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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自然與生活科技 

（二）實施時間：97 年 2月 12 至 97 年 6月 27 日 

（三）教學年級：五年級 

（四）教學節數：60 節 

（五）編修者：陳柏村（引用自 96 學年度康軒五下自然與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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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知道星座是由星星組合而

成，不同的民族有不同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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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能使用星座盤找星星。 7-3-0-2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1-3 知道星星會有規律的由東

向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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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知道一年四季、相同時刻

會出現不同的星星與星座。 

2-3-4-1 長期觀測，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在改變，

在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年度的規律變化。 

1、透過工

具使用，

觀察、認

識星星及

其變化。

並運用於

生活中。 
1-5 知道北極星的特性，並學

習如何尋找北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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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了解動物的運動方式，及

如何覓食、維持體溫、保護自

己和其社會行為。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

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訊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

棲息地調適生活等生態。 

2-2 了解動物是靠不同的生殖

方式來繁衍生命。 

2-3-2-3 知道動物卵生、胎生、育幼等繁殖行為，發現動物、植

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相似性，但也有些不同。 

2-3 了解動物具有養育、保護

後代等育幼行為。 

2-3-2-3 知道動物卵生、胎生、育幼等繁殖行為，發現動物、植

物它們的子代與親代之間有相似性，但也有些不同。 

2、觀察並

知道常見

動物的運

動方式及

生活。 

2-4 知道如何選擇適合的基準

幫動物分類。 

1-3-2-3 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3-1 知道熱會使物體溫度改

變，而且會經由不同的方式傳

遞。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 

1-3-4-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5-1 知道熱由高溫往低溫傳播，傳播的方式有傳導、對流、

輻射。傳播時會因材料、空間形狀而不同。此一知識可應用於保

溫或散熱上。 

3、探討物

質受熱的

變化，認

識輻射、

傳導和對

流等熱傳

播 的 方

法。 

3-2 知道保溫與散熱的原理與

方法及如何運用。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4-1 知道物體發出聲音時，發

聲部位會產生振動現象。 

2-3-5-2藉製作樂器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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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噪音的意義，了解噪

音管制標準。 

2-3-5-2 藉製作樂器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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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知道樂器如何發出高低、

大小不同的聲音，了解音色的

差別。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4、知道物

體發聲的

原理及發

法，並知

道如何控

制聲音。 

4-4藉由製作樂器，了解樂器

的構造及影響聲音變化的原

因。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8-3-0-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形。 

8-3-0-4 了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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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計畫 
主題： 

週

次 

日

期 

學校

（或年

級） 

重要行

事 

對應能力

指標 

學習

目標 

主要教學活動 

(評量與指導要項) 

節

數 

教學

資源 

議題融

入 

1 
2.12-2

.15 

2.12(二)

始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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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 辨識

出資料的特徵

及通性並作詮

釋。 

7-3-0-2 能安

全妥善的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

器具。 

 

1-1 知道

星座是由

星星組合

而成，不

同的民族

有不同傳

說。 

1-2 能使

用星座盤

找星星。 

【一、美麗的星空】 

【活動一 星星知多少】 

【活動 1-1】星空的傳說 

1.教師可以引導學生發表「看星星的經

驗」。 

2.星座的組合可以作為辨認星星的依

據，有助於在滿天星斗認識星星。 

3.利用習作附件的透明片來操作、觀

察。 

【活動 1-2】認識星座盤 

1.星座盤有很多種，雖然有部分不同的

地方，但使用方法大致相同，都可以幫

助我們觀星。 

2.指導學生參閱所附的使用方法。 

3.有些星座盤會提供一些和星星相關的

常識，如星等、主要亮星等，鼓勵學生

參考閱讀。 

4.天球形狀的概念為三度空間的想像

圖，較為抽象，學生有時不易理解。盡

量引起學生以前觀測月亮及太陽的舊經

驗，再擴大延伸三度空間概念。 

5.教師引導歸納：用星座盤可幫助我們

夜間觀星。 

6.教師歸納：星星的位置可用方位及仰

角來表示。 

3 習作、星

座盤 

 

2 
2.18-2

.22 

量身高體

重 

1-3-4-2 辨識

出資料的特徵

及通性並作詮

釋。 

2-3-4-1 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 升 落 方 位

（或最大高度

角）在改變，

在夜晚同一時

間，四季的星

象也不同，但

它們有年度的

規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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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安

