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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自然與生活科技 

（二）實施時間：103.09.01~104.01.20 

（三）教學年級：五年級 

（四）教學節數：63節 

（五）編修者：郭美麟（編修自南一版國小五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102學年

度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計畫) 

（六）學習目標與相對應能力指標： 

學期總目標 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一、藉由觀察、實驗了解

植物各部位之構造與功

能；透過植物繁殖方式的

介紹，認識植物可利用不

同部位繁殖並藉由繁殖

得以延續生命。 

1-1能藉由觀察、實驗知道植物體內水分由

根部吸收、莖部運送、由葉片散出。 

1-3-1-2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

徵。 

1-3-2-3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1-3-4-1能由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2-1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

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

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4藉著對動物及植物的認識，自訂一些標準把動物、植物分類。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1-2能了解植物根、莖、葉、花、果實和種

子的型態與功能，以及植物果實和種子的傳

播方式。 

1-3能知道植物可利用不同部位進行繁殖以

延續後代。 

1-4能利用二分法將植物進行分類。 

二、透過實驗操作認識氧
氣與二氧化碳的製造與
特性以及兩者與燃燒之

關係；透過了解燃燒原理
對消防安全有所認知。 

2-1能透過實驗知道燃燒需要空氣。 1-3-1-1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氧的製造、燃燒之瞭解、氧化（生鏽）

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汙染等現象。 

2-3-3-4認識促進氧化反應的環境。 

3-3-0-5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

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異。 

5-3-1-3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需營造什麼變因。 

6-3-3-2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2-2能透過實驗操作製造氧氣與二氧化碳，

並知道兩者特性與生活之應用。 

2-3能透過實驗認識燃燒三要素，並知道燃

燒條件不足就能滅火。 

2-4能知道預防火災的方法及遇火災之處理

方式。 

2-5能控制操作變因進行實驗。 

三、實際觀測一天太陽的

升落，知道太陽東升西落

的規律變化。 

3-1 能利用影子的變化推論太陽位置的方位

及仰角。 

1-3-1-1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或看出不同的特

徵。 

2-3-1-1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

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處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對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4-1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有變化，夜晚同

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變化規則。 

3-3-0-3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做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6-3-2-1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果。 

3-2 能利用太陽觀測器觀測太陽的方位及仰

角，並根據記錄畫出太陽位置變化圖。 

3-3 能透過觀測資料了解太陽在四季升落的

變化情形。 

3-4 能了解太陽照射角度對於地球氣溫變化

的影響。 

3-5 能認識古代太陽計時方式與現代太陽能

之應用。 

四、藉由操作察覺聲音

的變化，並了解噪音對
生活的影響。 

4-1能透過觀察知道物體經由震動產生聲

音。 
1-3-3-3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1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2-3-5-2藉製作樂器了解影響聲音高低的因素、音量大小、音色好壞等，

知道樂音和噪音之不同。 

5-3-1-1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6-3-2-2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4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理的應用。 

4-2能藉由操作及觀察了解聲音的大小、高

低、音色變化。 

4-3能依據發聲原理製作簡單樂器。 

4-4能分辨並判定何為噪音並找出降低噪音

的方法。 

【環境教育】1-2-2能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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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學計劃 

