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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A: 背景 

題⽬ 光合作用 

相關主題、主題

和學習重點 

光合作用中的物質轉化和守恒 

課前知識 光合作用是植物製造食物給自身的過程。 
物質由粒子組成 (具體來說是不同的原子)。 

先前及課後的學

習活動 

課前學習活動:  
討論植物作為生命體的特徵，引導學生關注營養。  
課後學習活動: 
討論學生設計實驗，旨在收集和測試光合作用產生的氣體，並

使用修訂後的設計進行實驗。 

 

Part B: 學習詳情 

描述 這個學習活動涉及使用技術平台 “DragGame”，以支持學生在亞
微觀層面上對光合作用中化學反應的理解，並推理物質轉化和

守恆。 
 
學生被邀請提出植物生長所需的因素。然後，他們將分組進行

公平測試，以測試他們所提出的不同因素。在進行班級討論

後，學生達成共識，認為二氧化碳和陽光是光合作用的必要因

素，老師則建議水是另一個必要因素，並介紹了光合成產物，

簡稱葡萄糖。 
 
學生通過在實驗工作中觀察和構建的粒子圖之間的聯繫，開展

解釋如何在光合作用中重新排列和保存碳轉化過程中的物質。 
 

學習⽬標 

 

課程結束後，學生應該能夠： 
知識 
- 指出二氧化碳，水和陽光是進行光和作用的必要元素 
- 寫出光合作用的文字反應式(及化學反應式) 
- 從二氧化碳和水的原子重新排列，解釋光合作用產物的形成 
- 認識到在光合作用中原子數量是守恆的 
 
技能 
- 進行公平測試，以辨認光合作用的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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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間 100 分鐘 

教學物資 學⽣⼯作紙 

每位⼀學⽣⼀部平板電腦(或者⼆⼈ / 三⼈⼀組) 

DragGame 活動, 可參考於:   
https://draggame.e-learning.hk/en/templates/315/view/ 
 
任務表  

 
 

Part C: 推⾏ 

參與 

(全班；個⼈) 

(10 分鐘) 

要求學生以小組形式使用他們之前學習過的七個特徵來定義植

物是否是生物。 
 
老師引導學生關注營養，並介紹光合作用是植物製作自己食物

的過程。要求學生提出植物生長需要什麼，並在黑板上寫下它

們。 
 

探索 

(⼩組活動) 

(60分鐘) 
 
 
 
 
 
 
 
 
 
 

然後老師將這些想法分組，並指派學生在小組中對不同因素進

行公平測試。 

 

老師要求學生確定自變量、應變量和控制變量。然後老師介紹

測試光合作用產物是否存在的程序，並與學生討論程序背後的

原理。老師要求學生通過拍照記錄他們的觀察結果，並證明研

究因素是否對光合作用至關重要。 

 

之後，他們與班級分享自己的成果，老師指導班級達成共識，

即二氧化碳和陽光是光合作用的必要因素。 

解釋 

(20 分鐘) 

老師將光合作用產物簡化為葡萄糖，並介紹了葡萄糖的粒子

圖。老師要求學生根據他們的先前知識提出二氧化碳和水的符

號。然後老師介紹了二氧化碳和水的粒子圖。 
 
老師問學生二氧化碳和水是如何轉化為葡萄糖的。老師要求學

生使用“DragGame”活動表示原材料（即二氧化碳和水）是如何
轉化為葡萄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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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DragGame" 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理解物質轉化和守恆。 
它的預期目的並不是說明葡萄糖是光合作用的主要產物和葡萄

糖是以非環狀形式存在。 
 
學生首先分享他們的粒子圖，然後進行小組討論不同  
"DragGame"粒子圖。學生 
 

(1) 將分配的圖與他們的圖進行比較，並評估哪個圖更好

地表示在粒子層面上，物質轉化是如何發生。 

(2) 給出理由。 
 
老師記錄下每個小組的關鍵思想，並迫使學生解釋關鍵思想： 
 
原材料應該是二氧化碳和水的粒子 
 
- 而不是單獨的碳、氧和氫原子。 
- 原材料的原子數量保持不變，因為產品的原子來自原材料。 
- 原材料的原子分裂、重組和結合形成產物。 
- 能量和物質不能互換。 
 
老師引導學生觀察一個顯示氧形成過程的 “DragGame” 圖，並問
學生可以從圖中預測什麼。學生還被要求嘗試構建光合作用中

的物質轉化化學方程式。 
.  

 
 

總結及對下一節

課的預備 

(15 分鐘) 

總結和下節課準備 
老師邀請學生總結關於物質轉化和光合作用中物質守恆的關鍵

思想，並強調在預測氧氣的形成過程中使用圖表的重要性。 
 
老師分配了作業任務單（附錄2）作為作業，要求學生提出收集
和測試光合作用產生氣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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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D: 引申部分 

可能的適應/擴
展/修改 
 

在學習活動後，教師可以與學生討論陽光的作用，作為分裂原

材料原子所需的能量。 
 

評估 
 
即時形成性評估 

老師可以通過根據學生在“DragGame”活動中生成的圖表進行戰
略性調整來進行即時形成性評估。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學生反

應： 
原材料：原材料存在為原子 
原子數量：原子數量不是守恆的。有些會被創造或消失。 

 
有效實施的教師注意事項 
- 教師應該創造一個開放和溫暖的課堂環境，讓學生公開表達他們的想法和分享他們的
思想。 
 
- 教師可以使用任何即時協作編輯器（例如Google檔案）來收集小組實踐工作的結果。 
 
- 教師可以要求學生澄清他們的 “DragGame”圖，並使用對話式舉動（例如說得更多，
追問理由）詳細闡述他們的思想和推理。 
 
- 教師可以重複、承認和復述學生的想法，並邀請其他學生使用對話式舉動（例如*重
述*，*同意/不同意*，*添加*）評論他們的想法。 
 
- 教師可以在引導班級建立共識時嘗試利用和參考學生的想法，以便學生認為他們的想
法受到教師的重視。 
 
- 儘管這不是本課的主要目標，教師可以詢問光合作用中陽光的作用以及能量轉換的想
法，簡要介紹初中科學課程中不同單元之間的思想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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