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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奧秘」工作坊 

適用年級：小學四至六年級 

推行模式：全班及分組活動（每組４人） 

教學時間：90 分鐘 

學習範疇：常識科 

已有知識：了解基本的食物成份 

 

活動簡介 

透過光合作用，植物能夠轉化光能成為食物中的化學能，從而生產自身必須的養份，並作為生產者以

支持大自然食物鏈中的其他生物。在本工作坊，學生能夠學習光合作用的基本概念，並透過實驗了解

當中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素。 

 

學習目標 

科學知識 

 認識光合作用的過程及其重要性 

 認識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素 

 

科學技能 

 掌握如何使用實驗室中簡單的工具 

 

其他 

 培養做實驗時所需要的細心及耐性 

 學習與他人合作解難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ttp/science/primary/primary_2_1.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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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程序 

時間 課堂大綱 教學活動及實驗 
工作紙 

相關部分 

15 分鐘  學習光合作用的過程及其重

要性 

 活動 1：「光合作用方程式咭」 

  （輔助工具一）（分組活動） 

1、2、3、4

及 5 

15 分鐘  了解葉子的結構如何有助光

合作用的進行 

 活動 2：構想葉子的結構 

    （個人活動） 

- 

60 分鐘  學習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

素 

 認識測試氧氣的方法 

 認識光合作用產物的運用 

 活動 3：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

素（分組實驗） 

 活動 4：重燃木條（老師示範） 

6 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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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學知識 

1. 光合作用是植物利用陽光、二氧化碳和水製成碳水化合物並釋出氧氣作為副產品 

2. 光合作用主要在葉子的葉綠體內進行。葉綠體内含有堆叠的類囊體，擠滿了葉綠素（綠色色素），

能吸收光能，進行光合作用 

3. 光合作用包含光反應及暗反應，前者必須在有光的情況下進行，而後者則無需光的存在 

4. 植物可由根部吸收礦物質和水份，並利用光合作用的中間產物，製造蛋白質和脂肪。藉著這些

過程，植物可自行製造所需的物質，以維持生命 

5. 單子葉植物只有一片子葉在胚中，葉子通常均是平行葉脈；雙子葉植物則有兩片子葉在胚中，

葉子通常均是網狀葉脈 

6. 植物吸收陽光的能量，藉著光合作用將光能轉化為化學能，儲存於體內。其他生物就可直接或

間接地依賴植物作為其能量的來源 

7. 動植物的呼吸作用會吸入氧氣並呼出二氧化碳，這正好跟光合作用相反。光合作用所釋出的氧

氣正好能補充動植物呼吸所消耗的氧氣，而呼吸作用呼出的二氧化碳亦可被光合作用使用，有

助維持大氣中的氧氣及二氧化碳濃度的水平。如是者，燃燒及各種日常生活均會消耗氧氣及放

出二氧化碳，光合作用正好互相補足 

8. 雙子葉植物有兩層組織，分別為柵狀葉肉及海綿葉肉。柵狀葉肉由柱狀細胞組成，擁有較多的

葉綠素；海綿葉肉由不規則狀的細胞組成，擁有較少的葉綠素 

9. 葉子的上下表面被單層細胞覆蓋形成表皮。表皮保護內部細胞免受傷害及感染 

10. 上表皮及下表皮的外面被一層薄蠟覆蓋，稱為角質層。角質層減少葉面的水份流失 

11. 在表皮層（較多時候在下表皮層），會有氣孔的存在，每個氣孔會被兩個保衛細胞所包圍。保衛

細胞有著葉綠素，主要控制氣孔的開關 

12. 維管束是葉脈在葉肉層的分支，有兩個主要組織，分別為木質部及韌皮部。木質部由根部運送

水份及礦物質至葉子；韌皮部會由葉子運送養份至植物的各個部分 

13. 收集光合作用釋出的氧氣，可以重燃有餘燼的木條 

14. 光的強度、光的波長、二氧化碳濃度及溫度均會影響光合作用的速率 

15. 農夫可改變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素，以增加農作物的產量，而溫室正正是應用了此方法去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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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詳情 

