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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伸仁國小 110學年度 上學期 四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計畫 

﹙一﹚四年級上學期之學習目標 

1. 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在空中的位置。 

2. 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 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4. 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會再出現。 

5. 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6. 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7. 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8. 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應水中生活。 

9. 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10. 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動物的呼吸方式。 

11. 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長環境的重要性。 

12. 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為「光源」。 

13. 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14. 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子。 

15. 認識光各種特性，例：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射。 

16. 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17. 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具和特性。 

18. 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19. 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輸工具的差異。 

20. 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的各種能源。 

21. 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法。 

22. 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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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級上學期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計畫表 

1.學科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2.適用對象：110 學年度上學期四年級學生 

3.架構圖：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四
年
級
上
學
期 

一、月亮 

二、水中生物 

三、光的世界 

四、運輸工具與能源 

1.認識月亮 

2.觀測月亮 

3.月相的變化 

1.運輸工具的種類與特性 

2.運輸工具的構造 

3.能源 

1.水中生物的生長環境 

2.水生植物 

3.水生動物 

1.光的行進 

2.光的反射與折射 

3.美麗的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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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上學期九年一貫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各單元內涵分析 

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一 

第

一

單

元

、

月

亮 

1.認

識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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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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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1.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

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

在空中的位置。 

2.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

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

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4.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

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

會再出現。 

1.發表在中秋節或平

時賞月觀察到的月亮

形狀。 

2.發揮創意，想像月

亮表面的明暗圖案像

什麼？畫下來並且分

享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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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月相情境圖。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

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2-2-1 瞭解不同性別者

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

的角色。 

◎資訊教育 

1-2-1 能了解資訊科技

再日常生活之應用。 

1-2-2 正確規劃使用電

腦時間及與電腦螢幕

安全距離等，以維護

身體健康。 

2-2-2 熟悉視窗環境軟

體的操作、磁碟的使

用、電腦檔案的管理

、以及電腦輔助教學

應用 

軟體的操作等。 

4-2-1 能進行網路基本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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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功能的操作。 

二 

第

一

單

元

、

月

亮 

1.認

識

月

亮 

2.觀

測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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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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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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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2 觀察月亮東昇西落

1.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

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

在空中的位置。 

2.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

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

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4.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

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

會再出現。 

1.發表在中秋節或平

時賞月觀察到的月亮

形狀。 

2.發揮創意，想像月

亮表面的明暗圖案像

什麼？畫下來並且分

享想法。 

3.指出除了夜晚以外

，有時候白天也能看

見月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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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種月相情境圖

。 

2.清晨、上午、黃

昏或夜晚月亮出現

的照片、月亮在不

同時間出現的教學

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2-2-1 了解不同性別者

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

的角色。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

互動能力。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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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日常生活之應用。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瞭解。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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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

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

具有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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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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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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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正確規劃使用電

腦時間及電腦螢幕安

全距離等，以維護身

體健康。 

2-2-2 能操作視窗環境

的軟體。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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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三 

第

一

單

元

、

月

亮 

2.觀

測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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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

(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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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2 觀察月亮東昇西落

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

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

具有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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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

1.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

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

在空中的位置。 

2.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

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

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4.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

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

會再出現。 

1.學會用方位和高度

角表示月亮在空中的

位置。 

2.學會使用指北針找

方位，學會使用拳頭

數、高度角觀測器測

量月亮在空中的高度

角。 

3 

1.指北針。 

2.課本附件（高度

角觀測器）、棉線

、迴紋針、粗吸管

。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瞭解。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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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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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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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

一

單

元

、

月

亮 

2.觀

測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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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

1.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

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

在空中的位置。 

2.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

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

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1.透過觀察記錄，察

覺一天中月亮在空中

會東升西落。 

2.透過觀察記錄，察

覺不同日期、相同時

刻月亮在空中的位置

不同，看到的月亮形

3 

指北針、高度角觀

測器。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

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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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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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4-2 觀察月亮東昇西落

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

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

具有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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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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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

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

會再出現。 

狀不同。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享。 

6.文化學習與國際

瞭解。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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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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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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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

一

單

元

、

月

亮 

3.月

相

的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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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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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 觀察月亮東昇西落

