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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112學年度第 一 學期 高 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計畫 

一、跨年級領域教學說明：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實際共（60）節。 

領域名稱 自然與生活科技(高年級) 

授課教師姓名 何武勳 

實施期程 112學年度上學期 

每班授課教師人數 共 1人 

分班方式說明 五、六年級混齡合班上課 

混齡教學內容 

1.教材挑選： 

該班由 1位六年級學生組成，本學年執行 B課程，針對課程單元內容進行活動安排，除課本

內容外，安排相應或延伸之科學遊戲、玩具與實驗，累積先備知識，使學習內容與脈絡得以

完整、流暢，有利學生學習。 
2.教學方式： 

本學年課程以耶拿教育的世界導向課程為核心，安排著重於探索學習、實驗設計、文獻探討、

安全操作與數據分析探討。讓學生透過科學實驗探究與 PBIL專題式學習任務串聯課程與真

實的生活經驗，並結合自然科學學習工作本進行學習歷程紀錄、課堂筆記及實驗記錄，並透

過教師回饋與課堂對話，引導學生進行歸納整合、思辨、表達、鑑賞，交流實驗發現與經驗，

建立靈活且嚴謹的實驗態度。 

3.教材內容： 

一、南一五六年級上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二、科普文章與實驗文獻。 

三、網路相關議題之影音資訊及文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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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學習目標： 

A課程(空氣、熱能與天氣變化) 
 

一、灼熱的焰舞曲(聲音的探討、空氣與燃燒、熱和我們的生活) 

1.利用常見樂器探究聲音音頻高低與音量大小變化，了解聲音

的原理。 

2.利用對聲音發聲原理的掌握與認識，自製樂器並勇於與同學

分享。 

3.探索聲音與噪音的差異，並討論、嘗試降低噪音的方式，以

提高生活品質。 

4.認識空氣中重要組成比例與特性。 

5.了解使用「火」、控制「火」，並了解「火」對於人類文明發

展的特殊意義。 

6.知道燃燒與空氣之間的關聯性。 

7.由生活經驗探討物質受熱變化，介紹熱與物質的關係，包括

外形、體積的改變及熱漲冷縮的現象。 

8.認識傳導、對流和輻射等熱的傳播方式，並分別以生活經驗

及實驗進行探究。 

9.了解熱傳播快慢會影響保溫效果，進而得知減少熱傳播能有

效達到保溫效果。 

 

二、深海龍王(天氣的變化) 

1.認識水的各種不同形態，因溫度不同而形成雲、霧、雨、霜、

雪、冰等自然現象。 

2.認識大氣中的水循環。 

3.觀察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認識高低氣壓與各式鋒面符

號，並認識鋒面對天氣的影響。 

4.認識颱風的天氣符號與衛星雲圖，並認知颱風災害及防颱準

備。 

B課程(宇宙與我們的家園) 
 

一、阿波羅的馬車(太陽、太陽系) 

1.認識太陽系與八大行星，並能清楚分辨恆星、行星、衛星、

彗星的差別。 

2.利用實際觀察，得知太陽東昇西落的規律變化。 

3.知道利用方位及高度角，來描述太陽於天空中的位置。 

4.利用圖表與折線圖整理資料，並觀測資料了解太陽在四季升

落的位置不同。 

5.能利用簡易工具與地球儀模擬星球軌跡，並對應四季的太陽

位置。 

6.認識現代太陽能的運用及古代太陽計時的方法。 

7.能分辨不同遮陽設備改變太陽光及熱進入內部的設計原理。 

8.透過多功能的節能減碳屋，能達到不同的功能與效果，並認

識能使屋內較涼爽通風的建築設計。 

 

二、黔墨泰坦(變動的大地、電與磁的奇妙世界) 

