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110至111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10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設計者 鄭鎮寬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領域/生物科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單元名稱 
3-3植物如何製造養分 

4-1植物的運輸構造 
總節數 共 7 節，315分鐘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系統 ■Windows系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對自己蒐

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

並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

釋。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

測試、預測活動的可能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

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

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例如：設備、時間）

等因素，規劃具有可信度（例如：多次測量

等）的探究活動。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等方

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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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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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J-B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

資訊及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

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

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

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

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

等。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

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 

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

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

同發掘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解

決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Bc-Ⅳ-3 
植物利用葉綠體進行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

和水轉變成醣類養分，並釋出氧氣；養分可

供植物本身及動物生長所需。 

Bc-Ⅳ-4 
日光、二氧化碳和水分等因素會影響光合作用

的進行，這些因素的影響可經由探究實驗來證

實。 

與其他領域 /

科目的連結 
科技領域  

運 c-IV-2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作品。 

數學領域 

d-IV-1   理解常用統計圖表，並能運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及使用統計軟

體的 資訊表徵，與人溝通。 



教材來源 國民中學自然科學(一上) 南一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教學設備 /資

源 

iPad 、智慧電視、無線網路教室、水耕相關實驗器材 (培養盆、光源、定時

器、培養箱等)。 

使用軟體、

數位資源或

APP 內容 

數位資源 

教育部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新北市親師生平台(谷歌應用教育服務入口、微

軟雲端應用服務入口)、youtube (新聞報導：水耕蔬菜易殘留硝酸鹽？學者：誤

解。) 

軟體及 APP 

Microsoft Excel、Pages、Google Classroom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利用所習得的光合作用知識檢核並回應生活議題，並提出可能的驗證實驗。 

2、 學生能正確安全操作實驗器材及科技設備，進行客觀的數值量測與統計分析。 

3、 學生能將所習得的生物、數學、資訊知識正確地連結到所觀察到的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 

4、 學生能分析歸納、製作科學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方法整理實驗數據。 

5、 學生透過專題的實作探究與同儕討論，分享科學發現的樂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

或 APP 內容 

 
1. 學生課前利用均一教育平台與教育部因材網，進行

課前自學，觀看教師指定任務中的植物光合作用教

學影片。 

2. 教師於平台進行驗收檢視學生自學歷程資料，檢核

易錯或需加強觀念。【線上檔案評量】 

 
1. 教師說明植物所需養分可分為有機養分與無機養

分。其中有機養分依賴光合作用製造，而根部吸收

水分與無機鹽類。 

2. 以食安新聞：「水耕蔬菜易殘留硝酸鹽？學者：誤

解」此議題，提出光照時間的長短對於水耕蔬菜硝

酸鹽含量是否真有影響?  

3. 讓學生就所學生物知識，針對新聞報導內容發表個

人看法。【口頭評量】 

4. 進行學生分組，讓學生進一步以小組形式深入了解

議題內容並進行專題研究。 

 

 
1. 教師說明，議題或專題的論證與研究需要專業與科

學的知識作為基礎。教師介紹常見中文資料庫與搜

索工具。 

2. 教師示範如何使用「Google 學術搜索」及「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搭配關鍵字詞搜索文

獻目標。【口頭評量】 

 
 
1. 各組利用行動載具練習使用資料庫搜索，並完成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的會員註冊與驗

證。【實作評量】 

2. 小組內成員互相支援，協助每位成員皆能利用與

水耕蔬菜硝酸鹽含量相關，分工切分子題，例如光

照長度對水耕蔬菜的影響、水耕蔬菜材料的選擇、

水耕培養的設備與方法、硝酸鹽的測定與國內/國

際標準 等，以自選的關鍵字詞找出至少兩篇擁有

電子全文的參考文獻，閱讀、理解、摘要並上傳繳

交。【實作評量】 

 

 

 

 

 

5’ 

 

 

7’ 

 

 

 

8’ 

 

 

 

10’ 

 

 

 

15’ 

 

 

 

 

 

 

 

5’ 

 

 

 

8’ 

 

 

 

 

15’ 

 

 

 

17’ 

 

 

 

 

 

 

 

 

 

 

 

 

 

智慧電視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reurl.cc/WXm1kD 

 

Google Classroom 

 

 
教育部因材網 
https://reurl.cc/NZMR1e 
 

 
https://reurl.cc/43z1XX 
 
 
 
 
 
 

 
Google 學術搜索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Google Classroom 

 
 
 

第一單元：觀察與定題---植物如何製造養分…………(1節) 

第二單元：資料庫與學術文章搜索……………………(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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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WXm1kD
https://reurl.cc/NZMR1e
https://reurl.cc/43z1XX