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

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

1.學習使用指北針、高度

角觀測器等工具測量月亮

在空中的位置。 

2.透過實際觀測，發現月

亮在天空中會東升西落。 

3.透過長期觀測月亮，歸

納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 

4.透過長期觀察發現，相

同的月相大約經過 30 天

會再出現。 

1.透過長期觀測月亮

，察覺月相的變化具

有規律性。 

2.歸納出月相依農曆

日期變化，週期大約

是 30 天。 

3 

南一電子書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2-2-1 了解不同性別者

在團體中均扮演重要

的角色。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

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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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具有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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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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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第

二

單

元

、

水

中

生

物 

1.水

中

生

物

的

生

長

環

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

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

類。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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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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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探討水中生物的生長

環境。 

3 

水域環境與水中生

物的教學影片和圖

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不因性別而有

差異。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

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

，並探究可能的改善

方法。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7.規劃、組織與實

踐。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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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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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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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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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

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 

◎海洋教育 

1-2-5 了解家鄉過鄰近

沿海或河岸景觀的特

色。 

3-2-1 認識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變遷。 

5-2-6 了解海水含有鹽

。 

七 

第

二

單

元

、

水

中

生

物 

1.水

中

生

物

的

生

長

環

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

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

類。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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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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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1.指導學生到校園或

社區附近的水域環境

探索，觀察並記錄水

域環境的條件、有哪

些水中生物生存在水

域環境之中。 

2.探討各種不同水域

環境的特徵，並知道

不同水域環境生長的

水中生物會不同。 

3 

水中生物實體或標

本、水域環境與水

中生物、的教學影

片、望遠鏡、水生

生物圖鑑、照相機

、紀錄簿。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

時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不因性別而有

差異。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

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

，並探究可能的改善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7.規劃、組織與實

踐。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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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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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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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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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

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 

◎海洋教育 

1-2-5 了解家鄉過鄰近

沿海或河岸景觀的特

色。 

3-2-1 認識家鄉或鄰近

的水域環境變遷。 

5-2-6 了解海水含有鹽

。 

八 

第

二

單

元

、

水

中

生

物 

2.水

生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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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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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

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高

，因……)。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觀察、比較各種水生

植物的生長方式，依

照水生植物的根、葉

生長方式，將水生植

物分為挺水性、浮葉

性、沉水性、漂浮性

。 
3 

水生植物的教學影

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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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育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

其外型特徵。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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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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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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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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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九 

第

二

單

元

、

水

2.水

生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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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對資料呈現的通則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經由觀察和操作，發

現水生植物的外形或

構造很特殊，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3 

1.挺水性的水生植

物、小刀。 

2.浮葉性的水生植

物、水缸。 

3.沉水性的水生植

物。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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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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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中

生

物 

性做描述(例如同質料的

物體，體積愈大則愈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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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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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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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海洋教育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

其外型特徵。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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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第

二

單

元

、

水

中

生

物 

2.水

生

植

物 

3.水

生

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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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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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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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能由電話、報紙、

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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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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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1.經由觀察和操作，

發現水生植物的外形

或構造很特殊，可以

適應水中生活。 

2.觀察水中動物，比

較各種水生動物的外

形特徵和運動方式。 

3.透過魚類活體觀察

，認識魚類的外形特

徵和運動方式。 

4.比較魚類和其他水

生動物的呼吸方式。 
3 

1.漂浮性的水生植

物、小刀。 

2.水生動物或教學

影片。 

3.生活中常見的水

生動物實物或標本

、魚類的教學影片

。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

身心的影響。 

◎人權教育 

1-2-4 舉例說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論發生的原因。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

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

，並探究可能的改善

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

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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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教育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

其外型特徵。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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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牠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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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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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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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

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5-2-5 說明水中生物的

運動方式。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

生物與環境，養成愛

護動物、尊重生命、

珍惜自然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海洋

環境的維護，如淨灘

、淨溪等。 

十
一 

第

二

單

3.水

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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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不同的水域環境。 

2.透過探索水域環境，察

覺有水中生物生活在水域

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3 

水域環境的教學影

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1-2-4 舉例說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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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元

、

水

中

生

物 

物 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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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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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

