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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生物學乃一門既廣闊也實用的學科；二十世紀末，地位更為顯

著，因其分科中醫學、農業學、營養學、生態學以至生物工程等，在

世界上都不可以缺少。澳門自開埠四百多年來，一直處於經濟落後之

域。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八十年代經濟大躍進，科技人才渴求，

生物學作為自然科學中的一環，升學選科，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

　　　澳門是華人聚居之地。百分之九十七是華人，受中國及鄰近地

區影響深遠。一直以來，中學畢業生要接受高等教育，多走向香港、

中國大陸、台灣、歐美、加拿大、澳洲等地。到一九八一年，澳門東

亞大學成立了，所以在升學上，多了一處選擇。但香港，台灣，以及

中國大陸的學制在教育領域上仍佔重要地位，與此同時澳門也面向另

一新紀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歸中國。

　　　澳門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教育環境不一，一九九七年教育暨青

年司課程改革工作組展開了高中年級生物學科的課程大綱的編寫工

作。

　　　課程大綱乃遵照有關澳門政府頒佈的第 46/97/M 號法令的指

引而設計。

　　　本課程大綱的特點：

一．參考香港、台灣、大陸等地的中學教材，並參閱科學書刊

資料而編寫。

二．配合澳門地區的需要，具有澳門本地的特色。

三．內容的編選除鞏固基礎知識外，還考慮具體應用，以符合

學生就業與升學的需要。

　　　生物學科既有嚴密精確的一面，又有多樣化的特點。中學教育

還是一種基礎教育，以傳授學科的基本知識為主，但同樣在教學方法

上，需要老師們加以探索鑽研和創新。我們以為採用啟發式的教學方

法，引導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當前的趨向。培養學生具有

創造思維能力，不但使他們鞏固掌握基本理論，概念，原理，而且能

夠靈活運用。這樣，學生不僅是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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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目標

一．知識：

１．建立生物學整體的概念。

２．加深認識自然界生物的生命現象。

３．認識生物學的現代化知識。

４．認識本地區有關生物學科方面的工作和建設。

５．理解原則、原理、規律，掌握生物學的概念。

二．技能：

１．用生物學和環保知識改善個體、家居和環境。

２．以科學觀點解決工作和生活上的問題。

３．熟習操作生物學科的實驗設備。

４．學會怎樣寫生物學科報告。

５．具有創造性思維和判別事物的能力。

三．態度：

１．珍視及愛護生命。

２．以不同角度探討生命的本質。

３．體會生物學科實用價值。

４．對課外參觀及課外活動表現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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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內容
本大綱主題內容共分十個單元
一．生物學的認識

二．生物的特徵

三．生物的分類

四．細胞

五．構成生物的物質－原生質

六．生物的生理

七．遺傳

八．創造與演化

九．生物與環境

十．人與微生物

每學年教學內容
高中一年級

　　　單元一　生物學的認識

　　　　　　　淺釋生物學　生物學的學習

　　　單元二  生物的特徵

　　　　　　　甚麼是生命？　生物體型的區別

　　　單元三　生物的分類

　　　　　　　為甚麼生物要分類？　分類的方法

　　　　　　　動物的分類　植物的分類　檢索表

　　　單元四　細胞

　　　　　　　細胞的發現、構造、形狀、大小

　　　　　　　細胞的分裂。　生物的體制。

　　　單元五　構成生物的特質------原生質

　　　　　　　原生質的形狀、元素、化合物。

　　　單元六　生物的生理

　　　　　　　能量與生命

　　　　　　　　能量與有機物。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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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作用。能量的傳遞。

　　　　　　　生命的程序

　　　　　　　　食物和進食（消化系統）

高中二年級
　單元六　生物的生理

　　　　　生命的程序

　　　　　　生物和環境的氣體交換（呼吸系統）

　　　　　　生物和水（排泄系統）

　　　　　　生物體內的運輸系統（循環系統）

　　　　　　支持和活動（骨骼系統）

　　　　　　種族的存延（生殖系統）

高中三年級
　單元六　生物的生理

　　　　　生物的程序

　　　　　　整合作用與行為（神經系統）

　單元七　遺傳

　　　　　生物的遺傳　遺傳法則

　　　　　基因與染色體　生物的變異

　單元八　創造與演化

　　　　　演化　創造

　　　　　創造與演化的對比

　單元九　生物與環境

　　　　　生態系統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自然保護

　單元十　人與微生物

　　　　　細菌　過濾性病毒

　　　　　有益的微生物　有害的微生物

　　　　　食物的保存和飲食衛生

　　　　　疾病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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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指引

以下是給老師提供的教學建議：
＜甲＞　 教學方法

　一．課時對教學計劃有密切關係，教學方法可富彈性：

　（１）每週課時三節者，可多以活動及啟發教學法為主，講解

法為輔。

　（２）每週課時兩節者，可以選用講解法為主，輔之以啟發談

話、演示方式。

　　 目標：教授知識應力求精一些、活一些，學生不要完全處於被

動狀態，或以分數、升學壓力下死記硬背。

　二．實驗在生物教學上佔有重要地位：

（１）了解實驗室的設備，與實驗室管理員多溝通，有利

實驗的成功。

（２）每次演示實驗或指導學生實驗，親自先做，事先給

學生交代清楚。對自然條件的差異可能導至實驗效

果的差異更了解。

（３）學生實驗前得到充分指導，預先充分思考，實驗效

果必佳。

三．課外活動

（１）建立生物角

（２）建立生物園

（３）野外實習及採集活動

（４）製作標本

（５）課外參觀

（６）生物設計

（７）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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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展課外活動具有很大意義，藉此幫助學生養成觀察

力想像力甚至創作思維。此外，通過此項活動也可以與課堂教學

互為補足，相輔相成。

老師仍要因應就學生的時間，興趣，學校資源及投考大學

等因素，靈活運用。

＜乙＞ 原則性方面

一．教學內容的安排順序從宏觀到微觀：

應從學生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入手，逐步增加抽象生

疏的知識。簡而言之，“先易後難”。

二．教學內容要遵循“少、精、活”的原則：

少：教學內容適中，給學生留有思考餘地。

精：內容要精要，講解語言要精煉。

活：教材容納的知識要生動，聯繫理論與實際。

三．教學內容與人類社會生活密切相聯：

把人類放到生物學去，內容應表達人類社會生活與環境密

切結合的關係。

四．注重學生學習過程：

從學習過程，使學生懂得分析，比較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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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節數
　
每學年上課為 36週，每週授課兩課時，可按不同學校的實際

情況，可以適當調整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包括實驗和測驗活動。
高中一年級

單元一 　　 5
單元二 　　 4
單元三 　 12
單元四 　　 6
單元五 　　 5
單元六　 第一章 　 14

第二章　 第一節 　 14
實驗及測驗 12

高中二年級

單元六  第二章 第二節 10
第三節 10
第四節 10
第五節 10
第六節 20

實驗和測驗 12

高中三年級

單元六 第二章 第七節起 12
單元七 15
單元八 5
單元九 20
單元十 8
實驗和測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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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該
學生評該，內容建議包括：

１．講解知識的檢查

２．生活上應用能力的檢察

３．繪圖、製作圖解、表解的能力

４．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內容

採用的方式可包括：

１．筆記　２．作業　３．提問　４．實驗　５．討論　６．製作標本

７．閱讀報告　８．課外活動　９．測驗　10．標準考試

1至 9項可歸入日常評核，第 10項列入考試評核。

有關標準考試的概念，工作組人員參考了各地大學入學試的

命題方式，歸納以下幾項：

（１）　名詞解釋題　（２）　是非題　（３）　填空題

(４)　多項選擇題　（５）　問答題　（６）　對圖的認識題

　其中三項說明：

“多項選擇題”

目前不少國家標準考試，大都採用選擇題的形式。

例如美國

大學入學的學術能力測驗（SAT），美國大學（A.C.T.），

都是採用選擇題式，我國的各種考試也開始採用大量

選題。

“問答題”

問答題的設計，可以敘述、分析、判斷不同事物的比

較，足以訓練學生的組織能力和思考能力。

“對圖的認識題”

通過繪圖，製作圖解，對圖的填空，可以增加學生充

分認識生物的結構，這是生物學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以上各項，老師可以就學生投考哪些地區大學以及學

生的實際情況選作命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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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學習組織計劃

註：在目標、內容欄中，有●符號者屬基本內容，○符號者屬中等內容,無符號
者屬較深或較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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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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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 認識生物學的意義。
l2. 舉例說出生物學與其他自然

學科的連繫。

l1.認識生物學的廣泛性。
l2.知道一些基本分科的名稱及

其研究範疇。

l1.了解透過生物學可以認識自
己身體的運作。

l2.了解生物學科的知識，可以用
於工業、農業和醫學上。

l1.辨析古代和現代研究生物學
方法的不同。

l2.認識現代研究生物學的各項
步驟。

第一單元　生物學的認識
l一　淺釋生物學
l１　甚麼是生物學？

l２　生物學的內容

l二　生物學的學習
l１　學習生物學的意義

l２　研究生物學的方法

1. 先製作七個英文字母咭紙，以砌字方式，組
成 Biology.然後分析 Bio 及 logy 的意義，再
引申中文‘生物學’的意義。

2. 教師可準備一些有趣味的近代科技知識，說
明生物學科的重要性。

3. 選取一些有趣味的幻燈片。

1. 教師舉出一些大學設置的學科名稱，與學生
討論而帶出生物學的內容。

2. 舉一些具體例子增加學生的認識。

1. 介紹本地的城市花圃、城市設計，說明生物
學的運用。

2. 介紹本澳的污水處理廠，認識學習生物學的
意義。

舉出一些具體例子（例如：探索瘧疾病的原因）
使學生明白古代研究生物學與現代研究生物學的
顯著分別。

口述：
學生能夠解釋甚麼是生
物學。

提問方式：
1.學生分辨甚麼是心理

學與生理學、形態學與
生態學等。

2.看出生物學科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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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知道實驗室的
l（a）規格
l（b）設備
l（c）守則
l2.知道運用實驗的一般工具。
l3.認識一般的保養方法。
l4.認識新科技工具。
l5.認識野外觀察、參觀活動對研

究生物學的重要性。

1. 懂得製作植物標本。
2. 懂得製作動物標本。

l３　學習的要素與工具

　４．標本製作

1. 透過錄像帶介紹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2. 帶領學生進入實驗室，實地講解。
3. 指導學生掌握顯微鏡運用的方法。
4. 火警演習。

1. 指導學生採集植物標本。
2. 老師示範基本的壓製、浸製的製作程序。
3. 讓學生掌握動物標本的製作技術。

用顯微鏡操作實驗。

製作動、植物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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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１．能說出各項生命現象：
　l（ａ）運動
　l（ｂ）感應
　l（ｃ）營養
　l（ｄ）呼吸
　l（ｅ）排泄
　l（ｆ）生長
　l（ｇ）生殖

