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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與科技領域召集人研習課程表 

日期 時間 節數 課程內容 講座 助理講座 

8/20 

(一) 

09:00-

10:00 
1 

教育政策說明暨

團務工作報告 

忠孝國中 

陳澤民校長 

明德國中 

劉文鴻校長 

10:10-

12:00 

1 
領召工作經驗分

享、座談 

明湖國中 

郭怡君老師 

仁愛國中 

洪啟軒老師 

1 
南港高中 

陳柏亨老師 

景美國中 

郭淑妙老師 

13:00- 

16:00 
3 

素養導向命題示

例施測結果分享 

國家教育研究院 

測驗與評量研究中心 

蕭儒棠博士 

仁愛國中 

曾文龍校長 

8/21 

(二) 

09:00-

12:00 
3 

108 課綱素養導

向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作 

大理高中 

林春煌老師 

松山高中 

蔡皓偉老師 

13:00-

16:00 
3 

萬華國中 

張嫈嫈老師 

萬華國中 

王美玲老師

弘道國中 

洪仁傑老師 

石牌國中 

周家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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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科本質 

物理學是研究物質、能量的本質與性質，

以及它們彼此之間交互作用的自然科學，

是一種實驗科學，從觀測與分析大自然的

各種基於物質與能量的現象來找出其中的

模式。這些模式（假說）稱為「物理理

論」，經得起實驗檢驗的常用物理理論稱為

物理定律，直到有一天被證明是有錯誤為

止(具可否證性) 

 

 

台北市大理高中  林春煌主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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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的學科本質討論 

一、自然科學基本理念 

1. 科學的必要性：現代社會資訊與科技產品更迭快速、資源過度開發，並因而衍生出的環境生

態問題。因此我們的國民更需要具備科學素養，能了解科學的貢獻與限制、能善用科學知識

與方法、能以理性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思維，面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與科學有關的問題，能做

出評論、判斷與行動。同時，我們也需要培養未來的科學人才，為人類文明與社會經濟發展

奠下堅實的基礎。 

2. 科學方法：應當從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學習的意願為起點，引導其從既有經驗出

發，進行主動探索、實驗操作與多元學習，使學生能具備科學核心知識、探究實作與科學論

證溝通能力。 

3. 科學學習的內容：選擇重要核心概念，再透過跨科概念與社會性科學議題，讓學生經由探

究、專題製作等多元途徑獲得深度的學習，以培養國民科學素養，並且能初步了解科學本

質。 

二、化學學科本質與核心概念 

1. 粒子觀點的思考： 

原子是構成所有物質(有生命和無生命的)的基礎單元，原子由中子和攜帶著相反電荷的質子

和電子所構成，不同原子會相互吸引，以使原子維繫在一起並形成一些化合物。而原子的特

性和新的排列結構可解釋不同化合物的特性。 

化學反應的發生和平衡(例如：碰撞學說、勒沙特列原理等)及物理性質(例如：氣體壓力、依

數性質等)，則是物質粒子間交互作用產生的結果。 

2. 物質間的交互作用－靜電吸引力： 

物質粒子由中子和攜帶著相反電荷的質子和電子所構成，因而可對其他粒子產生交互作用，

從而發生影響。 

3. 趨向穩定的自然律─最低能量&最大亂度 

自發性的化學反應方向，必趨向最大亂度和最低能量。例如酸鹼反應的方向，會趨向弱酸；

氧化還原反應，會趨向活性較低的產物；燃燒反應則會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4. 能量不滅： 

發生物理或化學變化需要能量。能量能以不同方式從一個載體或一群載體轉換到另外的載體

上。在這個過程中，有的能量轉變為不易利用的形態，但能量既不能產生，也不會消失。例

如由化石類燃料和氧氣一起燃燒而釋放出來的能量，其中部分變成了不易利用的形態。 

5. 表徵轉換與建模： 

科學理論和模型表達了自然現象變數之間的關係，它們必需和那個時期內能獲得的觀察結果

符合，並能引出可以被檢驗的預期。任何理論和模型都只在一定時期內有效，並常常依據新

的資料而被修正。故學習過程應得知如何將自然現象有效以化學語言呈現，並學習以探究的

方式，將相關現象間的變數關係建立模型，得出可靠的普遍規律及解釋，並可供其他人作出

修訂。 

 

