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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檔已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自動翻譯功能進行翻譯。請注意，可能存在一些不準確之處。如有

任何其他問題，請聯繫標準審查團隊。 

介紹 
本文檔是對華盛頓州科學學習標準的高級概述，該標準維護了現有的 K-12 下一代科學標準 （NGSS
），增加了總體優先標準，並添加了華盛頓州環境和可持續性標準 （ESE）。正式通過後，可以在公

共教育總監辦公室 （OSPI） 網站上找到支援理解和實施這些標準的更多檔。 

優先標準 
優先標準涵蓋了每個領域的核心思想，併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廣泛的目標。學生獲得和理解這些優

先標準可確保學生在所有科學內容領域的學習。現有的NGSS標準將優先標準解壓縮並作為年級/等
級的評估里程碑，這些標準被命名為每個優先標準的支持標準。教育工作者應使用這些支援標準來

設計他們的教學，並朝著優先標準的方向發展。 

Standards標籤 
氣候科學 
標有 [氣候] 標籤的標準包括那些與 氣候科學有直接聯繫和支援性聯繫的標準。這些標準描述了學生

瞭解地球系統以及地球和人類活動的機會。這包括對氣候、人類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對人類的影

響的直接理解，以及學生在高年級理解這些概念所需的基礎知識。 

工程 
標有 [Engineering] 標籤的標準旨在包含工程學科核心思想。這並不妨礙教育工作者將工程學整合到

其他標準中。每個年級/等級中的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ETS） 標準定義了學生成功發展和展示工

程熟練程度所需的關鍵技能和知識。 

環境和可持續性標準 （ESE） 
標有 [ESE] 標記的標準支援 ESE 標準的實施。ESE 標準位於每個年級的末尾，將科學和社會研究與基

於地方和本地相關的學習相結合，以吸引學生參與交流、數學和解決社區及其他地區環境問題的現

實世界問題。  

https://www.climateedresearch.org/publications/2013/Climate-Change-NGSS.pdf


 

 頁面 | 7 
 

科學與工程實踐  
學生應該有足夠的機會在他們的科學學習經歷中體驗所有的科學和工程實踐 （SEP）。雖然支援標

準是用單一的標準必要專利編寫的，但這並不排除使用其他標準必要專利來探索和解釋現象以及設

計問題的解決方案。請參閱 SEP 年級進展 有關科學和工程實踐的更多描述。 
• 提出問題和定義問題 
• 開發和使用模型 

• 規劃和執行調查 
• 分析和解釋數據 
• 使用數學和計算思維 
• 構建解釋和設計解決方案 
• 從證據中進行論證 

橫切概念 
學生應該有足夠的機會在他們的科學學習經歷中體驗所有跨領域概念 （CCC）。雖然支援標準是用

單一的CCC編寫的，但這並不排除使用其他CCC來探索和解釋現象以及設計問題的解決方案。請參閱 
CCC 年級水準進展 有關跨領域概念的更多描述。 

• 模式 
• 因果關係：作用機制與解釋 
• 規模、比例、數量 
• 系統和系統模型 
• 能量與物質 
• 結構與功能 
• 穩定與變化 

有關標記為 [氣候]、[工程] 或 [ESE] 的標準的資訊，請參閱本文檔的第 6 頁。 

  

https://static.nsta.org/ngss/resources/MatrixForK-12ProgressionOfScienceAndEngineeringPracticesInNGSS.8.14.14.pdf
https://static.nsta.org/ngss/MatrixOfCrosscuttingConcep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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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本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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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自然科學 
如果以不同的方式推或拉物體，會發生什麼？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K.PS2系列 
使用證據、數據和調查來展示和比較推拉如何影響物體的運動;將學到的理解應用於設計和測試有意

識地控制物體運動的方法。 
 
K-PS2-1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比較不同強度或不同方向的推拉對物體運動的影響。 
 
K-PS2-2型 
分析數據，確定設計解決方案是否按預期工作，通過推或拉來改變物件的速度或方向。[工程] 
 
陽光如何影響地球上物體的溫度？我們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K.PS3系列 
使用證據和調查來展示陽光如何影響表面溫度;利用所學的理解來設計和建造一個結構，可以降低被

太陽加熱的表面的溫度。 
 
K-PS3-1型 
進行觀測以確定陽光對地球表面的影響。 
 
K-PS3-2型 
使用工具和材料來設計和建造一個結構，以減少陽光對某個區域的溫暖影響。[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生命科學 
植物和動物需要什麼才能生存，它們如何獲得它？ 
優先順序：WA K.LS1 
使用證據和模型來展示和解釋生物需要什麼才能生存，以及它們如何從它們居住的地方獲得它。 
 
K-LS1-1型 
使用觀測值來描述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生存所需的模式。[環境教育] 
 
K-ESS2-2型 
構建一個有證據支援的論點，說明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如何改變環境以滿足它們的需求。[環境

教育] 
 
K-ESS3-1型 
使用模型來表示不同植物或動物（包括人類）的需求與其居住地之間的關係。[氣候][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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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與空間科學 
我們可以在天氣中看到哪些模式，我們如何利用這些模式來確保安全？ 
優先順序：WA K.ESS2 
使用證據和數據來展示和解釋當地天氣的模式，以及人類如何使用這些模式來提前計劃和設計安全

。 
 
K-ESS2-1型 
使用和分享對當地天氣狀況的觀察結果來描述一段時間內的模式。[氣候] 
 
K-ESS3-2型 
提出問題以獲取有關天氣預報目的資訊，以準備和應對惡劣天氣。[氣候][工程] 
 
人類如何説明地球？ 
優先順序：WA K.ESS3 
發展和分享關於人類如何幫助和保護他們居住的環境的想法。 
 
K-ESS3-3型 
傳達解決方案，以減少人類對當地環境中的土地、水、空氣和/或其他生物的影響。[氣候][工程][環
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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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K.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簡單問題的解決方案。  
 
K-2-ETS1-1 
提出問題，進行觀察，並收集有關人們想要改變的情況的資訊，以定義一個簡單的問題，該問題可

以通過開發新的或改進的物件或工具來解決。 
 
K-2-ETS1-2 
開發一個簡單的草圖、繪圖或物理模型，以說明物體的形狀如何説明它根據需要解決給定問題。 
 
K-2-ETS1-3 
分析旨在解決同一問題的兩個對象的測試數據，以比較每個物件的性能優勢和劣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K.ESE.1 
通過基於項目的學習，與當地社區（包括部落）合作，開展與自然、社會和經濟相互關聯的領域相

關的調查，然後就當地環境問題進行交流並採取行動。 
 
K.ESE.1-1 
設計一項調查，以探索與金錢、社會、環境問題和可持續性解決方案在當地和部落社區中的作用相

關的現象。 
 
K.ESE.1-2 
分析和評估在校園內收集的數據，以解釋由於自然環境和人為建築結構相互影響而產生的當地科學

現象。 
 
K.ESE.1-3 
參與基於地方的學習，就可持續社區的個人和集體解決方案進行交流並採取行動，重點關注部落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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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自然科學 
光和聲音能做什麼？ 
優先順序：WA.1.PS4 
使用證據、數據和調查來展示和解釋光和聲音的行為方式;利用所學的理解來設計溝通問題的解決方

