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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自然領域- 生物 科教學示例 

「心靈防疫」 

一、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新冠疫情來勢兇猛，多國猝不及防，應對全球瘟疫，政府的政策、人民

共體時艱的意識，應該從教育中就要扎根，讓孩子有更多的體認，學會珍

惜生命、關照情緒、關愛他人、打開視野、臨機應變。本教材設計是配合

時事，結合自然科學領域的生物、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健康教育、環境教育、

生命教育-終極關懷等，融合而成的課程。 

在玩出好智能、遊出好人緣、戲出好品格~《戰疫最前線》、《戰疫鬼

腳圖融入》桌遊學習中，希望孩子除了學得基本的科學、醫學知識之外，

更能夠隨時保持著好奇心的探究精神、多面向的思考與假設、強化邏輯推

理的能力、培養動手做的實作技能、與同儕互動合作的團結精神，最重要

的是能夠將知識內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單元架構圖： 

 

終極關懷 

如何預防

傳染病的

Covid 19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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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元內容： 

領域/科目 自然 領域/ 生物科 設計者 邱詩娟    

實施年級 國中一年級 總節數 9節 

實施類別 

□單一領域融入 

■跨領域融入（健康與體育、

社會領域、科技領域） 

□跨科融入 

□跨議題融入 

實施時間 

□領域/科目 

□校訂必修/選修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單元名稱 心靈防疫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域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自-J-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異性與

互動性，並能發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觀。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

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不輕言放

棄。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

能，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

解決問題。 

生J3 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ai-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

發生的原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ah-Ⅳ-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

決定。 

1b-Ⅳ-1 分析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對健康維護的重要性。 

1b-Ⅳ-4 提出健康自主管理的行動策略。 

2a-Ⅳ-1 關注健康議題本土、國際現況與趨勢。 

公 1c-Ⅳ-1 運用公民知識，提出自己對公共議題的見解。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

懷。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 

學習內容 

《戰疫》課程內容如下： 

第 1 章 病毒 

1-1  發現史：了解微小的病毒如何被發現。 

1-2  大小與構造：了解病毒到底有多微小及病毒結構為何。 

1-3  分類：了解形形色色的病毒與宿主的關係。 

1-4  生物？非生物？：分析病毒是否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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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病毒的影響 

2-1  寄生：了解病毒如何入侵細胞。 

2-2  對宿主細胞的影響：了解細胞病變效應。 

2-3  病原體的傳染途徑：了解各種傳染病的傳染途徑。 

2-4  控制傳染病原則：了解傳染病截斷原則。 

2-5  特愛蝙蝠：了解蝙蝠的生理特性與病毒的關係。 
2.6  生態平衡的重要：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 

 延伸：思考人對環境該抱以何種態度？面對病毒來勢洶洶人又該如何？ 

 

第 3 章 疫苗 

3-1  主動免疫與被動免疫：了解人體免疫。 

3-2  疫苗發展：了解疫苗發展史與運用。 

3-3  接種疫苗的目的：了解疫苗的防護力。 
 延伸：思考接種疫苗與否的風險？ 

 

第 4 章 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4-1  為什麼病毒與疾病命名變來變去？ 

4-2  為什麼檢測方式會不同？ 

4-3  為什麼有人痊癒後又被驗出病毒？COVID-19感染後能不

能免疫？ 

4-4  為什麼無症狀也會傳染？ 

4-5  為什麼病毒會變異？ 

4-6  為什麼ＷHO這麼晚才宣布大流行？ 

4-7  為什麼有天熱讓病毒消失的說法？ 

4-8  為什麼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 

4-9  為什麼有群體免疫的主張？ 

4-10  為什麼懷疑染病不要自行就醫？ 

了解以上“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QA。 
 延伸：思考政府、人民、自己該如何因應疫情？ 

 

第 5 章 疫情分級 

5-1  旅遊警示燈：了解旅遊警示燈的用意。 

5-2  旅遊疫情等級：了解旅遊疫情等級的用意。 
 延伸：分析各國面對疫情的差異。 

 

