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嘉義縣民和國小 112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1-3)  

年級 高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科學研究社團 

課程 

設計者 
黃詠仁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0/一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供統計用，並非一定要融入) 

第二類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類 其他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學校 

願景 
和諧、快樂、卓越、自然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1.本課程以自然科學為主要教學內容，希望學生能在實作當中快樂學習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 

2.本課程以實驗實作為學習方法，激發學生對於科學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並追求自我卓越。 

3.本課程旨在能夠讓學生透過和諧的學習與討論，進而學習不同的知識，並落實與他人互助共學共好的理想。 

總綱 

核心素

養 

E-A2 具備探究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 

目標 

1.透過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探究其形成的原理，並在日常生活常見的小問題上能夠應用並處理。 

2.能在實驗操作的過程中，能夠樂於與人互動、互助，並共同學習合作，完成團隊目標。 

 

 

 

 



教學 

進度                  
單元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節數 

第 

(一) 

週 

- 

第 

(五) 

週 

空 

氣 

砲 

自然 ti-Ⅲ-1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

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

會因為某些改變而產

生差異，並能依據已

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方

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察覺不同的方

法，也常能做出不同

的成品。 

自然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能進行客觀的

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錄。 

自然 ai-Ⅲ-2 

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

經驗，感受自然科學

學習的樂趣。 

自然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

儕有良好的互動經

驗，享受學習科學的

樂趣。 

 

 

1.了解空氣能夠

被擠壓的特

性。 

2.能正確安全使

用實作工具。 

3.可以做出合格

的科學玩具。 

4.可以與其他同

儕進行互動式

的空氣砲遊

戲。 
 

1.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空氣能夠被擠壓

的特性會因為壓力大小而產生差異，

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想

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察覺不同的方

法，也常能做出科學玩具。 

2.能正確安全操作剪刀、寶特瓶、氣球

等實驗工具，並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

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3.透過成功做出科學玩具，感受自然科

學學習的樂趣。 

4.參與合作學習科學玩具的製作過程，

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進

行空氣砲遊戲過程中的樂趣。 

 

 

 

1.藉由分組討論，

有哪些是利用空

氣進行的遊戲或

玩具。 

2.確實進行討論，

並分享遊戲的經

驗。 

3.能夠正確安全地

使用合適的製作

工具進行製作。 

4.與小組成員協助

與合作，完成空

氣砲的操作並進

行測試。 

【活動一】空氣好玩嗎? 

1.教師引導學生回想空氣對人的影響有什麼，並提

示空氣當中除了氧氣是生命所需之外，正在流動

的空氣也可以其他作用。(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2.教師說明空氣的特性，可以因為壓力而有所改

變，如果集中並釋放壓力，可以產生較為強勁的

氣團。(有體驗) 

 

【活動二】動手開砲啦! 

1.教師指導學生在製作空氣砲的過程當中，需要注

意使用工具的安全。(有應用) 

2.提示學生可以利用手邊常見的紙杯、寶特瓶先製

作小型空氣砲，觀察操作情形，再進行小組大型

空氣砲的製作，並觀察其中差異與優缺點。(有操

作與合作討論) 

紙杯 

寶特瓶 

剪刀 

氣球 

塑膠袋 

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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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週 

- 

第 

(十) 

週 

靜 

電 

動 

力 

球 

自然 ti-Ⅲ-1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

常生活 現象的規律

性會因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 識科

學方法想像可能發生

的事情，以察覺不同

的方法，也常能做出

不同的成品。 

自然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能進行客觀的

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錄。 

自然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

儕有良好的互動經

驗，享受學習科學的

樂趣。 

1.了解靜電現象

產生的原理與

可能的原因。 

2.能正確安全使

用實作工具。 

3.可以與其他同

儕進行互動式

的靜電遊戲。 
 

1.能運用好奇心察覺發生靜電現象的產

生會因為溫度、濕度、物品本身而有

差異性，並能依據已知可能產生靜電

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想像可能發生

的事情，以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能

產生出明顯的靜電現象。 

2.能正確安全操作氣球、保麗龍球、塑

膠尺、靜電棒等工具，並能進行客觀

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3.參與發現靜電效果的學習並與同儕有

良好的互動經驗，利用靜電進行遊戲

的樂趣。 

 

1.透過分組討論曾

經發生過產生靜

電的情形或是經

驗。 

2.思考靜電的產生

可能需要的條件

有什麼。 

3.嘗試利用合適的

工具進行產生靜

電的試驗。 

4.與小組成員討論

後，並使用認為

最合適的工具進

行挑戰。 

 

【活動一】你有被電過嗎? 