環境，並記錄觀察的結果

。 

3.觀察各種水生植物的生

長方式，將水生植物分類

。 

4.經由觀察及操作的過程

，探討各種水生植物有哪

些特殊外形或構造可以適

應水中生活。 

5.透過觀察，探討水生動

物的形態和運動方式。 

6.比較魚類以及其他水生

動物的呼吸方式。 

7.能察覺愛護水中生物生

長環境的重要性。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討論發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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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

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

，並探究可能的改善

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

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 

◎海洋教育 

5-2-4 認識水中生物及

其外型特徵。 

5-2-5 說明水中生物的

運動方式。 

5-2-7 關懷河流或海洋

新。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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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

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生物與環境，養成愛

護動物、尊重生命、

珍惜自然的態度。 

5-2-8 參與河流或海洋

環境的維護，如淨灘

、淨溪等。 

十
二 

第

三

單

元

、

光

的

世

界 

1.光

的

行

進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

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2-2-1-1 對自然現象做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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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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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

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

多的新發現。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

1.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

為「光源」。 

2.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

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3.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

子。 

4.認識光各種特性，例：

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

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

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

射。 

5.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

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

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

，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

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1.自身會發光的物體

稱為「光源」。 

2.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物體。 

3.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

成影子。 

4.物體不動時，改變

光源的方向，會發現

物體的影子跟著改變

。 

5.觀察光透出縫隙會

形成光束，光束會直

線前進。 

3 

1.光源的教學影片

和圖片、停電時看

不見物體的教學影

片、手電筒、蠟燭

。 

2.到戶外玩影子遊

戲的教學影片、環

境光線的圖片、橡

皮擦、手電筒、書

本。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環境教育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

環境問題形成的原因

，並探究可能的改善

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

周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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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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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

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十
三 

第

三

單

元

、

光

的

世

界 

2.光

的

反

射

與

折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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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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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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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

為「光源」。 

2.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

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3.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

子。 

4.認識光各種特性，例：

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

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

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

射。 

5.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

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

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

，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

1.直線前進的光照到

鏡子時，光會反射到

另一邊。 

2.生活中有許多東西

或現象和光的反射有

關，例如：照鏡子、

道路反光板、反光背

心及反光鏡等。 

3 

鏡子、剪刀、彩色

西卡紙、雙面膠帶

、紙板、書本、長

尾夾、反光背心。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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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1-2-1 能了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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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4-2-1-1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4-2-1-2 認識科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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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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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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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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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十
四 

第

三

2.光

的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

識的特徵和屬性。 

1.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

為「光源」。 

1.光由斜上方進入水

盆中，直線前進的光
3 

水盆、水桶、水、

小盒子、硬幣、透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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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單

元

、

光

的

世

界 

反

射

與

折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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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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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4-2-1-2 認識科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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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

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

信心及樂趣。 

2.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

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3.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

子。 

4.認識光各種特性，例：

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

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

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

射。 

5.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

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

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

，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

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會在空氣和水的交界

處偏折。 

2.實際操作「水入錢

出」實驗，了解光由

斜上方從空氣進入水

會折射，使水底的硬

幣看起來好像上升了

。 

3.生活中有許多光的

折射現象，例如：水

杯中的吸管好像斷了

、游泳池中小朋友的

腳看起來變短了、插

入水中的直尺刻度間

隔看起來變窄了等。 

明玻璃杯、吸管。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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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教育 

1-2-1 能了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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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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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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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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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第

三

單

元

、

光

的

世

界 

3.美

麗

的

色

光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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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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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

為「光源」。 

2.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

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3.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

子。 

4.認識光各種特性，例：

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

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

1.舉例生活中看見彩

虹的實際情形，知道

彩虹出現的條件，必

須要有陽光和水。 

2.在戶外背對陽光用

噴水器製造水霧，試

著製造彩虹。 

3 

噴水器、水、彩虹

的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

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7.規劃、組織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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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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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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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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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

射。 

5.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

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

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

，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

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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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十
六 

第

三

單

元

、

光

的

世

界 

3.美

麗

的

色

光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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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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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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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自身會發光物體稱