週

次 

實施日

期 

學校（或

學年）重

要行事 

對應能力

指標 學習目標 主要學習活動 

節

數

安

排 

教學

資源 

議題

領域 

1 

9.1 

∣ 

9.5 

友善校園

週 

發點名

簿、路隊

調查表、

註冊單、

放學路隊

練習 

1-3-1-2察覺

一個問題或事

件，常可由不

同的角度來觀

察而看出不同

的特徵。 

1-3-5-3清楚

的傳述科學探

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2-1察覺

植物根、莖、

葉、花、果、

種子各具功

能。照光、溫

度、溼度、土

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

息地適應下來

的植物也各不

相同。發現植

物繁殖的方法

有許多種。 

1-1能藉由觀

察、實驗知道

植物體內水分

由根部吸收、

莖部運送、由

葉片散出。 

課程暖身活動： 

1.本學期課程介紹。 

2.作業方式說明。 

單元二：植物世界 

【活動 1-1】植物體內的水分運送 

1.教師引導學生想出使枯萎植物恢復生機的辦法並實

作，推想水分從哪個部位進入植物體。 

2.讓學生發表植物如何吸收和輸送水分。教師引導學

生思考澆水時為什麼要澆在泥土上，討論並察覺「植

物根部是最主要吸水部位」。 

3.讓學生利用紅色食用色素水實驗植物吸收水分的情

形；放置一天後，觀察水位和植物的變化。 

4.將植物各部位切開，觀察顏色水在植物身體中的輸

送情形，了解植物根部吸水後會經由莖輸送到葉。  

5.利用夾鍊袋包住葉子的實驗，讓學生藉由察覺夾鍊

袋裡有霧氣、小水珠，知道水分透過葉子的蒸散作用

散失。 

6.習作 P15.16.17。 

1 

 

 

2 

教師：

有根的

植物

(莧

菜)、紅

色或藍

色食用

色素、

刀片、

放大

鏡、夾

鏈袋、

量筒 

 

2 

9.8 

∣ 

9.12 

 

語文競賽

區賽 

秩序整潔

糾察隊訓

練 

午餐宣導 

愛校巡守

隊開始 

9/13親

師生大掃

除 

中秋節放

假一日 

1-3-4-1能由

各種不同來源

的資料，整理

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2-3-2-1察覺

植物根、莖、

葉、花、果、

種子各具功

能。照光、溫

度、溼度、土

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

息地適應下來

的植物也各不

相同。發現植

物繁殖的方法

有許多種。 

 

1-2能了解植

物根、莖、葉、

花、果實和種

子的型態與功

能，以及植物

果實和種子的

傳播方式。 

【活動 1-2】根的形態與功能 

1.討論根有吸收水分、抓住土壤、固定植物身體等功

能。 

2.透過討論，根除了上述功能外，有些根會特化成不

同的形態和功能，例如蘿蔔塊狀的根可以儲藏水分和

養分；榕樹的氣生根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水分，長至地

面後，則可以支持與固定植株。 

3.習作 P18.19。 

【活動 1-3】莖的形態與功能 

1.討論和觀察莖有輸送水分、支撐植物體等基本功能。 

2.認識莖除了基本功能外，有些植物的莖具有特殊形

態與功能，例如馬鈴薯的莖肥大，可以儲存養分；牽

牛花的莖無法直立，會纏繞於支柱上；草莓的莖在地

面橫走，在節上會產生不定根等。 

3.習作 P20。 

【活動 1-4】葉的形態與功能 

1.從不同角度觀察植物葉片生長的位置，發現葉子生

長的形式都是為了盡可能爭取最多的陽光。 

2.討論與觀察植物枝葉的生長方式，認識植物的葉具

有吸收陽光，製造養分的功能。 

3.認識有些葉會特化成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例如仙人

掌葉成針狀，為了減少水分散失；聖誕紅的葉顏色鮮

3 教師：

各種植

物的圖

片或實

物、九

宮格 

【環境

教育】

1-2-2

能藉由

感官接

觸環境

中的

動、植

物和景

觀，欣

賞自然

之美，

並能以

多元的

方式表

達內心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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豔，能吸引昆蟲傳粉；豬籠草的葉成杯子狀，可以誘

捕昆蟲等。 

4.習作 P21。 

5.網路搜尋「植物的根莖葉」進行補充。 

植物的根莖葉 資料來源─翰林出版社 

【延伸活動】校園植物巡禮 

1.利用概念圖歸納植物根、莖、葉的形態與功能。 

2.教師帶領學生尋找校園生態區中隸屬於該形態之植

物，並記錄完成學習單。 

3.教師設計九宮格遊戲，將校園植物圖片放置其中，

讓學生說出校園植物的特色功能。 

3 

9.15 

∣ 

9.19 

語文競賽

市賽、全

校防災演

習 

樹鳥蝶展

覽 

G5愛滋

病宣導 

秩序整潔

評分開始 

1-3-4-1能由

各種不同來源

的資料，整理

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2-3-2-1察覺

植物根、莖、

葉、花、果、

種子各具功

能。照光、溫

度、溼度、土

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

息地適應下來

的植物也各不

相同。發現植

物繁殖的方法

有許多種。 

1-2能了解植

物根、莖、葉、

花、果實和種

子的型態與功

能，以及植物

果實和種子的

傳播方式。 

 

