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110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STEM 創造力種子計劃 

主   持   人： 張政義 電子信箱： t804@mail.hnps.ntpc.edu.tw 

共同主持人： 張詩敏、黃湘羽 

執 行 單 位： 新北市及人小學 

1. 計畫目的 

(1)研發與推動以「STEM 創造力課程」為主的國小活動課程、教學與

教材 

(2) 擴大推廣辦理國小「STEM 創造力課程」活動種子營隊 

2.執行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參與計畫人員 

 

(1)由行政人員配合自然科教師組成校內「STEM+研究團隊」，以進行

STEM+課程研究及編撰。 

(2)自然科教師擬定並執行 STEM+課程，由於 STEM+課程為跨領域課

程，所以各領域教師群協助自然科教師完成 STEM+課程。 

 



 

3.研究方法 

(1)採取實證的行動研究（ empirical action research ）效化執行 

(2)建立「教材編撰」及「創造力活動」系統架構做為研究基礎(各單元

STEM+課程教材內容見【附件一】) 

(3)辦理「STEM 創造力課程種子營」落實 STEM 創造力課程發展 

4.執行進度（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1)預計執行的進度如下表 

階段別 

與目的 

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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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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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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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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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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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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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4 
月 

11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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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6 
月 

第一階段 

研發「STEM

創造力」推

廣活動課程

教材 

了解推廣教材

編寫要點 
            

分析與決定 

推廣教材內容 
            

分工編寫教材             

第二階段 

辦理「STEM

創 造 力 課

程」推廣活

動 

推廣活動設計             

第一期推廣 

活動的進行 
            

推廣活動與 

教材的檢討 
            

完工與結案 

報告的撰寫 
            

(2)目前完成的進度：已完成的部分為藍線，約完成70％ 

階段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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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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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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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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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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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1 

月 

111/ 

02 

月 

111/ 

03 

月 

111/ 

04 

月 

111/ 

05 

月 

111/ 

06 

月 

第一階段 
研發「STEM

創造力」推

廣活動課程

教材 

了解推廣教材

編寫要點 
            

分析與決定 

推廣教材內容 
            

分工編寫教材             

第二階段 
辦理「STEM

創 造 力 課

程」推廣活

動 

推廣活動設計             

第一期推廣 

活動的進行 
            

推廣活動與 

教材的檢討 
            

完工與結案 

報告的撰寫 
            



 

5.預期成果 

 (1)科學與科技教育方面 

 實施「STEM 創造力課程」活動，可加強各校落實 STEM 教育觀

念，使其擁有 STEM 創造力教學之基本訓練及知識，培養進入 STEM

產業之技能，亦可進一步激發各校學生創意，利用 STEM 知能設計新

型產品專題研究製作。 

 (2)教學研究發展方面 

 本研究在進行「STEM 創造力課程」發展活動中，有關創造力的

內涵、探究與實作歷程特徵，可以鼓勵教師做為行動研究者與實踐

者，透過活動課程之教學實踐，提昇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激發學生

STEM 創造能力，進一步提供各校發展 STEM 創造力教學媒材路徑，就

科學教育研究的背景資料提供、未來課程建構、自然科學教學實施

等，做為參考。 

 (3)推廣示範方面 

 建立「STEM 創造力課程」教學示範系統，除可讓各校實際瞭解

STEM 教育原理、系統結構、教學資料外，還可提供學生在 STEM 創造

力課程之學習成果供各校參考，同時可藉開展「STEM 創造力課程」種

子營，與各校在推廣、示範中，分享相關「STEM 創造力課程」教學與

技術。 

 (4)觀摩活動規劃 

本計畫若獲通過，將由本校負責規劃區域性校際教學觀摩活動，

並於111年6月舉辦「STEM 創造力教育發展研討」，邀請相關學者、專

家蒞臨演講，並展示本計畫執行之成果。 

 



 

6.檢討 

(1)課程設計方面 

這八個單元主要由自然科教師擬定並執行，因為是跨領域課程，

需要多元的意見及導師們的協助，希望在課程設計之初，就能有各領

域教師群協助自然科教師完成 STEM+課程設計。 

(2)教師編制方面 

每個年級有兩的 STEM+課程設計的單元，希望教師能搭配同學年

的科任教師協同教學，才能夠更了解學生在其他領域的能力及課程。 

(3)防疫調整方面 

由於今年疫情嚴峻，無法如期在寒假中舉辦營隊，所以這些單元

的課程皆在平日上課中進行。 

 

 

 

 

 

 

 

 

 

 

 

 

 



 

【附件一】 

課程名稱：奇妙的磁鐵 

課程活動與主題 
4-1磁鐵的磁力 

【活動一】磁鐵可以吸附鐵製品 

1.引導學生觀察磁鐵跳棋，跳棋和棋盤之間的特性，並探究原因。 

 
2.介紹科學探究過程： 

 
示範： 

 
3.引導討論：磁鐵可以吸附鐵製品。 

【活動二】磁鐵可以隔著物品吸附鐵製品 

1.引導學生測試磁鐵可以隔著墊板吸附鐵製品、磁鐵可以將紙吸在黑板上。 

2.引導學生觀察磁鐵隔著物品也可以吸引鐵製品，探討磁鐵是否一定需要接觸物品才

能作用，導出超距力概念。 

 

【活動三】認識磁極 

1.準備不同形狀的磁鐵，讓學生觀察並紀錄磁鐵各部位吸引迴紋針的數量。（馬蹄形磁

鐵、長條形磁鐵、圓形磁鐵）  

2.引導學生依據結果歸納出磁鐵兩端磁力最強，中央最弱；磁力較強的位置稱為磁極。 

 

4-2磁鐵的祕密 

【活動一】同級相斥、異極相吸 

1.準備不同形狀的磁鐵，每個形狀2個讓學生觀察測試。（馬蹄形磁鐵、長條形磁鐵、圓



 

形磁鐵） 

2.測試同形狀的磁鐵，相同磁極靠近、不同磁極靠近會發生什麼現象？ 

3.測試不同形狀的磁鐵互相靠近會和相同形狀磁鐵的實驗結果相同嗎？ 

 
《充電站》磁鐵的保存方法 

1.說明磁鐵不使用時，磁力會逐漸減弱、消失。 

2.介紹磁鐵保存方法： 

（1）磁鐵兩極吸附鐵片。 

（2）不同磁鐵異極相吸。 

（3）避免磁鐵震動、敲擊或接近高溫。 

（4）避免磁鐵長期互相排斥。 

【活動二】磁鐵的磁極可以指出方向 

1.引導學生將磁鐵放置於水面上，觀察靜止後的指向。 

2.學生會發現所有磁鐵的指向相同，歸納出磁鐵靜止時的特性。 

3.引導討論：磁鐵靜止時，N 極指向北方，S 極會指向南方。發現指北針就是利用磁鐵具

有方向性的特性設計而成。 

 
4.引導學生構想此結論背後的原因，導出地球內部是一個大磁鐵的概念，介紹地磁的現

象。 

5.介紹指北針的製作方法與功能。 

6.說明指南車、指南魚的發明與中國的大航海時代。 

【活動三】察覺集中磁力的方法 

1.拿一個門擋，詢問學生為何要加裝鐵片？ 

＊實驗操作： 

(1)準備兩個方型磁鐵，一個加鐵片一個不加鐵片，將2個塑膠袋分別用兩塊磁鐵吸在黑板

上。 

(2)在塑膠袋中加入一本本的課本並記錄本數，直到磁鐵撐不住下滑為止。 

2.歸納出加裝鐵片的磁鐵磁力會增強。 

3.請學生發表生活中加裝鐵片的磁鐵例子。 

 

