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複式顯微鏡實驗操作觀察檢核表1	 (永久標本)	

註:能	獨	立	操	作：不需他人提示即可自行完成。	

能依指示操作：需要他人給予口頭提示才可完成。	

未能依指示操作：需要他人給予明確指示、動手協助才可完成。	

複式顯微鏡實驗操作觀察檢核表	2	 (																	) 七上⾃然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項
目
項
次 操作應注意要點

符合程度

能獨立操作	
(3	分)

能依指示操作	
(2	分)

未能依指示操作	
(1	分)

準
備
工
作

1.
拿顯微鏡的手勢是否正
確：一手握鏡臂，一手托
鏡座。

2. 放置桌面，距離桌緣約
10公分

觀
察
工
作

3. 將玻片放上載物臺對準
圓孔並用玻片夾夾住

4. 轉低倍物鏡

5. 轉動粗調節輪，讓物鏡
與玻片最為接近

6. 調整適當亮度（光圈、
反光鏡）

7. 轉動粗調節輪找到影像
（適當移動玻片）

8. 將目標影像調至清晰並
移至視野中央

9. 更換高倍物鏡，並轉細
調節輪使影像清晰

結
束
工
作

10.	 將載物台（鏡筒）降至
最低並將物鏡轉至最低
倍

11. 桌面清潔並將實驗器材
歸位

總分：

項
目
項
次 操作應注意要點

符合程度

能獨立操作	
(3	分)

能依指示操作	
(2	分)

未能依指示操作	
(1	分)

準
備
工
作

1.
拿顯微鏡的手勢是否正
確：一手握鏡臂，一手
托鏡座

2.
放置桌面，距離桌緣
約10公分

3.
玻
片
標
本
製
作

滴	1	滴(													)
在載玻片上

4.
撕下(													)，
放置於載玻片上的
(													)中

5. 蓋上蓋玻片並吸掉
過多的染劑或水

觀
察
工
作

6. 將玻片放上載物臺對準圓孔並用玻片夾夾住

7. 轉低倍物鏡

8. 轉動粗調節輪，讓物鏡
與玻片最為接近

9. 調整適當亮度	（光圈、反光鏡）

10
轉動粗調節輪找到影像
（適當移動玻片）

11. 將目標影像調至清晰並
移至視野中央

12. 更換高倍物鏡，並轉細
調節輪使影像清晰

結
束
工	
作

13. 將載物台降至最低並將物鏡轉至最低倍

14. 桌面清潔並將實驗器材歸位

總分：



 

 

 

 

 

 
 
 
 

「你今天看片了嗎？」 ⼀個全⺠瘋顯微鏡的年代
改編⾃：王玠⽂─海⽣館 出版中⼼

    您知道三百多年前(1665年)的年度暢銷書是哪⼀本
嗎？答案可能讓您驚訝，是由英國科學家羅伯特‧虎克匯
集⾃製顯微鏡所觀察的圖像所撰寫的《顯微圖譜》，在
顯微鏡尚未普及的年代，此書向公眾展⽰了令⼈意想不
到的微觀⼤千世界。這本書不但記錄了⼈類第⼀次發現
細胞的時刻，虎克也以精湛的筆法畫出他在鏡頭下的觀
察(右圖)。此書由皇家學會出版，是該單位第⼀本重要
出版物，也是史上第⼀部科學暢銷書。
     這些精美的圖像，⼤概也是⼈們第⼀次⾒證到視覺素
材在科普傳播中的威⼒。這股「明察秋毫」的熱情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迎來最⾼峰，隨
著技術普及，顯微鏡不再只是紳⼠階層昂貴的玩具，形成了⼀個「全⺠瘋顯微鏡」的景
況，此時興起的產業還有玻片製造商。許多規定也在當時產⽣，比如我們現在最常⾒的
載玻片尺⼨是長3英⼨、寬1英⼨，即是源⾃1839年的「倫敦顯微鏡學會」。
     除了向專業製造商購買玻片外，⾃⼰製作玻片在⺠間也蔚為風潮。⼈們觀察的素材來
源從⾝邊的花草樹⽊到收藏的書卷畫冊都有，⽽海洋世界也是⼈們獲取標本的來源之
⼀。史學家相信，現代⼈去海邊度假的愛好可能起源於維多利亞時代。海洋⽣物的微觀
世界就是當時顯微鏡發燒友們的⾸選，所觀察的物種從海邊⾙殼到⽔中微⽣物無⼀不
包。當時的⼈們為了採集更多樣本會到海邊⼩住幾⽇，也順便度假，這項娛樂隨著⾃然
主義興起被廣為流傳。顯微鏡出現後也改變了⼈們「觀看」與「思考」的⽅式，比⽅說
童話故事裡迷你尺⼨的「⼩仙⼦」就是這股熱潮下的產物。

  德國的博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在1904年出版的《⾃然界的藝術形態》
也蔚為流⾏，書中包含了100多幅各式各樣的⽣物插畫，其中亦收錄像放射蟲、⽔⺟、
海葵等⽣物精美的繪圖，書中對⾃然萬物對稱與精緻結構的描繪深深影響了新藝術運
動。
     海克爾的科學版畫作品將顯微鏡繪圖藝術推上巔峰，卻也成為此產業急速沒落的⾒
證。隨著顯微攝影技術的發達，科學版畫旋即式微。顯微鏡的發展技術在19世紀之後就
逐漸放緩，直到1986年的諾⾙爾獎得主恩斯特‧魯斯卡(Ernst August Friedrich Ruska)為
我們帶來了第⼀台電⼦顯微鏡，讓觀看倍率提升⾄百萬倍，解像⼒達到奈米等級，「顯
奈鏡」比「顯微鏡」更能形容科學家們所看到的景象。顯微鏡由全⺠的娛樂玩具再次成
為科學家的專業⼯具。從繪圖到攝影，從全⺠運動到專業研究，顯微鏡發明以來不斷地
帶給⼈們看世界的另⼀種⾓度，相信在未來⼈們也將持續運⽤「魔鏡」來探索眼未曾看
過，⼼未曾想過的奧秘⽣命。

● 寫出顯微鏡興起為世界帶來的改變(⾄少三項)，並⽤螢光筆在⽂章中標記
1.  2.
3.

● 「顯奈鏡」與「顯微鏡」的差異是？

● 本次顯微鏡課程觀察的玻片標本，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為什麼？ 

七上⾃然學習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構造 功能

目鏡              標本影像。

物鏡              標本影像。

旋轉盤 更換                。

光圈 調整              。

反光鏡
調整光線的             與亮度 

（      面鏡可聚光）。

粗調節輪          幅度地調整物鏡與標本的距離，使影像清楚。

細調節輪          幅度地調整物鏡與標本的距離，使影像清楚。

https://1.bp.blogspot.com/-4vsIzXABRKI/XYCUy4mVKTI/AAAAAAAABXc/jFeTxQTG-F0JUhpP_Lo_0fUIPuqyVdrFgCPcBGAYYCw/s1600/1-1%25E5%25B0%2588-2+%25E6%258B%25B7%25E8%25B2%259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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