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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探究實作成果作品集 

惱人的升糖指數－餐桌上的粉角色 

 
   指導老師：國立彰化高級中學○○○老師 
 
   學生：○年○班○○○ 

 
內容摘要：【將字數控制在200字左右】 
將生活議題「升糖指數」融入自然科探究實作課程設計中，根據議題中所發
現的問題，擬定研究計劃和進度，完成下列階段性任務： 
1.規劃與研究I－能運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透過實驗觀察各種蔬果的根、
莖、葉、花、果實及種子是否含有澱粉，並且計畫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及設
計實驗流程。  
2.規劃與研究II－能依據初步觀察、拍攝及蒐集資料，進一步實驗實作從螺
旋繞射課程中瞭解生物聚合物繞射圖形所蘊含的含義，並預測所得的影像是
否合理。  
3.規劃與研究III－從課堂上學會有機化學知識，並且與選修生物I「生物組
織中常見的有機化合物檢測」所獲得的知識作連結，設計正確及合適的實驗
活動，並且詳實記錄實驗過程。  
4.論證與建模I－根據實驗所得的資料分析植物所含澱粉的種類與市售澱粉
包裝標示的差異，整理出規則，提出分析結果與相關證據。 
5.論證與建模II－進一步對教師所準備的市售澱粉未知物進行實驗實作，聯
結觀察到的現象與科學理論進行討論及找出正確答案。  
6.表達分享－分組口頭發表，透過交流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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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資料數據
與其他研究結果是否有差異，提高可信度及覺察自己的探究是否合理。 
 
關鍵字：升糖指數、聚合物繞射、澱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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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簡述 

 

 
 
 
 
 
 
 
 

 
 

週次 學習成果簡述【僅供參考】 心得與反思【僅供參考】 

1 
1.從課堂上學會有機化學的種類、定

義、官能基及檢測方式，建立學習目

標所需的相對應知識並進行實驗檢

測。 
2.了解升糖指數對健康的影響，澱粉
與升糖指數的關聯性，食物烹調方式
是否影響升糖指數。 
3.上網查詢相關「毒澱粉」報導及食
品添加劑相關資料，查閱資料後，能
歸納統整並提出問題。 

1.我在老師的引導下了解有機化學的定義、官 
能基的判斷及生活中常見的澱粉、蛋白質、纖 
維素的結構及檢驗方式。 
2.我從相關的新聞事件「毒澱粉」，了解未經 
檢驗合格的食品添加劑可能造成的人體危害。 
3.我了解到食品添加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合 
法的食品添加劑可以抗菌防霉，甚至增美味及視覺享受，然
而違法添加劑不僅有害健康甚至引發致命疾病！ 
 

2 1.建立學習目標所需的相對應知識並進
行實驗檢測。 
2.教師引導學生查閱資料了解餐桌上
常用粉的種類、原物料來源及用途。 
3.透過實驗實作進一步了解市售9種
粉（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
太白粉、糯米粉、在來粉、番薯粉、玉
米粉及蓬萊米粉）的物理性質。 

我在老師的引導下自行查閱網路資訊，可以 
了解市售九種粉的原物料來源、主成份及用途 
。原來我們在日常飲食中就常 
使用到這些粉末，其中我最愛吃的炸豬排原來 
是使用地瓜粉裹豬排油炸而來！ 
我一直以為是用太白粉呢！至於我們彰化最有 
名的肉圓及碗粿其實都有用到在來粉喔。 
此外我在實驗實作9種粉末的物理性質時（氣 
味、顆粒大小、溶解度、加水後的粘性及彈性 
、加酵母菌後的發酵程度）， 
發現地瓜粉顆粒特別粗，在來米有著湯圓的味 
道，玉米粉甚至出現非牛頓流體現象，非常有 
趣。 
【具體寫出自己觀察的現象、心得及實作感 
感受】 