4-3磁鐵在生活中的應用 

【活動一】磁鐵遊戲 

1.討論磁力小車、磁鐵飛鏢、磁鐵迷宮、釣魚遊戲的設計原理。 

(1)磁力小車是利用同極相斥的原理。 

(2)磁鐵飛鏢、磁鐵迷宮、釣魚遊戲是利用異極相吸的原理。 



 

 
2.請學生討論哪些玩具可以改良成與磁鐵有關。 

【活動二】磁鐵與生活連結 

1.認識生活中的哪些物品和磁鐵有相關性： 

(1)存摺磁條        (3)背磁式車票 

(2)磁性條碼        (4)磁性文具 

 
科學閱讀一：「磁鐵」哪裡來？ 

磁鐵又稱磁石、吸鐵石，是石上磁鐵不是人類發明的，而是原本就存在在自然界

中只是被人類發現了。生活中有一種經過特殊處理的強力磁鐵：釹鐵硼磁鐵。 

製作磁鐵玩具－磁浮列車 DIY 

1.原理：磁浮列車是利用磁鐵的同級相斥的特性。 

2.器材：圓形磁鐵、牙膏紙盒、剪刀、尺、雙面膠、紙板、保麗龍膠。 

步驟一、依照牙膏紙

盒寬度利用紙板做出

列車軌道並黏上兩排

圓形磁鐵。 

步驟二、因一般磁鐵

無法穩定浮另外一塊

磁鐵上，所以需在軌

道旁黏上圍牆。 

 
 

步驟三、將牙膏紙盒

剪貼成車身，並在車

體 下 方 黏 上 兩 排 磁

鐵。 

步驟四、將完成的列

車放在軌道上，輕推

列車即可前進。 

  
 

 

 

 



 

課程名稱：小園丁學種菜 

課程活動與主題 
1-1菜園大發現 

【活動一】認識菜園 

一、教師提問： 

(一)菜園的環境有哪些必要條件？ 

學生回答：菜園裡都有土、陽光、空氣、水。 

二、教師說明： 

(一)介紹農夫的工作及環境。 

(二)土壤中可能有蚯蚓，蚯蚓常待在陰暗、潮溼的土裡，牠的糞便還可以提供蔬菜

養分。 

(三)若是要將植物種在花盆中，就不適合放入蚯蚓，生長環境不夠大，蚯蚓沒有足

夠的土壤可以進食，就可能吃掉蔬菜的根，就會造成有害而無利的情況。 

三、教師統整： 

(一)種菜環境所需的條件 

1.肥沃的土壤。 

2.充足的日照。 

3.適當的水分。 

4.流通的空氣環境。 

《充電站》有機肥料與化學肥料 

種植蔬菜可能會需要使用肥料，市面上常見的肥料分成有機肥料與化學肥料，有機肥

料是來自於動、植物殘體或動物排泄物混合，經腐爛分解後調製而成；而化學肥料則

是以化學方法合成或以礦物加工製造。 

【活動二】自製堆肥 

一、教師說明：自製堆肥流程 

(一)我們準備咖啡渣、乾淨的蛋殼。 

(二)把乾淨的蛋殼弄成碎片。 

(三)分層進行：咖啡渣、土壤、蛋殼、土壤、咖啡渣、土壤。 

二、學生討論與製作堆肥 

三、學生實際操作：發現土壤裡有放堆肥的蔬菜長得更高大。 

四、教師補充：腐質土的特徵(2個月後) 

(一)白毛完全退去。 

(二)不臭，只有泥土味。 

(三)土質鬆散不黏。 

(四)把腐質土鋪在盆栽靠近外圍的土壤並翻攪淺層的土壤。 

(五)腐質土不可直接放在蔬菜的旁邊，會使得跟被燒爛，發生肥害的現象。 

 

1-2種植前的準備 

【活動一】種植蔬菜的方法 

一、教師提問： 

(一)請學生發表要如何種植蔬菜？ 

二、教師說明並引導： 

(一)使用圖書館的書籍不可毀壞書本，每組共同分享。 

(二)請學生選擇想要種植的蔬菜、並對各組展示各種蔬菜種子包，查詢相關資料。 

(三)蔬菜適合播種的季節。 

1.3月適合種植的蔬菜有：油菜、菠菜、白菜、四季豆、番茄、空心菜。 



 

2.請學生從以上挑選，再去查詢該蔬菜種植所需的各項事宜。 

3.該蔬菜適合種植的土壤種類。 

4.該蔬菜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三、學生討論與發表： 

(一)每組要種植的蔬菜及其所需的生長條件。 

(二)種植蔬菜所需的工具與材料：花盆、底盤、鏟子、土壤、種子、澆花器、植物

立牌。 

(三)若無灑水器可以拿寶特瓶並在瓶蓋鑽洞，若無花盆可以選擇底部較大的容器並

將其底部挖洞。 

四、教師統整：每組所想要種植的蔬菜，其發芽時間、採收時間。 

【活動二】蔬菜成長日記 

一、教師提問： 

(一)想想看，要如何記錄種植蔬菜的生長過程？ 

(二)為什麼我們要做紀錄？  

二、學生討論與發表： 

(一) 紀錄需要紀錄哪些內容與項目？ 

1.要紀錄日期、地點、蔬菜名、紀錄者。 

2.紀錄詳細內容的方法：手繪、拍照、文字紀錄。 

(二)花盆種植流程：挖洞、播種、覆土、澆水。 

(三)菜圃種植流程：鬆土、挖洞、播種、覆土、澆水。 

三、教師統整：將菜圃上的雜草連根拔起，再將土壤翻鬆，向下深層的鬆地。 
 

1-3小農夫日記 

【活動一】蔬菜的成長問題 

一、教師提問：蔬菜成長過程中會遇到許多問題該怎麼處理呢？ 

二、小組討論： 

(一)澆水時要注意什麼事項？ 

1.土壤表面保持潮溼即可停止澆水。 

2.避免中午澆水，才能防止蔬菜凍傷或者曬傷。 

3.放假前可以事先多澆一點水、菜盆底下放置集水碟，來撐過短暫缺水的狀

況。 

4.水份過多時，可能會造成幼苗徒長的現象，莖會很細、彎曲且難以支撐。 

(二)教師請學生試著分析比較澆水的水柱大小會對蔬菜有什麼影響？ 

1.水柱過大、泥土容易流失，讓蔬菜的根裸露並容易倒塌。 

2.可以使用花灑澆花器，或者使用緩慢的水流來進行澆水。 

(三)蔬菜生長太密，如何讓幼苗能夠有足夠的生長空間？ 

1.間拔：將密集生長的幼苗，只留下強壯的植株。 

2.移植：將整株幼苗移動到較大的地方種植，或者將生長較密集的幼苗、分散到其他

地方。 

(四)如何讓蔬菜不被蟲吃呢？ 

1.可以事先架紗網進行防護。 

2.用竹筷將害蟲、蟲卵移除。 

3.自製天然無毒驅蟲劑。(辣椒水、大蒜水) 

(五)日照不足，該怎麼辦？ 

1.將蔬菜移動到日照充足的地方。 

(六)養分不足，該怎麼辦？ 

1.添加肥料，在適當的時機來追肥，才能促進開花結果，或者使葉片生長茁



 

