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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單元名單元名單元名

稱稱稱稱 

第三單元水中世界 

第 2 課水生生物的外形與構

造 

總節數總節數總節數總節數 共 7 節，280 分鐘 

設計依據設計依據設計依據設計依據 

學學學學

習習習習 

重重重重

點點點點 

學習表學習表學習表學習表

現現現現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

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tm-Ⅱ-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

象之間的關係，理解簡單的概

念模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

結。 

po-Ⅱ-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

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

出問題。 

ai-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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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核心素養領域核心素養領域核心素養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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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E-B3 透過五官覺知觀察周

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

象，知道如何欣賞每的事物。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

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

動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

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

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學習內學習內學習內學習內

容容容容 

INb-Ⅱ-7動植物的外部形態和

內部構造，與其生長、行為、

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關。 

INc-Ⅱ-8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

生物生存。 

核心素養呼應核心素養呼應核心素養呼應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性 E11 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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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保護重要棲地。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環 E16 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利用的原理。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資訊教育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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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E4 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議議議議

題題題題 

融融融融

入入入入 

實質內實質內實質內實質內

涵涵涵涵 

●海洋教育 

海 E4 認識家鄉或鄰近的水域環境與產業。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應用。 

海 E11 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海 E15 認識家鄉常見的河流與海洋資源，並珍惜自然資源。 

海 E16 認識家鄉的水域或海洋的汙染、過漁等環境問題。 

 

所融入所融入所融入所融入

之之之之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孩子們與周遭環境的距離越來愈遙遠，藉著本單元的觀察，

讓孩子們發現河溝、溪流、池塘中有許多水生的植物，雖然它們沉靜無聲，但它

們都演化出適應環境的方式，努力的生長與繁盛。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能觀察各種水生生物，包含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的生長位置。 

2.能觀察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之間的相互關係。 

3.能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探討水生植物具有儲存空氣的通氣組織，可以適應

水中生活。 

4.能觀察並比較陸生植物與水生植物的構造差異。 

5.能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探討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與適應環境的

關係。 

6.能觀察並比較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並加以分類。 

7.能觀察在水域環境生長的各種水生動物。 
8.能經由查資料並觀察，水生動物具有不同的呼吸構造，可以適應水中生活。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1.能觀察各種水生植物和陸生植物的生長位置不同。 

2..能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探討水生植物具有儲存空氣的通氣組織，可以適應

水中生活。 

3.能觀察並比較陸生植物與水生植物的構造差異。 

4.探討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與適應環境的關係。 

5.能了解水生植物為了適應水中環境，大致可分為挺水性、浮葉性、漂浮性和沉

水性等四種類型。 

6.能分辨挺水性、浮葉性、漂浮性和沉水性等四種類型植物的特徵。 

7.能分別畫出一種挺水性、浮葉性、漂浮性和沉水性植物，並彩上顏色作比較。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四上單元三活動2 

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資資資資

源源源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水生生物的圖片或影片。 

●陸生植物、水生植物、水族箱、學校生態池。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40’’’’) 

(一一一一) 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1. 說說看，陸生植物泡在水中很久會爛掉，為什麼水生植物不會呢？ 

2. 曾看過哪些水生植物？它們的根、莖、葉和水面的關係是如何的呢？ 

(二二二二) 觀察觀察觀察觀察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觀察與比較不同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 



1.引導學生將水生植物依據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進行分類，也可讓學生分組討論，教師進行教

學提問，建議如下： 

水生植物根據不同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可以怎麼分類？ 

這四類型的水生植物，挺水性、浮葉性、漂浮性和沉水性有什麼差別？ 

2.水生植物依據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可分為四類型： 

挺水性植物：根生長在水底泥土裡，葉柄堅硬、葉子挺出水面，例如：荷花、香蒲、紙莎

草、空心菜。 

浮葉性植物：根生長在水底泥土裡，葉柄柔軟、葉子平貼在水面會隨著水位高低移動，例

如：睡蓮、臺灣萍蓬草、菱角。 

漂浮性植物：整株漂浮在水面，而不會沉到水裡，會順著水流到處漂流，例如：布袋蓮、

大萍、浮萍、水萍；其中，布袋蓮的葉柄膨大，葉柄中儲存空氣，可以幫助它在水面上漂

浮。 

沉水性植物：整株沉在水中，莖和葉柔軟，並會隨著水流擺動，例如：水蘊草、苦草、金

魚藻。 

3.引導學生了解並歸納。 

◆水生植物如何適應生長的水域環境？ 

4.教師進行「水生生物如何適應水域環境」教學提問，建議如下： 

為什麼水生植物會有不同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 

水生植物是如何適應不同的水域環境？ 

生長在湖泊中的荷花和睡蓮是如何適應環境的？ 

生長在溪流的水蘊草和布袋蓮是如何適應環境的？ 

5.荷花和睡蓮的適應環境方式：荷花和睡蓮通常生長在水流速度非常緩慢的湖泊，兩者根均生

長在水底的泥土（淤泥），泥土裡缺乏空氣，因此葉柄中具有通氣組織，能儲存空氣，藉由

葉柄將空氣輸送到根部，以適應水中生活環境。 

6.水蘊草和布袋蓮的適應環境方式： 

生長在溪流的水生植物，在下大雨（水位高）、或是乾旱（水位低）時，溪流的水位高低

和水的流速會有差別，因此水生植物要能適應才能生存。 

生長在溪流的水蘊草，具有柔軟的身軀，能隨著水流擺動，而保護植株，水蘊草能適應不

同流速和水位高低變化。 

生長在溪流的布袋蓮，葉柄具有發達的通氣組織，能儲存空氣，因此能漂浮在水面上，隨

著水流到處漂流。 

(三三三三)歸納歸納歸納歸納 

 水生植物為了適應水中環境，而有不同的生長方式和外形特徵，大致可以分為挺水性、浮葉性、

漂浮性和沉水性等類型。 

 (四四四四) 習作配合習作配合習作配合習作配合：：：： 

1.指導學生完成第三單元水中世界 ：第五.六.七大題。 

2.請學生在作業本分別畫出一種挺水性、浮葉性、漂浮性和沉水性植物，並彩上顏色作比較。 

(五五五五) 統整統整統整統整：：：： 

1. 荷花的葉柄雖有通氣組織，但乾燥後如樹枝般堅硬，難怪可將葉片挺出水面，是為挺水性植物。 

相同類型的還有紙莎草、香蒲、水稻、空心菜。 

2.睡蓮的葉柄也具有通氣組織，但非常柔軟，難怪撐不起葉片，使葉片浮在水面上，是為浮葉性

植物。相同類型的還有臺灣萍蓬草、菱角 



3.布袋蓮的葉柄膨大如小球，且根不長，故而漂浮在水面上，是為漂浮性植物。相同類型的還有

水鱉、大萍、浮萍、水萍、槐葉蘋。 

4.水蘊草具有柔軟的身軀，能一直沉在水中，不論水位高低都能讓植株沉在水中以保護植株，是

為沉水性植物。相同類型的還有金魚藻、苦草。 

 

教學提教學提教學提教學提

醒醒醒醒 
配合習作第三單元 2-2 探索水生植物 

單元參單元參單元參單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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