【農場校外教學】 

1.教師介紹農場特色與參觀重點。 

2.藉由參訪大菁農場及文良農場實地觀察各種植物。 

3.小組依據所學之植物根莖葉形態，透過觀察討論記

錄於校外教學小書。 

【台港兩地綠色家園交流活動】 

 

2 

 

 

 

1 

  

4 

9.22 

∣ 

9.26 

（周五一

年級）交

通安全宣

導、品格

宣導 

9.23 

雲水書坊

行動書車 

9.26 

農場校外

教學 

1-3-1-2察覺

一個問題或事

件，常可由不

同的角度來觀

察而看出不同

的特徵。 

2-3-2-1察覺

植物根、莖、

葉、花、果、

種子各具功

能。照光、溫

度、溼度、土

壤影響植物的

生活，不同棲

息地適應下來

的植物也各不

相同。發現植

物繁殖的方法

有許多種。 

1-2能了解植

物根、莖、葉、

花、果實和種

子的型態與功

能，以及植物

果實和種子的

傳播方式。 

1-3能知道植

物可利用不同

部位進行繁殖

以延續後代。 

【活動 1-5】花、果實和種子的形態與功能 

1.請學生說出中年級學過之植物的身體部位，包含

根、莖、葉、花、果實、種子。 

2.引導學生認識花的構造並說出其功能，包含花瓣可

以引誘昆蟲幫助傳粉、花萼可以保護花瓣及花蕊、雄

蕊與雌蕊可進行繁殖等。 

3.教師說明植物授粉過程，而授粉後花之子房膨脹即

為果實、胚珠即為種子。 

4.透過觀察與討論引導學生察覺果實和種子與傳播方

式的關係。 

5.教師引導學生認識植物傳播方式，包含風力傳播、

自力傳播、動物採食傳播、水力傳播等。 

6.習作 P22.23。 

【活動 2-1】植物的繁殖 

1.讓學生在校園或社區中觀察新長出之植物，討論植

物如何長出；透過資料查詢知道植物可藉由種子、根、

莖、葉等方式生長，且一種植物並非只有一種繁殖方

式。 

2.讓學生蒐集資料了解校園中植物的繁殖方式。 

3.學生分組栽種各種繁殖方式的植物，亦可栽種同一

種植物但具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例如落地生根的葉

3 教師：

完全花

的圖片

或實

物、植

物傳粉

過程的

影片、

落地生

根或地

瓜等植

物、盆

栽、

土、放

大鏡 

【環境

教育】

1-2-2

能藉由

感官接

觸環境

中的

動、植

物和景

觀，欣

賞自然

之美，

並能以

多元的

方式表

達內心

感受。 

http://140.128.190.1/~t1129/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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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種子、地瓜的根與莖等，驗證植物可能有不同的繁

殖方式。 

4.思考不開花、不結果的蕨類植物該如何進行繁殖。 

5.觀察校園蕨類植物的孢子囊群，並用放大鏡觀察孢

子囊的形狀、顏色等。 

6.習作 P24.25。 

5 

9.29 

∣ 

10.3 

防災演練

(防災計

畫) 

1-3-2-3依差

異的程度，作

第二層次以上

的分類。 

2-3-2-4藉著

對動物及植物

的認識，自訂

一些標準把動

物、植物分

類。 

7-3-0-2把學

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1-4能利用二

分法將植物進

行分類。 

【活動 3-1】植物的分類 

1.教師帶領學生觀察校園中的植物，並請學生依小組

分區將植物的外型、特色、生長方式等記錄下來。 

2.教師利用先前和學生討論過之植物功能或繁殖的圖

片，請學生說說看各種植物的特徵。 

3.請學生一次利用一個特徵將植物分成「是」和「不

是」兩群做歸納整理，並直接於黑板上畫出簡單分類

表。 

4.讓學生利用小組觀察紀錄之校園植物進行二分法之

歸納整理。 

5.習作 P26。 

3 教師：

校園植

物紀錄

單、植

物圖片 

 

