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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呂建興、楊文心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其他 

教案題目：  

｢演化｣，｢史｣￮ 

授課時數： 

300 分鐘(3 週，每週 2 節，每節 50 分鐘)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1809拉馬克 

主張用進廢

退理論 

1865孟德爾 

提出遺傳基

本法則 

1859達爾文 出

版物種原始，提

出天擇說 

學生學習科學時，常對科學史與演化單元覺得無聊且枯燥，108 課綱對於建立學生科學史歷

程的觀念特別的注重(章節前都針對該該主題科學歷程發展與建立詳細介紹)。在進行演化章節課

程時，特別將演化相關的科學史與其他三個相關單主題的科學史相互連結，並設計以有趣的秀方

法呈現，讓學習科學史有"趣"、有"笑"更有"效"！藉由科學史卡牌引入演化單元主軸，先由預習

的演化小短片讓學生先了解演化相關主題與議題，再藉由討論引發疑問，並接續到達爾文小獵犬

號旅程：｢達爾文確的逆境〜我要活下去｣實驗(類桌遊)，讓學生體會棲地變化對不同鳥嘴(遺傳到

的性狀)適應性取食差異的影響。最後在演化證據章節中，透過實物(化石標本)與台灣本土化石的

連結讓學生將古化石與現今生物骨骼標本與模型進行比對以建立學生對古今生物的親緣連結即

在地層序中的關聯性，而達到對科學史與生物演化有效且深入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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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學生透過教師引導，了解經歷科學事件發展歷程時間序及其重要性。 

2.串聯科學史及時間序，更了解生物科學發展歷程及演化進程的關聯性。 

3.讓學生體會環境變異(不同棲地毀滅)在不同組別篩選留下不同鳥嘴性狀，而最終是哪種性狀續命

存活、適應增長或是滅絕的命運)，而體會達爾文的天擇篩選。 

4.探討佐證演化的相關證據：檢視相關證據→釐清生物親緣→新證據發現而重建分類與演化歷程。 

教育對象： 

108 課綱高級中學一年級學生 

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階段一】科學史 

週次 主題 內容綱要 

第 

1 

週 

 

科 

學 

史 

 

讓學生透過玩撲克牌(單一單元科學史分不同花色撲克牌牌七)和混合四單元撲克牌

一發生時間序以接龍方式進行，結合原本撲克牌玩法，並融入相關科學史的知識與

相關連結，跳脫出科學史枯燥無聊的框架，並連結到演化單元主軸。 

【階段一】卡牌製作與科學史年代序建立 

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非課堂時間)先選定要製作科學史的主題(演化、遺傳、細胞與

生命起源)，從課本中或相關文獻與主題相關的科學史(每個主題選出具代表性的 13

個年序及事件：符合一個撲克牌花色 13 張牌)：製作時即依照撲克牌卡牌 A~K，

一事件時序由小到大排列黏貼在卡牌上，同時了解該主題的發展年序與事件，建立

相關知識與連結。 

    

圖一、選定要製作的科學史

主題 

圖二、學生選出具代表性的

13 個年序及事件 

圖三、依照 A~K 及科學時

序由小到大黏貼在卡牌上 

圖四、結合原本撲克牌玩

法，融入科學史的知識 
 

【階段一】第 1 週 

科學史(與演化連結) 

 

【階段二】第 2 週 

演化實驗(雀喙) 

 

【階段三】第 3 週 

(1)演化證據(化石) 

 

【階段四】第 3 週 

(2)分享與評量 

 

1. 科學史卡牌製作 

2. 科學史牌七 

3. 科學史接龍 

1. LIS 的小短片(動機

與提問) 

2.雀喙實驗(類桌遊) 

1. 台灣化石證據 

2.化石與現生生物親

源關聯建立實驗 

1.科學筆記本 

2.學習單 

3.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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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單元/ 

主題 

內容綱要 

第 

1 

週 

科 

學 

史 

⁀ 

接 

龍 

與 

排 

七 

‿ 

 