 

 

 

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協作中心  曹雅萍課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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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科本質 
 

1. 生命是不斷輸入能量、物質，並

有各種調控機制以維持秩序的複

雜系統 

 

2. 生物體的現象與機制必然往提高

生存與繁衍機會的方向改變（演

化） 

 

3. 以物理及化學原理解釋生命系統

中的各種現象 

 

國立竹東高中韓中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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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 10-12年級（共同） 

想像創造

（i） 

ti -Ⅴc-1 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學問題的成因，並能根據已知的科學知識

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進而以個人或團體方式設計創新的科學探索方式

並得到成果。 

推理論證 

（r） 

tr -Ⅴc-1 能運用簡單的數理演算公式及單一的科學證據或理論，理解自然科學知

識或理論及其因果關係，或提出他人論點的限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批判思辨

（c） 

tc-Ⅴc-1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資料的解釋在方法及程序上的合理

性，並能提出問題或批判。 

建立模型 

（m） 

tm -Ⅴc-1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由合作討論來建立模型，並能使用如

「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一個系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瞭解模型有其局限

性。 

觀察與 

定題 

（o） 

po -Ⅴc-1 能從日常經驗、科技運用、社會中的科學相關議題、學習活動、自然

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汲取資訊並進行有計畫、有條理的多方觀察，進而能

察覺問題。 

po -Ⅴc-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確認並提出生活周遭

中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當有多個問題同

時存在時，能分辨並擇定優先重要之問題（或假說）。 

計劃與 

執行 

（e） 

pe -Ⅴc-1 能辨明多個的自變項或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合理地預測活

動的可能結果和可能失敗的原因。藉由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引或展現創意，能根據

問題特性、學習資源（設備、時間、人力等）、期望之成果（包括信效度）、對

社會環境的影響等因素，規劃最佳化的實作（或推理）探究活動或問題解決活

動。 

pe -Ⅴc-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

能適度創新改善執行方式。能進行精確的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視需要並能運用

科技儀器輔助記錄。 

分析與 

發現 

（a） 

 

pa -Ⅴc-1 能合理運用思考智能、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有效整理

資訊或數據。 

pa -Ⅴc-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統計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

或數據，形成解釋、理解、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理解科學相關的社會議

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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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 10-12年級（共同） 

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核，確認結果。 

 

討論與 

傳達 

（c） 

pc -Ⅴc-1 能理解同學的探究過程和結果（或經簡化過的科學報告），提出合理

而且較完整的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整個探究過程：包括，觀察定題、推理實作、

數據信效度、資源運用、活動安全、探究結果等，進行評核、形成評價並提出合

理的改善方案。 

pc -Ⅴc-2 能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

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呈現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並在保有個資安全

與不損及公眾利益下，嘗試以報告或新媒體形式，自主並較廣面性的分享相對嚴

謹之探究發現、成果、結論或主張。視需要，並能摘要描述目的、特徵、方法、

發現、價值、限制、運用與展望等。 

培養 

科學探究

的興趣

（i） 

ai -Ⅴc-1 透過成功的問題解決經驗，獲得成就感。 

ai -Ⅴc-2 透過科學探索與科學思考對生活週遭的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ai -Ⅴc-3 體會生活中處處都會運用到科學，而能欣賞科學的重要性。 

養成應用

科學思考

與探究的

習慣（h） 

ah -Ⅴc-1 瞭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ah -Ⅴc-2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認識科學

本質（n） 

an -Ⅴc-1 瞭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的有效性。 

an -Ⅴc-2 瞭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檢

視。 

an -Ⅴc-3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

有的問題，科技發展有時也會引起環境或倫理道德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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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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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名
稱

 

物
理
光
學

-雙
狹
縫
干
涉

(選
修
物
理

) 

(第
一
部
分
可
作
為
必
修
物
理
使
用

) 
節
數

 
2 

設
計
者

 
臺
北
市
大
理
高
中
林
春
煌

.廖
建
銘

.黃
有
志

.余
怡
青

 松
山
高
中
蔡
皓
偉

. 

