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  市  明廉  國民小學 1 0 8 學年度   第一學期三年級自然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自然領域教學團隊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 0）節，共（ 3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認識植物的身體構造及部位名稱。 

2.認識葉緣、葉脈、葉形，並能依照葉片的特徵進行分類。 

3.認識莖的形態可分為草本和木本及根的形態可分為軸根和鬚根。 

4.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果實和種子。 

5.察覺植物與生活之密切關係。 

6.認識磁鐵的基本性質，如：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磁鐵可以吸引鐵製品等。 

7.認識磁鐵在生活中的應用，並察覺磁鐵加了鐵片可以增加吸力。 

8.會利用磁鐵的性質進行好玩的遊戲。 

9.察覺空氣的存在，及認識空氣的基本性質，如：空氣占有空間，空氣沒有固定形狀，空氣可以被擠壓等。 

10.學會製作風力風向計。 

11.能利用風向風力計測量風力與風向。 

12.察覺生活中應用空氣的性質所製作的玩具，並製作滴管火箭。 

13.利用五官辨認觀察物質的溶解現象與溶解量等屬性。 

14.學會使用量筒及刮成平匙的方法。 

15.會利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查詢相關資料。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自然 3上)課程架構圖 

 
 
參考書目 

1.幼福編輯部（民 98）。植物百科一本通。臺北市：幼福出版社。 

2.林文智（民 97）。果實種子圖鑑。臺中市：晨星出版社。 

3.鄭元春（民 97）。植物 Q&A。臺北市：天下文化。 

4.東方編輯小組/ 劉建志繪（民 96）。植物大觀園。臺北市：東方出版。 

5.羅宗仁、鐘詩文（民 96）。臺灣種樹大圖鑑（上）（下）。臺北市：天下文化。 

6.賴麗娟著/ 柳惠芬繪（民 95）。植物遊樂園。臺中市：晨星出版社。 

7.洛桑（民 92）。臺灣變色葉植物大賞。花蓮縣：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8.法蘭索瓦．歐拉斯著/ 殷麗君譯（民 99）。磁鐵的遊戲。臺北市：天下雜誌。 

9.拉魯斯出版社編輯（民 94）。小朋友最愛問的為什麼：布瓜總動員。臺北市：天下遠見。 

10.黃根基（民 94）。科學遊戲童話。新北市：人類智庫。 

11.陳忠照（民 92）。科學遊戲創意教學。臺北市：心理出版。 

12.謝蕙蒙（民 90）磁力光電的誘惑。新北市：人類文化。 

自然 3 上 

(第 1 冊) 

第一單元 

植物的身體 
 

第二單元 

奇妙的磁鐵 

第三單元 

空氣和風 

第四單元 

溶解 

1. 植物的葉子、莖和根 

2. 植物的花、果實和種子 

3. 植物與生活 

1. 磁鐵的磁力 

2. 磁鐵的祕密 

3. 磁鐵的應用 

 

1. 空氣的性質 

2. 風來了 

3. 好玩的空氣遊戲 

1. 食鹽在水中溶解了 

2. 溶解高手 

3. 溶解的應用 



13.林麗華（民 96）。空氣與水的遊戲。臺北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4.郭泳植、金銀河（民 96）。呼～呼，空氣無所不在－－聰明科學圖畫書。新北市：風車圖書。 

15.Mark Eubank 著/ 蔡心語譯（民 95）。氣象小偵探。臺北市：豐德科學教育。 

16.珍．德布里歐著/ 呂文慧譯（民 89）。風：改造大地．生命與歷史的空氣流動。臺北市：商周出版。 

17.余秋華譯（民 88）。水和空氣的 100 個祕密。新北市：稻田出版社。 

18.風車編輯群（民 99）。小學生知識百科。新北市：風車圖書。 

19.王擎天、武瑛娟（民 98）。玩科學！激升全腦 8 大潛能。新北市：博識晴天。 

20.林麗仙等（民 95）。提升科學素養的魔法活動。臺北市：聯經出版。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一週~

第二週 

8/30~9/

6 

一、植物的身體 

1、植物的葉子、莖

和根 

活動一：看看植物的身體 

1.準備一盆桌上型盆栽，讓兒童指出植物的身

體部位。 

2.利用課本圖片，介紹植物身體的部位。 

（1）認識根、莖、葉、花、果實和種子的部位

名稱。 

（2）認識不同植物（例如:草本與木本植物）

的身體部位，會有不同的形態。 

活動二：葉子大不同 

1.請兒童到校園，觀察校園植物的葉片。 

2.仔細觀察不同植物的葉片，並將結果記錄下

來。 

3.請兒童說出校園植物的葉片，它們的大小、

顏色和形狀等有什麼不同？ 

4.請兒童將撿拾來的葉片，依照不同分類標準

進行分類，並能說出分類的原則。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一、植物的身

體 

1、植物的葉

子、莖和根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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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

不同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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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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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三週 

9/9~9/1

3 

一、植物的身體 

1、植物的葉子、莖

和根 

活動三：奇妙的莖 

1.展示一張莖的圖，請兒童說出這是植物身體

的哪個部分？ 

2.仔細觀察植物的莖，請兒童指出校園植物莖

的部位。 

3.說明葉子在莖上生長的位置稱為「節」。 

4.利用放大鏡觀察植物的莖。 

5.請兒童比較植物莖的不同之處。 

6.利用課本圖片，介紹植物的莖。 

（1）大花咸豐草的莖是方形的。 

（2）黃鵪菜的莖上有細毛。 

（3）武竹的莖上有刺。 

（4）槭葉牽牛花的莖會沿著物體攀爬。 

活動四：尋找根的祕密 

1.提問：有些蔬菜的根上會附著著泥土，這是

什麼原因呢？ 

2.根一定都長在土裡嗎？ 

3.請兒童畫出小白菜與蔥根的樣子，再請大家

觀察並比較小白菜與蔥的根。 

4.請兒童說說看這兩種植物根的特徵。 

5.利用課本圖片，介紹莧菜、水稻、空心菜、

牛筋草等根的形態。 

6.歸納植物根可分為軸根和鬚根。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一、植物的身

體 

1、植物的葉

子、莖和根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1-2-2-2能權宜的運

用自訂的標準或自

設的工具去度量。 

1-2-2-4知道依目的

(或屬性)不同，可做

不同的分類。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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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

「怎麼做？」，遇事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四週 

9/16~9/

20 

一、植物的身體 

2、植物的花、果實

和種子 

活動一：美麗的花朵 

1.利用課本圖片，觀察不同花的形態特徵。 

2.請兒童到校園，觀察正在開花的校園植物。 

3.請兒童依照所觀察的花朵或蒐集資料，製作

一朵花的小檔案。 

4.教導兒童知道不同種類的花，有不同的外形

與特徵。 

5.利用生活經驗與課本圖片，先請兒童說說看

一朵花可分成哪些部分。 

6.利用課本月橘及豔紫荊圖片，介紹花的構造。 

（1）引導兒童認識「花瓣、花萼、雄蕊、雌蕊」

等部位名稱。 

（2）在補充雄蕊及雌蕊教學時，以完全花作介

紹，如：杜鵑花、艷紫荊、櫻花、桃花、紫花

酢漿草，以方便兒童學習。 

7.以絲瓜花的圖片，說明完全花與不完全花的

分別。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一、植物的身

體 

2、植物的花、

果實和種子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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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五週 