6 

10.6 

∣

10.10 

收 10月

份午餐費

國慶日放

假一日 

1-3-1-1能依

規劃的實驗步

驟來執行操

作。 

1-3-3-1實驗

時確認相關的

變因，做操控

運作。 

2-3-3-2探討

氧及二氧化碳

的性質；氧的

製造、燃燒之

瞭解、氧化（生

鏽）等，二氧

化碳的製造、

溶於水的特

性、空氣汙染

等現象。 

3-3-0-5察覺

有時實驗情況

雖然相同，也

可能因存在著

未能控制的因

素之影響，使

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相信

現象的變化有

其原因，要獲

得什麼結果，

需營造什麼變

因。 

6-3-3-2體會

在執行的環節

中，有許多關

鍵性的因素需

要考量。 

2-1能透過實

驗知道燃燒需

要空氣。 

2-2能透過實

驗操作製造氧

氣與二氧化

碳，並知道兩

者特性與生活

之應用。 

2-5能控制操

作變因進行實

驗。 

單元三：空氣與燃燒 

【活動 1-1】燃燒需要空氣 

1.請學生說出日常生活曾看過的燃燒現象，了解有空

氣時，物體才能燃燒。 

2.實際點蠟燭觀察燃燒現象。 

3.請學生猜猜看如果利用廣口瓶將蠟燭蓋住會發生什

麼事，接著實際操作，以驗證燃燒需要空氣。 

4.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並實作，讓杯中燭火繼續燃燒的

方法，知道補充新鮮空氣即能讓燭火繼續燃燒。 

5.習作 P29。 

【活動 1-2】氧氣的製造 

1.請學生思考空氣中哪種氣體可以幫助燃燒，是氧氣

或是二氧化碳。 

2.引導學生動手製造氧氣。 

3.提醒學生實驗時須注意之安全事項。 

4.請學生觀察氧氣的顏色、氣味等。 

【活動 1-3】氧氣的特性 

1.利用點燃的線香檢驗，驗證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2.提醒學生實驗時須注意之安全事項。 

3.請學生說出氧氣的最大特性（可以幫助燃燒）。 

4.讓學生發表製造和檢驗氧氣的心得。 

5.習作 P30。 

 

3 教師：

蠟燭、

廣口

瓶、打

火機、

線香、

胡蘿

蔔、保

鮮膜、

廣口

瓶、雙

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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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13

∣

10.17 

高年級線

上校園生

活問卷施

測 

10.21 

雲水書坊

行動書車 

1-3-1-1能依

規劃的實驗步

驟來執行操

作。 

1-3-3-1實驗

時確認相關的

變因，做操控

運作。 

2-3-3-2探討

氧及二氧化碳

的性質；氧的

製造、燃燒之

瞭解、氧化（生

鏽）等，二氧

化碳的製造、

溶於水的特

性、空氣汙染

等現象。 

3-3-0-5察覺

有時實驗情況

雖然相同，也

可能因存在著

未能控制的因

素之影響，使

得產生的結果

有差異。 

5-3-1-3相信

現象的變化有

其原因，要獲

得什麼結果，

需營造什麼變

因。 

6-3-3-2體會

在執行的環節

中，有許多關

鍵性的因素需

要考量。 

2-2能透過實

驗操作製造氧

氣與二氧化

碳，並知道兩

者特性與生活

之應用。 

2-5能控制操

作變因進行實

驗。 

【活動 1-4】氧氣與生活 

1.請學生說出已知氧氣在生活中的應用方式，教師可

進行補充，包含生物呼吸需要氧氣、醫療及水族上的

應用等。 

2.習作 P31。 

【活動 2-1】二氧化碳的製造 

1.請學生猜猜看二氧化碳對於燃燒有什麼作用。 

2.引導學生動手製造二氧化碳。 

3.提醒學生實驗時須注意之安全事項。 

4.請學生觀察二氧化碳的顏色、氣味等。 

【活動 2-2】二氧化碳的特性 

1.利用點燃的線香放入二氧化氮瓶中檢驗，驗證二氧

化碳會使燃燒的物體熄滅。 

2.教師引導學生用線香和澄清石灰水檢驗製造的二氧

化碳，並由實驗中發現二氧化碳不能助然，會使燃燒

的線香熄滅、澄清石灰水變混濁。 

3.請學生說出汽水中的氣體，再利用線香驗證是否為

二氧化碳。 

4.以上實驗提醒學生實驗時須注意之安全事項。 

5.讓學生發表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的心得。 

6.習作 P32.33。 

3 教師：

保鮮

膜、小

蘇打

粉、燒

杯、廣

口瓶、

食用

醋、線

香、蠟

燭、澄

清石灰

水、汽

水  

 

