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原⼦到宇宙 
⼗⼆年國民基本教育⾃然科學領域教學模組研發模式與⽰例

模組簡介 
本模組以跨科概念念「尺度」作為核⼼心學習內容；以學⽣生的⽇日常⽣生活作為情境；以科學的思考智能和探究能

⼒力力作為課程的學習表現。課程設計從認識科學導論開始，引導學⽣生認識科學的研究⽅方法，知道科學在學什什麼？
科學家在做什什麼？知道科學這⾨門學科會探討的範圍包含極⼩小的原⼦子、分⼦子到極⼤大的太陽系、宇宙。

探究與實作的活動包括:⽤用⼿手機顯微鏡放⼤大為⼩小物體、地圖、顯微圖的「比例例尺」實測；澱粉變成糖、糖變
成⼆二氧化碳、電解⽔水…等，藉由這些探究過程認識「物質是由粒⼦子組成」、「粒⼦子可拆解、合成」的概念念，建
構「原⼦子是組成物質的基本單位」的微觀概念念。另外，從閱讀資料認識太陽系的尺度，並且將太陽系縮⼩小⾄至學
校操場可容納的尺度來來製作太陽系模型，從實作活動中認識和體驗⼤大尺度的距離概念念。

國中階段跨科整合的可⾏行行模式 
跨科概念念涵蓋不同的學科主題，學科概念念統整的學習模
組中涉及的學科概念念(如原⼦子與分⼦子、澱粉分解、葡萄
糖、太陽系等)只是作為呈現教材的題材，其主要學習
仍在各學科中學習，不影響學科概念念系統。 
以跨科模組作為⼀一學期課程中的⼀一個單元，由原科任老
師授課，不會造成排課困擾，⽽而老師若若需增能、備課，
其負擔、壓⼒力力也較⼩小，有利利於師資增能培訓，也增加教
師對跨科的接受度。

探究與實作的基礎課程 
探究能⼒力力分為思考智能與問題解決。此兩兩者間彼此密切
關聯聯、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子題中，放入不同的探究能
⼒力力課程，讓學⽣生在不同⼦子題中學習不同的探究能⼒力力

例例如在⼦子題⼀一的科學導論中，從尺度觀點來來認識科學探究
的對象,及科學家⼯工作的內容 
 

在⼦子題⼆二中，則是藉由澱粉分解和電解⽔水的結果，思考物
質可被分解成更更⼩小單元。學習問題解決中的分析與發現；

⼦子題三則是從取得數據開始，根據數據製作太陽系的恆星
與⾏行行星模型，然後實際在操場測量量真實距離比例例的太陽系。
藉由實作太陽系模型的過程，學習模型的建立。

跨科概念念：尺度

⼦子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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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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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闊的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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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模組試教過程 
第⼀一、第⼆二單元⾄至壯圍國中⽣生活科學社學⽣生(七八年年級混齡、共14名學⽣生)進⾏行行試教.

第⼆二單元第⼀一⼆二節課並⾄至復興國中以⼀一般班級(七年年級)進⾏行行試教，以比對不同班級型態及
城鄉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差異異。第三單元以壯圍國中801學⽣生(26位)為對象進⾏行行試教,實作
太陽系模型。試教過程，多數學⽣生對此課程很感興趣，也能理理解尺度跨科概念念，動⼿手作及
探究的表現也很好,不過尚未進⾏行行量量化的觀察與分析。

教材模組開發困難及突破 
⼀一.、學習內容從學科概念念轉為跨科概念念，但在試教過程發現:缺少學科概念念會影響跨科概念念
的學習，學科概念念與跨科概念念的比重及學習順序是本模組最⼤大挑戰.
⼆二、本模組希望呈現以″探究能⼒力力‷為指標的教學及評量量⽅方式，但⼀一個議題的課程只能達成部分能⼒力力指標，且為達成某
個指標(如推理理論證指標)可能需加入部分非本議題的學習內容,在學習內容取捨上經多翻修改仍未有最後定論!!

三、課程研發的過程中，需要許多相關的圖片，資料，顧及版權的問題，造成教材無法公開，失去公開討論修正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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