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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 MIT - 生物

我們就以植物色素的科學探索課程來說明吧！

活動一、引起動機（教師可以自己較熟悉、或較易準備的教材內容來設計，主要目的為引導學生進行

                                    探究與實作課程）
        1、準備綠色及非綠色植物的葉片（最好是紫色的，如紫色甘藍或紫背萬年青）。
        2、拋出問題給學生，如「植物葉片上的綠色及紫色是位在相同的構造嗎？如何確定呢？」
        3、共同討論後，請提出學生的做法，並思考須學會何種能力才能解決此問題？
        4、實際操作進行觀察，將結果標示在右圖中。

活動二、加深課程（針對原先已有的認知往更細膩或更深入的方向進行，可請學生藉由翻找書籍或上 
                                    網查閱的方式尋求答案）

        1、植物葉片的紫色色素及葉綠體內的色素是由哪一種化學物質所組成？
        2、若想抽出植物的紫色色素，該如何操作呢？
        3、若想抽出葉綠體內的色素，該如何操作呢？

活動二、加廣課程（針對原先已有的概念，推想哪些部位也有相似構造）

        1、花朵或蔬果的顏色是否也跟葉子相同？
        2、準備花朵或蔬果（如玫瑰、菊花、番茄、辣椒等），提供學生實際操作及觀察。

學生使用各種可能取出色素的方式，在這些操作的過程中，學生得思考及運用方法。最後經過分

析，如比較濃度的高低及量的多寡，來選用未來最適合取用植物色素的操作方法。

引導學生主動探究與實作－

生物，如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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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QRcode，

下載最新電子檔

您正對107課綱的探究與實作課

程而傷透腦筋嗎？

若是這樣，該給您一個大大的鼓勵，因為您

是位愛學生且積極、努力的好老師。

對於107課綱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只要能夠
抓住「啟發學生的探究能力」及「增強學生實作

能力」，就表示您所教導的課程已成功一半以上

了。

教師於課前準備適當的材料，並提出學生可

以藉由實際觀察就可解決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

過程中，順利啟動學生對植物色素的研究興趣，

這就是啟動科學種苗的第一步。

問題雖然先由老師提出，但解決問題的方法

卻是由藉由學生討論或網路查詢而產生，教師可

經由各組的發表及全班討論後，順利將生物學實

驗的徒手切片技巧及顯微鏡觀察能力教給學生，

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建議可同時搭配加深

與加廣課程來教學，因為在學習的歷程中，若只

進行加深的過程，學生極易在學習的歷程上失去

趣味性，由於學習是先由點進入面，再由面聯繫

到另一個層次點，由此點再擴張其面，這種學習

效果才能讓學生一步一步地跨入探究的殿堂！

探究就像是拉著一條好奇的繩索，當繩索拉

出來便有更多面向可以繼續探索，科學的浩瀚及

趣味自然就被引發出來了。這個部分即為教師的

學術專業，而每所學校的學生組成不同、背景知

所謂的探究與實作課程，就是一連串的觀察

→發現問題→實驗操作→測量及驗證→思考並發

現新問題等，科學的種苗就在學生的腦中萌芽及

生長了。

要設計這一類的課程，不外乎由兩個面向來

進行－加深及加廣，但須注意學生主動欲探索

的方向才是課程下一段進行加深或加廣的考量。

要啟發學生的探索能力，首先須運用老師在教學

上的專業素養，來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

學生也可以透過不同層面的思考及操作來順利解

決問題。

當學生順利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後，接下來的

問題就須由學生獨立思考並提出問題。但該如何

達到此目的呢？或許教師可在學習單上導引學生

往加深或加廣的方向思考，如植物哪些部位還有

不同的顏色？若想把植物色素抽離出來，又該如

何操作呢？

識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根據學生能力所設計符

合學生程度及能力的課程，就是教師所研發的特

色課程。所以就算同樣為植物色素的課程，經由

不同老師、不同學生、甚至是不同縣市、不同材

料，都可能引發出不同的探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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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加深課程（針對原先已有的認知往更細膩或更深入方向進行）

        1、紫色色素在不同酸鹼度下，會有不同的顏色嗎？
        2、秋天植物的葉片轉變成紅色或黃色，是由甚麼原因所造成的呢？

活動三、加廣課程（針對原先已有的認知往平面的廣度面思考）

        1、哪些植物有紫色色素？紫色色素位在植物構造的何處？
        2、除了植物有顏色，如礦物或顏料是因何種因素而使之有著漂亮的顏色？

以花青素為測定項目，滴入酸與鹼的變色情形。若為定性實驗，學生可看出顏色的轉變情形；若

為定量實驗，則可完成pH值與變色關係或pH值與吸光度的數值關係。

進行了觀察、探究及實作課程後，若能增加

學生的無限創意想像，則會讓學生更能提起對

科學的興趣，因為科學探索是可以運用在生活中

的。例如：可提出紫色色素在日常生活中，可應

用在哪一層面上？若運用在農藝上，花的顏色是

否可以透過科學的方法改變呢？學生可能會提出

天馬行空的想法，但請學生提出想法時，也寫出

科學的根據或創意設計，使學生了解這或許可作

為未來工業或產業界進行研發或創意設計的發展

方向。

當網路上已具備許多隨手可查閱的資料時，

背誦及記憶已非教學的主要目的，而以紙筆測驗

檢視或驗證學生是否已背誦及記憶相關內容，也

並不表示學生能靈活運用這些概念。當網路愈發

達，藉由科學課程訓練學生具備有探究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才能培養具有科學素養的國民，科學

教師的專業才能展現無遺。

探究與實作的課程雖然初期會有些壓力及緊

張，但老師只要能觀察學生的表現及興趣，再逐

年修正課程設計，經過1∼2年的實作課程，相信
各校都能發展出適合自己的特色課程。祝福每位

在崗位上的科學教師，都能成功發展出屬於自己

與學生的互動教學方式。

提供其他的小小想法，或許可讓您設計出相關課程。

1. 以一種構造為探究起點：

　 植物的氣孔→ 植物哪些部位有氣孔？→ 哪些植物有氣孔？→ 所有植物的氣孔形狀都相同嗎？
     → 氣孔何時開？→  ⋯⋯⋯⋯
2. 以一種特殊植物或生物為探究起點：

　 研究食蟲植物 → 捕蟲構造是甚麼？→ 如何捕蟲？→ 如何消化蟲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