1. 認識地球具備生物生存的穩
定條件。

2. 認識破壞地球環境的害處

   認識青年人要珍視生命

l認識微生物世界的多姿多彩。

l1. 能 夠 區 別 動 物 和 植 物 的 不
同。

l2.能說出動、植物，兩者的連
繫。

第二單元　生物的特徵
l一　甚麼是生命？
l１　生命現象

　２　生命的必要條件

　３　珍視生命

l二　生物體形的區別
　１　微生物

l２　動物和植物的區
　　　　別

１．透過與學生討論“甚麼是生命？”，了解他
們對生命的認知。

２．綜合學生的正確意見，補充一些他們未知的
要點。

３．利用幻燈片，增強學生的認識。
　

　通過錄像帶或幻燈片探討生存的必需要素。

1. 透過與學生討論“自殺”的問題，了解他們的
心態。

2. 綜合學生的意見，引導學生培養積極、樂觀、
進取的人生觀。

1. 透過微生物的幻燈片介紹微生物的世界。
2. 準備初探工作為日後第十單元作先導。

1. 選取一兩種生物與學生討論，加深學生認識
動物和植物的區別。

2. 讓學生設計一比較表，比較兩者的不同。

　

製表：
利用圖表設計分辨生物
與非生物的不同。

從小組討論了解生命的
可貴。

就“珍視生命”這範疇寫
報告。

提問：
1. 擴闊對微小世界的認

識。
2. 認識動物、植物的連

繫和區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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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認識生物分組列類，有助交
換知識。

l２.比較生物的相互關係。

l1.能舉例說明雷．約翰(John
Ray)就種的解釋。

l2. 能說出種的意義，對分類
學的關係。

l3. 認識種和亞種的分別。

l  知道二名法的結構。

l知道分類階層對生物分類的重
要性。

　
l1.知道動物的各門別：
　l（ａ）名稱
　l（ｂ）特點
　l（ｃ）代表性生物
l2.知道植物的各門別：
　l（ａ）名稱　l（ｂ）特點
　l（ｃ）代表性生物
 3.比較各門的異同：知道檢索表

的製成方法。

第三單元　生物的分類
l一　為甚麼生物要分
　　　　類？

l二　分類的方法
l１　種的意義

l２　命名法

　３　分類階層

l三　動物的分類
l四　植物的分類

　五　檢索表

利用常見的生物，如魚、鳥，引出生物學家的
分組列類的原因。

1. 以圖片介紹對分類上有貢獻的雷．約翰，認
識種的解說。

2. 顯示生物是各從其類。
3. 舉出具體例子分辨種和亞種的不同。

1. 運用在澳門地區拍攝的照片、幻燈片，向學
生展示科學名。

2. 老師安排一些常見生物的普通名稱，指派學
生到圖書館找尋其學名。

1. 列出月季花、洋紫荊；狗、人類的分類階層。
2. 由學生排列一些生物分類階層的名字。

1. 透過幻燈片顯示動物和植物門別的生物特
點。

2. 指導學生製作比較表。
3. 筆記撮要。
4. 從部分大學入學試中抽出實用的題目作練

習，增強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
1. 用一些有檢索表的書籍（如：中國植物誌，

華南植物誌）給學生觀看，使他們了解檢索
表在科學研究上的運用。

2. 指導學生利用本澳常見的動、植物製作簡單
的檢索表。

口述:

1.能說出種的意義，並舉
出人的種族名稱。

2.了解二名法的統一
性。

3.可以根據這種分類階
層明瞭動、植物的血緣
關係。

檢驗筆記

製表:

1.製作動物各門別的比
較表。

2.製作植物各門別的比
較表。

3.掌握檢索表的實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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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知道胡克如何發現細胞。
l2.知道細胞學說的主要意義。

l1.知道製造玻片標本的方法。
l2.辨識動物細胞的構造特點。
○3.辨識在電子顯微鏡下的動物

細胞構造。
l4.知道植物細胞的構造特點。
　　
l1.掌握分辨不同種類的動物和

植物，其細胞形狀變化很大。
l2.辨識不同種類的細胞大小差

異及變化。

l1.了解動物細胞的有絲分裂
過程。

l2.了解植物細胞的有絲分裂過
程。

第四單元　細胞
l　一　細胞的發現

l　二　細胞的構造

l　三　細胞的形狀和大小

l　四　細胞分裂
l　１　有絲分裂
l　２　減數分裂

1. 用顯微鏡觀察木栓切片。

1. 使用花粉、頭髮為材料，學習製取玻片標本。
2. 製取人腮表皮細胞玻片標本，用顯微鏡觀看

動物細胞的構造。
3. 製取洋蔥表皮細胞玻片標本，用顯微鏡觀看

植物細胞的構造。

1. 觀看球形的花粉和六角形的洋蔥細胞。
2. 觀看植物纖維的長度和花粉的長度，並加以

比較。

1. 讓學生觀看蠶豆幼根生長點，知道植物有絲
分裂的每一過程。

2. 讓學生觀看精子和卵子形成的模型，知道減
數分裂的過程。

五分鐘提問：
能說出細胞的發現　經
過。

製表:
列表比較動物細胞和植
物細胞的區別。

繪圖:
1.繪出動物細胞和植物

細胞的構造圖。
2.繪出多種細胞，說明其

形狀和大小的簡圖。

實驗:
1.能比較動物有絲分裂

和植物有絲分裂的區
別。

2.了解減數分裂在遺傳
學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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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3.知道下列各項的意義：
　l（ａ）單套染色體
　l（ｂ）雙套染色體
　   （ｃ）同源染色體
　   （ｄ）染色分體
　   （ｅ）聯會
○4.知道細胞減數分裂過程

l1.了解生物體制如何劃分
l2.辨識以下各項的概念：
　l（ａ）組織
　l（ｂ）器官
　l（ｃ）系統
l3.了解彼此的關係：
　（ａ）種
　（ｂ）群落
　（ｃ）生物圈

l　五　生物的體制 通過眼球的構造，讓學生知道細胞組織和器官的
關係。

作業佈置:
能區分單細胞生物和多
細胞生物的體制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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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明白膠溶體和膠凝體的性
質。

l2.知道原生質是生命的物質基
礎。

l認識構成原生質的主要元素的
名稱。

l1.辨識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
l2.知道蛋白質的基本結構和功

能。
l3.辨識 RNA 和 DNA 的組成

和功能。
l4.知道碳水化合物的分類。
l5.知道油脂的組成和作用。

第五單元　構成生物的物
質——原生質

l　一　原生質的形狀

l　二　原生質的元素

l　三　原生質的化合物
l　１　水
l　２　蛋白質
l　３　核酸
l　４　碳水化合物
l　５　油脂
l　６　無機鹽

1. 讓學生將硝酸加入煮熟之雞蛋白，看有何反
應，並作出結論。

2. 讓學生將碘液加入馬鈴薯塊莖上，看有何反
應，並作出結論。

3. 讓學生將費林氏溶液加入萄葡糖溶液，看有
何反應並結論。

4. 讓學生將花生油滴在濾紙上，對光照之，看
有何現象，並以水重複同樣過程，對比有何
區別。

提問：
1.確知有機物和無機物

的區別。
2.比較 RNA 和 DNA

的組成、存在和功能。

報告:
寫出蛋白質、碳水化合
物和油脂的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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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認識能量不滅的意義。
l2.知道能量在生物體內如何轉

變。

l列出 AMP、ADP、ATP 之能
量轉變。

l舉出常見食物能量之比較。

l1.知道酉每在細胞中有何任務。
l2.知道酉每的性質。
　lＡ．酉每的特性。
　lＢ．酉每的作用方式。

第六單元　生物的生理
l　一　能量與生命
l　１　能量與有機物
l（Ａ）能量的來源

l（Ｂ）三磷酸腺 (ATP）

l（Ｃ）食物的成分與能量

l（Ｄ）酉每與有機物

1. 讓學生了解 ATP、ADP、AMP 的分子構造關
係，以便清楚三者如何轉變。

2. 讓學生以不同 PH 溶液試驗，對澱粉酉每造成的
影響。

3. 讓學生以不同的溫度試驗，對澱粉酉每造成的影
響。

1. 繪出 ATP 的構造和
能的關係圖。

2. 辨析各種因素對酉每
的影響。

3. 舉出日常生活常見
的酉每及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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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認識葉的內部構造。
l2.辨析柵狀組織和海綿組織的

區別。
l3.知道葉綠體的微細構造。
○4.知道吸收光譜與光合作用關

係。

l1.認識氧的來源。
l2.知道水之光解原理。
l3.知道光反應的原理。
l4.知道暗反應的原理。

l知道正產物和副產物如何產
生。

l知道溫度，二氧化碳的濃度對
光合作用的影響。

l　二　光合作用
l　１　光合作用的器官
　　　　——　葉

l　２　光合作用的化學
　　　　反應

l　３　光合作用的產物

l　４　環境因素的影響

1. 讓學生觀看葉的橫切面，知道葉的構造。
2. 讓學生知道除去葉的葉綠素，則不能形成澱

粉的證明。
3. 讓學生知道以鍚箔放在葉面，則不會進行光

合作用的證明
4. 讓學生知道切斷葉脈，則該葉面缺水，而不

能進行光合作用的證明。
5. 讓學生知道以氫氧化鈉，吸收二氧化碳，則

不能進行光合作用的證明。

1. 繪出葉的內部構造
圖。

2. 能寫出實驗結果的
報告。

3. 能指出光反應和暗
反應的生成物。

4. 能將溫度與二氧化
碳濃度，對光合作用
的影響，作出曲線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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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認識細胞通過呼吸作用而釋放
能量。

l1.知道葡萄糖氧化過程，分為二
階段：

　lＡ．解糖作用。
　lＢ．丙酮酸的氧化。
l1.知道電子傳遞鏈的過程。
l2.知道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

質的氧化結果。

l知道酵母菌和乳酸菌是缺氧呼
吸的產物。

l知道以列表方法，比較呼吸作
用和光合作用的區別。

l　三　呼吸作用
l　１　呼吸作用的意義

l　２　需氧呼吸

l　３　缺氧呼吸

l　４　呼吸作用和光合
　　　　作用的比較

1. 教師用圖表解釋克立氏循環的過程。

2. 教師用圖表解釋電子傳遞鏈的過程。

3. 讓學生通過實驗觀看酵母菌的構造，並了解
其產物。

1. 比較需氧呼吸和缺
氧呼吸的產物。

2. 能寫出酵母菌實驗
報告。

3. 能列出呼吸作用和
光合作用的比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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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辨識下列各項食物的來源：
lＡ．綠色植物
lＢ．動物
lＣ．非綠色植物

l辨識下列的意義：
lＡ．食物鏈
lＢ．食物網
lＣ．寄生
lＤ．群棲
lＥ．共生

1.認識太陽能是生物界中能的根
源。

2.知道形成生態系的必需條件：
　Ａ．能的來源。
　Ｂ．維持循環利用的機構。

l　四　能量的傳遞
l　１　食物的來源

l　２　生物間的相互關係

　　３　太陽能

1. 教師首先提問學生光合作用的產物，並說明
綠色植物是生產者。

2. 讓學生說出日常的食物種類，以便了解動物
的食物直接或間接來自植物。

3. 讓學生通過數種動物和植物的關係，知道食
物鏈的意義。

4. 讓學生通過對水族箱的認識，知道生態系的
意義。

1. 教師通過與學生討論，幫助認識太陽能是生
物生存的基礎。

2. 運用錄像帶或幻燈片介紹太陽能及功用。
3. 搜集圖片，介紹有關太陽能的產品。

1. 就物質的循環：分析
綠色植物、動物和非
綠色植物之間的關
係。

2. 能用澳門的紅樹林
內(或家庭水族箱
內)的動物和植物，
設計食物鏈或食物
網。

討論後學生能夠從多
方面去看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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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知道營養素的種類和功能：
　lＡ．蛋白質
　lＢ．脂肪
　lＣ．碳水化合物
　lＤ．水
　lＥ．無機鹽類
　lＦ．維生素
l1.了解消化程序：
　lＡ．口腔消化
　lＢ．胃中消化
　lＣ．小腸消化
l2.知道吸收程序：
　lＡ．小腸的吸收
　lＢ．大腸的吸收

