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學年度 

教學活動設計單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科 教學者 陳柔安 

年級/班/人數  三年級／一班／27人 總節數/分鐘  一節/40分鐘 

單元名稱 4-1食鹽在水中溶解了(調味料都會溶解嗎) 

設計理念 

設計情境題引發孩子興趣，理解問

題，透過預測結果激發好奇心，觀察

實驗過程，能進行分類，得到結論後

能應用在生活中。 
觀察重點 

觀察學生是否能適應POE策略教

學法 

1. 有針對實驗進行事件結果之

預測，並提出理由。 

2. 學生是否積極的參與實驗過

程。 

3. 最後學生對實驗結果是否進

行解釋。 

總綱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校本素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

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 

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

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力，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

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

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 

方式。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批判思辨（c）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

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 

象。 

INe-Ⅱ-3 

有些物質溶於水中，有 

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

中。 

1. 能確實將物質加入水中攪拌，  

 觀察他們溶解與沉澱的情形 

2. 能描述物質可溶解與不可溶解的現象 

3. 能了解溶解的意義 

融入 

議題 

 無 

採用之 

教學法 

POE教學策略 與其他領域/ 

科目之連結 

 

核心

素養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自-E-A2 

 
預測： 

(提問)情境題 

如果你今天是一位廚師，每天都要煮上百樣菜給客

人吃，當你把菜送出去時，有位菜鳥服務生，手忙

腳亂記錯上菜順序，問了你三個問題 

1. 請問廚師，這杯紅茶有沒有加糖？ 

2. 請問廚師這碗湯有加味精嗎？ 

3. 請問哪碗玉米濃湯有加黑胡椒？ 

在不能吃客人的食物之下，如何用眼睛來判斷？ 

討論 

1. 說說看，除了食鹽以外，還看過哪些物質會溶在

水中？ 

2. 是不是每種物質都會溶在水中？ 

3. 我們可以用哪些方法來證明這些粉末到底會不

會溶解在水中？ 

※勾選學習單 

味精、砂糖、黑胡椒，哪些可以溶解？哪些不能溶

解？為什麼？ 

觀察： 

分組進行，證明哪些物質會溶解在水中？哪些物質

不會溶解在水中？(引導語，例如：各組準備好，同

時攪拌、量匙不可重複使用，換調味料記得替換) 

1. 把物質都擺放到桌上。 

2. 每一個量杯的水量要相同。 

3. 每一杯都加入1平匙並攪拌。(教師說明刮成平

匙的方法) 

4. 靜置一段時間再觀察。 

5. 口頭討論實驗結果。(是否像你所預測的呢？) 

6. 記錄在習作上。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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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教師歸納溶解的定義：「將物質加入水中充分攪拌，

靜置一段時間後，杯中物質不見了，水中沒有懸浮

物，底部沒有沉澱，但物質還是留在水中，這種情

形就是表示物質溶解於水中了。」 

廚師只能判斷玉米濃湯是否有加黑胡椒，因為砂糖

和味精都會溶於水中，無法用肉眼判斷。 

口頭問答：什麼可以溶解？什麼不能溶解？溶解看

起來怎麼樣？不能溶解看起來怎麼樣？ 

收拾實驗器材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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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學年度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自評表(每位授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葉景巍、羅光湧、潘建宏、吳其洲、

古淑珍 
觀課日期 108年 12月 6日 

授課教師 陳柔安 教學年/班 三年一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自然領域/4-1食鹽在水中溶解了(調味料都會溶解嗎) 

學習內容 INe-Ⅱ-3 有些物質溶於水中，有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中。 

檢視教案與實際教學 

不同之處 

 