撲克牌 

花色 
科學史單元 

撲克牌 

花色 
科學史單元 

 
演化單元 

 遺傳單元 

 
細胞單元 

 
生命起源單元 

【階段一】分主題科學史牌七： 

遊戲規則：分四種花色(主題：演化、遺傳、細胞與生命起源)，每個主題 13 代表

性科學事件與時序，遊戲規則與牌妻撲克牌玩法一樣，唯一的差別是記分時，若無

牌可時選擇蓋牌時，蓋牌點數最多點勝出(因蓋牌點數愈少時，代表該主題在較早

的時期就沒有發生該事件，科學史的發生因而將中斷，對蓋主題科學的影響較嚴

重)，藉此牌分主題科學史排七撲克牌遊戲可讓學生更投入課程中，進而更深入料

解釋件主題科學發展的歷程與時序。 

【階段二】混合主題科學史接龍： 

遊戲規則：撲克牌一樣分四種花色(主題：演化、遺傳、細胞與生命起源)，遊戲規

則與撲克牌牌一樣，遊戲時以混合花色的方式，學生一樣依序出牌，分成西元 1700

以前、西元 1700-1800、西元 1800-1900 及西元 1900 以後，從最小的時間序先

出牌，出牌者可接續年代出牌或插入二年代事件出牌出牌均可(沒有蓋牌問題)，完

成後再將各時間序的卡牌全部依照時間序先後相互連接成混合四個花色(主題)的時

間序科學史接龍(時間由小到大排列)。 

【階段三】科學史表達與分享： 

將科學史撲克牌牌七完成的該事件科學史紀錄置入學習單中，並進行表達與分享的

分組報告，各組相互分享該組選定組別的科學史。 

 

 

 

 

 

   

圖五、說明科學史撲克牌遊

戲規則及相關致意事項 

圖六、分主題科學史牌七，

讓學生更投入課程中 

圖七、混合主題撲克牌科學

史接龍 

圖八、科學史紀錄置入學習

單中 

週次 
單元/ 

主題 
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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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週 

演 

化 

與 

雀 

喙 

實 

驗 

【階段二】演化與雀喙實驗 

【課前預習】以 LIS 的小短片引發學生對演化的動機：請學生於上課前在家中自行

觀看情境科學教材的二段有關拉馬克和達爾文的小短片(免付費共享影片) 

Learning 

In Science 

( LIS；

情境科

學教材) 

拉馬克 達爾文 

  

【課堂初探】學生從預習影片中討論並比較拉馬克和達爾文提出的生物演變觀點之

異同，並舉出疑問？進而聚焦問題。 

 
拉馬克 達爾文 

相同點 
1.(例如)生物會因環境而變化 

2. 

相異點 

學說 (例如：用進廢退)  

親緣(是否有

相同祖先) 

(例如：物種有個駔祖先不

同源) 
 

變異來源  (例如)變異本來就存在 

疑問 
例如：1.加拉巴哥群島上的雀鳥鳥嘴是如何形成如此大的差異？ 

      2. 

【雀喙實驗：達爾文雀的逆境〜我要活下去】學生在演化的觀念建立時，時常無法

體會了解為什麼在加拉巴個群島上最後在不同島嶼會有各種不同的鳥喙，因此規畫

進行｢達爾文雀的逆境〜我要活下去｣的實驗，若學生實際感受環境變異(篩選壓力)

所造成的壓力，是續命存活？適應增長？還是躲部過滅絕的命運呢？ 

模擬雀鳥在加拉巴哥群島各島嶼(不同組：不同實驗桌)，一開始都有各種鳥嘴的性

狀(竹籤、鉗子、鑷子及燃燒勺)，隨機遺傳(得到甚麼性狀)抽籤決定，棲地(實驗桌

上一開始都有各種食物：試管黏土、硬種子。蒟蒻絲及細碎種子棲息地)，實驗進 

     

模擬鳥嘴工具 試管黏土棲地 硬種子棲地 蒟蒻絲棲地 細碎種子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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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抽籤模擬棲地改變(例如硬種子棲地半毀、蒟蒻絲棲地全毀或細碎種子棲地倍

增……等) 

【遊戲規則】 

★每組有四種模擬棲地與食物(黏土蟲、硬種子、小米、蒟蒻絲) 

棲息地 食物種類 棲地環境(盛裝容器) 

