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 

八年級「自然領域」課程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113學年度將南一版更換為翰林版 

 
一、緣由 
  112 年度七年級選用「南一版」國中自然教科書。因七年級以生物內容為主，

八、九年級則以理化為主，然而南ㄧ之 113 學年度的八年級教材，並非為最佳教材選

擇，為免耽誤學生學習，故擬於 113 學年度上學期更換選用「翰林版」的國中自然教

材。 

二、原使用版本（南一）分析 
（一）112自然翰林版與南一版自然教材比較 

1.分析比較(112年度一年級自然教材比較) 

單元名稱 
南一

頁數 
南一內容 

翰林

頁數 
翰林內容 

七上 

整體架構  延伸閱讀只是短文而已，不過

每章節有學習診斷的學習測

驗，但學習測驗是開放式的題

目，實用性與使用性低。 

 知識補給站發展選擇題，可增加

學生閱讀文章抓重點的能力；科

學家小傳用漫畫式呈現，這是大

膽的創新。 

整體架構  各實驗活動中，雖有活動說

明，但過於簡略，只能說引起

動機而已。 

 各實驗活動中，多有活動說明，

將活動原理介紹，或實驗中注意

事項註明． 

整體架構  並無此設計  將重要概念整理呈現簡單表格讓

學生思考後自行填答可加深印象

與歸納性。 

整體架構  於每章後面附上開放式題目，

造成學生作答與老師解答的困

擾。 

 課程中的頁面穿插仿考試趨勢的

選擇式例題，可立即檢測學生是

否釐清重要概念。 

1-1 

生命的起源 

P12 僅提到「生命現象」卻無說明 P12 對於「生命現象」解釋精要易懂 

1-1 

生命的起源 

P14 無舉例說明生物與非生物 P13 舉例並附圖說明生物與非生物 



2-1 

細胞的構造 

P26 圖 2-1軟木塞細胞標示簡略。 P38 有複式顯微鏡之清晰軟木塞細胞

供學生觀察，並附上尺度作參

考。 

     