陽
明
高
中
張
智
詠

. 
木
柵
高
工
陳
冠
宏

. 
西
松
高
中
林
國
松

. 
南
港
高
中
翁
正
鴻

 

中
和
高
中
王
一
哲

. 
錦
和
高
中
陳
家
騏

 

核
心

 

素
養

 

自
-U

-A
2
能
從
一
系
列
的
觀
察
中
取
得
科
學
數
據
，
並
依
據
科
學
理
論
、
數
理
演
算
等
方
法
來
解
決
問
題
。

 

自
-U

-B
1 
能
運
用
思
考
智
能
，
有
效
整
理
科
學
數
據
，
並
以
繪
圖
與
模
型
探
究
成
果
。

 

核
心
概
念

/學
科

本
質

 

交
互
作
用

/光
的
波
動

性
 

單
元

目
標

 

藉
由
繪
製
光
的
波
動
模
型
，
分
析
雙
狹
縫
干
涉
的
成
因
與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的
因
素
，
並
應
用
干
涉
實
驗
示
意
圖
中
各
影
響
因
素
的
幾
何
關
係
，
推
算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最
後
將
光
的
波
動
性
質
應
用
在
教
室
長
度
測
量
與
生
活
中
其
他
的
光
波
干
涉
現
象
。

 

學
習

脈
絡

 

1.
觀
看
干
涉
實
驗
短
片
並
回
憶
影
片
中
的
事
物

 

2.
繪
製
光
的
模
型
，
分
析
比
較
各
種
模
型
對
干
涉
條
紋
現
象
解
釋
的
優
劣
。

 

3.
以
水
波
干
涉
模
型
解
釋
光
干
涉
的
亮

、
暗
紋
現
象

 

4.
操
作
同
心
圓
透
明
片
找
出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的
因
素
與
關
係
。

 

5.
以
同
心
圓
模
型
找
出
形
成
亮
、
暗
紋
的
距
離
關
係
，
並
歸
納
出
形
成
亮
、
暗
紋
的
數
學
通
式
。

 

6.
應
用
實
驗
裝
置
圖
找
到
雙
狹
縫
干
涉
各
因
素
之
間
的
幾
何
關
係
，
推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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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7.
將
學
到
的
結
果
應
用
在
教
室
長
度
的
測
量
與
其
他
生
活
現
象

 

表
現

任
務

 

表
現
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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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1.
 
學
生
能
以
波
動
模
型
解
釋
干
涉
條
紋
並
推
導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並
以
簡
單
的
海
報
用

1
分
鐘
說
明
如
何
推
導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2.
 
學
生
能
應
用
干
涉
理
論
與
裝
置
測
量
教
室
長
度
。

 

評
量
方
式
規
劃
：

 

1.
 
請
學
生
繪
製
海
報
進
行

G
A

LL
ER

Y 
W

A
LK
，
老
師
從
旁
觀
看
確
認
是
否
每
組
都
能
清
楚
說
明
。

 

2.
 
實
作
測
出
教
室
長
度
，
並
找
到
誤
差
原
因
，
從
學
習
單
評
估
各
組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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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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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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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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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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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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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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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
作
同
心
圓
透
明
片
找
出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的
因
素
與
關
係
。

 

學
生
能
從
繪
製

光
干
涉
的
模

型
，
學
會
以
波

動
性
質
解
釋
干

涉
現
象
並
探
究

出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的
成
因
。

 

PK
a-
Ⅴ

c-

5 
光
有
干

涉
現
象
。

 

1d
-Ⅴ

a-
1 

 

能
依
據
科
學
問
題

來
建
立
模
型
，
並

使
用
「
比
擬
」
的
形

式
來
描
述
一
個
系

統
化
的
科
學
現
象

 

1.
 觀

察
干
涉
實

 

驗
 

2.
 猜

測
光
的
模

型
並
分
析
比
較

優
劣

  

3.
推
論
形
成
干

涉
的

 

1.
學
生
推
論
過
程

是
否
正
確

 

2.
學
生
是
否
能
找

到
三
個
影
響
因
素

並
說
明
如
何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光
看
起
來
像
一
條
線

(粒

子
)卻
要
用
波
動
性

(同

心
原

)解
釋
現
象
，
過
程

中
有
許
多
步
驟
，
學
生

不
容
易
理
解

 