A 黏土蟲 玻璃試管內 

B 硬種子 方形塑膠盒裝 

C 小米(小鳥飼料) 錐形瓶 

D 蒟蒻絲 方形塑膠盒裝(內裝水) 

★每組有四種模擬的鳥嘴性狀(形狀) 

模擬 使用工具 鳥嘴形狀 模擬 

甲 
細長竹籤  尖且細長 

丙 然燒勺  琵型撈狀 

乙 鉗子 
 強壯有力厚實

巨嘴 

丁 鑷子  短尖型 

★最低存活限制★ 

大顆粒(計數)食物(黏土蟲、)：超過 5 個食物 (＜5 個食物滅絕 ) 

小顆粒(計量)食物(細碎食物：小米)：超過 7.5g  (＜7.5g 食物滅絕 ) 

食物增加 

★族群變化： 

若捕食 6-14 個食物或細碎食物(小米)7.5-14.9g 則族群維持不變 

若捕食 15-19 個食物或細碎食物(小米)15-29.9g 則族群增加 1 倍(得鳥命卡 1 張) 

若捕食≧20 個食物或細碎食物(小米)30g 則群增加 2 倍(得鳥命卡 2 張) 

棲地變動(破壞或增加)抽籤(食物減少)： 

設定棲地變動籤，每完成一次取食活動(遊戲)後，進行棲地變動抽籤(包括四種棲地

半毀、全毀或倍增)，若抽到某棲地半毀則移走一半該棲地食物(設置)，若抽到全毀

則移走該食物(棲地)所有食物(設置)，而抽到棲地倍增則增加 1 倍該棲地(設置)。 

     

各種模擬棲地 鳥嘴性狀籤 棲地變化籤 鳥命卡 紀錄表格 

第 

2 

週 

演 

化 

與 

雀 

喙 

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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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置地籤中技巧性地在不同組中不放入特定棲地滅絕的籤(這樣遊戲到最後才會

在不同組存活不同特定鳥嘴的性狀(達到預設目的：讓學生體會環境變異(不同棲地

毀滅)在不同組別篩選留下不同鳥嘴性狀，而最終是哪種性狀續命存活、適應增長

或是滅絕的命運)，而體會達爾文的天擇篩選。 

捕食：計時 15 秒時間進行捕食實驗，捕食實驗時不能移動桌上的環境(容器)￮ 

【遊戲規則】： 

1. 遊戲時(實驗)先將設置準備好(將實驗材料器材放置在桌面指定的位置)：(1)蒟蒻

絲放在方型塑膠盆，裝水半滿(2)小米裝入錐形瓶中(3)竹柏種子放在方型塑膠盆(4)

搓製 20 個約直徑 0.8 公分左右的圓形黏土(像小湯圓)，分別放入 20 個玻璃試管中￮ 

2. 抽籤決定所扮演的鳥嘴形狀(代表基因多樣性，看遺傳到甚麼性狀)￮ 

設置

棲地

環境 

 

抽 

鳥嘴

性狀 

 

遊戲 

開始  

(15

秒) 

 
計算 

得分 
 

判斷 

存活 

狀況 

 
抽棲 

地籤 
 

紀錄

表格 

     進 行 下 一 輪 遊 戲  

3. 每人有 4 個裝食物的杯子(食物存放杯)，分別裝 4 種不同食物，不可混裝。 

4. 準備計時器，每次遊戲時間計時 15 秒￮ 

5. 遊戲開始：每個玩家依照自己抽到的扮演的鳥嘴形狀，在規定的時間內，以模

擬的鳥嘴以夾、撈或刺等方式將食物取至食物杯中(避免將食物灑出至桌面)。 

6. 遊戲結束後，計算食物的數量(蒟蒻絲、竹柏黏土蟲)及重量(小米)並記錄於表格，

判定存活狀況，若低於最低存活標準則滅絕，續命的進行第二輪遊戲(實驗)，進行

下一輪前要抽棲地變化籤，若抽到某種棲地(食物)半毀，則將該食物減少一半；若

抽到該棲地(食物)全毀，則將食物移除。 

7. 進行下一輪實驗，依次進行第二輪、第三輪……………. 