1.教師引導學生回憶是否曾經有過突然被輕微電擊

過的經驗。(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2.教師說明靜電產生的原因或所需的條件，並解釋

靜電的強度與是否能夠被我們善加利用。(有合作

討論) 

 

【活動二】這樣會被電嗎? 

1.教師先說明物體本身有所謂帶電的情形，在摩擦

的情況下會使電荷移動，進而形成帶正電或負電

的狀態，並提示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原理。(有

體驗) 

2.教師可以利用靜電棒進行示範，提高學生對於靜

電操作的好奇心，並提醒靜電雖然會有觸電的感

覺，但是因為電力微小，並不會造成傷害。(有操

作) 

鋁箔紙 

塑膠墊 

保麗龍球 

膠帶 

氣球 

乾抹布 

塑膠尺 

靜電棒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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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週 

- 

第 

(十五)

週 

爆 

爆 

樂 

自然 ti-Ⅲ-1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

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

會因為某些改變而產

生差異，並能依據已

知的科學知 識科學

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

事情，以察覺不同的

方法，也常能做出不

同的成品。 

自然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

經驗及科技運用、自

然環境、書刊及網路

媒體等察覺問題。 

自然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能進行客觀的

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錄。 

 

1.了解有些物質

具有酸性與鹼

性的差別，並

利用其特性製

作科學玩具。 

2.可以明白「酸

鹼中和」的原

理。 

3.能正確安全使

用實作工具，

並在安全的環

境進行實測。 

 

1.能運用好奇心察覺自然界當中的有

些物質具有酸性與鹼性，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以簡單的

工具，製作出科學玩具。 

2.能從日常生活、自然環境、書刊及網

路媒體等察覺「酸鹼中和」的情形，

並在實作的過程中觀察到產生的氣體

可能是什麼氣體。 

3.能正確安全操作酸鹼試紙、小蘇打

粉、檸檬酸等工具製作出氣體包，並

在安全的環境進行實測。在測試過後

進行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

實記錄。 

 

 

 

1.思考物品的酸鹼

性是如與想像中

一樣。 

2.利用酸鹼試紙測

試身邊的物品可

能的酸鹼性。 

3.思考是否在所有

「酸鹼中和」過

程中產生的氣體

都一定會是二氧

化碳。 

4.利用合適的工具

製作出氣體包，

並在安全的環境

下讓氣體包成功

爆破。 

 

【活動一】這是酸的還是澀的? 

1.教師引導人類的味覺反應，可能會有酸甜苦辣鹹

等味覺，但是曾經聽過或看過電視廣告的「鹼性

水」，「鹼」又是什麼味道。(和學生生活脈絡連

結) 

2.教師提示學生可以利用試紙進行測試身邊物質的

酸鹼值，並讓學生思考是否測試過的食物酸鹼情

形與想像中的一樣。(有應用) 

【活動二】酸+鹼=? 