全妥善的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

1-2 能使

用星座盤

找星星。 

1-3 知道

星星會有

規律的由

東向西移

動。 

 

【一、美麗的星空】 

【活動一 星星知多少】 

【活動 1-3】到戶外觀星 

1.指導學生看課本圖示，發表應攜帶的

裝備，師生共同討論為什麼要準備這些

器材物品。 

2.可複習舊經驗，讓學生能運用東西南

北的語詞描述星星的位置及方向。 

3.提醒學生在觀測月亮時，已有用拳頭

數來測高度角的經驗，可用來觀測星

星。 

4.使用軟體模擬星空，讓學生使用星座

盤對照。 

5.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和太陽一樣會發

3 星 座

盤、星空

模 擬 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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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 出光和熱的星星，稱為「恆星」。 我們

看到的星星大多數為恆星。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3 
2.25-2

.29 

2.28(四)

和平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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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 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 升 落 方 位

（或最大高度

角）在改變，

在夜晚同一時

間，四季的星

象也不同，但

它們有年度的

規律變化。 

5-3-1-2 知道

細心、切實的

探討，獲得的

資料才可信。 

1-3 知道

星星會有

規律的由

東向西移

動。 

 

【一、美麗的星空】 

【活動二 星星位置的改變】 

【活動 2-1】星星的位置如何改變 

1.學生在以前學過太陽和月亮在天空會

由東向西移動，在此先喚起學生的舊經

驗，與接下來的教學活動產生連結。 

2.指導學生描繪出北斗七星的七個亮星

點。 

3.指導學生用不同顏色的筆來描出不同

時間的北斗七星，以方便觀察討論。 

4.觀察紀錄的項目應包含日期、每次觀

察的時間、地面參考體、方向等。 

5.原則上間隔3小時觀察一次，較能明

顯看出北斗七星的位置變化，若有困

難，只要在接近預定適當時刻觀察即

可。 

6.教師引導學生歸納：星星、月亮、太

陽都由東向西移動，而且具有規則性。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3 星 座

盤、習作

附件 

 

4 
3.3-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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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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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 長期

觀測，發現太

陽 升 落 方 位

（或最大高度

角）在改變，

在夜晚同一時

間，四季的星

象也不同，但

它們有年度的

規律變化。 

 

1-4 知道

一 年 四

季、相同

時刻會出

現不同的

星星與星

座。 

1-5 知道

北極星的

特性，並

學習如何

尋找北極

星。 

【一、美麗的星空】 

【活動二 星星位置的改變】 

【活動 2-2】四季不同的星空 

1.需透過長期的觀測才能察覺四季有不

同星空，基於現實的考量，請學生操作

星座盤先獲得概念，未來有機會再進行

長期觀測。 

2.學生根據星座盤發表當時的星空所出

現的星星或星座，教師皆予以鼓勵。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北斗七星的位置

四季都不同；四季看到的星空都不相

同。 

【活動三 認識北極星】 

【活動 3-1】尋找北極星 

1.讓學生發表對北極星的認識。 

2.由於地球自轉的關係，使得天上的星

星看起來像是繞著北極星在旋轉；也因

為地軸的軸頂指向北極星，所以北極星

的位置固定不動。 

3.讓學生模擬觀察當地球自轉時，為什

麼天上的星星看起來都在動，而地軸軸

頂指向北極星，所以北極星的位置永遠

不動。 

4.北極星可以指引方向，黑夜時，可以

3 星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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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在大海航行的船隻，或在深山或沙

漠中迷失方向的人們。 

5.引導學生觀察星座盤中仙后座和北極

星的相對位置；再轉一轉星座盤，會發

現無論仙后座的位置如何改變，它的連

線都會指向北極星。 

評量方式：習作評量 

5 
3.1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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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 觀察

