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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學習領域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二）實施時間：96 年 8月 30 日～97 年 1月 18 日 

（三）教學年級：三年級 

（四）教學節數：60 節 

（五）編修者：黃家慧（引用自九十六學年度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一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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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

角度詢問，提出可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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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由各種

角度提處問

題並思考解

決問題的方

式。 

1-2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思考解決的

辦法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思考解

決的辦法。 

2-1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設

備的習慣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

想設備的習慣。 

2-2 做事情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精神與方法 7-2-0-2 做事情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精神與方

法。 

2.做事情

時，能運用

科學探究精

神與方法 

2-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3-1 能分辨兩種不同葉子的葉形、葉緣和葉脈 

3-2 能區變葉片在莖上的不同生長方式 

3-3 能說出不同植物的根有不同特徵 

3-4 能說出花的構造包含花辦花萼雄蕊雌蕊等

四個部份 

3-5 能知道果實是從開花的地方長出來的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3-6 能解由觀察並依照大樹和小草的莖有不同

的顏色、粗細、觸感和軟硬程度做量化比較。 

3-7 能區分軸根和鬚根,並利用此特徵將植物

分成兩類 

3-8 能實地觀察校園中開花植物，並覺察花的

外型構造與氣味都不同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作不同

的分類。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問，常會有

許多新發現。 

3.認識植物

根、莖、葉、

花、果實、

種子等部位

的特徵。 

3-9 能說出植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並珍惜使

用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4-1 能發現磁鐵會吸鐵製物品而且不同磁鐵磁

力大小亦不同 

4-2 能說出磁鐵有兩極，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4-3 能知道個種磁鐵所形成的鐵粉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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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能想辦法使試管內的小磁鐵升得更高 

4-5 能與人合作提出並完成證明的方法〞明在

磁鐵旁附加兩片鐵片的用處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作描述(例如同

質料的物體體積愈大則愈重…)。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

跳得高，因…)。 

4-6 能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磁鐵玩

具製作資訊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4.察覺磁鐵

只能吸引鐵

製品，知道

磁鐵同極相

斥、異極相

吸的性質，

而且磁力的

大小，跟磁

鐵的大小、

形狀不一定

有關。 

4-7 透過製作玩具的過程，培養創造思考與設

計製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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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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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了解，再藉此了解來
著手改進。 

5-1 能透過杯子紙團和水的試驗，觀察空氣佔

有空間的特性 

5-2 能說出空氣可被壓縮並且空氣的形狀會改

變 

5-3 能夠觀察並思考產生風的方法，知道空氣

流動產生風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問，常會有

許多新發現。 

5-4 能設計製作空氣發射器，進行發射紙團的

遊戲 

5-5 能根據風來的現象，和同學討論風向風力

計的作法，並畫出簡單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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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

想設備的習慣。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5-6 能操作發射角度影響紙團發射距離的因

素。 

5-7 能利用自製風向風力計練習測量風向和風

力。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

法。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5-8 能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空氣玩

具製作資訊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5. 察覺空

氣占有空

間，具可壓

縮、沒有固

定形狀的特

性，並知道

空氣流動成

風。 

5-9 能了解空氣的重要性，並重視空氣品質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6-1 能觀察溶解現象，並試驗出可溶解及不可

溶解之調味品或粉末 

6-2 覺察食物腐敗的特徵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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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能用五官來辨認調味品的特徵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作不同

的分類。   

6-4 能經由試驗，覺察定量的水僅能溶解定量

的糖和鹽 

6-5 能經由試驗，說出不同的果凍粉量或水

量，做出的果凍軟硬不同 

6-6 能討論出食物變質的環境因素，並試驗自

己的想法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

法。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6-7 能認識並紀錄食物保存的方法和期限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6. 觀察溶

解的現象，

察覺物質會

因溫度、

水、空氣改

變性質。 

6-8 能按照製作說明，動手製作果凍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

想設備的習慣。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家政教育】1-1-5 製作簡易點心。 
1-2-4 察覺食物在烹調、貯存、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3-2-6 察覺個人生活中可利用的資源。 

【資訊教育】4-2-3 會網路基本操作（包括 BBS、email、www、ftp）。 
【環境教育】1-1-2 藉由身體感官接觸自然環境中的動、植物和景觀，啟發、欣賞自然之美，並能以畫圖、