為「光源」。 

2.察覺眼睛只能看見發光

或反光的東西，有光源，

眼睛才能看見物體。 

3.了解光遇到不透明的物

體時，會被阻擋而形成影

子。 

4.認識光各種特性，例：

光是直線前進，光遇到較

平滑的物體會反射，光由

空氣中照入水中會產生折

射。 

5.觀察大自然中的彩虹，

了解形成彩虹的條件，在

戶外利用噴水器製造彩虹

，並找尋生活中會產生類

似彩虹色光的例子。 

生活中，除了彩虹和

人造彩虹的色光，

CD 片、泡泡及消防

演習的水柱噴霧周圍

也可以看見色光。 

3 

生活中的色光教學

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良好的人際

互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

題及做決定。 

1.瞭解自我與潛能

發展。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7.規劃、組織與實

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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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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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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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第

四

單

元

、

運

輸

工

具

與

能

源 

1.運

輸

工

具

的

種

類

與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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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

車頭、車廂、軌道）。 

4-2-1-1 瞭解科技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 

4-2-1-2 認識科技的特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

技的互動關係。 

1.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

具和特性。 

2.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

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

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

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

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 

3.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

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

輸工具的差異。 

4.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

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

1.從學童的生活經驗

引導，介紹生活中常

見的運輸工具。 

2.從模擬情境中，了

解運輸工具各有它的

特性，而人類依據自

己的需求選擇運輸工

具。 

3.發現早期的運輸工

具與現在的不同，並

認識運輸工具的演進

。 

4.透過鐵路列車和輪

3 

1.運輸工具圖片、

教學影片。 

2.課本的圖片及情

境圖、運輸工具移

動的影片、真實的

運輸工具。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4 舉例說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論發生的原因。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2-2-3 認識不同類型工

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

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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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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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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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的各種能源。 

5.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

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6.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

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

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

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船的發展史察覺能源

的多樣性，且知道能

源的轉變與運輸工具

的演進有密切的關係

。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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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不因性別而有

差異。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家政教育 

3-2-6 認識個人生活中

可回收的資源。 

3-2-7 製作簡易創意生

活用品。 

十
八 

第

四

單

元

、

2.運

輸

工

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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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

具和特性。 

2.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

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

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

1.對運輸工具的構造

有基本的了解，並能

比較不同運輸工具間

構造有所不同。 

2.了解能源的多樣性

3 

1.運輸工具圖片、

運輸工具實體。 

2.運輸工具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

差異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力。 

1-2-4 舉例說明生活上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6.文化學習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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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運

輸

工

具

與

能

源 

構

造 

3.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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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

車頭、車廂、軌道）。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 

4-2-1-2 認識科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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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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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

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 

3.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

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

輸工具的差異。 

4.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

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

的各種能源。 

5.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

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6.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

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

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

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並能知道推動各種

運輸工具所使用的能

源。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論發生的原因。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1-2-1 培養自己的興趣

、能力。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2-2-3 認識不同類型工

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

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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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不因性別而有

差異。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

瞭解。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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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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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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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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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家政教育 

3-2-1 認識我們社會的

生活習俗。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

生活習慣。 

3-2-6 認識個人生活中

可回收的資源。 

3-2-7 製作簡易創意生

活用品。 

十
九 

第

四

單

元

3.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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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

具和特性。 

2.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

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

1.了解有些生活用品

需要能源才會運作。 

2.認知使用某些能源

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3 

需要使用能源的生

活用品圖片或影片

、各種能源與節約

能源的圖片或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人權教育 

1-2-4 舉例說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論發生的原因。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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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

運

輸

工

具

與

能

源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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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

車頭、車廂、軌道）。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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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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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

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

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 

3.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

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

輸工具的差異。 

4.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

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

的各種能源。 

5.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

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6.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

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

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

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質，且能源會耗盡，

須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 態度評量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2-2-3 認識不同類型工

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

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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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不因性別而有

差異。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家政教育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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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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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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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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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認識個人生活中

可回收的資源。 

3-2-7 製作簡易創意生

活用品。 

二
十 

第

四

單

元

、

運

輸

工

3.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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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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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

具和特性。 

2.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

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

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

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

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 

1.從實際操作中，了

解輪子特性。 

2.用不同的動力方式

，試著讓玩具車動起

來。 

3.進階玩法：用磁力

、綁黏氣球、加裝色

紙當受風面再用墊板

3 

自製玩具車的零件

。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4 舉例說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論發生的原因。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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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具

與

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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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

車頭、車廂、軌道）。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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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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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

