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科（生命科學）─生物多樣性 

動物保護教材前導學校課程實踐 

創意教學方案設計格式 
參酌十二年國教課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 

壹、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生命科學-生物多樣性 

設計者 謝思怡 指導者 （無則免填） 

教學對象 技術型高中森林科三年級 教學時間 111年 5月 17日 14:10至 15:00 

教材來源 

課程教材單元：生物(B)版上下冊 

第一章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第二章 演化與生物多樣性 

第四章 動物代謝與恆定 

第八章 生態與資源利用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 

第一章 認識同伴動物 

第三章 善待同伴動物 

第八章 社會系統與公民行動 

教學資源 

1. 生物(B)版上下冊 

2. 《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 

3. 泛科學網頁 

學生 

條件 

分析 

1. 了解生物體的基本構造與功能 

2. 了解演化與生物多樣性的涵意 

3. 能判讀相關網路資訊 

4. 能依據網路資訊形成自我的意識能力 

教學 

準備 

1. 教學投影片簡報檔案 

2. 2021年走私貓安樂死的正反面議題 

總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核心素養項目：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溝通互動 



核心素養項目：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核心素養項目：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農業-專-生科-1 

具備生命科學及生物多樣性的基

本概念，進而尊重生命。 

農業-專-生科-2 

了解生命基本單位架構及生命系

統之運作，涵育生命科學知能。 

農業-專-生科-3 

了解環境與生命科學之相互影響

與關聯，進而愛惜生命，重視環境

生態。 

領

綱

核

心

素

養 

具備自然資源永續利用及

保育的知能，透過先進科技

與資訊，對生命科學及生物

多樣性有深刻的體會與了

解，進而涵育尊重生命、愛

惜生命及重視環境生態的

胸懷，養成社會責任感及環

境保育之意識。 

學

習

內

容 

農業-專-生科-A-b生命的起源 

農業-專-生科-B-b生物多樣性 

農業-專-生科-H-b動物代謝 

學習目標 

一、了解同伴動物犬、貓的演化及其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係。 

二、了解同伴動物犬、貓的消化系統。 

三、能判斷同伴動物犬、貓的行為表現。 

四、能思辨相關公共議題的正反面意見，並形成自我意識。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一、導入活動 

1. 複習生物體的構造、功能與 DNA 相關

課程內容。 

2. 複習演化論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 

二、開展活動 

1. 達爾文的演化論與動物馴化的過程的

關聯性 

(1) 狗的馴化過程；狗與狼在染色體上的

關聯性；狗的基因多樣性；狗的基因

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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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貓的馴化過程；貓的染色體；貓的基

因多樣性；貓的基因多樣性與生物多

樣性的關係? 

(3) 請同學討論，狗、貓在生物多樣性之

間扮演那些角色?在生態系又屬於何

種生態地位? 

(4) 請同學舉例生活周遭除了狗、貓之

外，曾經飼養過、看過或聽過的寵物

又有哪些?分別為原生種或外來種? 

2. 外來種與入侵種對生態系造成的影響。 

(1) 講述臺灣-島嶼生態系的特色有哪些? 

(2) 請同學討論棄養與動物走私對島嶼生

態系可能造成的影響? 

(3) 講述犬貓的走私對生態系可能造成的

影響 

(4) 討論棄養外來的(進口)寵物對臺灣生

態系造成的影響? 

(5) 犬、貓等流浪動物對生態系造成的影

響? 

(6) 請同學討論犬、貓等流浪動物有沒有

合適的解決方法? 

(7) 餵食流浪犬貓所造成的影響? 

3. 由瞭解動物代謝與恆定性中的消化系

統與生命徵象，成為同伴動物的好飼

主。 

(1) 講述犬、貓的消化系統與人類消化系

統之異同。 

(2) 請同學討論為何犬、貓的飲食與照顧

與人類無法完全相同? 

(3) 講述生活中應該如何觀察與犬、貓安

全的互動? 

(4) 應用圖片測驗學生對於犬、貓動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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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了解程度? 

(5) 講述人畜共通的重要傳染疾病種類有

哪些? 

(6) 請同學討論應該如何避免成為傳染者

或被傳染者? 

三、綜合活動 

1. 討論農委會為什麼選擇採取全面撲殺

查獲的走私貓? 

2. 討論解決流浪動物所造成的問題及可

能解決的方法? 

3. 討論應如何正確的照養同伴動物? 

4. 完成學習單的撰寫與課堂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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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回答

討論題目 

學習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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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資料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五南書局。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生物 B版(上)(下)。 

3. 林怡君，2021，為何人道銷毀，才是更顧全動物福祉的做法？——談

走私貓安樂死事件的道德誤區，https://pansci.asia/archives/328898。 

貳、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含照片） 

  

生物染色體、DNA與基因 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 

  

講述物種(貓)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講述何謂同伴動物 

https://pansci.asia/archives/328898


  

講述走私貓的新聞議題 請同學討論走私動物對生態的影響 

  

討論與回饋 討論與回饋 

二、學生作品（學習單或其他） 

  



  

參、教學省思 

犬、貓是平日就頻繁出現在人們身邊的同伴動物，嚴格來說，人們對犬、貓

的了解程度，真的不高。在參與本次同伴動物融入教學計畫後，我也才真正的對

同伴動物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生活中許多問題的產生大多源於對知識的不了解，

透過教育可以傳播並使大家學習各項人類發展後已知的知識與技能，因此教育

是知識傳遞中很重要的一環。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寵物的人，自然也不喜歡犬、貓，藉由這次融入教學的學

習，我認真地看了教材內容，尋找可以融入教學的章節，發現我真的對同伴動物

的知識相對的匱乏，因此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讓我對犬貓等同伴動物有另一種

層面的了解，現在我回高雄老家看到家裡養的法國鬥牛犬，漸漸懂得家人為什麼

覺得她可愛，我似乎也沒有那麼討厭她了! 

在教學過程中，要將這本書的內容融入教學，是需要花點時間設計的，但如

果只是融入 20分鐘或 30分鐘，效果很有限，也考驗第一線教師的教學設計。國

教署用了許多資源也編撰出了一本好的教師手冊，若真的想繼續推動下去，可能

還是要不斷的找學校與教師，在不同的課程中花至少一整節課的時間進行教學

工作。或許還需要花更多經費，但總比一本書辛辛苦苦完成，卻乏人問津來得好。

在教學第一線的我認為，如果繼續推動融入教學，會有更多老師、學生受益，若

只點到為止，那接下來會用到這本書的人會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