勞作和說故事的方式對動、植物和景觀的感受和敏感。 
【生涯發展教育】3-2-1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作決定。 

   3-2-2 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人權教育】1-2-1 欣賞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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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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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8.31 

8.30(四)

始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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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情時，能運用科學探究

精神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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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做事情時，能運用

科學探究精神與

方法 

準備週 

介紹本學期的學習單元及作業形式 

1   

2 
9.03-

9.07 

量身高體

重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3-1 

能分辨兩種不同

葉子的葉形、葉

緣和葉脈 

◎第一單元：植物的身體 

活動一 認識植物的葉子 

【1-1 葉片拼圖】 

1.教師帶領學生到校園中觀察一整株草

本植物，辨認植物的身體分成根、

莖、葉、花、果實等部位。 

2.教師帶領學生在校園中撿拾數種特徵

不同的落葉。並指導學生各組選擇一

種落葉後，將落葉剪成數小片。 

3.各組學生依特徵將落葉拼成原來的樣

子。 

4.各組學生將拼好的葉片貼在習作中，並

發表完成落葉拼圖的重要線索。 

5.教師歸納各種葉子的葉形、葉緣、葉
脈都有可辨識的特徵。 

課本 p6、7 
習作 p3 

2 塑膠袋 

落葉 

剪刀 

膠水 

 

 

家政教育 

2 
9.03-

9.07 

量身高體

重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3-1 

能分辨兩種不同

葉子的葉形、葉

緣和葉脈 

【1-2 觀察葉子】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收集到的各種葉子

葉形、葉緣、葉脈。 

2.教師指導學生將收集來的葉子依葉形

或葉緣、葉脈分成兩類。 

課本 p8、9 
習作 p4 

1 葉子 家政教育 

3 
9.10-

9.14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3-2 

能區變葉片在莖

上的不同生長方

式 

 

【1-2 觀察葉子】 

3.教師帶領學生到校園中實際觀察榕樹

葉子在莖上生長的方式，並完成習作

p4 二。 

4.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其他植物的葉子在
莖上生長的方式。 

5.教師歸納說明植物葉在莖上生長的方

式。 

課本 p10 

1 植物外
形掛圖 

葉對生
的植物 
葉互生

的植物 
葉輪生的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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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10-

9.14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

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

同，可作不同的分類   

3-6 

能解由觀察並依

照大樹和小草的

莖有不同的顏

色、粗細、觸感

和軟硬程度做量

化比較。 

活動二 植物的根和莖 

【2-1 觀察植物的莖】 

1.教師揭示大樹和小草的圖片，引導學生

發表兩者莖的差異。 

2.教師帶領學生到校園中用放大鏡觀察

大樹的莖、用皮尺測量大樹的樹圍，尋

找範圍中有幾種野花、野草，觀察劃定

範圍中植物的莖 

3.認識莖有不同型態 

4.將觀察的特徵將莖分類並依照特性不

同記錄在習作上。 

課本 p11~14 

習作 p5 

2 植物外形

掛圖 
放大鏡 
皮尺 

 

4 
9.17-

9.21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

同，可作不同的分類   

3-3 

能說出不同植物

的根有不同特徵 

 

3-7 

能區分軸根和鬚

根,並利用此特徵

將植物分成兩類 

【2-2 觀察植物的根】 

1.請孩子準備各種蔬菜，並觀察各種蔬菜

的根有什麼不同處。 

2.認識軸根和鬚根差異。 

3.教師揭示去根的小白菜和蔥，引導學
生思考兩種植物的根的外形特徵，並
畫在習作中。 

4.教師指導學生依照植物根的形態，將
植物分成兩類。 

課本 p15-17 

習作 p6 

2 軸根系的

植物 

鬚根系的

植物 

環境教育 

4 
9.17-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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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

先思考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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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能常自問「怎麼

做？」遇事先思考

解決的辦法 

【介紹暖東苗圃】 

1.老師上網以網頁介紹暖東苗圃裡的各

類植物。 

2.讓學生選擇感到有興趣的植物（花卉）

三種，計畫在校外教學過程中，完成觀

察、紀錄，並能說出其葉子的形態與

特徵（比較異同之處）。 

1  資訊教育 

5 
9.24-

9.28 

9.24 彈

性放假 

9.25(二)