案。 
 
1-PS4-1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提供證據證明振動的材料可以發出聲音，而聲音可以使材料振動。 
 
1-PS4-2 
進行觀察以構建一個基於證據的帳戶，即物體只有在被照亮時才能看到。 
 
1-PS4-3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確定將用不同材料製成的物體放置在光束的路徑中的影響。 
 
1-PS4-4 
使用工具和材料來設計和製造一種使用光或聲音的設備，以解決遠距離通信的問題。[工程] 

生命科學 
生物的結構和行為如何幫助它們生存？ 
優先順序：WA 1.LS1 
通過研究和調查來展示和解釋植物和動物如何利用器官和行為來生存：利用學到的理解來設計解決

人類問題的方法。 
 
1-LS1-1 
使用材料通過模仿植物和/或動物如何使用其外部部件來幫助它們生存、生長和滿足它們的需求，從

而設計出人類問題的解決方案。[工程][環境教育] 
 
1-LS1-2 
閱讀文本並使用媒體來確定父母和後代的行為模式，以説明後代生存。 
 
生物與它們的父母有什麼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 
優先順序：WA 1.LS3 
使用觀察性證據來展示和解釋植物和動物父母及其後代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1-LS3-1 
進行觀察以構建一個基於證據的敘述，即年輕的植物和動物與它們的父母相似，但並不完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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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與空間科學 
太陽、月亮和星星是如何導致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模式的？ 
優先順序：WA 1.ESS1 
使用證據、數據和觀察來注意到和描述日光下的模式以及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運動。 
 
1-ESS1-1 
使用對太陽、月亮和星星的觀察來描述可以預測的模式。 
 
1-ESS1-2 
在一年中的不同時間進行觀察，以將日光量與一年中的時間聯繫起來。 

K-2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1.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簡單問題的解決方案。 
 
K-2-ETS1-1 
提出問題，進行觀察，並收集有關人們想要改變的情況的資訊，以定義一個簡單的問題，該問題可

以通過開發新的或改進的物件或工具來解決。 
 
K-2-ETS1-2 
開發一個簡單的草圖、繪圖或物理模型，以說明物體的形狀如何説明它根據需要解決給定問題。 
 
K-2-ETS1-3 
分析旨在解決同一問題的兩個對象的測試數據，以比較每個物件的性能優勢和劣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優先順序：WA.1.ESE.1 
應用基於項目的學習，與當地社區（包括部落）合作，就環境問題進行交流並採取行動。 
 
1.ESE.1-1 
設計一項調查，以探索金錢、社會和環境如何與當地和部落社區的環境問題和可持續性解決方案聯

繫起來。 
 
1.ESE.1-2 
探索校園，進行探究，並解釋與自然環境和人工建築結構如何相互影響相關的科學現象。 
 
1.ESE.1-3 
運用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就可持續社區的個人和集體解決方案進行交流並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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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自然科學 
我們如何知道哪些材料適合工作？ 
優先順序：WA 2.PS1 
使用證據、數據和調查來描述物質及其屬性;運用對性能的學習理解來識別和解釋適合特定目的的材

料。  
 
2-PS1-1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根據其可觀察的特性來描述和分類不同種類的材料。 
 
2-PS1-2 
分析通過測試不同材料獲得的數據，以確定哪些材料具有最適合預期用途的特性。[工程][環境教育] 
 
2-PS1-3 
進行觀察以構建一個基於證據的敘述，說明一個由一小塊碎片組成的物體如何被拆卸並製成一個新

物體。 
 
2-PS1-4 
用證據構建一個論點，證明由加熱或冷卻引起的一些變化可以逆轉，而有些則不能。 

生命科學 
植物如何獲得生長和繁殖所需的東西？ 
優先順序：WA 2.LS2 
使用證據、調查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植物生長和繁殖如何需要物質、能量，有時還需要動物。 
 
2-LS2-1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確定植物是否需要陽光和水才能生長。[環境教育] 
 
2-LS2-2 
開發一個簡單的模型，模仿動物在散播種子或為植物授粉方面的功能。[工程] 
 
一個棲息地可以生活多少種不同的植物和動物？ 
優先順序：WA 2.LS4 
使用證據和數據來識別和比較不同棲息地中生物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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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S4-1 
對植物和動物進行觀察，以比較不同棲息地的生命多樣性。[環境教育] 

地球與空間科學 
地球的特徵是什麼樣子的，它們是如何變化的？ 
優先順序：WA 2.ESS1 
使用研究、證據和數據來展示和解釋地球外觀的快速和緩慢變化。 
 
2-ESS1-1 
使用來自多個來源的資訊來提供證據，證明地球事件可以快速或緩慢地發生。[氣候] 
 
優先順序：WA 2.ESS2 
使用研究、地圖和建模來理解和表示地球上的土地和水;使用工程思維來分析和比較改變土地外觀的

侵蝕解決方案。 
 
2-ESS2-1 
比較旨在減緩或防止風或水改變土地形狀的多種解決方案。[工程][環境教育] 
 
2-ESS2-2 
開發一個模型來表示一個區域中土地和水體的形狀和種類。[環境教育] 
 
2-ESS2-3 
獲取資訊以確定地球上哪裡有水，並瞭解它可以是固體或液體。[環境教育] 

K-2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2.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簡單問題的解決方案。 
 
K-2-ETS1-1 
提出問題，進行觀察，並收集有關人們想要改變的情況的資訊，以定義一個簡單的問題，該問題可

以通過開發新的或改進的物件或工具來解決。 
 
K-2-ETS1-2 
開發一個簡單的草圖、繪圖或物理模型，以說明物體的形狀如何説明它根據需要解決給定問題。 
 
K-2-ETS1-3 
分析旨在解決同一問題的兩個對象的測試數據，以比較每個物件的性能優勢和劣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我們如何共同努力，確保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和可持續的經濟？ 
優先順序：WA.2.ESE.1 



 

 頁面 | 16 
 

通過基於專案的學習，綜合來自多個來源的有關當地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資訊，以便與包括部

落在內的合作夥伴交流社區環境問題並採取行動。 
 
2.ESE.1-1 
研究多個角度，以理解和交流有關金錢、社會和環境如何與課堂、學校、家庭和當地部落社區中發

現的環境問題和解決方案聯繫起來的想法。 
 
2.ESE.1-2 
使用校園和校園來識別自然世界與人造結構之間的聯繫，然後收集、分析在實地學習期間收集的數

據並得出結論。 
 
2.ESE.1-3 
運用知識和技能，在眾多替代解決方案中選擇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來解決環境問題，然後採取

個人或集體行動，真實地交流或實施他們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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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自然科學 
物件如何移動並與其他物件交互？ 
優先順序：WA 3.PS2 
使用證據和數據來調查和測量物體的運動以及力如何影響物體的運動;使用獲得的理解來展示如何在

工程解決方案中使用磁力。 
 
3-PS2-1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提供平衡力和不平衡力對物體運動影響的證據。 
 
3-PS2-2 
對物體的運動進行觀察和/或測量，以提供證據，證明某種模式可用於預測未來的運動。 
 
3-PS2-3 
提出問題以確定兩個不相互接觸的物體之間電或磁相互作用的因果關係。 
 
3-PS2-4 
定義一個簡單的設計問題，可以通過應用有關磁鐵的科學思想來解決。[工程] 

