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集錦】 

日期：113年 11月 12日 

學校名稱 國立宜蘭大學 

所屬計畫名稱 
113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分項計畫四 

－善盡社會責任：社會實踐資源共享，韌性校園永續發展 

活動名稱 
【4.2服務學習】 

－「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解剖生理學二甲」 

推動面向   ■社會責任 

活動日期 11/12 活動時間 12:00-15:00 

活動地點 宜蘭大學生資大樓 403 參與人數 14 

活動聯絡人 曹博宏老師 聯絡電話 0908158895 

活動內容說明 

一、緣起 

藉由服務學習，提升國中生們的生物領域知識，也可以培養大學生們面對不同年

齡層的人介紹自己的專長所需要的能力，建立起跨年齡層的深度交流 

1.提升國中生對顯微鏡的認識及操作程度 

     2.讓國中生可以知道貓與狗之間的內部差異 

     3.提升國中生的科學素養 

     4.讓國中生知道就讀生動系所需具備的能力 

二、實施情形及成效 

     第一組 A：複式光學顯微鏡操作/切片標本觀察與顯微測量  

     第二組 B：解剖顯微鏡實物操作觀察與比較  

     第三組 C：動物模型觀察與比較（貓）  

     第四組 D：動物模型觀察與比較（犬）  

     AB 組操作（互相比較差異）/CD組操作（互相比較差異） 

     以小組方式實施「大輪迴」輪替相關實驗課程，如下表： 

 

 



 

 

三、綜合檢討 

（一）活動中遇到的困難: 

1.國中生太活潑，有點難掌控  

2.活動動線有點混亂，在交換組別的時候人太擠。 

3.同樣的東西要講四次(因為有分四組)，有點麻煩 

4.準備的內容有點少，介紹的時間有點太短。 

   （二）印象深刻的事: 

1.動手操作與互動由於講解時間相對較短，國中生有了更多時間親自操作

實驗器材。我們利用這段空檔與他們交流，聊一些適合他們年齡層的有趣

話題，比如學校生活、喜歡的動物或興趣愛好，讓氣氛更加輕鬆愉快。同

時，這樣的互動也讓他們感覺自在，進而更積極投入到活動中。 

2.教學與耐心指導 

每位成員都非常認真負責，耐心指導國中生如何正確使用顯微鏡，從調整

焦距到觀察細節，每個步驟都仔細講解。此外，我們還結合實物，為他們

講解貓和狗的外觀特徵，例如耳朵的形狀差異、毛色的種類，以及尾巴的

長短和形態，讓國中生對這些知識有更清晰的認識。當他們提出疑問時，

我們也會耐心解答，甚至以舉例或示範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理解，確保每位

同學都能跟上教學進度。 

3.老師的支持與氣氛帶動 

老師在結束講解後，依然很投入地巡視各組，觀察我們的教學情況，並適

時給予指導。他會告訴我們怎樣用更簡單的方式向國中生解釋，或者如何

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此外，老師還親自參與到活動中，和國中生互動，像

是幫他們調整顯微鏡、回答更深入的問題，甚至會講一些趣味小故事來活

躍氣氛。他的參與不僅讓活動更加順利，也讓國中生的學習興趣更加濃厚，

整個過程既輕鬆又充滿笑聲。 

4. 在我們講解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不確定或無法回答的問題，老師都會主

動走過來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忙，感覺就像有後盾一樣，讓我們安心很多。

而且國中生們也非常主動，當他們有不懂的地方時，會直接去找老師詢問，

不會因為害羞而憋在心裡。他們對新知識充滿好奇心，問的問題也很有深

度，讓我們覺得很開心能幫助他們學習。同時，整個互動過程變得更加輕

鬆有趣，學習氣氛也非常活躍。 



 

 

 

活動照片 

  

老師講解 介紹狗模型 

  

介紹解剖顯微鏡 複視光學顯微實作 

 
 

介紹貓模型 大合照 



 

 

 

宣傳海報 

海報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