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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組亮點
一、課程模組、教材教具與評量工具建
構完整，並完成教學評鑑整體過程，於
2013年榮獲高瞻學校特色課程第一名。

二、彈性的教學單元活動設計，教師可
依需求在適合的科目中，完整呈現課程
或選取部份單元進行融入。

◎課程發展理念
希望透過實驗探索之探究式教學歷程，引導學生掌握研究方法、設計科學

實驗、統整與分析資料、形成數據、批判及推論、形成結論及預測改變等能
力指標，並且養成主動積極思考與解決能力，進而激發學習興趣。

微生物產氫課程教案架構

◎教學歷程與特色

一、將新興科技融入課程，銜接教科書的基礎理論與生活議題。
本課程將生質能新興科技概念與生活相關的能源議題融入課程，藉以引起

學生對新興科技之興趣。探討議題符合本校農工整合之本位特色，讓學生利
用校園內可取得之畜產與農業廢棄物原料，進行微生物厭氧產氫發酵實驗。

二、跳脫傳統教學方法，以探究式教學引導學生從做中學。
本課程以探究式教學法為設計主軸，改變傳統講授式單向教學模式，改以

引導式雙向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主、教師為輔。搭配分組變因設計、實驗操
作，以培養學生積極思考的習慣與主動探索學習的興趣，讓學生從做中學，
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透過異質性的分組學習進行課程，培養合作學習與問題解
決的能力。

依不同科別不同專長的學生加以分組，透過集體討論方式，並藉由參考
書籍的輔助以及教師的引導，深入探討課程並歸納分析，能藉助團體討論的
過程，集體腦力激盪並發揮合作學習的精神。

四、重視學生知識的建構歷程，透過學習紀錄單、自我檢核表
與互評機制，以進行形成性評量。
教師針對課程單元設計活動學習單、自我檢核表與互評表等課程評量方

式，就學生分組討論之情形、上台發表之表現與學生互評、實驗紀錄及學習
單等，進行學生的學習過程紀錄與評量。

五、開發類PISA試題式的評量工具，量化性的評估學生探究能
力的養成。
學生須於課程開始與結束前後填寫前後測驗試題，檢測對於課程知識的

瞭解，與學習成效有無提升，並完成學習回饋單，對本課程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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