生命科學 
生物在其一生中是如何生長和發展的？ 
優先順序：WA 3.LS1 
使用建模來顯示、比較和對比生命週期模式。 
 
3-LS1-1 
開發模型來描述生物體具有獨特而多樣的生命週期，但所有生物體都有共同的出生、生長、繁殖和

死亡。 
 
是什麼讓生物看起來是這樣的？外表如何影響生存和繁殖？ 
優先順序：WA 3.LS3 
使用證據和數據來展示和解釋遺傳和獲得的特徵;運用對性狀的理解來解釋變異如何影響生存和繁殖

。 
 
3-LS3-1 
分析和解釋數據，以提供證據，證明植物和動物具有從父母那裡繼承的性狀，並且這些性狀的變異

存在於一組相似的生物體中。 
 
3-LS3-2 
使用證據來支援性狀可能受到環境影響的解釋。[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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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S4-2 
使用證據來解釋同一物種個體之間的特徵差異如何在生存、尋找配偶和繁殖方面提供優勢。 
 
生物的特徵、行為和需求與它們居住的環境有何關係？ 
優先順序：WA 3.LS4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生物的特徵和行為如何與它們在環境中的生存能力相關;利用所

學的理解來分析由環境變化引起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3-LS2-1 
構建一個論點，即一些動物形成幫助成員生存的群體。 
 
3-LS4-1 
分析和解釋來自化石的數據，以提供生物體及其很久以前生活的環境的證據。 
 
3-LS4-3 
用證據構建一個論點，即在特定的棲息地中，有些生物可以很好地生存，有些生物可以生存得不好

，有些則根本無法生存。[氣候][環境教育] 
 
3-LS4-4 
當環境發生變化並且生活在那裡的動植物類型可能會發生變化時，就解決所引起的問題提出要求。[
工程][環境教育] 

地球與空間科學 
不同地方的天氣和氣候是什麼樣的，它如何影響生物？ 
優先順序：WA 3.ESS2 
使用研究、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天氣和氣候的模式。 
 
3-ESS2-1 
在表格和圖形顯示中表示數據，以描述特定季節預期的典型天氣狀況。[氣候][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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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SS2-2 
獲取並結合資訊來描述世界不同地區的氣候。[氣候] 
 
優先順序：WA 3.ESS3 
運用工程思維來比較和分析天氣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案。 
 
3-ESS3-1 
就減少天氣相關災害影響的設計解決方案的優點做出聲明。[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3-5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3.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公平測試的標

準、約束和要素。 
 
3-5-ETS1-1 
定義一個簡單的設計問題，反映需求或願望，包括指定的成功標準和對材料、時間或成本的限制。 
 
3-5-ETS1-2 
根據每種解決方案可能滿足問題的標準和約束的程度，生成並比較問題的多種可能解決方案。 
 
3-5-ETS1-3 
計劃並執行公平的測試，其中控制變數並考慮故障點，以確定模型或原型中可以改進的方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我們如何共同努力，確保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和可持續的經濟？ 
優先順序：WA.3.ESE.1 
通過基於專案的學習，綜合來自多個來源的有關當地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資訊，與合作夥伴和

部落合作，促進解決當地環境問題。 
 
3.ESE.1-1 
在分析和介紹社區環境可持續性時引用多個來源和觀點，考慮個人、社區和部落層面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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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SE.1-2 
設計對校園的調查，以收集、分析和展示有關學校建築環境如何改善或降低環境質量的數據（例如

，對水質、空氣品質、生物多樣性、廢物的影響/效益）。 
 
3.ESE.1-3 
收集、分析和評估資訊，建立所需的知識、態度和理解，以展示個人和公民責任，以改善地方層面

的環境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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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自然科學 
能源能做什麼，我們如何利用它？ 
優先順序：WA 4.PS3 
使用證據、數據和調查來解釋能量轉移和運動中物體的能量;將這些理解應用於設計和製造一種能夠
轉換能量的設備。 
 
4-PS3-1 
使用證據來構建一個解釋，將物體的速度與該物體的能量聯繫起來。 
 
4-PS3-2 
進行觀察以提供證據，證明能量可以通過聲、光、熱和電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4-PS3-3 
提出有關物體碰撞時發生的能量變化的問題並預測結果。 
 
4-PS3-4 
應用科學思想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將能量從一種形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設備。[工程] 
 
優先順序：WA 4.PS4 
使用調查、證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能量的行為方式，包括波的行為;設計和評估在模式中使用能量

進行通信的解決方案。 
 
4-PS4-1 
開發一個波模型來描述振幅和波長的模式，以及波會導致物體移動。 
 
4-PS4-2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從物體反射並進入眼睛的光可以使物體被看到。 
 
4-PS4-3 
生成並比較使用模式傳輸資訊的多個解決方案。[工程] 

生命科學 
內部和外部結構如何幫助生物運作和生存？ 
優先順序：WA 4.LS1 
使用建模來展示和解釋植物和動物的內部和外部結構，這些結構有助於它們成功生活。 
 
4-LS1-1 
構建一個論點，即植物和動物具有內部和外部結構，這些結構的功能支援生存、生長、行為和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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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S1-2 
使用模型來描述動物通過感官接收不同類型的資訊，在大腦中處理資訊，並以不同的方式對資訊做

出反應。 

地球與空間科學 
地球的特徵是什麼，它們是如何變化的？ 
優先順序：WA 4.ESS1 
使用證據來展示和解釋地球的特徵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的。 
 
4-ESS1-1 
從岩層中的模式和岩層中的化石中識別證據，以支援對景觀隨時間變化的解釋。[氣候] 
 
優先順序：WA 4.ESS2 
使用調查、證據和數據來展示和解釋地球特徵的模式以及導致這些特徵變化的原因。 
 
4-ESS2-1 
進行觀察和/或測量，以提供風化影響或水、冰、風或植被侵蝕率的證據。[氣候][環境教育] 
 
4-ESS2-2 
分析和解釋地圖中的數據，以描述地球特徵的模式。[環境教育] 
 
人類和地球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優先順序：WA 4.ESS3 
研究以理解和解釋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並設計解決方案以減少環境事件對人類的影響。 
 
4-ESS3-1 
獲取並結合資訊以描述能源和燃料來自自然資源，並且它們的使用會影響環境。[環境教育] 
 
4-ESS3-2 
生成並比較多種解決方案，以減少自然地球過程對人類的影響。[工程][環境教育] 

3-5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4.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公平測試的標

準、約束和要素。 
 
3-5-ETS1-1 
定義一個簡單的設計問題，反映需求或願望，包括指定的成功標準和對材料、時間或成本的限制。 
 
3-5-ET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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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每種解決方案可能滿足問題的標準和約束的程度，生成並比較問題的多種可能解決方案。 
 
3-5-ETS1-3 
計劃並執行公平的測試，其中控制變數並考慮故障點，以確定模型或原型中可以改進的方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我們如何共同努力，確保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和可持續的經濟？ 
優先順序：WA.4.ESE.1 
通過基於項目的學習，使用來自多個來源的有關當地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信息綜合證據，以促