1.認識常見岩礦物及其生活中的運用。 

2.了解土壤成因：風化岩石碎屑級生物腐化分解物質。 

3.由簡單流水與土堆實驗，認識流水對地貌作用的影響。 

4.認識流水作用對河流上中下游的不同地貌及凸凹岸的影響。 

5.認識地震災害與損失，並明白地震防災演練及防護工作。 

6.觀察指北針與磁鐵的交互作用，根據磁鐵的基本性質推知指

北針指針亦為磁鐵。 

7.了解指北針指針與地磁的基本交互作用。 

8.製作電磁鐵，認知電磁鐵磁力強弱因素，並設計實驗探究影

響因子，並了解磁鐵與電磁鐵間的差異。 

9.舉例說明電與磁對現今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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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A課程規劃表 

期

程 
學習重點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 

方式 

第

一

至

三

週 

 

一、有聲世界 

1.察覺日常生活中的聲音。 

2.利用觸覺和音叉實驗發現聲音產生時，可以感覺到物體在

振動。 

 

二、聲音的變化 

1.探究聲音是否由物體振動而產生，並以音叉為例，了解物

體振動的強弱會影響發出聲音的大小。 

2.觀察樂器的發音方法，察覺不同的樂器，可以發出大小、

高低的變化，發聲時，伴有振動現象。 

3.分別探究空氣柱的長短、琴箭的長短；弦的長短、粗細、

鬆緊，如何影響聲音的高低。 

4.能分辨每個人說話的聲音不同。 

5.同一首曲子由不同人、不同樂器演唱或演奏，發出的聲音

會有所不同來認識音色。 

6.依據對聲音之認知，製作簡單樂器並演示。 

 

三、噪音對生活的影響 

1.由生活實例察覺音量過大或雜亂會使人身心受損。 

2.執行噪音調查並研究改善的方法。 

 

灼熱的焰舞曲(聲音的探討) 

 

一、發聲的原理(1節) 

    1.日常生活的聲音 

    2.發生的原理：振動與空氣傳遞(以音叉為例) 

 

二、音量大小、音調高低(4節) 

    1.透過不同樂器，感受不同樂音差異。(樂器、網路音檔) 

    2.透過不同樂器演奏及音階變化，分別探究空氣柱、琴鍵、 

      弦的長短、粗細、鬆緊、材質等對音色、音量大小、音 

      調高低的影響。 

    3.認識聲音單位。(分貝 dB) 

 

三、簡易樂器(2節) 

    1.透過對音色與聲音之認知，設計、製作樂器並演示，且 

      該樂器需具備三種不同音調。 

    2.能明確闡述設計樂器的發聲原理，並分享設計理念。 

 

四、噪音對生活的影響(2節) 

    1.透過紀錄生活周遭的聲音與音量，並分享交流改善的生 

      活實例。 

    2.闡述各自對生活聲音的感受，發覺各人接受度的差異， 

      互相體諒理解。 

9 

◎國小 南一版 

五上 自然課本 

  第四單元 

 

◎實驗器材 

水箱、音叉、鐵琴、

吉他、鼓、直笛、

棉花、海綿、抹布、

平板(分貝計) 

 

◎實驗記錄本： 

1.聲音紀錄(聲音

原理、樂器聆聽感

受) 

2.聲音實驗 

音量實驗(分貝)、

音調實驗(高低) 

3.簡易樂器 

設計動機、樂器設

計圖、發聲原理、

成品照、同儕回饋

及反思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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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至

七

週 

一、火 

1.透過資料蒐集與討論分享，認識各文明的神話傳說。 

2.認識燭火、內外焰的特性與原因。 

 

二、氧氣 

1.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燃燒現象，知道有空隙的地方，燃燒比

較旺盛。 

2.從廣口瓶蓋住燭火的實驗，知道燃燒需要流通的空氣。 

3.操作胡蘿蔔與雙氧水混合的方法製造氧氣。 

4.觀察到氧氣可以幫助線香燃燒更劇烈。 

5.知道氧氣具有幫助燃燒的特性。 

6.綜合實驗的過程與結果，為氧氣下操作型定義。 

7.認識生活中氧氣應用的例子。 

 