壯。 

【活動二】歡樂慶豐收 

一、教師說明並引導：蔬菜的生長過程並回顧種植蔬菜的過程，發現蔬菜也會完成生

命史，產生下一代的種子而死亡。 

二、教師統整：有些蔬菜不要連根拔起，只需摘取葉片，再過幾天又會長出嫩葉可供

食用；有些蔬菜需要連根拔起；有些蔬菜只須採收果實。 

科學閱讀一：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就是遵循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的大自然法則來生產農作物。有機肥料

雖然效果小、速度慢，但是有長久持續與改良土壤性質的優點。 

科學閱讀二：為什麼吃進肚子裡的種子不會在肚子裡發芽呢？ 

種子發芽除了需要適合的土壤、陽光、水和空氣外，還需要有適合的生長季節、

發芽溫度及溼度等條件配合，種子才能發芽。 
 

 

 

 

 

 

 

 

 

 

 

 

 

 

 

 

 

 

 



 

課程名稱：燈泡亮了 

課程活動與主題 
4-1讓燈泡亮起來 

活動一：發亮的燈泡 

1.教師實際拿出燈泡、手電筒、燈籠，讓同學觀察外型以及發光的情形，並適時說明

各部構造。  

2.引導學生思考，燈籠、手電筒及聖誕樹什麼會發亮。 

3.日常生活中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燈泡？這些東西又有什麼用途？  

4.拆開手電筒，觀察手電筒裡的裝置（電線、燈泡座、小燈泡、電池）。 

5.發表觀察到的事項，以及電池、電線和燈泡的外形特徵。 

(小燈泡電壓為1.5伏特，一般家庭插座是110伏特，提醒學生勿以電線接小燈泡兩端插

入一般家庭插座上，以免發生意外。) 

6.依學生學習情況介紹燈泡的構造（螺紋狀金屬體、灰色接點、燈絲…等），並說明

燈泡亮時的條件。 

7.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與探究燈泡與手電筒的關係，以及燈泡發亮時所需要的物品配

件。 

8.引導與歸納燈泡要發亮的物品與條件。 

 

活動二：讓小燈泡發亮 

1.介紹富蘭克林利用風箏與集電瓶來發現電的經過，並引導學生形成通路的概念。 

2.請學生連接電池、電線和燈泡（含燈座），使小燈泡發亮。 

（提醒學生注意電池上的標示，並認識正極、負極） 

3.請學生連接電池、電線和燈泡（無燈座），使小燈泡發亮。 

（一條電線得接小燈泡底部，一條則須接小燈泡旁邊） 

4.探討讓小燈泡發亮的連接方式。 

5.說明：燈泡上的電線兩端，分別連接在電池兩極，形成電流的通路，燈泡 

才會發亮。（小燈泡會亮的連接方式，畫時要注意應連接的地方不能有斷 

掉的情形，且電池應有方向性） 

6.老師適時的引導學生認識通路、斷路的概念。 

7.適時的讓學生親自操作讓燈泡發亮的各種方法與條件，並瞭解到通路與斷路 

的相關概念。 

8.請學生畫出使小燈泡亮起來的連接方式。 

9.請學生試驗讓小燈泡更亮的方法。 

活動三：認識導體和不良導體 

1.教師提問：有沒有觸電的經驗？說一說當時的情形是如何？適時導引出導體並說明

人體也是一導體。 

2.蒐集可以連接成相通的物品，如：鉛筆、錢幣、尺、髮夾、書本、橡皮擦、 

剪刀等。 

3.引導學生試驗，利用哪些物品能使電線斷了的小燈泡亮起來。 

4.發表試驗的結果，在電路間連接金屬物，能使小燈泡發亮。 

5.說明：連接在電流通路中的各種不同物品，可以導電，使燈泡發亮的稱為   

「導體」；不能導電，無法使燈泡發亮的稱為「不良導體」。 

6.依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的補充為何會有「導體」、「不良導體」的分別。 

 解釋 舉例 

導體 能夠讓電流通過的材料 金屬類 

不良導 較難讓電流通過的材料 橡膠、塑膠 



 

體 

 

活動四：製作簡易開關 

1.教師介紹並觀察各式開關（玩具開關、電燈開關） 

2.小組討論：這些開關是根據什麼原理所呈現的？需要什麼材料？為什麼可以做成開

關？ 

3.教學引導：開關是依據電路的通路與斷路原理，我們可以利用導體與不良導體讓電

路形成通路或形成斷路。  

4.小組討論：利用身邊可得的材料互相討論設計出一個開關。 

5.小組操作：實際的將所討論出來的開關做出來。 

6.小組發表：發表所設計的開關。 

7.教師引導與歸納： 

 （1）製作開關的原理（2）製作開關所需的材料（3）為什麼可以設計開關 

 

4-2串聯與並聯 

活動一：電池的串聯與並聯 

1.教師拿出一顆電池的燈泡組比較兩顆電池的燈泡組，比較哪一個燈泡組比較亮，為

什麼會比較亮？ 

2.探討可以使燈泡更亮的方法。 

3.實際操作電路組，試驗能讓燈泡更亮的方法。 

4.發表實驗的結果，換新電池、電池串聯方式連接，都可以使燈泡比較亮。 

5.比較與類化各個電池的電路形式，討論實際會讓燈泡更亮的組合。 

6.認識電池的串聯、並聯。 

7.讓學生測試多顆電池（串、並聯）和燈泡連接的結果，並鼓勵學生將所測試之心得

上台分享。 

8.教師引導電池的串聯可以讓小燈泡變亮，燈泡的亮度，會隨著   

電池數的增加而增加。 

9.適時的統整電池的串聯與並聯： 

 解釋 特點 

電池串

聯 

電池正極另一個電池的

負極，形成通路 

燈泡更亮 

一顆電池沒電時就不

亮了 

電池並

聯 

電池正極另一個電池的

正極，負極連接負極，

形成通路 

燈泡亮的比較久 

一顆電池沒電時還可

以亮 

活動二：燈泡的串聯與並聯 

1.利用電線燈泡組，討論有沒有讓兩個燈泡同時亮的形式？日常生活中有沒有遇過相

關的情境？ 

2.探討可以使兩個燈泡一起亮的方法。 

3.試驗可以使兩個燈泡一起亮的方法。 

4.發表試驗的結果。 

5.認識燈泡的串聯、並聯。 

6.讓學生測試多顆電池（串、並聯）和多顆「燈泡」連接的結果，並鼓勵學生將所測

試之心得上台分享。 

7.教師引導燈泡的串、並聯情形（串聯會讓燈泡變暗，並聯則是不會改變燈泡亮

度）。 



 

8.舉例日常生活中（電池串聯：手電筒；燈泡串聯：燈泡）並引導學生探討為何要如

此設計？ 

 

4-3電池玩具 

活動一：認識小馬達 

1.教師實際拿出會動的玩具，觀察其動作情形，然後一起探討其可能構造及動力來源

（動力車中有馬達與齒輪）。 

2.觀察這些會動的玩具中裡面有什麼（裡面裝有電路和小馬達的構造）。 

3.介紹馬達的構造(轉動的軸心、連接電線的金屬片)，以及要如何連接才能讓馬達轉

動。 

4.準備電池、電線和小馬達，讓學生探討和之前的燈泡組的差異所在。 

5.學生連接電池、電線和小馬達，使小馬達轉動。 

6.學生畫出小馬達和電池、電線的連接方法，以及小馬達轉動的方向（從電池正極的

方向往負極的方向轉動） 

7.教師引導各個接法和小馬達轉動的關係。 

 

