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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簡均如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植物之美-植化素分析與植物型態移印染 

二、授課時數 

12 小時（6 週）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一) 教案啟蒙 

1. 從生活中各種植物顏色發現了植物化學素(簡稱植化素)，這些植化素除了有

各種繽紛顏色外，也讓植物有著防禦、調節生理機能、吸收能量…等相關功

能。 

2. 在一次森林的生態旅遊認識了植物移印染，體驗著山區居民使用隨手可得的

野生植物與自製鐵水，經過蒸煮得到美麗的植物倩影羊毛圍巾。 

(二) 設計發展過程 

1. 了解植物移印染原理：植化素與金屬離子產生錯合物 

2. 植化素分析：選擇單寧酸（Tannic acid，TA）與氯化鐵(FeCl3)

做為課程中引入植化素與移印染的主角，單寧酸（TA）是種

大型天然多酚，在化學裡被認為是一種多牙基(polydentate 

ligand)，可以與各種金屬離子，特別是與鐵離子(Fe3+)結合，形

成高度穩定的金屬錯合物。 

3. 校園生態植物調查與採集，科學探究與藝術欣賞兼具 

(三) 教案核心設計理念 

透過探究與實作課程讓每個類群學生都能體驗到獨立研究或專題製作前的科學精神： 

1. 培養科學素養：課程中穿插引導式互動講述、板書與 PPT 呈現，包括：正確實驗操作、觀察紀

錄實驗結果、數據處理分析、結果簡報呈現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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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藝術欣賞美感與公民科學家：校園與介壽公園植物欣賞與生態調查，透過情境體驗各種區

域生物生長環境，並能同理與欣賞各種不同生物生存環境差異。 

(四) 教案設計執行動機 

1. 學習單引導：每份學習單都引導學生如何撰寫，以問答方式增加學生邏輯性思考與問題解決能

力，並提供「撰寫指引」與「檢核表」，使學生能清楚知道學習目標。 

(1)團體學習單（電子檔）：實驗記錄、計劃書、成果簡報等，提供同儕間合作機會。 

(2)個人學習單（紙本）：前後測、互評表、省思等，增加學生的生物能力。 

2. 成果發表會以「科學研討會海報展」模式呈現： 

(1)介紹科學發表研討會模式，讓學生了解此模式功能及共學的意義。 

(2)每位同學都能獨立、完整且多次分享作品，同時也能與聆聽同學近距離互動討論。 

(3)避免增加學生大張海報輸出之經濟、時間壓力，以簡報製作 16 張 A4 輸出，同時將植物移

印染作品排版至海報板上，增加學生實體成就感，同儕間視覺刺激加成。 

(4)有別於以往上台簡報方式呈現，讓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四、教學目標 

(一) 透過探究式教學，培養學生科學思考判斷能力相關目標： 

1. 學生能透過觀察引導提出問題，並經由資料搜尋與閱讀，增加科學素養及相關資訊。 

2. 學生能分析問題的原因、設計解決問題的策略。 

3. 學生能設計解決問題的實驗步驟，包括操作變因、控制變因與應變變因等。 

4. 學生能完成實驗操作、分析結果、推理出適當結論，並能表達分享。 

(二) 科學情意層面相關目標： 

1. 同儕討論、發表分享、激發學生創造力與美感，彼此成長與多元學習。 

2. 培養學生細心、耐心的科學態度，並具備正確的科學表達能力。 

3. 透過探究式教學，培養學生勇於面對生活遇到的問題，並可以透過科學方法解決。 

(三) 藉由「探究成果發表會」達到科學傳播與分享 

1. 學生們設計的主題各不相同，刺激學生科學思維及判斷力。 

2. 學生分享自己探究成果並也欣賞同儕探究成果，刺激學生省思與評價的能力。 

五、教育對象 

全校高二學生，20 班（每學期 10 班）， 

含第一類群(文史哲)、第二類群(理工)、第三類群(生醫)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一) 課程安排(每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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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課程主題 教學流程 學習單 

