傳播：果實富含纖維質且疏鬆，有儲存空氣的構造，可以浮在水

面，不容易透水，比重小，隨水流傳播到遠處，例如：林投、椰子、

棋盤腳、蓮蓬、菱角、水筆仔。 

①林投的果實輕，可以漂浮在水面上。通常在靠近海邊的地方，果實

隨著海水沖走而傳播。 

②椰子可以在海上漂游，隨海水傳播。 

➤結論 

▸知道不同植物的根具有不同的功能。 

3.植物的果實可以保護種子，讓種子順利長大，有些果實也可以幫助種子，

藉由自身彈力、風力、水力或動物力等方式傳播出去，在適合的環境繁

殖下一代。 

➤歸納 

◍植物的種子和果實依靠不同方式傳播，在適合的環境繁殖下一代。 

～第二節結束/共3節～ 

 

【2-3】營養器官的繁殖 

➤觀察 

▸植物要怎樣繁殖下一代？ 

1.植物的根、莖和葉，主要功能是幫助植物生長提供所需的養分和水分。

除此之外，觀察哪些植物的根、莖和葉具有繁殖的功能？ 

⑴番薯、胡蘿蔔等可以用根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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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多肉植物（石蓮、兔耳草、蕾絲姑娘）可以用葉繁殖。 

⑶萬年青、馬鈴薯、吊蘭、空心菜等可以用莖繁殖。 

➤實作 

▸分組選一種植物實際觀察看看。 

2.這些植物是如何長出根與新芽呢？選擇植物來進行繁殖與觀察吧！ 

➤解釋 

▸植物可以利用根、莖、葉來繁殖下一代。 

3.為什麼有些利用根、莖、葉等營養器官來繁衍下一代？ 

⑴用根、莖、葉來繁殖長得比較快。 

⑵可用根、莖、葉來繁殖的部分，通常儲藏了很多養分、水分。 

4.想想看，植物利用營養器官繁殖有什麼好處呢？ 

⑴這些植物的果實看起來都很像，只是在大小、色澤、花紋上有一些不

同。就像是小孩和父母長得很像，但也有一些不同。 

⑵植物藉由繁殖，讓生命一代一代延續。農業研究人員利用植物的繁殖

進行品種改良，培育出各種新品種的植物，例如：番茄有聖女番茄、

桃太郎番茄等。 

➤結論 

5.想有些植物除了利用種子繁殖，還可以利用根、莖、葉等營養器官來繁

衍下一代。 

➤歸納 

◍植物可以利用根、莖、葉等部位來繁殖。 

～第三節結束/共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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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23頁（配合課本第 54、55頁） 

〈習作答案〉 

八 

1.⑴花藥，⑵子房，⑶胚珠 

2.⑴動物、風力等，⑵果實，⑶種子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認識花的詳細構造，並認識植物由花到發育出果實的詳細過程。 

 

配合習作第 24、25頁（配合課本第 54、55頁） 

〈習作答案〉 

九 

1.2 

2.⑴ˇ，⑵ˇ，⑶ˇ 

3.一般植物：吸引動物來傳播花粉 

食蟲植物：吸引動物來食用，把動物消化吸收轉換成養分 

〈指導說明〉 

‧藉由閱讀文章認識各種不同食蟲植物的特徵與其捕蟲的方法。 

 

配合習作第 26頁（配合課本第 56～59頁） 



〈習作答案〉 

十 

 

〈指導說明〉 

‧植物為了傳播種子、繁殖後代，其果實常有不同的構造與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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