 
1. 各組成員相互分享個人負責子題的蒐集文獻資料，

利用均一教育平台的討論區進行線上討論；並將初

步討論結果帶至課堂上進行線下討論。 

2. 形成組內共識，依據所查文獻資料，針對光照時間

長短探討水耕蔬菜硝酸鹽含量的影響，進行實驗設

計。【小組評量】 

 
1. 各組分享組內共識及小組初步的研究架構設計。 

2. 小組針對自己與他組的假說與實驗設計進行自評與

他評。【小組評量】 

3. 全班各組共同討論修正，凝聚出可行的、共同的研

究架構與實驗步驟。 

 
1. 教師針對討論結果，結合專業意見給與指導。 

2. 協助各組學生在既定時程中，標示各項重大進度與

時程表。 

3. 針對器材與實驗方法給予適時協助與方向。 

 
1. 教師說明資料與數據的關係與不同處，並介紹統計

分析的必要性、用途與常用方法(平均、標準差)。 

2. 教師簡介常見統計軟體，並以 EXCEL 為例示範函

數統計與圖表繪製功能。 

 

1. 教師發布 EXCEL 教學練習檔案，並提示學生如何

搜尋均一教育平台數學統計相關課程。 

2. 學生利用平台觀看統計圖表入門課程，並練習完成

EXCEL 入門操作與圖表練習兩份線上作業。【實作

評量】 

 
1. 學生將小組實驗數據以 EXCEL 進行統計分析。 

2. 分享、討論個人對於實驗結果的處理方法，從小組

各成員的對談中找出最佳的處理與分析步驟。 

3. 小組成員針對實驗圖表，討論是否能看出初步結果

或趨勢。 

 

1. 各組分享初步製作的實驗圖表，並說明使用的統計

方法與意義。【小組評量】 

2. 小組針對各組成果進行自評與他評，提出建議與看

法，並綜合評價各組優缺點，擬定組內往後數據處

理方式。 

 

 

 

課前 

15’ 

 

 

30’ 

 

 

 

25’ 

 

 

 

10’ 

 

 

10’ 

 

 

 

 

 

 

 

 

 

10’ 

 

 

15’ 

 

 

10’ 

 

10’ 

課後 

 

15’ 

 

18’ 

 

 

12’ 

 

 

25’ 

 

20’ 

 

 

 

 

 
 
 
 
均一教育平台 

 

 

 

 

 

智慧電視 

 

Pages 簡報製作 

 

 

 

 

 

 

 

 

 

 

 

 

 

Pages 簡報製作 

 

 

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微軟雲端應用服務入口-
EXCEL 
 

Google Classroom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reurl.cc/aNYGn3 

 
 
智慧電視 

新北市親師生平台：
微軟雲端應用服務入口-
EXCEL 
 
 

智慧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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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形成假說與設計實驗…………………………(2節) 

組
內
互
學 

組
間
共
學 

教
師
導
學 

第四單元：進行實驗與蒐集數據 

第五單元：數據統計分析與圖表處理………………… (3節) 

學
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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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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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ts.ntpc.edu.tw/#!/links
https://pts.ntpc.edu.tw/#!/links
https://reurl.cc/aNYGn3
https://pts.ntpc.edu.tw/#!/links
https://pts.ntpc.edu.tw/#!/links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進行文獻檢索。 

說明:學生以萵苣為材料，進行延長光照

時間以降低水耕蔬菜硝酸鹽含量實驗。 

 

 

 

 

 

 

 

 

 

 

 

 

說明:專題成果海報觀摩，學生觀摩

各組專題產出海報設計與成品。 

說明:專題成果發表，學生向觀眾介紹專

題研究的成果。 

教學心得與

省思 

    以專題導向為基礎的教學，在一般課堂上實施往往耗時費心，容易讓師生在

教學歷程中半途而廢。藉由科技化的教學平台輔助與行動載具的普及，學生想要

求得答案與線索的來源不再受限於教師一人，而可藉由自主學習平台與數位資

源，自由探索，大大鬆綁了教師指導專題的限度，也不再因為專業受限，可以跟

著學生一同探索、成長與學習。 

    但在專題的定題上，教師如何提供一個具有驅動性，能誘發學生自主學習動

機的題目便顯得非常重要。專題研究與製作的歷程並非輕鬆的，若是吸引學生探

索的題目並非學生有興趣的，那麼要完成的困難度自然增加不少，而教師也會備

第六單元：作品說明書製作 

第七單元：簡報製作與口語表達  

第八單元：海報製作與成果發表  



感壓力，在既有教學進度上還要兼顧專題研究的歷程，更是心力交瘁。 

    但若能在開始讓學生經由生活與討論，自主決定一個感興趣的專題去探討，

並藉由組內共學、組間互學一層層的深入、精熟各項科學探究知識與技能，就此

次教學實施結果而言，此專題研究歷程對師生皆收穫滿滿。 

    以往在傳統課堂實施不易的專題研究，藉著智慧學習與自主學習的數位資源

便利，而變得更加容易推行。雖然在與現有教學進度上的契合仍需加強與配合，

但對現在師生而言，藉由數位工具達成的跨領域學科的整合，以生活情境為發想

的真實議題探討，不再是那麼遙不可及。 

參考資料 

1. 為了活下去！植物硝酸鹽吸收暗藏機密。研之有物 中央研究院，2018/07/03 

2. 蔬菜含有硝酸鹽影響人體健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104-05-06 

3. 蔬菜內硝酸鹽問題。苗栗區農情月刊，第九期。 

附錄 

教師課堂教學使用之投影片 (節錄) 

  

  

學生課後作業示例 (節錄) 

 



學生專題成果海報 (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