9/23~9/

27 

一、植物的身體 

2、植物的花、果實

和種子 

活動二：神祕的果實和種子 

1.說一個有關種子旅行的故事，並提問引導兒

童發現種子可利用各種方式去旅行，如：風力、

水力、彈跳、搭便車等。 

2.讓兒童說出曾經吃過植物的果實和種子。 

3.引導兒童，常吃的水果即是植物的果實，而

豆類食物，如：綠豆、紅豆、花豆、花生即是

植物的種子。 

4.利用課本圖片，進行果實和種子的觀察活動。 

（1）請兒童觀察果實的外形。 

（2）看看果實裡面是否有種子，並觀察種子的

外形與數量。 

5.蒐集一些果實內的種子，並說出這些種子的

外形與數量不同的地方。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一、植物的身

體 

2、植物的花、

果實和種子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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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六週 

9/30~10

/4 

一、植物的身體 

3、植物與生活 
活動一：植物的妙用 

1.展示竹製童玩，請兒童說出童玩名稱，進而

引導兒童發現，童玩的材質，有許多都是取用

竹子及樹木。 

2.利用課本圖片，請兒童說出植物有哪些用途。 

3.請兒童說出除了課本植物的用途外，其他有

關植物對生活上的用途及幫助。 

4.引導兒童思考，如果沒有了植物，我們的生

活會變成怎樣呢？ 

活動二：植物與環境 

1.利用課本圖片，引導兒童思考，植物和環境

的關係。如：行道樹綠化了都市，森林浴使身

心更加的健康，生態池美化了校園，還可以保

護生態。 

2.引導兒童思考，要怎麼做才能保護環境中的

植物。 

3.引導植物在環境中的重要，並歸納補充。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一、植物的身

體 

3、植物與生活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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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

「怎麼做？」，遇事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七週 

10/7~10

/11 

二、奇妙的磁鐵 

1、磁鐵的磁力 
活動一：生活中常見的磁鐵 

1.拿出一張紙，詢問兒童，要如何才能將紙固

定於黑板上，進而引導兒童說出利用磁鐵。 

2.利用課本圖片，說出生活中應用磁鐵的地

方，如：鉛筆盒、冰箱、白板、等。 

3.請兒童說出生活中其他應用到磁鐵的地方。 

4.請兒童說出在什麼情況下會應用到磁鐵。 

5.利用課本圖片，提問：如果不小心把圖釘或

針散落一地，有哪些方法可以把它撿起來？ 

6.引導兒童發現，針掉在地毯上或桌子夾縫

中，或圖釘散落一地時，利用磁鐵，就能容易

拾起。 

7.讓兒童說出利用磁鐵的特性，可以處理生活

中所遇到的問題。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1、磁鐵的磁力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因……)。 

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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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3-2-0-2察覺只要實

驗的情況相同，產生

的結果會很相近。 

4-2-1-1了解科技在

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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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6-2-2-1能常自問

「怎麼做？」，遇事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處理的習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八週 

10/14~1

0/18 

二、奇妙的磁鐵 

1、磁鐵的磁力 
活動二：認識磁力特性 

1.利用磁鐵將圖卡吸在黑板上，讓兒童了解磁

鐵隔著物品還是能吸住東西。 

2.說說看，磁鐵隔著哪些物品可以吸住東西

呢？ 

3.讓兒童從操作中發現，磁鐵隔著水仍然能吸

引水中的迴紋針。 

4.說明磁鐵隔著物品可以吸住鐵製品，是因為

磁力是超距力，只要在其超距力磁線範圍內，

不會因物品阻隔而影響其磁力。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1、磁鐵的磁力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因……)。 

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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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3-2-0-2察覺只要實

驗的情況相同，產生

的結果會很相近。 

4-2-1-1了解科技在

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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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6-2-2-1能常自問

「怎麼做？」，遇事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處理的習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九週 

10/21~1

0/25 

二、奇妙的磁鐵 

1、磁鐵的磁力 
活動三：認識磁鐵的磁極 

1.提問：磁鐵會吸住鐵製品嗎？以喚起兒童的

舊經驗。 

2.指導兒童進行長條形磁鐵吸引迴紋針的實

驗。 

3.讓兒童察覺長條形磁鐵的兩端可以吸引較多

的迴紋針。 

4.利用其他磁鐵再試試看，進而發現磁鐵的兩

端吸力最大。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1、磁鐵的磁力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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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可能

和溫度、水、空氣等

都有關。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4-2-1-1了解科技在

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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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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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週 

10/28~1

1/1 

二、奇妙的磁鐵 

2、磁鐵的祕密 
活動一：磁鐵的相吸和相斥 

1.利用兩個長條形磁鐵相互靠近，觀察會有什

麼現象。 

2.說明磁鐵有兩極。 

3.讓兒童從操作中發現，磁鐵的同極會互相排

斥，不同極會互相吸引。 

4.將環形磁鐵套入吸管中，再將另外的環形磁

鐵一個個的放下。 

5.觀察環形磁鐵，懸浮於空中時，是因為兩個

磁鐵互相排斥，進而發現環形磁鐵的兩極在上

下兩面。 

6.歸納：磁鐵有兩極，同極相斥，異極相吸。 

 

活動二：觀察磁鐵靜止時指向 

1.將各種不同形狀的磁鐵（長條形、馬蹄形、

圓形），固定在圓盤上，再放入水中。 

2.觀察長條形磁鐵靜止時的指向。 

3.觀察馬蹄形磁鐵靜止時的指向。 

4.觀察圓形磁鐵靜止時的指向。 

5.讓兒童透過實驗，發現磁鐵靜止時，都會指

向同一個方向。 

6.說明：利用磁鐵靜止時，都會指向同一個方

向的特性，可以製作指北針。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2、磁鐵的祕密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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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可能

和溫度、水、空氣等

都有關。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4-2-1-1了解科技在

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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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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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一

週 

11/4~11

/8 

二、奇妙的磁鐵 

3、磁鐵的應用 
活動一：察覺增強吸力的方法 

1.請兒童找一找，教室有哪些磁鐵兩旁會附加

上鐵片。 

2.利用課本圖片，說出門擋、鉛筆盒、書櫃等

物品，磁鐵的兩旁有附加上鐵片。 

3.請兒童說出，還有哪些物品的磁鐵兩旁也有

鐵片。 

4.請兒童思考磁鐵兩旁的鐵片，有什麼作用。 

5.進行實驗，比較磁鐵的上下各加一個鐵片，

及沒有加上鐵片的磁鐵，何者可以承載較多的

物品。 

6.透過實驗，發現加了鐵片的磁鐵，可以承載

較多的物品。 

7.說明：加鐵片的磁鐵，吸力會增強的原因，

是因為運用鐵片來引導磁力線，使磁力線集

中，吸力便會增強。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3、磁鐵的應用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期中考週 

1-2-2-2能權宜的運

用自訂的標準或自

設的工具去度量。 

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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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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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可能

和溫度、水、空氣等

都有關。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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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體會個人生

活與科技的互動關

係。 

4-2-2-2認識家庭常

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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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家政教育】3-2-6認

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

的資源。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1養成主動參

與工作的習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二

週 

11/11~1

1/15 

二、奇妙的磁鐵 

3、磁鐵的應用 
活動二：設計磁鐵遊戲 

1.請兒童發表曾經玩過或看過哪些應用磁鐵的

玩具。 

2.請兒童思考如何利用磁鐵的性質設計玩具或

遊戲。 

 

活動三：帆船遊戲 

1.利用課本圖片，引導兒童思考，帆船遊戲是

利用磁鐵的何種性質設計的？ 

2.依照課本步驟，製造一艘帆船，放入裝水的

水盆中。 

3.將長尺加上磁鐵，藉以控制帆船前進。 

4.說明：帆船會移動，是因為長尺上面的磁鐵

吸住帆船上的雙腳釘，這就是磁鐵可以吸引鐵

製品的應用。 

5.鼓勵兒童發表及設計磁鐵遊戲與全班分享發

表。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二、奇妙的磁

鐵 

3、磁鐵的應用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作品評量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因……)。 