三、二氧化碳 

1.利用醋與小蘇打粉的作用製造二氧化碳。 

2.從線香在二氧化碳中無法繼續燃燒，了解二氧化碳不具有

助燃性。 

3.認識澄清石灰水變混濁是檢驗二氧化碳的方法之一。 

4.認識二氧化碳在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四、燃燒與滅火 

1.透過紙火鍋的實驗，可了解「燃點」與燃燒的關係。 

2.認識燃燒與可燃物、助燃物、燃點等要素的關係。 

3.知道缺乏一種燃燒的要素，就可以滅火。 

4.了解火災的種類與滅火器的使用。 

5.了解火災的防範與應變須知。 

6.利用科學原理進行逃生要領的模擬演練。 

灼熱的焰舞曲(空氣與燃燒) 

 

一、火的起源 (4節) 

    1.觀察蠟燭上的火焰，說出對火的感覺。 

    2.透過各文明對火的神話，對應學生對火的感受。 

    3.分組選定感興趣的文明文化，於網路上蒐集、整理個文 

      明有關火的傳說，並進行報告。 

 

二、燃燒三元素(蠟燭實驗)(3節) 

    1.科學實驗：內外焰的溫度差異(燭火與竹筷實驗) 

    2.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燃燒現象，提出討論與燃燒的因素。 

    3.透過蠟燭實驗，認知燃點、可燃物、助燃物(空氣、氧 

      氣)等燃燒要素。 

    4.透過資料搜尋，認識空氣組成，並進一步討論不同種類 

      氣體的特性。 

 

三、空氣組成(氧氣、二氧化碳)(3節) 

    1.針對搜尋資料，設計應證實驗 

    2.利用胡蘿蔔與雙氧水浸液製備氧氣、小蘇打與食用醋製 

      備二氧化碳，檢測兩種氣體對燃燒的影響。(氣體比重) 

    3.澄清石灰水遇二氧化碳會呈混濁液體。 

 

四、燃燒與滅火(2節) 

    1.回顧學習內容，重申燃燒要素。 

    2.淺談滅火方式：移除燃燒要素的方法與注意事項 

    3.火場逃生原則 

12 

◎國小 南一版 

五上 自然課本 

  第三單元 

◎實驗器材 

蠟燭、打火機、廣

口瓶、燒杯、量筒、

壓克力板、紙杯、

線香、胡蘿蔔、雙

氧水、小蘇打、食

用醋、滅火器、酒

精 

◎實驗記錄本 

1.蠟燭實驗 

隔絕空氣燃燒、紙

杯加熱實驗、阻隔

可燃物實驗 

2.氧氣實驗 

氧氣製備與燃燒反

映 

3.二氧化碳實驗 

二氧化碳製備與燃

燒反映、澄清石灰

水混濁反映 

4.滅火實驗 

蠟燭復燃實驗、餘

燼復燃、滅火器操

作、覆蓋隔氧(酒

精)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5 

第

八

週 

第一次定期評量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一至七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

分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

記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考題 

操作：生火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第

九

至

十

二

週 

一、物質受熱的變化 

1.由生活經驗的探討，分析物體受熱前後形態的變化情形。 

2.仿溫度計受熱體積的變化，設計實驗驗證液體有熱脹冷縮

的現象。 

3.察套有氣球的錐形瓶放入冷水和熱水後氣球的變化探討

氣體會有熱脹冷縮的現象。 

4.藉由銅球和金屬環的實驗，探討固體也會有熱脹冷縮的現

象。 

5.探討生活中物體熱脹冷縮應用實例。 

 