中秋節 

9.29 補

9.24 課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

同，可作不同的分類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

問，常會有許多新發現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3-8 

能實地觀察校園

中開花植物，並

覺察花的外型構

造與氣味都不同

3-4 

能說出花的構造

包含花辦花萼雄

蕊雌蕊等四個部

份 

活動三 植物的花和果實 

【3-1 各式各樣的花】 

1.教師揭示花掛圖或實物，說明花分成哪

些部分。 

2.教師帶領學生到校園中用五官及放大

鏡觀察各種植物的花並指導學生用手

搧聞花的氣味。 

3.學生將所觀察到花的特徵記錄在習作

中。 

課本 P18、19 

習作 P7 

本節雖寫 3節，但因放假之故，實上 2

節 

3 放大鏡 

花卉圖卡 

 

環境教育 

6 

10.01

-10.0

5 

暖東苗圃

校外教學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3-5 

能知道果實是從

開花的地方長出

來的 

【不評量】 

【3-2 植物的果實和種子】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植物開花後會結果。 

2.果實裡面會有種子，不同植物的果實和

種子長得不一樣。 

課本 p20、21 

1 認識花和

果掛圖 

環境教育 



基隆市深美國小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年級教學計畫（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52

6 

10.01

-10.0

5 

暖東苗圃

校外教學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3-9 

能說出植物在日

常生活中的用途

並珍惜使用 

活動四 植物的日常用途 

【4-1 植物的用途】 

1.教師揭示植物與人類的生活相關的圖
片。 

2.學生看圖發表並思考植物在日常生活
中的用途。 

課本 p22、23 

習作 p8 

【科學閱讀】樹醫生的故事 

1 植物的用

途掛圖 

環境教育 

6 

10.01

-10.0

5 

暖東苗圃

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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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能發現磁鐵會吸

鐵製物品而且不

同磁鐵磁力大小

亦不同 

◎第二單元：磁力玩具 

活動一 好玩的磁鐵 

【1-1 磁鐵能吸什麼？】 

1.教師引導學生預測磁鐵能吸什麼物
品，並將預測的內容記錄在習作中。 

2.教師帶領學生用磁鐵嘗試吸引身邊的
各種物品。 

3.教師指導學生操作比較磁力的試驗。 
課本 p28~p29 
習作 p11 

1 迴紋針 

各種磁

鐵 

 

7 

10.08

-10.1

2 

10.10(三

)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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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能說出磁鐵有兩

極，同極相斥異

極相吸 

 

【1-2 兩個磁鐵靠近有什麼現象】 

1.教師引導學生試驗兩個磁鐵靠近會產
生什麼現象？ 

課本 p30 
習作 p12 

本節雖寫 2節，但因放假之故，實上 1

節 

2 磁棒 

棉線 

 

7 

10.08

-10.1

2 

10.10(三

)國慶日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作描

述(例如同質料的物體體積

愈大則愈重…)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

這球一定跳得高，因…) 

4-4 

能想辦法使試管

內的小磁鐵升的

更高 

【1-2 兩個磁鐵靠近有什麼現象】 

2.教師指導學生思考怎樣可以將試管中
的磁鐵推得更高，將方法記錄在習作
中。 

3.教師歸納整理磁鐵的特性。 

課本 p31 
習作 p13 

1 塑膠試管 

磁鐵 

 

8 

10.15

-10.1

9 

10.18 防

震防災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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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

完成自己構想設備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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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對物質性質的了解，

再藉此了解來著手改進。 

4-3 

能知道個種磁鐵

所形成的鐵粉圖

案 

 

 

 

 

 

 

2-1 

養成運用相關器

材設備來完成自

己構想設備的習

慣 

4-7 

透過製作玩具的

過程，培養創造

思考與設計製作

的能力。 

【1-3 磁鐵遊戲】 

1.教師指導學生操作鐵粉受磁鐵吸引形
成圖案的試驗。 

課本 p32 
習作 p14 

2.學生自由發表利用磁鐵可以設計什麼
玩具。 

3.教師指導並審查學生畫出磁鐵玩具的
設計圖。 

4.學生依設計圖收集所需材料並進行製
作磁鐵玩具。 

課本 p33 

3 各種磁鐵 

鐵粉盒 

厚紙板 

色筆 

 

