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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格式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張霙秀(新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教師)、林家暐(新北市立仁愛國民小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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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生物設計師~生物為什麼長成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二、授課時數 

3 節，1 節 40 分鐘，共 12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學生在三下學習第四單元動物王國時，曾學到動物的身體構造與功能有關，也概略介紹

了動物有不同適應環境的方法，只是當時上課時受限於時間，未能讓學生更深入探究其內

涵，實屬可惜。 

本教案以教育部推動臺灣台語教育及文化部支持建構的「臺灣台語動畫網」中的「天地

創造設計部」為核心資源，希望透過本土語言與科學探究的結合，提升學生對自然領域的學

習興趣與台語聆聽能力。藉由動畫的內容讓學生在輕鬆有趣的氛圍下，激發對生物構造與環

境適應的探索動機。 

課程設計緊扣十二年國教課綱自然領域第二階段學習內容 INb-Ⅱ-7，透過動畫影片、互

動學習與探究活動，以長頸鹿與駱駝為探究案例，引導學生從觀察、紀錄、討論到統整的過

程中，理解動物特徵如何因應環境挑戰而演化，引導學生觀察並理解動物特殊構造的功能及

其對生存的意義。 

教學方法融合數位工具（Padlet、科博館線上博物館與動物園環景資源）與合作學習策

略，藉此培養學生資訊整合、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分組活動設計除了強化同儕互學，更引

導學生類比科學家的探究歷程，從觀察現象、提出假設到驗證資料，逐步建構科學素養，希

望能幫助學生培養像科學家一樣思考的能力。 

此外，筆者亦希望透過台語動畫與本土線上資源的運用，加深學生對臺灣科學教育資源

的認識與應用。期待透過語言與科學的跨領域域整合、科技工具的應用，以及真實環境的虛

擬探索，讓學生培養對生物多樣性的尊重與科學探究的熱忱。 

四、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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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透過影片介紹及網路搜尋了解長頸鹿身體構造如何幫助長頸鹿在環境中生存 

(二) 學生透過欣賞彼此的紀錄了解如何進行觀察記錄 

(三) 學生了解如何使用平板將紀錄拍照上傳至 padlet 

(四) 學生能透過動物的特殊能力推論出該動物生存環境的特徵，並判斷此特殊能力屬於哪

種動物 

(五) 學生透過此課程了解動物的形態和構造與其生長、行為和適應環境有關 

五、教育對象 

國小四年級學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本校自然科學課每週 3 節，採用 2+1 節的配置，所以本教案課程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為連續的兩節課，第二階段為一節課。 

 

 

 

 

 

 

 

 

第一階段  我們看到的長頸鹿為什麼長這樣 

(一) 觀賞與記錄 

教師從「臺灣台語動畫網」播放「天地創造設計部」 (天

地創造設計部, 2025)第一集從 2：00 ~ 9：05 的影片。 

請小朋友在一邊觀賞影片，一邊將影片中所提及的長頸鹿

特殊構造，與這個特殊構造對長頸鹿生存的影響記錄在紙

上。由於小朋友寫字的速度比較慢，所以如果需要記錄，

請小朋友舉手(圖 1)，老師會將影片暫停，確認所有學生都

完成紀錄後，再繼續播放。 

 

(二) 互學互鑑 

請各組小朋友將自己的紀錄遞給同一組在自己左邊的同學，看看其他組員寫了什麼；看

完後繼續遞給左邊的同學，直到拿回自己的紀錄。 

雖然大家是以同一段影片作紀錄，但同一組的觀摩中可以發現有些同學能將每一個特

殊構造及此特殊構造對長頸鹿的意義記錄下來，讓人讀的時候能清楚理解紀錄者觀察 

第一階段 

我們看到的長頸鹿為什麼長這樣 

(一) 觀賞與記錄 

(二) 互學互鑑 

(三) 博採眾長 

(四) 上傳 padlet 與全班分享 

(五) 教師統整 

圖 1 小朋友舉手請老師暫停

播放 

第二階段 

這是誰的超能力 

(一) 特殊能力小偵探 

(二) 上傳 padlet 並與全班分享 

(三) 揭密影片大公開與教師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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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什麼(圖 2)。有些同學則記錄的很零碎(圖 3)，無法由其