動物形態及運

動方式之特殊

性及共通性。

觀察動物如何

保持體溫、覓

食、生殖、傳

遞訊息、從事

社會性的行為

及在棲息地調

適 生 活 等 生

態。 

2-1 了解

動物的運

動方式，

及如何覓

食、維持

體溫、保

護自己和

其社會行

為。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一 動物如何求生存】 

【活動 1-1】動物的運動 

1.鼓勵學生仔細觀察不同動物的外形和

運動方式，讓學生由觀察活動中，察覺

動物的運動與其形態具有密切的相關。 

2.同樣都是有腳的動物，其運動方式不

一定相同。。 

3.教師歸納：動物的運動方式與其外形

構造有密切的關係；同一類動物外形及

運動方式具有共通性。 

【活動 1-2】動物的覓食 

1.參考課本頁上的圖片，讓學生說明動

物是如何覓食的。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不同的動物其覓食

的策略不同，策略不同所表現出的行為

也不同，其實動物的食物和動物的生

長、生存及生殖有密切關係。 

3.動物生存的環境不同，取得的食物也

會不一樣。 

4.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動物的外形構造

會影響其覓食行為，口部構造則和牠們

所吃的食物關係密切。 

3 動 物 圖

卡 

 

6 
3.17-3

.21 
 

1-3-3-3 由系

列 的 相 關 活

動，綜合說出

活動的主要特

徵。 

2-3-2-2 觀察

動物形態及運

動方式之特殊

性及共通性。

觀察動物如何

保持體溫、覓

食、生殖、傳

遞訊息、從事

社會性的行為

及在棲息地調

適 生 活 等 生

態。 

5-3-1-2 知道

細心、切實的

探討，獲得的

資料才可信。 

2-1 了解

動物的運

動方式，

及如何覓

食、維持

體溫、保

護自己和

其社會行

為。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一 動物如何求生存】 

【活動 1-3】動物如何維持體溫 

1.教師讓學生先發表為什麼狗兒喜歡在

夏天伸出舌頭的原因，倘若沒有學生能

正確說出「狗兒藉著這種行為散熱，以

維持適當的體溫」，教師再告訴學生正

確原因。 

2.動物的體溫有其生存的範圍，過高或

過低對動物來說都是不適當的。這裡並

不需要知道其他動物的體溫，教師可以

人的體溫為例子，請學生發表體溫過高

或過低時對人體有哪些影響？ 

3.構造及外形可以幫助動物保護、維持

正常體溫之外，恆溫動物有些機制可以

幫助動物度過寒冷的氣候。 

3 動 物 圖

卡、有保

護 色 動

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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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1-4】動物如何保護自己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尋找小動物的遊

戲，目的在讓學生體驗動物保護色的意

義，發現動物的體色、外形和環境差異

越小，越能隱藏自己，不被天敵發現。 

2.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對動物體色及外

形和外界環境之間的關係，讓學生自行

發現動物「保護色」的存在與意義。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動物為了能夠生

存，身體大都演化成可適應環境的體

色，以保護自己不受到敵害，並且達到

獵捕食物的目的。 

4.教師透過說明與複習舊經驗，引導學

生歸納：不同的動物具有不同的禦敵或

避敵的方式。 

7 
3.24-3

.28 

3.28 自治

市長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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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 由系