2 

1
以
同
心
圓
模
型
找
出
形
成

亮
、
暗
紋
的
距
離
關
係
，
並
歸

納
出
形
成
亮
、
暗
紋
的
數
學
通

式
。

 

2.
應
用
實
驗
裝
置
圖
找
到
雙
狹
縫

干
涉
各
因
素
之
間
的
幾
何
關

係
，
推
導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3
將
學
到
的
結
果
應
用
在
教
室

長
度
的
測
量
與
其
他
生
活
現
象

 

學
生
能
從
應
用

波
動
模
型
推
導

出
干
涉
公
式
，

並
應
用
公
式
解

決
生
活
問
題
。

 

PK
a-
Ⅴ

a-

13
 光

的

干
涉
，
其

亮
紋
和
暗

紋
決
定
於

角
度
。

 

1b
-Ⅴ

a-
1 

 

能
運
用
科
學
證

據
，
以
類
比
、
演
繹

推
理
方
式
，
理
解

並
推
導
自
然
現
象

的
關
係

 

1.
 推

論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2.
應
用
所
學
解

決
問
題
。

 

1.
完
成
公
式
推
導

 

2.
完
成
實
驗
操
作

估
算
出
教
室
長
度

並
找
到
實
驗
誤
差

原
因

 

3.
能
說
出
光
的
波

動
性
在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至
少
一
件

 

1.
公
式
是
四
個
長
度
的

關
係
容
易
混
淆

 

2.
公
式
的
推
導
是
利
用

兩
個
三
角
形
的
相
似

性
，
過
程
複
雜
不
易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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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設
計
者

:藍
偉
瑩

 

提
問
設
計

 

 
問
題
組
提
問
次
序
與
內
容

 
學
生
預
期
回
應

 
教
師
引
導

 

第 1 節
 

Q
1:
寫
下
你
看
完
實
驗
後
印
象
中
影
片
裡
有

哪
些
有
什
麼
器
材

?發
生
了
什
麼
現
象

?有
什

麼
有
趣
或
奇
怪
的
事

?每
一
組
寫
出

3
件
重

要
的
事
物

 

A
1:
雷
射
筆
、
狹
縫
片
、
鐵
架
、
屏

幕
、
條
紋

 

G
1:

 請
學
生
寫
在

A
5
紙
上
貼
在
黑
板
上
，
老
師
依
照
類
型
歸
納
，
大

致
將
雷
射
放
在
左
邊
、
狹
縫
中
間
、
條
紋
在
右
邊
，
呈
現
雷
射
光
打
到

狹
縫
之
後
產
生
條
紋
的
順
序
。

 

Q
2:
猜
猜
看
光
可
能
的
樣
態
，
畫
出
光
通
單

狹
縫
到
接
觸
光
屏
之
前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A
2:
粒
子
、
同
心
圓
波
、
繩
波
、
多

光
束

 
G

2:
請
學
生
每
組
拿
出
一
張
最
有
道
理
跟
一
張
最
有
創
意
的
，
請
學
生

解
釋
為
何
能
形
成
條
紋
。

(創
意
的
放
旁
邊
有
需
要
再
請
學
生
說
明

) 

Q
3:
從
黑
板
上
選
擇
其
中
一
種
模
型
，
畫
在

圖
中
並
解
釋
屏
幕
上
形
成
亮
紋
與
暗
紋
的
原

因
 

A
3:
多
數
學
生
會
選
擇
粒
子
模
型
或

水
波
模
型
，
但
解
釋
並
不
完
整

  
G

3:
請
每
一
組
說
明
選
擇
哪
一
種
模
型
與
理
由
，
與
其
他
模
型
無
法
解

釋
現
象
之
處

 

Q
4.
請
你
們
用
水
波
模
型
，
解
釋
發
生
亮

紋
，
暗
紋
的
原
因

 
A

4:
亮
紋
是
腹
線

.暗
紋
是
節
線
，
但

有
學
生
會
懷
疑
為
何
波
谷
也
是
亮
紋

 
G

4:
請
學
生
聚
焦
說
明
為
何
亮
紋
是
波
峰
或
波
谷

(振
幅
不
為

0)
，
暗
紋

則
是
平
衡
點

(振
幅
為

0)
 

