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5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高中生生化實驗課程之研究發展 

主 持 人 ： 劉翠華 電子信箱： manuela0103@gmail.com 
共同主持人：  
執 行 單 位 ：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一、 計畫目的 

(一)研究背景 

1. 目前生物科技的發展： 

由二十世紀初孟德爾的遺傳學被重新發掘後，歷經摩根的果蠅研究、

格里夫茲的肺炎雙球菌性狀轉變實驗、艾佛瑞、賀雪與蔡斯對遺傳物質的

確立，直至華生與克里克發現 DNA 的結構，生物科技就像一列加速中的

火車，一路衝向人類過去無法想像的境地。 

到二十世紀末期，由 DNA 科技發展出來的基因轉殖、複製動物等新

技術，已逐漸進入我們的生活周遭，而相關延伸出來的議題，例如基因轉

殖食品的安全性、基因轉殖作物對環境的衝擊或是複製人的相關爭議，也

都不斷地浮出檯面考驗人類的智慧。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生物科技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工具，由分子的層

次來進一步理解生物的生理運作、推演自然界的生態體系、甚至於分析生

物的演化歷程，分子生物學為生物學的研究開啟了完全不同的視野，因此

近年來奠基於分子生物學的生物科技，可說是二十一世紀的公民必備的常

識。 

 
2. 現行高中教材內容： 

由於 DNA 分子結構與其運作方式等分子生物學，與一般其他生物學

相比概念較為抽象，學生須有基本的理化常識才較容易理解，因此國中教

材對相關內容所提甚少，換句話說，學生直到高中才開始真正學習此方面

的知識。 

在基礎生物下冊第四章遺傳的內容中，便是由孟德爾的遺傳學開始、

及至 DNA 的結構與基因表現等進行介紹，最後有短短的一節，介紹基因

轉殖的概念與基本做法。 



 

在應用生物學中，對於生物科技的應用著墨較多，第一章生物科學與

農業第三節基因改造生物、第二章生物科學與食品第三節基改食品、第三

章第三節中遺傳疾病的篩檢與治療、與第四章生物科學與環境第三節生質

能源，皆提到生物科技的應用。 

選修生物的第十一章遺傳中，是回到古典遺傳學內容，由摩根進行的

果蠅實驗開始介紹，推進至二十世紀中，DNA 結構的發現，中心法則的

樹立，直到基因表現的調控等。該章內容最後一節同樣介紹了分子生物學

的應用，例如 PCR 的原理與基本操作方式、基因轉殖、分子指紋等等。 

綜觀高中生物課程中，關於分子生物學的內容多侷限於內容的講述，

相關實驗則因受限於高中實驗室中，實驗工具與器材的缺乏，僅能做十分

粗略的 DNA 粗萃取一項實驗。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本次計畫，建構

出適合的教學模組，以提升學生生物科技相關之實驗能力。 

 
(二) 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我們希望藉由此計畫，達到以下目的： 

1. 發展生化實驗教學模組，讓學生有機會接觸現代新興科技，以深化其

在生物學的學習。 

2. 撰寫生化實驗講義，以利推廣與應用。 

3. 與其他學科合作，藉由協同教學等模式，讓學生能夠對生化科技對人

類社會的影響，產生更全面性的概念！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單 位 職  稱 

劉翠華(計畫主持人)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童禕珊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李麗敏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林聰慧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朱芳琳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周麗芬 台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生物科教師 

 



 

三、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核心工作是發展「生化實驗教學模組」。為達成此一目的我們將透

過文獻探討、研習活動、課堂觀察、教學反省以及專家諮詢會議等，蒐集

質性、量化的相關資料，進行分析與探究。其研究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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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行進度（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項目 

105 年 106 年 
完成度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準

備

期 

確立研究

∕研發目

標與重點 

建立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90% 

確立研究∕研發目標與重點             80% 

諮詢專家意見並蒐集相關建

議，進行修正 
            

40% 

研

究

計

畫

執

行 

教師專業

知能成長 

研議專業成長計畫             60% 

文獻蒐集             40% 

研習活動             30% 

依據情形，進行修正             20% 

課程規劃

及設計 

教材研發之規劃             70% 

多元評量工具之設計和發展             60% 

蒐集意見與修正             50% 

課程實驗 

編寫課程講義             50% 

實驗課程試作             60% 

蒐集意見與修正             50% 

課程實施 

實施融入式教學             60% 

實施教學評量             50% 

蒐集意見與修正             30% 

課程評鑑

之規劃 

研議評鑑目標、方式和規準             50% 

實施課程評鑑             50% 

蒐集意見與修正             30% 

成果推廣與應用             0% 

撰寫成果報告             0% 



 

五、 預期成果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具體成果 

1. 成立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辦理研習活動及專家諮詢會議。 

2. 發展生化實驗教學模組之課程原型，並編製教材講義。 

3. 進行小規模的課程實驗，經由課堂觀察、教學反省、專家諮詢以及參

與課程實驗學生的回饋等，藉以調整、修改課程原型。 

4. 融入生物教學課程，經由課堂觀察、教學反省、專家諮詢以及參與課

程實驗學生的回饋等，進行課程實施之改進。 

5. 發展出合宜的課程內涵、流程，有效教學的特質、程序，以及多元評

量工具。 

6. 建立評鑑目標、方式和規準，以評鑑課程實施的成效。 

7. 運用發展之生化實驗教學模組培養「種子老師」、「種子學生」，並完成

實驗手冊編寫，為課程實施與推廣奠定基礎。 

 

(二)預期效應 

1. 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使教師增權益能。 

2. 課程發展：提交「生化實驗教學模組」之課程綱要、教學方案及實驗

手冊等，將研究成果推廣應用，並配合 107 課綱規劃於多元選修課程

提供學生修習。 

3. 學生學習成效：提供學生科學實作(實驗)及探索體驗的課程，提升學生

科學探究、解決問題等能力。同時讓學生將科學理論與實作相互印證，

深化其在生物現代新興科技的學習。 

4. 跨領域教學：與不同領域學科合作，藉由協同教學等模式，建立學生

對於生化科技對人類社會影響的多面向思考。 

5. 成果應用與推廣：發展之教學模組可融入生物課程中、作為多元選修

課程或作為資優生之充實課程。同時，「生化實驗教學模組」之教學方

案及實驗手冊等，可提供其他學校或單位參考。 

 
  



 

六、 檢討  

(一) 教師專業成長： 

1. 上半學期因經費尚未到位，故尚未規畫教師研習課程；將於下半學期

陸續辦理，以增強教師專業知能。 

 
(二) 課程的修訂： 

1. 操作性課程有助於提升學習興趣與成效，但可增加些探究式實驗，以

提升課程的深度與廣度。 

2. 記憶性課程的精簡，需考量學生學習成效。 

3. 藉由教師共備與觀摩，共同討論課程修訂方向。 

4. 發展跨科的協同教學，增加多面向教學內容。 

 
(三) 評量工具的修訂： 

1. 釐清課程目標，制定更精準的評量工具，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