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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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施時間：97 年 2 月 12 日至 97 年 6 月 30 日 

（三）教學年級：四年級 

（四）教學節數：60 節(含 10 節資融) 

（五）設計者：黃毓杏（編修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九十六學年度第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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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測量】 1.認識自然現象的規律性，知道古人計時的方式。 2.認識計時科技發展的歷程，體認科技與人類生活的互動。 3.認識各種計時器，並學習有效的管理個人時間。 4 公開發表自己的研究結果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2-2-1-1 溫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成的工具如 度計、放大鏡、鏡子來幫助觀察，進行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並學習安排觀測的工作流程。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1-2 認識科技的特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7-2-0-1 利用科學的知識處理問題。 【水的移動】 1.透過試驗，察覺水能沿著細縫往上移動，建立毛細現象的概念。 2.透過動手操作水管，認識虹吸現象與連通管的原理，培養細心觀察的科學態度。 3.認識運用毛細現象、虹吸現象與連通管原理的生活實例。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並察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果會很相近。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促成的。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昆蟲家族】 1.藉由觀察，認識昆蟲的外形特徵。 2.透過實際飼養的經驗，學習照顧小動物。 3.觀察昆蟲的成長歷程與昆蟲一生的變化，培養尊重生命與保護環境的情操。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做描述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高，因…）。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供水份、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形特徵、運動方式，注意到如何去改善生活環境、調節飲食，來維護牠的健康。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一、認

識科技

發展，

藉由操

作培養

探索科

學的樂

趣。 

 

二、透

過照顧

小動物

培養細

心觀察

的 態

度，進

而尊重

生命與

環境。 【通電的玩具】 1.透過觀察與操作，認識電與電池、電線、燈泡和小馬達等相關材料的性質。 2.認識電路的通路、斷路意義，知道正確的連接電池、電線、燈泡和小馬達。 3.學習製作通電的玩具，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高，因…）。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和溫度、水、空氣可能都有關。 2-2-5-1 利用折射、色散，電池、電線、燈泡、小馬達，空氣或水的流動等來設計各種玩具，在想辦法改良玩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了解來著手改進。 2-2-6-1 認識傳播設備，如錄音、錄影設備等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議題融入指標： 資訊融入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4-3-1 了解電腦網路的概念及其功能。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 3-1-1 經由接觸而喜愛生物，不隨意傷害生物和支持生物生長的環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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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能運用簡單的科技以及蒐集、運用資訊來探討、瞭解環境及相關的議題。 家政教育 3-2-7 製作簡易創意點心與生活用品。    
（七）課程計畫 
主題：自然 

週

次 

日

期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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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 公 開 發 表自 己 的 研究結果。 【上學期研究報告發表】 1.將上學期研究紀錄與結果做成小海報 2.在課堂中發表並欣賞。 2222    A3 紙   

2 2.18-2.22 量身高體重 
1-2-2-2 能 權 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2-2-1-1 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成溫的工具如 度計、放大鏡、鏡子來幫助觀察，進行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並學習安排觀測的工作流程。 

  1.認識自然現象的規律性，知道古人計時的方式。  
【一、時間的測量】 【活動一 時間與生活】 【活動 1-1】固定的時間 1.分組討論”一天和一年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會在固定的時間進行”。 2.發表共同的生活經驗、固定的事物，如起床、上學、上課、放學、睡覺等。 3.思考使用工具幫助計時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歸納幫助計時的工具有錶、鐘、日曆、月曆等。 【活動 1-2】時間的單位 1.說出年、月、日、時、分、秒其相對的關係，如年比月代表的時間長即可。 2.思考日常生活中會用到哪些時間單位？進而知道選擇適當的計時工具來計時。 3察覺時間會一直延伸並週期性出現。時間單位可累計也可分割。【活動 1-3】大自然的時鐘 1.透過太陽升落、月相盈缺與四季變化了解有規律的自然現象可大略大略大略大略知道一天、一個月或一年。 