8 

10.20

∣

10.24 

（周五二

年級）交

通安全宣

導、品格

宣導 

G6直道

接力賽

（學活） 

1-3-1-1能依

規劃的實驗步

驟來執行操

作。 

2-3-3-2探討

氧及二氧化碳

的性質；氧的

製造、燃燒之

瞭解、氧化（生

鏽）等，二氧

化碳的製造、

溶於水的特

性、空氣汙染

等現象。 

6-3-3-2體會

在執行的環節

中，有許多關

鍵性的因素需

要考量。 

2-2能透過實

驗操作製造氧

氣與二氧化

碳，並知道兩

者特性與生活

之應用。 

2-3能透過實

驗認識燃燒三

要素，並知道

燃燒條件不足

就能滅火。 

 

【活動 2-3】二氧化碳與生活 

1.請學生說出已知二氧化碳在生活中的應用方式，教

師可進行補充，包含製造舞台效果的乾冰、滅火器、

跳跳糖等。 

2.請學生試著比較氧氣與二氧化碳的特性。 

3.習作 P34。 

【活動 3-1】物質燃燒的條件 

1.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看過紙火鍋，教師可播放影片讓

學生了解何謂紙火鍋。 

紙火鍋 資料來源─youtube。 

2.教師引導學生動手操作紙火鍋，可放入些許麵條，

讓學生相信真的能利用紙煮熟食物。 

3.學生先猜猜看為什麼紙不會燒起來，教師再說明原

因在於水將熱量吸收，因此紙杯吸收不到完全的熱故

無法燃燒。 

4.教師說明此時溫度即稱為「燃點」 

5.教師引導學生說出燃燒需要具備的物品或條件。 

3 學生：

抹布 

 

教師：

紙火鍋

影片、

紙杯、

鐵絲、

蠟燭、

打火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8Fh-s7Ka4


55               基隆市深美國小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五年級教學計畫（自然與生活科技） 
 

6.歸納出燃燒三要素。 

7.習作 P35。 

9 

10.27

∣

10.31 

G3競走

接力賽

（學活） 

2-3-3-2探討

氧及二氧化碳

的性質；氧的

製造、燃燒之

瞭解、氧化（生

鏽）等，二氧

化碳的製造、

溶於水的特

性、空氣汙染

等現象。 

2-3-3-4認識

促進氧化反應

的環境。 

7-3-0-2把學

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2-3能透過實

驗認識燃燒三

要素，並知道

燃燒條件不足

就能滅火。 

2-4能知道預

防火災的方法

及遇火災之處

理方式。 

【活動 3-2】滅火原理 

1.請學生說出燃燒三要素。 

2.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出「燃燒三要素少一樣便無法燃

燒」。 

3.請學生說說看滅火的方法，教師補充。再請學生說

出各種滅火方法是因為少了何種燃燒要素。 

4.教師利用九宮格遊戲設計九種滅火情境，請學生說

出各種情境之滅火原因。 

5.請學生說說看知道或是曾經看過的火災種類以及滅

火器的使用方式。 

6.習作 P36。 

【活動 3-3】火災的預防和逃生 

1.請學生發表引起火災的原因。 

2.請學生說說看如何避免火災以及遇到火災時該採取

哪些行動。 

3.教師補充火災宣導影片。 

火災真相 1資料來源─youtube。 

火災真相 2資料來源─youtube。 

火災真相 3資料來源─youtube。 

3 教師：

九宮

格、滅

火情

境、宣

導影片 

 