進解決當地環境問題的方式與社區合作夥伴和部落合作。 
 
4.ESE.1-1 
在分析和介紹社區環境可持續性時引用多個來源和觀點，考慮個人、社區和部落層面的價值觀。 
 
4.ESE.1-2 
在校園內設計一項調查，進行觀察和/或測量，提供建築環境對環境質量影響的證據（例如，對水質

、空氣品質、生物多樣性、廢物的影響/效益）。 
 
4.ESE.1-3 
應用科學思想來解決與環境可持續性相關的設計問題，展示與華盛頓部落主權相關的個人和公民責

任所需的知識、態度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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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自然科學 
物質的特性是什麼，是什麼導致這些特性發生變化或保持不變？ 
優先順序：WA 5.PS1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調查和測量物質的特性，以及結合物質或改變其溫度如何影響這些特性。 
 
5-PS1-1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物質是由太小而無法看到的粒子組成的。 
 
5-PS1-2 
測量和繪製數量以提供證據，證明無論在加熱、冷卻或混合物質時發生何種類型的變化，物質的總

重量都是守恆的。 
 
5-PS1-3 
進行觀察和測量，以根據材料的特性來識別材料。 
 
5-PS1-4 
進行調查以確定兩種或多種物質的混合是否會導致新物質。 

生命科學 
生物是如何使用物質和能量的？ 
優先順序：WA 5.LS1 
使用調查、證據和數據來展示和解釋植物從哪裡獲得生長所需的物質。 
 
5-LS1-1 
支援一種觀點，即植物主要從空氣和水中獲取生長所需的物質。 
 
優先順序：WA 5.PS3 
使用模型來展示和解釋太陽能量如何通過由植物和動物組成的系統，包括這些能量如何用於生命過

程。 
 
5-PS3-1 
使用模型來描述動物食物中的能量（用於身體修復、生長、運動和保持身體溫暖）曾經是來自太陽

的能量。 
 
優先順序：WA 5.LS2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物質在生態系統的生物和非生物部分之間的運動。 
 
5-LS2-1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物質在植物、動物、分解者和環境中的運動。[氣候][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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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與空間科學 
生活在地球上如何影響我們的所見所感？ 
優先順序：WA 5.ESS1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地球、太陽、月亮和星星的相對位置和運動如何導致我們在地

球上看到的模式。 
 
5-ESS1-1 
支持這樣一種論點，即與其他恆星相比，太陽的表觀亮度差異是由於它們與地球的相對距離。 
 
5-ESS1-2 
在圖形顯示中表示數據，以揭示陰影的長度和方向、白天和黑夜的每日變化模式，以及夜空中某些

星星的季節性外觀。 
 
優先順序：WA 5.PS2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地球的品質如何影響其表面物體的感覺（重量）和行為。 
 
5-PS2-1 
支援地球對物體施加的引力是向下的論點。 
 
地球的各個部分是如何協同工作的？ 
優先順序：WA 5.ESS2 
使用證據和建模來展示和解釋地球的四個主要球體如何相互作用以及這些相互作用的影響。 
 
5-ESS2-1 
使用示例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地圈、生物圈、水圈和/或大氣相互作用的方式。[氣候][環境教育] 
 
5-ESS2-2 
描述並繪製各種水庫中的鹹水和淡水量，以提供有關地球上水分佈的證據。[環境教育] 
 
人類如何共同努力來保護我們的地球？ 
優先順序：WA 5.ESS3 
進行研究，以展示和解釋社區如何對當地和全球環境的健康產生積極影響。 
 
5-ESS3-1 
獲取並結合有關各個社區如何使用科學思想來保護地球資源和環境的資訊。[氣候][環境教育] 

3-5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我們如何設計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優先順序：WA 5.ETS1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測試和改進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公平測試的標

準、約束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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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TS1-1 
定義一個簡單的設計問題，反映需求或願望，包括指定的成功標準和對材料、時間或成本的限制。 
 
3-5-ETS1-2 
根據每種解決方案可能滿足問題的標準和約束的程度，生成並比較問題的多種可能解決方案。 
 
3-5-ETS1-3 
計劃並執行公平的測試，其中控制變數並考慮故障點，以確定模型或原型中可以改進的方面。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我們如何共同努力，確保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和可持續的經濟？ 
優先順序：WA.5.ESE.1 
通過基於專案的學習，綜合來自多個來源的有關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資訊，以與社區合作夥伴

（包括部落）一起理解、設計、交流當地環境問題並採取行動。 
 
5.ESE.1-1 
在分析相關的當地環境問題及其如何與社會、經濟和環境系統相聯繫時，引用多個來源和觀點，同

時考慮個人、社區和部落規模的個人價值觀。 
 
5.ESE.1-2 
設計對校園的調查，以收集、分析和展示有關學校建築環境如何改善或降低環境質量的數據（例如

，對水質、空氣品質、生物多樣性、廢物的影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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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SE.1-3 
開展一個專案，具體說明當地的環境問題，確定解決方案路徑，解決問題，並報告結果，展示個人

知識、態度以及對個人和公民責任的理解，以改善環境正義和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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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年級 
自然科學 

MS-PS1 物質及其相互作用 
原子和分子相互作用如何解釋我們看到和感覺到的物質的性質？ 
優先順序：WA.MS.PS1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展示原子和分子相互作用如何解釋物質的性質。將這種理解應用於設計一

種釋放或吸收熱能的設備。 
 
MS-PS1-1型 
開發模型來描述簡單分子和擴展結構的原子組成。[氣候] 
 
MS-PS1-2型 
分析和解釋物質相互作用前後的物質特性數據，以確定是否發生了化學反應。 
 
型號：MS-PS1-3 
收集並理解資訊，以描述合成材料來自自然資源並影響社會。[氣候][環境教育] 
 
型號：MS-PS1-4 
開發一個模型，用於預測和描述當添加或去除熱能時純物質的運動、溫度和狀態的變化。[氣候][環
境教育] 
 
MS-PS1-5型 
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描述原子總數在化學反應中如何不改變，從而品質守恆。 
 
型號：MS-PS1-6 
進行設計專案，以構建、測試和修改通過化學過程釋放或吸收熱能的設備。[工程] 

MS-PS2 運動和穩定性：力和相互作用 
如何描述物體之間和物體系統內部的物理相互作用？ 
優先順序：WA.MS。PS2播放機 
使用來自調查的數據來構建一個關於不同力如何相互作用以產生運動的論點。應用這種理解來設計

涉及碰撞對象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MS-PS2-1型 
應用牛頓第三定律來設計涉及兩個碰撞物體運動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工程] 
 
MS-PS2-2型 
計劃進行調查，以提供證據證明物體運動的變化取決於物體上的力和物體的品質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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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S2-3型 
詢問有關數據的問題，以確定影響電力和磁力強度的因素。 
 
型號：MS-PS2-4 
使用證據構建和提出論點，以支援引力相互作用具有吸引力並取決於相互作用物體的品質這一說法

。 
 
MS-PS2-5型 
進行調查並評估實驗設計，以提供證據，證明即使物體沒有接觸，物體之間也存在相互施加力的場

。 

MS-PS3 能源 
能量如何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 
優先順序：WA.MS。PS3播放機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支持有關物體和系統之間能量轉移的說法。應用這種理解來設計一種能夠
最小化或最大化熱能傳遞的設備。 
 
MS-PS3-1型 
構建和解釋數據的圖形顯示，以描述動能與物體品質和物體速度的關係。（支援MS-PS3-5） 
 
型號：MS-PS3-2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當在一定距離上相互作用的物體的排列發生變化時，系統中存儲的勢能量不同