3 Vcd  習作 資融 

3 2.25-2.29 2.28(四 ) 和平紀念日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 4-2-1-2 認 識 科技的特性。   

2.認識計時科技發展的歷程，體認科技與人類生活的互動。  
【一、時間的測量】 【活動二 古人的計時工具】 【活動 2-1】一炷香的時間 1.在計時工具發明前，一炷香、一盞茶、一頓飯，都是古人描述時間單位的方法。 2.設計測量一柱香的方法。 3.透過各組的測量紀錄中，比較不同組的一炷香時間，讓學生體會用一炷香計時並不準確。 【活動 2-2】沙漏怎樣計時 1.用水鐘、沙漏等圖片引起興趣和舊經驗。 2.讓學生發現沙子每次漏完的時間幾乎是固定的，由此推知這種特性可當一個時間單位來計。然而沙漏為什麼和規律性有關呢？ 3.思考沙漏計時的優點和缺點，以歸納古人不論用一炷香或沙漏來計時都有一些缺點，因此科學家便設計了更好用的計時工具。 4.說明計時工具的演進。 

3 香 沙漏  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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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3.7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2.認識計時科技發展的歷程，體認科技與人類生活的互動。  【活動二 古人的計時工具】【活動 2-2】沙漏怎樣計時 1.說明計時工具的演進及計時工具的意義。古人的計時工具已能利用規律性的事物來計時，但受限於技術和適用場合的問題，並不盡然精確或適合現代使用。 【活動三 進步的計時工具】【活動 3-1】單擺與計時 1.閱讀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提出單擺擺動有規律性，荷蘭科學家惠更斯利用單擺原理，製作了第一個擺鐘。從此測量時間更精確，計時的單位也開始以時、分、秒來計算。 2.觀察擺鐘推論利用什麼來測量時間？ 3.引導學生設計單擺實驗，實驗前需哪些器材呢？要怎樣進行試驗？要測量和記錄什麼？(記錄擺動次數固定時所需時間，也可記錄固定時間內擺動次數。) 4.體驗單擺計時規律性，了解計時工具的優缺點和適用性。歸納單擺的規律性：相同時間內擺錘來回擺動次數相同；時間加倍來回擺動次數也增加相同倍數。 

3 擺鐘 資融  

5 3.10-3.14  
4-2-1-1 了 解 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1-2 認 識 科技的特性。 4-2-2-1 體 會 個人 生 活 與 科 技的互動關係。 
7-2-0-1 利用科學的知識處理問題。 
 

3.認識各種計 時 器 ，並 學 習 有效 的 管 理個 人 時間。 【活動三 進步的計時工具】【活動 3-2】善用計時工具 1.由古代到現代，計時科技隨著生活的進步而發展，許多方便又準確的計時工具不斷創新，用在各種不同用途。 2.討論什麼時候使用鬧鐘和碼錶呢？ 3.說出適合不同情況使用的計時工具及演進，了解適用的時機及善用這些工具。 【活動 3-3】怎樣做好時間管理 1.教師引導學生寫下放學以後要做的事情，預估做這些事情的時間。做成工作計畫表。 2.利用計時工具，做工作計畫表上的時間記錄，提出工作計畫執行的情形和檢討改進的想法。 
3  【家政教育】  

6 3.17-3.21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6-2-1-1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1.透過試驗，察覺水能沿著細縫往上移動，建立毛細現象的概念。  
【二、水的移動】 【活動一 水的毛細現象】【活動 1-1】哪些物品能讓水移動 1.回想「水往低處流」舊經驗，日常生活中是否看過水沿著毛巾、抹布等爬升情形。 2.複習學生學過有關水移動的概念，提出讓水從盆子裡移動的方法包括用倒的、將水加熱、用滴管、用吸管等。 3.分別將報紙、衛生紙、布條、宣紙、塑膠繩、橡皮筋、棉線等物品直立，下端放入有水的盆裡，觀察哪一種物品能讓水向上移動。(顏色水以便觀察，濃度高效果較好；提醒別噴到衣服上) 4.觀察可讓水移動的物品都有細縫摸起來較粗糙。；不能讓水移動的物品有塑膠繩、塑膠袋、橡皮筋等,較光滑,看不見細縫。 