第 6 章 防疫戰 

活動6-1  肥皂的製作：作手自製肥皂。 

活動6-2  戰疫最前線：遊戲中學習防疫概念。 
 延伸：探討怎樣才能更有效的預防疫情發生。 

 

附錄. 各種傳染病概述：認識各種傳染病。 
 延伸：思考該如何保護自己與他人，避免病原體入侵。 

 

學習內容統整： 

Dc-Ⅳ-3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禦系統，能阻止外來物，例如：細菌的

侵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一步產生免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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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Ⅳ-3 人的體表和體內有許多微生物，有些微生物對人體有利，有些

則有害。 

Lb-Ⅳ-2 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INc-Ⅳ-4 不同物體間的尺度關係可以用比例的方 式來呈現。 

Ca-Ⅳ-2 全球環境問題造成的健康衝擊與影響。  

Db-Ⅳ-8 愛滋病及其它性病的預防方法與關懷。 

Fb-Ⅳ-4 新興傳染病與慢性病的防治策略。 

 

延伸活動1. 戰疫鬼腳圖 

 

生命

教育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玩出好智能、遊出好人緣、戲出好品格~《戰疫最前線》、《戰疫鬼腳圖

融入》~生命教育-終極關懷  (新冠病毒、傳染疾病、防疫) 

實質內涵 

生 J3反思生老病死與人生無常的現象，探索人生的目的、價值與意義。 

(配合時事，結合自然科學領域的生物、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健康教育、環

境教育、生命教育等，融合而成的課程。 

有基本的科學、醫學知識之外，更融入時事議題等引導學習者的好

奇心、探究精神、多面向的思考與假設、強化邏輯推理的能力、與同儕

互動合作的團結精神，最重要的是能夠將知識內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設計了桌遊，讓學習者能從遊戲獲得新知。)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 自編教材《戰疫課本》、《戰疫活動紀錄簿》、《戰疫最前線桌遊》、 

《戰疫簡報》、《戰疫鬼腳圖》 

學習目標 

1.培養社會關懷和守護自然之價值觀與行動力：使學生欣賞且珍惜大自然之美，更深化為愛護

自然、珍愛生命及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力，進而致力於建構理性社會與永續環境。 

2.培養關懷生活、社會與環境的道德意識和公民責任感，營造健康社區。 

3.碰觸死亡的關係等課題。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教學策略) 時間 學習評量 

活動一(第一節)： 

一、內容引導 

第 1 章 病毒 

1-1  發現史：了解微小的病毒如何被發現。 

1-2  大小與構造：了解病毒到底有多微小及病毒結

構為何。 

1-3  分類：了解形形色色的病毒與宿主的關係。 

1-4  生物？非生物？：分析病毒是否為生物。 

二、重點整理 

三、探索小 Q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第1章 病毒：重點整

理。 

2探索小Q：就你認為病

毒是生物，還是非生

物？為什麼？ 

活動二(第二節)： 

一、內容引導 

第 2 章 病毒的影響 

2-1  寄生：了解病毒如何入侵細胞。 

2-2  對宿主細胞的影響：了解細胞病變效應。 

2-3  病原體的傳染途徑：了解各種傳染病的傳染途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第2章 病毒的影響：重

點整理。 

2探索小Q：查查看，病

毒、細菌在人類日常

生活中有什麼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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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2-4  控制傳染病原則：了解傳染病截斷原則。 