1-2-4-1由實驗的資

料中整理出規則，提

出結果。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4-2-2-3體會科技與

家庭生活的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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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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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家政教育】3-2-6認

識個人生活中可回收

的資源。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辦法。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7-2-0-3能安全妥善

的使用日常生活中

的器具。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三

週 

11/18~1

1/22 

三、空氣和風 

1、空氣的性質 
活動一：空氣在哪裡 

1.詢問兒童空氣是否看得見，有哪些方法可以

知道空氣的存在呢？ 

2.說明水族箱裡的氣泡、塑膠袋裝空氣變得鼓

鼓的、吹氣使氣球變大等現象，可以察覺空氣

的存在。 

3.指導兒童把海綿放入水中擠壓。 

4.說明：占有空間的地方都會隱藏空氣。 

活動二：空氣的性質 

1.引導兒童思考，空氣無法看見，如何證明空

氣的存在呢？ 

2.在透明杯子底部塞入一張紙團，將杯底朝

上，垂直壓進裝滿水的透明容器底部，再將杯

子拿出水面，會有什麼現象？ 

3.經由實驗得知，紙團沒有溼，是因為空氣占

有空間。 

4.將空氣充入不同的物品中，發現會有各種不

同的形狀，證明空氣沒有固定形狀。 

5.擠壓注射筒的空氣，可以觀察到空氣可以被

擠壓。 

活動三：空氣的應用 

1.利用課本圖例介紹有關空氣的應用。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三、空氣和風 

1、空氣的性質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2能權宜的運

用自訂的標準或自

設的工具去度量。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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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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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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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慣。 

6-2-3-1養成主動參

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處理的習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四

週 

11/25~1

1/29 

三、空氣和風 

2、風來了 
活動一：空氣的流動 

1.講述一則風的故事。 

2.說明風車轉動、風箏在天上飛，是因為風的

關係。 

3.引導兒童思考，風是怎麼產生的？ 

4.藉由將裝滿空氣的垃圾袋拉開一個小孔，讓

空氣吹在臉上，建立空氣的流動形成風的概念。 

活動二：風向和風力 

1.藉由課本圖片，請兒童說出從哪些現象可以

知道風的方向？ 

2.說明：小草搖動、國旗飄搖和煙囪排氣的情

形都可以知道風的方向。 

3.說明：風向是指風吹過來的方向。 

4.利用課本圖片，說明風從東方吹過來，叫做

「東風」；風從北方吹過來，叫做「北風」。 

5.指導指北針的使用方法並讓兒童實際操作。 

6.提問：有哪些方法可以知道風力的大小呢？ 

7.利用課本圖片，說明旗子飄得低，代表風力

較弱，旗子飄得高，代表風力強。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三、空氣和風 

2、風來了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2能權宜的運

用自訂的標準或自

設的工具去度量。 

1-2-3-1對資料呈現

的通則性做描述(例

如同質料的物體，體

積愈大則愈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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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能運用表

格、圖表(如解讀資

料及登錄資料)。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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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1養成主動參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與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五

週 

12/2~12

/6 

三、空氣和風 

2、風來了 
活動三：製作風向風力計 

1.指導兒童製作簡易風向風力計。 

2.依照課本步驟，製作簡易風向風力計。 

3.在紙上畫出方位，作成方位盤。 

4.把約 15公分長的皺紋紙條，固定在棉線的一

端。 

5.再將吸管的另一端插入底座。 

6.將指北針放在方位盤上，對準南北方向，就

可以開始進行觀測。 

7.將風向風力計帶到戶外，實際測量風向及風

力，並將測量結果紀錄下來。 

8.指導記錄風向和風力紀錄表。 

9.紀錄表內容包括：日期、地點、時間、風向、

風力。並且提醒兒童每天測量的時間和地點必

須固定。 

10.指導兒童解讀風向和風力紀錄表的資料。 

活動四：風的應用 

1.利用課本圖例介紹有關風的應用。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三、空氣和風 

2、風來了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

現成工具去度量，做

量化的比較。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因……)。 

1-2-4-1由實驗的資

料中整理出規則，提

出結果。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1-2-5-1能運用表

格、圖表(如解讀資

料及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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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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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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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六

週 

12/9~12

/13 

三、空氣和風 

3、好玩的空氣遊戲 
活動一：好玩的遊戲和玩具 

1.讓兒童回味兒童小時候玩過的玩具或遊戲，

以喚起兒童的記憶。 

2.提問：空氣具有會流動、空氣占有空間、空

氣沒有固定形狀、空氣可以被擠壓等特性，你

曾經玩過哪些和空氣有關的遊戲？ 

3.利用課本圖片，討論與空氣有關的遊戲是利

用空氣的什麼特性設計的？ 

（1）空氣會流動：風車、放風箏、紙飛機等。 

（2）空氣占有空間：吹泡泡。 

（3）空氣沒有固定形狀：氣球。 

（4）空氣可以被擠壓：空氣槍、塑膠榔頭、伸

縮笛子等。 

4.請兒童說說看，還有哪些玩具是應用空氣的

原理製造的？ 

5.說明：利用空氣的特性可以玩遊戲和製作玩

具。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三、空氣和風 

3、好玩的空氣

遊戲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3-1對資料呈現

的通則性做描述(例

如同質料的物體，體

積愈大則愈

重……)。 

1-2-3-3能在試驗時

控制變因，做定性的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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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1養成主動參

與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七

週 

12/16~1

2/20 

三、空氣和風 

3、好玩的空氣遊戲 
活動二：製作滴管火箭 

1.指導兒童製作滴管火箭。 

2.依照課本步驟，製作滴管火箭。 

3.取一段約 2.5公分長的透明塑膠管套在注射

筒筒口上。 

4.從塑膠滴管的最下方刻度處剪開，套在塑膠

管上，如太鬆可用透明膠帶纏繞在塑膠管上直

到能套緊為止。 

5.對折邊長約 3公分的正方形紙張後剪開成兩

個三角形，分別以雙面膠黏貼在滴管下方形成

火箭的尾翼。 

6.拉開注射筒活塞後套上滴管火箭，朝天空推

動活塞，觀察火箭能否順利發射。 

7.引導兒童討論，火箭發射不成功時可以怎樣

修正？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讓火箭飛得更高更

遠？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三、空氣和風 

3、好玩的空氣

遊戲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作品評量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3-1對資料呈現

的通則性做描述(例

如同質料的物體，體

積愈大則愈

重……)。 

1-2-3-3能在試驗時

控制變因，做定性的

觀察。 

1-2-5-2能傾聽別人

的報告，並能清楚的

表達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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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6-2-2-2養成運用相

關器材、設備來完成

自己構想作品的習

慣。 

6-2-3-1養成主動參

與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

運用科學探究的精

神和方法。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八

週 

12/23~1

2/27 

四、溶解 

1、食鹽在水中溶解

了 

活動一：食鹽在哪裡 

1.請兒童說出曾經喝過哪些不同味道的湯，這

些湯在煮的時候，加入哪些調味料，讓湯的味

道改變呢？如：酸辣湯加入醋所以變得酸酸

的、綠豆湯加入糖所以變得甜甜的。 

2.讓兒童觀察食鹽的顆粒，並說出自己的觀察

方法。 

（1）看一看：食鹽是什麼顏色？ 

（2）聞一聞：食鹽有什麼氣味？ 

（3）摸一摸：食鹽的粗細如何？ 

（4）嚐一嚐：食鹽是什麼味道？ 

3.將食鹽放入水中，並加以攪拌。 

4.請兒童說出，看到什麼現象？ 

5.提問：食鹽不見了，跑到哪裡去了？ 

6.用什麼方法可以找出食鹽來？ 

7.說明：把食鹽放入水中後，食鹽就會慢慢不

見了；但是水會變得鹹鹹的，這種情形就是食

鹽在水中溶解了。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四、溶解 

1、食鹽在水中

溶解了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3-3能在試驗時

控制變因，做定性的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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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可能