第一週 生物調查 

圖表製作 

(發現問題) 

1. 建立實驗室安全、 

2. 生物調查、觀察及測量能力，建立公民科學家之基本能力。 

3. 將調查的生物數據繪製成簡易圖表，並分享成果 

學習單 1 

成果分享 

(電子白板) 

第二週 鞣酸檢測 

(發現問題) 

1. 學生紀錄所有檢測與觀察之實驗結果，紀錄包括：植物外觀

型態、萃取溶液顏色、與氯化鐵反應後的顏色等。 

2. 透過生物檢定法，用已知丹寧酸濃度製作吸收值檢量線散佈

圖，根據數據分析並能推理出一片葉子或一朵花單寧酸含量。 

3. 利用生物課所學顯微切片法並操作顯微鏡觀察植物細胞中單

寧酸存在位置。 

4. 學生完成實驗記錄，包括照片紀錄、文字敘述，讓學生發現

不同變因條件的實驗結果有差異。 

5. 學生簡報製作：每組負責介紹一項變因之實驗結果，並可與

他組實驗結果做實驗比較。（提供電子白板撰寫模板） 

學習單 2 

成果分享 

(電子白板) 

 

第三週 印染體驗 

(表達分享) 

(發現問題) 

1. 學生紀錄植物與所有反應後之實驗結果，包括：植物印染前

的型態與顏色、印染後在蠶絲巾上的型態與顏色。 

2. 透過 ImageJ 和 RGB 顏色分析軟體，分析不同植物的移印率

與 RGB 顏色比例。 

3. 學生完成實驗記錄，包括照片紀錄、文字敘述，讓學生發現

不同變因條件的實驗結果有差異。 

成果分享 

(電子白板) 

 

變因設計分享 

(規劃與研究) 

(表達分享) 

1. 學生以組為單位，撰寫「植物移印染」之實驗設計規畫表。 

2. 規劃表包括：探究題目、使用藥品、配置濃度方法、操縱變因、

控制變因、應變變因、實驗流程、紀錄表格等。 

3. 各組學生至少與教師討論與修正 2-3 次。 

學習單 3 

 

第四週 移印染實作 

(規劃與研究) 

學生依循「植物移印染變因設計」進行實驗實作，每種植物每種

變因條件都要有三重複。 

學習單 4 

(電子白板) 

第五週 移印染開箱 

(科學素養) 

教師以互動方式討論基本實驗技巧：處理移印染的植物處理與蠶

絲巾清洗、風乾、印染色塊分析、科學表達作圖選擇。 

 

成果分析 

製作報告 

(論證與建模) 

1. 學生紀錄植物與所有反應後之實驗結果，包括：植物印染前

的型態與顏色、印染後在蠶絲巾上的型態與顏色。 

2. 透過 ImageJ 和 RGB 顏色分析軟體，分析成果中植物面積移

印率與 RGB 顏色比例。 

3. 學生完成實驗記錄，包括照片紀錄、文字敘述，讓學生發現

不同變因條件的實驗結果有差異。 

4. 學生將實驗結果表格化呈現、作圖比較，並能歸納出實驗變

因與實驗結果的相關性或趨勢，適當解釋原因與結論。 

電子白板 

第六週 成果發表會 

(表達與分享) 

1. 提供海報板、植物移印染變因設計成果海報。 

2. 實施成果發表會。 

3. 學生撰寫學習單 5，欣賞並記錄其他組之口語表達、台風、科

學內容，且進行 google 表單投票。 

學習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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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資料（含撰寫指引） 

學習單 內容說明（摘錄學生學習單） 

學習單 1 

（團體） 

2 頁 A4 

引導式互動討論 

1. 介紹生物調查工具與方法，找一棵超過一層樓高的大樹，以大樹為中心，調查周圍約 10 m 範

圍內的五種生物(含樹) 