【天擇說歸納統整】： 

 

 

 

 

 

    

圖九、實驗課程與遊戲規則

說明 

圖十、燃燒勺(琵型撈嘴)取

食小米棲地 

圖十一、鉗子(厚實巨嘴)取

食硬種子(竹柏種子)。 

圖十二、實驗進行(各種搶

食……)。 

演 

化 

與 

雀 

喙 

實 

驗 

第 

2 

週 

 

鴿子飼養 

的啟發 

 

萊爾-地質學

原理的啟發 

證據 

小獵犬號在加

拉巴哥的啟發 

馬爾薩斯-人

口論的啟發 

華萊士的演化

概念 

個體差異(遺傳變異) 過度繁殖 生存競爭 適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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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演化的證據 

週次 主題 內容綱要 

第 

3 

週 

 

 

 

 

 

 

演 

化 

的 

證 

據 

 

 

 

 

 

 

讓學生探討可以佐證演化的相關證據： 

檢視相關可能證據→釐清生物之間親緣關係→新證據發現而重建分類與演化歷程 

 

 

 

學生大多覺得化石是博物館中才能看得到，且化石在野外更是難得一見，想觸碰化

石都覺得困難。藉由介紹台灣化石出產地，讓學生去蒐集相關台灣古地層年代及代

表性出土化石(澎湖海溝、左鎮地區、里龍山及恆春後溝等地區) 

【課前預習】：學生在課前先行查閱相關台灣化石出產地，讓學生去蒐集相關台灣

古地層年代及代表性出土化石並完成下表： 

 台灣產常見化石(或是新聞有報導) 大約年代 

澎湖海溝 (例如)古菱齒象、水牛及鹿等化石 4 萬~1 萬年前 

左鎮地區   

里龍山   

恆春後溝 (例如)鯨魚化石(新聞報導)  

【化石實驗 1：化石標本觀察比對與查詢紀錄】完成下表 

實驗課堂上讓學生實際觀看並分組查詢下表各種化石並將相關料紀錄： 

學生觀察並查詢各種化石的特徵、主要出產地與地層及其生存的大約年代，並將其

記錄在地質年代表的學習單上。 

 化石主要出產地與地層 大約年代 

巨齒鯊牙齒化石   

菊石化石   

三葉蟲化石   

貴州龍化石 
(例如)最早在中國貴州西南部發現貴

州龍化石…….. 

三疊紀 

(247-235 百萬年 ) 
 

    

圖十三、實驗課程與遊戲規

則說明 

圖十四、化石標本觀察比對

與查詢紀錄 

圖十五、台灣恆春里龍山樹

葉化石 

圖十六、台灣澎湖海溝補入

動物化石 
 

生物地理 

證據 
化石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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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實驗 2：澎湖海溝陸相化石與現生生物骨骼比對與親緣關係建立練習】 

學生利用澎湖海溝哺乳動物化石標本與現生哺乳動物骨骼標本及人體全身骨頭模型

進行比對，練用相類似的動物骨骼比對出可能部位的骨骼，在與人體全身模型比對

並查出對應的骨骼部位與名稱。 

【化石實驗 3：化石年代與地質年代連結建立練習】 

將澎湖海溝陸相化石及化石實驗 1(各種化石標本)的化石標本年代及出產地層資訊

記錄在地質學習單中。 

   

圖十七、練用相類似的動物骨

骼比對出可能部位的骨骼 

圖十八、與人體全身模型比對

並查出對應的骨骼部位與名稱 

圖十九、在學習單中繪出比對

的化石對應的骨骼部位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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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組口頭報告：將科學史撲克牌牌七完成的該事件科學史紀錄置入學習單中，並

進行表達與分享的分組報告，各組相互分享該組選定組別的科學史。 

2.科學筆記本：將預習及課堂討論(LIS 的小短片及台灣化石出產地)的資料紀錄於

科學筆記本中。 

3.學習單：化石年代與地質年代連結建立、澎湖海溝陸相化石與現生生物骨骼比對

與親緣關係建立及雀喙實驗學習單。 

  
 

圖二十、科學史撲克牌牌七與接龍分

組報告 

圖二十一、科學史撲克牌牌七學習單

與心得分享 

圖二十二、化石年代與地質年代連結

建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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