 

9 

10.22

-10.2

6 

數學實作

評量 

  【1-3 磁鐵遊戲】 

5.學生展示及解說磁鐵玩具的原理及玩
法。 

1 磁鐵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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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22

-10.2

6 

數學實作

評量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性作描

述(例如同質料的物體體積

愈大則愈重…) 

1-2-3-2能形成預測式的假

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高，

因…) 

4-5 

能與人合作提出

並完成證明的方

法〞明在磁鐵旁

附加兩片鐵片的

用處 

活動二、有用的磁鐵 

【2-1 生活中的磁鐵】 

1.學生自由發表磁鐵在生活中的各種應

用。 

2.教師引導學生觀察有附上兩片鐵片的

磁鐵。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驗證磁鐵旁附

加鐵片會增加磁力。 

4.學生分組依自己想出的做法驗證磁鐵

旁附加鐵片會不會增加磁力。 

5.學生發表磁鐵增強磁力的試驗結果。 

課本 p34、35 
習作 p15 

2 方形磁鐵 

鐵片 

塑膠袋 

生涯發展

教育 

 

10 

10.29

-11.0

2 

期中紙筆

評量 

  【複習】 

針對單元「植物的身體」、「磁力玩具」
做單元複習 

1   

10 

10.29

-11.0

2 

期中紙筆

評量 

  【期中評量】 

範圍： 

第一單元「植物的身體」、 

第二單元「磁力玩具」 

2 自然考卷  

11 

11.05

-11.0

9 

發日常生

活表現報

告書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

問，常會有許多新發現 

5-1 

能透過杯子紙團

和水的試驗，觀

察空氣佔有空間

的特性 

◎第三單元：空氣和風 

活動一、有趣的空氣 

【1-1 猜猜裡面有什麼】 

1.教師引導學生察覺空氣在自己的四周。 

2.教師指導學生用塑膠袋捕捉空氣。 

3.教師指導學生觀察捕捉到的空氣，察覺

空氣無色、無味。 

4.教師指導學生將裝空氣的塑膠袋壓入
水中，觀察空氣占有空間的特性。 

5.教師展示將裝有紙團的透明杯垂直壓
入水中，再請學生分組進行操作。 

6.教師引導學生討論為何杯中的紙團不
會溼。 

7.教師歸納空氣占有空間的特性。 
課本 P38、39 

習作 P18 

1 塑膠袋 

紙（如舊

報紙） 

透明杯 

水族箱 

水 

 

11 

11.05

-11.0

9 

發日常生

活表現報

告書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

問，常會有許多新發現 

5-2 

能說出空氣可被

壓縮並且空氣的

形狀會改變 

【1-2 多變化的空氣】 

1.利用擠壓塑膠袋及扭轉氣球，覺察空氣

的形狀會改變。 

2.指導學生利用壓下出口堵住的注射筒
的活塞，比較用力的大小。 

3.教師引導學生操作、觀察壓下注射筒時
放開活塞的移動情形。 

4.教師歸納空氣具有可以被壓縮的特

性。 

課本 p40、p41 

習作 p19 

2 橡皮擦 

塑膠注射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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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2

-11.1

6 

期中親師

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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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

活中的器具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

完成自己構想設備的習慣 

5-4 

能設計製作空氣

發射器，進行發

射紙團的遊戲 

 

 

 

 

 

 

 

 

2-1 

養成運用相關器

材設備來完成自

己構想設備的習

慣 

【1-3 空氣遊戲】 

1.學生自由發表利用空氣可以玩什麼遊

戲。 

2.藉由習作 p20 引導孩子利用空氣特性

可以做成玩具。 

課本 p42 

習作 p20 

3.教師指導學生操作用吸管將紙團吹出
的遊戲。 

4.教師指導學生用塑膠瓶、塑膠管組合成
空氣發射器。 

5.學生試驗組合好的空氣發射器能將紙
團射出多遠。 

6.教師指導學生測量紙團射出的距離。 
7.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將紙團射得更

遠。 
課本 p43、44 

習作 p21 

3 紙（如舊

報紙） 

膠帶 

剪刀 

大吸管 

塑膠瓶 

保麗龍球

（或代替

品） 

資訊教育 

13 

11.19

-11.2

3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

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資訊融入】 

4-2-3 

會網路基本操作（包括

BBS、email、www、ftp）。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

法來查核想法 

 

