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北一女中彈性學習微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M112101 法界人生的真相 

授課教師 張瑜鳳 

服務單位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修課人數 30 人 

上課地點 中正樓 B1 國防教室 

材料費 0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學習目標 

(一) 培養高中生的公民意識，與社會接軌。 

(二) 提供具體案例，使學生思索公平正義的真相。 

(三) 理解法律制度形成之原因，促進社會和諧與理性。 

 

二、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0/25 走進法院瞧一瞧（張瑜鳳法官） 介紹我國法院運作現況 

二 11/1 HERO 檢察官（蕭永昌檢察官） 檢察官偵查案件實務案例 

三 11/8 法官的正義（唐玥法官） 無罪推定原則、民事賠償制度 

四 12/20 家事法官的難題（林鈺琅庭長） 家事案件類型介紹 

五 12/27 法律與社會的連結（歐陽儀法官） 走出社會，面對真實的世界 

六 1/3 模擬法庭（或參觀法院）張瑜鳳法官 案例研討或參觀法院 
 

三、上課方式及成果要求 

(一) 上課方式： 

1. 以各種案例分析方式，使學生瞭解法律的運作實況。 

2. 各講座介紹其專業領域，講述案件與學生互動學習。 

(二) 成果要求： 

1. 將社會科學實體化，以案例研討方式傳遞公民必備的法律知識。 

2. 落實法治教育的具體化，讓學生實際體驗法律案件的真相與實踐。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北一女中彈性學習微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M11202 淨、香、美的化學 

授課教師 吳淑芳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修課人數  30 人 

上課地點 高一化學實驗室(至善樓 3 樓教室) 

材料費 1000 元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學習目標 

(一) 認識生活中的有機化合物。 

(二) 了解有機化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三) 了解與生活相關之化學反應的原理。 

(四) 自製實用之清潔及保養用品或紓壓小物，增加生活樂趣。 

 

二、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0/25 
淨的化學: 茶樹潔顏慕斯 

 

1.界面活性劑的結構 

2.界面活性劑的作用原理 

3.茶樹潔顏慕斯實作 

二 11/1 淨的化學: 手工皂 

1.脂肪的結構 

2.酯類的水解反應與皂化反應 

3手工皂實作 

三 11/8 香的化學: 芳香精油按摩油 

1.精油製作過程簡介 

2.蒸餾與萃取的原理 

3. 芳香精油按摩油實作 

四 12/20 美的化學: 石膏擴香磚 

1.溶液的性質 

2.石膏的性質 

2.石膏擴香磚實作 

五 12/27 美的化學: 保濕護手霜 
1.乳化作用 

2.保濕護手霜實作 

六 1/3 香的化學: 香氛蠟燭 
1.氫化油簡介 

2.香氛蠟燭實作 



三、上課方式及成果要求 

(一) 上課方式： 

1. 基本化學原理介紹與資料查詢。 

2. 實用之清潔及保養用品或紓壓小物實作。 

3. 部分課程之講解以中英雙語授課方式進行。 

(二) 成果要求： 

1. 每次課程均完成自製清潔或保養用品或紓壓小物實作。 

2. 能夠解釋清潔及保養用品的製作過程及原理。 

3. 能夠說明化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三) 注意事項：  

1. 選修本課程需繳交材料費 1000 元，如無意願者請勿選課。 

2. 每位同學均須輪流擔任值日生，幫忙分發藥品及器材，並協助實驗室清潔及檢查工作，如

無意願者請勿選課。 

3. 製作石膏擴香磚之課程需自備水彩。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北一女中彈性學習微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M112103 長庚醫學精緻營隊課程 

授課教師 長庚大學各系老師 

服務單位 長庚大學 

修課人數   35  人 

上課地點 北一女(中正樓 103 活化教室)，長庚大學(長庚大學實驗室與技能中心參訪等) 

材料費 至長庚大學上課之兩堂課之來回遊覽車車資 400 元，第一次上課先預收。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學習目標 

(一) 醫學知識的初步認識 

(二) 醫學課程學習的體驗 

(三) 醫學專業素養的培養 

二、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0/25 
醫學人文與倫理（鄭昌錡醫師）北一女

校內 

介紹醫師專業素養，從人文與倫理的角

度，瞭解醫學。 

二 11/1 

*醫學臨床技能中心參訪與課程體驗（謝

明儒醫師）長庚大學(14:00~17:00,本次

上課 3小時) 