2-5  特愛蝙蝠：了解蝙蝠的生理特性與病毒的關係。 

2-6 生態平衡的重要：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 

二、重點整理 

三、探索小Q 

四、延伸思考 

3延伸：思考人對環境該

抱以何種態度？面對

病毒來勢洶洶人又該

如何？ 

活動三(第三節)： 

一、內容引導 

第 3 章 疫苗 

3-1  主動免疫與被動免疫：了解人體免疫。 

3-2  疫苗發展：了解疫苗發展史與運用。 

3-3  接種疫苗的目的：了解疫苗的防護力。 

二、重點整理 

三、探索小Q 

四、延伸思考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第3章 疫苗：重點整

理。 

2探索小Q：查查看，目

前有哪些疾病具有疫

苗？施打了疫苗就能

對該疾病終身免疫

嗎？請根據圖示，說

明抗原、抗體、疫苗

分別是什麼？又有什

麼關係？以及細胞上

的 ACE2代表什麼意

思？ 

3延伸：思考接種疫苗與

否的風險？ 

活動四(第四節)： 

一、討論與分享 

第 4 章 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4-1  為什麼病毒與疾病命名變來變去？ 

4-2  為什麼檢測方式會不同？ 

4-3  為什麼有人痊癒後又被驗出病毒？COVID-19感染

後能不能免疫？ 

4-4  為什麼無症狀也會傳染？ 

4-5  為什麼病毒會變異？ 

4-6  為什麼ＷHO這麼晚才宣布大流行？ 

4-7  為什麼有天熱讓病毒消失的說法？ 

4-8  為什麼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 

4-9  為什麼有群體免疫的主張？ 

4-10  為什麼懷疑染病不要自行就醫？ 

二、延伸思考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請思考第4章各單元標

題的問題，並做討論

與分享。 

2探索小Q：如果科學家

發現從某種生物上，

可提煉出根治新冠狀

肺炎的藥物，但是，

這種生物只分布在特

定環境中，且已瀕臨

絕種。你認為應該要

怎麼做，才能兼顧生

態保育和拯救生命的

目的呢？承上題，引

導思考： 

  (1)如果大量開採這種

生物，可能會發生什

麼後果？生物如果絕

種了，還能生產這種

藥物嗎？ 

  (2)假如你是此種生物

的研究專家，而這種

生物一旦絕種，就代

表你要丟掉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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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是堅定不開發的立

場？還是妥協現實？ 

  (3)假如今天得病的人

就是你最親愛的家

人，你該怎麼辦？你

是贊成開採或獵捕這

種生物，不計一切後

果，先救人再說？還

是眼睜睜看著家人邁

向死亡？ 

  (4)想一想，如果想要

救人，又希望保護這

些生物不致絕種，確

保將來有取之不盡、

用之不竭的資源，你

要怎麼辦？ 

3延伸：思考政府、人

民、自己該如何因

應？ 

活動五(第五節)： 

一、問題討論 

第 5 章 疫情分級 

5-1  旅遊警示燈：了解旅遊警示燈的用意。 

5-2  旅遊疫情等級：了解旅遊疫情等級的用意。 

二、探索小Q 

三、延伸思考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對於政府機關將各國傳

染病疫情做分級的看

法。 

2探索小Q：你已支付很

多錢和請假，要去期

待已久的國家玩，結

果確因為疫情關係，

該國家被列為第二級

旅遊疫情等級，請問

你會如期去旅行嗎？ 

   台灣有些海外學習的

學生，因為當地疫情

嚴重紛紛想要回來，

如果你是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中央流行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你會如何處理？ 

   疫情爆發，各國醫療

物資都很拮据，若本

國疫情尚在控制限度

內，身為疫情指揮中

心指揮官，你會捐贈

物資給需要的國家

嗎？ 

3延伸：分析各國面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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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差異。 

