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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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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

授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生活中的化學 

科目名稱(英) Chemistry for Life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2/2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50  % □創意思維能力 10  % □溝通表達能力  10  %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10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10  % □倫理關懷能力 10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須符合附件二定義，並請勾選下一欄)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社會科學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自然科技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自編課程教材 

參考書目 
1.生活中的化學；作者：楊金田；出版社：化學工業出版社。 

2.科學月刊。 

教學目標 

化學是研究物質的特性、組成、結構和變化的科學。而化學其實和我們日常生活都息

息相關。了解化學知識能夠幫助大家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等各方面，

充滿著各式各樣對人體有健康危害的物質。我們要如何減少日常生活中有害化學成份

的攝入，以求自保。另一方面化學能夠應用於生活中的一些先進科技，帶給我們生活

中很多幫助與便利。本課程能夠增進學習者認識、了解生活中化學的技術、創新與進

步，使得同學對化學產生興趣與好奇，並能將所學到的知識分享他人並應用到日常生

活中。歡迎同學選修本課程，希望藉由課程讓學習者了解許多化學產品能提升人類的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A5%8A%E9%87%91%E7%94%B0/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094%20%20%20%20%20%20


生活品質與了解化學工業的發達，带給人類與環境的影響與傷害。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率(30 %)與參與討論分享之表現( 2 0 %)，影片心得報告( 50 % ) 

質化：(請敘述非筆試之評量方式) 

1.出席率(30 %)與學生在課堂上參與討論與分享之表現( 2 0 %) 

2.期中與期末影片觀賞與撰寫心得報告( 50 % ) 

內容綱要 

本課程以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等各方面會接觸到的化學物質來探討哪些添加物

對人體有危害性，要如何巧妙避免其使用所造成的傷害。並藉由課程讓學生，了解

化學對生活的影響有更進一步的認知，亦即如何利用化學的優點，提升生活品質。 

也會介紹許多化學產品，例如:光觸媒可以殺菌和除臭、磁振造影儀可以呈現人體內

部器官的立體斷層切片影像等，能夠帶給人類許多正面價值，進而讓生活更加美好。 

因此讓我們一起來「化」出生活，「學」知識。課程中會加入一些化學案列報導影片

與討論，能夠增進學習者對於化學議題的投入與充實化學知識。本課程內容豐富且多

樣，並以化學為主體再與毒物和環境相關內容結合授課，歡迎同學選修。 

教學方式 

本課程以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化學物質來探討化學基本知識，並且多加探討化學

對生活與環境有哪些正面與負面影響。藉由課程教材學習了解化學知識並加以應用 

。並在每個主題都會加入一些化學案列報導影片，讓學習者能夠分析、思考、關心，

化學議題的新聞。藉由化學新聞專題報導，「學」新知，並且與學生討論分享化學專

題報導內容，培養學生學習更多化學時事資訊。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據 

備註 (課程活動與

作業) 

※請務必填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1 

人體中化學元素概述: 

組成人體的元素有哪些呢 ?  

人體的元素比例是如何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化學應用於生活中的食、衣、住與行等方面: 

例如:食的方面，有防腐劑等，衣的方面，有 

合成纖維編織成的布料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食物、飲料、清潔劑等的化學成分: 

例如:糕餅、蛋黃酥中添加的酥油為化學氫化

植物油等，地板清潔劑中添加化學界面活性劑 

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化學毒物對人體的危害(一): 
什麼是化學毒物呢 ?  
該如何定義毒物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例如:許多食品工業中的化學毒物添加物對人 

體有哪些危害呢 ? 

論分享 □自然科技領域 

5 

化學毒物對人體的危害(二): 

例如:化學工業中的溶劑、組件、塑膠以及許 

多其他類型的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哪些危害

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6 

化學產品提升生活品質(一): 

例如:奈米清淨機、奈米銀、奈米遠紅外線產 

品、生物陶瓷的複合材料、節能磚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7 

生活中的能源(一) : 

化學能源有哪些呢 ? 

再生能源有哪些呢 ? 

能源可以應用哪些方面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生活中的能源(二) : 

例如:綠色能源、生質能源與新太陽能光電產

業帶來哪些潛力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期中影片觀賞與撰寫心得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0 

生活中的光化學: 

什麼是光化學煙霧呢 ?  

例如:光化學煙霧的形成與防治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1 

化學應用於生活中先進科技(一): 

例如:醫藥、材料的應用，包含磁振造影儀

（MRI）、超導材料的磁浮列車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化學應用於生活中先進科技(二): 

例如:奈米材料的應用，包含奈米碳管材料、

奈米光觸媒產品等。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3 

化學對環境影響(一): 

環境荷爾蒙類對環境有哪些危害呢 ? 

微塑膠類對環境有哪些危害呢 ? 

化學品類對環境有哪些危害呢 ? 

人類該如何降低傷害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4 

化學對環境影響(二): 

酸雨對生物與人類有哪些危害呢 ? 

水汙染對環境與人類有哪些危害呢 ? 

臭氧層破壞有哪些危害呢 ? 

人類該如何防治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化學對環境影響(三): 

大氣汙染有哪些危害呢 ? 

土壤汙染有哪些危害呢 ? 

溫室效應有哪些危害呢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人類該如何防治呢 ? 

16 
環保材料、綠色化學產品應用: 

哪些環保材料創造產業高經濟效應 ?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7 
化學對環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永續化學帶給人類怎樣的影響呢？ 

觀看化學新聞專 

題報導影片與討

論分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8 期末影片觀賞與撰寫心得 
影片期末心得報

告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課程須有一主領域，其

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另所跨之領域課程內涵至少須達 30%以上。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