3 報紙、布條、宣紙、塑膠繩、橡皮筋、棉線 
資融 

7 3.24-3.28 3.28自治市長投票 
1-2-3-3 能在試驗 時 控 制 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3-2-0-2 察 覺 只要 實 驗 的 情 況相同，產生的結果會很相近。 5-2-1-2 能 由 探討 活 動 獲 得 發現 和 新 的 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1.透過試驗，察覺水能沿著細縫往上移動，建立毛細現象的概念。  
【活動一 水的毛細現象】【活動 1-2】水怎樣在細縫中移動 1.回想試驗中水如何藉著物品產生移動？進一步探討細縫大小和水移動的關係。有細縫的物品或製造一些細縫，將它們接觸水，看看水會不會移動？ 1.思考水在大小不同的細縫中移動的情形如何？水的移動和細縫的大小有關嗎？ 2.教師示範將三支管徑不同的透明玻璃管垂直插入顏色水中，即可發現三支玻璃管中，水位上升的高度不一樣。 3.引導學生發覺，三支玻璃管的管徑不太一樣，並發現管徑最細的玻璃管中，水上升的高度最高，推論出「水的移動和物品內的細縫大小有關」 4.想辦法製造大小不同的細縫，看看水的移動情形。(藉由操作兩片透明玻璃板的試驗可更清楚注意到細縫中水上升的關係) 5.鼓勵學生多操作幾次，提醒注意控制變因要保持一樣，否則會影響結果。(觀察水位高度時，眼睛應平視水面，才會準確。) 6.透過試驗結果引導學生推論：細縫大，水上升的高度較低；反之則較高。 

3 透明玻璃管  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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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31-4.4 4.4(五) 民 族掃墓節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 結 果 未 必 相同，並察覺導致這 種 結 果 的 原因。 1-2-3-3 能 在 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2.透過動手操作水管，認識虹吸現象與連通管的原理，培養細心觀察的科學態度。  
【活動一 水的毛細現象】【活動 1-3】生活中的毛細現象 1.教師說明：水會沿著物品的細縫往上或往其他方向移動的現象，稱為「毛細現象」 2.引導學生回想生活中毛細現象的例子，如毛筆蘸墨寫字、毛巾沾溼洗臉、植物吸水、土壤中的水分移動、衛生紙擦拭水、酒精沿著棉線上升、染布等。 3.討論利用「毛細現象」可做哪些好玩的遊戲？ 4.教師示範「粉筆娃娃」，引導學生設計更多創意遊戲。 【活動二 水的虹吸現象】【活動 2-1】怎樣讓水流出來 1.教師可揭示一張混濁的水族箱圖片，「要怎樣換水呢？」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以毛細現象引起學習動機，回憶舊經驗，引導學生思考水沿著毛巾移動的可行性。 3.讓學生討論各種方法的優、缺點前，應該考慮安全、方便、快速等因素。 

3 Vcd  圖卡 資融 

9 4.7-4.11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重要性。 

2.透過動手操作水管，認識虹吸現象與連通管的原理，培養細心觀察的科學態度。  
【活動二 水的虹吸現象】【活動 2-1】怎樣讓水流出來 1.用水管導流，將容器中的水流出來。 2.用雙手緊壓裝滿水的水管並先放開，確定沒有空氣，先放開水管的一端，再將另一端水管取出水面後拉低於箱內水面，放開手指，水就會流出來。這種讓水從水管自動流出來的現象，稱為「虹吸現象」。 3.引導歸納同時滿足「水管內要裝滿水」和「出水口一定要低於水面」兩個條件，則水一定自動流出來。 3.利用虹吸現象可以抽水，並使水產生移動。 