二、熱的傳播方式 

1.圓形鋁箔盤上滴蠟油形成同心圓，用火加熱並觀察蠟熔化

情形和順序。 

2.由生活經驗推論，不同材料對熱傳導的速度不同，並以不

同材料的杯子實驗驗證。 

3.觀察並指出熱傳播由高溫傳向低溫。 

4.燒杯中的水加入適當物質並用酒精燈加熱，觀察水中熱的

對流。 

5.利用對流瓶的實驗，觀察並討論空氣的對流，熱空氣上

升、冷空氣下降。 

6.研討對流現象的生活實例。 

7.觀察太陽的熱是如何傳到地球上，進而認識輻射熱。 

8.討論各種材料的保溫效果會不同。 

 

三、炎熱地區的房屋建築 

1.玻璃窗可以透光，因此照進屋內的光也帶入了陽光的輻射

熱。 

灼熱的焰舞曲(熱和我們的生活) 

 

一、物質受熱的變化(4節) 

    1.根據生活經驗進行物質受熱後變化之討論，並根據實驗 

      設計與結果，分析應證。 

     *依據實驗結果，物質能否恢復原狀，可分為物理變化與 

      化學變化。 

    2.透過實驗設計、發想、操作、數據分析，建立固態、液 

      態、氣態的熱脹冷縮現象。 

     *固態：銅球加熱實驗 *液態：冷熱水位變化 *氣態：錐 

      形瓶氣球實驗 

 

二、熱的傳播方式(4節) 

    1.透過實驗觀察熱傳導現象，並討論生活經驗中是否有發 

      生類似事情。 

     *鋁箔盤蠟油熱傳導實驗  *鐵湯匙冰、熱水傳導實驗  

     *熱是一種能量，由高溫傳向低溫(擴散) 

    2.利用對流瓶實驗，觀察冷熱空氣的交互作用。 

    3.透過實驗過程，引導學生發現熱輻射現象。 

 

三、炎熱地區的房屋建築(2節) 

    1.透過綠建築設計分享，從傳導、對流與太陽熱輻射三方 

      面探討房屋隔熱設計，包括室內對流、玻璃窗設計、百 

10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二單元 

◎實驗器材 

玻璃管、燒杯、鋁

箔紙、橡皮塞、錐

形瓶、銅球銅環、

溫度計、廣口瓶、

三腳架、陶瓷纖維

網、酒精燈、線香、

塑膠隔板、冰、蠟

燭 

◎實驗記錄本： 

1.受熱變化實驗 

物理變化、化學變

化 

2.熱傳導實驗 

鋁箔盤蠟油熱傳導

實驗、鐵湯匙冰熱

水傳導實驗、對流

瓶實驗 

3.建築隔熱實驗 

水幕隔熱實驗、百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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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玻璃窗外加裝遮陽百葉窗，比裝在室內的百葉窗更能防

止陽光進入屋內。 

3.了解節能屋的建築設計，使用哪些節能方法。 

4.討論不同的房屋建築設計和熱的相互關係進而發現這些

設計可以達到節能減碳。 

      葉窗、水幕、水霧、隔熱貼等多項設計概念，使學生鞏 

      固並活用單元學習內容。 

葉窗隔熱實驗 

第

十

二

至

十

四

週 

一、大氣中的水 

1.複習三年級水的形態變化。 

2.介紹雲和霧的成因，知道它們都是水蒸氣遇冷變成液態的

水，但形成的高度、位置不同。 

3.介紹雨、露、霜、雪的成因，知道它們都是水蒸氣遇冷而

變成的。 

4.實作露和霜的實驗，並發現露和霜的形成溫度不同。 

5.由實作說明水凝固成冰的過程。 

6.介紹大自然中水的循環過程。 

 

二、天氣圖與天氣變化 

1.認識衛星雲圖是由氣象衛星朝著地球拍攝大氣雲層分布

和雲量的照片。 

2.認識天氣圖之氣象符號：高低氣壓、等壓線、鋒面等。 

3.觀察當天的「地面天氣圖」和「衛星雲圖」，解釋天氣變

化的成因。 

4.藉由天氣圖了解鋒面帶來的天氣影響。 

深海龍王(天氣的變化) 

