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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  瑠公  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科學探究 
課程類

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 年級 □8 年級 ▓9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節數 

 
每週 1 節，上、下學期各 20 節 

設計理念 

1. 透過實驗操作，學習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及其基本知能，並能應用所學於當前與未來的生活。 

2. 透過小組活動，培養與人溝通表達、團體合作以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3. 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激發創造潛能。 

4. 在操作實驗裝置的過程中察覺人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 

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 能利用多種思考的方式，思索變化事務的機能和形式。 

2. 能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3. 能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學習 

內容 

1. 實踐科學步驟與科學方法，針對問題設計實驗方法，解決問題。 

2. 觀察與紀錄實驗的現象與數據，並分析其蘊含的科學意義。 

3. 將實驗所得轉換成圖表，並能解讀其他科學事件的圖表。 

課程目標 

1. 習得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正確的觀念、態度及工作習慣。 

2. 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與流程。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量) 

個人任務：知道、理解及運用科學概念，並在進行科學探究時，提供個人的想法。 

小組任務：針對不同主題，設計實驗方法，安排實驗流程，實際操作實驗，紀錄結果，轉換成圖表，並常時解釋其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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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與教學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第 

1 

學 

期 

1 周 
 

認識實驗室 
了解本校實驗室的配置、器材、藥品、安全設施。 熟知實驗室安全守則與緊急狀況的應變。 

2-8 周 力學、運動學的探究 
1. 時間測量、位置描述、位移與路程的差異。 

2. 速度與速率的差異、如何測量速度與加速度。 
設計實驗的能力與實驗的可行性、準確性。 

9-14 周 力矩與轉動、各種機械與機器的關聯性 

1. 旋轉的機制 

2. 利用隨手可得的物品設計簡單機械，實際體驗省時與省力的

差異。 

對生活中常見物品的認識及其應用能力 

15-19 周 能源危機下的能源議題 
1. 一般能源與綠能的區別。 

2. 台灣具發展潛能的能源及其應用狀況。 
基本知識與搜尋資料的能力 

20 周 整理實驗室 將實驗室復原 養成負責任的態度 

第 

2 

學 

期 

1 周 準備週。 整理實驗室 熟知實驗室安全守則與緊急狀況的應變。 

2-8 周 靜電、電流、磁 
1. 設計實驗檢驗靜電、電流與磁場 

2. 了解電路中電源與電器的串聯、並聯關係 

能組裝串聯與並聯電路 

自製驗電器 

9-14 周 電能的應用與提供電能的機制 

1. 了解電能的輸送與電能的應用。 

2. 組裝電池、電動機、發電機。 

 

理解電池的必備要件 

電動機與發電機的區別 

15-17 周 電解與電鍍、用電安全 

1. 設計實驗進行電解 

2. 設計實驗進行電鍍 

3. 查閱與用電相關的災害資料 

影響電解結果的變因 

影響電鍍效果的變因 

18 周 整理實驗室 將實驗室復原 養成負責任的態度 

教育議題 

國際教育：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具備探究全球議題之關聯性的能力。 

資訊教育：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預備生活與職涯知能；養成資訊 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科技教育：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安全教育：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害發生以確保生命安全。 

能源教育：增進能源基本概念；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慣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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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實驗設計的能力、操作實驗的能力、分析實驗結果的能力、學生自評與他評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實驗室內器材、行動載具、電腦、簡報軟體 

教材來源 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物品、實驗室內的器材及藥品、網路資源 師資來源 本校自然領堿教師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