l知道細胞如何利用消化產物合
成新的細胞成分。

l　五　生命的程序
l　１　食物和進食
　　　 （消化系統）
l（Ａ）食物的成分與功能

   
l（Ｂ）食物之消化及吸收

l（Ｃ）同化作用

1. 教師通過分析牛乳與玉蜀黍必需含有的氨基
酸，而說明動物蛋白質、植物蛋白質的成分
和功能。

2. 學生通過對班內同學因身體缺乏維生素所產
生的病症，而加深對維生素的認識。

3. 讓學生觀看牙齒、胃、小腸的模型，認識其
構造及功能。

1. 列表比較各種維生素
的化學名缺乏時病
症，和性質存在（食
品）

2. 能 比 較 消 化 道 所 分
泌之各種消化酉每和產
物。

3. 要求學生寫出物質
在小腸內被吸收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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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l1.知道尿素如何形成。
l2.辨識排泄和排遺的區別。

l知道均衡膳食必須具備的條
件：

　lＡ．足夠的熱量
　lＢ．優良蛋白質
　lＣ．足夠無機鹽
　lＤ．足夠維生素
　lＥ．足夠的水分
　lＦ．適當的食用基糠

1. 加深認識厭食症。
2. 能了解“燕瘦環肥”的正確觀

念。

l  (Ｄ)　排泄與排遺

l（Ｅ） 均衡膳食

　（Ｆ）厭食與減肥

教師列出鳥氨酸環的循環途徑，說出尿素的形
成。

利用多媒體介紹偏食的害處和均衡膳食的好
處。

１．引導學生在書局、圖書館搜集有關厭食症
及減肥的資料。

２．老師與學生討論後，知道厭食症的成因和防
治方法。

３．分析減肥的正確與錯誤方法。

分辨排泄和排遺的區
別。

知道一般運動和工作
所需能量。

知道每人因體質的差
異每日營養素的攝取
量。

就厭食症、減肥方面
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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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空氣的成分。
●  2. 認識未經呼吸空氣和已經

呼吸空氣的比較。
●  3. 認識人類的呼吸系統。
  ●   A. 氣道
  ●   B. 肺臟

●  1. 認識呼吸動作的產生。
  ●   A. 胸式呼吸
  ●   B. 腹式呼吸
●  2. 知道：
  ●   A. 呼吸速率
  ●   B. 總肺量
  ●   C. 潮氣量
  ●   D. 肺活量
  ●   E. 餘氣量

● 2. 生物和環境的
氣體交換（呼
吸系統）

● A. 人類的呼吸

● B. 呼吸運動

1. 在教師指導下，收集未經呼吸空氣和已經呼
吸空氣各二瓶。

2. 讓學生以碳酸氫鹽指示劑鑑定兩種氣體的
區別。

3. 讓學生以燃著的木條插入，看看此兩種氣體
有何不同的反應。

4. 教師利用掛圖或模型介紹人類呼吸系統的
結構。

1. 教師展示氣壓 ─ 鐘形罩模型，讓學生將橡
膠膜向上推，看氣球有何反應？當橡膠回復
平坦，則氣球有何反應？

2. 指導學生量度對靜止和運動後呼吸的次
數，然後總結。

3. 利用肺量圖增加學生對呼吸的認識。

提問：
    能分辨什麼是未經呼
吸空氣和已經呼吸空氣。

製表：
    列表比較玻璃罩和人
類的呼吸之區別。

報告：
   就“吸氣和呼氣”寫

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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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血液與氣體交換的關
係。

  ●   A. 外呼吸
  ●   B. 內呼吸
●  2. 認識氧的運輸原理。
●  3. 認識二氧化碳運輸原理。

●  1. 認識蚯蚓的皮膚呼吸。
●  2. 認識魚類的氣體交換。
●  3. 知道昆蟲的氣孔呼吸。
●  4. 知道鳥類的呼吸系統的特

徵。

●  1. 認識氣孔的位置以及氣體
交換原理。

●  2. 了解皮孔形成的原因。

● C. 呼吸作用

● D. 動物的氣體交
換

● E. 植物的氣體交
換

1. 讓學生討論外呼吸和內呼吸的區別，然後由
教師結論。

2. 教師利用圖表解釋氧氣與二氧化碳的分壓
對解離曲線的影響。

1. 教師通過對魚類頭部的解剖，讓學生認識魚
鰓的構造和功能。

2. 教師讓學生觀看蝗蟲的氣孔構造，並紀錄其
分佈和數目。

    讓學生剝取一塊葉下表皮，在顯微鏡下觀
看氣孔的構造。

繪圖：
    繪出魚類頭部的構造
圖。

製表：
    列表比較氣孔和皮孔
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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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
  ○   A. 吸煙的源流。
  ●   B. 煙草的有害成分。
  ●   C. 吸煙與疾病的關係。
●  2. 加深認識：
  ○   A. 澳門、世界各地的反吸

煙宣傳運動。
  ●   B. 青少年如何正視之。
  ●  C. 嚼食無煙煙草的害處。

● 1.知道煤氣的成份。
● 2.認識引起煤氣中毒的原因。
● 3.了解如何避免煤氣中毒的方

法。

1. 認識：
     A. 口對口人工呼吸法。
     B. 口對鼻人工呼吸法

○ F. 吸煙和疾病

○ G. 煤氣中毒

○ H. 人工呼吸法

1. 運用課外資料介紹吸煙的源流。
2. 讓學生收集一些反吸煙的海報或剪報，加深

對吸煙害處的認識。
3. 觀看反吸煙宣傳的錄像帶。
4. 透過小組討論，探索同學們的心態，再由老

師具體分析。
5. 提出有效的戒煙方法。

    讓學生觀看一些氣體中毒的宣傳短片，加
深學生對此認識。

1. 透過錄像帶介紹。
2. 讓學生知道從哪些渠道學習急救的課程。

報告：
   1. 就“吸煙和疾病”

這範疇寫報告。
   2. 就澳門的反吸煙宣

傳提出建議。

設計：
    設計適合澳門環境的
反吸煙宣傳海報。

十分鐘提問：
    能說出預防“煤氣中
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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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水的特性。
●  2. 認識水的特性與生命關

係。
  ●   A. 水是最好的溶劑。
  ●   B. 水是穩定的化合物。
  ●   C. 水的熱容性極強。
  ●   D. 水的傳熱性亦高。

●  1. 明白擴散的現象。
●  2. 了解布朗運動產生的原

因。

●  1. 知道滲透作用產生的原
因。

●  2. 認識滲透作用與動物細胞
濃度的關係。

  ●   A. 等張液。
  ●   B. 高張液。
  ●   C. 低張液。

● 3. 生物和水（排
泄系統）

● A. 水對生物的重
要性

● B. 擴散作用

● C. 滲透作用

1. 讓學生以固體氯化鈉和固體硝酸銀，混在一
起未見反應。

2. 再以氯化鈉水溶液和硝酸銀水溶液混在一
起，即見有白色沉澱出現。

3. 讓學生以碳酸鈉溶於水中，以 pＨ試紙檢定
之、呈鹼性反應。

    教師以一方糖放於水中，最後糖的分子均
勻分佈在全液之中，說明擴散現象。

1. 讓學生以紅血球分別置於蒸餾水、生理鹽
水、濃鹽水中，各有何反應？

2. 切取新鮮馬鈴薯數條，置於蒸餾水、濃鹽水
中，看看有何反應？

3. 運用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作討論，增強
學生思考。

實驗：
    通過數種鹽類溶於水
中，再以 pＨ試紙檢定
之；然後寫出對氫離子濃
度的理解。

口述：
    能解釋事物擴散的原
因。

提問：
1. 能分辨等張液、高張液

及低張液。
2. 認識鹹魚、菠蘿乾的製

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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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3. 認識滲透作用與植物細胞
濃度的關係。

  ●   A. 質壁分離。
  ●   B. 原生質復原。
●  4. 認識滲透作用與食物防腐

的關係。

●  1. 認識淡水魚、海水魚和水
的關係。

●  2. 知道昆蟲排泄系統的特
點。

●  1. 知道根部對水分的吸收。
●  2. 知道根部對無機鹽的吸

收。
●  3. 了解蒸騰作用對水分移動

的影響。

● D. 動物和水的關
係

● E. 植物和水的關
係

4. 舉出一些常見的食物防腐方法，與學生討論
滲透作用的運用。

1. 讓學生將海水魚放在淡水中，看看有何反
應？教師最後加以解釋。

2. 解剖蝗蟲，以觀察其排泄系統。

1. 利用蠶豆苗及稀番紅染料溶液作實驗，觀察
染色的上升。哪種細胞輸送水份？

2. 教師繪出根部吸水，進入中柱，再上升到莖
頂部的示意圖，與學生討論之。

3. 用大型透明塑膠袋及兩同類植物盆栽作蒸
騰的實驗。比較兩者結果。

4. 要求學生解釋氣孔的開關原理，然後由教師
總結。

報告：
    寫出實驗報告。

繪圖：
    繪出蝗蟲的馬爾吉管
構造圖。

口述：
1. 能說出蒸騰作用對植

物的意義。
2. 能說出影響蒸騰作用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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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水耕法的優點。
○  2. 知道與水耕有關的。
  ○   A. 培養液。
  ○   B. 容器。
  ○   C. 灌溉法。
●  3. 說出植物最需要的元素及

功用、缺乏元素時症狀。

●  1. 認識人類泌尿器的組成和
機能。

●  2. 了解人類尿液形成的原
因。

●  3. 認識抗利尿激素，對保持
水分平衡的影響。

   1. 認識腎功能衰退的原因和
後果。

   2. 知道洗腎機的結構。

○ F. 水耕法

● G. 人類的泌尿器

   H. 洗腎機

    （此部分可與第四節“植物與運輸”配合
或分開講授）

教師組織學生到水耕場實地參觀。

1. 教師通過掛圖、幻燈片，解釋泌尿器的構
造。

2. 利用豬腎作具體介紹。
3. 運用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作討論。

透過錄像帶或幻燈片介紹。

報告：
    參觀後寫報告。

口述：
    腎怎樣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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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運輸作用的意義。