紀錄理解這個特殊構造對長頸鹿的生存有何助益。 

藉由這個互相觀摩的過程，能幫助小朋友了解該如何記錄才

能讓他人了解自己想表達的內容，也幫助自己記住觀察到的

內容，同時學習如何向科學家一樣探究觀察到的事物背後所

代表的含意。 

 

 

(三) 博採眾長 

接著請各組整理組員們的紀錄(圖 4)，從組員們對同一特殊構造的紀錄中，找出最清楚

的敘述，統整出這些特殊構造如何幫助長頸鹿在環境中生存，將大家討論的結果記錄在

學習單(圖 5)的表格中，如果遇到沒記錄好或影片中沒有說明清楚的部分，可以利用各

組的平板上網搜尋自己需要的資料(圖 6 ~ 圖 7)，統整好後將討論的結果記錄在各組

的學習單(圖 8)。 

   

  

(四) 上傳 padlet 與全班分享 

老師開啟事先製作好的 padlet 版面~我是生物設計師~1，從共用選單中取得 QR 碼，請

各組使用小組的 ipad，開啟相機掃描 QR 碼點選連結後，就能看到上傳頁面，找到自己

圖 4 統整組員們的紀錄 圖 5 記錄用的學習單 圖 6 邊整理邊上網找需要的資料 

圖 7 小朋友搜尋的資料 

圖 8 第三組整理好的學習單 

這是小朋友依據影

片提到的內容上網

查到的資料，雖然

順序有些顛倒，但

已可確認學生能理

解構造與功能會互

相呼應。 

圖 2 清晰的紀錄 圖 3 零碎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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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別按「+」後，滑動頁面找到「 」就可以拍照，把小組整理好的學習單和每個組

員看影片時的紀錄上傳。從小朋友拍照上傳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有些孩子已經知道相機

要先對焦，照片才會清晰(圖 9)，他們也會制止其他同學上傳太糊的照片，所以孩子們

上傳的照片都能看出他們書寫的內容。而孩子們也在這樣的互動中向同儕學習如何拍

出清晰的照片。 

每一組都上傳完後，在 padlet 版面~我是生物設計師~1 開啟投影片，請各組派一位同學

上台分享小組的討論結果。由此過程可以觀察每位報告者上台說明時，是真的在對台下

的同學說明(說明時看一下台下的人)( 圖 10)，還是只想趕快說完，自己對著白板一直

念，完全不理台下的人 (圖 11)。 

   

(五) 教師統整 

教師先詢問小朋友：你們覺得長頸鹿為什麼脖子要長這麼長？ 

大部分小朋友都會回答：要吃到高處的樹葉。 

再繼續問：為什麼要吃高處的樹葉，像其他草食性動物一樣吃草不是比較容易嗎？ 

有些小朋友會告訴老師吃草要和很多動物搶。 

此時可再詢問小朋友：野生的長頸鹿住在哪裡？ 

有些小朋友知道在非洲，有些人不太清楚，不過問完後應該都知道了。 

老師接著告訴小朋友，有一個地方可以告訴你這兩節課遇到的問題的答案，這個地方就

是位在臺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而且現在你不用到臺中，從網路就可以查到

需要的資料，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看該怎麼查詢。 

進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網站後，在「學習與推廣」的選單中找到「智慧探索體驗」，

從中點選「線上學習資源」，到新的頁面後進入「環景線上博物館」，選擇「常設展與

三園區」，從「清單」中找到「地球環境廳」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球環境廳, 2025)，

點進去後選擇「720 度環景虛擬導覽」，按頁面左上的「搜尋」，點選「長頸鹿」就能

看到長頸鹿的介紹。 

從這裡小朋友除了學到長頸鹿的外形特徵，還能查到食物與進食構造的相關性，點選

「長頸鹿介紹」(圖 12)，還能從圖片中感受到身材高大的長頸鹿要低頭靠近地面有多

辛苦。說明中提到「長頸鹿以刺槐樹樹葉和細枝為食」，刺槐樹聽起來就不怎麼鮮嫩可

口，為什麼選這種食物呢？ 

圖 9 大家一起看怎麼拍才清楚 圖 10 邊說邊注意台下的反應 圖 11 急著唸完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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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頸鹿在地球環境廳編號是「11of 22」，下一個「12of 22」是「東非稀樹草原」(圖 13)，