5-8 

能由報紙、圖

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空氣玩具製

作資訊 

 

 

 

 

5-6 

能操作發射角度

影響紙團發射距

離的因素。 

【1-3 空氣遊戲】 

8.教師請學生上網蒐集讓空氣發射器射
得更遠的方法或材料。 

9.教師指導學生改變發射的角度，比較紙
團射出的距離。 

10.教師指導學生改變紙團的角度，比較
紙團射出的距離。 

11.教師歸納空氣發射器的材料，或發射
角度等因素，會影響紙團發射距離。 

3 紙（如舊

報紙） 

膠帶 

剪刀 

大吸管 

塑膠瓶 

保麗龍球

（或代替

品） 

資訊教育 

14 

11.26

-11.3

0 

 

1-2-1-1 

覺察事物有可辨識的特徵

和屬性 

5-2-2-1 

相信細心觀察和多一層詢

問，常會有許多新發現 

5-3 

能夠觀察並思考

產生風的方法，

知道空氣流動產

生風 

活動二 風來了 

【2-1 空氣的流動】 

1.教師引導學生覺察空氣流動形成風。 

2.希望學生從實作中知道風向和判別風

力大小。 

3.複習指北針的使用方式 

課本 p45、p46 

習作 p22 

1 扇子 

墊板 

紙片 

 

14 

11.26

-1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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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能根據風來的現

象，和同學討論

風向風力計的作

法，並畫出簡單

設計圖 

 

 

【2-2 製作風向風力計】 

1.用不同方法觀測風向和風力。 

2.完成風向風力計的設計圖。 

3.製作風向風力計。 

 

2 皺紋紙 
膠泥 
圖釘 

方 位 盤
（ 習 作
附件） 

 

生涯發展

教育 

15 

12.03

-12.0

7 

12-1 月

份體適能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

性的觀察 

5-7 

能利用自製風向

風力計練習測量

風向和風力。 

【2-2 製作風向風力計】 

4.教師帶領學生到戶外實際測量風向和
風力。 

5.學生將測量到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課本 p47、p48 

習作 p23、p24 

 

1 指北針 
 

生涯發展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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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03

-12.0

7 

12-1 月

份體適能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5-9 

能了解空氣的重

要性，並重視空

氣品質 

【2-3 空氣和我們的關係】 

1.教師引導學生發表空氣和風跟人的密

切關係。 

2.教師引導學生暫時停止呼吸，感受空氣
的重要。 

3.教師引導學生發表風的用途。 
課本 p49 

習作 p25 

1 空氣的重

要性圖卡 

生涯發展

教育 

15 

12.03

-12.0

7 

12-1 月

份體適能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

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

同，可作不同的分類   

6-3 

能用五官來辨認

調味品的特徵 

◎第四單元：廚房裡的科學 

活動一 調味小廚師 

【1-1 廚房裡的調味品】 

1.認識廚房裡的調味品。 

2.利用五官辨識廚房中的調味品。 

3.學生將觀察到的特性記錄在習作中。 

課本 p52、p53 

習作 p28 

1 鹽 
糖 
味精 

麵粉 
太白粉 
胡椒粉

等調味
料 
放大鏡 

人權教育 

16 

12.10

-1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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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能觀察溶解現

象，並試驗出可

溶解及不可溶解

之調味品或粉末 

【1-2 調味品會溶解在水中嗎？】 

1.觀察調味品溶解的現象。 

2.覺察有的調味品或粉末會溶解在水

中，有些不會。 

課本 p54、p55 

習作 p29 

1 鹽 
糖 

味精 
冰糖 
麵粉 

太白粉 
胡椒粉
咖哩粉 

放大鏡 
 

人權教育 

16 

12.10

-12.1

4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

法來查核想法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

定性的觀察 

6-4 

能經由試驗，覺

察定量的水僅能

溶解定量的糖和

鹽 

【1-3 鹽和糖的溶解】 

1.教師說明並指導學生何將粉末刮成平

匙的方法。 

2.教師指導學生用同量的兩杯水，逐匙加
入鹽和糖，直到不能溶解為止。 

3.學生計算鹽和糖在水中的溶解量，記錄
在習作中。 

4.覺察定量的水只能溶解定量的糖和鹽。 

5.覺察糖和鹽的溶解量不同。 

課本 p56、p57 

習作 p30 

2 鹽 

糖 

透明杯 
水 

量匙 
量杯 
竹筷 

人權教育 

17 

12.17

-12.2

1 

三年級班

級鄉土歌

謠觀摩表

演賽 

 