不同之處 可能原因與調整策略 

1. 並未按教案上的順序授課。 

2. 預測的課程時間沒有規劃中的長。 

3. 學生提出額外的問題，例如：各種

調味料是否能溶解，並不能當下回

答。 

1. 並沒有在一開始引起動機時，

就加入素養導向的情境題，而

是在後來得到實驗結果後，再

套用在日常生活中，請學生回

答如何利用所學新知解決問

題。 

2. 可能因為有其他老師在，所以

學生表現得比平常謹慎，秩序

良好外，也格外認真，課程提

早結束後，剩下時間可為下次

課程做引起動機。 

3. 可溶與不可溶的界定在於看起

來是否在水中消失，其餘較模

糊地帶的半溶解調味料，老師

應避免提及。 

學習目標 

達成情形 

1. 原本預想三年級學生從未試過 POE教學法，可能會不適應，結果在預

測方面學生勇於嘗試，雖然有一、兩位會很在意自己的預測根實驗結

果是否相符而更改預測答案，但有一直提醒預測只是自己的推理，如

果答案錯也沒有關係，大部分的學生都能透過想像，有根據而不是亂

猜的預測出自己的答案。 

2. 實驗過程中，也因為有預測，學生保持對實驗的熱情，並能自己動手

做，有參與感。 

3. 經由口頭問答，大部分學生能對實驗結果進行解釋。 

授課者 

自我省思 

1. 經過共備、觀課、議課才發現自己的不足，或著可以更好的地方，為

學生服務困難的地方在於，要讓所有的學生專注在這堂課，除了要把

程度下修外，也要排除課堂中各種可能會讓孩子混淆或分心的原因，

還要讓程度好的孩子有事做。經過共備後，除了自己單向思考的教案

設計，也接收了其他老師的不同意見，讓教案更完整、流暢。 



2. 設計素養導向教案的同時，會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更貼近學生的想

法，並在達到學習目標的同時，教會學生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未來 

精進策略 

1. 多多設計素養導向的教案，累積經驗，應用在教學中。 

2. 議課過程多參考其他老師教學方式，吸收適合自己教學的策略，應用

在自己的課堂中。 

3. 在安全的前提下，讓學生自主操作，透過 POE教學法，讓學生思考，

而不再只是老師單方面教學，學生操作而已。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 

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活動：共同備課    日期： 108.11.01 

 

 

 

 

 

 

 

 

 

 

 

 

 

 

 

 

 

 

 

 

 

活動：公開授課    日期：108.12.06 

 

 

 

 

 

 

 

 

 

 

 

 

 

 

 

 

 

 

 

活動：共同議課    日期： 108.12.06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學年度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每位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吳其洲 觀課日期 108年 12月 5日 

授課教師 陳柔安 教學年/班 三年一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自然領域/4-1時延在水中溶解了(調味料都會溶解嗎) 

學習內容 Ine-Π-3有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中 

教學觀察 

教學活動(min) 學生參與度 觀課回饋或記錄 

預測(10)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未於課堂一開始跟學生提出情境問題，而是直

接要學生預測實驗的 3種溶解物質哪些可以

溶解？哪些不可以溶解？ 

觀察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1、也些組別分組的人數過多，最多有 7人。

為遷就觀課老師的位子，將原本分組的組別打

散，讓學生重新適應新同學的加入，學生做實

驗時的秩序會比較亂一點。 

2、溶解實驗用的水杯沒有編號，小朋友就忘

記了哪一杯水加了什麼溶解物質。 

歸納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1、實驗觀察時間沒有規劃的長，以至於學生

提出許多連老師都無法確定是不是可容物的

物質，例如：胡椒粉、辣椒粉、咖哩粉、小蘇

打粉、可可粉等。 

2、利用電子書跟學生討論實驗結果時可局部

放大，不然坐在後面的小朋友會有看不到投影

幕字體的情形。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優點 

1、 實驗的工作分配，讓每位小朋友都有事情做，讓他們都有實際參與到

這堂課裡面。 

2、 利用一個故事情境來引導小朋友去猜實驗結果，更能讓小朋友印證最

後的實驗結果是否跟自己預測的相同。 

回饋意見 

1、 課堂的時間控管需要再精準一點，不然小朋友問了一堆課本沒有的物

質是否為可容物時，最後老師也不確定這些物質是否為可容物。 

2、 上課的內容順序予教案安排的順序不同。 



觀課者 

自我省思 

1、生活中可容物與不可容物的種類非常多，課前老師可以多準備幾樣，然後

由老師主動來問學生，這樣比較不會發生老師不確定的尷尬。 

 

 

 

 

 

 

 

 

 

 

 

 

 

 

 

 

 

 

 

 

 

 

 

 

 

 

 