Q
5.
利
用
疊
加
同
心
圓
水
波
投
影
片
，
找
出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寬
度
的
因
素

 

A
5:
多
數
學
生
可
以
藉
由
操
作
找
到

波
長
，
縫
距
對
條
紋
的
影
響
，
光
屏

距
離
則
需
要
引
導
。

 

G
5:
引
導
學
生
移
動
透
明
片
找
到
規
律
，
請
學
生
將
找
到
的
規
律
寫
到

A
5
紙
上
貼
出
來
，
須
註
明
正
反
比
。

L
與

Y
的
關
係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等
待
，
如
果
沒
有
人
找
得
出
來
可
以
提
示
在
透
明
片
上
描
腹
線
。

 

第 2 節
 

Q
6:
從
實
裝
置
示
意
圖
找
到
發
生
亮
、
暗
紋

時
的
條
件

 

A
6:
腹
點
的
部
分
學
生
可
以
寫
出
關

係
4λ
、

3λ
、

2λ
、

1 λ
，
可
能
無
法

說
出
相
減
的
關
係
。

 

G
6:
請
學
生
將
他
們
從
數
據
中
試
著
兩
兩
比
對
，
如
果
還
找
不
到
規

律
，
再
請
學
生
將
數
據
貼
到
討
論
牆
，
老
師
引
導
討
論
他
們
的
關
係
。

 

Q
7:
找
到

 Δ
y、

L、
d
、
λ的

幾
何
關
係
並
推

導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A

7:
學
生
可
以
將

4
個
長
度
標
示
出

來
，
且
可
以
找
到
兩
兩
關
係
。

 

G
7:
老
師
提
示
要
證
明

si
nθ

=
ta

nθ
可
以
參
考
三
角
函
數
表
，
可
能
只

有
情
況
條
件
符
合
。
要
證
明
θ

1=
θ

2
可
以
從
圖
中
找
到

L>
>

d
時
才
符

合
。

 
Q

8:
在
教
室
裡
操
作
雙
狹
縫
干
涉
實
驗
，
利

用
公
式
測
量
教
室
長
度
並
討
論
實
驗
誤
差
與

可
以
改
善
的
因
素

 

A
8:

 多
數
學
生
可
以
算
出
教
室
長

度
，
請
他
們
做

3
次
取
平
均
寫
在

黑
板
上
。

 

G
8:
學
生
操
作
實
驗
時
手
會
抖
，
可
以
請
他
們
身
體
靠
在
牆
上
作
，
測

量
條
紋
時
可
以
用
拿
一
隻
尺
對
照
用
手
機
拍
照
再
仔
細
測
量
。
誤
差
除

了
人
為
測
量
之
外
，
狹
縫
間
隔
可
能
是
錯
的
，
可
以
重
新
測
量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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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設
計
者

:藍
偉
瑩

 

教
師
教
學
指
引

 

節
次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學
習
評
量

(檢
核
點

) 
教
師
指
導
與

 

準
備
注
意
事
項

 

1 

1:
學
生
回
答
看
到
的
東
西

 
學
生
都
開
口
參
與
討
論

 
播
放
實
驗
影
片

2
次

 

2:
畫
模
型
並
討
論
分
享

  
  

  
  

  
  

  
  

  
  

  
  

  
  

  
  

優
:畫
出

2
種
以
上

  
 良

:畫
出

2
種
模
型

  
 待

加
強

:畫
出

1
種
以
下

 
準
備

2
張

A
4
大
小
空
白
模

型
圖
讓
學
生
畫
好
發
表

 

3:
選
擇
一
種
模
型
討
論
形
成
亮
紋
與

暗
紋
的
原
因

 

優
:能
夠
利
用
所
選
擇
的
模
型
，
搭
配
理
論
，
成
功
推
論
亮
暗
紋
的
成
因
。

  

良
:能
夠
解
釋
模
型
的
物
理
原
理
，
但
無
法
推
論
亮
暗
紋
的
成
因
。

  