。 
 
MS-PS3-3型 
應用科學原理來設計、構造和測試能夠最小化或最大化熱能傳遞的設備。[工程][環境教育] 
 
MS-PS3-4型 
計劃進行調查，以確定傳遞的能量、物質類型、品質以及通過樣品溫度測量的粒子平均動能變化之

間的關係。[氣候] 
 
MS-PS3-5型 
構建、使用和提出論據來支援以下主張：當物體的動能發生變化時，能量會轉移到物體或從物體傳

遞。 

MS-PS4波及其在資訊傳輸技術中的應用 
波的特徵是什麼，如何使用它們？ 
優先順序：WA.MS。PS4播放機 
使用建模和數學表示來描述波的特性及其應用。 
 
型號：MS-PS4-1 
使用數學表示來描述一個簡單的波模型，其中包括波的振幅如何與波中的能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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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MS-PS4-2 
開發並使用模型來描述波通過各種材料被反射、吸收或傳輸。[氣候] 
 
MS-PS4-3型 
整合定性的科學和技術資訊，以支援數位化信號是比類比信號更可靠的編碼和傳輸資訊方式的說法

。 

生命科學 

MS-LS1從分子到生物體：結構和過程 
如何解釋細胞對生物體功能的貢獻方式？ 
優先順序：WA.MS。LS1型 
使用證據和建模來支持對細胞如何對生物體的結構和功能做出貢獻的解釋。 
 
型號：MS-LS1-1 
進行調查，以提供證據證明生物是由細胞構成的;一個儲存格或許多不同數量和類型的儲存格。 
 
型號：MS-LS1-2 
開發並使用模型來描述整個細胞的功能以及細胞各部分對功能的貢獻方式。 
 
型號：MS-LS1-3 
使用有證據支援的論點來說明身體是如何由細胞組組成的相互作用的子系統。 
 
型號：MS-LS1-4 
使用基於經驗證據和科學推理的論據來支援對特徵性動物行為和特殊植物結構如何分別影響動植物

成功繁殖概率的解釋。 
 
型號：MS-LS1-5 
根據環境和遺傳因素如何影響生物體生長的證據，構建科學的解釋。[氣候][工程] 
 
型號：MS-LS1-6 
根據光合作用在物質迴圈和能量流入和流出生物體中的作用的證據，構建科學的解釋。[氣候][環境

教育] 
 
型號：MS-LS1-7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食物如何通過化學反應重新排列，形成新的分子，這些分子支持生長和/或釋放

能量，因為這種物質在生物體中移動。 
 
MS-LS1-8型 
收集和合成感覺受體對刺激做出反應的資訊，方法是向大腦發送消息以立即採取行動或存儲為記憶

。 



 

 頁面 | 31 
 

MS-LS2 生態系統：相互作用、能量和動力學 
一個由生物和非生物組成的系統如何運作以滿足生態系統中生物體的需求？ 
優先順序：WA.MS。LS2型 
使用證據和建模來支援對生態系統的生物和非生物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並被生物體利用的解釋。

將這種理解應用於設計解決方案，以解決與維護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系統服務相關的問題。 
 
MS-LS2-1型 
分析和解釋數據，為資源可用性對生態系統中的生物體和生物體種群的影響提供證據。[氣候][環境

教育] 
 
MS-LS2-2型 
構建一個解釋，預測多個生態系統中生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模式。[氣候][環境教育] 
 
型號：MS-LS2-3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生態系統的生物和非生物部分之間的物質迴圈和能量流動。[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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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MS-LS2-4 
構建一個得到經驗證據支援的論點，即生態系統的物理或生物組成部分的變化會影響種群。[氣候][
環境教育] 
 
型號：MS-LS2-5 
評估相互競爭的設計解決方案，以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MS-LS3遺傳：性狀的遺傳和變異 
生物體是如何將性狀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 
優先順序：WA.MS。LS3型 
開發和使用關於生物體如何將性狀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模型，以及環境如何影響生物體發育的性狀

，以及後代的遺傳資訊如何與父母相同或不同。 
 
MS-LS3-1型 
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描述為什麼位於染色體上的基因的結構變化（突變）可能會影響蛋白質，並

可能對生物體的結構和功能產生有害、有益或中性的影響。 
 
MS-LS3-2型 
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描述為什麼無性繁殖會導致具有相同遺傳資訊的後代，而有性生殖會導致具

有遺傳變異的後代。 

MS-LS4 生物進化：統一與多樣性 
生物體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以響應環境的變化？ 
優先順序：WA.MS。LS4型 
使用證據和數據來解釋生物體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以響應環境變化。 
 
MS-LS4-1型 
分析和解釋化石記錄中模式的數據，這些模式記錄了地球上生命歷史上生命形式的存在、多樣性、

滅絕和變化，前提是自然法則今天和過去一樣運作。 
 
MS-LS4-2型 
運用科學思想，對現代生物之間、現代生物與化石生物之間的解剖學異同進行解釋，推斷進化關係

。 
 
MS-LS4-3型 
分析圖形數據顯示，比較多個物種胚胎發育的相似性模式，以識別在完全形成的解剖結構中不明顯

的關係。 
 
MS-LS4-4型 
基於證據構建一個解釋，描述群體中性狀的遺傳變異如何增加某些個體在特定環境中生存和繁殖的

可能性。 
 
型號：MS-L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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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綜合有關技術的信息，這些技術改變了人類影響生物體所需性狀遺傳的方式。 
 
型號：MS-LS4-6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援對自然選擇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種群中特定性狀的增加和減少的解釋。 

地球與空間科學 

MS-ESS1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麼？是什麼構成了我們的太陽系，地球的運動如何解
釋季節和日食？人們如何弄清楚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
變化？ 
優先順序：WA.MS。環境與社會1 
使用數據和建模來解釋地球的歷史和在宇宙中的位置，包括天體運動模式和太陽系動力學。 
 
MS-ESS1-1型 
開發並使用地球-太陽-月亮系統模型來描述月相、日食和月食以及季節的迴圈模式。[環境教育] 
 
MS-ESS1-2型 
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描述重力在星系和太陽系內運動中的作用。 
 
MS-ESS1-3型 
分析和解釋數據以確定太陽系中物體的尺度特性。 
 
MS-ESS1-4型 
根據岩層的證據構建科學解釋，說明如何使用地質時間尺度來組織地球 46 億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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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SS2 地球系統 
地殼內和地殼上的物質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構造板塊的運動如何影響

地球表面？水如何影響天氣，在海洋中迴圈，並塑造地球表面？哪些因素相互
作用並影響天氣？生物體如何改變了地球，地球不斷變化的條件如何影響生物
體？ 
優先順序：WA.MS。環境與社會2 
使用證據、數據和建模來解釋地球的主要系統（地圈、水圈、大氣圈和生物圈）如何相互作用以塑

造地球表面的材料和過程。 
 
MS-ESS2-1型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地球物質的迴圈以及驅動這一過程的能量流動。[環境教育] 
 
MS-ESS2-2型 
根據證據構建一個解釋，說明地球科學過程如何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改變地球表面。[環境教

育] 
 
