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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創新課程與教學研發基地 課程模組設計格式 

 

（一）基本資料 

課程模組

名稱  
水循俠-艾菲尼迪【有限的水】 

設計者  

姓名  
中壢國中生物科張凱婷 

參加組別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一年級 ■國中二年級  □國中三年級 

□高中組 

教學領域  

（或科目）  
生物科 

（二）課程模組概述 

國小、國中及高中組 

課程模組

名稱  
水循俠-艾菲尼迪【有限的水】 

實施年級  國中二年級 節數  共 1 節，45 分鐘。(請以 1 至 4 節課設計) 

課程類型 i 

■議題融入式課程 

□議題主題式課程 

□議題特色課程 

課程實施  

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總綱核心

素養 ii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與課程綱要的對應  

領域 /

學習

重點  

核

心

素

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與

日常生活當中。 

海

洋

教

育

議

題  

 

核

心

素

養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學

習

表

現  

tr-IV-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

到的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

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己的論點正

確性。 

 

學

習

主

題  

海洋科學與技術 

學

習

內

容  

*能依據文本組裝完成實驗裝置 

*能將文本資訊擷取並推理答案  

*能藉由實驗裝置聯想地球水循環，並

認知水資源的有限性 

實

質

內

涵  

海 E10 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 

的應用。 

學習目標  
可從水循環簡易實驗裝置認識地球水循環，並在人類可用水的模擬實驗中，知道水資源的珍

貴與水重複利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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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參閱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12-13 頁；294 頁；52-57 頁)。 

(1)議題融入式課程：此類課程是在既有課程內容中將議題的概念或主軸融入。融入的議題可僅就某一議題，或多項相關

議題。此類課程因建立於原有課程架構與內容，以現有課程內容為主體，就其教學的領域/科目內容與議題，適時進行

教學的連結或延伸，設計與實施相對容易。 

(2)議題主題式課程：此類課程是擷取某單一議題之其中一項學習主題，發展為議題主題式課程。其與第一類課程的不

同，在於此類課程的主軸是議題的學習主題，而非原領域/科目課程內容，故需另行設計與自編教材。它可運用於國中

小的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以數週的微課程方式進行，或於涉及之領域教學時間中實施。 

(3)議題特色課程：此類課程是以議題為學校特色課程，其對議題採跨領域方式設計，形成獨立完整的單元課程。它可於

校訂課程中實施，例如國中小的彈性學習課程、高級中等學校的彈性學習時間，或規劃成為校訂必修或選修科目。此

類課程不論是單議題或多議題整合進行，通常需要跨領域課程教師的團隊合作，以協力發展跨領域的議題教育教材。

雖有其難度且費時，但因是更有系統的課程設計，並輔以較長的教學時間，故極有助於學生對議題的完整與深入了

解，可進行價值建立與實踐行動的高層次學習；同時，亦可形成學校的辦學特色。 
ii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各領域綱要。 

註： 

教學資源  自製學習單、廣口瓶、冷水壺、玻璃蓋、熱水、顏料、色鉛筆或螢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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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模組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  

（請說明評量方式）  

【水循俠-艾菲尼迪】首要任務-有限的水第一階段 

閱讀地球水資源的比例圖，完成【有限的水】任務表單。 
10 形成性評量 

【水循俠-艾菲尼迪】首要任務-有限的水第二階段 

完成任務通關認證挑戰題，並蓋章完成認證 
5 總結性評量 

【水循俠-艾菲尼迪】進階任務-水的分類第一階段 

閱讀實驗裝置的參考資料後，自行組裝水的二態循環實驗裝置，接著繪

製實驗結果，並能夠完成實驗裝置與地球水循環的對照表。 

15 形成性評量 

【水循俠-艾菲尼迪】進階任務-水的分類第二階段 

完成任務通關認證挑戰題，並蓋章完成認證 
10 總節性評量 

（四）課程模組教學實踐、課程模組省思與建議 

課程模組

實踐情形

與成果  

優勢 

連結先備知識: 

此課程結合國二上的理化課程，讓學生在進行活動過程中，有機會再重新復習實驗器材的名

稱與操作，能夠活化部訂課程內容。 

分組活化教學: 

學生從不熟悉分組討論，經過學習單自我學習成就得肯定後，提高學生討論的意願，並能夠

協助他人完成任務，45 分鐘的課程中，部分學生即使遇到挫折，仍能在友善的學習氛圍中，

往下一個任務進行挑戰，提升自主學習的意願。 

自我省思與回饋: 

課程操作過程中，部分同學因個人學習成就佳，並且有餘力能協助同學，進而增加其在課堂

上分享的自信與動力，聽到學生分享【我有能力能夠協助同學，並且對自己多一點肯定】時， 

真的能夠讓在場的老師與學生對於學習更有信心。 

 

困境 

實驗器材不熟悉: 

這次到海港邊的國中進行課程模組的授課，在實際課堂操作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基本

的實驗器材並不熟悉，包含廣口瓶、滴管與量筒…等國中常見的實驗操作器材，原來該校

實驗室已經被更換成其他空間，目前是沒有任何實驗室可進行實驗操作，更遑論實驗器材

的使用，在課程操作時，認識實驗器材也成了其中一小節的課程目標。 

分組合作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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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圖１.學生正在進行實驗器材的認識。      

初次到班上進行授課，發現部分組別的討論氛圍不佳，事後細問才知道該組的成員包含學

習障礙學生與成績優秀的學生，在進行討論時觀察到，若低學習成就的學生提出建議時，

整組靜默並且無法進行討論，此時，需由他組的學生介入重新引導，才能打破當下的僵

局。 

課程目標的確立: 

在不熟悉的教室進行授課的過程中，老師因時間有限，省去了課程目標的說明，並且在課

程操作過程中看見學生需要練習口說的能力，使得課程目標偏離主軸，因此在課程操作過

程中，老師與學生應在充分理解課程目標後，展開課程活動，並在總結性活動的過程中審

視課程目標是否有達標。 

課程模組

省思與  

建議  

未來修正建議與教學省思： 

1.課程目標的確立，課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建立在學生自主學習成就展現，並非單純

由教師授予知識性的內容。 

3.探究式課程應給予學生充分的討論與思考的時間 

4.課程活動的操作與執行過程中，會不斷的進行滾動式修正。 

5.老師的角色是協助、引導學生能夠釐清思緒脈絡、建立後設認知的省思，在課程操作過

程中，需不斷的在各組間進行協助。 

6.【有限的水】與【水的分類】一學生的程度可合在同一節上課或分開兩節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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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學生討論學習單內容與實驗操作方法。 

 

 

 

 

 

 

 

 

 

 

 

 

 

 

 

 

 

 

 

     圖３.學生正在依比例取用【人類方便取用的淡水】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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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４.不同組的學生互相協助完成【有限的水】學習單內容。 

 

 

 

 

 

 

 

 

 

 

 

 

 

 

 

 

 

 

     圖５.學生正在進行課程省思回饋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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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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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