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集錦】 

日期：113年 1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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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繁殖實習」 

推動面向   ■社會責任 

活動日期 11/09 活動時間 08:20-17:30 

活動地點 生資院 403教室 參與人數 47位 

活動聯絡人 林育安老師 聯絡電話 0921824380 

活動內容說明 

一、緣起 

藉由服務學習，帶領小朋友進行生物萃取 DNA的實驗，提高他們對科學的興趣與

實踐能力，並加深對生物學概念的理解。培養對科學的興趣，鍛練操作的能力，

發揮學習的熱忱。 

透過動手實驗讓學生理解 DNA是如何被萃取出來的，同時也培養他們解決問題與

合作的能力。 

 

（一）認識水果 DNA萃取實驗 

1.這項生物實驗能幫助學生理解 DNA的結構與功能，並學會如何通過簡單

的化學方法從水果中提取 DNA。 

2.此實驗不僅適合小朋友，且具有低成本、簡單易懂的特點，能夠讓學齡

階段的學生輕鬆掌握基本的生物學概念，如基因、遺傳等。 

（二）與合作單位討論計劃與實施細節 

1.討論小朋友的段考實踐，並將活動時間點與其錯開。 

2.進行討論並確定所需的材料、設備，以及如何解釋實驗過程中可能出現

的疑問，進一步設計適合國小年齡層的教學方案。 

3.與合作單位協商活動的時間表、參與人員的分工，並確保所有參與者在

實驗過程中能夠順利合作，並保持安全。 

二、實施情形及成效 

（一）對服務社區（機構）的實際成效： 

1.可提高社區孩子對科學的興趣與認知：通過進行水果 DNA萃取實驗，小

朋友們能夠親自參與科學探索，感受到學習科學的樂趣，並對生物學產

生更深的興趣，促進了他們對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2.了解基因與遺傳的基本概念：透過實驗，小朋友們對 DNA、基因以及遺



 

 

傳等科學知識有了直觀的理解，這有助於他們對生物學領域的認識，並

打下了將來學習更深入科學概念的基礎，等他們國中生物課他們學到基

因遺傳的時候，會有更深刻的認知。 

（二）對專業課程的學習效果： 

1.促進了學科知識實踐應用：參與這次水果 DNA萃取實驗的學生們能夠將

課堂上學到的基礎生物學知識，通過本次活動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教導小

朋友讓他們理解，培養耐心、溝通技巧及包容能力。 

2.面對挑戰並調整教學策略： 

  在實施水果 DNA萃取實驗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應對一群活潑好動的國小

生，這對他們來說是一項不小的挑戰。由於小朋友們的注意力較難集

中，且對實驗步驟感到興奮與好奇，我們必須學會如何掌控課堂秩序，

並根據小朋友們的反應即時調整教學方式。 

三、綜合檢討 

（一）教學過程的挑戰與改進： 

1.由於活動的對象是小學生，對複雜的生物學概念理解有限，原本設計的

教學內容對某些孩子來說過於抽象。因此，在未來的實驗中，應提前簡

化教學內容，並增加更多形象化的示範或實物教具，以幫助孩子們更好

地理解抽象的生物學知識。 

2.小朋友的注意力易分散，尤其是在動手操作階段。 

  未來的課程設計中，可以加入更多互動環節或遊戲化元素，來吸引孩子

們的注意力並維持課堂秩序。 

（二）學生反思與學習收穫： 

1.提升了學生的教學技巧與問題解決能力：在教導小學生時面臨了多樣的

挑戰，從課堂管理到解釋科學概念，都需要運用更多的耐心。學會了如

何根據學生的需求調整教學策略，特別是在處理學習障礙或學生情緒波

動時的應對方法。 

2.加強了團隊協作與溝通能力：在活動中不僅需要自己獨立完成教學任

務，還需要與其他同學協作，共同解決突發的問題。這一過程提高了我

們團隊合作能力和溝通技巧，在面對複雜情境時能夠迅速協同工作，達

到最佳教學效果。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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