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13     學年度   1  學期 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推廣部 學制  □四技 □二技 □二專 

授課教師 
北殿 義雄 

(Yoshio  KITADONO) 
教師學歷 

日本國立廣島大學理學研

究科物理學科，博士(理學) 

教師經歷 109-112 年: 博雅教育中心 (物理相關科目)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生活中的物理 

科目名稱(英)  Phys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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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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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20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30 % □倫理關懷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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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 ) 

□社會科學領域：( ) 

□自然科技領域：( ) 

教科書  無 

參考書目 

(一)物理，作者:蔡耀智，出版社:新文京，ISBN: 9789864305018。 

(二)生活物理，作者:長澤光晴，出版社:晨星，ISBN: 9789864438686。 

(三)圖解物理學更新版，作者:山田弘，出版社:易博士，ISBN: 9789864800988。 

(四)物理與生活，作者:張振華，出版社: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ISBN: 

978-986-430-557-5。 

(五)讀懂量子力學的第一本書（大科學家講量子的故事，帶你探索最先進的物理科學）

作者：李淼，出版社：漫遊者， ISBN：9789864892167。 

教學目標 

讓包括非理工科系的一般學生能瞭解物理概論並知道在生活中物理現象。授課內容包

括： 

力學,波動,熱學,電磁學,量子力學,相對論,原子。學生不需要物理和數學的知識(若

有更好)。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 30% ) 期中考( 30% ) 期末考( 40% ) 

質化：選擇問題(70-80%，每週課的內容) + 記述問題(30-20%，重要的概念) 



內容綱要 

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各個物理學中的有趣主題，以及它們在生活中的應用。

內容涵蓋了： 

1.力學: 運動定律，離心力是什麼？花式溜冰的物理，功和滑輪的關係。 

2.波動: 一般性質，吉他調弦和物理，為什麼天空的顏色是藍色？ 

3.熱學: 溫度和熱是什麼？為什麼沙漠晚上很冷？永動機是什麼？熵是什麼？ 

4.電磁學: 生活中的電磁現象，悠遊卡的原理，觸電是什麼？超導是什麼？ 

5.量子力學: 為什麼量子力學重要？紅外線溫度計，光感應，雷射。 

6.相對論/原子: GPS和相對論的關係，怎麼找出危險的地下空洞？ 

教學方式 用自編資料講授 (下課後上傳資料，但不是全部)。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為了激發學生的上課動機，考試時學生能帶筆記(但只有自己手寫的筆記)。 

科目進度與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備註 (課程活動與

作業) 

 

1 

課程簡介，準備和序論，成績 

第一課，簡介這課程。學術倫理規範。物理是

什麼？為什麼習物理？ 

各位確認名字

單，掃描課程聯絡

LINE群組。學習動

機確認。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力學 1:物體運動，自由落體的有趣的性質 

第二課，我們開始物理中的基礎，力學。力學

是什麼？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是什麼？如果

沒有空氣的阻力的話，物體運動怎麼樣？ 

課程介紹， 

看落體運動實驗

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力學 2:運動法則，角動量和花式溜冰 

第三課，牛頓是誰？牛頓做了什麼？運動定律

是什麼？為什麼生活中離心力非常重要？花

式溜冰和角運動量的有趣的關係。 

課程介紹， 

看花式溜冰的運

動員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力學 3:能量的種類，功和滑輪 

第四課是科學中的重要的性質，守恆定律。守

恆定律是什麼？功和位能是什麼？重力位能

是什麼？功和滑輪的有趣的關係。 

看動漫中的滑輪

和功的關係。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5 

波動 1:波動的特性，音波 

第五課，簡介波動。波動的重要的特性是繞射

和干涉，這些是什麼？音是什麼？多普勒效應

是什麼？拍頻（差頻）是什麼？吉他的調弦怎

麼做？ 

看波動和多普勒

效應和的影片，做

吉他調弦實驗。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6 

波動 2:光波的特性，為什麼天空為藍色？ 

第六課，光波的一般特性是什麼？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例是什麼？我們學為什麼晴空的顏色

是藍色？為什麼日落的顏色是紅色？ 

看天空的顏色跟

瑞利散射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7 

熱力學 1: 熱和溫度是什麼？ 

第七課，我簡介溫度和熱。絕對溫度是什麼？

熱的三種移動方法是什麼？為什麼保溫瓶內

咖啡的溫度不變？為什麼沙漠的晚上很冷？ 

看比熱和海洋/沙

漠的溫度變化的

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熱力學 2:熱學定律，永動機，熵是什麼？ 

第八課，我簡介熱學重要的結果，熱學定律（熱

力學中的收入·存款·支出的關係）。永動機是

什麼？熵是什麼？生活中潛熱。 

看潛熱和冷氣的

原理的影片，看熵

是什麼？的影

片。考試的注意。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期中考 

問題是期中考以前的內容 

考試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0 

電磁學 1:電磁現象 

第九課，我們看電磁學的歷史。人們怎麼發現

了電磁現象？電場和 DNA片鑑定，磁場和 MRI

的關係。 

看電場和DNA片鑑

定，磁場和MRI的

關係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1 

電磁學 2:電磁波，電磁感應和悠遊卡 

第十課，我們看電磁學最有名的方程式，馬克

士威方程。電磁波是什麼？電磁學中最方便的

應用例是悠遊卡。電磁感應是什麼？ 

看生活中的X光的

應用例，法拉第是

誰？，電磁感應和

悠遊卡的關係的

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電磁學 3: 電路，觸電，超導 

第十一課，我們看別的應用例，電路。直流和

交流是什麼？電阻是什麼？台灣的重要產業

是半導體，這是什麼物體？為什麼觸電危險？

超導是什麼？ 

看生活中的半導

體的影片，超導的

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3 

量子力學 1:量子論的歷史 

第十二課，我們簡介量子世界。量子力學誕生

看製鐵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的歷史很有意思。我們要知道量子力學的歷史

和生活中的應用例。為什麼要量子力學？製鐵

和量子力學的關係，紅外線溫度計和量子論。 

14 

量子力學 2:光是什麼？量子論的光 

第十三課，我們看量子力學中有趣的世界。日

常世界中的光和極小世界中的光有什麼不一

樣？量子世界和陰陽圖的關係。為什麼愛因斯

坦獲得了諾貝爾獎？ 

看光是什麼的研

究，愛因斯坦的影

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量子力學 3:量子論的影響，薛丁格的貓 

第十四課，我們看量子世界中的非日常特性。

量子狀態的疊加時什麼狀態？薛丁格的貓是

什麼？薛丁格的貓活？死？ 

我們看量子力學

中的跨領域題目

之一，薛丁格的貓

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6 

相對論: 愛因斯坦是誰？ 

第十五課，我們簡介相對論。相對論有一點

難。所以你們不要理解全體，但我們看相對論

的非日常世界。GPS和相對論的關係。 

看GPS和相對論的

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7 

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是什麼？ 

第十六課，我們看基本粒子。我們的生活中有

有趣的應用例。怎麼看金字塔的內部？怎麼找

出危險的地下空洞？ 

看金字塔掃描技

術的影片。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8 期末考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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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年 4月 7日 109-2博雅通識中

心第 1次教評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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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