活動六(第六節)： 

一、動手做實驗 

第 6 章 防疫戰 

活動6-1  肥皂的製作：作手自製肥皂。 

二、探索小 Q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問題討論：1.請問這個

實驗中，配製苛性鈉

需將苛性鈉倒入水

中，而不是江水倒入

苛性鈉中溶解，為什

麼？                                                        

2.製作肥皂過程中，

為什麼需要充分攪拌

呢？                                                                

3.請問肥皂製作的原

理與使用的材料是什

麼呢？請將可能的反

應過程寫出來。 

4探索小Q：想一想，為

什麼肥皂、75%酒精

可用來對抗冠狀病

毒？ 

活動七(第七節)： 

一、桌遊遊戲 

第 6 章 防疫戰 

活動6-2  戰疫最前線：遊戲中學習防疫概念。 

二、遊戲心得 

三、延伸思考 
 請學生思考：既然認識防疫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呢？實

踐的意義背後藏著怎樣的終極信念？ 

 回應上節談到「人應如何生活？」、「如何面對生命的苦難與死

亡？」由於終極關懷乃是整合生死、人生哲學與宗教的重要課

題，讓學生能夠分辨快樂、幸福、道德與至善之間的關係，掌握

人生的意義，建立生命的終極信念。比方，請學生思考：「讓人

活得有尊嚴，人人都被善待，特別是苦難時，能如何面對？苦難

的意義為何？」，你有何看法？(此時融入了終極關懷的實質內

涵) 

45分 

 

「活動紀錄簿」內的： 

1遊戲心得。 

2延伸：探討怎樣才能更

有效的預防疫情發

生。 

3延伸：了解該如何保護

自己與他人，避免病

原體入侵。 

課後自學： 

黃瑽寧醫師健康講堂《新冠病毒麻瓜課》系列。 

透過影片更了解 Covid 19： 
1. 新冠病毒的前世今生: 蝙蝠病毒 N次感染人類！?關鍵原因是這

個... 

2. 流感和新冠病毒誰嚴重？老人感染新冠病毒，容易重症的原因

是.... 

3. 1/3感染者無症狀！怎麼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為何台灣現在不

大規模篩檢？為什麼要戴口罩？ 

4. 親友感染新冠病毒，我會被傳染嗎? 醫院現在還能去嗎？ 

5. 現在上學安全嗎？新冠病毒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 

6. 新冠病毒疫苗和藥物何時出現？自我保護提升免疫力就靠這五

招！ 

7.國內外死傷的新聞畫面或故事，讓學生注意到生命本身

從出生就是走向死亡(也就是「向死的存在」)這個事

學生自

己衡量 

「活動紀錄簿」內的： 

1影片觀後重點整理&心

得。 

2延伸：2020年COVID-19

疫情嚴重，西班牙、

義大利因為醫療資源

有限，然而染疫的病

患確與日俱增，已超

過醫療所能堪負，所

以有人喊出：「必要

之時，先救年輕人，

犧牲老年人」，對此

你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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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接著學生思考既然有了新冠病毒的出現，危及人類

的安全，那麼生命會有意外、災難、人禍等等不可掌握

的時刻，也因為生命是有期限的，那麼人活著的意義、

價值、目的就顯得十分重要。比方「必要之時，先救年

輕人，犧牲老年人」，你有何看法？(此時融入了終極關

懷的實質內涵)引導對於人生終極關懷問題的思考，「人

應如何生活？」、「如何面對生命的苦難與死亡？」 

活動八(第八、九節)： 

一、桌遊遊戲 

延伸活動1. 戰疫鬼腳圖 

戰疫鬼腳圖：學生自創題目成為遊戲的關卡，棋盤以

鬼腳圖形式，因為鬼腳圖的不固定性特性，可造就不

同組就有不同的鬼腳圖棋盤，但又有鬼腳圖的不重複

起始點規律，讓遊戲多元又有原則，從自創題目(題

目分成知識題、情意教育題-如下“生命教育的引導

面向”)過程中學生必須有先前所學的“戰疫”概

念，也要有出題技巧和邏輯，遊戲時可同儕分享彼此

的自創題，了解他人的想法與檢視自己的學習。 

 

 
二、遊戲心得 

肯定醫護人員的努力與付出，勇於面對現況，做好

心理建設，包容別人的擔憂。 

讓自己的健康情形透明化，不要讓別人擔心，並做

好防護，保護別人，就是保護自己。 

 

三、延伸思考 

想一想： 
1. 醫護人員值勤中會不會被染疫? 

2. 你會訴說自己的需求嗎?別人都如何關懷你? 

3. 你有感受到周圍的人需求嗎?你都如何關懷他們? 

4. 在這次疫情中，有很多醫護人員像德雷莎修女一樣用心地照顧病

患，你對這些人的看法是什麼?你願意成為這樣的人嗎? 

