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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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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中、鄭雅之(台北市立誠正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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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學實境闖關 

二、授課時數 

90 分鐘 (45 分/節，共 2 節課)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一) 學生從九年級開始接觸國中地球科學課程。因為緊接著就得面臨升學，參加教育會考，  

    往往在老師趕課步調和複習壓力下學習地球科學。在國中教育會考後，帶學生進實驗 

    室做實驗可舒緩升學壓力、也認識「學習」不是只有為考試埋首刷題。藉由結合地 

    球科學課程，設計動手實作、觀察的趣味實驗，整合科學科技並用，刺激學習動機。 

    希望這門課能成為學生對科學探究的熱情和畢業後能帶得走的能力。 

(二) 大部分實驗課，同學們待在分組的位置，進行實驗。地球科學實境闖關把學習場地     

    移到教室內外的各個區域，學生和分組夥伴在實驗室拿著學習單移動找關卡挑戰，  

    扮演課堂中主動學習的角色，提升課程之趣味與活潑度。  

(三) 學習單的設計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實驗操作步驟及記錄空間，讓學生練習閱讀 

    科學文字轉換成行動並培養科學觀察及記錄的能力；第二部分是討論與思考，讓學生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和分組夥伴討論、思考探究科學問題。  

(四) 地球科學實境闖關課程的素材，除了來自國中課程的內容外，亦將會考、模擬考題修  

    改設計成闖關關卡，使學習地球科學的過程不受限在課本與考卷。 

(五) 本課程設計老師從實驗室空間安排、學習單製作等全部建立好，亦分享給本校所有地 

     球科學授課老師帶班級學生參與，讓課程的使用率發揮到最高，也增加教師互助、   

     交流教學心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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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目標 

(一) 提升地球科學知識：  

     學習地球科學知識及實驗操作，包括：宇宙組織、月相變化、晝夜變化、太陽軌 

     跡、望遠鏡操作、礦物性質、三大岩類等跨章節的地球科學知識。  

 

(二)增長閱讀理解能力： 

 學生藉由閱讀闖關卡、執行闖關任務，可以提升閱讀理解、自學的能力，依循實   

     驗步驟進行實驗，觀察記錄，並印證科學知識。 

 

(三)科學態度養成： 

 經由動手實作，培養基礎科學人才能力，使科學基本知識與基本的實驗技能融入 

     課程，並可與課本的知識聯結，提升觀察能力、培養其細心、耐心的科學態度。 

 

(四)引發科學探究動機： 

 透過簡單的闖關任務，可在兩節地球科學實驗課中接觸礦物和岩石、光影變化、 

 化學反應操作望遠鏡等感官驚奇，提升學生對科學學習的動機及好奇心。 

 

(五)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化學闖關，能經由彼此討論、合作，達到同儕互相學習、見賢思齊，  

     刺激彼此成長與多元學習。具備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五、教育對象 

國中學生，以九年級學生為主。 

六、 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一)準備工作 

    1.檢視國中地球科學課程內容以及相關探究實驗、教師示範實驗、會考試題等，設計  

      地球科學闖關學習內容，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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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闖關學習內容 

編

號 
關卡名稱 

藥品及 

器材 

課程 

對應章節 
照片 

1 寶石礦物 

莫式硬度計、

觀星鏡、一克

拉寶石、 

礦物的物理性質 

 

2 
礦物與岩石 

的化學性質 

兩顆未知石

頭、一盤方解

石、一盤石灰

岩、稀釋鹽酸 

觀察岩石- 

化學性質 

 

3 地球的歷史 
含化石岩石 

三顆 

岩層記錄地球 

的歷史 

 

4 變質岩觀察 變質岩四顆 
觀察岩石- 

變質岩 

 

5 沉積岩觀察 沉積岩四顆 
觀察岩石- 

沉積岩 

 

6 火成岩觀察 

浮石、黑曜

岩、花岡岩、

安山岩、 

玄武岩 

觀察岩石- 

火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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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關卡名稱 

藥品及 

器材 

課程 

對應章節 
照片 

7 天體配對碰 

天體照片卡

（9 張）、 

天體名稱卡

（9 張） 

太陽系常見天體

辨識 

 

8 太空旅行指南 

行星名稱、行

星圖卡、行星

性質、道具等

磁貼 

八大行星位置 

順序、八大行星

特徵 

 

9 尋找太陽軌跡 
恆星軌跡圓

盤、量角器 

太陽繞行軌跡、

各節氣太陽直射

位置 

 

10 晝夜長短 
平板或手機 

2 台 

晝夜長短的變

化、太陽繞行軌

跡 

 

11 月相觀測 

日月地相對位

置模型箱、月

相印章（7

個） 

月相變化 

 

12 望遠鏡 

折射式望遠鏡

一座、目鏡三

個 

我們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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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布置實驗室12組闖關學習區的位置及關卡內容，並進行每個關卡實驗測試及預作，    

      包括學生動線移動規劃，望遠鏡焦距調整，各種器材標本擺放、藥品濃度調整等。 

      確定每個學習區可以順利進行闖關，如圖一。 

 

 

 

 

 

 

 

 

 

 

 

 

 

 

                       圖一: 實驗室空間規劃，共計 12 關卡 

 

     3.設計闖關學習單，共計 6 頁 A4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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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課堂進行模式： 

1.教師教學： 

    課程進行中時，老師會隨時提醒學生該注意的事情，並且對於學生所提的疑問， 

    給予引導而不直接提供答案，將學習主動權交給學生，讓學生可以大膽進行 

    實驗、小心求證。 

 

2.學生活動： 

 (1) 分組自由移動，進行關卡闖關，包括實驗觀察操作、紀錄、拍照，並撰寫學習單。 

 (2) 學習單上附上課本對應單元的原理與知識，學生也可透過觀察結果，進行理論與 

    實驗的印證或比較，培養自學能力，並適時與教師討論。 

 (3) 學生進行實作、實驗後，整理復原使用的器具，下一組同學才能順利操作。 

 

3.課程紀錄： 

 

 

 

觀測岩石並記錄     月相箱觀測 太陽軌跡 APP 模擬晝夜 

 

 

 
  

天體配對碰 月相箱實景拍攝 透過觀星鏡觀測礦石 

   



8 
 

 

太空旅行指南小組討論    操作望遠鏡觀測 利用稀鹽酸檢測礦石 

 

 
 

  

礦石硬度測試 透過 PADLET 上傳成果 小組討論紀錄觀測結果 

 
 

 
 

七、學習評量內容 

1. 完成地球科學關卡實作、上傳成果照片。 

2. 完成學習單撰寫。 

3. 學生心得口頭分享，可包括本課程之活動感想、團隊合作之體認、地球科學興趣提升等

面向。 

參考資料 

翰林、南一、康軒三個版本國中地球科學課本、習作、教師手冊、歷屆會考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