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五結國中重大議題融入領域課程活動

自然領域

年級 版本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重大議題

1.認識自然科學與科技的重要性。 【環境教育】

2.認識自然科學與生活科技的基本內涵。

3.認識學習本課程須有的態度。

4.知道並遵守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5.明瞭緊急狀況時（例如：火災、地震）

，疏散及逃生的路線。

6.知道實驗室急救設備的位置。

7.認識各種常用的器材。

8.了解重要實驗器材的正確使用方法及操

作過程。

第1章
1.知道地球上孕育生命的條件及生命大約

是何時誕生的。
【環境教育】

孕育生命的世界
2.知道生物和無生物的區別在於生物有生

命現象。

3.知道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條件。

4.知道地球上孕育生命的條件及生命大約

是何時誕生的。

5.了解地球上絕大部分的生物都必須仰賴

大氣生存。

6.知道地球大氣的演變歷程

7.知道現今大氣的主要組成

8.了解大氣的功能

9.知道海洋形成的過程和鹽分來源

10.知道海洋調節溫度的功能

11.了解水循環的重要

12.知道土壤形成過程和重要性

13.了解生物圈的定義與範圍。

14.知道生物可以適應多變的環境。

第3章 1.了解生物體需有能量才能維持生命現

養分
2.知道養分分成醣類、蛋白質、脂質、礦

物質、維生素和水六大類。

3.學習澱粉與葡萄糖的測定方法。

4.知道生物體所進行的化學反應是以酵素

做為催化劑來調控反應速率。
【環境教育】

5.知道酵素的成分為蛋白質，且知道會影

響酵素作用的因素。

6.了解植物葉子的構造。

7.知道光合作用進行的場所、原料和產

8.了解植物需要光才能進行光合作用。

9.了解光合作用對生命世界的重要性。

10.比較不同動物攝食構造的不同。

11.了解消化作用的目的。

12.知道消化作用由消化器官負責。

1上 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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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知道人體的消化系統包括消化管和消

化腺。

14.比較消化管和消化腺功能的不同。

15.簡述人體各個消化管、消化腺的功

16.比較澱粉、蛋白質和脂質在人體內進

行消化作用的過程。

17.知道養分的吸收主要在小腸中進行。

18.了解小腸壁上的絨毛可增加養分吸收

的表面積。

19.知道進入細胞內的養分如何在細胞內

進行代謝作用。

第7章 1.解釋科技起源的原因。 【環境教育】

科技進步的推手 2.說明鑽木取火的方法。

3.舉例原始時代使用的工具。

4.舉出科技發展所運用的資源。

5.說明過去至今，人類發展科技的幾個階

段。

6.了解科技發展的目的在解決與改善人類

生活問題。

7.運用科技解決問題的概念與步驟。

8了解分析與確認問題的方法。

9舉出蒐集資料的方法與管道。

10解腦力激盪的方法。

11.現有事物重新合併、轉移、反向等思

考的實例。

12.驗與實作對驗證構想的重要性。

13.試與評估對修正結果的重要性。

14.體驗以科技的方法解決問題。

15.運用創造思考的方法產生創意的構

16.體驗以科技的方法解決問題。

17.運用創造思考的方法產生創意的構

18.各種表達方法及其特性。

19.認識與製作輔助媒體。

20.運用輔助媒體來發表構想。

21.體認運用表達方法的重要性。

22.體驗各種表達方法並了解其特性。

23.認識與製作輔助媒體。

24.舉例說明科技對生活有哪些正面的影

響。

25.舉例說明科技對生活有哪些負面的影

響。

26.指出生活上有哪些具備爭議的科技。

27.說明生活環保行動的五大重點。

28.體認科技未來的展望視人類如何運用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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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了解生物形態及構造等，會隨著環境變