列 的 相 關 活

動，綜合說出

活動的主要特

徵。 

2-3-2-2 觀察

動物形態及運

動方式之特殊

性及共通性。

觀察動物如何

保持體溫、覓

食、生殖、傳

遞訊息、從事

社會性的行為

及在棲息地調

適 生 活 等 生

態。 

2-1 了解

動物的運

動方式，

及如何覓

食、維持

體溫、保

護自己和

其社會行

為。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一 動物如何求生存】 

【活動 1-5】動物的社會行為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觀察螞蟻的行進路

線與傳遞訊息的方式。 

2.教師鼓勵學生將觀察到的行為加以描

述：兩隻螞蟻相遇時，會用觸角碰觸對

方，或是互相用口器輕咬，藉此來傳遞

訊息。 

3.教師可說明螞蟻在行進的時候，腹部

會分泌一種化學物質，稱為傳訊費洛

蒙，別的螞蟻可以追蹤這種氣味前進。

學生只要能說出螞蟻用氣味傳遞訊息即

可，當白紙被撕掉一部分後，螞蟻因為

沒有氣味可以依循，因此會出現混亂局

面，待一切重新找到定位，氣味又能引

領螞蟻恢復原先的秩序，繼續搬運牠的

食物。 

4.教師說明：蟻后體型最大，一個蟻窩

裡只有一隻蟻后，主要任務是產卵，可

活五、六年以上。雄蟻有翅膀，壽命不

到一年，負責和蟻后交配。工蟻和兵蟻

皆屬於職蟻，壽命約一年，是生長遲緩

的雌蟻，沒有翅膀，也無法產卵。兵蟻

的主要工作是保護蟻巢，對抗外敵。而

工蟻要做的工作很龐雜，包括挖洞築

巢、覓食、照顧卵和幼蟲，以及和兵蟻

共同保衛家園等內容，有助於引導學生

了解社會性動物的分工情形。 

5.教師引導學生察覺猴子、大象、蜜

蜂、狼等動物也具有社會行為。 

3 螞 蟻 觀

察箱（教

師自備） 

 



基隆市深美國小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五年級教學計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45 

6.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傳遞訊息是一種

社會行為；動物的社會行為可以增進生

存能力。 

評量方式：習作評量 

8 
3.31-4

.4 

4.4( 五 )

民族掃墓

節 

2-3-2-3 知道

動物卵生、胎

生、育幼等繁

殖行為，發現

動物、植物它

們的子代與親

代之間有相似

性，但也有些

不同。 

5-3-1-2 知道

細心、切實的

探討，獲得的

資料才可信。 

2-2 了解

動物是靠

不同的生

殖方式來

繁 衍 生

命。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二 動物如何延續生命】 

【活動 2-1】動物的繁殖 

1.學生對剛出生的小動物大都憐愛有

加，教師可由此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2.學生根據日常生活的觀察和經驗，很

容易就能說出一些胎生動物，尤其是老

鼠、貓、牛、兔子、馬等，更是熟悉的

胎生動物。 

3.教師說明胎生動物胚胎在母體內藉著

臍帶，經由母體的血液循環交換營養物

及廢物。胎兒出生後臍帶被截斷，肚臍

是臍帶被截斷的痕跡，表示人也是胎生

動物。肚臍胎兒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 

4.思考卵生動物的胚胎就在卵裡面漸漸

孵化成長。 

5.胚胎的營養來自卵本身，教師可準備

一些雞蛋，將蛋打破後讓學生觀察雞蛋

的蛋黃部分，說明蛋黃就是雞蛋提供營

養的主要部分。 

6.卵生動物胚胎的營養主要來自卵中的

卵黃；而胎生動物胚胎的營養來自母

體。 

7.卵生動物以卵的樣子自母體產下；胎

生動物則以小動物的樣子產下。 

8.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子代與親代之間具

有相似性，也就是族群間的遺傳現象。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3 動 物 圖

卡 

 

9 
4.7-4.

11 
 

2-3-2-3 知道

動物卵生、胎

生、育幼等繁

殖行為，發現

動物、植物它

們的子代與親

代之間有相似

性，但也有些

不同。 

5-3-1-2 知道

細心、切實的

探討，獲得的

資料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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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動物是靠

不同的生

殖方式來

繁 衍 生

命。 

2-3 了解

動物具有

養育、保

護後代等

育 幼 行

為。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二 動物如何延續生命】 

【活動 2-1】動物的繁殖 

1.引導學生由外形特徵仔細推敲，發現

許多與父母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了解初

步的遺傳概念即可。 

2.鼓勵學生經由日常生活經驗，或經由

觀察自己飼養的寵物生產後的情景，舉

例分享所見到的例子。 

3.藉由親代、子代的特徵辨識，鼓勵學

生多參與家庭活動、家庭共學，增進家

人感情。 

4.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動物的子代與親

3 動 物 圖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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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間，有相似的特徵，但也有不同的