和溫度、水、空氣等

都有關。 

3-2-0-2察覺只要實

驗的情況相同，產生

的結果會很相近。 

5-2-1-1相信細心的

觀察和多一層的詢

問，常會有許多的新

發現。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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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2-2-4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家政教育】1-2-4察

覺食物在烹調、貯存及

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海洋教育】5-2-6了

解海水含有鹽。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處理的習慣。 

7-2-0-1利用科學知

識處理問題(如由氣

溫高低來考慮穿

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九

週 

12/30~1

/3 

四、溶解 

1、食鹽在水中溶解

了 

活動二：哪些東西會溶解 

1.提問：食鹽可以溶解在水中，還有哪些物質

也可以溶解在水中呢？ 

2.將胡椒粉、、味精放入水中攪拌，觀察其結

果。 

3.經由實驗結果可以得知，砂糖、味精會溶解

在水中，胡椒粉、會沉澱在杯底。 

4.引導兒童思考，還有哪些物質也會溶解在水

中。 

5.引導兒童進行實驗，證明哪些物質可溶解在

水中，哪些物質不能溶解在水中。 

(1)把收集到的物質都擺放到桌上。 

(2)每一個燒杯倒的水要相同。 

(3)每一杯都加入一平匙並攪拌。 

(4)靜置一段時間再觀察和記錄在習作。 

6.說明：將物質加入水中，經充分攪拌，靜置

一段時間後，物質漸漸看不見了；但這些物質

還是存在水中，這種現象就是物質在水中溶解

了。 

活動三：刮成平匙的方法 

1.指導兒童刮成平匙的方法，並知道一次只能

加入一平匙的食鹽，要等到這一匙完全溶解之

後，才能再加下一匙。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四、溶解 

1、食鹽在水中

溶解了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4知道依目的

(或屬性)不同，可做

不同的分類。 

1-2-4-1由實驗的資

料中整理出規則，提

出結果。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3-2-0-2察覺只要實

驗的情況相同，產生

的結果會很相近。 

5-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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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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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

與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處理的習慣。 

7-2-0-1利用科學知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2-2-4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家政教育】1-2-4察

覺食物在烹調、貯存及

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海洋教育】5-2-6了

解海水含有鹽。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識處理問題(如由氣

溫高低來考慮穿

衣)。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二十

週 

1/6~1/1

0 

四、溶解 

2、溶解高手 
活動一：讓食鹽可以溶解得快一點 

1.提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食鹽在水中溶解得

快一點？ 

2.利用課本步驟，進行加速溶解的實驗。 

3.引導兒童討論：如何固定水量？ 

4.指導兒童使用量筒的方法，並用量筒量 50毫

升的水，倒入杯子中。 

5.控制變因：攪拌及不攪拌、食鹽的顆粒粗細

及水溫的高低。 

7.透過實驗結果發現，加快物質溶解速率的原

因有攪拌、顆粒細及水溫高。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四、溶解 

2、溶解高手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1-2-2-2能權宜的運

用自訂的標準或自

設的工具去度量。 

1-2-2-3了解即使情

況一樣，所得的結果

未必相同，並察覺導

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3-2能形成預測

式的假設(例如這球

一定跳得高，

因……)。 

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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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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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可能

和溫度、水、空氣等

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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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2-2-4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6-2-2-1能常自問

「怎麼做？」，遇事

先自行思考解決的

辦法。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二十

一週~第

二十二

週 

 

1/13~1/

20 

四、溶解 

2、溶解高手 
活動二：食鹽和砂糖的溶解 

1.準備食鹽和砂糖。 

2.請兒童進行猜測，看看何者的溶解量較大？ 

3.指導兒童進行實驗。 

(1)每杯都加入相同溫度的 20ml水。 

(2)自定度量標準，以一匙為單位。 

(3)每加一匙，要等完全溶解後才能加另一匙。 

(4)記錄習作時，要以完全溶解的匙數為準。 

4.經由實驗結果得知，定量的水在定溫下，所

能溶解的量有一定的限度；不同物質有不同的

溶解量。 

5.請兒童發表實驗結果。 

 

活動三：生活中應用溶解的例子 1 

1.蒐集與溶解相關的資料和例子。 

2.各組輪流上臺發表。 

3.將資料內容的重點記錄於習作。 

4.說明：運用溶解的原理與方法，可以協助我

們處理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 

活動四：生活中應用溶解的例子 2 

1.教師說明：清潔劑對環境的影響。 

2.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如何改善此問題。 

3.教師總結說明。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上教材 

四、溶解 

2、溶解高手 

3、溶解的應用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訪問調查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期末考週 

1-2-1-1察覺事物具

有可辨識的特徵和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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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做

不同的分類。 

1-2-3-1對資料呈現

的通則性做描述(例

如同質料的物體，體

積愈大則愈

重……)。 

1-2-4-1由實驗的資

料中整理出規則，提

出結果。 

1-2-4-2運用實驗結

果去解釋發生的現

象或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1-2-5-1能運用表

格、圖表(如解讀資

料及登錄資料)。 

3-2-0-1知道可用驗

證或試驗的方法來

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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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

學學習的價值，持正

向態度。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2-1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性別平等教育】

2-2-4尊重自己與他人

的身體自主權。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6-2-3-2養成遇到問

題時，先試著確定問

題性質，再加以實地

處理的習慣。 

 

 

 

 

 

 

 

 

 



花蓮 市  明廉  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三年級自然領域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自然領域教學團隊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 0 ）節，共（ 3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為了加深兒童對植物成長過程的了解，而安排兒童親自種菜，希望兒童透過蒐集蔬菜的種植資料，知道種菜前需要做哪些準備工作。 

2.希望透過實際播種、澆水、發芽、生葉、收成等歷程，明瞭植物體的生長階段。 

3.透過兒童在種植期間發現的許多難題，例如：蟲害、枯萎等，進而培養兒童解決問題的能力。 

4.透過觀察、記錄、討論與實驗等方式，讓兒童能從中發現水的三態。 

5.引導兒童運用五官觀察冰與水的特徵，並學會用科技產品，例如：冰箱、吹風機，來使冰與水的狀態改變；接著，從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推理

和實驗證明水蒸氣的變化。 

6.察覺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找出節約用水的方法，進而懂得珍惜水資源。 

7.透過猜謎、觀察、記錄等方式進行，希望在活動的進行中，兒童能辨識動物的身體特徵及認識動物的身體部位名稱。 

8.希望透過活動的進行，讓兒童察覺動物有不同的運動方式及其活動時所運用的身體部位，並了解動物的身體外形和運動的關係，進而知道人類有許

多發明與動物有關，並能將動物進行簡單的分類。 

9.透過觀測、測量、記錄與實作等方式進行，在觀測天氣活動的進行中，兒童能學會觀測天氣的變化，及氣溫計的使用方法，並進行天氣觀測。 

10.在解讀天氣預報的內容，能了解各個項目的敘述方式，並了解天氣四季不同的變化。 

11.能察覺天氣對生活的交互影響關係，並能對特殊的天氣變化做好因應措施。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自然 3下)課程架構圖 

 
 
參考書目 

1.黃義雄（民 82）。由常見果實認識植物演化。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鄭明進等（民 84）。小朋友寫蔬菜。臺北市：行政院農委會。 