MS-ESS2-3型 
分析和解釋有關化石和岩石分佈、大陸形狀和海底結構的數據，以提供過去板塊運動的證據。 
 
MS-ESS2-4型 
開發一個模型來描述由太陽能量和重力驅動的水在地球系統中的迴圈。[環境教育] 
 
MS-ESS2-5型 
收集數據以提供證據，說明氣團的運動和複雜的相互作用如何導致天氣條件的變化。[氣候][環境教

育] 
 
MS-ESS2-6型 
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描述地球的不均等加熱和自轉如何導致大氣和海洋環流模式，從而決定區域

氣候。[氣候][環境教育] 

MS-ESS3 地球與人類活動 
所需自然資源的可用性與自然發生的過程有何關係？如何預測自然災害？人類
活動如何影響地球系統？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全球氣候正在發生變化？ 
優先順序：WA.MS。環境與社會分類3 
使用數據和證據來構建關於人類活動對地球系統影響的解釋。將這種理解應用於工程方法，以監測

和最小化人類對環境的影響。 
 
MS-ESS3-1型 
根據證據構建科學解釋，說明地球礦產、能源和地下水資源的不均勻分佈是過去和當前地球科學過

程的結果。[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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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SS3-2型 
分析和解釋自然災害數據，以預測未來的災難性事件，併為技術開發提供資訊，以減輕其影響。[氣
候][環境教育] 
 
MS-ESS3-3型 
應用科學原理來設計一種方法，以監測和最小化人類對環境的影響。[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MS-ESS3-4型 
構建一個有證據支持的論點，說明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的人均消耗如何影響地球系統。[氣候][環境

教育] 
 
MS-ESS3-5型 
提出問題以澄清過去一個世紀導致氣候變化的因素的證據。[氣候][環境教育] 

6-8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優先順序：WA.MS。ETS1型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評估和完善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問題的解決方案;包括對人類和自然

環境的影響，並使用系統策略來確保解決方案符合標準和限制。 
 
MS-ETS1-1型 
以足夠的精度定義設計問題的標準和約束，以確保成功的解決方案，同時考慮到相關的科學原則以

及可能限制可能的解決方案的對人類和自然環境的潛在影響。[氣候][環境教育] 
 
MS-ETS1-2型 
使用系統化流程評估相互競爭的設計解決方案，以確定它們對問題的標準和約束條件的滿足程度。[
環境教育] 
 
MS-ETS1-3型 
分析測試數據，確定多個設計解決方案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從而確定每個解決方案的最佳特性

，這些特性可以組合到新的解決方案中，以更好地滿足成功標準。[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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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MS-ETS1-4 
開發一個模型來生成數據，用於反覆運算測試和修改提議的物件、工具或過程，從而實現最優設計

。[環境教育]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優先順序：WA.MS。ESE.1 
通過設計和實施解決不同規模的環境正義和可持續性問題的公民參與專案，展示對生態、社會和經

濟系統之間聯繫的理解。 
 
女士。ESE.1-1 
運用對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理解，在地方、區域、國家和部落範圍內開發和交流環境問題的解

決方案。 
 
女士。ESE.1-2 
設計一項調查，以收集、分析和呈現有關當地社區的建築環境如何改善或降低環境質量的數據（例

如，對水質、空氣品質、生物多樣性、廢物的影響/效益）。 
 
女士。ESE.1-3 
開展一個專案，指定當地環境問題，確定解決方案路徑，解決問題，並以展示個人知識、態度以及

對環境正義和可持續社區的個人和公民責任的理解的方式報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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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年級 
自然科學 

HS-PS1 物質及其相互作用 
如何解釋物質的結構、性質和相互作用？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HS.PS1型 
開發和使用數據中的原子結構和模式模型來了解物質的化學性質，包括化學反應、核反應和物質結

構的結果。將這種理解應用於反應的能量，包括速率和平衡，並採用精細設計來增加反應產物。 
 
HS-PS1-1型 
使用元素週期表作為模型，根據原子最外層能級的電子模式預測元素的相對性質。 
 
HS-PS1-2型 
根據原子的最外層電子狀態、元素週期表中的趨勢以及化學性質模式的知識，構建和修改對簡單化

學反應結果的解釋。 
 
HS-PS1-3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收集證據以在體積尺度上比較物質的結構，以推斷粒子之間的電力強度。 
 
HS-PS1-4型 
開發一個模型來說明化學反應系統的能量釋放或吸收取決於總鍵能的變化。 
 
HS-PS1-5型 
應用科學原理和證據來解釋改變反應顆粒的溫度或濃度對反應發生速率的影響。[環境教育] 
 
HS-PS1-6型 
通過指定條件的變化來優化化學系統的設計，這些條件將在平衡時產生更多的產品量。[工程] 
 
HS-PS1-7型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援原子（因此品質）在化學反應過程中是守恆的說法。 
 
HS-PS1-8型 
建立模型來說明原子核組成的變化以及裂變、聚變和放射性衰變過程中釋放的能量。 

HS-PS2 運動和穩定性：力和相互作用 
如何解釋和預測對象之間和對象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PS2播放機 
計劃調查、收集數據並使用製圖表達來創建有關單個物體的凈力、品質和加速度之間的關係以及物

體（包括磁鐵）之間的重力和靜電力的聲明。將這種理解應用於物體系統、設計的材料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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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S2-1型 
分析數據以支援牛頓第二運動定律描述宏觀物體上的凈力、其品質和加速度之間的數學關係的說法

。 
 
HS-PS2-2型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持這樣一種說法，即當系統上沒有合力時，物體系統的總動量是守恆的。 
 
HS-PS2-3型 
應用科學和工程思想來設計、評估和改進一種設備，該設備可在碰撞期間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宏觀物

體的力。[工程] 
 
HS-PS2-4型 
使用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和庫侖定律的數學表示來描述和預測物體之間的引力和靜電力。 
 
HS-PS2-5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提供證據證明電流可以產生磁場，而變化的磁場可以產生電流。 
 
HS-PS2-6型 
傳達有關為什麼分子水平結構在設計材料的功能中很重要的科學和技術資訊。[工程] 

HS-PS3 能源 
能量是如何轉移和守恆的？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PS3播放機 
使用模型和調查來表示和理解物體內的能量以及系統中的能量變化。通過設計一種在形式之間轉換

能量的裝置，以及通過關聯場如何改變物體的能量來應用這種理解。 
 
HS-PS3-1型 
創建一個計算模型，用於計算當已知系統中其他元件的能量變化以及流入和流出系統的能量時，系

統中一個元件的能量變化。 
 
HS-PS3-2型 
開發和使用模型來說明，宏觀尺度上的能量可以解釋為與粒子（物體）運動相關的能量和與粒子（

物體）的相對位置相關的能量的組合。 
 
HS-PS3-3型 
設計、構建和改進一種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工作的設備，以將一種形式的能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能

量。[工程][環境教育] 
 
HS-PS3-4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提供證據證明，當兩個不同溫度的元件在封閉系統中組合時，熱能的傳遞會導

致系統中的元件之間的能量分佈更加均勻（熱力學第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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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S3-5型 
開發和使用兩個物體通過電場或磁場相互作用的模型來說明物體之間的力以及由於相互作用而導致