 

一、大氣中的水(5節) 

    1.重溫水的形態變化。 

    2.透過實驗設計，觀察雲、霧、雨、霜、雪、冰等現象。 

     *雲霧實驗 *杯壁結霜實驗 *杯壁結露實驗 *結冰實驗 

    3.介紹大自然水圈水循環 

 

二、天氣圖與天氣變化(3節) 

    1.透過網路資訊搜尋衛星雲圖，介紹氣象衛星、雲層分布。 

    2.認識天氣圖符號：高氣壓、低氣壓、等壓線與鋒面圖示， 

      並介紹各種現象對天氣的影響。 

    3.分析即時氣象圖與衛星雲圖，解釋天氣現象並預測。 

8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鋼杯、量筒、燒杯、

溫度計、塑膠滴

管、線箱、冰塊、

食鹽、塑膠袋 

 

◎實驗記錄本： 

1.水形態實驗記錄 

雲霧實驗、結冰實

驗、杯壁結霜實

驗、杯壁結露實驗 

2.水圈循環圖 

3.當日雲圖說明 

4.鋒面紀錄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第

十

五

週 

第二次定期評量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八至十四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分

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記

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考題 

操作：天氣預報員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7 

第

十

六

至

十

八

週 

一、認識颱風 

1.發現颱風來襲時，會帶來強風豪雨，對我們的生活會帶來

很多影響。 

2.討論颱風會造成的災害，例如：水災、土石流等。 

3.針對颱風災害，學習防颱的準備工作。 

4.學習得知颱風消息的方法。 

5.認識颱風的氣象符號及颱風眼。 

6.藉由蒐集颱風資料了解氣象局會發布哪些颱風訊息。 

7.發現每次侵襲臺灣的颱風路徑不一定都相同。 

8.能區分颱風、颶風、龍捲風等名詞。 

9.分組整理颱風、龍捲風等資料，並設計一個實驗來模擬此

種天氣變化。 

深海龍王(天氣的變化) 

 

一、認識颱風(3節) 

    1.生活經驗討論颱風災害，並針對災害學習防颱工作。 

    2.透過衛星雲圖，認識颱風的雲層移動與氣象圖式。 

    

二、專題探討(6節) 

    1.透過討論與先備知識提取，嘗試分辨颱風、颶風與龍捲 

      風的差別。 

    2.分組，針對各組專題進行資料蒐集並分享、對話討論。 

    3.實驗設計：依組別進行實驗設計並與他組分享、對話。 

 

9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水、寶特瓶、剪刀 

 

◎實驗記錄本： 

1.報告資料紀錄 

2.颱風紀錄 

發表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第

十

九

週

至

廿

週 

一、多變的天氣與災害 

1.台灣常見的天災種類 

2.對個人有興趣之天災進行探究與認識 

一、認識台灣天災(6節) 

    1.生活經驗討論台灣天然災害類型。 

    2.分組進行專題研究與報告分享。 

    3.實驗設計：依各主題進行實驗設計並與他組分享、對話。 

6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實驗記錄本： 

1.報告資料紀錄 

2.颱風紀錄 

發表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第

廿

一

週 

期末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十六至廿一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

分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

記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試卷 

操作：專題實驗項目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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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課程規劃表 
期

程 
學習重點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 

方式 

第

一

至

二

週 

一、認識太陽系 

1.認識太陽系的組成。 

2.能清楚分辨恆星、行星、衛星、彗星的差別。 

阿波羅的馬車(太陽系) 

一、認識太陽系(2節) 

    1.透過影音，認識太陽系的組成份子(太陽與八大行星) 

    2.名詞介紹：恆星、行星、衛星、彗星 

二、專題探討：星體名詞分類(4節) 

