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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市場裡的生物學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1. 實施課程：跨域自然:市場裡的生物學 

2. 教師姓名：陳怡惠 

 

參、 前言 

學習生物結構與功能的生物學主題，傳統的教學是以教科書圖片與文字的方式介紹，鮮

少有機會詳細觀察真實生物的構造。單就教科書或圖鑑的文字描述與圖片去了解生物，就像

紙上談兵，缺乏對真實的生物的視、聽、觸、嗅覺感受，因此，較難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也很容易在上完課之後就遺忘了。實際觀察及動手解剖的實際感受則能加深學生對學習主題

的印象，對學習與記憶有增強的效果。但是非專業科系的學生很難得有機會可以進實驗室並

利用工具觀察或解剖生物，然而，真的要進實驗室才能學習生物學嗎？ 

事實上，我們日常生活中吃的東西就是各式各樣的生物，這些其實就是我們學習生物學

的最佳材料。然而，現在有許多學生不了解自己吃的食物什麼，也完全不知道他吃的食物究

竟是哪一類生物，有時甚至不識得他所吃的食物其實就是以生物為原料。若是能以日常生活

中的食物為材料學習生物學，生物學的知識能完全融入日常生活，學生也一定更樂於學習生

物學，也更能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與應用生物學的概念。 

本教學計劃擬以超級市場、傳統菜市場或水產市場中的食物為材料，並在課堂上 利用

觀察食用生物材料、進行生物分類桌遊、及分組討論等方式，讓學生能認識生活中會接觸到

的各式各樣生物並學習生物學。本課程將傳授的重要概念包括：(1)生物的分類、基本結構與

特徵，(2)生物的自然生活史，(3)育種與基因改造生物的源由與優缺點，(4)糧食匱乏的隱憂，

(5)生物在自然環境中所面臨的生存危機，(6)在日常的飲食消費中，如何實踐永續發展的目

的。課程設計讓學生除了學習基礎知識外，更期望能引起學生對社會議題與生物保育的關懷

與共鳴，進而能在日常的餐桌飲食消費中，實踐減少糧食浪費，達到人類與所有生物物種都

能永續生存與發展的保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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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你真的認識每天吃的食物嗎？ 

1. 課堂引入生物分類主題的桌遊(右圖)，藉由進行分組遊戲的方式，加強學生學習生物分

類的印象與動機。 

2. 藉由教師的課堂講授，說明(1)生物的分類、基本結構與特

徵，(2)生物的自然生活史，(3)育種與基因改造生物的源由

與優缺點，(4)糧食匱乏的隱憂，(5)生物在自然環境中所面

臨的生存危機，(6)在日常的飲食消費中，如何實踐永續發

展的目的。 

 

(二)你觀察過你吃的食物嗎？ 

1. 針對非專業科系的學生難得有機會可以進實驗室並利用工

具觀察或解剖生物，利用簡易的工具(如：鎳子與牙籤)，讓非專業的學生也能實際觀察

食用生物材料，如：玉米—基因改造作物、熟丁香魚—脊椎動物魚類、蝸牛殼及蛤蜊殼—

軟體動物…等，藉由學生自主動手的觀察與觸摸體驗，並進行生物形態觀察及繪製的活

動，加強生物構造與特徵的學習成效。 

2. 課堂上將配合學習單，學生分組及分工進行生物解剖與觀察生物的構造、記錄或拍照生

物特徵、上網尋找資料、填寫與整理學習單來學習生物學的基礎分類、形態構造、及功

能等知識，並培養學生的仔細觀察事物的能力。 

 

(三)人類可以活在沒有其他生物的世界嗎？ 

1. 利用播放特定主題的影片，如：基因改造生物，讓學生分組查詢資料及討論教師設計的

題目，增加課堂上同學間的互動機會。課堂上引導小組口頭分享觀察結果及回答教師問

題，加強小組分工學習的成效，並希望能促進學生的溝通與表達能力。 

2. 期望藉由學生分組討社會議題的方式，讓學生對生物保育有關懷與共鳴，進而能在日常

的餐桌飲食消費中，實踐減少糧食浪費，達到人類與所有生物物種都能永續生存與發展

的保育目標。 

 

 

伍、 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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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效 

1. 完成 1 次分組分類遊戲。  

2. 在影片觀賞及觀察生物的主題課程中，完成 3 次分組討論活動及小組學習單(附件 1-2)。

藉由填寫與整理學習單，及分組口頭分享觀察結果及回答教師問題，執行各組的課堂學

習成效評估。 

3. 透過學校課輔系統的期中問卷評量，顯示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度(如下圖)。 

 

 

(二) 質化效益 

1. 藉由實際遊戲，可以加強小組成員的認識與對學習生物分類的意願。 

2. 藉由分組與分工進行生物觀察、資料尋找與整理、課堂口頭報告，加強學生溝通與合作

的技巧。 

3. 藉由學生實際觀察的體驗與教師課堂的生物介紹結合，加深學生對人類與生物及環境關

係的了解，使學生能更理解食物消費的節約與永續餐桌的的重要性，可以增強學生於課

後能認同並落實生物資源永續利用的保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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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後將由教師提出要求的主題報告，學生分組或個人進行主題的資料收集及整理，作為

教學實施效果的評估方式。 

5. 學期結束前，教師將以問卷的方式進行學生對各主題教學活動的意見蒐集，作為未來教

學改進之參考。 

 

(一) 待改善成效 

1. 原計畫擬安排台北市特色的果、菜、魚、肉、水產市場為校外教學場所，利用線上軟體

配合教師設計題目的方式，帶領學生實地觀察及體驗市場食物中的生物名稱、分類與特

色，但因師生時間無法配合，因此本學期未能完成這項規劃的執行。 

 

陸、 結論 

本教學計劃以市場中的食物為材料，並在課堂上 利用觀察食用生物材料、進行生物分類桌

遊、及分組討論等方式，讓學生能認識生活中會接觸到的各式各樣生物並學習生物學。學生除

了複習與學習生物基礎知識外，也有引起學生在課後與老師討論食物的社會與生物保育的議

題，確實有引起學生對台灣本土生物時事的關懷與共鳴。未來有機會在開設此課程時，將加強

資訊軟體融入課程及實施校外教學的部分。 

 

柒、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全班學生分組進行討論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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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進行分類桌遊 

 

學生分組觀察九孔及螺貝類的殼，

並完成學習單的問題 

 

學生進行分組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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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生物的形態繪製 

 

捌、 附件 

附件1. 基因改造生物主題的部分學習單範例 附件2. 軟體動物觀察的學習單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