特徵。 

【活動 2-2】動物的育幼行為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有些動物具有育

幼的行為，如鳥類、哺乳類等；有些沒

有，如大部分的魚類等。 

2.教師可向學生說明：育幼行為最大的

好處在於確保動物後代的生存，此外，

育幼時間越長，相對幼體生存機率越

高、學習時間也越長。 

3.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動物有各種不同

育幼方法；動物繁殖的方式與育幼行

為，有助於生命延續。 
1-3-2-3 依差

異的程度，作

第二層次以上

的分類。 

2-4 知道

如何選擇

適合的基

準幫動物

分類。 

【二、動物世界面面觀】 

【活動三 動物的分類】 

【活動 3-1】選擇基準將動物分類 

1.由於學生已學習過如何進行植物分

類，在此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動物的種

類繁多，要如何選擇才較適合練習分

類。 

2.教師先引導學生察覺同一類的動物其

基本的構造相似，但是又會因為生活環

境、習性、食性等，演化出不同的特徵

或發展出不同的行為，故可以找到其中

的異同點來作為分類的基準。 

3.教師提醒學生盡量利用機會觀察身邊

常見的動物，對野生或不易觀察的動物

可透過閱讀、觀賞影片或查資料等方式

了解牠們。 

4.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身邊動物之間的差

異，然後可深入探討為何會有這樣的差

異，並從中歸納整理動物的構造特徵。 

5.教師就課本的鳥類為例，可讓學生研

究鳥的外形構造（如鳥喙、腳形），比

較各種鳥之間的差異，引導思考為何彼

此之間會不太一樣，再深入探討與其生

活的關係。 

6.教師需說明分類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將

動物依不同的特徵，不斷的向下二分，

一直分到不能再分為止。因此，宜引導

學生從相似的構造中，深入觀察細部的

差異。 

7.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從動物的分類表

中，可以整理出某一種動物的特徵。 

評量方式：習作評量 

2 

10 
4.14-4

.18 
期中考 

  期中評量 1 

動 物 圖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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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紙筆測驗 

11 
4.21-4

.25 
 

1-3-1-3 辨別

本量與改變量

之不同(例如

溫度與溫度的

變化) 。 

1-3-4-4 由實

驗的結果，獲

得 研 判 的 論

點。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探

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5-1 知道

熱由高溫往低

溫傳播，傳播

的 方 式 有 傳

導、對流、輻

射。傳播時會

因材料、空間

形狀而不同。

此一知識可應

用於保溫或散

熱上。 

3-1 知道

熱會使物

體溫度改

變，而且

會經由不

同的方式

傳遞。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一 熱是怎樣傳播的】 

【活動 1-1】熱與溫度 

1.日常生活中，以不同生熱方式產生的

熱源，大致可分為燃燒、摩擦、通電、

太陽能等。學生所提出的熱源，只要讓

學生察覺熱有不同來源即可。 

2.教師介紹使用加熱器材的注意事項，

宜提醒學生小心操作；長頭髮的學生需

綁好頭髮；酒精燈需平放於桌面；勿搖

動桌面和加熱附近的物品。 

3.教師引導學生根據實驗結果，察覺加

熱會使溫度升高；溫度越高，物體變得

更熱。 

【活動 1-2】熱的傳導 

1.教師在杯子裡放一支金屬湯匙，再倒

進半杯熱水，過一會兒，請學生摸一摸

湯匙的握把，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為激發學生的創造思考力，建議教師

可演示長柄湯匙從一端受熱的實驗，留

下從不同處加熱的部分由學生實際操

作、親身體驗，並鼓勵各組利用其他器

材設計實驗並實際操作。 

3.教師鼓勵學生思考「在金屬物的中央

加熱、傾斜置放金屬物，改變金屬物的

形狀時，熱傳播現象也會相同嗎？」讓

學生產生想探究的想法，教師可以調整

教學時數來讓學生操作驗證看看。 

4.教師引導學生操作實驗，察覺金屬材

質的物體傳熱速度較快，非金屬材質的

物體傳熱速度較慢。 

5.教師引導學生歸納：熱從溫度高的地

方傳向溫度低的地方；物體的材質不

同，傳熱的快慢也不同。 

3 酒 精

燈、金屬

湯匙、燒

杯 

 

12 
4.28-5

.2 
 

1-3-1-3 辨別

本量與改變量

之不同(例如

溫度與溫度的

變化) 。 

1-3-4-4 由實

驗的結果，獲

得 研 判 的 論

點。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探

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5-1 知道

熱由高溫往低

溫傳播，傳播

的 方 式 有 傳

3-1 知道

熱會使物

體溫度改

變，而且

會經由不

同的方式

傳遞。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一 熱是怎樣傳播的】 

【活動 1-2】熱的傳導 

1.教師引導學生操作實驗，察覺金屬材

質的物體傳熱速度較快，非金屬材質的

物體傳熱速度較慢。 

2.教師引導學生歸納：熱從溫度高的地

方傳向溫度低的地方；物體的材質不

同，傳熱的快慢也不同。 

【活動 1-3】熱的對流 

1.依學習特性來說學生剛學會固體的傳

3 試管、燒

杯、金屬

湯匙、線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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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對流、輻