活動二：製作有趣的電池玩具 

1.教師展示之前學生所製作的玩具，並與學生共同討論如何利用電路、簡易開關、小

燈泡或小馬達製作的玩具。 

2.教學引導：製作電路玩具以燈泡和馬達為主，可以利用這兩個元件的特性操作組

合，並可以結合先前所學的開關、串並聯、馬達的旋轉等製作想做的

玩具。  

3.小組討論：準備材料並畫玩具設計圖，老師引導學生動手操作所設計的電動玩具。 

4.小組操作：引導學生實際製作玩具。 

5.小組發表：發表所設計的玩具。 

6.教師引導與歸納： 

會動的玩具中，裡面裝有電路和小馬達的構造。利用電路，簡易開關或小馬

達，可以製作玩具。 
 

 

 

 

 

 

 

 

 

 

 



 

課程名稱：有趣的力 

課程活動與主題 
1-1力的作用 

活動一：生活中的力 

※引起動機：請學生輕敲桌子，並敘述受力情形。 

1.說明引導：拿出皮球或海灘球敘述球受力的情形。往下拍-跳動、 

                往前推-滾動、往上丟-飛行、用力擠壓-壓扁…… 

2.小組討論：什麼是力？日常生活中力的作用有哪些，並嘗試分類。 

每組討論五分鐘，且以多元思考的方式讓每個人討論。 

3.小組發表：什麼是力？日常生活中力的作用有哪些。 

  教師引導與歸納： 

例如：形狀改變或運動狀態改變 

      可恢復原來形狀（橡皮筋拉長）不可以恢復原來形狀（紙揉皺） 

      位置移動（滾動、飛行）              

4.老師引導學生，說明生活中力的作用有哪些以及力的作用是無所不在的。 

活動二：改變物體形狀 

※引起動機：教師用手擠壓海灘球，讓學生觀察球有哪些變化？ 

1.請學生用手壓一壓海灘球，看看會有什麼變化？ 

2.引導學生思考可以各種方法讓球的形狀改變。（例如：坐在海灘球上、用手指戳

一戳海灘球或是用球棒打海灘球等）。 

3.讓學生發現用力可以使海灘球的形狀改變。 

4.觀察油土、橡皮筋受力前後的改變。 

5.教師歸納力可以使物體形狀改變。 

活動三：改變物體運動狀態 

※引起動機：擠壓、拋丟海灘球，讓同學探究受力時的情況。（不一定發生形狀改

變，而可能會產生位置的移動） 

1.引導學生發現力除了可以讓物體的形狀改變，還可使物體的運動狀態改變。 

2.請學生實際操作，感受力的作用與觀察物體的運動情形。 

3.實際的射出紙飛機，讓學生觀察飛機射出去時產生的變化。 

  （飛機的形狀沒有改變但是位置移動了） 

4.教師請學生討論物體受力後可能的運動方式（例如：滾動、跳動、滑動、 

轉動、搖動等）。 

5.協助學生討論操作的結果，歸納出不同的物體受力後，動起來的方式也不 

太相同。 

6.討論與歸納日常生活中物體發生移動的情形。 

 

1-2力的大小與方向 

活動一：力的大小 

※引起動機：提問學生是否可以觀察到力的作用嗎？可以測量力的大小嗎？可以的

話說出使用的方法？ 

1.利用棒球投手投球的球速快慢，引導學生如何來判斷施力的大小？ 

2.請兩個學生上臺，用不同的力氣擠壓海灘球，請學生判斷哪個人用 

的力氣比較大？ 

（1）用的力氣小，海灘球凹陷較淺；用的力氣大，海灘球凹陷較深。 

（2）藉由海灘球的形狀改變情形，讓學生發現用力的大小與海灘球形狀改變 

的關係。 



 

（3）教師以不同的力道投擲海灘球，讓學生觀察與判斷施力和海灘球位移的關係。 

3.教師請學生將不同數量的小重物（例如：彈珠、硬幣等）放入網袋，用橡皮筋綁

起來，觀察與測量橡皮筋的長度，並紀錄下來。 

（1）橡皮筋形狀的改變與力的大小有什麼關係？ 

（2）引導學生思考並討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力的大小？ 

4.了解利用彈力所製作過的科學玩具，當中的構造與原理。 

5.探討彈簧或橡皮筋在吊掛過重的物品時，造成所謂的彈性疲乏的情況，造成測量

無法正確的測定。 

6.教師引導物體受力大小的情況，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何來判斷力的大小。 

活動二：力的方向性 

※引起動機：教師引導同學們說明自己投球的情形（籃球、棒球、足球等），提

問：力是否有方向性？ 

1.引導學生發現力除了有分大小，還會有方向性。 

2.教師舉例說明像籃球、套圈圈、踢九宮格、射飛鏢等活動，都是要控制好用力的

方向，才能正中目標。 

3.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活動或遊戲是和用力方向有關的 

4.設計九宮格的遊戲，利用海綿球，指定代號讓學生來丟擊號黑板上的碼牌，並說

明力道的控制，藉由瞄準位置與投球。讓學生觀察並體驗到力有大小及方向性。 

5.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活動或遊戲是和用力方向有關的。（開窗戶時，

手往右邊用力，窗戶會往右邊開啟；踢毽子時，腳向上用力，毽子會向上彈跳；

向下用力拍球，球便會往下跳動；用手彈彈珠，再碰到其他顆彈珠後，會因撞到

的角度不同，彈珠移動的方向也不同）。 

6.引導學生施力方向和物體運動方向的關係。 

活動三：推硬幣競賽 

※引起動機：敘述早期夜市推彈珠的經驗，利用排尺將彈珠往上推，讓彈珠落下，

並實際利用圖片介紹當中的原理。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可以控制力的大小與方向的方法。 

2.老師介紹關於力的種類：彈力、磁力、重力、浮力等。並說明可以用各項恰當的

施力來完成競賽。如利用尺的彈力或推力，利用線的拉力。 

3.教師指導學生製作靶心圖。 

4.請全班討論推硬幣競賽的規則（安全及競賽規則）。 

5.全班進行推硬幣競賽。 

6.引導學生討論： 

（1）硬幣推出去是利用什麼力？ 

（2）如何才能控制硬幣滑行的方向？ 

（3）用什麼方法才能讓硬幣在適當的位置？  

7.老師歸納與引導各項實驗結果。 

 

活動四：力的種類 

※引起動機：觀賞 大氣壓力的作用(鋁罐被壓扁）影片 

                               基隆黃色小鴨爆炸影片 

1.小組討論：兩段影片中看到了什麼力的作用？ 

2.教師說明引導：鋁罐與黃色小鴨所受到力後所出現的變化。 

鋁罐受到水中壓力而壓扁、黃色小鴨浮在水中有浮力且受空氣中大氣壓力的影響而

有所變化，並引導學生回想游泳時胸口是不是感覺到有壓力的存在。 

3.小組討論：力的種類有哪些？根據力的不同特性試著來分類。 

每組討論五分鐘，且以多元思考的方式讓每個人都可以討論。 



 

4.小組發表：力的種類有哪些？根據力的不同特性試著來分類。 

5.教師引導與歸納： 

例如：需接觸的接觸力（水力、風力、彈力） 

不需接觸的超距力（萬有引力、靜電、磁力）。 

6.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這些力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事情？ 

（1）帆船航行需要藉助風的力量。 

（2）牛車前進需要靠牛的拉力。 

（3）水車轉動需要藉助水的力量。 

1-3浮力 

 