的物體能量變化。 

HS-PS4波及其在資訊傳遞技術中的應用 
波是如何用來傳遞能量以及發送和存儲資訊的？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PS4播放機 
評估電磁輻射可以用波動模型和粒子模型描述的想法背後的聲明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不同頻率的電

磁輻射在被物質吸收時的影響，以及電磁輻射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如何被技術設備用來捕獲、存儲和

傳輸資訊和能量。 
 
HS-PS4-1型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持關於在各種介質中傳播的波的頻率、波長和速度之間關係的聲明。 
 
HS-PS4-2型 
評估有關使用數位傳輸和資訊存儲的優勢的問題。 
 
HS-PS4-3型 
評估以下觀點背後的主張、證據和推理，即電磁輻射可以用波動模型或粒子模型來描述，並且在某

些情況下，一個模型比另一個模型更有用。 
 
HS-PS4-4型 
評估已發表材料中關於不同頻率的電輻射在被物質吸收時所產生的影響的聲明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氣候] 
 
HS-PS4-5型 
傳達有關某些技術設備如何使用波行為原理和波與物質相互作用的原理來傳輸和捕獲資訊和能量的

技術資訊。[工程] 

生命科學 

HS-LS1從分子到生物體：結構和過程 
生物體是如何生活和生長的？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LS1型 
使用證據並開發模型來解釋生物體內細胞的功能，包括細胞如何利用物質來創建蛋白質和更多細胞

等結構，以及細胞如何轉移、儲存和使用能量。 
 
HS-LS1-1型 
根據證據構建一個解釋，說明DNA的結構如何決定蛋白質的結構，這些蛋白質通過特化細胞系統執

行生命的基本功能。 
 
HS-LS1-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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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並使用一個模型來說明在多細胞生物體內提供特定功能的相互作用系統的層次結構組織。 
 
HS-LS1-3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以提供反饋機制維持體內平衡的證據。 
 
HS-LS1-4型 
使用模型來說明細胞分裂（有絲分裂）和分化在產生和維持複雜生物體中的作用。 
 
HS-LS1-5型 
使用模型來說明光合作用如何將光能轉化為儲存的化學能。 
 
HS-LS1-6型 
根據證據構建和修改關於糖分子中的碳、氫和氧如何與其他元素結合形成氨基酸和/或其他大碳基分

子的解釋。 
 
HS-LS1-7型 
使用一個模型來說明細胞呼吸是一種化學過程，其中食物分子和氧分子的鍵被破壞，新化合物中的

鍵形成，從而產生能量的凈轉移。 

HS-LS2 生態系統：相互作用、能量和動力學 
生物體如何以及為什麼與環境相互作用，這些相互作用的影響是什麼？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LS2型 
使用數學表示和模型來理解生態系統內的穩定性和變化，同時考慮能量和物質的迴圈、生物多樣性

和承載能力。應用這種理解來設計一種解決方案，以減少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HS-LS2-1型 
使用數學和/或計算表示來支援對影響不同尺度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因素的解釋。[氣候][環境教育] 
 
HS-LS2-2型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援和修改基於有關影響生物多樣性和不同規模生態系統中種群的因素的證據的解

釋。[氣候][環境教育] 
 
HS-LS2-3型 
根據有氧和厭氧條件下物質迴圈和能量流動的證據構建和修改解釋。[環境教育] 
 
HS-LS2-4型 
使用數學表示來支援聲明或物質的迴圈和生態系統中生物體之間的能量流動。[氣候][環境教育] 
 
HS-LS2-5型 
開發一個模型來說明光合作用和細胞呼吸在生物圈、大氣圈、水圈和地圈之間碳迴圈中的作用。[氣
候][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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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LS2-6型 
評估聲明、證據和推理，即生態系統中的複雜相互作用在穩定的條件下保持相對一致的生物數量和

類型，但不斷變化的條件可能會導致新的生態系統。[氣候][環境教育] 
 
HS-LS2-7型 
設計、評估和完善解決方案，以減少人類活動對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HS-LS2-8型 
評估群體行為對個體和物種生存和繁殖機會的作用的證據。 

HS-LS3遺傳：性狀的遺傳和變異 
一代的特徵是如何傳遞給下一代的？同一物種甚至兄弟姐妹的個體怎麼會有不
同的特徵？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LS3型 
提出問題並創建聲明，以瞭解生物體中的性狀與DNA在繼承表達性狀中的作用之間的關係。將這種

理解與統計概念相結合，以解釋群體中性狀的變化。 
 
HS-LS3-1型 
提出問題以澄清有關DNA和染色體在編碼從父母傳給後代的特徵性狀指令中的作用的關係。 
 
HS-LS3-2型 
根據以下證據提出並辯護：（1）通過減數分裂產生的新基因組合，（2）複製過程中發生的可行錯

誤，和/或（3）由環境因素引起的突變。[環境教育] 
 
HS-LS3-3型 
應用統計和概率的概念來解釋群體中表達的特徵的變化和分佈。 

房 協。LS4 生物進化：統一性與多樣性 
哪些證據表明不同的物種是相關的？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LS4型 
使用數據、證據和數學推理來解釋通過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將這種理解應用於減輕人類活動對生

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的解決方案。 
 
HS-LS4-1型 
傳達科學資訊，使共同的祖先和生物進化得到多條經驗證據的支援。 
 
HS-LS4-2型 
基於以下證據構建解釋：進化過程主要由四個因素引起：（1）物種數量增加的潛力，（2）由於突

變和有性生殖導致的物種中個體的可遺傳遺傳變異，（3）對有限資源的競爭，以及（4）那些更能

在環境中生存和繁殖的生物的增殖。[環境教育] 
 
HS-LS4-3型 
應用統計和概率的概念來支援以下解釋，即具有有利遺傳性狀的生物體往往與缺乏這種性狀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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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成比例地增加。 
 
HS-LS4-4型 
根據證據構建一個解釋，說明自然選擇如何導致種群的適應。 
 
HS-LS4-5型 
評估支援以下說法的證據：環境條件的變化可能導致（1）某些物種的個體數量增加，（2）隨著時

間的推移出現新物種，以及（3）其他物種的滅絕。[氣候][環境教育] 
 
HS-LS4-6型 
創建或修改類比以測試解決方案，以減輕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地球與空間科學 

HS-ESS1：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麼？是什麼構成了我們的太陽系，地球的運動如何解
釋季節和日食？人們如何弄清楚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
變化？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環境與社會1 
使用數學和計算思維來定性預測太陽系中物體的運動，描述恆星內部產生的過程和元素取決於恆星

的質量和年齡，並應用證據來構建地球形成和早期歷史的解釋。 
 
HS-ESS1-1型 
根據證據開發一個模型，以說明太陽的壽命以及核聚變在太陽核心以輻射形式釋放能量的作用。 
 
HS-ESS1-2型 
基於光譜的天文學證據、遙遠星系的運動和宇宙中物質的組成，構建對大爆炸理論的解釋。 
 
HS-ESS1-3型 
傳達關於恆星在其生命週期中產生元素的方式的科學思想。 
 
HS-ESS1-4型 
使用數學或計算表示來預測太陽系中軌道物體的運動。 
 
HS-ESS1-5型 
評估大陸和海洋地殼過去和當前運動的證據以及板塊構造理論，以解釋地殼岩石的年齡。 
 
HS-ESS1-6型 
應用來自古代地球材料、隕石和其他行星表面的科學推理和證據，構建對地球形成和早期歷史的描

述。 

HS-ESS2：地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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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殼內和地殼上的物質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構造板塊的運動如何影響