●  認識單細胞動物和多細胞動
物運輸方法的不同。

●  1. 知道根的縱切面構造。
●  2. 辨析雙子葉植物和單子葉

植物的根橫切面構造的不
同。

●  3. 知道根的功能。

● 4. 生物體內的運
輸系統（循環
系統）

● A. 運輸的意義

● B. 動物和運輸

● C. 植物和運輸
●   a. 根的構造和

功能

利用問題與學生討論。
例如：為何多細胞生物的細胞，必需依賴特殊

的運輸系統而生活？

1. 運用錄像帶，介紹原生動物體內的運輸。
2. 通過“魚的尾鰭微血管”實驗，用濕棉花包

裹小魚魚身，置培養皿內，將魚尾展開上蓋
一玻片將之固定，用解剖顯微鏡４０倍觀察
魚尾的微血管。指導學生觀察，並作出記
錄、

1. 運用模型介紹根的縱功面構造。
2. 指導學生利用顯微鏡觀察單子葉、雙子葉植

物根的橫切面玻片，比較兩者之不同。

口述：學生能夠具體說出
運輸對生物在生存上
的意義。

報告：
    觀察青蛙後腿的趾蹼
的微血管，作出報告。

對圖的認識：
    填上“雙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橫切面
圖的各部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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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辨析雙子葉植物和單子葉
植物的莖橫切面構造的不
同。

●  2. 知道莖的功能。
●  3. 辨析根和莖在外形，構造

上的不同。

●  1. 認識循環的意義。
●  2. 知道以下兩項目的定義：
  ●   A. 開放式循環。
  ●   B. 閉鎖式循環。
●  3. 知道人體運輸系統，分為

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

●   b. 莖的構造和
功能

● D. 人類的循環系
統

●   a. 循環的意義

    (這部份與第三節“植物和水的關係”配
合或分開講授)

1. 教師利用掛圖介紹。
2. 指導學生利用顯微鏡觀察單子葉、雙子葉植

物莖的橫切面玻片，比較兩者的不同。
3. 指導學生作圈枝實驗，利用盆栽木質植物其

中一棵切去一環樹皮，比較兩者不同。
4. 指導學生作一“追查植物輸水部分”的實

驗，利用細小植物和曙紅溶液作實驗，並將
植物切片，在顯微鏡下觀察。

1. 以澳門的離島“路環”詞語的含義，與學生
討論而帶出循環的意義。

2. 運用掛圖或幻燈片介紹，開放式循環及閉鎖
式循環。

報告：
1. “圈枝”實驗的報

告。
2. “追查植物輸水部

分”實驗報告。

提問：
1. 能說出循環的三個必

需條件。
2. 確知開放式循環和閉

鎖式循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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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血液循環的三部分：
  ●   A. 血液。
  ●   B. 心臟。
  ●   C. 血管。
●  2. 認識血液的成分及功能。
●  3. 認識心臟的外形及內部構

造。
●  4. 認識動脈、靜脈、微血管

的構造和分別。
●  5. 辨識各循環的不同。
  ●   A. 體循環。
  ●   B. 肺循環。
  ●   C. 冠狀循環。
  ●   D. 門脈循環。

●  1. 知道組成淋巴系統的各成
分。

  ● A. 組織液。  ● E. 脾臟。
  ● B. 淋巴液。 ● F. 扁桃腺。
  ● C. 淋巴管。
  ● D. 淋巴結。
●  2. 認識淋巴系統的功用。

●   b. 血液循環

●   C. 淋巴循環

報告：
1. 血液循環錄像帶及幻燈片，增加學生對血

液、心臟及血管的認識。
2. 指導學生解剖豬心，具體認識心臟的構造。
3. 老師解剖老鼠（或兔），顯示心臟及主要血

管位置。
4. 運用掛圖及錄像帶，使學生認識人類的各循

環。
5. 指導學生製作比較表。
6. 設計各血液循環的循環途徑簡解圖。
7.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作練習。

1. 運用掛圖作介紹。
2. 運用錄像帶介紹淋巴系統。

對圖的認識：
    填上心臟的正、背觀
圖的各部分名稱。

製表（利用圖表設計分
辨）：

1. 血球、血漿、血餅及血
清。

2. 紅細胞、白細胞及血小
板。

3. 動脈和靜脈。

報告：
    就實驗寫報告。

口述：
   能說出淋巴的功能。



高中二年級  生物

Sbio99 / 1999 年 4 月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36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以下各項的概念:
  ●   A. 心音。
  ●   B. 心搏週期。
  ●   C. 血壓。
  ●   D. 脈搏。
●  2. 認識什麼是:
  ●   A. 腦溢血。
  ●   B. 凝血作用。
●  3. 能操作血壓計。
●  4. 認識傷口的處理。
●  5. 認識一般止血方法。
●  6. 認識心臟病及預防方法。

●  1. 知道血型與輸血的關係。
●  2. 加深認識輸血療法帶來的

風險與弊端。
●  3. 認識最新醫療 ─ 免血療

法（無血手術）的益處。

○   d. 心臟、血管
的保健

      e. 輸血療法與
免血療法

1. 運用錄像帶或幻燈片輔助講解。
2. 在實驗室指導學生操作：
   A. 水銀柱式血壓計。
   B. 現代先進式血壓計。
3. 提出在操場或郊外若有同學受傷，傷口流血

如何處理？
   老師示範處理步驟。
4.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借閱，或到書店購買有關

心臟病的書籍，給予一月為期，交讀書報
告。

5. 小組討論形式：
   如何把心臟、血管保健知識造益自己和家

人。

1. 教師與學生討論：
   A. 教皇被人行刺，重傷不死。入院治療，

出院後，又再返回醫院治療。後來證實
他感染了巨細胞病毒，原因何在？

技能：
   操作血壓計量度血

壓。

提問：
1. 中風的成因及防治。
2. 傷口的處理。
3. 高血壓和低血壓的分

別。

報告：
   心臟病為題的讀書報

告。

    討論後學生能夠擴大
視野，了解醫學的新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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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B. 香港近年來，多人患了肝癌或肝硬化，
他們皆因是多年的乙型肝炎帶菌者，再
轉化成，乙型肝炎大多數由哪些渠道感
染？

   C. 多年前，美國的血友病患者，感染愛滋
病，原因何在？

       透過討論，老師指出以上幾項，大多數
是由輸血引起。

       然後講解血型與輸血的關係及輸血的
源流。

2. 運用有關電視提供醫療教育的特輯及有關
科學的資訊，與學生討論：

   傳統的輸血療法帶來的風險與傳染病。
3. 運用最新的資料介紹世界各地的無血手術

及其益處。
4. 指導學生把兩者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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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莖的類型。
  ●   A. 草質莖。
  ●   B. 木質莖。
●  2. 了解膨壓與植物的支持作

用。
●  3. 了解導管和纖維與植物的

支持作用。
●  4. 認識年輪的形成。

●  1. 認識植物的生長運動。
  ●   A. 向性。
  ●   B. 傾性。

●  5. 支持和活動
（骨骼系統）

● A. 植物的支持

● B. 植物的運動

1. 指導學生將草質莖植物曝曬一天，觀察之然
後加添水分，再觀察其情況，有何發現？

   讓學生回答；老師再分析之。
2. 運用問題：高大的樹木能夠用膨壓來保持樹

身的硬直嗎？
   再讓學生從雙子葉植物的莖和根橫切面觀

看支持的木質部的排列，思考其中因素？
3. 觀看黑藻的木質部排列，了解排列在中央的

原因。
4. 讓學生觀看木質莖的橫切面，能分辨春材和

秋材的區別。

1. 指導學生作以下的實驗：
   A. 將一盆栽植物置於黑箱中，另一側開口

見光。兩天後，記錄莖和根的生長方向。

口述：
   能解答年輪形成的原

因。

報告：
   能寫出各項實驗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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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知道植物的膨壓運動。
  ●   A. 睡眠運動。
  ●   B. 觸發運動。
  ●   C. 捕蟲葉的運動。

   B. 將數粒蠶豆浸水兩日，以濕棉花填滿一
燒杯。任意放置蠶豆，逐日觀察根的生
長。

   C. 將一些綠豆苗放在一膠淺盤內，盤底載
有泥土，放在一個沒有釉光的黏土花盆
在盤中，加水於花盆中。幾天後，觀察
豆苗的根生長方向。

   D. 讓一些綠豆在兩個置有一層濕棉花的篩
上發芽，其中一個作水平懸掛；另一個
篩與水平成 45°懸掛置於黑暗處。數天
後，觀察之。

2. 運用問題與學生討論：
   A. 光是不是影響植物的生長活動？
   B. 地心吸力是不是影響植物的生長活動？
   C. 水是不是影響植物的生長活動？
   D. 水和地心吸力哪一個對根的影響力較

大？
3. 觀看含羞草葉片的觸發運動。

製表：
   比較植物的根、莖、各

種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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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知道：
  ●   A. 無脊椎動物的支持和

構造。
  ●   B. 脊椎動物的支持和構

造。

●  1. 認知無脊椎動物的運動。
  ●   A. 變形蟲。
  ●   B. 水螅。
  ●   C. 蚯蚓。

● C. 動物的支持

● D. 動物的運動

1. 老師運用三具模型作模擬動物的支持系統
之實驗：

   A. 把水注入氣球，觀察之。然後氣球開口
一端打一個結，用針刺穿，再記錄氣球
形狀變化。

   B. 把淋浴所用的一種金屬軟管折屈，軟管
能適應彎曲的條件。

   C. 把雨傘張開。哪一種構造對雨傘發揮支
持作用？

2. 討論三個模擬實驗與三種動物蚯蚓、千足
蟲、蝙蝠的關係。

3. 觀看蝸牛殼的構造。
4. 觀看蝗蟲的外骨胳。
5. 利用掛圖介紹長骨的構造。

1. 將一條活蚯蚓放在 上，觀察牠的行動。
2. 利用解剖顯微鏡觀看蚯蚓的橫切面，了解其

體壁構造和運動的關係。

製表：
    比較外骨骼和內骨骼
的特徵。

口述：
   學生能夠解釋下列各

項的功能：
   A. 魚鰾。
   B. 各種魚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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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認知哺乳類動物的運動。
  ●   A. 魚類。
  ●   B. 鳥類。
●  3. 知道骨骼肌的構造。
●  4. 了解肌肉收縮原理和疲乏

原因。

●  1. 知道骨骼的構造。
  ●   A. 中軸骨骼。
  ●   B. 附肢骨骼。

● E. 人體的骨骼系
統

●   a. 骨骼的構造
●   b. 關節
●   c. 骨骼的衛生

3. 讓學生利用泥膠塑造三個不同形狀的物
體，其中一個塑造成流線型，三者重量相
同。把物體放入載有甲基纖維素的圓柱量器
內。以計時器記錄沉下最快的物體。與學生
討論，哪一種體形在水中下沉最快？它們與
魚類體形的關係。

4. 觀察魚類游泳時身體的擺動，與學生討論
之。

5. 觀察雞羽毛的結構。
6. 觀看介紹鳥類飛翔的錄像帶。
7. 教師利用掛圖或繪圖解釋人體骨骼肌、橫紋

肌的構造。

1. 觀看人體的骨骼模型，讓學生分辨上肢骨和
下肢骨。

2. 通過掛圖的輔助，認識人體骨骼的構造和數
目。

繪圖：
1. 繪出羽毛的構造。
2. 繪出骨骼肌的構造和

微細結構。

對圖的認識：
   填上人體骨骼的各部

份名稱。



高中二年級  生物

Sbio99 / 1999 年 4 月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42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認識人體的關節。
  ●   A. 球窩關節。
  ●   B. 鉸鏈關節。
  ●   C. 樞軸關節。
  ●   D. 滑動關節。
●  3. 認識什麼是:：
  ●   A. 人體的槓桿。
  ●   B. 肌腱。
○  4. 了解護理骨骼的方法。