活動一：發現浮力 

 

※引起動機：老師介紹浮力出現時機，適時的依學生認知來說明為什麼會有浮力的

發生（物體密度＜、＞、＝1時的情況）。 

1.發現浮力：教師準備各種物品，並實際把物品平放在水面，觀察物品的沉浮情

形。 

（1）準備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體（彈珠、橡皮擦、粉筆、乒乓球、原子筆、石頭

等）。 

（2）讓學生先猜測，將預測的情形紀錄下來，並說明原因。 

（3）將所實驗的物體做簡易的分類。並引導學生一起討論物體會浮起與沉下去的可

能原因。 

2.讓各組學生試驗將浮起來的物體往下壓的情形。 

（1）將浮起來的物體往下壓時，可以感受到一股向上的抗力，藉此讓學生感受浮力

的存在。 

（2）體會到各種不同的浮物，所需要施力的力道不同，請各組探討相關情形，並紀

錄下來。 

（3）教師適時引導浮力的概念，讓學生將浮力概念更具體好學。 

 

活動二：感覺浮力的作用 

※引起動機：類化學生游泳時的經驗，讓學生說出用游泳圈時以及往游泳池底部游

等情況，來介紹感覺浮力的作用。 

1.引導學生動手操作課本「感受浮力作用」實驗。 

2.將彈珠裝入網袋，用彈簧秤綁住後，分別在水中與空中提一提，讓學生感 

覺重量和彈簧秤刻度的變化。 

（1）請學生在空中提提看，手的感覺如何？橡皮筋的長度是多少？ 

（2）將網袋慢慢放入水中，體會重量的變化。 

（3）用橡皮筋提沉在水中的網袋，手的感覺如何？橡皮筋的長度是多少？ 

3.各組將所觀察到的數據與現象紀錄下來，並同時展示數據，全班一起分享觀察。 

4.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試驗的操作，發現浮力的存在。 

 

 

 

 



 

課程名稱：觀測太陽 

課程活動與主題 
1-1一天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活動一】陽光與影子 

1.每位學生無論男女皆一同探討生活中有哪些物品在陽光下會出現影子？例如：柱

子、樹木、人、房屋、車子等。 

2.為何會產生影子及影子的顏色？ 

  ※因光照在物品表面時，光無法穿透物品繼續直線前進，造成在物品另一邊無法被

光照射到的位置，形成陰暗的影子。也讓學生了解眼睛所看到的顏色由來，也是

經由光被物品吸收所反射出來的。 

3.探討不同時間同一物品的影子變化，可以發現當太陽在東邊時，影子會出現在西

邊。了解光源與所產生的影子的相對位置。 

4.進行影子實驗時，先在桌面或紙上標示出方位。利用不同位置的光源照射立在桌面

的物品，觀察影子變化。讓學生發現光源的位置會影響影子的方向與長度。 

※統整影子的特性 

1.光被東西擋住時，就會產生影子。 

2.站在陽光下，兩隻手分別指著影子和太陽的位置，可以發現，當太陽在左手邊時，

影子在右邊，所以影子的方向和太陽相反。 

3.影子的長短會隨著太陽位置而改變。 

4.在同一個時間，不同的物體影子的方向是相同的。 

5.晴天時影子較清楚，陰天時影子較模糊。 

◎配合習作 P.4 

【活動二】觀測太陽位置的方法 

1. 利用中年級學過觀測月亮的方法，引導每位學生以小組討論方式用方位角和仰角

描述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 

※提醒學生月亮是反射陽光，所以可直視月亮，但陽光太過刺眼，直接注視太陽

容易讓眼睛受傷，所以在沒有減光設備（如：太陽眼鏡）的情形下，不要直視太

陽。 

2. 認識方位角和太陽仰角。太陽仰角也就是太陽高度角，是陽光和地平面之間的夾

角。 

3. 認識古代先人智慧所使用的時間工具。古代的時間工具幾乎都是應用觀測太陽方

位、仰角的規律性變化所製造出來。如：日晷設計構造原理簡報檔。介紹台灣各

地不同類型的日晷，並指導其構造及使用方法。 

4. 自製太陽簡易觀測器，實際測量太陽方位角和仰角一天中的變化，如清晨到中

午，太陽仰角逐漸變大，過了中午以後，太陽仰角逐漸變小。 

   ※仰角最大90度。(注意：是筆尖的影子，不是立體模型頂端的影子，學生容易犯

錯) 

5.利用測量竿影的方法量出金字塔的高度，此方法應用相似三角形原理。 

※重點整理 

1. 讓學生了解竿影方位與光源的方位是相對(反)的。 

2. 影子的長短與光源的高度成反比，光源高度越高影子越短。 

3. 太陽高度角從早上到中午會越來越大，從中午到黃昏會越來越小。 

4. 在同時間及同地點，不同高度的物體所產生的影子長短不同，但太陽的高度角是

相同的。 

◎配合習作 P.5~7 



 

【活動三】一天中太陽的位置變化 

1. 利用 stellarium 星象軟體模擬太陽的運行狀況。 

 
※從星象軟體的運行讓學生觀察太陽在天空中的運行位置，讓學生了解太陽的運

行是地球自轉所造成的。由此可知，了解地球自轉的方向。 

2.學生分享看日出的經驗，了解太陽的運行方位及軌跡。 

3.在戶外指導學生實驗紀錄在一天之中，在每一節下課時間測量記錄太陽仰角。 

4.藉由太陽仰角紀錄折線圖，了解一天中太陽的運行及仰角間的關係。 

【活動四】模擬太陽運行軌跡 

太陽全年軌跡照片：呈8字曲線 

由於地球旋轉的軸心稍微不同於太陽，太陽最終在一年中

形成了這樣的軌跡。 地球也是按照橢圓形軌道運行。 由於

地球的一個半球距離太陽更遠，從那個慢慢向地平線下降

的位置看，太陽每日運行軌道呈現圓弧形。 隨著傾斜角翻

轉過來，太陽的圓弧在天空中越來越高。 正如這張太陽8

字曲線軌跡圖所示，太陽在天空中的最高點出現在夏至

日，而最低點則是在冬至日到來。 

 

1-2一年中太陽位置的變化 

【活動一】不同季節的日出方位 

 

 

 

   春、秋分           夏至             冬至 

利用台灣四季太陽方位與高度角示意圖說明在不同的季節日出的方位位置不一樣。 

【活動二】不同季節的太陽位置變化 

1.利用 Stellarium 星象軟體操作觀察每天同一時間太陽仰角是否相同。透過實際觀測

或蒐集資料，察覺每天相同時間的太陽仰角會不同。 

3.利用操作 Stellarium 星象軟體觀察記錄太陽在天空中的四季移動路徑圖中，可得知

太陽在天空中的移動路徑的規律性變化。例如：一月到六月，太陽仰角逐漸變

大，六月到十二月太陽仰角逐漸變小。 

4.討論太陽仰角對不同季節溫度會造成的影響。例如：夏天時天氣比較熱，冬季時溫

度比較低。 

5.利用 FLASH 呈現探討一年四季的變化與地球自轉和太陽光直射之間的關係。 

【科學小百科】二十四節氣 

從清初時憲曆（西元1645年）起，節氣的推算由前述1年平分24等分所得的平節氣，

改為定節氣，所謂定節氣是由春分點開始，將太陽在黃道上視行每15度定1節氣，1周

360度共有24個節氣，如此可反映出地球實際運行到的位置，當地球到了某1節氣時，

因受陽光照射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氣候。 

◎配合習作 P.8~9 

【活動三】太陽高度角與氣溫的關係 

藉由太陽仰角與氣溫的折線圖中，發現太陽仰角比較高時，氣溫也相對比較高，但



 

氣溫最高時，太陽仰角不一定是最高。 

 

1-3太陽與生活 

【活動一】太陽對生活的重要性 

1. 想一想如果沒有太陽的話，地球會變成怎樣的情形？ 

進一步討論太陽對生物和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及危害性。重要性：提供生物溫暖、

提供能源、行光合作用、晒乾衣服、製造農產品、太陽能板等。危害性：皮膚曬

傷（癌）、中暑等。 

2.討論生活中有哪些情形在利用陽光時，需要考慮太陽的方位角或是仰角。例如：設

置太陽能熱水器，不宜裝在房屋的北方位置，以免多數時間都被房屋的影子遮

住、房屋的座向為何坐南朝北? 

