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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族實中 112 學年度上學期 1、 2 學季教學進度計畫表  

課程名稱 科學探究 授課教師 王峰彰 

授課班別 9校訂(901-903混班) 
教材 

版本 
自編 每週授課節數 2 

課程屬性 

□學科系統： 

■議題系統： 

      (1)生態課程 □莫內小農場 7-3/9-1 □愛樹特派員 7-1/8-1 □蟾蜍好鄰居 7-4/8-3 

                  □城南走讀趣 8-2/9-4 □綠色生活家 7-2/8-4 □環境守門員 9-2/9-3 

      (2)家族課程 □綠色科技 □生態永續 □薪傳人文 □循環經濟 

      (3)自主選修課程 

□其他課程 :                      

知能範圍：□1 國文□2 英語□3 數學□4 社會■5 自然□6 科技□7 藝術□8 健體□9 綜合(可複選) 

          □非領域分類 

補充說明:                       

核心素養 

自-J-A1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連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或 團
體探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懷疑態
度或進行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週
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
並利用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
之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C1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教學目標 

理解地球科學中的地理結構：學生能夠認識地球的地理結構，包括地層、板塊運動和地震，
並瞭解地質過程。 
瞭解能源和能源利用：學生能夠認識不同類型的能源，如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能
源可持續性的重要性。 
掌握基本物理學原理：學生能夠理解牛頓運動定律、能量和功率等基本物理學概念，並能
夠應用這些原理解釋物理現象。 
培養科學實驗和觀察技能：學生能夠進行實驗、記錄觀察和分析數據，以驗證科學假設並
進行科學研究。 
發展科學思維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學生能夠提出科學問題、提出假設並用證據支持他們的
觀點，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 

 

授課進度表及課程內容大綱 

週
次 

日期 授課內容（Subject/Topics） 備註 

一 8/25 課程簡介與評量標準 8/25 第 1 學季開學日 

二 8/28-9/1 認識世界  

三 9/4-9/8 認識世界  

四 9/11-9/15 認識世界  

五 9/18-9/23 聲光熱 
9/23(六) 

補 10/9(一)上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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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9/25-9/29 聲光熱 9/29 中秋放假 1 日 

七 10/2-10/6 聲光熱  

八 
10/9-10/1

3 
聲光熱 

10/9(一)調整放假日 
10/10(二)國慶放假 1 日 

九 
10/16-10/

20 
微觀物質  

十 
10/23-10/

27 
微觀物質 

10/25-26 

成就評量 

秋
假 

10/30-11/
3 

備課週 秋假 

一 
11/6-11/1

0 
物質變化的秘密 

11/6 第 2 學季開學日 

二 
11/13-11/

17 
物質變化的秘密 

 

三 
11/20-11/

24 
物質變化的秘密 

 

四 
11/27-12/

1 

酸鹼鹽 

  

五 12/4-12/8 
酸鹼鹽 

  

六 
12/11-12/

15 
有機無機  

七 
12/18-12/

22 
有機無機  

八 
12/25-12/

29 
有機無機  

九 1/1-1/5 有力無力 1/1元旦放假 1 日 

十 1/8-1/12 有力無力  

十
一 

1/15-1/19 有力無力 
1/17 成就評量 

1/19 休業式 

教學資源需求 平板、學習單 

評量規劃 

 

■平時評量： 60 ％   （作業/隨堂測驗/學習單/課堂表現） 

■期中評量： 20 ％ 

■期末評量： 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