3 1.從澱粉的化學性質探究彼此差異性

（1%澱粉液與碘液錯合後的顏色差

異、澱粉液加熱冷卻後加入碘液後的

顏色差異、澱粉液加熱冷卻後加入碘

液加酸或加鹼水解速率、澱粉加入少

許水揉團後加入酵母菌觀察發酵過

程）  

2.紀錄實驗所得的結果並分析市售澱

粉間其物理及化學性質的差異性。 
 

1 

我在研究各種粉末溶液加入碘液後觀察顏色的 
差異，發現澱粉液（分為加熱前及加熱後）加 
入碘液後顏色有差距。其中以 
以糯米粉溶液加熱前後加入澱粉液顏色有明顯 
不同。 
使用色卡比對的目的為何？ 
有些澱粉液（例如??）加入碘液後再加入 
酸，顏色褪去很快。有些澱粉液（例如? 
？）加入碘液後再加入鹼，顏色褪去很快。 
【具體寫出自己觀察的現象、心得及實作感 
感受】 

 

 

4 由探究過程整理所得的實驗資料整理
出規則，觀察分析結果及數據整理。  
1.運用前幾週所建構的科學知識及實
驗分析，對9種未知物澱粉進行預
測，設計簡易實驗流程，選用適合的
實驗器材及藥品進行實驗，聯結觀察
到的現象與科學理論進行討論及找到
正確答案。  
2.由資料數據變化看出所蘊含的意義 

 
1.研究過程中遭遇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及如何 
克服？  
2.自己在小組裡的貢獻及重要性？  
3.從組員合作學習中學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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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壹、 成果展現 

1.使用適當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

等表達方式，呈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

探究過程與成果。 

2.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

呈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

果。 

3.有條理且具科學性的陳述探究成

果。 

貳、 海報格式或簡報呈現 

1.請務必將探究主題、實驗流程圖、

實驗結果及分析繪製在海報上。 
2.海報格式為直式。 

3.海報的基本配置說明，或是簡報呈現

時必須呈現的架構。 

4.最好是不要讓動機、目的及方法佔太

多部份，最主要還是研究的結果與討

論。 

【表達分享中的心得呈現主要是以 

1.從其他組中聽到什麼最特別的地方或者了解自己

可以再如何進化？  

2.自己的實驗作品如何進一步改善或可以未來

如何應用 ？ 

可參考底下心得反思】 

實際操作實驗時，會對9種粉末判斷錯誤的原因

是因為前幾週實驗時太多細節沒有注意，一連

串不應該發生的失誤導致的結果，雖然很可惜

沒有完全比對成功所有澱粉種類，但也算是學

經驗，知道做實驗時應該要更加細心，仔細完

成每一個步驟，並了解每個步驟的目的與涵

義，也希望經過這次經驗能使我以後做實驗能

更注意實驗的細節。從聆聽其他組別報告中，我

發現有的同學居然可以從粉的氣味就可以判出粉的

種類，真的很厲害！我覺得從物理性質判斷正確性

較高！ 

6 教學活動進行方式： 

1.教師發給每個學生10張貼紙，1組中留

2位組員負責海報發表，另1組員先到別

組聆聽報告，任選5組聆聽，完成評分及

張貼星星貼紙鼓勵（最多給1組3個貼

紙）。 

2.同學完成評分後回到自己組別，替換

其他組員到其他組去聆聽（同上做法） 

3.教師到各組聆聽，給予建議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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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照實際進行的週次或想要呈
現的內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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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週次〈1〉 

主題：生活中的有機化學 
 

壹、認識有機化學 
一、認識有機化合物中的官能基 

二、生活中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三、烴的分類 

四、蛋白質、酵素及醣類的分類、結構及實驗檢測方式 

貳、相關新聞事件－毒澱粉 
一.毒澱粉的相關新聞事件及爭議 

二.修飾澱粉的必要性及可能引起的健康影響 

叁、常用的食品添加劑主成分及功能 
一.防腐劑 

二.抗氧化劑 

三.著色劑 

四.調味劑 

五.甜味劑 

六.膨脹劑 

肆、問題與討論 
1.環辛炔是環炔中碳數最少的，想一想為什麼沒有環庚炔及環己炔呢？ 

 

 

2.油脂是甘油（丙三醇）與脂肪酸經酯化反應而得。而脂肪酸又分為飽和脂肪酸與不飽和脂

肪酸。其中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是僅含一個碳碳雙鍵的酸，而多元不飽和則含有兩個以上的碳