3.吳昭其（民 86）。臺灣的蔬菜（一）。臺北市：渡假出版社。 

4.吳昭其（民 88）。臺灣的蔬菜（二）。臺北市：渡假出版社。 

5.薛聰賢（民 89）。臺灣蔬果實用百科 1 。臺南縣：臺灣普綠有限公司。 

6.「有機蔬菜栽培 DIY──田園之樂樂無窮」，綠色消費資訊，NO.37，2001。 

自然 3 下 

(第 2 冊) 

 

第一單元 

小園丁學種菜 

第三單元 

認識動物 

第二單元 

水的變化 

第四單元 

天氣與生活 

 

1.蔬菜園地 

2.大家來種菜 

3.小園丁日記 

1.動物的身體 

2.動物的運動方式 

3.動物的分類 

1.水和冰 

2.水和水蒸氣 

3.水的三種形態與應用 

1.觀測天氣 

2.氣象報告 

3.天氣對生活的影響 



7.徐喜美著（民 84）。自立科學研習。臺北市：國立科學教育館。 

8.新編光復科學圖鑑（民 84）。自然科學實驗。臺北市：光復書局。 

9.施錦蓉等著（民 85）。水，從源頭到海洋。臺北市：理科出版社。 

10.高明美等譯（民 90）。進入科學世界的圖畫書──水。臺北市：上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李壽先（民 81）：華一兒童知識寶庫 16──有趣的鳥兒。臺北市：華一書局。 

12.林其燊（民 81）：LIFE自然文庫──爬行動物。香港：時代──生活叢書出版社。 

13.賴惠鳳（民 81）：MEGA兒童全百科。臺北市：東方出版社。 

14.柯琇雪（民 82）：新編十萬個為什麼──動物篇。臺北縣：鐘文出版社。 

15.東方編輯組（民 83）：漫畫科學小百科──昆蟲的生活。臺北市：東方出版社。 

16.東方編輯組（民 83）：漫畫科學小百科──魚類的生活。臺北市：東方出版社 

17.張永仁（民 91）：昆蟲入門。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18.邵廣昭、陳麗淑（民 93）：魚類入門。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19.柯繡雪（民 82）：千變萬化的氣象。臺北縣：鐘文出版社。 

20.張有池發行（民 82）：神祕的天氣變化。臺北縣：智揚出版社。 

21.趙良安（民 84）：千變萬化的天空。臺北縣：童英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2.梁淑玉（民 85）：彩虹的盡頭在哪裡。臺北市：全美出版社。 

23.湯谷清譯（民 89）：發現科學──觀察氣候。臺北市：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24.王光華（民 90）：氣象預測 。臺北縣：圖文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5.萬小申發行（民 92）：氣象。臺北市：啟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6.涂建翊、余嘉裕、周佳（民 92）：臺灣的氣候。臺北縣：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一週 

2/10~2/

14 

一、小園丁學種菜 

1.蔬菜園地 
活動一：蔬菜的分類 

1.請幾位兒童上臺，畫出自己愛吃的蔬菜，然

後請臺下同學觀察並猜出蔬菜的名稱。 

2.觀察課本上不同蔬菜的顏色、形狀和大小。 

3.利用課本情境圖，詢問兒童吃過哪些蔬菜？

並說出這些蔬菜的外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1）甜椒的顏色很鮮豔，吃起來有種特殊的氣

味。 

（2）茄子的外形長長的，顏色是紫色的。 

（3）白菜的葉子很大，是翠綠色的。 

（4）青江菜外形像湯匙，葉子顏色是較深的綠

色。 

（5）小黃瓜是長瘦圓形，表面上有刺狀的突起

物。 

（6）番茄表面光滑圓形，也可以當成水果吃。 

（7）芹菜的莖纖維很多，咬起來清脆好吃。 

（8）紫色甘藍菜切開後有一層層的葉子。 

（9）洋蔥是一片片的鱗莖，生吃味道又嗆又辣。 

（10）蘆筍的外型是短小細長。 

（11）檸檬是長橢圓形的，聞起來很清香。 

（12）綠花椰菜仔細看是由許多小花組成的。 

（13）胡蘿蔔的顏色是橙紅色的，屬於軸根系。 

4.想一想，我們吃的是蔬菜的哪些部位呢？ 

活動二：蔬菜的種子 

1.說說看，我們所吃的蔬菜是怎麼種出來的

呢？ 

2.請兒童觀察課本的蔬菜與種子圖。 

3.觀察並比較各種蔬菜種子的特徵。 

4.藉由觀察種子的過程，可以發現不同的種子

會有不同的顏色、大小和形狀。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一、小園丁學

種菜 

1.蔬菜園地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作評量 

實驗操作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4知道依目的

(或屬性)不同，可做不

同的分類。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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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環境教育】1-2-1覺

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係。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二週 

2/17~2/

21 

一、小園丁學種菜 

2.大家來種菜 
活動一：種菜前的準備 

1.認識各種種植的工具。 

2.介紹正確的工具名稱，例如：花器、底盤、

鏟子、泥耙、土壤、種子、澆花器。 

3.說出這些種植工具的用處，並模擬正確的使

用方法。 

4.利用身邊的物品，變成栽種用的器具。例如：

將蛋糕盒打洞後，當成種植用的容器；把大的

寶特瓶橫放再挖洞；市場裝魚的大魚箱；餅乾

盒鑽洞後也能當成花盆；關東煮與泡麵的碗也

可作為種植容器。 

5.了解種子的生長特性後，討論適合蔬菜生長

的環境。 

（1）蔬菜生長需要陽光的照射，可以種在校園

的菜圃裡。 

（2）也可以種在排水良好的花盆裡面當盆栽。 

（3）將蔬菜擺放在走廊的花臺附近，可以就近

照顧。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一、小園丁學

種菜 

2.大家來種菜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1-2-5-1能運用表格、

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

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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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7-2-0-3能安全妥善的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三週 

2/24~2/

28 

一、小園丁學種菜 

2.大家來種菜 
活動二：一起來播種 

1.分組報告欲栽種蔬菜的相關種植資料。 

2.認識校園的種植環境，並知道種植前須準備

的事項。 

3.選好合適的生長環境開始種菜。 

4.提問：該如何整理菜圃呢？ 

（1）將菜圃上的雜草連根拔起，再將土壤翻

鬆，土壤太堅硬時，就要加水，再用鋤、耙與

鏟子等工具，向下深層的鬆地。 

（2）土地荒蕪，缺乏養分時，可直接在鬆土時

加入適當的肥料，使土地肥沃，並在播種處做

標示。 

（3）種在容器中，可將培養土直接加入容器中。 

5.知道正確播種的程序。 

（1）將細小的種子用湯匙均勻撒播在土壤中

（撒播法）。 

（2）蓋上一層薄薄的土。 

（3）澆水讓土壤充分溼潤。 

6.師生共同討論讓種子快點發芽的方法，例

如：將堅硬種皮的種子泡水，或進行催芽。 

7.開始進行翻土等活動。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一、小園丁學

種菜 

2.大家來種菜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1-2-5-1能運用表格、

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

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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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

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

種植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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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7-2-0-3能安全妥善的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四週 

3/2~3/6 
一、小園丁學種菜 

3.小園丁日記 
活動一：蔬菜成長日記 

1.引導兒童討論記錄蔬菜成長的方式（繪圖、

拍照、成長小書等）及應該觀察的項目（蔬菜

名稱、觀察日期、生長情形、遇到問題、解決

問題的方法等）。 

2.兒童設計出蔬菜成長紀錄表，並實際進行觀

察、記錄。 

活動二：種子發芽了 

1.引導兒童觀察蔬菜幼芽的外形，並發現子葉

與本葉外形不一定相同。 

活動三：蔬菜的成長問題 

1.透過討論，找出適當的澆水時間和澆水方

法，及解決假日澆水的問題。 

2.蔬菜長得太密集時，可以使用間拔和移植的

做法來解決。 

3.經由蒐集資料和觀賞相關影片，認識防止蔬

菜被蟲吃的方法（利用防蟲紗網、自製無毒驅

蟲劑等）。 

4.引導兒童依肥料包裝上的說明使用肥料，例

如：份量、使用方法等。 

5.教師補充介紹肥料的種類。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一、小園丁學

種菜 

3.小園丁日記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踐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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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