3. 讓學生嘗試以下動作。
   A. 抬頭。
   B. 以趾尖站立。
   C. 把肘變曲。
   老師分析各種動作中，支點、力和負荷的相

對位置，以人臂模型，留意橡皮帶的運作，
介紹屈肌和伸肌的操作。

4. 觀察幾隻雞爪，在切口處以鉗子逐一扯動肌
腱，留意爪的移動。再研究人手掌，把左手
放在右下臂上，運動右手指。

   與學生討論：
   A. 當你運動右手指時，左手有甚麼感覺？
   B. 運動手指的肌肉，位於下臂而不位於手

指，原因何在？
5. 以錄像帶認識骨骼的護理。
6. 運用各大學入學試相關的題目作討論，加深

學生的推理。
7. 指導學生扛抬重物的正確姿勢。
8. 介紹“關節炎”

口述：
   能說出人體各關節的

名稱和功能。

報告：
   就護理骨骼這範疇寫

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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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深入認識生殖的意義。
●  2. 作一些預先的準備工夫，

避免學生在學習時的尷尬
情況。

●  3. 知道生殖分兩大類。
  ●   A. 無性生殖。
  ●   B. 有性生殖。

● 知道單細胞生物的分裂生殖。
  ●   A. 變形蟲。
  ●   B. 草履蟲。

●  知道出芽生殖。
  ●   A. 酵母菌。
  ●   B. 水螅。

● 6. 族類的存延
    （生殖系統）
● A. 生殖的意義

● B. 無性生殖
●   a. 分裂生殖

●   b. 出芽生殖

1. 觀看一些錄像帶。
   如動物的繁殖、花粉的傳播，增加學生對族

類存延的認識。
2. 對本節的各單元老師先指出導引，例如：
   A. 引導學生認識“人類生殖系統”的正確

態度。
   B. 引導學生重視“青少年成長”的單元。

1. 分析‘分裂’詞彙的含義，在細胞分裂上的
意義。

2. 運用掛圖介紹草履蟲的分裂生殖。

1. 在酵母菌的培植液體內吸取一滴滴在玻片
上，在顯微鏡下觀察。思考：酵母菌的形狀
是怎麼樣的？產生芽體的是甚麼作用？

口述：
   學生能解釋為何要學

習族類的存延。

繪圖：
   繪出變形蟲的分裂生

殖過程圖。

繪圖：
   繪出水螅的出芽生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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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孢子形成法。

●   1. 認識營養繁殖：
  ●   A. 根莖。
  ●   B. 球莖。
  ●   C. 鱗莖。
  ●   D. 塊莖。
  ●   E. 塊根。
  ●   F. 地上匍匐枝。
  ●   G. 地下匍匐枝。
  ●   H. 短匍匐枝。
  ●   I. 吸枝。
  ●   J. 珠芽。
●   2. 認識營養繁殖的優點。

●   c. 孢子形成法

●   d. 營養繁殖

2. 用顯微鏡觀看，有芽體的水螅玻片，並了解
其出芽生殖的方法。

用麵包黴產生孢子的掛圖介紹。

1. 讓學生觀察以下各植物，辨別其外形的各部
分，以及內部構造。

   A. 薑根莖。
   B. 劍蘭球莖。
   C. 洋蔥鱗莖。
   D. 馬鈴薯塊莖。
   E. 番薯塊根。
2. 讓學生觀察以下植物：
   A. 草莓的地上匍匐枝。
   B. 芋的地下匍匐枝。
   C. 水生豬 蓮的短匍匐枝。
   D. 菊、鳳梨、玫瑰等的吸枝。
   E. 百合、水仙的珠芽。

口述：麵包黴的孢子形
      成法。

製表（列表區別以下各
項）：

A. 薑根莖。
B. 劍蘭球莖。
C. 洋蔥鱗莖。
D. 馬鈴薯塊莖。
E. 番薯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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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人工營養繁殖。
  ●   A. 插枝。
  ●   B. 壓條。
  ●   C. 接枝。

●   認識單雌生殖。

   知道克隆技術。

●   1. 辨識什麼是：
  ●   A. 同型配子。
  ●   B. 異型配子。
●   2. 認識配子的接合。

●   e. 人工營養繁
殖

●   f. 單雌生殖

     ｇ. 克隆羊

● C. 有性生殖
●   a. 配子的類型
●   b. 配子的接合

1. 與學生討論以上各項，如何把生命延續。
   運用圖片輔助：
   A. 辨別壓條與圈枝（高取法）的分別。
   B. 辨別舌接、楔接、割接、切接、鞍接、

誘接、芽接的不同。

老師舉一些昆蟲為例，說明之。

1. 讓學生收集科學雜誌、剪報等關於克隆羊的
資料。

   討論這項最新科學技術。
2. 指導學生運用剪報製作自己的資料庫。

1. 觀看水綿；麵包黴進行有性生殖的玻片，思
考以下問題：

   A. 兩種植物有沒有產生特別的細胞作為配
子？

   B. 能不能辨別雌、雄配子？
   C. 注意配子的體形，雌、雄配子是不是同

樣大小？

繪圖：
   繪簡圖分析。
   A. 壓條與圈枝。
   B. 舌接、楔接、割接、

切接、鞍接、誘接、
芽接等。

口述：能解釋單雌生殖
      的意義。

檢查學生的資料庫。

繪圖：
A. 繪水綿進行有性生殖

簡化圖。
B. 繪麵包黴進行有性生

殖簡化圖。
C. 繪魚的卵子簡化圖。



高中二年級  生物

Sbio99 / 1999 年 4 月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46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知道花的構造。
●   2. 認識花的類型。
●   3. 知道花序的種類。
  ●   A. 無限花序。
  ●   B. 有限花序。

● D. 被子植物的有
性生殖

●   a. 花的構造

2. 觀察雌、雄兩條食蚊魚（或淡水魚）。
   思考：雌魚的臀鰭和雄魚臀鰭的分別。
3. 教師會解剖雄魚、雌魚，取出精子和卵子用

顯微鏡觀察精子, 用放大鏡觀察卵子。
   思考
     A. 兩者形狀及大小如何？
     B. 精子和卵子，哪一個較大？
     C. 精子和卵子能不能游動？若是能夠，

用甚麼游動？

1. 讓學生用解剖顯微鏡觀察大紅花、洋紫荊、
黃槐的剖面，以加深認識花的各部分構造。

2. 讓學生觀看各種開花植物，辨別各種花序。
   （柳、稻、蔥、胡蘿蔔、鬱金香、毛莨、菊、

劍蘭等）

D. 繪魚的精子簡化圖。

對圖認識：
   填上“大紅花、洋紫

荊、黃槐”花剖面圖的
各部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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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傳粉及其種類？
●  2. 知道傳粉的媒介。
●  3. 認識以下兩項的定義：
  ●   A. 花的受精。
  ●   B. 花朵受精後的變化。

●  1. 認識果實的構造和種類。
●  2. 知道種子的構造。
●  3. 認識種子萌發。
●  4. 了解果實和種子的散播。

●   b. 傳粉和受精

●   c. 果實和種子

1. 透過錄像帶介紹傳粉及各種傳粉的方法。
2. 以掛圖說明花的受精及受精後的變化。

1. 讓學生解剖果實（如番茄、蘋果、草莓）觀
察其構造。

2. 解剖綠豆、玉米、蓖麻種子，觀察其構造。
3. 種子，並記錄之。
   指導學生作一些種子萌發的實驗。

能分別各種花序：
A. 穗狀花序。
B. 總狀花序。
C. 繖狀花序。
D. 頭狀花序。
E. 單狀花序。
F. 聚繖花序。

製表：
A. 列表比較風媒花和蟲

媒花的區別。
B. 以圖表表示花受精後

的變化。

繪圖：繪實驗圖。

製表（列表比較）：
A. 風力散播。
B. 水力散播。
C. 動物散播。
D. 自我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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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男性、女性的生殖器
官。

  ●   A. 精子的形成。
  ●   B. 卵子的成熟。
●  2. 認識人類的交配與受精。
●  3. 認識妊娠與分娩。

● E. 人類的生殖系
統

●   a. 男性的生殖
器官

●   b. 女性的生殖
器官

●   c. 精子和卵子
●   d. 卵子的受精
●   e. 妊娠與分娩

   例如：
   A. 將等量蠶豆埋在水中，一份加水，一份

不加水。萌芽的情形，有何差異？
   B. 在三種情形下萌發種子：在普通氣溫

下；在 40℃的孵箱；在近 0℃的冰箱。
   比較萌發的程度：就實驗作討論。

運用多媒體或掛圖介紹：
   A. 男性的生殖器官。
   B. 女性的生殖器官。
1. 用顯微鏡觀察精子的形狀及構造。
2. 研究卵巢切片，觀看各成熟階段的濾泡和卵

子。
3. 觀察兔的胎兒標本。
4. 觀看分娩過程的模型。

報告：就實驗寫報告。

對圖的認識：
   填上男性、女性生殖器

官簡圖的各部份名
稱。

提問：
A. 精子與卵子的形成有

何異同？
B. 激素如何影響人類生

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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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胚胎的發育和營養。
○  2. 分辨：異卵雙生與同卵雙

生。

●  1. 認識：
  ●   A. 嬰兒和幼兒的發育。
  ●   B. 學齡初期的發育。
  ●   C. 青春期的發育。
  ●   D. 青年期的發育。
●  2. 認識青少年時期的衛生。

● F. 人類的成長
●   a. 胚胎的成長

●   b. 嬰兒和幼兒
的成長

●   c. 青少年的成
長

1. 運用錄像帶觀看人類胎兒發育的過程。
2. 指導學生設計一圖表，顯示胚胎的發育和營

養。
3.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作練習。

1. 運用錄像帶介紹：
   A. 男孩的青春期。
   B. 女孩的青春期。
   C. 月經。
2. 老師與學生討論：
   A. 青少年的衛生。
   B. 青少年的道德。

能比較：
   異卵雙生和同卵雙生

的區別。

討論後：
   學生有良好的道德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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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洞悉：
●   1. 刺激
●   2. 感覺器官
●   3. 反應

● 1. 認識眼球的構造
●   A. 眼球壁
●   B. 折光體
● 2. 辨識各種視覺毛病及

補救方法：
●   A. 近視
●   B. 遠視
●   C. 散光
●   D. 老花眼

第六單元 (第二章續)
● 7. 整合作用與行為（協

調系統）
●   A. 探測環境

●   B. 感覺器官
●      a. 眼的構造和功

能

1. 老師舉出一些例子，與學生討論，洞悉下列
字詞：刺激、感覺器官、整合作用和反應。

   例：（1）一位學生見課室地上有一張百元
澳門幣，他會有甚麼反應？

       （2）課室外燃點著一串爆竹，發出巨
響，你有甚麼反應？

1. 老師通過掛圖、幻燈片，解釋眼球的構造和
功能。

2. 讓學生觀察眼球模型，並將各部分與攝影機
比較。

3. 以眼球模型顯示近視和遠視的成因及矯正
方法。

4. 利用診所的掛圖檢驗視力。
5. 以測試色盲的圖表，指導學生如何測試是否

患有色盲。

提問：
   舉例讓學生分辨

刺激、感覺器官抑
或反應的不同處。

對圖的認識：
   填上“眼球”的

外觀圖、“眼球的
切面圖”的各部分
名稱。

技能：
   拆開眼球的模型

並能嵌回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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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E. 色盲
     F. 白內障
     G. 綠內障（青光眼）
     H. 夜盲症。
● 3. 知道保護眼睛的方法