10 

11.3 

∣ 

11.7 

收 11月

份午餐費 

11.3 

廣達游於

藝∣黃公

望富春山

居圖展開

幕 

體適能檢

測開始 

期中考週 

  筆記整理與複習 

期中考週 

3 學生：

上課筆

記 

 

11 

11.10

∣

11.14 

陸泳課開

始 

G1拍球

接力賽

（學活） 

1-3-1-1能依

規劃的實驗步

驟來執行操

作。 

1-3-1-2察覺

一個問題或事

件常可由不同

的角度來觀察

或看出不同的

特徵。 

3-1能利用影

子的變化推論

太陽位置的方

位及仰角。 

單元一：太陽 

【活動 1-1】用影子觀測太陽的位置 

1.教師利用中年級觀察月亮的方式引導學生說出可以

如何觀測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  

2.引導學生利用竿影找出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了解

不同時間，竿影的方位和長短會有不同。 

3.利用手電筒、方位板等器材，實際讓學生體會太陽

方位與竿影的關係。 

4.習作 P3.4。 

3 教師：

手電

筒、方

位底

板、竹

籤、油

土 

 

12 11.17 （周五中
1-3-1-1能依

規劃的實驗步

3-2能利用太 【活動 1-2】觀測太陽的位置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利用工具觀測太陽方位和仰

3 教師：

方位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fX3wRz3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XJIZQuxG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C_GsGJA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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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年級）交

通安全宣

導、品格

宣導 

G2、G4健

身操比賽

（學活） 

驟來執行操

作。 

2-3-1-1提出

問題、研商處

理問題的策

略、「學習」操

控變因、觀察

事象的變化並

推測可能的因

果關係。學習

資料處理、設

計表格、圖表

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

應變量之間相

對應的情形，

提出假設或做

出合理的解

釋。 

2-3-4-1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升落方位

（或最大高度

角）有變化，

夜晚同一時間

四季的星象也

不同，但它們

有年度的變化

規則。 

陽觀測器觀測

太陽的方位及

仰角，並根據

記錄畫出太陽

位置變化圖。 

角。 

2.教師引導學生自製太陽觀測器。 

3.讓學生討論發表，觀測太陽時，紀錄表需有哪些項

目、利用哪些方法、如何進行觀測等問題。 

4.教師帶領學生在校園測試太陽觀測器，並記錄。 

5.請學生利用時間從早上到校開始，每節下課時間進

行觀測太陽方位與仰角直至放學回家，將紀錄結果。 

6.習作 P5.6。 

板、竹

籤、油

土、指

北針、

三角板 

13 

11.24

∣

11.28 

體適能檢

測結束 

二年級國

語朗讀觀

摩賽 

2-3-1-1提出

問題、研商處

理問題的策

略、「學習」操

控變因、觀察

事象的變化並

推測可能的因

果關係。學習

資料處理、設

計表格、圖表

來表示資料。

學習由變量與

應變量之間相

對應的情形，

提出假設或做

出合理的解

釋。 

2-3-4-1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升落方位

（或最大高度

角）有變化，

夜晚同一時間

四季的星象也

不同，但它們

有年度的變化

規則。 

3-2能利用太

陽觀測器觀測

太陽的方位及

仰角，並根據

記錄畫出太陽

位置變化圖。 

【天文館校外教學】 

1.教師介紹天文館特色與參觀重點。 

2.藉由參訪天文館了解地球四季變化與太陽的關係。 

3.小組透過觀察討論記錄於校外教學小書。 

【活動 1-3】觀日資料的轉錄 

1.請學生將先前觀日資料轉錄到習作之折線圖上。 

2.教師引導學生說明太陽在折線圖上的運行軌跡。 

3.引導學生利用紀錄之折線圖察覺一天中太陽由東向

西移動，且在中午時高度角最高。 

4.習作 P7。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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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1 

∣ 

12.5 

收 12月

份午餐費 

三年級母

語朗讀觀

摩賽 

教師會年

度改選 

2-3-4-1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升落方位

（或最大高度

角）有變化，

夜晚同一時間

四季的星象也

不同，但它們

有年度的變化

規則。 

3-3-0-3發現

運用科學知識

來做推論，可

推測一些事並

獲得證實。 

3-3能透過觀

測資料了解太

陽在四季升落

的變化情形。 

3-4能了解太

陽照射角度對

於地球氣溫變

化的影響。 

 