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

種植的技術。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7-2-0-3能安全妥善的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環境教育】1-2-1覺

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係。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五週 

3/9~3/1

3 

一、小園丁學種菜 

3.小園丁日記 
活動四：歡樂慶豐收 

1.從實際觀察、記錄中，歸納出蔬菜的生長階

段（發芽、長葉、開花、結果）。 

2.指導兒童不同蔬菜收成的方式（用剪刀剪、

整株拔起、只摘取果實等）。 

3.兒童分享種植蔬菜的心得，並觀摩彼此的蔬

菜成長紀錄表。 

4.從種植蔬菜的過程中，體驗生命的可貴，進

而珍惜自然界中的生物。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一、小園丁學

種菜 

3.小園丁日記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課堂問答 

1-2-3-1對資料呈現的

通則性做描述(例如同

質料的物體，體積愈大

則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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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

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

種植的技術。 

4-2-1-1了解科技在生

活中的重要性。 

6-2-2-2養成運用相關

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

構想作品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環境教育】1-2-1覺

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係。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六週 

3/16~3/

20 

二、水的變化 

1.水和冰 
活動一：水的形態 

1.教師利用圖片與生活經驗引導兒童知道雨

水、冰、河水、雪都是水，只是形態不同。 

2.引導兒童發現生活中可以看到不同形態的

水。 

3.藉由分別將水和冰塊從圓形容器倒入方形容

器中，觀察到水的形狀可以隨著容器的形狀而

改變，冰塊不會隨容器形狀而改變。 

4.教師對「液體」和「固體」下定義。 

活動二：水變成冰 

1.教導兒童正確使用溫度計的方法。 

2.經由「自己做冰塊」的實驗中發現，水變成

冰的過程，溫度會下降，溫度降到攝氏零度以

下，水會變成冰。 

3.教師對「凝固」下定義。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二、水的變化 

1.水和冰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3了解即使情況

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

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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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知道可用驗證

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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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學

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

度。 

6-2-2-2養成運用相關

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

構想作品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海洋教育】4-2-1認

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性。 

【海洋教育】4-2-2說

明水與日常生活的關

係及其重要性。 

【環境教育】3-2-1思

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

境中存在的價值。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七週 

3/23~3/

27 

二、水的變化 

1.水和冰 
活動三：冰變成水 

1.藉由觀察放在室溫下一段時間的冰塊，察覺

冰塊會因為溫度上升而融化。 

2.藉由冰塊放入冷、熱水的實驗，了解溫度會

影響冰塊融化的快慢。 

3.知道刨冰放進嘴巴，會很快就融化，是因為

溫度升高的關係。 

4.教師對「融化」下定義。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二、水的變化 

1.水和冰 

口頭討論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3-1對資料呈現的

通則性做描述(例如同

質料的物體，體積愈大

則愈重……)。 

1-2-4-1由實驗的資料

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

果。 

1-2-4-2運用實驗結果

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2-2-3-2認識水的性質

與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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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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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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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能安全妥善的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海洋教育】4-2-1認

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性。 

【海洋教育】4-2-2說

明水與日常生活的關

係及其重要性。 

【環境教育】3-2-1思

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

境中存在的價值。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八週 

3/30~4/

3 

二、水的變化 

2.水和水蒸氣 
活動一：水變成水蒸氣 

1.藉由「溼衣服晾乾」、「魚缸內的水，一段時

間後，水量會變少」、「拖地後地板變乾」等生

活現象，引導兒童了解水會變成水蒸氣跑到空

氣中。 

2.教師解釋水蒸氣是一種氣體，無色透明，不

易察覺。 

3.教師對「蒸發」下定義。 

活動二：水蒸發的快慢 

1.各組討論出可能影響水蒸發速度的方法，例

如：搧風、晒太陽、不密封等方法，再根據各

個方法進行實驗。進而察覺溫度與風是影響水

蒸發快慢的主要因素。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二、水的變化 

2.水和水蒸氣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實驗操作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3-1對資料呈現的

通則性做描述(例如同

質料的物體，體積愈大

則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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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相信現象的變

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

改變所促成的。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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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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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能安全妥善的

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

具。 

【海洋教育】4-2-1認

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性。 

【海洋教育】4-2-3認

識臺灣不同季節的天

氣變化。 

【環境教育】3-2-1思

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

境中存在的價值。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九週 

4/6~4/1

0 

二、水的變化 

2.水和水蒸氣 
活動三：水蒸氣變成水 

1.透過「水珠從哪裡來」的實驗，引導兒童察

覺「溫度下降是水蒸氣變成水的原因」。 

2.藉由觀察從冰箱中拿出的物品，引導兒童發

現有水滴附著在上面是空氣中水蒸氣冷卻凝結

而成的。 

3.教師提醒兒童水蒸氣沒有顏色，所以燒開水

時白煙與壺嘴間透明無色的區域是水蒸氣，白

煙是高溫的小水滴。 

4.教師對「凝結」下定義。 

活動四：空氣中的水蒸氣 

1.探討還有哪些水蒸氣變成水的現象。 

2.打開封口的海苔及餅乾會變得溼溼軟軟的，

是因為它們吸收了空氣中的水蒸氣。 

3.歸納結論：水蒸氣無色透明，要察覺它的存

在，可藉由水蒸氣遇冷凝結成水滴，或物體受

潮後的現象來觀察。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二、水的變化 

2.水和水蒸氣 

口頭討論 

口頭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3了解即使情況

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

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

結果的原因。 

1-2-3-3能在試驗時控

制變因，做定性的觀

察。 

1-2-4-2運用實驗結果

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3-2-0-1知道可用驗證

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

想法。 

3-2-0-2察覺只要實驗

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

果會很相近。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5-2-1-3對科學及科學

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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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養成運用相關

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

構想作品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海洋教育】4-2-1認

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性。 

【海洋教育】4-2-3認

識臺灣不同季節的天

氣變化。 

【環境教育】3-2-1思

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

境中存在的價值。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週 

4/13~4/

17 

二、水的變化 

3.水的三種形態與

應用 

活動一：水的三態應用 

1.引導兒童回想水的三態應用。 

2.提問：冰曾經幫助自己做過什麼事？或解決

過什麼問題？例如： 

（1）撞到時，用冰塊冰敷。 

（2）生病發燒時，使用冰枕退燒。 

（3）用冰塊保鮮魚類。 

3.提問：水蒸氣曾經幫助自己做過什麼事？或

解決過什麼問題？例如： 

（1）電鍋蒸魚、蒸包子都是用水蒸氣。 

（2）小兒科的蒸鼻器。 

（3）利用蒸氣燙衣服。 

活動二：水和生活 

1.討論出冰和水蒸氣可以做許多的事，那麼水

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2.鼓勵兒童發表水的用處，引導出水對生活的

重要性。例如：洗澡、洗衣服、洗東西、人喝

水解渴、動植物都需要水等。 

3.提問：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前，什麼時候

需要用水？ 

4.引導出兒童察覺生活中隨時都需要用到水。 

5.提問：如果沒有水，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什

麼影響？有什麼不方便？ 

活動三：珍惜水資源 

1.引導兒童察覺動、植物和人類都需要水，水

是大自然的重要資源，缺少它生活會很不方便。 

2.提問：我們要怎樣愛護水資源？ 

3.讓兒童發表愛護水資源的方法。 

（1）洗澡用淋浴、使用二段式省水馬桶等。 

（2）隨手關水龍頭、收集雨水來沖廁所等。 

4.鼓勵兒童於日常生活中力行節約用水的行

動。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二、水的變化 

3.水的三種形

態與應用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態度評量 

 