待
加
強

:無
法
解
釋
選
擇
模
型
原
因
。

 

邀
請
每
組
發
表
觀
點

 

4.
用
水
波
模
型
，
討
論
發
生
亮
紋
，

暗
紋
的
原
因

 

優
:能
夠
找
出
亮
暗
紋
與
腹
節
線
的
對
應
關
係
，
並
解
釋
為
何
如
此
對
應
。

  

良
:能
夠
找
出
亮
暗
紋
與
腹
節
線
的
對
應
關
係
，
但
無
法
解
釋
。

  

待
加
強

:無
法
回
答
亮
暗
紋
與
腹
節
線
的
對
應
關
係

 

邀
請
每
組
發
表
觀
點

 

5.
操
作
同
心
圓
水
波
投
影
片
找
出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寬
度
的
因
素

 

優
:能
夠
找
出

2
個
以
上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間
距
的
因
素
且
關
係
正
確
。

  

良
:能
夠
找
出

1
個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間
距
的
因
素
且
關
係
正
確
。

  

待
加
強

:沒
有
找
到
任
何
影
響
干
涉
條
紋
間
距
的
因
素
。

 

每
人
一
張
透
明
片
，
另
一
張

可
印
在

A
4
紙
上
，
邀
請
每

組
發
表
探
究
結
果

 

2 

1.
依
照
學
習
單
指
示
，
推
導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請
學
生
繪
製
海
報
說
明

如
何
推
導
出
雙
狹
縫
干
涉
公
式
。

 

優
:能
清
楚
說
明
形
成
雙
狹
縫
干
涉
的
成
因
與
發
生
條
件
。

  

良
:能
說
明
雙
狹
縫
干
涉
的
成
因
。

  

待
加
強

:無
法
說
明
過
程
成
因
。

 

學
習
單

 

2.
操
作
雙
狹
縫
干
涉
實
驗
，
估
計
教

室
長
度
。

 

優
:能
完
成
實
驗
估
算
出
教
室
長
度
並
找
到
誤
差
原
因
。

  

良
:能
完
成
實
驗
估
算
出
教
室
長
度
但
無
法
找
到
誤
差
原
因
。

  

待
加
強

:無
法
完
成
教
室
長
度
估
算
。

 

狹
縫
片
，
雷
射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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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狹縫干涉課程-課後自評表 

1. 觀察光的干涉影片，說出影片中看到的現象，以及與預測的結果有何異同。 

□ 我踴躍參與小組討論，說出看到的現象與實驗結果。 

□ 我不太會發言，但我很認真地聽同學分享。 

□ 我不瞭解發生什麼事，所以沒有參與討論。 

 

2. 想像可能造成干涉現象的成因，建立數種可能的模型，畫在學習單上。 

□ 我想出 3種(含)以上可能的模型。 

□ 我想出 2種可能的模型。 

□ 我想出 1種(含)以下可能的模型。 

 

3. 選擇一種模型並試著說明光通過雙狹縫後形成亮紋與暗紋的成因。 

□ 我能夠利用所選擇的模型，搭配合理的理論基礎，成功推論亮暗紋的成因。 

□ 我能夠利用所選擇的模型，推論出亮暗紋的成因，但不知道其物理原理。 

□ 我能夠合理解釋我所選擇的模型背後的物理原理，但無法推論亮暗紋的成因。 

□ 我不知道任何一種模型的理論基礎與造成亮暗紋的原因。 

 

4. 各組說明”波動模型”如何解釋干涉結果。 

□ 我能夠找出亮紋與腹線、暗紋與節線的對應關係，並解釋為何如此對應。 

□ 我能夠找出亮紋與腹線、暗紋與節線的對應關係，但無法解釋為何如此對應。 

□ 我無法回答亮紋與腹線、暗紋與節線的對應關係。 

 

5. 利用波動模型操作推論會影響干涉條紋間距的因素。 

□ 我能夠找出 2個以上影響干涉條紋間距的因素，且與條紋間距的關係正確。 

□ 我能夠找出 1個影響干涉條紋間距的因素，且與條紋間距的關係正確。 

□ 我沒有找到任何影響干涉條紋間距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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