這就是野生長頸鹿的生長環境，從介紹中可以知道這裡的樹木很少，所以長頸鹿在這裡

也就只能選擇以刺槐樹的樹葉當食物。也就是說長頸鹿的長脖子和堅硬的嘴唇和舌都

是幫助適應「東非稀樹草原」這個環境的特殊構造。 

剛剛小朋友看的影片是把這些特徵當成一種「設計」，但真實的世界中，這種設計不是

由人類完成的，而是經過自然選擇的結果。以長頸鹿為例，目前科學家們認為古代長頸

鹿脖子有長有短，但遇到食物不夠的時候，長脖子的長頸鹿因為能吃到高處的葉子，活

下來的比較多，時間一久就只剩下長脖子的長頸鹿了，這就是科學家說的「演化」。 

類似的例子，還能從「地球環境廳」介紹的「加拉巴哥海岸」(圖 14)找到，裡面提及 13

種外表相似被稱為「達爾文鷽」的雀鳥，牠們的鳥喙大小為了適應不同的食物而有了差

異。這也是一種動物外形與適應環境有關的例子。 

除了科博館外，動物園也提供了很多動物的資料，而且不用到現場參觀，從動物園的的

網站就可以查到，讓我們來看看怎麼從動物園的網站，查詢到長頸鹿的介紹。 

進入臺北市立動物園的網站後點選「園區地圖」，再點「 智慧化動物園 導覽導航系

統」，進入新分頁後，點選「360 環景」 (臺北市立動物園~360 環景, 2025)，選擇「非

洲動物區」，再點長頸鹿的照片，就會看到動物園裡的長頸鹿園區，點畫面上的「i」就

可以看到介紹長頸鹿的解說內容(圖 15)。 

  

  

第二階段  這是誰的超能力 

(一) 特殊能力小偵探 

將寫有不同特殊能力的學習單(圖 16)發給各組，請小朋友依照學習單的特殊能力想一

想這個特殊能力屬於哪種動物， 並上網找找是身體的那些構造使動物具有這種特殊能

力。如果在 15 分鐘內就找到答案，可再挑戰找出同時具備 5 種特殊能力的動物。 

圖 12 地球環境廳的長頸鹿介紹 圖 13 地球環境廳的東非稀樹草原介紹 

圖 14 地球環境廳的加拉巴哥海岸介紹 圖 15 臺北市立動物園的長頸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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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小朋友們討論很熱烈，音量較大，所以有些小朋友就聽到了其他組的答案，筆者也

因而觀察到一些有趣的情形： 

第一組要找的是不會下沉的動物，他們一開始寫的是「水黽」(圖 17)，身體構造說明也

查完寫好了，但聽到其他組一直在講「駱駝」，就把自己的答案改成「駱駝」，重新查

詢身體構造，導致他們雖然知道同時符合 5 種特殊能力的動物是「駱駝」，也只來得及

寫與第一個特殊能力有關的構造。 

第三組則是搞錯方向(圖 18)，查了駱駝能做到第一個和第二個特殊能力的構造，忘了

他們要從第三個特殊能力開始查。 

第四組的小朋友聽到大家說駱駝，他們就以「駱駝為什麼抗熱又耐寒」上網查詢，他們

也查到了(圖 19)，但因缺乏統整出關鍵詞彙的能力，導致學習單上除了駱駝什麼都沒

寫。 

第二組和第五組(圖 20)則是一開始就鎖定以「駱駝」為主題上網搜尋，但 15 分鐘似乎

只夠他們整理出一個特徵和構造。 

也就是本班的 5 組學生除了第四組外，其餘各組已具備統整出動物的身體構造如何幫

牠們適應環境並生存下來的能力。 

 

 

 

 

 

 

 

 

 

 

 

 

 

 

 

 

 

 

 

 

圖 16 第二階段學習單 

 

沒擦乾淨的
「水」字 

 

沒擦乾淨的
痕跡 

圖 17 第一組的紀錄 

圖 18 第三組的紀錄 

圖 19 第四組查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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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傳 padlet 並與全班分享 