單元名稱 
南一

頁數 
南一內容 

翰林

頁數 
翰林內容 

2-1 

細胞的構造 

P27 僅提供人類細胞的顯微圖片，

並無附上植物細胞的顯微圖

片，無法與虎克所看到的影像

做比較 

P39 圖 2-2加入了植物細胞的顯微圖

片，讓學生能與虎克所看到的影

像做比較。 

2-1 

細胞的構造 

P28 圖 2-4細胞模式圖，針對動植

物細胞各部分有做介紹，但較

為簡略；並針對有差異的部分

(如液胞)未明確加以區分，易

造成學生混淆。 

P40 圖 2-3細胞構造圖，針對動植物

細胞各部分與其功用完整介紹；

並針對學生易混淆的液胞部分做

區分。 

2-2 

物質進出細

胞方式 

P37 表 2-1針對動植物細胞的滲透

作用，有用圖表的方式加以說

明，但較簡略。 

P49 針對動植物細胞滲透作用，圖

2-6加入電顯圖，讓學生觀察動

植物細胞透過滲透作用在不同濃

度溶液下之變化，並附上尺度作

參考。 

2-4生物體

的組成層次 
P38 

無圖例說明單細胞與多細胞生

物。 
P50 

有單細胞與多細胞生物清楚圖例

有利學生釐清。 

2-4生物體

的組成層次 

P38 「動物的組成層次」與「植物

的組成層次」敘述無明顯區

分，學生不易歸納重點。 

P52 副標題將「動物的組成層次」與

「植物的組成層次」段落區分明

白，有助學生統整思緒。 

2-4生物體

的組成層次 

P39 圖 2-11無表現出器官由數種

組織組成之概念 

P52 圖 2-9獨家表現出器官由數種組

織組成。 

第二章重點

整理 

P42 重點整理沒有列出細胞構造及

功能 

P54 重點整理列出細胞構造及功能之

表格整理並以清楚的層級表現 

3-3 

植物如何獲

得養分 

P56 圖 3-8、3-9的各階層層次架

構混亂，造成學生學習的困

難。 

P70 圖 3-6、3-7葉片構造圖加入電

顯圖，與示意圖同步呈現，學生

容易比對。並分別從葉(器官)→

組織→細胞→葉綠體的循序介

紹，層次架構明確，針對學生易

混淆的微觀尺寸，示意圖完整設

計及特寫圖照局部放大，讓學生

完整了解葉片結構。 

3-3 

植物如何獲

得養分 

P59 圖 3-8光合作用示意圖，針對

光合作用的過程介紹簡略。 

P72 圖 3-8光合作用示意圖除以圖說

介紹光合作用外，另以原料與產

物的方框呈現，符合後續學生學

習化學反應式的呈現方式。 

活動 3-3光

與光合作用 

P60~

61 

無圖示葉片因有無包鋁箔紙使

其顏色的變化；亦無圖示酒精

顏色的變化。 

P74~

75 

實驗步驟 3以真實圖照清楚展示

葉片顏色的變化，並於步驟 6圖

示酒精顏色的變化。 



植物的運輸

構造 

P74 無木材和樹皮的示意圖 P88 立體呈現木材和樹皮的示意圖 

活動 4-2植

物體內水分

的運輸 

P77 以簡略圖示呈現步驟且無結果

呈現，學生不易理解。 

P93~

94 

每個步驟皆有真實圖照，且芹菜

葉片及葉柄顏色變化的實驗結果

以放大照片呈現增加學生學習印

象。 

5-1 

神經系統 

P99 反射與非反射作用，利用兩張

圖加以說明，而無整合介紹。 

P121 於圖 5-11整合反射與非反射作

用之傳遞路徑區別。讓學生能快

速區分差別，並有利老師講解。 

5-2 

內分泌系統 

P108 圖 5-10針對人體內分泌系統

的介紹，男女未分開圖示介

紹，易造成學生性別混淆，並

難以區分性腺之區別。 

P124 於圖 5-13人體內分泌系統，分

列男女詳細介紹，說明各分泌腺

並有明確性別區分，可讓學生快

速區分其差別。 

七下 

2-1 

孟德爾的遺

傳法則 

P30 圖 2-1哪個小朋友是這對夫婦

的小孩，此引導圖並未針對個

體間性狀表現的差異供區分，

易於造成學生混淆。 

P44 針對人類遺傳方面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導入，包括單基因與多基因

遺傳到性別遺傳及人類基因組皆

介紹的非常詳細． 

2-4 

突變 

P43 突變一節中，僅針對遺傳性疾

病作介紹，但對男女表現比例

不同之原因的「性別遺傳」卻

未加以介紹，內容不夠完整。 

P46 針對性別遺傳有加以介紹，對突

變此節有完整內容的整理。 

5-4 

生物的交互

關係 

P125 未針對消長或演替觀念加以詳

細闡述。 

 

P139 針對消長或是演替觀念(生物間

的互動或環境變遷，造成群集內

族群的種類、數量及分布)說

明，並輔以圖解讓學生清楚發展

脈絡。 

 

2.分析比較(113學年度八年級自然教材比較－理化架構) 

翰林版 南一版 



 

(二) 周邊資源方面 

1.輔材的品質與種類，以翰林出版的較為好用，價格也較為便宜。 

2.翰林的配套和數位資源品質與種類完善。 

 

三、改選版本（翰林）評比 
（一）架構方面 

1.全冊份量適中（共 6 章），不會造成段考範圍切割的困擾。翰林將莫耳數

與莫耳濃度放在下學期一起教授，此安排將可大幅減輕教師授課壓力與學

生學習負擔，並達知識連貫之效果。 

第一章  基本測量 

  1-1長度、質量與時間   

  1-2測量與估計 

  1-3體積與密度與科學概念 

第一章  基本測量 

  1-1長度與體積的測量   

1-2質量的測量 

1-3密度 

第二章  物質的世界  

  2-1認識物質  

2-2溶液與濃度 

2-3混合物的分離    

第二章  認識物質的世界 

  2-1認識物質           

2-2水溶液 

  2-3空氣與生活        

第三章  波動與聲音 

  3-1波的傳播與特徵  

3-2聲音的形成 

  3-3多變的聲音 

3-4聲波的傳播與應用 

第三章  波動與聲音的世界 

  3-1波的傳播與特性           

  3-2聲波的產生與傳播   

3-3聲波的反射 

  3-4多變的聲音 

第四章  光與色的世界 

  4-1光的傳播        4-2光的反射與面鏡成像 

  4-3光的折射        4-4透鏡的成像 

  4-5色散與顏色 

第四章  光 

  4-1光的傳播          4-2光的反射與面鏡 

  4-3光的折射與透鏡    4-4光學儀器 

  4-5光與顏色 

第五章  溫度與熱 

  5-1溫度與溫度計       5-2熱量 

  5-3比熱               5-4熱量的傳播         

第五章  冷暖天地 

  5-1溫度與溫度計      5-2熱量與比熱 

  5-3熱的傳播          5-4熱對物質的影響 

第六章  物質的基本結構 

  6-1元素與化合物      6-2生活中常見的元素 

  6-3物質結構與原子    6-4週期表         

  6-5分子與化學式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1純物質的分類      6-2認識元素 