(1) 觀察這棵樹在校園中的哪裡？查詢並說明樹種名字與特徵？ 

(2) 這棵樹的高度和寬度為何？如何測量與估算而得？請寫出你們的方法和思考過程 

(3) 你們還觀察到哪些不同生物與這棵樹一起生存在同個環境？參考生物間的互動關係，請

問這個些生物與大樹的關係為何？對彼此的影響是？ 

參考互動關係詞 : 掠食、競爭、寄生、共生(片利共生、互利共生) 

(4) 這棵樹住在這裡，扮演何種生態角色？這棵大樹與周圍環境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5) 我對這棵樹的其他觀察或疑問(請提出三點觀察或問題，根據觀察或問題提出你的看法) 

(6) 測量大樹和其他 4 種植物體的平均高度，每樣物種至少四個樣本數據紀錄(繪製統計圖)  

2. 摘錄學生學習單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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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2 

（團體） 

2 頁 A4 

引導式互動討論 

1. 透過學習單表格與問題引導學生紀錄實驗結果 

2. 若要表達不同物種間單寧酸含量差異，要如何繪製圖表呈現? 

學生學習單紀錄與電子白板成果 

 

 

 

 

  

  

  

( 此     

 

 

 

 

 

 

 

 

 

 

 

 

 

 

 

 

 

 

 

 

學習單 3 

（團體） 

2 頁 A4 

1 頁簡報 

 

學習單 4 

（團體） 

1 頁簡報 

各組來回引導式互動討論 

學生依步驟操作、紀錄，最後並能歸納可影響「植物移印染」之因素。 

學生學習單紀錄與電子白板成果 

 

(此結果為三類群的顯微切片) 



6 
 

學習成果

（團體） 

12 頁簡報 

提供成果發表簡報製作指引 

 

 

 

 

 

 

 

 

 

 

 

 

 

 

 

不同類群內容強調重點： 

第一類群(文史哲)：探究實驗設計邏輯架構、欣賞其他組別的美 

第二類群(理工)：探究實驗設計邏輯架構、其他植化素與金屬離子的關係 

第三類群(生醫)：探究實驗設計邏輯架構、植化素在細胞中的位置分析與生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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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5

（個人） 

1 頁 A4 

成果發表會時程表 

時間安排(分鐘) 活動 說明 

10 開幕、活動說明、場佈 每組海報板版面：90*150 cm，將 12 頁簡報

（A4、橫式）自由設計排版。 

15 拍照 

練講海報(每回合 6-8 分) 

拍照：個人照、同組照，紀念用、記錄照 

解說：複習、合作、每位同學都要講解。 

15 第一回合海報解說、觀摩 同組同學分成兩批，每位同學都一回合在自

己的海報版前面分享自己探究內容給其他組

同學，也另一回合自由走動去他組海報板前

觀摩他組探究內容。 

15 第二回合海報解說、觀摩 

15 
第三回合海報解說、觀摩 

10 自由參觀海報 

(無講解) 

欣賞他組探究主題、呈現方式，聚焦自己有興

趣內容。 

10 票選活動 

學習單撰寫 

每位同學一張選票，可圈選最佳海報獎、最佳

台風獎、最佳科學內容獎，各 2 組。 

10 閉幕、恢復場地  

學生學習單紀錄，如下。學生互評：最佳海報獎、最佳台風獎、最佳科學內容獎 

 

 三、課程授課過程紀錄 

1. 實驗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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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授課 

 

3.實作作品與討論 

 

4.成果發表 

 

七、學習評量內容 

1. 實驗實作、完成學習單與電子白板撰寫：個人學習單（前、後測）、團體小組學習單、小組

成果電子白板 

2. 成果發表會簡報：成果發表簡報並表達與口頭分享 

3. 完成學習歷程檔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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