    1.依據四個名詞，分組進行資料蒐集，並依序進行分享對 

      話。 

    2.透過資料探討得知：太陽系最重要的能量來源是太陽。 

6 

◎國小 南一版 

  五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實驗記錄本： 

1.太陽系的星圖 

2.恆星、行星、衛

星、彗星的組成與

差異。 

 

第

三

至

七

週 

一、太陽一天中的位置變化 

1.引導學生觀察白天影子的變化，推論太陽在空中有方位和

高度角的位置變化。 

2.學生能利用影子觀測太陽的方位和高度角的方法。 

3.學生以太陽觀測盒來觀測並記錄太陽的方位和高度角。 

4.引導學生將觀測紀錄轉錄到折線圖上，並具體說出太陽在

一天中東升西落的位置改變情形。 

 

二、四季日升日落的變化 

1.引導學生透過四季竿影的觀測資料說明四季日出、日落、

日中天的變化。 

2.引導學生認識不同季節的氣溫與高度角的規律變化。 

 

三、太陽對生活的影響 

1.引導學生了解太陽是一顆會發光、發熱的恆星，及其對於

人類生活的重要性。 

阿波羅的馬車(太陽) 

 

一、太陽的位置(4節) 

    1.實地觀察太陽，並以方位、高度角等數據描述太陽位置。 

     *太陽觀測盒：方位與仰角(學生自製，講述原理) 

    2.掌握陽光與影子的關係，用影子反推太陽位置。 

     *光源實驗：改變方位、改變仰角 

    3.利用高度角與方位數據，以折線圖方式記錄太陽軌跡。 

     *光源操作模擬 

 

二、四季的太陽軌跡(5節) 

    1.透過網路蒐集資訊，分組分享，並以光源模擬太陽軌跡。 

    2.透過學習之技巧繪製四季天頂圖，並以工具模擬出來。 

15 

◎國小 南一版 

  五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紙盒、吸管、量角

器、直尺、指北針、

竹筷、黏土 

 

◎實驗記錄本： 

1.光源模擬紀錄 

2.太陽觀測紀錄 

3.四季軌跡天頂圖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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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導學生知道生活中利用太陽能的應用。 

3.引導學生認識和太陽有關的計時工具，例如：日晷、圭表。

並了解其計時原理。 

 

 

三、專題探討：太陽對生活的影響(6節) 

    1.透過網路蒐集資訊，分組分享。主題：日晷、太陽能應 

      用、食物保存、曬鹽...。 

    2.實驗設計：依各主題進行實驗設計並與他組分享、對話。 

第

八

週 

第一次定期評量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一至六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

分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

記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考題 

操作：專題實驗項目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第

九

週 

一、行星的組成 

1.藉由專題討論，透過資料蒐集與分享認識八大行星 

泰坦？ 

一、專題探討：八大行星組成(3節) 

    1. 透過網路蒐集資訊，分組分享。主題：八大行星。 

3 

◎國小 南一版 

  五上 自然課本 

  第一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實驗記錄本： 

1.八大行星資料 

發表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第

十

至

十

三

週 

一、岩石與礦物 

1.藉由觀察圖片或書籍，發現地層是由不同的岩石組成。 

2.透過觀察岩石，發現岩石是由多種礦物所組成。 

3.介紹岩石可依成因分成三大類及認識常見的岩石種類。 

4.介紹生活中常見的礦物種類。 

5.透過觀察及實驗，知道不同礦物有不同的特性，例如：顏

色、硬度、條痕等。 

6.介紹岩石和礦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二、地表的變化 

黔墨泰坦(變動的大地) 

 

一、岩石與礦物(3節) 

    1.介紹常見礦物種類，透過觀察岩石，發現岩石是由多種 

      礦物所組成。 

    2.介紹岩石可依成因分成三大類及認識常見的岩石種類。 

    3.透過實驗，認知礦物的不同特性，並具體紀錄。 

     *礦物顏色、硬度、條痕 

    4.根據生活經驗，討論岩石和礦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二、地表變化(5節) 