碳雙鍵。 

小明在家中將少許等重量的葵花油及花生油分別加入裝有5 mL正己烷的兩個小玻璃杯中。以

滴管分別滴入5滴的溴水，經搖晃後觀察其顏色變化，記錄溴褪色的時間，其實驗結果如下： 

 

 葵花油 花生油 

溴褪色時間

（min） 
5 15 

 

由小明的實驗你能做出哪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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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閱讀探究題 

小明的爸爸喜歡食用高油脂及高熱量的食物，平日又不常運動。某天夜晚因呈現嘔吐、上腹

部及背部 

疼痛不堪，家人只好叫救護車上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膽結石，須緊急處理。小明上網查

資料後， 

寫了以下的心得：膽囊中的膽汁在肝臟中製造經肝內膽管、總肝管、膽囊管運送到膽囊中。

膽汁是 

一種消化液，幫助脂肪在腸中消化。膽汁主要含水外尚含有膽酸、膽固醇及卵磷脂等。膽酸

具有界面活性劑的功能，可以溶解膽固醇。然而，當膽囊發炎時，膽酸易被膽囊壁吸收，導

致膽囊中膽酸的濃度變小，因而造成多餘的膽固醇（溶解度0.095 mg／L）析出而形成結晶，

這是膽結石的成因之一。膽結石的尺寸可能小如沙粒大至如直徑4公分的圓球。膽酸與膽固醇

的結構如下： 

   

閱讀上面文章後，詴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膽固醇熔點應高於膽酸 (B)膽固醇為一級醇 (C)膽固醇具有幾何異構物 

 (D)膽酸具有四個羥基  (E)膽酸是一不飽和酸 

 

（2）（    ）膽固醇共有27個碳，則其氫數應該是下列哪一選項？ 

 (A) 2×27－2×5  (B) 2×27－2×6  (C)（2×27＋2）－2×4 

 (D)（2×27＋2）－2×4－2×1    (E)（2×27＋2）－2×4－2×2 

 

（3）（    ）如何以簡單的實驗，區別膽酸及膽固醇？可以用KMnO4的鹼性溶液嗎？ 

 

（4）（    ）如何以分子結構說明膽酸具有界面活性劑的功能？ 

 

4.澱粉是由許多葡萄糖聚合而成的多醣。大多數綠色植物會以澱粉的形式貯存能量。

人類的飲食中，澱粉占了很大的份量，各民族幾乎都以澱粉類作物為主食，包括米、

麥和馬鈴薯等。除了食用之外，澱粉最大的用量是使用在造紙業。一般的紙因為纖維

較短，容易斷裂，所以紙的上面會塗一層澱粉，延長紙張的使用壽命，唯有印製鈔票

是紙是選用長纖維製造，所以表面不必塗上澱粉。 

(1) 有關澱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遇KI(aq)呈藍色 

 (B)易溶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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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以稀酸水解可得α-葡萄糖  

 (D)可與斐林詴劑反應 

 (E)為木材的主要成分 

(2)下列哪些醣類可以水解，且水解後得到之單醣和澱粉水解後得到之單醣種類相同？ 

 (A)果糖 (B)麥芽糖 (C)糊精 (D)蔗糖 (E)乳糖 

(3) 澱粉中碳所占的重量百分率為何？ 

(4)在沒有精密儀器可用的情況下，僅靠家中容易取得之藥劑，詴設計一簡易辨別真鈔與假鈔

的方法。 

5.寫出下列化合物的官能基、化學式及用途 

化

合

物

名

稱 

阿斯巴甜 三聚氰胺 薑黃素 果糖 

結

構

式 
   

 

主

要

官

能

基

種

類 

    

化

學

式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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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謂升糖指數是指什麼？詴舉出日常生活中升糖指數屬於低、中及高的食物各三個。 

 

 

 

 

