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全 年級  自然科學  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改編教材 

:植物大觀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全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2節，本學期共 42節 

課程目標 

1.認識植物的構造 

2.認識植物構造的功能 

3.認識多種植物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

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週 1. 地球最早的主人:植物

的誕生 

2. 生命原動力-根:認識榕

樹 

 

2 1. 認識植物的演進 

2. 認識根的構造 

3. 認識根的功能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

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

書刊及網路媒體

中，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進

而能察覺問題。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

Fc-Ⅳ-1  

生物圈內含有

不同的生態系。

生態系的生物

因子，其組成層

次由低到高為

個體、族群、群

集。 

Gc-Ⅳ-1 依據
生物形態與構
造的特徵，可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

性及環境承載

力的重要性。 

 

第 2週 2 

第 3週 2 

第 4週 2 

第 5週 2 

第 6週 2 

第 7週 2 

第 8週 頂天立地-莖:認識不同植

物的莖(例如芹菜，空心

菜，曇花，榕樹等) 

2 1.認識莖的種類 

2.認識莖的構造 

3.認識莖的功能 

第 9週 2 

第 10週 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第 11週  2  然 科 學 知 識 概

念，經由自我或

團體探索與討論

的過程，想像當

使用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

產生的差異；並

能嘗試在指導下

以創新思考和方

法 得 到 新 的 模

型、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

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

現 象 及 實 驗 數

據，並推論出其

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以將生物分

類。 

Gc-Ⅳ-2  

地球上有形形

色色的生物，

在生態系中擔

任不同的角

色，發揮不同

的功能，有助

於維持生態系

的穩定。 

Db-Ⅳ-6 
植物體根、
莖、葉、花、
果實內的維管

束具有運輸功
能。 
Db-Ⅳ-7  
花的構造中，
雄蕊的花藥可
產生花粉粒，
花粉粒內有精
細胞；雌蕊的
子房內有胚

珠，胚珠內有
卵細胞。 

 

 

第 12週 2 

第 13週 2 

第 14週 2 

第 15週 太陽能澱粉工廠:葉 

 
2 1. 認識葉的型態 

2. 認識葉的構造 

3. 認識葉的功能 

 

第 16週 2 

第 17週 2 

第 18週 2 

第 19週 2 

第 20週 2 

第 21週 2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不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不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立仁德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全 年級  自然科學  領域學習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改編教材 

:植物大觀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全年級 教學節數 每 2節，本學期共 40節 

課程目標 

1.認識植物的構造 

2.認識植物構造的功能 

3.認識多種植物 

該學習階段 

領域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

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B3 

透過欣賞山川大地、風雲雨露、河海大洋、日月星辰，體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實質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 1週 1. 招蜂引蝶:花 

2. 種子的搖籃:果實-認識

水果(例如葡萄，棗

子，鳳梨，草莓等) 

 

2 1. 認識花的型態 

2. 認識花的構造 

3. 認識花的功能 

4. 認識種子的種類，構

造和功能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

然 科 學 知 識 概

念，經由自我或

團體探索與討論

的過程，想像當

使用的觀察方法

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

產生的差異；並

Fc-Ⅳ-1  

生物圈內含有

不同的生態系。

生態系的生物

因子，其組成層

次由低到高為

個體、族群、群

集。 

Gc-Ⅳ-2  

地球上有形形

色色的生物，

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

性及環境承載

力的重要性。 

 

第 2週 2 

第 3週 2 

第 4週 2 

第 5週 2 

第 6週 2 

第 7週 2 

第 8週 2 

第 9週 2 

第 10週 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第 11週 1. 在果實裡熟睡:種子(認

識稻米，玉米，可可

樹，咖啡等) 

2. 愈長愈多:植物的繁殖 

2 1. 認識種子的型態 

2. 認識種子的構造 

3. 認識種子的功能 

4. 認識植物繁殖的方

法 

 

能嘗試在指導下

以創新思考和方

法 得 到 新 的 模

型、成品或結果。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

識正確的連結到

所觀察到的自然

現 象 及 實 驗 數

據，並推論出其

中的關聯，進而

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在生態系中擔

任不同的角

色，發揮不同

的功能，有助

於維持生態系

的穩定。 

Db-Ⅳ-6 
植物體根、

莖、葉、花、
果實內的維管
束具有運輸功
能。 
Lb-Ⅳ-2 人類
活動會改變環
境，也可能影
響其他生物的

生存。 
Lb-Ⅳ-3 人類
可採取行動來
維持生物的生
存環境，使生
物能在自然環
境中生長、繁
殖、交互作

用，以維持生
態平衡。 
 

第 12週 2 

第 13週 2 

第 14週 2 

第 15週 2 

第 16週 2 

第 17週 2 

第 18週 2 

第 19週 2 

第 20週 2 

◎教學期程以每週教學為原則，如行列太多或不足，請自行增刪。 
◎「學習目標」應為結合「學習表現」(動詞)與「學習內容」(名詞)，整合為學生本單元應習得的學科本質知能。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為學校(可結合學年會議)應以學習階段為單位，清楚安排兩年內「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如何規劃在各
個單元讓學生習得。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需呈現領綱完整文字，非只有代號，「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亦是。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新課綱版) 

◎依據 109.12.10函頒修訂之「臺南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小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建議措施」中之配套措施，如有每位學生上台報

告之「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用不同顏色的文字特別註記並具體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