 

 

 

 

 

 

 

 

 

 

 

 



花蓮縣花蓮市明廉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每位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古淑珍 觀課日期 108年 12月 6日 

授課教師 陳柔安 教學年/班 三年一班 

教學領域 

教學單元 
4-1食鹽在水中溶解了(調味料都會溶解嗎) 

學習內容 有些物質溶於水中，有些物質不容易溶於水中。 

教學觀察 

(第 3組) 

教學活動(min) 學生參與度 觀課回饋或記錄 

預測(引起動機) 

8:40~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1.請學生預測砂糖、味精及黑胡椒鹽是否可以溶解。學

生也都能預測。#6預測後將結果遮住，不願意讓別

人看到。 

2.部分學生能說明預測的原因。(顆粒小……) 

3.有些學生想改預測的答案，老師提醒不用改。 

實驗觀察 

8:46~發器材 

8:50~開始實驗 

8:53~紀錄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1.實驗前，老師提醒水杯不要打翻。 

2.老師依各組編號，分派實驗工作及發下負責的器材。 

3.#4不要用玻棒刮一平匙，說自己用手指頭也可以完

成。 

4.首先攪拌砂糖時，整組學生聚精會神的專注看著。#3

說：我猜對的，糖是結晶的，所以溶解了！ 

5.攪拌黑胡椒粒時，#3#5直說：好噁心。#2 噓聲制止。 

6.老師提醒要開始做紀錄。但是該組學生還是一直在攪

拌。老師發現這個狀況，要求學生將水杯放在桌子中

央。 

7.老師陪伴學生共同完成習作的問題。 

8.老師問：生活中的調味料可不可以溶解，如何知道？

#6 攪拌後，觀察水中可不可以看得到。 

9.老師說明不溶解，不一定沉澱在底部，也有可能懸浮

在水中或水面上。(這時有些學生開始分心#4#5) 

10.請各組清洗器材、收習作。其他同學翻開課本 p72。 

解釋說明 

8:57~習作 

9:05~課本 

□高度參與   

中度參與   

□低度參與 

1.老師抽學生回答 p72 第一題，只有#3舉手。其他同

學回答時，#3#4#6 不太想聽的樣子。 

2.老師要求全班唸 p73 的文本，並請學生修改文本中胡

椒粉為黑胡椒粒。(#4沒動手，#只改 1 個地方) 

3.老師這時提出原本引起動機時的問題。 

4.學生的回答能與生活結合，例如飲料店中會在杯子上

貼上飲料名稱及甜度。 

5.老師問，生活中的調味料如何知道可不可以溶解呢？

其他組的學生陸續回答問題，但是該組學生#4#5整

個恍神。 

優點 

1.將預測單貼在習作上，可以同時看到預測、實驗結果，好方法。 

2.老師提醒要開始做紀錄，但是學生還是一直在攪拌。老師發現這個狀況，要求學生將水杯放

在桌子中央。 

3.老師能說明課本中胡椒粉及黑胡椒粒的差異性。 



4.由於今日上課節奏較快，老師先行預告下次上課內容。 

回饋意見 

1.可能是因為三年級學生，所以老師先行分派各位同學實驗工作。建議，可以適時放手，讓各

組組員自行協調。 

2.有關胡椒粉及黑胡椒的不同，建議老師可以帶胡椒粉來，實際做實驗，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3.第一組的學生踴躍舉手回答問題，老師點學生回答問題時，第一組的比例最高。容易造成其

他組別學生放鬆恍神。 

4.建議老師在說明解釋課程內容時，可以同時行間巡視，了解學生是否專心。 

5.當學生沒有任務操作時，容易分心，建議可以改成以其他方式進行說明。 

6.有關其他調味料是否可以溶解，建議可以讓學生回家做做看，下次課堂中來發表。 

觀課者 

自我省思 

1.教三年級的學生，正值培養對實驗、紀錄、觀察及詮釋的能力，所以要多花時間在班級經營

中。 

2.自然領域中的教學目標，不一定所有答案都是老師給予的，讓學生透過預測、實驗、觀察及

詮釋來找答案。 

3.教學生小組合作的重要性。透過同儕學習，可以讓學生有多面向的學習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