1.教師說明「酸鹼中和」的情形與作用，過程中可

能會產生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有「酸鹼滅火

器」的產生用於滅火。(和學生生活脈絡連結) 

2.教師進行簡易酸鹼中和實驗後，引導學生製作氣

體包，提醒必須在安全空曠的位置使用與實驗。

(有操作) 

 

酸鹼試紙 

小蘇打粉 

檸檬酸 

盛水容器 

滴管×2 

湯匙×2 

大小夾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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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

週 

- 

第 

(二十)

週 

浮 

沉 

子 

自然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

察、記錄的自然現象

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

結，察覺彼此間的關

係，並提出自己的想

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

異。 

自然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能進行客觀的

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

並詳實記錄。 

自然 ai-Ⅲ-2  

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

經驗，感受自然科學

學習的樂趣。 

自然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

儕有良好的互動經

驗，享受學習科學的

樂趣。 

 

1.了解體積、重

量與浮力之間

的相互關係，

並且明白外在

壓力可以影響

浮力的大小。 

2.能正確安全使

用實作工具製

作出科學玩

具。 

3.透過成功的科

學玩具實作經

驗，感受自然

科學學習的樂

趣。 

4.藉由成果發表

時，與其他同

儕分享學習的

樂趣。 

1.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

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

結，察覺體積、重量與浮力之間

的相互關係，並提出自己原先的

想法及知道與實際原理的差異。 

2.能正確安全操作剪刀、寶特瓶、迴紋

針等工具製作出科學玩具，並能進行

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3.透過成功的科學玩具實作經驗，感受

自然科學學習的樂趣。 

4.藉由成果發表時分享學習成果，與同

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

的樂趣。 

 

1.思考重量大小、

體積大小與浮力

大 小 的 相 互 關

係。 

2.與小組討論外在

明顯的壓力有可

能 對 固 體 、 液

體、氣體分別造

成什麼影響。 

3.利用合適的工具

製作出可以自由

空制的浮沉子。 

 

【活動一】明明就很胖，為什麼可以浮起來? 

1.教師可以先提問體重較重與較輕的人，或是體型

較大與較小的人，浮力有沒有差別，進而說明體

積越大則浮力越大，而當浮力比重量還大時，則

能夠飄浮，反之則沉入水中，這項原理即為「阿

基米德原理」。(有反思) 

2.教師提示壓力能夠影響固體的外型、液體與氣體

的密度，使得質量提高。(有知識應用) 

 

【活動二】製作浮沉子 

1.教師說明，沉浮子浮在水面時，重量與沉浮子內

部的空氣所提供的浮力互相平衡，壓寶特瓶時，

因水的壓力增加，水會進入沉浮子而減少內部空

氣的體積，浮力因而降低，沉浮子就會沉下去。

反之，放鬆寶特瓶，水的壓力降低，空氣體積增

加，浮力也會增加。(有操作) 

 

【活動三】科學遊戲成果分享 

1.將完成的科學玩具進行發表與報告，讓其他學生

也能夠一起學習與同樂。(有總結性成果報告) 

可彎吸管 

寶特瓶 

剪刀 

迴紋針 

水 

盛水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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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否融入資訊

科技教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學生課程調

整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智能障礙( )人、學習障礙(3)人、情緒障礙( )人、自閉症(   )人、(3/人數)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自行填入類型/人數，如一般智能資優優異 2 人)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學習環境的調整： 

1.相同類型的課程，可以採固定結構化進行，讓孩子用同樣的模式去學習。 

2.將成品放置在學生的桌上，適時的提供觀察協助。 

學習內容的調整： 

1.學習內容多要與科學原理或自然現象結合，課程之初以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 

2.降低學生的學習目標數量或難度（數量可以先降低至 50%，視學生學習情形增減） 

3.學生的學習內容可以再切成幾個小步驟，放緩講解說明速度以利學生理解跟學習。 

學習歷程的調整： 

1.講解的時候，盡量可以拿著實物一起說明。 

2.分派作業以小組讓學生認為能力可及為主。 

3.問答如果學生比較無法表達，可以採用選擇題的方式給予回應。 

學習評量的調整： 

1.除檔案評量外，亦可以採用行為觀察、口述等方式進行。 

特教老師姓名：吳如婷、張玉巍 

普教老師姓名：黃詠仁 



填表說明: 

(1)依照年級或班群填寫。 

(2)分成上下學期，每個課程主題填寫一份，例如: 一年級校訂課程每週 3節，共開社區文化課程 1 節、社團 1節、世界好好玩 1節三種課程，每種課程寫一份，共須填寫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