● 1. 認識耳的構造
●   A. 外耳
●   B. 中耳
●   C. 內耳
● 2. 了解聲音的傳導機制
● 3. 知道維持身體平衡的

原理
● 4. 知道保護耳朵的方法

● 1. 認識皮膚的構造
●   A. 表皮和真皮
●   B. 毛髮
     C. 指（趾）甲
     D. 汗腺

●      b. 耳的構造和功
能

●     c. 皮膚的構造和
功能

6. 指導學生列表比較視覺常見毛病的原因及
補救方法。

1. 老師通過掛圖、幻燈片解釋耳的構造和功
能。

2. 讓學生觀察耳的模型。
3. 指導學生做“聽覺辨別方向”“耳朵能平

衡身體”的實驗。
4. 討論保護耳朵的方法。

1. 老師通過掛圖和模型講解皮膚的構造和功
能。

2. 通過“測試皮膚感受熱能反應”的實驗，指
導學生解釋其感覺，及寫報告。

3 .運用控制體溫反射作用圖及調節體溫機制
圖，輔助講解。

口述：
   能說出視覺常見

的毛病的原因
報告：保護眼睛方法

的讀書報告

對圖的認識：
   填上“耳的構造

圖”的各部分名
稱。

報告：寫出實驗報告
技能：
   學生拆開人耳的

模型並能嵌回原狀

口述：
   能說出皮膚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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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能說出皮膚的感覺
●   A. 觸覺
●   B. 溫覺
●   C. 冷覺
●   D. 痛覺
● 3. 知道皮膚的功用
●   A. 哺乳動物控制體

溫之反射作用
●    B. 哺乳動物調節體

溫之機制
   4. 知道皮膚的保健

● 1. 認識味蕾的構造
● 2. 能說出舌頭的味區
● 3. 認識嗅覺細胞的構造
● 4. 了解嗅覺的產生

● 1. 認識植物生長激素的
發現

● 2. 了解人造生長激素的
功能

●     d. 其他感覺器官

●   C. 植物的反應機制

4. 討論皮膚保健的方法。

1. 通過掛圖講解味蕾的構造和嗅覺細胞的構
造。

2. 老師配備各類溶液，作“舌頭味區”實驗，
指導學生寫實驗報告。

1. 老師通過莖、葉的向光性，根的向地性解釋
生長素的作用。

2. 指導學生將切枝末端塗上 IAA，然後插入土
中，觀察與正常出根的情況有何不同。

對圖的認識：
   填上“人類皮膚

之垂直切面圖”的
各部分名稱。

口述：能解答有關嗅
覺與味覺的產生

繪圖：繪出舌頭上各
味區的分佈

製表：
   列表比較數種人

工生長素的成分和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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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a.    乙酸（IAA）
●   B. 乙酸（NAA）
○   C. 2,4 二氯苯氧乙酸

（2,4－Ｄ）
○   D. 濫長素

● 1. 認識神經元的結構
● 2. 辨識神經元的種類
●   A. 感覺神經元
●   B. 運動神經元
●   C. 聯合神經元
● 3. 認識神經脈衝及傳遞

● 1. 認識中樞神經系統
●   A. 腦
●     a. 大腦
●     b. 間腦
●     c. 中腦
●     d. 小腦
●     e. 橋腦

●   D. 神經系統
●      a. 神經元

●      b. 中樞神經系統

1. 運用掛圖、錄像帶，使學生認識人類的神經
元結構及種類。

1. 運用腦的模型、掛圖、錄像帶，具體認識腦
的構造及其功能。

2. 指導學生做“膝躍反射實驗”及討論。
3. 運用掛圖，解釋包奈氏實驗顯示的條件反

射。
4.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練習紙。

繪圖：
   繪出神經元構造

圖

對圖的認識：
   填上 (a)腦的各部

分名稱；(b)脊髓的
各部分名稱。

報告：就“膝躍反射
實驗”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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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f. 延腦。
●   B. 脊髓
● 2. 分辨什麼是:
●   A. 反射弧
●   B. 條件反射

●   認識外圍神經系統：
●   A. 腦神經
●   B. 脊髓神經

●   認識自主神經系統：
●   A. 交感神經
●   B. 副交感神經

● 1. 加深認識以下病症的
成因及防治：

●   A. 頭痛
●   B. 神經衰弱
○   C. 抑鬱病
○   D. 產後抑鬱

●      c. 外圍神經系統

●      d. 自主神經系統

○   E. 神經系統的保健
●      a. 頭痛
●      b. 神經衰弱
○      c. 抑鬱病
○      d. 產後抑鬱
        e. 耳鳴

　　運用幻燈片、錄像帶，使學生認識十二對
腦神經及脊髓神經的分佈及功能。

　　運用掛圖、幻燈片，增加學生對交感神經
及副交感神經兩者的拮抗作用。

1. 運用錄像帶輔助講解。
2. 指導學生看有關參考書，再以小組討論形

式，加深了解。
3. 老師與學生討論：如何把“活動式休息”與

“靜止式休息”的認識用於生活上。
4. 老師編寫講義。

  

提問：能說出十二對
腦神經的名稱

製表：利用圖表設計
分辨十二對腦神經

製表：列表比較交感神
經和副交感神經對
於主要器官的作用

報告：
    寫有關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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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E. 耳鳴
     F. 柏金森病
● 2. 瞭解認識“休息”與

“睡眠”

● 1. 認識內分泌系統
●   A. 腦垂體
●   B. 甲狀腺
●   C. 副甲狀腺
●   D. 胸腺
●   E. 腎上腺
●   F. 胰島腺
●   G. 性腺
● 2. 知道迴饋控制作用

        f. 柏金森病
●      g. “休息”與“睡眠”

●   F. 內分泌系統 1. 運用掛圖、錄像帶介紹內分泌系統中的各腺
體位置及功能。

2. 指導學生設計迴饋控制作用簡解圖。
3.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練習紙。

對圖的認識：
   填上人體內分泌

系統的各腺體名稱
製表：
   製表比較各內分

泌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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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說出“遺傳學”的
意義

● 2. 認識近代遺傳鼻祖：
孟德爾

● 1. 知道變異的普遍性
● 2. 辨識變異的種類：
●   A. 連續變異
●   B. 不連續變異
● 3. 認識突變的意義和原

因

● 1. 認識以下的概念：
●   A. 染色體
●   B. DNA
●   C. 減數分裂

第七單元、遺傳
● 一、生物的遺傳
● 1. 淺釋遺傳學

● 2. 生物的變異

● 3. 遺傳物質

1. 教師提出問題與學生討論，並詳加分析：
   A. 甚麼是遺傳？
   B. 為甚麼要學習遺傳？
2. 簡略提及孟德爾的背景及其在遺傳學上的

貢獻，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1. 觀察同種或同一株樹上的葉比較其長短和
大小。

2. 指導學生記錄：
   A. 全班同學的高度繪製體高頻率分佈圖
   B. 數算班中同學捲舌和非捲舌的人數，列

表記錄結果，並計算兩者比例。
3. 指導學生列表比較連續變異與不連續變異

的分別。

1. 透過幻燈片，或掛圖輔助講解。
2. 指導學生繪製減數分裂過程圖。
3. 用 DNA 的模型和掛圖來解釋 DNA 分子的

構造。

口述：
   能說出遺傳學的

重要性

提問：
   能分辨連續變異

與不連續變異。

提問：
   能說出配子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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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知道配子的形式
● 3. 知道 DNA 複製的過

程

●  1. 分辨遺傳學上的術
語：

●   A. 親代和子代
●   B. 基因型和表現型
●   C. 顯性和隱性
●   D. 同基因合子和異

基因合子
● 2. 認識孟德爾研究豌豆

的實驗。

● 了解：
●   A. 一對因子雜交的

遺傳模式
●    B. 兩對因子雜交的

遺傳模式

● 二、遺傳的法則
● 1. 孟德爾的遺傳實驗

●  2. 一對及兩對基因雜
交的遺傳模式

4. 引用像開拉鏈的原理，幫助學生認識 DNA
的複製。

5. 指導學生繪 DNA 複製過程簡圖。

   運用孟德爾豌豆實驗的結果作講解。

1. 利用圖表法，幫助學生了解一對因子的遺傳
模式。

2. 利用圖表法，解釋兩對因子雜交的結果。
3.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練習紙。

繪圖：
   繪出 DNA的分子結

構簡圖。

提問：
   能說出孟德爾實

驗的特色。

作業佈置：
   能掌握一對及兩

對因子雜交的遺傳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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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以下的概念：
● A. 混合遺傳
● B. 鑲嵌遺傳

● 1. 認識複性等位基因。
● 2. 了解 ABO 血型遺傳

的遺傳模式

○   認識連續變異性狀的
遺傳

   知道什麼是：
○ A. 連鎖
○ B. 互換

● 1. 認識以下動物的性別
決定：

●   A. 果蠅
○   B. 鴨

● 3. 中間型遺傳

● 4. ABO 血型遺傳

○  5. 連續變異性狀的遺
傳

○ 6. 連鎖與互換

● 三、基因與染色體
● 1. 性別的決定

   利用圖表解釋中間型遺傳的運算

1. 通用人類的四種血型，解釋複性等位基因。
2. 利用圖表法，解釋 ABO 血型遺傳的遺傳模

式。
3.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練習紙。

   利用圖表輔助講解

       利用簡圖，幫助學生認識及分辨連鎖
與互換的意義。

1. 以摩爾根從事果蠅實驗的發現去解說。
2. 用圖講解人類的性別決定。

作業佈置：
   能掌握中間型遺

傳的遺傳模式。

作業佈置：
   能掌握 ABO血型遺

傳的遺傳模式。

口述：
   能說出體染色體

和性染色體的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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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C. 蝗蟲
○   D. 蝶、蛾類
● 2. 認識人類的性別決定

● 認識以下的概念：
● A. 果蠅的性連遺傳
● B. 色盲遺傳
● C. 血友病遺傳

● 1. 知道 Rh 血型的遺傳
形式

● 2. 認識Ｒh 因子對於胎
兒的影響

○ 加深認識唐氏綜合症

● 2. 性連遺傳

● 四、人類的遺傳
● 1. Ｒh 因子遺傳

○ 2. 唐氏綜合症

1. 利用圖表法解釋：
   A. 果蠅眼色基因的性連遺傳。
   B. 色盲遺傳。
2. 舉出十九世紀歐洲皇室中流行的血友病來

解釋。
3. 提供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練習紙。

1. 老師提出問題引導：
   為何打算結婚的人，最好作婚前體檢？
   與學生討論其中一項是Ｒh 因子的檢定。
2. 運用圖片輔助講解。

1. 以一幅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兒童照片作導
引。

2. 與學生討論：
   我們對唐氏綜合症的人士的看法？

作業佈置：
   能掌握性連遺傳

的遺傳模式。

提問：
   能說出Ｒh 因子對

胎兒的影響。

提問：
   對 “ 唐 氏 綜 合

症”患者的正確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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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動物的複製
   2. 瞭解複製對人類社會