【活動 2-1】四季太陽升落的路徑 

1.引導學生討論四季太陽升落位置的察覺經驗。 

2.利用課本圖片請學生察覺四季代表日的竿影圖都不

大一樣。 

3.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四季太陽照射地球的位置，並利

用透明半球體模型及手電筒照射讓學生清楚看出四季

太陽升落方位的變化。 

4.請學生利用半球體的保麗龍球畫出四季太陽升落變

化，以確認學生了解程度。 

5.習作 P8.9。 

【活動 2-2】不同季節日照對生活的影響 

1.教師引導學生探討太陽照射的仰角和氣溫的關係。 

2.教師說明自然界生物必須仰賴太陽生存。 

3.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太陽對生活的影響，以及太陽能

在日常生活中帶來的便利性。 

4.習作 P10.11。 

3 教師：

透明半

球體、

保麗龍

球、手

電筒 

 

15 

12.8 

∣

12.12 

四年級英

語歌謠觀

摩賽 

2-3-4-1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升落方位

（或最大高度

角）有變化，

夜晚同一時間

四季的星象也

不同，但它們

有年度的變化

規則。 

3-3-0-3發現

運用科學知識

來做推論，可

推測一些事並

獲得證實。 

6-3-2-1察覺

不同的辦法，

常也能做出相

同的結果。 

3-5能認識古

代太陽計時方

式與現代太陽

能之應用。 

【活動 3-1】圭表 

1.教師利用九宮格遊戲整理出本單元關於太陽升落方

位、仰角、特色等，使學生清楚了解太陽相關知識。 

2.教師引導學生了解古人觀測時間的方法。 

【活動 3-2】日晷 

1.教師利用圖片請學生觀察古人設計的各式太陽鐘。 

2.引導學生說出各式日晷型式。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出「利用太陽規律運行的特性，

可以設計各式各樣的太陽鐘，以利計時」。 

4.習作 P12。 

3 教師：

九宮

格、古

人計時

方式的

影片、

各式日

晷的圖

片 

 

16 

12.15

∣

12.19 

五年級英

語念謠觀

摩賽 

（周五高

年級）交

通安全宣

導 

G5樂樂

棒球比賽

（泳課） 

1-3-3-3由系

列的相關活

動，綜合說出

活動的主要特

徵。 

1-3-4-1能由

一些不同來源

的資料，整理

出一個整體性

的看法。 

2-3-5-2藉製

作樂器了解影

響聲音高低的

因素、音量大

小、音色好壞

等，知道樂音

和噪音之不

同。 

4-1能透過觀

察知道物體經

由震動產生聲

音。 

4-2能藉由操

作及觀察了解

聲音的大小、

高低、音色變

化。 

單元四：聲音的探討 

【活動 1-1】有聲世界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聲音如何產生，並由各種現象，

推想物體振動時會發出聲音。 

2.請學生試著讓手邊各種物品振動，並讓學生思考如

何證實聲音是由物體振動而發出。 

3.教師引導學生利用音叉放入水中看水的跳動而證

實。 

4.習作 P39。 

【活動 2-1】聲音的大小 

1.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先前結果思考聲音大小聲與物體

振動的關係。 

2.讓學生利用音叉與水驗證振動與聲音大小的關係。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出物體振動越大，聲音越大，振

動越小，聲音越小。 

4.習作 P40。 

3 教師：

音叉、

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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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22