  6-3原子結構          6-4元素週期表         

  6-5分子與化學式 



（二）教材方面 

1.作者團隊均為臺師大教授群，且作者九成以上是師範體系畢業且具有碩士

學歷，無論經驗或學養均為業界菁英，所以課本內容具有嚴謹度且難易適

中，對於會考趨勢掌握度極高，適合國中生學習。 

2.除了架構順暢之外，實驗流程圖照清晰度頗高，例如：實驗 2-4 氧氣和二

氧化碳的性質與製造，步驟詳實且配合操作圖片可節省寶貴時間。 

3.活動紀錄簿的設計主要讓學生透過圖像與文字，讓學生操作實驗更詳實，

且實驗過程中發生的現象與數據可即時記錄。此外，習題的題組題設計，

讓學生習慣會考的題型，所以翰林版活動紀錄簿提供選擇、填充、實驗題

組題與閱讀題組題等題型，可有效節省教師批改作業的時間。 

4.全冊課本例題精準，有效結合課程內容，教師可評量學生理解程度，作為

調整教學步調之依據，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5.教材編撰架構緊扣課綱，符合課綱精神，搭配生活化內容設計，例如課前

「科學 tell me why」、課中「理化 In my life」，幫助學生將知識結合生

活應用；此外課後有「科學大事記」結合素養與時事，可訓練學生閱讀能

力，符合會考趨勢，為考試加分。 

（三）周邊資源方面 

翰林數位資源完整，實驗影片與補充影片、課堂輔助動畫豐富，有效幫助

教學。雲端命題大師可篩選題目類型與題目難易度輔助出卷，可驗收同學

學習成效。 



四、改選版本（翰林）之優點 
（一）翰林的理化架構順暢，且符合科學邏輯與教學慣性，同時給予學生及教師

充分時間來進行複習，將不會造成教學上的壓力與考試的困擾。 

（二）臺師大體系編撰團隊精心編撰設計的題型，均緊密扣合會考最新趨勢，教

材內容更以歷屆會考考過題型，加以延伸成課本例題供學生練習。課本從

基本測量的描述、光與熱的精闢介紹中，體會翰林理化獨到處。並內容淺

顯易懂、難易適中，符合一般師生教學與學習的需求。 

（三）活動紀錄簿的份量及題型皆符合教學需求，讓學生一開始就熟悉會考題型，

除不會增加學生的負擔外，更可讓教師輕鬆檢測學習成效。 

（四）翰林有豐富完整的配套資源，以及歷史悠久的輔材編撰經驗，讓教師可以

搭配教材來做使用。同時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多元輔材，可節省教師尋找

相關資料所需耗用的備課時間，亦可讓學生適時複習學習過的課程內容，

以提高學生輕鬆贏戰會考的實力。 

五、教材內容銜接比對 
總論：因為 112 學年度翰林與南一的七年級生物架構大致相符，內容皆遵行綱要，

撰寫完備，加上八年級又是全新理化課程的開始，故七、 八年級分屬於

兩種不同領域範疇的學習，所以無須再進行銜接教材的補強。  

 

 

 



南一與翰林 112年七年級架構一覽表 

 南一版 翰林版 備註 

上

學

期 

第1章 生命的發現 

第2章 組成生物體的層次和尺度 

第3章 生物體的營養 

第4章 生物體內的運輸 

第5章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第6章 生物體內的恆定 

第1章 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第2章 生物體的組成 

第3章 生物體的營養 

第4章 生物的運輸作用 

第5章 生物的協調作用 

第6章 生物體的恆定 

總學年的架構內容一

致，較大的差別，在

於南一版於教材中教

學 補 充 資 料 多 元 豐

富，可增廣學生延伸

學習知識之觸角，讓

教師隨堂教學資料更

完備。 

下

學

期 

第1章 新生命的誕生 

第2章 遺傳 

第3章 形形色色的生物 

第4章 生物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第5章 人類與環境 

第1章 生殖 

第2章 遺傳 

第3章 演化與分類 

第4章 形形色色的生物 

第5章 生物與環境 

第6章 環境保護生態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