的影響

●    能說出“演化”詞
語的意義

   五、遺傳學的發展

第八單元、創造與演化

● 一、演化
● 1. 演化的意義

   就克隆技術，與學生討論：
   A. 人類已掌握了動物無性繁殖的技術。
   B. 複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此部分可以在高二學年“生殖系統”單

元中無性生殖的ｇ項“克隆羊”中講授。）

1. 向學生提出以下的問題：
   A. 生物怎樣在地球上出現？
   B. 生物是不是來自死物？
   C. 人類源自甚麼？
   與學生討論而帶出“演化”的假想。
2. 運用掛圖、幻燈片介紹“演化”的假想。

報告：
   搜集有關動物無

性繁殖的資料和圖
片寫出報告。

口述：
   學生能解釋：
     A. 演化
     B. 天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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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知：英國博物學家
達爾文

● 2. 知道達爾文的天擇說

●    認識“演化”的機
制

●    能說出“創造”詞
語的意義

● 1. 認識生命產生的真相
● 2. 分辨人及動物的生命

來源

● 2. 達爾文的天擇說

● 3. 演化的機制

● 二、創造
● 1. 創造的意義

●  2. 六個“創造日”的
創造記載。

1. 與學生討論“甚麼是天擇說？”，再根據他
們的認知，補充他們未知的要點。

2. 教師根據各參考書，編寫講義，提供同學參
考。

1. 透過圖片、幻燈片介紹生物起源的故事及演
化機制的假想。

2. 教師編寫一些講義，給同學作參考資料。

   教師與學生討論：
        一些古代神話傳說，幫助學生分辨古

代神話傳說與創世記載的不同。

1. 運用聖經的創世記；1,2 章及“生命⋯從何
而來？進化抑或創造”作輔助，介紹六個
“創造日”的創造記載。

2. 透過幻燈片介紹創造日的創造記載。
3. 透過小組討論，探索同學的認知，再由老師

具體分析。
4. 提供有關參考資料。

提問：
   能解釋演化的機

制

提問：能說出古代神
話傳說與創世記載
的不同。

報告：
   小組討論後寫讀

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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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加深認識“細胞”的
獨特性

● 2. 加深認識“人的眼、
心、骨、腦”等器官
的獨特性。

● 3. 認識生物的驚人設計

● 正確分辨：
● 1. 生命起源的探討
● 2. 探討生物的深溝可以

逾越嗎？
● 3. 討論化石紀錄的作證
● 4. 「猿人」的真相
● 5. 探討突變是演化的基

礎嗎？

● 3. 人體構造的獨特性

● 三、創造與演化的對比

1. 透過錄像帶、幻燈片介紹人體各部分的獨特
性。

2. 討論人體構造所反映出的智慧。

1. 運用“生命⋯從何而來？進化抑或創造”
一書作輔助教學。

2. 分派講義。
3. 運用幻燈片，增加學習趣味性。
4. 安排課堂討論。
5. 安排課後，小組形式討論。
6. 講解自編講義。
7. 教師指導學生設計比較表。
8. 指導怎樣寫讀書報告。
9. 教師作一中肯的總結。

口述：
   以兩分鐘時限，各

選一器官作獨特性
介紹。

報告：
   以四人一組，一月

為限，就“創造與
演化”題目交讀書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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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下列的意義：
●   A. 生態學
●   B. 生態系
●   C. 生物圈
●   D. 生境
●   E. 群落
●   F. 種群

●   能說出生態系的非生
物因素：

●   A. 光
●   B. 溫度
●   C. 水
●   D. 含鹽成份
●   E. 風
●   F. 基層的性質

第九單元、生物與環境
● 一、生態系統
● 1. 生態系的意義

● 2. 生態系的組成因素
●   A. 非生物因素

1. 老師以問題引導，激發學生去思考：
   例：在郊外常見五彩繽紛的花朵，美麗多

姿的蝴蝶，牠們在自然環境中擔任甚麼
工作？環境如何影響牠們的生存？牠們
如何影響其他生物？其他生物如何影響
牠們？

  由此帶出生態學這門科學。
2. 選取有趣味的幻燈片導引學生學習。

1. 讓學生先說出他們對有關生態系的非生物
因素的認知，再由教師具體分析。

2. 運用錄像帶或幻燈片輔助講解。
3. 筆記摘錄撮要。

  
設計：
   設計簡圖，分辨生

態系、群落、種群、
生境的關係。

檢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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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辨識生態系的生物因素
●   A. 生產者
●   B. 消費者
●   C. 分解者

●   認識以下各項概念：
●   A. 水的循環
●   B. 碳素循環
●   C. 氮循環

● 1. 能說出能的傳遞
● 2. 分辨什麼是：
●   A. 食物鏈
●   B. 食物網
●   C. 食物塔

●   B. 生物因素

● 3. 生態系中的物質循
環：

●   A. 水的循環
●   B. 碳素循環
●   C. 氮循環

● 4. 生態系中能的轉變

1. 運用掛圖、幻燈片輔助講解。
2. 運用各大學入學試相關的題目去討論，加深

學生的認識。

1.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
   討論後，幫助學生認識水的循環。
2. 放映有關水的循環的短片，增加學生學習的

興趣。
3. 運用掛圖、幻燈片輔助講解碳素循環、氮素

循環。

1. 透過圖表，講解能的傳遞。
2. 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諺語介紹食

物鏈。
3. 指導學生分別列出食物鏈和食物網的特

性。
4. 提供各種食物塔的圖像，與學生討論。
5. 運用各大學入學試的相關題目作練習。

提問：
   能說出生產者、消

費者、分解者的分
別。

設計：
   設計圖表，綜合

水、碳素及氮素循
環。

檢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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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定義：
●   A. 泥土內動、植物的

群落多樣化
●   B. 土層的性質

●   加深認識公園內動、
植物的群落

● 5. 澳門生態學
●   A. 泥土生態系

●   B. 公園生態系

活動：
1. 教師選擇校園草坪或路環的樹林區實地觀察。
2. 出發前，先運用幻燈片介紹。
3. 帶領同學研究泥土的物理因素，泥土裏的小

動物及著生的植物。
4. 老師製作簡單的澳門泥土裏的動物檢索表

和植物檢索表。
5. 同學們實地記錄生境的情況。
6. 收集泥土表面的較大動物，利用檢索表對

照，辨認名稱。
7. 寫出生境內的食物鏈。

活動：
1. 教師選取學校附近如孫逸仙市政公園、二龍

喉公園實地觀察。
2. 出發前，先運用幻燈片作介紹。
3. 教師編寫公園內的動物檢索表和植物檢索表。
4. 帶領學生實地觀察。
5. 提醒學生不要採集標本。
6. 繪畫公園花草樹木簡單平面圖，註明各植

報告：
   就野外觀察，寫有

關報告。

報告：
   就野外觀察交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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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認識淡水生的動、植
物群落

●   認識什麼是：
●   1 海岸的動、植物群

落
●   2. 紅樹林

●   C. 淡水生態系

●   D. 海岸生態系

   物，園內建設等。
7. 對照辨認各類植物。
8. 記錄園內的各種動物（例如：蝴蝶、麻雀、

蝸牛、蜘蛛、蠅、甲蟲、蟻等。）
9. 寫出生境內的食物鏈。

活動：
1. 教師先在本澳地區的溪澗，魚塘或盧廉若公

園魚池實地考察及拍攝幻燈片。
2. 透過幻燈片，增加同學對淡水生態系的認識。
3. 教師編寫淡水動物的檢索表和淡水植物的

檢索表
4. 寫出生境內的食物鏈。

活動：
1. 教師先製作具本地特色的海岸生態系幻燈片。
2. 幻燈片介紹。
3. 參觀路環石排灣公園的紅樹林縮影。
4. 教師編寫海岸動物的檢索表和海岸植物的

檢索表
5. 指導學生設計一簡化食物網。

設計：
   繪製溪澗和池塘

的群落圖。

提問：
   能說出紅樹林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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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辨識以下各項概念：
○   1. 水生群落
○   2. 沙漠群落
○   3. 草原群落
○   4. 森林群落

● 1. 能說出：
●   A. 來源
●   B. 污染物
●   C. 影響
● 2. 了解：
●   A. 水的污染防治方法
●   B. 污水處理廠的運作

● 1. 能說出空氣污染物的
來源

● 2. 認識空氣污染物及其
影響

● 3. 知道控制污染基本的
方法

○   E. 其他生態系
○    a. 水生群落
○    b. 沙漠群落
○    c. 草原群落
○    d. 森林群落

● 二、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 1. 水的污染

● 2. 空氣污染

1. 運用錄像帶輔助講解。
2. 筆記摘錄撮要。
3. 指導學生製作比較表。

1. 運用幻燈片，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2. 指導學生看有關參考書，以討論形式，綜合

學生意見，補充要點。
3. 參觀本澳的污水處理廠。
4. 指導學生繪製污水處理廠平面簡圖。
5. 搜集有關資料，剪下製成資料庫。

1. 教師以澳門交通繁忙道路、發電廠、工廠
區、焚化爐等幻燈片輔助講解。

2. 用討論形式，綜合學生意見，再由教師補充
要點。

3. 搜集有關資料，製成資料庫。
4. 指導學生設計毒霧形成圖。

檢驗筆記。

報告：寫參觀報告。

提問：
   能說出具體解決

澳門污染的方法。

提問：
   能說出具體解決

澳門空氣污染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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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說出各種聲源及音
級值

● 2. 了解噪音的影響
● 3. 知道降低噪音的適當

措施

● 1. 知道陸地污染的來源
● 2. 認識陸地污染物及其

影響
● 3. 具體認識垃圾的處理

方法
● 4. 了解防止陸地污染的

方法

○ 1. 辨識什麼是：
     A. 輻射
     B. 電離輻射
○ 2. 知道輻射的來源：
○   A. 本底輻射
○   B. 人工輻射
○ 3.了解輻射對健康的影響

● 3. 噪聲污染

● 4. 陸地污染

○ 5. 輻射污染

1. 運用以下問題讓學生回答，教師再行分析
之：

   A. 噪音的來源？
   B. 噪音的影響？
2. 幫助學生思考如何使用降低噪音的措施。

1. 教師以錄像帶輔助講解。
2. 編寫澳門陸地污染的情況。
3. 小組討論：
   A. 垃圾的處理方法。
   B. 防止陸地污染的方法。
   綜合學生意見，補充要點及提供最新的資

料。

1. 教師與學生討論：
   A. 我們對輻射知道多少？
   B. 輻射是甚麼？
   C. 輻射來自何處？
   D. 輻射對我們的影響？
2. 運用自編講義講解。
3. 指導學生編寫有關讀書報告。

口述：
   能說出澳門飛機

場降低噪音的方
法。

提問：
   能說出具體解決

澳門垃圾的方法。

檢驗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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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4. 認識輻射的用途