3.討論太陽能板的應用原理及其功能性。  

4.透過網路影片介紹「地球溫室效應與臭氧層的破壞」。了解地球的資源應用與永續

經營概念。 
 

 

 

 

 

 

 

 

 

 

 

 

 

 

 

 

 

 



 

課程名稱：熱對物質的影響 

課程活動與主題 

3-1物質受熱後的變化 

【活動一】物質性質的改變 

1.利用二十分鐘，將學生帶至大太陽底下體驗太陽照射的陽光所產生出來的「熱」。

說明不同顏色吸收陽光的程度不同。 

2.熱會對物質產生怎樣的影響？物質受熱後會產生什麼變化呢？（如：物理變化及化

學變化） 

物理變化：物質受熱後，物質組成沒有改變，只是形成體積或狀態變化，沒有形成

新的物質。 

化學變化：物質受熱後，產生和原來組成的不一樣的物質，即性質與組成均改變。 

3.介紹爆米花製作的過程，了解玉米受熱後，形狀、體積或性質也會改變。 

4.進行加熱食物的活動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教師可視實際情形，讓學生配戴棉布手

套操作實驗，避免燙傷。 

5.由於學生使用酒精燈的經驗不多，需要教師多加提醒使用安全，並說明正確的使用

方式。 

※添加酒精實務必先熄火加至八分滿。使用酒精燈時，在旁邊準備溼抹布，以利安

全。熄火時，拿燈罩從火焰的側面蓋熄。 

6.讓學生觀察食物加熱後的改變。例如：有的體積會明顯改變、有的顏色會變、有的

味道會變等。 

7.發表及分享物質受熱後的改變。例如：固態的奶油加熱後會變成液體、土司利用烤

箱烤過後會變硬等。 

※物質受熱後，溫度升高，而且顏色、形狀、體積或其性質可能會受影響而改變。 

【活動二】物質體積的改變 

1.請學生討論可以證明水受熱後體積會改變的方法。 

2.進行水受熱的體積變化實驗。實驗中使用到的熱水不要太高溫，以免燙傷，或另準

備保溫瓶備用。 

3.透過實驗，知道液體受熱膨脹、遇冷收縮。 

※讓學生了解水與玻璃受熱後膨脹係數不一樣，會發現熱先傳至玻璃，所以玻璃會

先膨脹則水位略降；當熱傳至水中，由於水的膨脹係數比玻璃大觀察到水位上升

情形。 

◎配合習作 P.23 

4.證明空氣是否也像水一樣，受熱後體積膨脹、遇冷後體積收縮。 

5.教師事先準備好實驗用的肥皂水，檢測肥皂水濃度是否合適。 

6.請事先告知學生利用手溫讓試管吹起泡泡，而不是擠壓試管，讓試管體積變小而吹

起泡泡。 

7.討論試管口吹出泡泡的原因。 

8.利用課本呈現的圖片，請學生思考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證明空氣受熱後，體積會

膨脹？ 

※被壓扁的乒乓球放入熱水中，凹陷地方會恢復回來。 

◎配合習作 P.24 

9.證明固體是否也像水和空氣一樣，受熱後體積膨脹、遇冷後體積收縮。 

10.進行加熱銅球銅環實驗。教師將銅球加熱後無法通過鐵環，但將銅球冷卻後，可

以通過鐵環的實驗，得知固體也會熱脹冷縮。 

11.分組實驗操作並分享作法。 

12.經由驗實過程中引導學生去整理歸納觀察到的現象。 

◎配合習作 P.25 



 

【活動三】熱脹冷縮的應用 

1.分組蒐集資料，了解生活中有哪些是應用熱脹冷縮的例子。例如：溫度計、橋梁預

留的伸縮縫等。 

2.熱脹冷縮是：物體受熱時會膨脹，遇冷時會收縮。這是由於物體內的粒子(原子)運

動會隨溫度改變，當溫度上升時，粒子的振動幅度加大，令物體膨脹；但當溫度

下降時，粒子的振動幅度便會減少，使物體收縮。熱脹冷縮是一般物體的特性，

但水（0~3.98 度 C）、銻、鉍、鎵和青銅等物質，在某些溫度範圍內受熱時收縮，

遇冷時會膨脹，恰與一般物體特性相反。因此，水結冰時，冰是先在水面出現。 

3.發表分享生活中可以見到熱脹冷縮的現象。 

◎配合習作 P.26 

 

3-2熱的傳播 

【活動一】熱的傳導 

1.觀察鐵尺上的水滴受熱後的情形。討論水滴氣化的先後與熱傳遞的關係，除了觀察

熱的傳播方向外，可以複習水氣化的概念。 

2.加熱後的鐵尺很燙，需提醒學生以溼抹布輕覆蓋，不要用手去碰觸。 

3.認識熱傳導。熱從溫度高的地方傳向溫度低的地方；物體材質的不同，傳熱的快慢

也不同。直到兩者的溫度相等時，我們稱這些物體彼此達到熱平衡，熱量不再流

動。 

重點歸納：熱的傳導快慢。 

(1)三態之中，以固態最佳，液態其次，氣態最差。 

(2)固態之中，以金屬較佳，非金屬較差。 

(3)金屬中，以銀最佳，銅次佳。 

◎配合習作 P.27 

【活動二】熱的對流 

1.觀察試管中的水受熱後的情形。試管中的水裝八分滿即可，水太多容易溢出，水太

少不易觀察到對流現象。 

2.最容易觀察到對流現象的添加物質為黑胡椒粒、蛭石，基本上添加的物質要輕、細

小且明顯為佳。 

重點歸納：認識熱對流。 

(1)熱經由液體或氣體的流動而隨之傳播的現象。 

(2)水受熱時，體積變大，密度變小，因而向上移動，周圍的冷水就會流過來，填補

底部上升的熱水所佔的空間，如此反覆進行就可把熱傳開，是為對流。 

(3) 0℃至4℃的水，受熱時，體積變小，密度變大，反而下降，不合對流意義。 

5.分組討論生活中有哪些例子也是應用熱對流的原理。 

◎配合習作 P.28-29 

【活動三】熱的輻射 

1.察覺太陽的熱不是藉由傳導或對流進行傳遞。 

2.傳播方式不是只有太陽才有，像營火晚會時，圍在營火旁可以覺得很暖和，那也是

輻射現象。或者是引導學生察覺電暖器的熱是由輻射傳播。 

3.總結熱可以用傳導、對流或輻射方式將熱傳播出去。 

4.探討如何減少熱的傳播，以維持物體原來的溫度。 

重點歸納：認識熱輻射。 

(1)熱可以不用經由物質當媒介，而直接由熱源向四周傳播出去的現象，稱為輻射。 

(2)輻射熱採直線進行，遇到障礙即被吸收、反射或穿透。 

(3)白色或淺色的表面比較不易吸收輻射熱；黑色或深色的表面比較容易吸收輻射

熱。 



 