3 水管 水箱  

10 4.14-4.18 期中考 
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產同， 生的結果會很相近。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3.認識運用毛 細 現象 、 虹 吸現 象 與 連通 管 原 理的 生 活 實例。 【活動三 認識連通管】 【活動 3-1】奇妙的連通管 1.思考利用水管幫水族箱換水時，如果水管內只裝了一些水，把水管兩端提起來時，水管裡的水面有什麼現象？ 2.學生操作時提醒學生水管中裝水勿裝太滿，觀察時要拿穩待水靜止時再觀察。可調製顏色水，利用顏色水觀察。 3.學生操作改變水管兩端的高度，觀察水面的變化。 4操作改變水管兩端的高度，觀察記錄水面的變化。用水管連接容器，裝水後觀察水平面的變化。 5.水倒進底部相同容器內，靜止時容器內的水面高度會相同嗎？ 6.連通管是一種底部相通的裝置，注水後水會在底部流動；靜止時容器裡的水面總是一樣高，這就是「連通管原理」。利用連通管原理可測量水平。 7.引導學生討論生活中連通管的應用 

3  資融 

11 4.21-4.25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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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1.藉由觀察，認識昆蟲的外形特徵。  【三、昆蟲家族】 【活動一 認識昆蟲】【活動 1-1】昆蟲的特徵 1.運用舊經驗回想曾在校園裡看過的小動物名稱及外形特徵。 2.比較各類型小動物的外形特徵，如有幾隻腳、有沒有翅膀？身體分為幾節？引導學生發現小動物中相同和不同的特徵，根據外形特徵可將小動物進一步分類，然後再帶出「昆蟲」這個概念。 3.觀察昆蟲的構造圖，說出昆蟲的身體構造共同的特徵：身上有6隻腳；身體主要可分為頭、胸、腹三個部位；翅膀和腳長在胸部；大部分的昆蟲頭部有觸角；身體有一節一節的構造。 【活動 1-2】拜訪校園裡的昆蟲 1.實地到校園中進行昆蟲調查。 (提醒學生不要用手觸摸，特別是有毒的昆蟲，如蜂類、芫菁、紅火蟻及蛾類幼蟲。) 2.觀察重點：一是昆蟲的覓食行為，看看成蟲或幼蟲吃些什麼。二看看昆蟲的運動方式，及其與身體構造的關係。 

3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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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28-5.2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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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實際飼養的經驗，學習照顧小動物。 3.觀察昆蟲的成長歷程與昆蟲一生的變化，培養尊重生命與保護環境的情操。  
【活動一 認識昆蟲】【活動 1-2】拜訪校園裡的昆蟲 1.觀察重點:一昆蟲的覓食行為，看看成蟲或幼蟲吃些什麼。二看看昆蟲的運動方式及其與身體構造的關係。 2.教師指導學生的調查紀錄表，討論記錄的方式，清楚如何填寫紀錄表。各組輪流上臺分享調查的結果，將結果彙整在黑板上。 (檢視學生對昆蟲構造特徵認知是否正確) 【活動二 昆蟲的一生】【活動 2-1】飼養昆蟲的準備 1.教師藉由討論校園調查昆蟲情形，引起學生對昆蟲幼蟲的成長變化學習興趣。 2.擬定一個飼養計畫，透過飼養，觀察昆蟲的成長過程。思考問題：飼養目的為何？如何取得昆蟲？昆蟲的食物來源取得是否有困難？如何布置飼養的環境？需要準備哪些物品？ 3.查閱資料、準備飼養時，了解昆蟲的生態習性及生長環境，察覺在校園或日常生活中，就能發現許多昆蟲，培養愛護環境、尊重生命的情懷。 4.全班飼養一種昆蟲輪流照顧，觀察昆蟲成長變化。 