10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三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塑膠滴管、稀鹽

酸、岩石礦物標

本、土壤、放大鏡、

沙網、解剖顯微

鏡、培養皿、灑水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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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提醒「物體會有熱脹冷縮」、「氣候有冷熱變化」等舊

經驗，知道岩石受到風吹、日晒、雨淋等氣候作用，或生物

作用，會從堅硬的岩石風化成鬆軟岩塊。 

2.觀察土壤，發現土壤是由顆粒大小不同的石塊泥土組成。 

3.觀察土壤，發現土壤是受風化侵蝕後的沉積物混合動植物

遺留的有機質。動物、植物的生存都需要土壤。 

4.複習「天氣的變化」單元中所提颱風災害造成的水災對地

表造成的變化，探討流水對地表的侵蝕與沉積的情形。 

5.藉由流水實驗、流水對地表的侵蝕、搬運、堆積等作用。 

6.透過觀賞同一條河流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形景觀的照

片，引導學生觀察河流各段景觀不同，並與流水實驗的各種

現象做比較。 

7.認識流水作用對彎曲河流中的凸凹岸有何不同的影響。 

8.了解經由海水的侵蝕、搬運、堆積，也會產生各種不同的

地形變化。 

 

三、地震來了 

1.透過地震災害照片，了解地震造成的災害及影響。 

2.學習如何從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判讀資料，認識地震相

關的知識，例如：震源、震央、地震規模、震度等。 

3.防震準備工作及地震發生時如何應變的逃生方法。 

    1.藉由「熱脹冷縮」現象切入探討，認知岩石受風化作用 

      及生物作用，會從堅硬的岩石風化成鬆軟岩塊。 

    2.透過實驗觀察土壤，發現土壤內含顆粒大小不同的石 

      塊、泥土等風化後沉積物及動植物遺留的有機質組成。 

    3.藉由操作流水實驗，探討地表的侵蝕、搬運、堆積等作 

      用，探討流水對地表的侵蝕與沉積的情形。 

    4.認識流水作用對彎曲河流凸凹岸的影響。 

    5.了解經由海水的侵蝕、搬運、堆積，也會產生各種不同 

      的地形變化。 

 

三、地震來了(2節) 

    1.透過地震災害照片，了解地震造成的災害及影響。 

    2.學習如何從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判讀資料，認識地震 

      相關的知識。 

     *震源、震央、地震規模、震度 

    3.學習平時的防震準備工作及地震發生的逃生方法。 

器 

 

◎實驗記錄本： 

1.礦物觀察紀錄 

顏色、硬度、條痕、

化學現象 

2.河川沿岸地貌圖 

3.海蝕現象調查表 

4.地震防災備品表 

第

十

三

至

十

四

週 

一、在地地質踏查 

1.透過活動，認識在地地質現況。 

2.藉由觀察分析與資料比對，認識在地岩層材質、走勢與河

道分布，並從訪談了解過去在地地質資訊。 

一、社區踏查(2節) 

    1.走訪社區河道，進行地質與河道拍攝、紀錄。 

    2.返家訪談家中長輩，社區地質事件蒐集資料。 

 

二、專題探討：豐山地質(3節) 

    1.透過網路蒐集資訊及地質資訊進行整理與分析報告。 

    2.分組資料分享與對話。主題：豐山地質環境。 

5 

◎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三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實驗記錄本：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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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質走查與訪談

記錄、網路資訊 

2.豐山地質報告 

評量 

第

十

五

週 

第二次定期評量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八至十四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分