∣

12.26 

歲末感恩

嘉年華會 

G5樂樂

棒球比賽

（泳課） 

2-3-5-2藉製

作樂器了解影

響聲音高低的

因素、音量大

小、音色好壞

等，知道樂音

和噪音之不

同。 

4-2能藉由操

作及觀察了解

聲音的大小、

高低、音色變

化。 

【活動 2-2】聲音的高低 

1.請學生聽一首樂曲，說說看從樂曲中除了聽到大小

聲外，還聽到了什麼。 

2.從學生回答中引導學生思考聲音的高低如何產生。 

3.教師以直笛為例，請學生思考為直笛是利用何種物

體的振動而發出聲音。 

4.請學生吹奏直笛，引導學生思考直笛聲音的高低與

指法有什麼關係。 

5.教師說明在直笛中空氣流動的部分稱為空氣柱。 

6.引導學生歸納出「振動的空氣柱越長，聲音越低沉；

空氣柱越短，聲音越高亢」 

7.利用打擊樂器敲敲看，請學生說明振動物體大小和

聲音高低的關係。 

8.引導學生歸納出「振動越大，聲音越低；振動越小，

聲音越高」 

9.利用弦樂器請學生驗證弦的長短、粗細和鬆緊如何

影響聲音的高低。 

10.引導學生歸納出「弦粗、弦鬆、弦長，聲音較低沉；

弦細、弦緊、弦短，聲音較高亢」 

9.習作 P41.42.43。 

3 學生：

直笛 

 

教師：

樂曲、

鐵琴、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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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 

1.2 

G5樂樂

棒球比賽

（學活）

元旦放假

一日 

2-3-5-2藉製

作樂器了解影

響聲音高低的

因素、音量大

小、音色好壞

等，知道樂音

和噪音之不

同。 

5-3-1-1能依

據自己所理解

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6-3-2-2相信

自己常能想出

好主意來完成

一件事。 
7-3-0-4察覺

許多巧妙的工

具常是簡單科

學原理的應

用。 

4-2能藉由操

作及觀察了解

聲音的大小、

高低、音色變

化。 

4-3能依據發

聲原理製作簡

單樂器。 

【活動 2-3】音色 

1.請全班閉上眼睛，並請兩位自願的學生上台唱歌給

全班聽。 

2.請學生猜猜看第一首與第二首分別是哪一位同學演

唱，並說明原因。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不同人、不同樂器都具有不同

的特色」。 

4.教師說明聲音的大小、高低、音色稱為聲音三要素。 

【活動 2-4】製作簡單的樂器 

1.教師引導學生自製簡單鳥笛。 

2.請每一小組運用教室內或教師提供的物品製作簡單

的樂器。 

3.請小組利用自製樂器上台演奏樂曲。 

4.教師引導學生察覺生活中許多樂器都可以利用聲音

三要素完成。 

5.習作 P44。 

3 教師：

吸管、

筷子、

棉花、

寶特瓶

與橡皮

筋等可

以發出

聲音的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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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9 

收 1、2

月份午餐

費 

秩序整潔

評分結束 

6-3-2-3面對

問題時，能做

多方思考，提

出解決方法 

7-3-0-2把學

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4-4能分辨並

判定何為噪音

並找出降低噪

音的方法。 

【活動 3-1】認識噪音 

1.教師引導學生說出什麼是噪音，並請學生舉例日常

生活中什麼聲音是噪音。。 

2.教師說明分貝為聲音強弱的單位，並說明當音量超

過 70分貝即為噪音。 

3.利用習作 P45分貝表讓學生了解生活中的聲音音

量。 

【活動 3-2】噪音防制 

1.請學生說說看避免噪音的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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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避免噪音是每個人的責任。 

3.習作 P46。 

20 

1.12 

∣ 

1.16 

G5樂樂

棒球比賽

（學活） 

期末考週 

愛校巡守

隊結束 

  筆記整理與複習 

期中考週 

3 學生：

上課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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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1.20 

實施第 2

學期課程 

1-2-5-2 能傾

聽別人的報

告，並能清楚

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5-2-1-1 相信

細心的觀察和

多一層的詢

問，常會有許

多的新發現。 

1 能依據研究

主題，擬定研

究方向與計

畫，並確實執

行。 

2.能將研究結

果與心得製成

報告，與同學

分享。 

【小研究分享】 

1.教師指導學生參考課本步驟，透過分組討論與集思

廣益，擬定各組的研究方法與實行計畫。 

2.教師宜提醒學生依據各組研究主題與分配工作，確

實執行自己的工作。 

3.教師指導學生仔細記錄研究結果與心得，並進行整

理、歸納，製作成一份完整的報告，與同學分享成果。 

3 學生： 

紀錄表 

 

研究主

題的相

關資料

與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