3 習作  觀察箱  高麗菜  紋白蝶幼蟲 
資融 【環境教育 

13 5.5-5.9 校慶週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形特徵、運動方式，注意到如 何 去 改 善 生活環境、調節飲食，來維護牠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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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透過實際飼養的經驗，學習照顧小動物。 3.觀察昆蟲的 成 長 歷程 與 昆 蟲一 生 的 變化 ， 培 養尊 重 生 命與 保 護 環境 的 情操。 
【活動二 昆蟲的一生】【活動 2-2】布置昆蟲的家 1.引導學生動手布置一個昆蟲的家。請學生依自己飼養的昆蟲布置適當的環境。布置前先參考課本中的做法，或請學生查閱相關飼養資料，然後再動手開始布置。 2.完成飼養昆蟲環境的布置後，引導學生思考日後照顧的問題及所需注意的事項。 3.歸納：不同的昆蟲所需要的飼養環境也不同；飼養昆蟲要常清潔排泄物，保持土壤適當溼度，更換新鮮食物。 【活動 2-3】昆蟲褓母日記 1.教師指導學生實際飼養，過程中讓學生了解觀察和記錄的重點。(播鍬形蟲的外形與成長影片) 2.記錄或重新設計表格來記錄自己所飼養的昆蟲生長情形如：脫皮次數…… 

3   

14 5.12-5.16 校慶週 
2-2-2-1 實地種植一種植物，飼養一種小動物，並彼此交換經驗。藉此栽種知道植物各有其特殊的構造，學習安排日照、提供水份、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徵形特 、運動方式，注意到如何去改善生活環境、調節飲食來維護牠的健康。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活動二 昆蟲的一生】【活動 2-3】昆蟲褓母日記 1.指導學生實際飼養，了解觀察和記錄的重點。提醒分組照顧、記錄，培養學生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2.透過閱讀，知道蠶有眠和吐絲結繭的行為，作為日後觀察昆蟲生長變化的參考資料。 3.思考記錄昆蟲成長需包含的項目，設計適當的飼養紀錄表。歸納昆蟲成長紀錄表應包含重點，有昆蟲名稱、飼養日期、觀察日期、形態變化、身體長度和顏色變化等。 【活動 2-4】昆蟲的成長變化 1.教師指導學生透過飼養活動與觀察記錄，知道昆蟲一生的成長變化。(無變態、不完全變態、完全變態三種類型，但三種名詞不可作為紙筆測驗之用。)昆蟲的成長變化很多樣，不是每一種昆蟲都有一樣的成長過程。 2 飼養活動結束前，讓學生發表飼養昆蟲的甘苦談，如何對待生命，引導昆蟲生長的自然環境也應愛護。 【活動 2-5】昆蟲與環境 1.思索昆蟲對整個地球環境以及人類生活的影響，關心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昆蟲在生態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卻面臨生存的危機,思考如何尊重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3  vcd 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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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19-5.23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高，因…）。 2-2-3-1 認 識 物 質除 外 表 特 徵 之外，亦有性質的不同 ， 例 如溶解 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性質 來分離或 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和溫度、水、空氣可能都有關。 

1.透過觀察與操作，認識電與電池、電線、燈泡和小馬達等相關材料的性質。  
【四、通電的玩具】 【活動一 燈泡亮了】【活動 1-1】我要讓燈泡發亮 1.引導學生發表哪些玩具會發光、會動、或是會發出聲音？會發光的玩具，裡面除了電池，還有什麼？ 2.觀察玩具內部的電池、電線和燈泡。把玩具收起來，觀察要試驗用的電池、電線、燈泡其特徵有何異同。 3.教師說明電池構造 4.把電池、電線、燈泡接起來，電在裡面流動成為電路。電路連接成功，燈泡亮了稱為通路。電路沒接通，燈泡不亮稱為斷路。 5.歸納電池有正負極，電線外面是塑膠皮裡面是銅線；燈泡裡有燈絲通路時燈泡才會發亮。 【活動 1-2】怎樣接比較亮 1.思考如何在電路上再加一個燈泡，讓兩個燈泡一起亮。(教師不說到串聯、並聯等詞句，鼓勵學生討論後試驗不同作法。) 