化而發生改變。

演化
2.知道加拉巴哥群島上的生物對達爾文在

演化思想上的啟發。
【環境教育】

3.了解加拉巴哥群島上鷽鳥的鳥喙形狀和

環境中食物種類間的關係。

4.知道達爾文天擇說中演化的機制。

5.比較天擇和人擇間的異同。

7.了解化石是保存在地層中古生物的遺體

或遺跡。

8.知道化石能形成並保存至今的機會很渺

小。

9.了解化石是演化的直接證據。

10.透過馬化石，了解馬的演化過程。

11.透過珊瑚化石，推測珊瑚當時的生活

環境。

12.了解生物的演化方向。

13.認識各地質時代的優勢物種。

14.培養尊重生命的態度。

第6章
1.了解人類對環境造成的衝擊，與這些衝

擊對生物造成的影響。
【環境教育】

人類與環境 2.了解生物累積作用的過程與影響。

3.知道「優養化」的定義，並了解河川水

域優養化的過程與結果。

4.體認保育工作的重要。

5.知道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6.了解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

7.了解維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8.知道並能分析生物多樣性遭破壞的原

9.了解目前生態保育方式的新趨勢。

10.知道制定國際公約的目的。

11.認識重要的國際保育公約。

12.了解目前國內自然保育的概況。

13.知道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並能說出

臺灣七座國家公園的名稱與位置。

14.了解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的衝突，並

能試著提出解決的

方案。

15.知道如何有效利用資源，並在日常生

活中落實環境保育

的工作。

第2章 1.知道自然界充滿物質。 【環境教育】

物質的世界
2.了解物質的定義占有空間、具有質量且

各有其特性。

3.能說出物質三態的特性。

4.認識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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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能分辨生活中的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

6.了解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7.分辨純物質與混合物。

8.知道純物質有固定的性質，而混合物的

性質會隨組成成

分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9.知道如何從混合物中分離出純物質。

10.了解並觀察溶解的現象。

11.了解溶質、溶劑與溶液這三種意義。

12.知道溶質可以是固、液、氣三態。

13.知道溶劑除了水以外， 還有其他種

14.知道擴散是溶質由濃度高往濃度低運

動的現象。

15.知道溶解後，溶液中的溶質仍在溶液

中不停的運動。

16.了解重量百分濃度、體積百分濃度與

溶解度的意義。

17.知道如何計算簡單的重量百分濃度、

體積百分濃度與溶解度問題。

18.了解飽和溶液的意義。

19.知道水溫與溶質在水中溶解度的關

20.了解空氣是一種混合物。

21.知道空氣中各種氣體含量的排名。

22.知道空氣中主要氣體的特性及應用。

23.認識氧氣的製造方法； 了解氧氣有助

燃性及檢驗方式。

24.知道二氧化碳的製造方法；了解二氧

化碳的性質及其檢驗方式。

第3章 1.了解波動產生的原因。

波動與聲音 2.知道波動只傳送擾動，並不傳送物質。

3.認識力學波。

4.了解力學波需要靠介質傳播。 【環境教育】

5.知道橫波、縱波的定義與區別。

6.了解波動的基本性質： 週期、頻率、

波長、振幅、波速。

7.知道聲音是因為物體快速振動而產生

8.了解聽覺是如何產生的。

9.知道何謂超聲波。

10.知道在空氣中傳播的聲波是一種縱

11.能利用活動證明接近真空的環境不易

傳播聲音。

12.知道聲音是一種力學波。

13.知道固體、液體、氣體皆可傳播聲

14.知道聲音傳播的速率通常為固體＞ 液

體＞氣體。

2上 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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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知道介質的種類、狀態、密度及溫度