7.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來衡量肥胖程度，其

計算公式是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國民健康署建議我國成人BMI應維

持在18.5（kg/㎡）及24（kg/㎡）之間，太瘦、過重或太胖皆有礙健康。詴檢視自己的

BMI是否合乎標準？並反思自己的飲食習慣中（三餐及含宵夜）升糖指數是否過高？ 

 

 

伍、分工表 

 

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 備註 

    

    

    

    

 

陸、心得與反思 

【思考方向】 

1.反思自己平常的飲食習慣是否與網路或報章雜誌所查到的健康飲食概念有相符合？ 

2.從自己的身高體重換算成BMI指數，再對照查閱到的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來衡量肥胖程度，檢

視自己太瘦、合適、過重或太胖。’ 

3.與同學相互討論，高中生如何在課業及升學壓力競爭下吃得健康，而且控制好自己的體重？ 

 

 

 

 

 

 

 

 

 

柒、其他上課佐證資料【相關學習單、參考資料、照片…等，若是有實驗照片請務必每張照

片都有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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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售澱粉的種類、來源、性質及用途 

三、實驗步驟 

二、物理性質的探究 

四、實驗紀錄與分析 

成果展示：週次〈2〉 

主題：生活中澱粉的物理性質檢測 

 
 

 

 

 

1.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太白粉、糯米粉、

在來米粉、蓬萊粉、蕃薯粉、玉米粉的網路資訊蒐集及

判斷正確性。 

2.閱讀與理解資訊內容。 

3.整理及提取適當資訊。 

 

  

 
1.依據所查閱的資料找出可以探究的主

題及實驗方法。 

2.物理性質包括粉的種類、外觀、氣味、

溶解度、彈性及粘性。 

3.各種粉揉成團後加入酵母菌的發酵情

形觀察。

 
 
 
 

1.實驗室準備： 

（1）市售9種澱粉（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太白粉、糯米粉、在來粉、番薯粉、

玉米粉及 

         蓬萊米粉）為避免造成材料浪費，每組取各粉末5個咖啡匙用量。 

（2）每組須有9個小試飲紙杯、9支咖啡匙、9個塑膠培養皿、燒杯100mL 1個、3支滴管 

（3）實驗競賽任務：  

9種澱粉物理性質測試（粉末顏色、顆粒大小、氣味、揉成團後的彈性及粘性差異、水

中溶解度） 

 

 

澱粉種類          

外觀（顏色及顆

粒大小） 

         

氣味（與食品聯

想） 

         

水中溶解情形

（0.1g/10mL

水），用等級表

示1（難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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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分工 

七、心得與反思 

五、解釋與推理 

（可溶） 

將澱粉，加入少

量水揉成團，觀

察彈性及粘度 

         

將澱粉加入少量

水及酵母粉觀察

膨脹情形 

         

 

 

【思考方向】 

1.由實驗探究所觀察的結果形成結論或發現問題 

2.嘗試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推論。 

 

 

 

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 備註 

    

    

    

    

 

 
 

【思考方向】 

1.研究過程遭遇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及如何克服？  

2.自己在小組裡的貢獻及重要性？  

3.從組員合作學習中學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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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學習單、照片…等，若是有實驗照片請務必每張照片都有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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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澱粉的化學性質 

三、實驗步驟 

二、化學性質的探究 

成果展示：週次〈3〉 

主題：生活中澱粉的化學性質檢測 

 
 

 

 

 

1.澱粉主要分為直鏈及支鏈，其化學性質的差異。  

2.澱粉遇到酸會出現水解的情況，隨著澱粉的種類、酸 

   的濃度及水解時間，澱粉水解的情形會有所不同。 

3.閱讀與理解資訊內容。 

4.整理及提取適當資訊。 

 

  

 
1.依據所查閱的資料找出可以探究的主

題及實驗方法。 

2. 化學性質包含澱粉液加熱前後加入碘

液後顏色差異（可以用手機或色碼卡觀

察）。 

3.澱粉液加入酸或鹼液後水解速率快慢

等。
 
 
 

1.實驗室準備： 

（1）市售9種澱粉（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粉、

太白粉、糯米粉、在來米粉、蓬萊米、番薯粉及玉米粉）

為避免造成材料浪費，每組取各粉末5個咖啡匙用量。 

 
（2）每組須有9個小試飲紙杯、9支咖啡匙、9 

   個塑膠培養皿、色碼卡一張

 