射。傳播時會

因材料、空間

形狀而不同。

此一知識可應

用於保溫或散

熱上。 

熱方式，常會延伸先備概念，認為液體

的傳熱方式和固體相同，由加熱處逐步

傳送出去。實際上，水是靠受熱後水本

身的流動，把熱傳開來。 

2.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實驗中的各項控

制變因，例如兩支試管的材質、容量要

一樣，加入等量、同溫度的水等。 

3.教師應將此實驗的重點放在讓學生察

覺兩支試管未加熱端的溫度變化即可。 

4.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水受熱後會上

升，所以在試管底部加熱時，下方被加

熱的水會往上與沒加熱的水混合，所以

上面的水很快就熱了。 

5.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熱的水要下降比

較難，所以在試管水面加熱時，下面的

水比較慢變熱。 

6.教師可點燃一支線香，演示空氣傳熱

的方式。 

7.教師引導學生操作實驗，觀察空氣受

熱會往上升，冷空氣下來補充，受熱後

又上升，產生空氣的流動。 

13 
5.5-5.

9 
校慶週 

1-3-1-3 辨別

本量與改變量

之不同(例如

溫度與溫度的

變化) 。 

1-3-4-4 由實

驗的結果，獲

得 研 判 的 論

點。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探

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5-1 知道

熱由高溫往低

溫傳播，傳播

的 方 式 有 傳

導、對流、輻

射。傳播時會

因材料、空間

形狀而不同。

此一知識可應

用於保溫或散

熱上。 

3-1 知道

熱會使物

體溫度改

變，而且

會經由不

同的方式

傳遞。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一 熱是怎樣傳播的】 

【活動 1-3】熱的對流 

1.依學習特性來說學生剛學會固體的傳

熱方式，常會延伸先備概念，認為液體

的傳熱方式和固體相同，由加熱處逐步

傳送出去。實際上，水是靠受熱後水本

身的流動，把熱傳開來。 

2.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實驗中的各項控

制變因，例如燒杯的材質、容量要一

樣，加入等量、同溫度的水等。 

3.教師應將此實驗的重點放在讓學生察

覺燒杯未加熱端的溫度變化即可。 

4.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水受熱後會上

升，所以在燒杯底部加熱時，下方被加

熱的水會往上與沒加熱的水混合，所以

上面的水很快就熱了。 

5.教師可點燃一支線香，演示空氣傳熱

的方式。 

6.教師引導學生操作實驗，觀察空氣受

熱會往上升，冷空氣下來補充，受熱後

又上升，產生空氣的流動。 

3 燒杯、線

香 

 

14 
5.12-5

.16 
校慶週 

1-3-1-3 辨別

本量與改變量

之不同(例如

溫度與溫度的

變化) 。 

3-1 知道

熱會使物

體溫度改

變，而且

會經由不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一 熱是怎樣傳播的】 

【活動 1-4】熱的輻射 

3 保 溫

杯 、 60

瓦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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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由實