等因素， 皆會影響聲音傳播的速率。

16.了解反射的意義。

17.知道反射回來的聲音稱為回聲。

18.知道回聲對生活的影響。

第4章 1.知道光以直線前進方式傳播。 【環境教育】

光 2.能說明光的直線傳播所造成的生活實

3.了解針孔成像及成像性質。

4.知道光可以穿越真空。

5.能指出光在空氣中的傳播速率約為3×

108m/s。

6.知道光在不同的介質中，傳播速率並不

相同。

7.能說明平面鏡成像為虛像，知道像與物

體間位置大小關係。

8.知道凹面鏡、凸面鏡成像原理。

9.能舉出凹面鏡、凸面鏡在生活中的應

10.了解光從一介質進入另一介質時，行

進方向會偏折的原因。

11.了解光的折射法則。

第5章 1.了解客觀表示物體冷熱程度的方式。

溫度與熱 2.了解溫度計的使用原理。

3.認識溫標的種類。

4.知道攝氏溫標的制定方式。

5.學會攝氏溫標與華氏溫標的換算。

6.知道熱能與熱量的意義。

7.了解當熱能進出物體時，會造成物體的

溫度變化。

8.了解何謂熱平衡。

9.了解比熱的定義。

10.了解加熱相同的物質，上升溫度與質

量成反比。

11.了解加熱相同質量的不同物質，比熱

越小者，上升溫度越大。

12.知道有些物質會有熱脹冷縮的現象。

13.了解水獨特的性質：4℃時，體積最

小、密度最大。

14.了解物質狀態會隨著溫度的變化而改

變。

15.知道熔化、凝固和凝結的意義，並說

出熱能進出的狀態。

16.知道熔點、凝固點、沸點和凝結點的

定義。

17.知道汽化的意義， 並能說明蒸發與沸

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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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了解物質的昇華與凝華的現象， 並能

說出熱能的進出狀態。

19.了解物質在固態、液態、氣態時的粒

子分布，並能說出物質三態變化間，熱

量的吸放過程。

20.了解物質變化的過程中，常伴隨能量

的進出。

21.能舉例說明當物質發生物理變化、化

學變化時所伴隨的能量變化。

22.了解傳導、對流、輻射是熱傳播的三

種方式。

23.了解熱傳導的現象。

24.了解熱傳導是固體主要的傳熱方式。

25.知道不同的物質對熱傳導的快慢各不

相同。

26.明白生活中如何應用熱傳導現象。

27.了解熱對流的現象及原因。

28.明白對流是流體傳熱的主要方式。

29.明白自然界中的「風」， 是空氣熱對

流現象所引起的。

30.了解熱對流的應用。

31.了解熱輻射的現象與應用。

32.了解熱輻射的效果與物體表面顏色有

關。

第1章 1.知道質量守恆定律的含義。

化學反應
2.能以道耳頓原子說的內容解釋質量守恆

定律。

3.驗證化學反應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環境教育】

4.認識原子量的意義及原子量是一種質量

的比較值。

5.能從被訂定為比較標準的原子量及其比

較數值，求出其他物質的原子量。

6.學會分子量的求法。

7.知道一些常見物質的分子量或式量的求

法。

8.認識莫耳數的意義。

9.了解計量原子或分子的方式。

10.知道原子量與莫耳數之間的關係

11.了解化學反應式是用來表達實驗的結

果。

12.能說明化學反應式中係數的意義。

13.學習如何平衡化學反應式。

14.了解平衡化學反應式的原理，是根據

反應前、後原子數目不變，及質量守恆

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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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了解化學反應式中，係數與各物質質

量的關係。

16.能由化學反應式中，反應物的消耗量

，推測生成物的生成量。

17.能知道化學反應前、後遵守質量守恆

定律。

第3章 1.了解電解質與非電解質的定義。

酸、鹼、鹽
2.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溶液大都含有電解

質。

3.知道潮溼容易觸電的原因。 【環境教育】

4.認識電離說的起源。

5.了解電離說的涵義。

6.知道原子與離子的區別，並了解正離子

與負離子的形成原因。

第7章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材料。

適材適用 2.了解材料的一次加工處理方法。

3.依據材料的特性辨別材料。

4.分辨並了解各種材料及其特性。

5.認識各種材料加工成形的過程。

6.了解改變材料材質的方法。

7.了解各種材料接合組裝的方法。

8.了解材料表面處理的方法。

9.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新材料。

10.了解新材料應用情形。

11.了解新材料對於產業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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