期中考週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3-3能在試驗時控

制變因，做定性的觀

察。 

1-2-4-2運用實驗結果

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2-2-3-2認識水的性質

與其重要性。 

3-2-0-1知道可用驗證

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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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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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對科學及科學

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

度。 

6-2-2-2養成運用相關

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

構想作品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海洋教育】4-2-1認

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

性。 

【海洋教育】4-2-2說

明水與日常生活的關

係及其重要性。 

【環境教育】3-2-1思

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

境中存在的價值。 

【環境教育】4-2-2能

具體提出改善週遭環

境問題的措施。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一

週 

4/20~4/

24 

三、認識動物 

1.動物的身體 
活動一：動物的蹤跡 

1.透過實際生活經驗或課本圖片，引導兒童說

出在什麼地方看過哪些動物（在水中看到魚、

在路上看到狗、在天空看到鳥等）。 

2.說出看到的動物外形或動作。（魚用魚鰭在水

中游，狗用腳走路，鳥用翅膀飛行等）。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三、認識動物 

1.動物的身體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量 

訪問調查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2-2知道陸生(或

水生)動物外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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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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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3-2-1能

使用編輯器進行文稿

之編修。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二

週 

4/27~5/

1 

三、認識動物 

1.動物的身體 
活動二：動物的外形 

1.教師詢問兒童上一節學到的動物種類，喚起

兒童的舊經驗，並趁機複習前一節的重點。 

2.藉由課本圖片的引導，比較各種動物的身體

構造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有腳、沒有腳；有翅

膀、沒有翅膀）。 

3.使用圖片或錄影帶，協助兒童認識動物的身

體部位名稱（狗——頭、軀幹、尾、四肢；鳥——

頭、軀幹、翅膀、腳；蝸牛——頭、殼、觸角、

腹足）。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三、認識動物 

1.動物的身體 

口頭評量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蒐集資料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2-2知道陸生(或

水生)動物外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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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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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3-2-1能

使用編輯器進行文稿

之編修。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三

週 

5/4~5/8 

三、認識動物 

2.動物的運動方式 
活動一：知道動物的運動方式 

1.詢問兒童有哪些陸地上活動的動物？例如：

狗、貓、馬、羊、牛、鹿、雞、兔子、猴子、

大象、袋鼠、老虎、獅子等。 

2.討論陸地上活動的動物，有哪些運動方式？ 

3.請兒童試著學狗走路和兔子跳。 

4.請兒童觀察狗和兔子前後腳的差異。 

5.讓兒童先比較狗的前後腳、兔子的前後腳有

何差別，再比較狗和兔子的前腳、狗和兔子的

後腳有沒有不同之處。最後才指出狗前後腳的

長短、粗細大致相同；兔子的前腳較短小，後

腳則較粗長。 

活動二：兔子和狗的運動方式 

1.利用課本圖片觀察並說出狗和兔子的運動方

式。 

（1）狗走路時，一次移動兩隻腳，而且前後、

左右腳會互相協調，即左前腳配合右後腳、左

後腳配合右前腳。 

（2）兔子跳時，前腳著地後，將身體往前推，

後腳順勢跳躍。 

2.討論狗、兔子前後腳的特徵和運動方式有什

麼關係？ 

3.說明：四隻腳長短、粗細大致相同的動物，

擅長奔跑；前腳較短小、後腳較粗長的動物，

擅長跳躍。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三、認識動物 

2.動物的運動

方式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訪問調查 

課堂問答 

觀察評量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2-2知道陸生(或

水生)動物外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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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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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3-2-1能

使用編輯器進行文稿

之編修。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四

週 

5/11~5/

15 

三、認識動物 

2.動物的運動方式 
活動三：看看動物的腳 

1.利用課本圖片，看看雞和鴨的腳。 

2.討論雞和鴨的腳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3.引導兒童說出鴨的腳有蹼所以可以在水中游

泳，雞的腳沒有蹼，所以無法在水中活動。 

4.討論腳的構造和牠們的運動方式有什麼關

係？ 

5.讓兒童察覺因為青蛙的腳和鴨一樣有蹼，所

以可以在水中活動；而蜥蜴的腳和雞一樣沒有

蹼，所以無法在水中活動。 

活動四：動物的其他構造與運動方式 

1.兒童透過討論的過程，察覺會飛的動物利用

翅膀的拍動，或滑翔來飛行。 

2.透過課本圖片、影片或討論的過程，讓兒童

察覺沒有腳的動物利用魚鰭（魚）、剛毛（蚯蚓）

或鱗片（蛇）等來移動位置。 

3.從各種動物（陸地、天空、水中等）的例子

中，歸納動物身體外形與運動方式的關係。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三、認識動物 

2.動物的運動

方式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參與度評量 

發表 

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2-2知道陸生(或

水生)動物外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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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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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3-2-1能

使用編輯器進行文稿

之編修。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1-2-1覺

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係。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五

週 

5/18~5/

22 

三、認識動物 

3.動物的分類 
活動一：大家來分類 

1.請兒童根據動物的外形特徵或運動方式，將

課本上的動物分成兩組。 

2.各組輪流上臺報告，並說明分類的方式和理

由。 

3.說明：根據動物的身體構造和運動方式，可

以進行簡單的分類活動。 

活動二：猜猜我是誰 

1.進行遊戲前，先由教師示範，並說明遊戲進

行的重點。 

2.可分組進行活動並比賽。 

3.教師準備多張動物的圖片，並隨機從裡面抽

取一張，不讓兒童看見圖片上的動物。 

4.由兒童提問，教師只能回答「有」、「沒有」

及「也許」。 

5.兒童由問題與答案中來猜出圖片上的動物是

什麼。 

活動三：與動物有關的發明 

1.請兒童根據課本上的圖片，發現生活中的物

品有些是受到動物身體構造的啟發。 

2.鼓勵兒童再想想看，還有哪些東西跟動物的

身體構造有關。 

3.將兒童分組，利用圖書館或網路資料查詢，

增加兒童對動物的認識。 

4.鼓勵兒童上臺發現自己找到的資料。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三、認識動物 

3.動物的分類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資料蒐集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1-2-1-1察覺事物具有

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4知道依目的

(或屬性)不同，可做不

同的分類。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2-2知道陸生(或

水生)動物外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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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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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7-2-0-2做事時，能運

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

方法。 

【資訊教育】1-2-1能

了解資訊科技在日常

生活之應用。 

【資訊教育】3-2-1能

使用編輯器進行文稿

之編修。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海洋教育】5-2-4認

識水中生物及其外型

特徵。 

【海洋教育】5-2-5說

明水中生物的運動方

式。 

【環境教育】1-2-2能

藉由感官接觸環境中

的動、植物和景觀，欣

賞自然之美，並能以多

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六

週 

5/25~5/

29 

四、天氣與生活 

1.觀測天氣 
活動一：觀察天空的雲和下雨情形 

1.利用課本圖片或到校園觀察雲的形狀和顏

色。 

2.請兒童說說看，今天天空中的雲量如何？天

氣如何？ 

3.請兒童說一說現在天空中雲量多不多？它的

顏色和形狀呢？ 

4.引導兒童觀察天空中雲的狀況，主要以雲量

多少、雲的顏色、雲的形狀、雲移動情形和雲

分布在天空的狀況。 

5.提問：天氣和雲有什麼關係？ 

6.可利用上課當天空中的狀況或課本圖片和兒

童討論，例如：晴天時，雲量通常比較少；下

雨時，雲層會很厚，通常是灰黑色的。 

7.提問：怎麼知道快要下雨了？下雨之前和下

過雨後，天空和地面的景象有何不同？ 

8.實際觀察或利用課本圖片，討論下雨之前和

下過雨後天空與地面的變化。 

9.觀察重點在天空中的雲量、天空的顏色、雲

的形狀；地面則看看是乾的，還是溼的。 

活動二：氣溫計的使用方法 

1.提問：想想看，早上起床與到學校之後的氣

溫是否一樣？ 

2.各組領取一個氣溫計，引導兒童觀看氣溫

計，並詢問氣溫計上的 C和 F代表什麼意思？ 

3.指導使用氣溫計的方法。 

4.提問：使用氣溫計時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5.提醒兒童使用氣溫計要注意：視線要和液柱