3 電線  燈泡  電池 【家政教育】  

16 5.26-5.30  
7-2-0-3 能 安 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2-2-5-1 利 用 折射 、 色 散 ， 電池 、 電 線 、 燈泡、小馬達，空氣或水的流動等來 設 計 各 種 玩具，在想辦法改良玩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了解來著手改進。 

1.透過觀察與操作，認識電與電池、電線、燈泡和小馬達等相關材料的性質。 2.認識電路的通路、斷路意義，知道正確的連接電池、電線、燈泡和小馬達。  

【活動一 燈泡亮了】【活動 1-2】怎樣接比較亮 1.教師先讓學生嘗試各種不同接法，看看哪些接法會成功。發表三種接法的不同，亦可與自己試驗的結果驗證。 2.教師說明：兩個燈泡串接在同一個通路上，這種電路接法稱為「燈泡的串聯」；兩個燈泡的通路分開，稱為「燈泡的並聯」。 3.讓學生察覺燈泡在串聯時，亮度會減弱；而並聯時，則能維持亮度，但電池的電力會較快消耗完。 4.操作用電線連接兩個電池一個燈泡，有哪些接法？哪一種接法能使燈泡比較亮？用電線連接電池並聯與串聯。 5.整理、歸納，兩個電池串聯時的燈泡會比並聯時還亮。電池串聯時，其中一個電池沒接好，另外一個燈泡也不會亮；電池並聯時，其中一個燈泡沒接好，另一個燈泡還會發亮。(在電路上兩個燈泡並聯會比較亮；在電路上把兩個電池串聯可使燈泡更亮。) 【活動 1-3】哪些東西會導電 1.認識導電和不導電的物品，確連接電路的能力。 

3 電線  燈泡  電池 資融 【家政教育】  

17 6.2-6.6  
2-2-5-1 利 用折射、色散，電池、電線、燈泡、小馬達，空氣或水的流動等來設計各種玩具，在想辦法改良玩 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了解來著手改進。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有許多的新發現。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3.學習製作通電的玩具，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活動一 燈泡亮了】【活動 1-4】做一個會發亮的玩具 1.搜集及察幾個會發光的通電玩具。2.思考簡便的方式來操作，利用可導電物品設計開關，控制燈泡亮或不亮。開關的製作方式不止一種，用厚紙板和迴紋針做成活動式通路、斷路控制開關。 3.鼓勵學生自行設計有開關的玩具或用品，也可參考課本的方法，製作貓頭鷹玩具。提醒工具使用安全。 4.教師指導學生成功的連接電路，貓頭鷹的兩個眼睛同時發亮後，讓燈泡最亮的接法。 (用電池、電線、燈泡可製作開關和玩具) 【活動二 會動的玩具】 【活動 2-1】好玩的小馬達 1.察覺通電後會動的用品和玩具中有小馬達，可以使其運作。當電池反裝時，小馬達的轉動方向也會改變。認識使用電池、電線和小馬達設計通電玩具。 2.教師指導學生操作後，在小馬達上加一小段膠帶，或裝一個彩色扇葉，可以清楚的觀察小馬達轉動的方向。 

3 電線  燈泡  電池  小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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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9-6.13  6.14一二四學生學習成果展 6.15三五學生學習成果展 
4-2-1-1 了 解 科技 在 生 活 中 的重要性。 4-2-2-1 體會個人 生 活 與 科 技的互動關係。 4-2-2-3 體 會 科技 與 家庭生 活的互動關係。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2-2-6-1 認 識傳播設備， 如錄音、錄影設備等 