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記

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考題 

操作：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第

十

六

至

十

九

週 

一、指北針與地磁 

1.經由實驗操作，探討影響指北針偏轉的原因。 

2.指北針和磁鐵的交互作用現象，了解指北針的指針是具有

磁性的小磁針。 

3.認識磁鐵也具有指向南北的特性（懸掛磁鐵棒或將磁鐵棒

放在珍珠板上再放入水盆）。 

4.了解指北針的指針有固定指向的原因，是由於地球磁場和

具有磁性的指針交互作用的結果。 

 

二、神奇的電磁鐵 

1.紹奧斯特觀察到的現象與實驗。 

2.讓學生重做奧斯特的實驗，討論使指北針指針偏轉原因。 

3.引導學生觀察電流的方向及電線的位置，對於指北針 

指針偏轉方向的影響。 

4.讓學生進一步探究通電的線圈是否也具有磁性，是否 

能使指北針產生偏轉。 

5.討論通電的線圈如何才能吸起迴紋針。 

6.討論將各種不同材質的棒子放入通電的線圈中，哪種材質

能吸起迴紋針。 

黔墨泰坦(電與磁的奇妙世界) 

 

一、指北針與地磁(3節) 

    1.透過觀察討論，認識磁鐵磁力特性。 

    2.透過指北針吸引實驗，認知指北針指針磁極方向，並推 

      出地球磁極。 

    3.自製指北針。 

 

二、神奇的電磁鐵(5節) 

    1.透過奧斯特實驗，發現電生磁的現象。 

    2.嘗試製作電磁鐵，並設計實驗依序調整電磁鐵結構，歸 

       納原理。 

    3.分組嘗試尋找電磁鐵磁極規律，具體介紹電磁鐵。 

 

三、電磁鐵的應用(2節) 

    1.實驗設計：各組嘗試製作出磁性最大的電磁鐵，並透過 

      實驗嘗試進行改良。 

    2.小組電磁鐵磁力競賽，並將最終結果紀錄於工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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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四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指北針、漆包線、

吸管、小木棒、小

鐵棒、迴紋針、磁

鐵棒、電池座、砂

紙、電池 

 

◎實驗記錄本： 

1.指北針磁力記錄 

2.自製指北針設計 

3.磁生電測試紀錄 

4.電磁鐵設計圖 

觀察

評量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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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讓學生實作（將小鐵棒放入通電的線圈中），並引導學生

觀察：線圈是否像一般的磁鐵也具有Ｎ極和Ｓ極。 

8.介紹電磁鐵的概念。 

 

三、電磁鐵的應用Ⅰ 

1.探討串聯不同電池數量對電磁鐵磁力的影響。 

2.探討線圈數量不同時，對電磁鐵磁力的影響。1.探討生活

中電磁鐵的應用。 

2.實作電磁鐵遊戲，可以利用通電的線圈會產生磁場的效

應，設計一個電池電動機。 

3.了解電磁鐵和一般磁鐵的差異。 

第

十

九

至

廿

週 

一、電磁鐵的應用Ⅱ 

1.認識生活中各式電磁鐵應用項目。 

2.透過專題探索與實驗設計，認識電磁鐵應用之原理。 

一、專題探討：生活中的電磁鐵應用(5節) 

    1.透過網路蒐集生活中應用電磁鐵設計的工具資訊，並進 

      行整理與分析報告。 

    2.實驗設計：過資料蒐集，上用手邊工具製作生活中可見 

      的電磁鐵工具，並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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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南一版 

  六上 自然課本 

  第四單元 

 

◎實驗器材(參考) 

 

◎實驗記錄本： 

1.電磁鐵應用資訊 

2.電磁鐵工具設計

圖與成果 

發表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語

評量 

態度

評量 

第

廿

一

週 

期末測驗 

針對本學期第十六至廿週學期內容進行綜合評量，考試項目及配分

分為筆試 40%、實驗設計與操作測驗 40%、課堂成績及實驗記

錄本 20% 

3 

筆試：素養試卷 

操作：跑台測驗 

實驗記錄本批閱 

紙筆

測驗 

實作

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