活動 1：「光合作用方程式咭」（輔助工具一）（分組活動） 

目的： 學生透過思考再自行排列出光合作用的化學式，從而加深他們對光合作用所需的條

 件（包括葉綠體、光能、水和二氧化碳）及其產物（碳水化合物及氧氣）的印象 

流程： 1) 向每小組派發「光合作用方程式咭」（輔助工具一） 

       2) 每組將進行討論，嘗試正確地排列出光合作用的化學式 

物資： 每組「光合作用方程式咭」（輔助工具一）1 套 

 

活動 2：構想葉子的結構（個人活動） 

目的： 學生透過平時的觀察，自行繪畫出葉片的結構，並幫助其了解葉子內部的結構如何

 有助光合作用的進行 

流程： 1) 向每位同學派發紙及筆，以繪畫出他們印象中葉片的結構 

       2) 引導同學思考葉子內部的結構如何有助光合作用的進行，並邀請同學作答 

物資： 每人 1 張白紙及 1 支鉛筆 

 

活動 3：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素（分組實驗） 

目的：  以計算水生植物所釋出的氣泡數目，了解不同的光度及波長如何影響光合作用的速

 率 

流程： 1) 指派一半的組別負責測試光的強度對光合作用速率的影響，而另一半則負責測試

  光的波長對光合作用速率的影響 

           2) 每小組將 3g 碳酸氫鈉/梳打粉溶於約 600 毫升的水中 

           3) 在大試管中倒滿碳酸氫鈉/梳打粉溶液，並以保鮮紙緊緊地覆蓋試管，餘下的碳 

  酸氫鈉/梳打粉溶液待用 

           4) 每組獲派發 1 棵水生植物，並根據簡報上的實驗設計將其放置在玻璃漏斗上，然

  後將漏斗倒置並放入碳酸氫鈉/梳打粉溶液中 

           5) 根據簡報上的實驗設計，同學快速地把大試管插入漏斗伸出的部分並撕下保鮮紙 

           6) 近距離放置光源（枱燈），並觀察水生植物有否釋出氣泡，以確保其沒有枯萎 

           7) 測試光的強度組別： 

- 每組需測試兩個光源的距離：分別 25 厘米及 50 厘米 

- 每組需透過觀察，計算五分鐘內水生植物釋出氣泡的數量 

- 每一個光源距離在計算氣泡的數量前必須給予水生植物五分鐘的時間以適應

該生存環境，以確保實驗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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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測試光的波長組別： 

- 每組需測試兩個不同顏色的光（光的波長）：紅光及綠光  

- 每組需分別以紅色玻璃紙及綠色玻璃紙覆蓋載有碳酸氫鈉/梳打粉溶液的燒杯

以模擬紅光及綠光 

- 兩個波長的測試均需在光源距離為 50 厘米的情況下進行 

- 每組需透過觀察，計算五分鐘內水生植物釋出氣泡的數量 

- 每一個光的波長在計算氣泡的數量前必須給予水生植物五分鐘的時間以適應

該生存環境，以確保實驗的準確性 

延伸討論： 有其他影響光合作用速率的因素嗎？ 

- 二氧化碳的濃度及溫度等 

物資： 每組 1 棵 9 厘米水生植物、1 杯水(600 毫升)、1 個玻璃漏斗、1 把鑷子、1 支大試管、 

3g 碳酸氫鈉/梳打粉、1 支玻璃棒、1 個量筒(100 毫升)、1 支枱燈、1 把米尺、1 個

秒錶、1 把剪刀、1 塊保鮮紙、*1 卷膠紙及*1 套玻璃紙(紅色及綠色) 

           全班共用 2 個電子磅及 2 支刮勺 

*只適用於測試光的波長組別 

 

活動 4：重燃木條（老師示範） 

目的：  讓學生了解測試氧氣的方法，以證明氧氣是光合作用的副產物 

老師事前準備：根據簡報上的實驗設計，讓水生植物進行至少一晚的光合作用，在試管上收集足 

夠的氧氣作實驗的示範 

流程： 1) 取出試管並蓋上木塞 

       2) 老師燃燒木條，然後吹熄 

       3) 打開木塞並把熄滅了的木條放近試管邊緣 

       4) 同學觀察實驗結果（木條重燃） 

物資：  1 支木條、1 個木塞、1 支充滿氧氣的試管及 1 支火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