3.學習製作通電的玩具，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3.使用電池、電線和小馬達設計通電玩具。 4.操作當電池反裝時，小馬達的轉動方向也會改變，並能提出清楚觀察小馬達轉動方向的方法。 5.了解通電後會動的玩具裡面有小馬達；用電池、電線、小馬達可以製作會動的玩具。 【活動 2-2】有電真方便 1.討論與分享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了解科技與生活間的關係、傳播設備及用電的注意事項。 2.有些電器不需要電池，使用電力公司送過來的電。回想停電情形，藉此察覺電對於生活的便利影響。 3.歸納：科技和個人及家庭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電池用完要回收，以免造成環境汙染。 

3 電線  燈泡  電池  小馬達 
資融 【環境教育】  

19 6.16-6.20 6.16成果展補假  4-2-2-1 體會個人生 活 與 科 技 的 互動關係。 4-2-2-3 體 會 科 技與 家庭生 活 的 互動關係。 3.學習製作通電的玩具，培養探索科學的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自由探究】認識電磁波 1.從電力探討磁波。 2.變電所的設立與福祿變電所 3.高壓電塔與電纜線 3  能源教育 20     整理自然資料檔案(6.24 成績回歸) 3  資融 21     【休業式】 1   
 

 

 

主題：資訊融入(共十節) 學期總目標 學習目標 相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繪圖技能，安全的善用科技獲得資訊與表達。 1.善用網路科技查閱與分享。 2.利用繪圖軟體製作圖表。 3.了解網路和現實生活的差別，避免身心受害。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4-3-1 了解電腦網路的概念及其功能。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週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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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18-2.22 量身高體重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查善用網路科技閱與分享。 1.利用網路查閱各種計時工具 2.將查閱訊息簡要用文件檔記錄下來 1 電腦 資融 4 3.3-3.7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善用網路科技查閱與分享。 1.查閱”有毒昆蟲”有哪些？分別對環境造成什麼影響？ 2.和小組分享所查得資訊 1 電腦 資融  6 3.17-3.21  4-3-1了解電腦網路的概念及其功能。 了解網路和現實生活的差別，避免身心受害。 1.說明網路分級的用意 2.討論網路遊戲的型式與種類，它們可否成為生活中可用和互動的物品。 1 電腦 資融 8 3.31-4.4 4.4( 五 )民族掃墓節 4-3-1 了解電腦網路的概念及其功能。 

了解網路和現實生活的差別，避免身心受害。 1.調查全班使用電腦及網路的狀況 2.討論過度使用電腦會出現何種狀況 1 電腦 資融 10 4.14-4.18 期中考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使用按按按表示狀況 1.說明按按按的使用方法 
2.根據老師問題練習按按按 

1 電腦 按 按 按設備 資融 12 4.28-5.2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使用按按按呈現對校園角落及深美歷史 1.猜猜這是深美什麼角落？ 2.回答有關深美歷史的問題。 1 電腦 按 按 按設備 資融 14 5.12-5.16 校慶週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利用繪圖軟體製作圖表。 【我愛昆蟲】 1.說明 calc 簡易功能 2.練習 calc 之畫線及製作幾何圖形。 1 電腦  資融 16 5.26-5.30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利用繪圖軟體製作圖表。 3.練習上色 4.利用上一節技巧練習繪圖 1 電腦  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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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9-6.13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利用繪圖軟體製作圖表。 5. 畫一隻自己喜歡的昆蟲 6.搜集老師同學意見做修正 1 電腦  資融  20 6.23-6.27 6.24 成績回歸 3-3-1 能利用繪圖軟體創作並列印出作品。 .利用繪圖軟體製作圖表。 7.儲存所繪製檔案 8.列印出作品張貼班級布告欄 1 按 按 按設備 資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