● 1. 知道全球人口的增長
● 2. 了解人口激增的後果

與解救方法

● 1. 了解環境保護的原則
及重要性

● 2. 加深認識：
●   A. 保護天然資源
●   B. 保護自然生態

● 三、自然保護
● 1. 人口膨脹及影響

● 2. 環境保護之重要

4. 搜集有關資料，製成資料庫。

1. 運用自編講義講授課程。
2. 討論形式 － 例如：人口膨脹、糧食短缺。
3. 搜隻有關資料，製成資料庫。

1. 運用錄像帶、幻燈片輔助教學，增加學生學
習興趣。

2. 討論形式：
   A. 保護林木及土地的方法。
   B. 破伐森林。
   C. 保護野生生物。
   綜合學生所認知的要點，再由教師分析及

提出最新資料。
3. 自編講義。
4. 小組討論：
   A. 如何教育市民認識環境？
   B. 青少年如何正視環境保護工作？
   討論後，指導學生撰寫文章。

提問；
   能說出糧食短缺

的解決方法。

   就“環境保護”
撰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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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說出細菌的分佈
● 2. 知道細菌的發現

● 1. 認識概念：
●   A. 細菌的形狀
●   B. 細菌的大小
● 2. 知道細菌在生物體制

上的地位

● 1. 能說出細菌的構造
● 2. 知道內孢子的形成

● 分辨什麼是：
● 1. 異養細菌
●   A. 腐生細菌
●   B. 寄生細菌

第十單元、人與微生物
● 一、細菌
● 1. 細菌的分佈與發現

● 2. 細菌的形狀和大小

● 3. 細菌的構造

● 4. 細菌的營養

1. 教師提出問題：
   “在課室內，哪處最多細菌？”
   帶出細菌的分佈領域。
2. 簡略介紹雷文霍克（Leeuwenhoek）及科恩

（Cohn）對細菌發現的資料。

1. 運用圖片介紹。
2. 指導學生繪細菌形狀簡圖。

   運用細菌圖片輔助講解。

   指導學生設計比較表。

提問：
   能說出家居環境

中，哪些地方細菌
最多。

提問：
   能分辨：球菌、桿

菌和螺旋菌的分
別。

繪圖：繪出細菌的模
式構造圖。

檢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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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C. 共生細菌
● 2. 自養細菌
●   A. 光合細菌
●   B. 化合細菌

● 認識概念：
● 1. 細菌的無性生殖
● 2. 細菌的有性生殖

●   知道過濾性病毒的發
現歷史

● 1. 辨識各種過濾性病毒
的形狀

   2. 知道過濾性病毒的生
物與非生物特徵

● 1. 了解過濾性病毒詞語
“ 複 製 ” 與 “ 生
殖”的關係

● 5. 細菌的繁殖

● 二、過濾性病毒
● 1. 過濾性病毒的發現

●  2. 過濾性病毒的形狀
與構造

●  3. 過濾性病毒的的複
製

1. 運用細菌的生長曲線講解。
2. 利用生物學家李德柏（Lederberg）和特吞

（Tatum）的細菌有性生殖實驗作講解。

   教師編寫有關講義。

   利用圖片輔助講解。

1. 以噬菌體為例，說明過濾性病毒的生殖。
2. 指導學生繪製噬菌體的生殖圖。
3. 指導學生製作比較表。

提問：
   能說出細菌分裂

的限制。

繪圖：
   繪出各種過濾性

病毒的構造圖。

提問：
   能分析“過濾性

病毒複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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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2. 分辨：
●   A. 主奴關係
●   B. 賓主關係

● 了解問題：
● 1. 細菌與人類的健康
○ 2. 細菌與工業

● 1. 知道酵母菌的構造
● 2. 能說出發酵作用
● 3. 認識發酵概念：
●   A. 製麵包
●   B. 釀酒

● 1. 能說出抗生素的定義
● 2. 認識抗生素由何種生

物產生
● 3. 認知其利與弊

● 三、有益的微生物
● 1. 細菌的貢獻

● 2. 真菌的貢獻
●   A. 酵母菌的發酵作

用

○   B. 抗生素

1. 由學生講出對乳酸菌、大腸桿菌的認識，綜
合學生的認知，教師再補充要點。

2. 透過錄像帶，幫助學生增加認識細菌在皮革
工業、農業、紡織及食品工業的貢獻。

3. 搜集有關資料，製成資料庫。

1. 利用圖片，認識酵母菌的構造。
2. 透過錄像帶輔助講解。

1. 教師以“萬靈藥 － 盤尼西林”的發現作
導引說明。

2. 自編講義。

檢驗資料庫

   三分鐘簡介其中
一項製釀過程：

   1. 製麵包
   2. 釀酒

報告：
   就 濫 用 “ 抗 生

素”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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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了解有害的細菌對人
類的危害

●   了解病毒對人類的危
害

● 四、有害的微生物
● 1. 有害的細菌

● 2. 病毒

1. 運用問題與學生討論：
   A. 肺結核病在很多地方流行，由甚麼引

起？
   B. 黑死病由甚麼引起？
   引導學生留意有害細菌對人類健康構成的

威脅。
2.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搜集一些由細菌引起的

疾病名稱。

1. 提出問題與學生討論：
   A. 感冒是由甚麼引起？
   B. 歷史記載清室有些皇帝患有天花，由甚

麼引起？
   引導學生留意病毒對人類健康構成的威

脅。
2.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搜集一些由病毒引起的

疾病名稱。

  （“有害的細菌”與“病毒”兩部分可以
配合或分開講授）

製表：
   列出一些由有害

細菌引起的疾病名
稱及病徵。

製表：
   列出一些由病毒

引起的疾病名稱及
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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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了解有害的真菌對人
類及農作物的危害

● 認識保存食物的方法：
● 1. 裝入罐瓶的方法
● 2. 巴氏消毒法
● 3. 冷藏法
● 4. 乾燥法
● 5. 加添化學物

○ 1. 能區分什麼是：
○   A. 細菌性食物中毒
○   B. 有毒動植物中毒
○   C. 化學性食物中毒

● 3. 有害的真菌

● 五、食物的保存和飲食
衛生

● 1. 保存食物

○  2. 食物中毒和飲食衛
生

1. 教師提出問題與學生討論：
   A. 生果的腐爛，由甚麼引起？
   B. 香港腳由甚麼引起？
   引導學生留意真菌對人類及農作物的影

響。
2. 教師引述一些世界各地真菌危害農作物的

個案，與學生討論。

1. 教師陳列出一些食物：
      菜乾、乾墨魚、罐頭、奶粉、鮮牛奶、

水果乾等與學生討論。
2. 列表比較各種防止食物腐敗的方法。

1. 教師提出最近集體中毒的事件，與學生討
論，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

2.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搜集資料或剪報，存入資
料庫。

提問：
   能說出有害的真

菌對農作物的影
響。

提問：
   能說出適當處理

食物的措施。

檢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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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D. 真菌性食物中毒
○ 2. 認識食物中毒的一般

急救
○ 3. 掌握個人飲食衛生的

注意事項
   4. 加深認識飲食行業
     A. 工人的衛生
     B. 工人的健康檢查
     C. 消毒制度
     D. 食品銷售的衛生

要求

● 1. 能說出以下各項的意
義：

●   A. 疾病
●   B. 病原體
●   C. 免疫
● 2. 分辨什麼是：
●   A. 外毒素和內毒素
●   B. 抗原和抗體

● 六、疾病與保健
● 1. 疾病與免疫

3. 小組討論形式：
   A. 家人食物中毒，如何處理？
   B. 旅行期間，如何注意飲食衛生？
4. 運用本地飲食行業衛生資料討論。

1. 運用錄像帶輔助教學。
2. 指導學生製作比較表。
3. 指導學生先到圖書館搜集資料，然後分成小

組討論：怎樣預防疾病？

提問：
   能說出本澳嬰兒

接受的疫苗注射，
可以預防哪些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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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C. 自動免疫和被動
免疫

● 3. 了解預防疾病的知識

● 1. 能說出以下各項的意
思

●   A. AIDS
●   B. HIV
●   C. ARC
● 2. 知道愛滋病的歷史源

流
● 3. 認識問題：
●   A. 如何傳染愛滋病？
●   B. HIV 如何侵襲免疫

系統？
●   C. 避免患上愛滋病

的方法？

   1. 能說出“癌症”的內
容

● 2. 愛滋病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

合症；後天免疫缺乏
綜合症）

   3. 癌症

1. 運用錄像帶，課外資料作輔助教學。
2. 教師講解自編講義。
3. 指導學生到圖書館及書店搜集資料，存入資

料庫。

1. 老師講解自編講義。
2.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寫讀書報告。

作業佈置：
   寫“青年人如何

正視愛滋病”文
章。

報告：以癌症為題的
讀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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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2. 認識：
     A. 癌症的成因
     B. 癌症的治療法
     C. 癌症的預防法

● 1. 能說出ＳＴＤ的意義
● 2. 知道預防性傳染病的

方法

   1. 能說出:
     A. 精神病種類
     B. 導致精神病的因

素
   2. 認識精神病的預防

● 4. 性傳染病

   5. 精神病

3. 小組討論形式：
   如何把癌症預防知識，造益自己和家人。

1. 教師介紹“梅毒”、“淋病”，幫助學生認
識性傳染病。

2. 透過與學生討論“潔身自愛”，了解他們的
心態，引導學生正視道德，是預防性傳染
病的最好方法。

1. 老師與學生討論，擴闊青年人對精神病的認
識：本澳近年精神病患者漸增，原因何在？

2. 小組討論：
   青年人怎樣將“減壓方法”應用於自己和

家人身上？

   從小組討論，加強
道德教育。

提問：
   能說出精神病的

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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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以下機構：
○   A. 衛生司
○   B. 仁伯爵綜合醫院
○   C. 鏡湖醫院
○   D. 各區衛生中心
○   E. 工人醫療所
○   F. 同善堂
○ 2. 清楚認識病人約章：
○   A. 病人的權利
○   B. 病人的責任

○ 6. 澳門的醫療 1. 老師與學生討論，加深他們對公眾衛生的認
識：

   “綜合醫院”是甚麼意思？
   醫院的設備？
   門診的科目？
   急診的服務？
2.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整理後存入資料庫。
3. 運用香港醫院管理局“病人約章”宣傳單

張講解病人的權利和責任。

檢查資料庫

提問：
   擴闊對本地公眾

衛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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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生物學，楊義賢，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1978

2. 生物學(上冊、下冊)，文錫禧，聯邦出版社，1990

3. 現代生物學(中學會考版)修訂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4. 生物(新教學法)(新版)，麥美倫出版社

5. 現代生物學(修訂本)，畢志樹，時代出版社

6. 高中生物學，洪長光，海滔曼教育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7. 生物(中學理科精要)，朱達容，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 考試複習大綱，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聯合對外招生辦公室

9. 高中生物講義，李鴻順，學人文學出版社

10.複習指南，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1.生命 – 從何而來?進化抑或創造?，守望台聖經書社

12.“儆醒”，守望台聖經書社

13.愛滋(醫務人員及其他專業人仕的指引)，澳門衛生教育組

14.剪報資料，澳門日報、香港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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