驗的結果，獲

得 研 判 的 論

點。 

1-3-5-3 清楚

的傳述科學探

究的過程和結

果。 

2-3-5-1 知道

熱由高溫往低

溫傳播，傳播

的 方 式 有 傳

導、對流、輻

射。傳播時會

因材料、空間

形狀而不同。

此一知識可應

用於保溫或散

熱上。 

同的方式

傳遞。 
1.教師藉著討論讓學生發現除了「傳導」

和「對流」以外，還有另一種傳熱方式。 

2.教師透過學生發表舊經驗，可培養學

生對自然環境的關懷。 

3.教師歸納，「輻射」是一種不需要透

過物質（介質）就可以將熱由高溫處傳

到低溫處的傳熱方式。 

4.說明，太陽的輻射熱進入大氣層後，

不會只以一種方式傳播熱能即可，以引

導接下來的討論。 

5.說明燈泡以輻射方式傳熱時，可將手

放在燈泡上方及燈泡側面，再比較看

看，手在燈泡上方時會比側面時要來得

熱，是因為熱在燈泡上方除了輻射，還

有熱空氣上升（對流）。 

6.學生在認識熱的不同傳播方式後，教

師引導學生學習使用概念圖整理學習重

點。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二 保溫與散熱】 

【活動 2-1】保溫 

1.教師引導學生說出三種以上具有保溫

效果的物品或方法，作為引起學習動

機。 

2.教師說明：在實驗中，要控制的變因

有兩種，一是操縱使其不同的變因，一

是保持不變的變因。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保溫」的實驗

設計除了「保熱」，還有「保冷」。 

4.歸納：金屬傳熱速度最快，保溫效果

最差。 

5.實驗結果歸納：保麗龍傳熱速度最

慢，所以較無法將熱水的熱傳出，故保

溫效果最好。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習作評量 

15 
5.19-5

.23 
 

7-3-0-2 把學

習到的科學知

識和技能應用

於生活中。 

3-2 知道

保溫與散

熱的原理

與方法及

如 何 運

用。。 

【三、熱的傳播與保溫】 

【活動二 保溫與散熱】 

【活動 2-2】散熱 

1.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散熱實驗，過程中

需要改變的變因是容器開口大小；需要

保持不變的變因則有容器材質要相同、

水溫要相同、水量也要一樣。 

2.實作時可提醒學生應選擇同材質而且

大小相同的容器，利用杯蓋或墊板改變

容器開口大小。 

3.歸納：容器的材質和大小相同、但開

3 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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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小不同，散熱的速度也不同。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習作評量 

16 
5.26-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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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 藉製

作樂器瞭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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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物體發出

聲音時，

發聲部位

會產生振

動現象。 

4-2 知道

噪音的意

義，了解

噪音管制

標準。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一 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 

【活動 1-1】聲音的產生 

1.教師藉由討論聲音的產生，讓學生判

斷哪些聲音影響他人安全，或分析周遭

環境的聲音可能與人體健康有什麼關

係？ 

2.教師引導學生在觀察發聲部位時，可

用手感覺到振動，甚至直接觀察到振動

的現象。 

3.引導學生發表觀察結果，歸納出「當

物體發出聲音時，產生聲音的部位會有

振動的現象」概念。 

【活動 1-2】認識噪音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後提出判定「噪音」

的標準。討論結果可能會包括： 令多

數人不舒服的聲音就是噪音。音量太大

的聲音就是噪音。 

2.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噪音的危害除了

會直接傷害聽覺，也易引起頭痛、頭暈

目眩、心跳加快等生理現象，還會影響

情緒，造成心神不寧等狀況。 

3.引導學生思考生活中有哪些減少噪音

的方法。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二 樂音】 

【活動 2-1】各種樂器的聲音 

1.引導學生自由發表各種樂器的聲音，

藉以引起學習動機。2.可請學生閉上眼

睛，猜一猜現在是誰在說話，藉此可得

知每個人的聲音也具有獨特的音色。 

3.引導學生比較身邊的東西，能發生不

同的聲音。 

4.藉由分辨音色活動，可培養學生參與

音樂活動的興趣。 

5.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因為聲音有音

色，所以可以分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聲

音。 

3 噪音（事

先錄製） 

 

17 
6.2-6.

6 
 

2-3-5-2 藉製

作樂器瞭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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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3 能規

4-3 知道

樂器如何

發 出 高

低、大小

不同的聲

音，了解

音色的差

別。 

4-4 藉由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二 樂音】 

【活動 2-2】樂器聲音的高低 

1.觀察木琴，認識木琴的構造與發聲原

理。 

2.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木片的長短，便於

3 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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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組織探討

的活動。 

8-3-0-2 利用

多種思考的方

法，思索變化

事物的機能和

形式。 

製 作 樂

器，了解

樂器的構

造及影響

聲音變化

的原因。 

歸納木琴聲音高低變化與木片的關係。 

3.學生實際操作木琴，觀察木琴聲音高

低的變化。 

4.說明木片長短與木琴聲音高低變化的

關係。 

5.觀察吉他，認識吉他的構造與發聲原

理。 

6.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絃的特徵，便於歸

納吉他聲音高低變化與絃的關係。 

7.學生實際操作吉他，觀察吉他聲音高

低的變化。 

8.說明絃的鬆緊、粗細與吉他聲音高低

變化的關係。 

9.教師引導學生歸納：吉他的弦越粗， 

聲音越低；弦越細，聲音越高。弦越

長， 聲音越低；弦越短，聲音越高。

弦越鬆，聲音越低；弦越緊，聲音越

高。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18 
6.9-6.