長庚大學臨床技能中心參訪，臨床技能

的學習課程與體驗 

三 11/8 停課一次 停課一次 

四 12/20 
了解中醫的工作與學習（中醫系黃悅翔

醫師）北一女校內 

中醫的職業與學習經驗分享。 

五 12/27 

美麗啟程：探索女性整形外科醫師的奇

幻之旅！（林口長庚陳嘉芳醫師）北一

女校內 

介紹醫學知識學習技能，瞭解如何獲取

與過濾醫學資料並加以應用。 

六 1/3 

*國際級實驗室參訪與病毒研究（郭瑞琳

老師）長庚大學(14:00~17:00,本次上課

3小時) 

藉由參訪國際級實驗室與病毒研究，了

解醫技系與醫療國家隊的養成與服務。 

三、上課方式及成果要求 

(一) 上課方式： 

1.課室教學 

2.小組討論或小組實做 

3.實驗室或大學參訪(若課程前附註*則上課地點為長庚大學，其餘課程上課地點為北一女校



內，共五堂課，上課時數: 12 小時) 

(二) 成果要求： 

1.上課報告 

2.上課參與度  

3.課後報告 

(三) 到校方式: 預定 4 趟(兩堂課)來回遊覽車車資 400 元，預收。(14:15 北一女校門口出發，17:00

長庚大學返程回北一女校門) 

(四) 如自行到校: 建議由機場捷運台北車站搭往機場方向之「機場捷運-普通車」，在 A7 體育大學

站下車，從「一號出口」出口可搭本校循環接駁車，603，1211 公車至長庚大學校，或步行約

十多分鐘可至長庚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北一女中彈性學習微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M112104 藥食同源•當傳統碰上現代醫學 

授課教師 臺北醫學大學各系師長 

服務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修課人數 40 人 

上課地點 北一女(至善樓 4 樓英文專科教室) / 北醫(實際上課地點依課程安排) 

材料費 臺北醫學大學補助。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學習目標 

(一) 為使高中學子於大學選擇校系前能先行了解醫藥衛生學群各學系課程內容及特色，特規劃此

系列課程，選修學生需至大學校園體驗不同上課方式／課程內容及教學模式。 

(二) 發掘學生對醫藥學群領域的興趣，如希望進行後續專題學習，可協助媒合師長。 

二、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0/25 

癌症─過去、現在與未來 

(沈芯伃老師) 

※上課地點：北醫 2304 教室 

課程將藉由『癌症』的罹病及後續治療

等過程，讓同學思考醫藥衛生學系的各

個職業如何互相合作，進而想像未來選

擇的學系。 

二 11/1 

中藥流言終結者-利用現代科技了解中藥

臨床應用 

(李佳蓉老師) 

講述藥材的歷史故事，利用藥學基礎課

程，以藥物成分分析、藥物活性評估與

藥物動力學，研究中藥的奧秘。 

三 11/8 

食營風尚-健康大未來 

(謝榮鴻老師) 

※上課地點：北醫 2304 教室 

你知道飲食和時尚有什麼關係嗎？最近

新興的生酮飲食、阿金飲食又是什麼原

理進行的？課程將介紹飲食模式、烹調

時使用的油品內含物等對身體產生的影

響。 

四 12/20 
為什麼有些細菌不怕抗生素？ 

(吳育瑋老師) 

抗生素顧名思義就是用來人類用來對抗

細菌最有力的武器。自從盤尼西林發明

以來，抗生素儼然成為了人類在對抗讓

人生病的細菌時的神兵利器。然而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細菌在這種持續的抗戰

中也學到了怎麼應對人類用來對付他們

的抗生素。目前人類在這場對抗細菌的

戰爭中正在節節敗退中，因此了解細菌



 

抗藥性以及開發更新穎的對抗細菌武器

越來越重要了。本堂課將會介紹細菌以

及細菌抗藥性的始末緣由，並聊聊科學

家們怎麼持續地在各個地方撿到槍，找

出對抗細菌的方法。 

五 12/27 
藥物停看聽-藥師每天會碰到的藥品 

(藥學系陳哲毅) 

介紹除了吃的藥之外，還有許多不同類

型的藥物、醫療器材，並介紹相關疾

病，再從實際操作中體驗這些藥物類型

的正確使用觀念。 

六 1/3 
透過新聞事件，討論食安的未來發展 

(蕭伊倫老師) 