地球表面？水如何影響天氣，在海洋中迴圈，並塑造地球表面？哪些因素相互
作用並影響天氣？生物體如何改變了地球，地球不斷變化的條件如何影響生物
體？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環境與社會2 
開發和使用基於數據和證據的模型，以描述地球內部和表面過程（尤其是氣候）的變化是如何由不

同大小和時間尺度下進出地球系統的能量流動變化引起的。 
 
HS-ESS2-1型 
開發一個模型來說明地球的內部和表面過程如何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尺度上運作，以形成大陸和海

底特徵。 
 
HS-ESS2-2型 
分析地球科學數據，聲稱地球表面的一個變化可以產生反饋，從而導致其他地球系統的變化。[環境

教育] 
 
HS-ESS2-3型 
根據地球內部的證據開發一個模型，以描述熱對流作用下的物質迴圈。 
 
HS-ESS2-4型 
使用模型來描述流入和流出地球系統的能量變化如何導致氣候變化。[氣候][環境教育] 
 
HS-ESS2-5型 
計劃並進行調查，瞭解水的特性及其對地球物質和地表過程的影響。[環境教育] 
 
HS-ESS2-6型 
建立定量模型，描述碳在水圈、大氣圈、地圈和生物圈之間的迴圈。[氣候][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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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SS2-7型 
基於地球系統和地球上生命同時協同進化的證據構建一個論點。 

HS-ESS3：地球與人類活動 
所需自然資源的可用性與自然發生的過程有何關係？如何預測自然災害？人類
活動如何影響地球系統？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全球氣候正在發生變化？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環境與社會分類3 
使用基於證據的計算表示來解釋人類活動如何改變地球系統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並預測氣候變

化的速度如何影響地球系統和人類活動。將這種理解應用於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影響的解決方

案。 
 
HS-ESS3-1型 
根據證據構建解釋，說明自然資源的可用性、自然災害的發生和氣候變化如何影響人類活動。[氣候

][環境教育] 
 
HS-ESS3-2型 
根據成本效益比，評估用於開發、管理和利用能源和礦產資源的競爭性設計解決方案。[氣候][工程][
環境教育] 
 
HS-ESS3-3型 
創建計算類比，以說明自然資源管理、人口可持續性和生物多樣性之間的關係。[環境教育] 
 
HS-ESS3-4型 
評估或完善技術解決方案，以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的影響。[氣候][工程][環境教育] 
 
HS-ESS3-5型 
分析地球科學數據和全球氣候模型的結果，對全球或區域氣候變化的當前速度以及未來對地球系統

的相關影響做出基於證據的預測。[氣候][環境教育] 
 
HS-ESS3-6型 
使用計算表示來說明地球系統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是如何由於人類活動而改變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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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工程、技術和科學應用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ETS1 工程設計 
使用建模、調查和數據來設計、評估和完善可以通過工程解決的複雜問題的解決方案;除了安全性和

可靠性等限制因素外，還要考慮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等現實世界的標準。 
 
HS-ETS-1-1型 
分析一項重大的全球挑戰，為考慮到社會需求和願望的解決方案指定定性和定量的標準和約束。[氣
候][環境教育] 
 
HS-ETS-1-2型 
通過將複雜的現實世界問題分解為更小、更易於管理的問題，為複雜的現實世界問題設計解決方案

，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工程來解決。[氣候][環境教育] 
 
HS-ETS-1-3型 
根據優先考慮的標準和權衡來評估複雜現實世界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權衡考慮了一系列約束條件

，包括成本、安全性、可靠性和美學以及可能的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氣候][環境教育] 
 
HS-ETS-1-4型 
使用計算機類比來類比提出的解決方案對複雜的現實世界問題的影響，該問題對與問題相關的系統

內部和系統之間的交互具有許多標準和約束。[氣候][環境教育]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教育 
人類如何與自然合作，設計出可持續的系統，使環境、經濟和社會受益，包括
公共衛生、接觸自然和未來獲得自然資源等因素？ 
優先順序：西澳大利亞州。房 協。ESE.1 
參與基於地方的學習，瞭解自然世界、城市系統和經濟如何相互作用，並通過基於專案的學習，識

別和解決環境問題，以支援從地方到全球規模的公平和可持續的系統。 
 
房 協。ESE.1-1 
運用對生態、社會和經濟系統的理解，在地方、區域、國家、部落和全球範圍內開發和交流環境問

題的解決方案。 
 
房 協。ESE.1-2 
參與基於地點的探究，以收集、分析和評估資訊，對聯繫進行建模，以解釋人類可以支援自然和人

為環境以實現環境可持續性或氣候變化復原力的一種或多種方式。 
 
房 協。ESE.1-3 
開展一個專案，明確當地對全球環境問題的影響，確定解決方案路徑，採取措施解決問題，並報告

結果，以展示確保環境正義和可持續社區所需的知識、態度和對個人和公民責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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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具有不同使用者許可權級別的備用材料許可證在材料中的特定內容旁邊明確標明。  

此資源可能包含指向第三方運營的網站的連結。這些連結僅為方便您而提供，並不構成或暗示OSPI
的任何認可或監控。  

如果對這項工作進行改編，請注意實質性更改並重新命名，刪除任何華盛頓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的
標誌。提供以下署名稱：  

“該資源改編自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提供的原始材料。 原始材料可在OSPI網站上訪問。  

OSPI 提供平等的機會獲得所有計劃和服務，不因性別、種族、信仰、宗教、膚色、國籍、年齡、光
榮退伍的退伍軍人或軍人身份、性取向（包括性別表達或身份）、存在任何感官、精神或身體殘疾

，或殘障人士使用訓練有素的導犬器或服務性動物。有關涉嫌歧視的問題和投訴應致電 360-725-
6162 或郵寄至 47200 Olympia， WA 98504-7200 聯繫公平和民權總監。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作品由華盛頓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根據知識共用署名許可獲得許

可。 所有徽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根據合理使用原則（17 U.S.C. § 107）
使用的部分都有標記。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cess/learning-standards-instructional-materials/washington-state-learning-standards-review
http://www.k12.wa.us/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creativecommons.org%2Flicenses%2Fby%2F4.0%2F&data=04%7C01%7CBen.King%40k12.wa.us%7Cd86b5e4478f04df589cf08d972df7032%7Cb2fe5ccf10a546feae45a0267412af7a%7C0%7C0%7C63766712675599357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J0JztcQCRqYn2DLlDkvEdB0VGQqL3oGbE68cBoZ8XI%3D&reserved=0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creativecommons.org%2Flicenses%2Fby%2F4.0%2F&data=04%7C01%7CBen.King%40k12.wa.us%7Cd86b5e4478f04df589cf08d972df7032%7Cb2fe5ccf10a546feae45a0267412af7a%7C0%7C0%7C63766712675599357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J0JztcQCRqYn2DLlDkvEdB0VGQqL3oGbE68cBoZ8XI%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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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斯·雷克達爾 |州長 
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 
舊國會大廈 |郵政信箱47200 
華盛頓州奧林匹亞 98504-7200 

所有學生都為高等教育途徑、職業和公民參與做好了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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