13 

6.12 ，

6.13 六年

級畢業考 

6.14 一二

四學生學

習成果展 

6.15 三五

學生學習

成果展 

1-3-3-1 實驗

時確認相關的

變因，做操控

運作 

5-3-1-1 能依

據自己所理解

的知識，做最

佳抉擇。 

8-3-0-3 認識

並設計基本的

造形。 

8-3-0-4 了解

製作原型的流

程。 

4-3 知道

樂器如何

發 出 高

低、大小

不同的聲

音，了解

音色的差

別。 

4-4 藉由

製 作 樂

器，了解

樂器的構

造及影響

聲音變化

的原因。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二 樂音】 

【活動 2-3】樂器聲音的大小 

1.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出彈撥有音箱和沒

音箱的釣魚線，分辨聲音大小不同，察

覺加音箱的釣魚線聲音較大。 

2.教師引導學生實驗後歸納：用力的大

小、音箱的有無等，都會影響樂器聲音

的大小。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三 簡易樂器】 

【活動 3-1】設計製作簡易樂器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樂器各構造的功

能。 

2.教師說明先觀察相關樂器的構造和功

能，可作為製作簡易樂器的參考。 

3.引導學生依據原先對樂器構造觀察結

果，將想簡化或改變部分，先在樂器的

構造簡圖上註記出來，然後再依據簡化

的構想，畫自製樂器設計圖。 

4.引導學生可以依照自己規畫製作程序

及安排的方法製作簡易樂器，也可參考

課本的方法來製作。 

5.教師需提醒學生依自己想製作的簡易

樂器來準備材料和規畫步驟，且在製作

時需注意使用工具的安全。 

6.教師說明設計製作有一定的流程，即

3 釣 魚

線、金屬

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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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設計→規畫與準備→製作→調整

→改良或重新設計。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四、聲音與樂器】 

【活動三 簡易樂器】 

【活動 3-1】設計製作簡易樂器 

1.教師引導學生認識樂器各構造的功

能。 

2.教師說明先觀察相關樂器的構造和功

能，可作為製作簡易樂器的參考。 

3.引導學生依據原先對樂器構造觀察的

結果，將想簡化或改變的部分，先在樂

器的構造簡圖上註記出來，然後再依據

簡化的構想，畫一張自製樂器設計圖。 

4.引導學生可以依照自己規畫的製作程

序以及安排的方法製作簡易樂器，也可

以參考課本的方法來製作。 

5.教師需提醒學生依自己想製作的簡易

樂器來準備材料和規畫步驟，且在製作

時需注意使用工具的安全。 

6.教師說明設計製作有一定的流程，即

觀察→設計→規畫與準備→製作→調整

→改良或重新設計。 

評量方式：習作評量 

2 

19 
6.16-6

.20 

6.16(一)

成果展補

假 

6.19 ，

6.20 期末

考 

1-3-3-1 實驗

時確認相關的

變因，做操控

運作 

2-3-5-2 藉製

作樂器瞭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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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2 利用

多種思考的方

法，思索變化

事物的機能和

形式。 

4-4 藉由

製 作 樂

器，了解

樂器的構

造及影響

聲音變化

的原因。 

期末評量 

評量方式：紙筆測驗 

1 

  

20 
6.23-6

.27 

6.24 成績

回歸 

6-2-2-2 養

成運用相關

器材、設備

來完成自己

構想作品的

習慣。 

7-2-0-3 能安

全妥善的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

器具。 

4-4 藉由

製 作 樂

器，了解

樂器的構

造及影響

聲音變化

的原因。 

【自由探究】改良簡易樂器的方法 

1.指導學生檢視做好的簡易樂器，計行

調整與改良。 

2.學生繪製改良的設計圖，尋找各種材

料，進行改良與測試。 

3.教師歸納完整的製作設計流程，學生

複習製簡易樂器的設計製作過程。 

評量方式：實做評量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