2.配製碘及碘化鉀試劑原液： 

（1）將2克碘化鉀置於100mL容量瓶中加入蒸餾水，溶入0.2克碘 

，再加入蒸餾水至100mL，至於棕色瓶中 

（2）將碘試劑原液稀釋20倍即為實驗使用試劑。 

3.實驗競賽任務：  

9種澱粉化學性質測試（澱粉液在加熱前後加入碘液後觀察顏色變化、澱粉液加酸水解及澱粉

液加鹼水解的快慢觀察） 

【可以放實驗過程照片佐證，務必注意實驗照片必須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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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紀錄與分析 

五、解釋與推理 

 
 
 
 
 

澱粉種類  

 

        

將澱粉液加入碘

液，觀察顏色

（色卡編號） 

         

將澱粉液加熱至

沸騰再冷卻至室

溫，加入碘液，

適度搖晃觀察顏

色（色卡編號） 

         

將澱粉液加入碘

液，在加入0.1M

鹽酸0.5mL，適

度搖晃，觀察顏

色變化（色卡編

號） 

         

將澱粉液加入碘

液，再加入0.1M

氫氧化鈉

0.5mL，觀察顏

色變化（色卡編

號） 

         

 

 

【思考方向】 

1.由實驗探究所觀察的結果形成結論或發現問題 

2.嘗試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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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分工 

七、心得與反思 

八、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 備註 

    

    

    

    

 

 
 

【思考方向】 

1.研究過程遭遇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及如何克服？  

2.自己在小組裡的貢獻及重要性？  

3.從組員合作學習中學會什麼？ 

 

【學習單、照片…等，若是有實驗照片請務必每張照片都有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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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畫與研究 

三、論證與建模  II 

xjxjp45/4m3ru0

4ai6 

二、論證與建模  I 

成果展示：週次〈4〉 

主題：規畫與研究分析未知澱粉 

 

 

 

 

 
 

1. 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並分析因素間的關

係。 

合理的預測探究的可能結果。 

2.依據所提出的主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與

流程。 

3.應用或組裝合適的器材與儀器。 

 

  

 
1根據前幾週的澱粉的實驗探究，設計

出適當的紀錄格式或實驗流程圖，並詳

實記錄。 

2.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資料數

據或檢視最佳化條件。 

3. 比較自己、同學與其他相關的資訊或

證據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1.實驗室準備： 

（1）市售9種未知澱粉（高筋麵粉、中筋麵粉、低筋麵

粉、太白粉、糯米粉、在來米粉、番薯粉、玉米粉及蓬

萊米粉）為避免造成材料浪費，每組取各粉末5個咖啡匙

用量。 

 
（2）每組須有9個小試飲紙杯、9支咖啡匙、9個塑膠培養皿、

色碼卡一張 

 

2.配製碘及碘化鉀試劑原液： 

（1）將2克碘化鉀置於100mL容量瓶中加入蒸餾水，溶

入0.2克碘，再加入蒸餾水至100mL，至於棕色瓶中 

（2）將碘試劑原液稀釋20倍即為實驗使用試劑。 

3.根據研究的主題，與同學擬定研究計畫和進度。辨明

影響結果的變因，選擇或設計適當的工具或儀器觀測，

以獲得有效的資料數據，或根據預期目標並經由測試結

果檢視最佳化條件。 

4.根據實驗線索找出未知澱粉編號的種類並解釋證據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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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分析模型 

 

【可以放實驗過程照片佐證，務必注意實驗照片必須有說明！】 

 

 

 

 

 

 

 

 

 

 

 

 

 

 

 

 

 
 
 
 
 

樣品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推測

的種

類 

 
 
 
 

        

 

請將實驗過程以流程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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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分工 

七、心得與反思 

五、解釋與推理 

八、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思考方向】 

1.由實驗探究所觀察的結果形成結論或發現問題 

2.嘗試由探究結果建立合理推論。 

 
 
 

 

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 備註 

    

    

    

    

 

‘’ 

 