近年來常見食品安全相關新聞，本課將

舉其中幾個案例做介紹，探討其中的食

品或食材因什麼緣故出現汙染，並講述

食品快篩原理及實作。 

三、上課方式及成果要求 

(一) 上課方式： 

1. 板書搭配投影簡報 

2. 實驗室參訪 

3. 教室實作 

4. 分組上台報告 

(二) 成果要求： 

1. 課程結束後能對醫藥衛生學群領域內各系課程特色有所了解，並填寫學習回饋單。 

註：本課程鐘點費來源：臺北醫學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北一女中彈性學習微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M112105 醫事首重•工其不備 

授課教師 臺北醫學大學各系師長 

服務單位 臺北醫學大學 

修課人數 40 人 

上課地點 北一女(學珠樓 5F 群組教室) / 北醫(實際上課地點依課程安排) 

材料費 臺北醫學大學補助。 

課綱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B溝通互動 C社會參與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一、學習目標 

(一) 為使高中學子於大學選擇校系前能先行了解醫藥衛生學群各學系課程內容及特色，特規劃此

系列課程，選修學生需至大學校園體驗不同上課方式／課程內容及教學模式。 

(二) 發掘學生對醫藥學群領域的興趣，如希望進行後續專題學習，可協助媒合師長。 

二、課程內容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內容綱要 

一 10/25 

不為人知的醫事領域─呼吸治療 

(許諄諄老師) 

※上課地點：北醫誠樸廳 

說起醫院裡的職業，時常聯想到醫師、

藥師、護理師， 

但你有聽過守護重症病患的無名英雄─

呼吸治療師嗎？ 

呼吸治療師平時在醫院中的角色是什麼

呢？ 

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這個守護並治療呼吸

系統的專業吧！ 

二 11/1 

生物感測器(biosensor)、生物基因與基因

體檢測技術開發 

(吳瑞裕老師) 

光電科技的微型化、分子基因體學檢測

技術、及生物數據資料庫建立等領域的

整合，生物感測器提供了未來精準醫療

及全時監測的一大利器。 

三 11/8 

創意不設限。人人都是大英雄 

(曾知雋老師) 

※上課地點：北醫 2305 教室 

有看過迪士尼團隊動畫片《大英雄天

團》（Big Hero 6）嗎？電影裡以 3D列

印機，打造杯麵盔甲裝！最夯的手動科

技使用，結合大學實驗室裡的各種儀

器，如 3D掃描、3D繪圖軟體、CNC工

具機、3D印表機等，打造模型公仔、

牙科及醫療裝置等。以 3D列印的過

去、現在、未來，做一系列的簡介與研



 

究應用。 

四 12/20 
生醫訊號與電療復健 

(彭志維教授) 

生醫訊號學與復健電療學為醫學工程重

要領域之一，常見生理訊號，包括臨床

神經訊號、肌電圖、腦波圖、心電圖

等，生理訊號將由人體萃取出生理訊號

能量，目前相關技術已廣泛運用於醫院

之臨床生理常規檢查與診斷等應用。電

療學原理則是將物理能量導入人體神經

肌肉等組織，達到特殊的臨床治療目

的。本課程將介紹基本原理與實際操作

或展示，課程有助於學生了解這些臨床

儀器設備之實務原理。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五 12/27 
生與死的智慧 

(楊添鈞老師) 

生物科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探討的課題

是關於”生命”，包含生命的起始，維

持與終止。醫學著重的地方在於”人”

的生命問題，課程中將探討生命起始的

胚胎學，生命傳承的生命科學，以及生

命最後的光輝-大體解剖學。藉由一系

列的介紹，架構並啟發學生對於生命科

學與醫學的整體概念與興趣。 

六 1/3 
臨藥 CSI-用藥案例分析與資料搜尋 

(藥學系陳哲毅) 

認識臨床藥師必備技能與基礎知識，並

實體情境操作讓你體驗一日醫院臨床藥

師，有如 CSI中的警探找出用藥安全的

蛛絲馬跡 

三、上課方式及成果要求 

(一) 上課方式： 

1. 板書搭配投影簡報 

2. 實驗室參訪 

3. 教室實作 

4. 分組上台報告 

(二) 成果要求： 

1. 課程結束後能對醫藥衛生學群領域內各系課程特色有所了解，並填寫學習回饋單。 

註：本課程鐘點費來源：臺北醫學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