6-2-3-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

完成自己構想設備的習慣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

活中的器具 

6-8 

能按照製作說

明，動手製作果

凍 

活動二 點心高手 

【2-1 動手做果凍】 

1.教師說明有些物質加熱後會產生變化。 

2.教師指導學生閱讀果凍粉製作說明

書，了解製作果凍的步驟和方法。 

3.學生依果凍包裝上的說明書準備材料。 

4.教師提示製作果凍時該注意的事項。 

1 果凍粉 

裝水容器 

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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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2.17

-12.2

1 

三年級班

級鄉土歌

謠觀摩表

演賽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

法來查核想法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

定性的觀察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

活中的器具 

6-5 

能經由試驗，說

出不同的果凍粉

量或水量，做出

的果凍軟硬不同 

 

2-3 

能安全妥善的使

用日常生活中的

器具 

【2-1 動手做果凍】 

5.學生依說明書的步驟製作果凍。 

6.教師引導學生發表製作果凍過程中的

發現。 

7.教師指導學生改變各項製作果凍的變

因，先試驗冷水和溫水對製作對果凍

的影響。 

8.教師指導學生將做做完的果凍切小

塊，再加入熱水攪拌，觀察果凍的變

化。 

9.教師指導學生改變各項製作果凍的水

量，試驗水量對製作對果凍的影響。 

10.教師指導學生改變各項製作果凍時的

果凍粉量量，試驗不同的粉量對製

作對果凍的影響。 

11.學生發表各項變因對製作果凍的影

響。 

12.教師歸納整理學生的發表結果，並總

結製作果凍的注意事項。 

課本 p58-p60 

習作 p32 

2 果凍粉 

湯匙 
水杯 
冷水 

熱水 
量杯 
竹筷 

家政教育 

18 

12.24

-1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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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覺察食物腐敗的

特徵和環境 

活動三 食物的保存 

【3-1 食物怎麼壞了】 

1.辨識食物壞掉的特徵。 

2.討論食物變質的環境因素。 

課本 p61 

習作 p33 

1  生涯發展

教育 

18 

12.24

-12.2

8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

法來查核想法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

定性的觀察 

6-6 

能討論出食物變

質的環境因素，

並試驗自己的想

法 

【3-1 食物怎麼壞了】 

3.學生討論如何設計實驗驗證假設。 

4.學生利用豆漿進行試驗驗證假設，並將
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5.各組學生發表試驗的方法及結果。知道
食物腐敗的特徵。 

6.教師歸納豆漿可因氧化、發酵而改

變，這些改變和溫度、水、空氣可能

都有關。 

課本 p62 

習作 p34 

2 豆漿 

裝水容器 

 

生涯發展

教育 

19 
12.31

-1.04 

1.01(二)

元旦放假 

期末紙筆

評量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產品 

6-7 

能認識並紀錄食

物保存的方法和

期限 

【3-2 食物的保存方式】 

1.調查家中食物的保存方式。 

2.了解安全衛生的食物保存方式。 

課本 p63 

習作 p35 

1 用不同方

式保存的

食品 

家政教育 

19 
12.31

-1.04 

1.01(二)

元旦放假 

期末紙筆

評量 

  【期末評量】 

範圍：第三單元「空氣和風」、 

第四單元「廚房裡的科學」 

2 自然考卷  

20 
1.07-

1.11 
 

7-2-0-2 

做事情時，能運用科學探

究精神與方法 

2-2 

做事情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精神

與方法 

【統整】 

學期概念圖 

依照單元內容做概念澄清和統整 

3   

21 
1.14-

1.18 

大掃除 

休業式 

7-2-0-2 

做事情時，能運用科學探

究精神與方法 

2-2 

做事情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精神

與方法 

【檔案整理】 

1.訂正習作和學習單 

2.整理檔案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