【思考方向】 

1.研究過程遭遇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及如何克服？  

2.自己在小組裡的貢獻及重要性？  

3.從組員合作學習中學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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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報或海報繪製說明 

三、表達與溝通 

     二、海報繪製要點說明 

成果展示：週次〈5〉 

主題：成果海報或簡報繪製要點 

 
 

 

 

 

1.使用適當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等表達方式，呈現自己

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2.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呈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

探究過程與成果。 

3. 有條理且具科學性的陳述探究成果 

 

 

 
1. 請務必將探究主題、實驗流程圖、實驗結果及

分析繪製在海報上。 

2. 海報格式為直式。 

3. 海報的基本配置： 

（1）上方是研究動機、實驗目的、研究過程。 

（2）中間那塊擺的是實驗流程圖，結果與討論。 

（3）下方是結論和參考文獻。 

4.最好不要讓動機、目的及方法佔太多部份，最

主要還是研究的結果與討論。 
 
 
 

分工合作完成海報繪製，若是發覺實驗探究過程有不夠完備的地方，可以上網查閱相關資料或者再進

行實驗佐證。 

【可以放實驗或海報（簡報）繪製過程照片佐證，務必注意實驗照片必須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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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分工 

五、心得與反思 

六、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座號 姓名 工作分配 備註 

    

    

    

    

 

 
 

【思考方向】 

1.製作海報過程遭遇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及如何克服？  

2.自己在小組裡的貢獻及重要性？  

3.從組員合作學習中學會什麼？ 

 

【簡報或海報展示、學習單、照片…等，若是有實驗照片請務必每張照片都有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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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報發表進行方式 

三、合作與討論 

     二、表達與分享要點 

四、評價與省思 

成果展示：週次〈6〉 

主題：簡報發表與學生互評 

 
 

 

 
 

1.教師發給每個學生10張貼紙，1組中留2位組員負責海

報發表，另1組員先到別組聆聽報告，任選5組聆聽，完

成評分及張貼星星貼紙鼓勵（最多給1組3個貼紙）。 

2.同學完成評分後回到自己組別，替換其他組員到其他

組去聆聽（同上做法） 

3.教師到各組聆聽，給予建議及鼓勵。 
 

 

 

 
1.適當利用口語、文字、圖像、影音或實物

等表達方式，呈現自己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

程與成果。 

2.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或模型，呈現自

己或理解他人的探究過程與成果。 

3.有條理且具科學性的陳述探究成果，甚至 

運用各種資源與他人分享科學資訊。 

 
 
 
 
 
 
 

1.傾聽他人的報告，並能提出具體的意見或建議。 

2.評估同學的探究過程、結果或模型的優點和限制，並提出合理的疑問或提出改善方案。 
 

【可以放照片佐證，務必注意照片必須有說明！】 
 
 

 
 
 
 
 

【思考方向】 

1.我在本學期探究實作課程中學習到什麼？ 

2.修完課程後，我的心得或最大的收穫是？ 

3.本學期中我印象最深刻／收穫最大的單元、活動或是教師教學的方式是？ 

4.我還可以努力及加強的地方是？ 

5.我對老師評分方式的想法是？ 

6.分組活動中，你從哪位（些）組員的身上學到最多？為什麼？ 

7.在小組活動的過程中，你所觀察到的組員的參與狀態或付出狀況為何？請以客觀的方式，介紹、評

述或評價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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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簡報或海報展示、學生互評表、學習單、照片…等，若是有實驗照片請務必每張照片都有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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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思考方向】 

1.將生活議題「升糖指數」融入自然科探究實作課程設計中，是後疫情時期現代人所關 

注的議題。透過課程設計啟發我更強的學習動機，察覺可以探究的主題，進而蒐集整理 

所需資訊，與教師討論可以探究的主題，釐清可以研究的議題，預測可能的結果，提出 

自己的做法或模型。 

2.透過教師引導我的最大收穫是生活知識面的提升、既有觀念的澄清、實驗技能提升， 

還是對於真實世界的科學知識探究能力提升？ 

3.本學期探究過程對於自己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 

 

【22號字體敘述100字左右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