30分 

自創題 

 

40分 

戰疫鬼

腳圖活

動 

 

15分 

回饋 

◆戰疫鬼腳圖 活動 

 
◆學生自創題目 

 
◆鬼腳圖棋盤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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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鬼腳圖 遊戲規則 

 

 

二、教學提醒(或省思) 

使用效果，透過本課程有系列的引導，孩子可以更深入瞭解個人健康、社會和諧、

國家安危、生態永續的層層相扣關係性。內容上加速、加深，提供瞭解各類知識間交互

關係的機會。且不斷地拋出議題激發孩子的思考能力的訓練、強化邏輯推理的能力、培

養動手做的實作技能、與同儕互動合作的團結精神，最重要的是能夠將知識內化為解決

問題的能力。 

使用建議，順著自己教學情境脈絡的流動，機動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這樣的教學

活動才能將教材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才可能讓孩子的學習獲得最大的效益。 

 

三、附件(課程所需學習單或作業) 

附件一：自編《戰疫課本》 

附件二：自編《戰疫活動紀錄簿》 

附件三：自編《戰疫簡報》 

附件四：自編《戰疫鬼腳圖 活動》 

 

四、附錄(給教師的、或給學生的可補充資料) 

附錄一：〔心靈防疫〕成果報告評估 

附錄二：〔心靈防疫〕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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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APA格式） 

(一)書籍 

1. 陳雅茜、盧心潔、陳怡軻（2020年04月)。病毒追緝令。科學少年，63期，P22~29 。 

2. 凌斌、陳冠儒、何慈娟（2013年10月)。病毒與先天免疫系統的攻防。科學發展，490期，

P42~47。 

3. 鄭瑞洲（2008年7月）。疫苗。科學發展，427期，P26~31。 

(二)網站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取自：https://www.cdc.gov.tw/。 

2. 科技大觀園，取自：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y1.htm。 

3. 報導者，取自：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ten-facts-ver- 

 

 

附件一：自編教材《戰疫課本》 

   

https://www.cdc.gov.tw/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y1.htm
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ten-facts-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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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自編《戰疫活動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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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自編《戰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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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自編《戰疫鬼腳圖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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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心靈防疫〕成果報告評估 

 

(一) 執行成果概述： 

1.校內宣導、課程教學提高防疫警覺和常識，了解自我防護的方法。 

2.知識就是力量，靈活運用所學，達到更有效的防疫。 

3.將防疫知能融入自然、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建立學生防疫知識和應變能力。 

4.與國家政策結合建立防疫共識，分工合作減低損害程度。 

 

(二) 效益評估： 

1.透過校內宣導、課程教學，引導正確防疫觀念，希望透過課程都能成為國家防疫強而有力

的後盾，共同為國人的防疫教育而努力。 

2.透過課程正向的灌輸，培養每位孩子的正確防疫觀念，協助孩子擁有正確的防疫行為，幫

助孩子清楚了解防疫的重要性。 

3.孩子可以更深入瞭解個人健康、社會和諧、國家安危、生態永續的層層相扣關係性。 

4.內容上加速、加深，提供瞭解各類知識間交互關係的機會。 

5.不斷地拋出議題激發孩子的思考能力的訓練、強化邏輯推理的能力、培養動手做的實作技

能、與同儕互動合作的團結精神，最重要的是能夠將知識內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6.讓學生參與題目、桌遊設計，以強化學生對“戰疫”的勇氣與智慧，協助大家重建信心。 

 

(三) 檢討與建議： 

1.防疫觀念，不是只有在傳染病盛行的時候才建立，應該在平時就灌輸，且從小培養，避免

需要時而措手不及，所以該課程得適當地融入課程或校內宣導裡。 

2.使用建議，順著自己教學情境脈絡的流動，機動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這樣的教學活動才

能將教材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才可能讓孩子的學習獲得最大的效益。 

3.學生命題的時候需要一些命題技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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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心靈防疫〕成果照片 

  

擬訂社群目標、工作分配 擬定教學內容 

  

教材試用 學生自創題目的過程 

 
 

教學演示 戰疫最前線桌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