頂端成直線、和眼睛保持 30公分、手不可以握

住氣溫計的球狀部位、氣溫計不要靠近溫熱或

冰冷的東西、避免向氣溫計吹氣等。 

6.請兒童分組練習正確使用氣溫計。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四、天氣與生

活 

1.觀測天氣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實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2能權宜的運用

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

工具去度量。 

1-2-2-3了解即使情況

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

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

結果的原因。 

1-2-4-1由實驗的資料

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

果。 

2-2-1-1對自然現象作

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

成的工具如溫度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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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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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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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七

週 

6/1~6/5 

四、天氣與生活 

1.觀測天氣 
活動三：測量氣溫 

1.請兒童想一想，要在校園的哪些地點進行測

量氣溫。 

2.選擇不同的測量地點，例如：直接在陽光下、

在陰涼處、在通風的室內等地點。 

3.分組實際測量不同地點的氣溫，並記錄下來。 

4.引導兒童討論在不同的地點，測量出來的氣

溫有什麼不同。 

5.找出適合測量氣溫的地點。 

活動四：測量雨量 

1.提問：怎麼知道快要下雨了？ 

2.利用課本圖片或兒童自身的經驗，引導兒童

說出自己的看法。 

3.請兒童事先準備大小與形狀不同的容器以收

集雨水。 

4.觀察並比較何種容器適合用來測量雨量。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四、天氣與生

活 

1.觀測天氣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1-2-2-1運用感官或現

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

的比較。 

1-2-2-2能權宜的運用

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

工具去度量。 

1-2-2-3了解即使情況

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

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

結果的原因。 

1-2-4-1由實驗的資料

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

果。 

2-2-1-1對自然現象作

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

成的工具如溫度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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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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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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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八

週 

6/8~6/1

2 

四、天氣與生活 

2.氣象報告 
活動一：天氣預報 

1.提問：除了自己觀測天氣外，還有哪些方法，

可以知道明天或未來幾天的天氣呢？ 

2.引導兒童說出知道天氣狀況的方法，例如：

由報紙、電視、網路氣象站、166電話氣象臺等。 

3.討論：可以從氣象預報的資料中，獲得哪些

訊息？ 

活動二：天氣預報的用途 

1.利用課本的天氣預報圖中，比較臺灣地區幾

個主要城市的天氣狀況，並說說看自己居住地

區的天氣狀況。 

2.請兒童比較臺灣各地的天氣狀況異同。 

3.請兒童討論不同季節的天氣有何差異。 

4.請兒童根據自己的經驗，說說看，四季的天

氣狀況會怎麼變化呢？ 

5.能認識常見的氣象預報種類，並了解其用途。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四、天氣與生

活 

2.氣象報告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觀察評量 

1-2-5-1能運用表格、

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

錄資料)。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4-1知道可用氣

溫、風向、風速、降雨

量來描述天氣。發現天

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

多寡在天氣變化裡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 

2-2-6-1認識傳播設

備，如錄音、錄影設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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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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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4-2-2-3體會科技與家

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7-2-0-1利用科學知識

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

低來考慮穿衣)。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十九

週 

6/15~6/

19 

四、天氣與生活 

3.天氣對生活的影

響 

活動一：天氣與生活 

1.提問：放學回家時，若遇到下雨，會有什麼

影響？ 

2.請兒童說一說，不同的天氣現象對我們的生

活有什麼影響？在不同天氣裡，可以從事的活

動？ 

3.到戶外活動或旅遊時，可以利用氣象預報資

料，做哪些行前準備呢？ 

4.引導兒童討論：如果在戶外活動時，遇到突

然的天氣變化，該怎麼做呢？ 

5.知道不同的天氣現象對生活的影響。 

6.察覺我們的生活和天氣息息相關。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四、天氣與生

活 

3.天氣對生活

的影響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觀察評量 

1-2-5-1能運用表格、

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

錄資料)。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4-1知道可用氣

溫、風向、風速、降雨

量來描述天氣。發現天

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

多寡在天氣變化裡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 

2-2-6-1認識傳播設

備，如錄音、錄影設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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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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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認識家庭常用

的產品。 

4-2-2-3體會科技與家

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7-2-0-1利用科學知識

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

低來考慮穿衣)。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週/起

訖時間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節

數 
教材來源 評量方式 能力指標 融入領域或議題 備註 

第二十

週~第二

十一週 

 

6/22~6/

30 

四、天氣與生活 

3.天氣對生活的影

響 

活動二：特殊的天氣狀況 

1.提問：你知道臺灣曾經發生過哪些特殊的天

氣狀況嗎？ 

2.引導兒童進行課本「蒐集臺灣特殊的天氣狀

況」活動。 

3.請兒童蒐集臺灣特殊天氣狀況的相關資料，

並記錄下來。 

活動三：特殊的天氣狀況對環境的影響 

1.提問：如果很久沒有下雨，造成乾旱、停水，

我們該怎麼辦呢？ 

2.引導兒童思考天氣和日常生活的關係。 

3.討論：這些特殊的天氣狀況對我們的生活會

造成哪些影響？ 

4.請兒童回想自己生活經驗，是否曾遇過這些

特殊天氣狀況，再思考對生活的影響。 

5.請兒童說一說，特殊的天氣狀況對生態或環

境又有什麼影響呢？例如：久旱不雨會造成植

物枯死；寒流來襲會使得魚蝦凍死；水災過後

會造成滿地泥濘，衛生環境變差；颱風造成土

石流，使得山地生態改變。 

6.引導兒童了解臺灣特殊的天氣狀況對生態或

環境造成的影響。 

7.討論因應特殊天氣狀況的方法。 

3 翰林版國小自

然與生活科技

3下教材 

四、天氣與生

活 

3.天氣對生活

的影響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表

現 

參與度評量 

習作評量 

發表 

資料蒐集 

實驗操作 

觀察評量 

 

期末考週 

1-2-5-2能傾聽別人的

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意思。 

1-2-5-3能由電話、報

紙、圖書、網路與媒體

獲得資訊。 

2-2-4-1知道可用氣

溫、風向、風速、降雨

量來描述天氣。發現天

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

多寡在天氣變化裡扮

演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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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能常自問「怎

麼做？」，遇事先自行

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1養成主動參與

工作的習慣。 

6-2-3-2養成遇到問題

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

質，再加以實地處理的

習慣。 

7-2-0-1利用科學知識

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

低來考慮穿衣)。 

【生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1-2-1認

識飲食對個人健康與

生長發育的影響。 

【家政教育】4-2-5了

解參與家庭活動的重

要性。 

【海洋教育】4-2-5說

明並做好基本的防颱

措施。 

【資訊教育】4-2-1能

操作常用瀏覽器的基

本功能。 

【環境教育】2-2-1了

解生活周遭的環境問

題及其對個人、學校與

社區的影響。 

【環境教育】3-2-2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熱愛

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環境教育】4-2-1能

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

運用網路資訊蒐集環

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