◎配合習作 P.30 

 

3-3保溫裝置 

 

1.由生活經驗思考生活中家人曾用過的保溫用具，討論保溫的原理。將本單元所學到

的熱傳播原理做一整合應用。 

2.全班分組進行保溫裝置比賽活動。 

3.每組分配準備保溫裝置材料。討論保溫與散熱的關係。 

【延伸閱讀】節能的房子。綠建築就是指建築物在建造與使用過程中，消耗最少地

球資源，使用最少能源及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也是生態、節能、減廢、健康建

築。 

【延伸閱讀】伽利略溫度計。 

※伽利略也根據熱漲冷縮的原理，發明了溫度計，他用一支玻璃管，裡面注滿了

水，隨著氣溫的變化，水位會上升下降。 

◎配合習作 P.31 

 

 

 

 

 

 

 

 

 

 

 

 

 

 

 

 

 



 

課程名稱：聲音與樂器 

課程活動與主題 
2-1聲音的產生與傳播 

活動一：聲音的產生 

1.引導學生閉上眼睛，聆聽教室裡的各種聲音。 

2.讓學生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發現發出聲音的各種方式。 

3.觀察聲音產生時產生的現象，例如：當雨滴落在水面上或以鼓棒敲擊鼓面時，水面

因水滴撞擊而產生漣漪，鼓面因鼓棒敲擊而跳動。說話或唱歌時，手輕按喉頭周

圍，感覺聲帶中振動。 

4.歸納出物體的振動，才能產生聲音。 

◎配合習作 P.13~P.14 

活動二：聲音的傳播 

1.引導學生觀察，平常可以聽到對方的說話聲，就是空氣可以傳播聲音。 

2.游泳或浮潛時，即使人在水面下，仍然可以聽見岸上的聲音，就是水可以傳播聲

音。 

3.彈性活動，可請學生分組進行：一人趴在桌上，耳朵緊貼桌面，另一人用筆或尺輕

輕敲打桌腳，趴於桌面的人可以聽到撞擊聲，藉此證明固體可以傳播聲音。 

※一千七百年前，義大利的托里切利就提出了聲音是以空氣為介質來傳遞的觀念。

也曾經想過利用鈴聲無法在真空中傳播的實驗來證明自己所提出的主張，但是因

為當時製造真空狀態的技術不夠成熟，所以無法達成他的心願。後來英國的物理

學家 波以耳發明了抽氣機，將裝有鈴鐺的容器抽成真空，重做實驗，而證實了托

里切利所提出的觀念。 

◎聲音必須靠介質傳播，通常我們聽到的聲音，幾乎都是靠空氣為介質來傳遞。 

◎在不同的傳播介質中，聲音的傳播速率也不相同，在固體中最快、液體中次之、

氣體中最慢，真空中則沒有聲音。 

◎配合習作 P.15 

 

2-2多樣的聲音 

活動一：聲音的音色與大小 

1. 從各種樂器所發出的聲音特色，認識何謂音色。再藉由同學說話聲音各有不同，

知道可以由音色辨識樂器或是人聲。 

※聲音獨特性,稱為音色，例如:每個人的聲音都有獨特性，即使沒有看到人，光是聽

到他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是誰。 

2.藉由演奏樂器，知道如何發出大小不同的聲音。樂器的種類以學校及學生容易取得

為主，鐵琴可以木琴替代，烏克麗麗可以吉他替代，也可加入鼓、口琴等樂器。 

※聲音越大，振幅就愈大。對同一個發聲體而言，你給它的能量大小，就能決定聲

音的大小。 

活動二：聲音的高低 

1.介紹鐵琴（打擊樂器）的構造和演奏方式，並認識鐵琴的琴鍵長短和聲音高低的關

係：琴鍵愈長，聲音愈低；琴鍵愈短，聲音愈高。 

2.知道直笛的聲音高低，與空氣柱長短而有關：空氣柱愈長，聲音愈低；空氣柱愈

短，聲音愈高。 

4.介紹烏克麗麗的構造和演奏方式，並認識烏克麗麗是藉由琴弦振動而發出聲音。知

道烏克麗麗的聲音高低，與琴弦長短、粗細及鬆緊而有關：同一條琴弦愈長，聲

音愈低，愈短則聲音愈高；同一條琴弦愈鬆，聲音愈低，愈緊則聲音愈高；長短

及鬆緊相同時，琴弦愈粗則聲音愈低，愈細則聲音愈高。 



 

※聲音的高低稱為音調,聲波的振動頻率愈高，音調愈高。反之則音調愈低，音調和

發聲體的長短、質量、厚薄、鬆緊有關。輕、薄、短、緊則振動快，頻率大且音

調高。 

◎配合習作 P.16~P.18 

活動三：聲音的傳播速率 

傳播聲音的介質： 

※傳播聲音的介質可以是固體(鋼鐵、木頭)、液體(水)、氣體(空氣)。 

※傳聲速率的快慢：固體＞液體＞氣體。 

※影響聲音傳播速率的因素為： 

  空氣溫度：溫度愈高，傳聲速率愈大。 

  V＝331＋0.6t     t＝攝氏氣溫 

  空氣溼度：溼度愈大，傳聲速率愈快。 

  風速：順風時速率比逆風時速率快。 

  空氣愈稀薄，聲速會愈慢，在真空中，聲音無法傳播。 

  相同的介質條件時，聲速會相同，和聲音的高低音或大小聲(振幅)無關。 

活動四：聲音的頻率 

※聲音的高低稱為音調，音調決定於發音體的振動頻率，單位為赫(簡稱為 Hz)。 

※發音體每秒的振動頻率愈大，發音的音調隨之愈高。 

※人類聲帶的發音頻率約80～1000嚇之間；其中男生的聲音頻率約80～200赫；女聲

的聲音頻率約250～600赫，所以一般女生的聲音頻率比男生還高。 

※如下圖，掛愈重，弦線張力愈大，音調愈高，弦線愈長，音調會愈低，因此丙音

調最高，甲音調最低。音調高低：丙＞丁＞乙＞甲。 

 

2-3製作簡易樂器 

活動一：自製簡易樂器 

1.請學生分組進行，根據前一節課所觀察到的樂器，討論自製樂器的種類。 

2.討論時可以先將想法寫出來或畫出來，若教學時間許可，也可以讓學生畫出簡易樂

器設計圖。 

3.依據設計的需要，分配組員蒐集材料並完成簡易樂器製作。 

4.蒐集材料時，盡量以可回收再利用或容易取得的物品為主，例如：空瓶罐、吸管、

紙盒、橡皮筋等。 

 

活動二：自製簡易樂器 

1.小組合作，完成自製簡易樂器，使其發出聲音。 

2.嘗試使樂器發出大小不同的聲音。例如：改變演奏的力量大小、加裝音箱等。 

3.根據自製樂器的發聲原理，使樂器發出高低不同的聲音。例如：敲打不同大小的

鼓、吹奏不同長度的吸管、彈奏不同長度的琴弦等。 

4.鼓勵學生持續進行改良，以使樂器更臻完善。 

5.各組展示完成的自製樂器，並說明樂器的發聲原理，並展示樂器如何發出大小、高

低不同的聲音。 

6.引導學生進行歸納，各種簡易樂器的演奏方式，以及發出大小、高低不同聲音的方

法。 

7.學生們分組運用自製樂器共同演奏自選曲。 

◎配合習作 P.19~P.20 

 

