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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概覽

• 本年中二級綜合科學科舉辦了「平衡的生態系統」

實驗探究活動。同學透過認識光合作用和呼吸作

用，了解生態系統循環的概念，並進行實驗探究，

從而找出在製作生態球中最合適的生態條件。

課程教導同學珍惜地球資源及保護環境，並培養

其對生物的愛心及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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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概覽
• 林勁聰老師、莫穎雯老師、

羅倩祺老師、梁錦兒老師

• 參與課程的教職員數目：

– 4位(綜合科學科) 、 3位實驗室技術員

• 主題：平衡的生態系統

• 課程資料：

–級別：中二級 (137位學生) 

–綜合科學科 : 16堂

–課外學習活動：5次

3



活動起源
• 2020-2021年度參與QTN

計劃的生態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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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現有課程

•生物與空氣
–7.1 空氣

–7.2 光合作用

–7.3 呼吸作用

–7.4 植物和動物的氣體交換

–7.5 二氧化碳和氧於自然界中的平衡

–7.6 空氣質素
• 電的使用

• 常見的酸和鹼

• 探測環境

• 力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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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 知識 (K)：

1. 認識光合作用的過程、重要性及所需的條件

2. 了解呼吸作用的過程及生物如何從食物中獲得能量

3. 認識碳循環和氮循環，從而了解二氧化碳、氧氣和

氮化合物間的平衡

4. 認識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的概念

• 技能 (S)：

1. 設計及進行實驗，訂立合適的變數

2. 製作生態球的技巧

• 態度 (A)：

1. 珍惜地球資源及環境，培養對生物的愛心及責任感

2. 進行實驗需要恆心和毅力；實驗變項和設置需要反覆不斷

嘗試，才可得到有意義的實驗結果 6



STEM教學活動設計理念：

• S (Science)：

–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循環、生態平衡的概念

• T (Technology)：

–使用不同探測器量度生態球中非生物因子的數據

• E (Engineering)：

–動手製作生態球

• M (Mathematics)：

–分析實驗數據，並以圖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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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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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堂
數

活動
性質

課程內 / 

延伸

1. 光合作用的過程 1 教學 課程內

2. 光合作用的產物：澱粉質的測試 1  實驗
活動

課程內

3. 光合作用的產物：氧氣的測試 1 課程內

4 光合作用的條件：葉綠素實驗 1 課程內

5 光合作用的條件：二氧化碳的角色 1 課程內

6 光合作用的條件：1. 探究光是否光
合作用的必要條件

2 實驗
探究

課程內

7. 光合作用的條件：2. 找出不同顏色
的光和光合作用速度的關係

2 延伸



學習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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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堂
數

活動
性質

課程內 / 

延伸

8 呼吸作用 1 教學 課程內

9 碳循環：二氧化碳和氧氣的平衡 1 延伸

10 氮循環 1 延伸

11 製作簡單自給自足的生態缸工作坊 1 實驗
活動

延伸

12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實驗設計 2 實驗
探究

延伸

13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收集數據 -- 課後
活動

延伸

14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分析數據及提出
結論

1 實驗
探究

延伸

15 利用以上實驗數據製作大型生態系統供進一
步探究之用

-- 課後
活動

延伸



各學習活動簡介

及

活動花絮
1 . 光合作用的條件： 1 .  探究光是否光合作用的必要條件

2 . 光合作用的條件： 2 .  找出不同顏色的光和光合作用速度的關係

3 . 碳循環：二氧化碳和氧氣的平衡

4 . 氮循環

5 . 製作簡單自給自足的生態缸工作坊

6 .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實驗設計

7 .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收集數據

8 . 尋找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分析數據及提出結論

9 . 利用以上實驗數據製作大型生態系統供進一步探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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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的條件：
1. 探究光是否光合作用的必要條件
• 活動內容

– 透過葉片上浮的速度，反映光合作用效率

– 一般光合作用實驗都需要頗長時間進行，

此方法只需10分鐘即可看到結果。

– 讓同學設計如何利用身邊物資設計有光和

無光的環境，以此讓同學發揮創意。

• 學生難點

– 實驗技巧：其中一個步驟需慢慢拉下柱塞，

再用力敲擊注射器，使氣泡上升到頂部，

直到所有葉盤都下沉。

– 此步驟對同學而言較難掌握，故我們拍攝

了實驗教學短片供同學預習及重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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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的條件：2. 找出不同
顏色的光和光合作用速度的關係

• 活動內容

– 基於上一個實驗的方法，我們進

一步利用玻璃紙產生不同顏色的

光，讓學生探究當中對光合作用

的影響

– 以此引伸「植物生長燈」的

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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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環及氮循環(公開課)

• 教學目標

1. 知識：從學習碳循環及氮循環，

認識生態系統平衡的要素。

各生物之間相互依賴以共存。

2. 技能：設計一個實驗找出水草和

小蝦最合適數目的實驗

3. 態度：學習生態平衡及愛護環境的

重要性，並尊重各物種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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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簡單自給自足生態杯工作坊
• 活動內容

– 由陳玉成博士教授同學製作簡單

而自給自足的生態杯

– 讓同學知道各生物（如：孔雀魚，

伊樂藻）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和

重要性。

– 工作坊完成後，同學可獲得一個

生態杯回家繼續飼養，以培養

同學對自然生態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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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實驗設計
• 活動內容

– 透過實驗設計和公平測試，

找出平衡生態系統的條件。

– 同學需學習在不同情景設置變項，

包括：控制變項、因變項和獨立變項：

• 水草的數目

• 蝦的數目

• 蘋果螺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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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材的份量

• 水和空氣的比例



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實驗設計

16



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收集數據
• 活動內容

– 記錄不同生物數量及量度技巧

– 教導同學使用不同的探測器收集數據，

以記錄不同的非生物因子：

• 溶於水的氧氣含量 (DO)

• pH值

• 硝酸鹽及氨含量

• 鹽度

• 二氧化碳含量

– 利用以上數據來推論

各生態環境條件下，

生物的生存情況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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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平衡條件：分析數據
及提出結論
• 活動內容

– 結合老師和同學的數據作出分析

– 與同學討論最佳的生態條件

• 從科學探究學習科學本質及
實驗設計技巧：

– 需重覆實驗，以減少誤差

– 控制變項設定的失誤會導致無法
得到有意義的結論

– 遇到不合理的數據，需要分析
原因，從中可能會有新發現。

– 要誠實地面對數據，不可隨意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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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大型生態系統

• 活動內容

– 利用以上實驗數據製作大型
生態系統供進一步探究之用

– 讓感興趣的同學持續探究該
最佳的生態條件能否持續維持
生態平衡

– 讓同學有具體可見的學習成果

• 進深探究：

– 找出最適合生態缸的光源顏色
和亮度，以及光照時間的模式。

– 嘗試種植不同的水草或植物，
飼養不同的動物 (魚或蝦)，
以檢視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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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大型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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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的教學啟迪
• 同學們均享受「動手做」的學習經歷

• 培養同學對生命的關懷及愛心

• 訓練同學各項廿一世紀共通能力（如分析及解讀數
據、作出判斷、善用科技），有同學助面對將來的
挑戰和機遇

• 讓同學經歷真實處境和困難，實戰應用科學探究技
巧，提昇同學的解難能力

• 在STEM教學氛圍下，加強了同學融會貫通各學科
知識範疇的能力，延伸學習，成為終身學習者

• 雖然活動中途遇上疫情停課，在綜合科學科組老師
們和實驗室技術員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順利完成

• 本次學習活動在現有課程的基礎下延伸，減輕老師
和同學額外付出的時間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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