老師開啟 padlet 版面~我是生物設計師~2，請各組將這一節課的學習單拍照上傳。有

了第一階段的拍照上傳經驗，這次各組上傳的過程都很順利。在發表過程中大部分的小

朋友都能面向同學說明自己的想法(圖 21)，只有一組還是背對著大家(圖 22)。最特別

的是第四組，雖然一開始上台的小朋友面對空空的學習單，不知道該從何說起，但立刻

有同組的小朋友拿著平板上台(圖 23)，向同學說明他們的想法。 

透過小朋友們的說明也能讓同學們了解是駱駝身體的那些構造，讓駱駝具備這樣的超

能力。此外，雖然沒有任何一組完全找出達成 5 個超能力的構造，但透過各組分工，也

能達成這個目的。 

 

 

 

 

 

 

(三) 揭密影片大公開與教師統整 

教師從 12：07 開始播放「天地創造設計部」(天地創造設計部, 2025)第十三集的影片。 

影片中提到不會下沉的動物時也和第一組一樣想到了「水黽」，也提及了水黽能浮在水

面上的原因。但設計師想設計大型動物，所以設計了底面積較大的腳底來避免下沉，滑

雪板也是使用相同的原理來避免滑雪者陷入雪中。 

至於「在會痛的地面上也不會痛」的動物，設計師是讓動物的腳底像大象一樣厚實，再

加上角質，讓動物即使在有刺的地面也能坐下休息。 

老師暫停影片告訴小朋友，我們的皮膚一直在長新的細胞，舊的細胞慢慢變硬，最後變

成角質保護我們的皮膚，指甲也是角質的一種。 

為了設計「可以吞針」的動物，設計提到滿口指甲包住的指頭，用指頭將針直直送進胃。 

老師在此暫停告訴小朋友，第二組剛才的報告中提到嘴裡那些堅硬的乳突就像手指一

樣，第三組也提到駱駝口中有圓錐形的乳突，這就是影片中說的指頭。 

設計「抗熱又耐寒」的動物的設計師提到體型大的生物較不受外界氣溫影響，所以他設

計了體型大且毛茸茸的動物，身上的脂肪可耐寒保護身體。由於脂肪和毛茸茸的身體是

圖 20 第二組和第五組的紀錄 

圖 21 面向同學說明小組的想法 圖 22 背對同學念完 圖 23 第四組救援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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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熱材料，所以這樣的身體有助於抗熱和耐寒。 

此時老師暫停影片，告訴小朋友保溫和保冷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在「阻止熱能的流動」；

外面溫度高的時候不讓熱跑進來，外面溫度低的時候不讓熱跑出去，所以用保溫瓶裝熱

飲比較不會涼掉，裝冰水也可以保冰。 

影片中提到有脂肪和毛茸茸的身體的動物要避免體溫上升的太高，就要流汗來調節體

溫，但這種動物生活在水分稀少的環境，如果流汗又沒水喝可能會死亡。負責這個問題

的設計師想到了「可以在體內分解脂肪，讓脂肪變成水」，可是分解脂肪需要水，設計

師想把水儲存在紅血球，為了避免膨大的紅血球堵住血管，設計師將紅血球的形狀從圓

形改成橢圓形，以便順利通過微血管。 

最後設計師在修改外形之後，成功設計出能在灼熱又極寒、會使腳底下沉且水分稀少生

長著有針的仙人掌的沙漠中生存的動物~駱駝。 

老師播完影片告訴小朋友：沙漠的沙子非常乾燥，顆粒之間沒有黏性。當動物踩在上

面，腳的重量使沙子的顆粒滑動散開，腳就沉下去了。且沙漠日夜溫差大，白天氣溫接

近 50 ℃，晚上卻降到接近 0 ℃，所以才會以灼熱又極寒形容。大家想想夏天中午的沙

灘，就能知道高溫的沙子踩起來很痛，因此才會說駱駝有「在會痛的地面上也不會痛」

的能力。 

經過這三節課，相信學生對課綱 INb- Ⅱ -7 動植物體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

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關，應有更深刻的體驗。 

七、學習評量內容 

本課程採用多元評量，包含以下項目： 

(一) 影片紀錄，學生在第一階段的影片觀賞時所作的紀錄，除了上傳 padlet 外，老師也會將

每個學生的紀錄收回來進行評量。 

(二) 分組討論的參與程度，老師會在學生們討論學習單內容時，在各組巡走，除了觀察每個

學生討論時的參與程度外，也在學生遇到問題時提供解決的方法。 

(三) 各組學習單呈現的內容是否能看出動物的構造對生存的影響。 

(四) 上台進行口頭報告時，能否讓台下同學理解該組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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