2-4噪音與防治 

活動一：認識噪音 



 

1.鼓勵學生發表生活中常見的噪音，例如：叫賣聲、電視聲、狗叫聲、讀書聲、下課

的吵鬧聲等。 

2.介紹音量大小的單位—分貝，以及噪音的定義。 

※音量的單位通常為分貝，每增加10個分貝，聲音的強度便增強為10倍，相差30分貝

時，聲音強度便增強為1000倍。 

※0分貝是人耳能接受的最低能量，並不是能量等於0；一般認為80分貝以上的聲響對

身體健康有害。 

3.知道噪音會影響生活並且危害人體健康，例如：影響學習、聽力損失等。 

4.認識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之分貝數，以及其危害。 

 

 活動二：噪音防治 

1.引導學生檢視自己可能製造了哪些噪音。例如：唱歌時音響的音量太大聲、下課時

奔跑及嬉鬧的聲音等。 

2.探討自己可以怎樣減少噪音，例如：校園中應輕聲慢步，不大聲喧嘩；看電視時保

持適當的音量等。 

3.說明道路加裝隔音牆、種植行道樹等方法，也可降低噪音。 

4.噪音防治的方法可以從噪音源控制、減低噪音的傳送與保護受噪音影響者三方面著

手。 

5.鼓勵學生能從自身做起，達到噪音的防治。 

6.延伸閱讀：聲音的速度。知道聲音在不同介質的傳播速度不同。 

◎配合習作 P.21 

 

 

 

 

 

 

 

 

 

 

 

 

 



 

課程名稱：電磁作用 

課程活動與主題 
1-1指北針與地磁 

活動一：磁力影響指北針 

1.課前務必先確認所有的指北針都是固定的指向，避免指北針失準而影響操作結果。 

2.認識指北針各部位名稱。 

3.觀察磁鐵和指北針互相靠近的現象，察覺指北針的指針和磁鐵一樣，都會受到另一

個磁鐵影響，具有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的特性。 

4.教師歸納並說明，指北針的指北端為 N 極、指南端為 S 極。 

活動二：地磁 

1.教師說明地球磁場，引導學生認識指北針與磁鐵會指向南北，就是受到地磁的影

響。 

2.引導學生觀察課本地磁圖片，知道指北針的指北端會受到地磁 S 極吸引而指向北

方；指南端會受到地磁 N 極吸引而指向南方。 

3.認識磁力線與磁場，知道可以透過磁鐵吸引鐵粉的情形，來觀察磁場。 

4.閱讀科學小百科「地磁與生物遷徙」，認識許多生物可以藉由地球磁場來辨識方

位。 

※如果沒有地磁：電力失效。候鳥失去辨別方向的能力。所有動物的免疫系統將明

顯削弱。地殼變動會有更頻繁的火山、更劇烈的地質構造運動、地震和山體滑

坡。磁場減弱造成宇宙射線增加，導致的放射污染會造成更多的癌症。小行星可

能會更容易接近地球。地球重力場發生變化。 

◎配合習作 P.30~P.31 

 

4-2電磁鐵 

活動一：電可以產生磁力 

1.進行「通電的電線對指北針的影響」活動。 

2.觀察通電後的電線是否會造成指北針的指針偏轉。 

3.透過實驗操作可以發現，當指北針和電線的相對位置不同時，指針偏轉的情形也不

同。 

4.指北針放置在電線上、電線下的指向會相反，此為磁場方向不同所引起的現象，教

師可提示學生觀察即可。 

5.閱讀科學小百科「奧斯特」與「法拉第」，認識電與磁關係的發現過程。 

 

活動二：製作電磁鐵 

1.進行「製作電磁鐵」活動。利用吸管、電線、電池、電池盒、漆包線、砂紙、迴紋

針和鐵棒製作電磁鐵。 

2.漆包線外層的漆不導電，內層的銅線才能導電，與電線接觸的部分，必須將漆磨除

後，才能順利通電。 

3.比較線圈中有無鐵棒時，電磁鐵吸起的迴紋針數量。 

4.引導學生探討製作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電磁鐵的磁力。 

5.通電中的電磁鐵會有發熱現象（電池和線圈皆會發熱），提醒學生不使用電磁鐵

時，要隨時取出電池或是關閉電源。 

6.教師介紹漆包線的基本構造，讓學生了解漆包線和電線一樣可以導電，是製作電磁

鐵時常用的材料。 

◎配合習作 P.32~P.33 

 



 

活動三：電磁鐵的磁極與磁力 

1.進行「檢測電磁鐵的磁極」活動。將指北針靠近電磁鐵兩端，觀察指針的指向變

化。 

2.教師歸納電磁鐵的 N 極會吸引指針的指南端（S 極）；電磁鐵的 S 極會吸引指北端

（N 極），由此可判斷出電磁鐵的磁極。 

3.改變電線與線圈的連接方式，再以指北針測試電磁鐵磁極。 

4.教師歸納電池、電線與線圈的連接方式，以及線圈的纏繞方向，都會影響電磁鐵的

磁極。 

5.進行「改變電磁鐵的磁力」活動。改變電磁鐵的部分材料或裝置，觀察電磁鐵能否

吸附較多的迴紋針。 

6.教師可提醒學生，除了要拿來比較的條件不一樣（操作變因）之外，其他的實驗變

因（控制變因）都要保持一致。 

7.比較線圈內放置木棒或鐵棒的差異： 

放置鐵棒的線圈可以吸起較多迴紋針。 

8.比較線圈的纏繞圈數： 

纏繞圈數較多的線圈可以吸起較多迴紋針。 

9.比較連接的電池數量： 

連接2個電池（電池串聯）可以吸起較多迴紋針。 

10.總結歸納電磁鐵與磁鐵的異同： 

電磁鐵 磁鐵 

兩端具有磁極 兩端具有磁極 

具有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具有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磁力可改變 磁力不變 

需通電才有磁力 不需通電 

◎配合習作 P.34~P.35 

 

4-3電磁鐵的應用 

活動一：應用電磁鐵的裝置 

1.觀察生活中的物品，發現許多物品中有電磁鐵的裝置，例如：鬧鐘、電話、電磁鐵

起重機等。 

2.教師可鼓勵學生蒐集相關資料，在課堂中宇同學分享。 

3.透過課本圖片，察覺許多會轉動的玩具或電器用品，都有馬達的裝置。 

4.教師說明馬達的內部有電磁鐵，是一種電磁鐵的應用。 

5.可進一步鼓勵學生進行資料蒐集或探討，還有哪些物品具有馬達裝置，以作為下一

課程的鋪陳。 

 

活動二：電磁玩具 

1.進行「線圈盪鞦韆」活動。利用電池、電池座、圓形磁鐵、漆包線、迴紋針等材

料，完成運用電磁作用的鞦韆玩具。 

2.通電的線圈會產生磁力，當線圈靠近下方的磁鐵時，即會出現同極相斥或異極相吸

的現象，使線圈會出現晃動情形。 

3.若線圈確實有通電，卻無法晃動，可將圓形磁鐵換個面朝上，再試試看，讓線圈與

磁鐵保持同極相斥，線圈較容易產生晃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