3.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

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

輸工具的差異。 

4.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

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

的各種能源。 

5.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

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6.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

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

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

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搧風等方式，讓玩具

車動起來。 

的好奇心。 

2-2-3 認識不同類型工

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

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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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不因性別而有

差異。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家政教育 

3-2-6 認識個人生活中

可回收的資源。 

3-2-7 製作簡易創意生

活用品。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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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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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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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一 

第

四

單

元

、

運

輸

工

具

與

能

源 

3.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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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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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生活中各類運輸工

具和特性。 

2.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演

進過程，了解運輸工具的

發展除了在外形上產生轉

變，選擇不同動力和能源

也會促進運輸工具的演進

。 

3.認識運輸工具的構造和

功能，且可以比較不同運

輸工具的差異。 

4.知道運輸工具動力的來

1.從實際操作中，了

解輪子特性。 

2.用不同的動力方式

，試著讓玩具車動起

來。 

3.進階玩法：用磁力

、綁黏氣球、加裝色

紙當受風面再用墊板

搧風等方式，讓玩具

車動起來。 

3 

自製玩具車的零件

。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1-2-4 舉例說明生活上

違反人權的事件，並

討論發生的原因。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

常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

的好奇心。 

2-2-3 認識不同類型工

作內容。 

2-2-4 瞭解工作對個人

2.欣賞、表現與創

新。 

4.表達、溝通與分

享。 

8.運用科技與資訊

。 

9.主動探索與研究

。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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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這些改變可能和溫度、

水、空氣等都有關。 

2-2-6-2 認識運輸能源（如

汽油）和運輸工具（如火

車頭、車廂、軌道）。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

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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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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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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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來完成自己構想作

源，並了解運輸工具使用

的各種能源。 

5.認知生活上使用的某些

能源會產生危害環境的物

質，並學習節約能源的方

法。 

6.動手做創意玩具車，歸

納出哪些動力能讓玩具車

移動，並反推這些動力是

否可應用於運輸工具。 

的意義及社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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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運用科技與媒體

資源，不因性別而有

差異。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

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4-2-1 能操作常用瀏覽

器的基本功能。 

◎家政教育 

3-2-6 認識個人生活中

可回收的資源。 

3-2-7 製作簡易創意生

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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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迄
週
次 

單
元 

活
動 

分段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 
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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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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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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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 下學期 四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計畫 

﹙一﹚四年級下學期之學習目標 

1. 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 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化，制定出年、月、日、時、分等單位。 

3. 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時間。 

4. 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徵。 

5. 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6. 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7. 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處，並以實驗驗證。 

8. 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9. 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通管原理。 

10. 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必定相等。 

11. 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原理的實例。 

12. 認識昆蟲外形的特徵。 

13. 藉由觀察昆蟲，認識昆蟲的生活及其一生的變化情形。 

14. 探討昆蟲和其他生物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 

15. 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光，斷路時不發光。 

16. 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響。 

17. 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示物體不易導電。 

18. 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動。 

19. 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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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級下學期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計畫表 

1.學科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 

2.適用對象：110 學年度下學期四年級學生 

3.架構圖：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四
年
級
下
學
期 

一、時間 

二、水的移動 

三、昆蟲世界 

四、神奇電力 

1.自然界的規律性與時間 

2.測量時間的方法 

3.計時工具與生活 

1.電路的連接 

2.哪些物體會導電 

3.電在生活中的應用 

1.毛細現象 

2.虹吸現象 

3.連通管原理 

1.認識昆蟲第一步 

2.昆蟲的一生 

3.昆蟲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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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下學期九年一貫 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各單元內涵分析 

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一 

第一

單元

、時

間 

1. 

自然

界的

規律

性與

時間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

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

化，制定出年、月、日、時、

分等單位。 

3.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

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

時間。 

4.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

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

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

徵。 

5.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6.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

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

化都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這些規律性的變

化制定出時間的單位。 

3 南一電子書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

心的影響。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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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二 第一 1.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1.認識年、月、日、時、分 3 時鐘。 觀察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瞭解自我與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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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單元

、時

間 

自然

界的

規律

性與

時間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

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

化，制定出年、月、日、時、

分等單位。 

3.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

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

時間。 

4.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

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

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

徵。 

5.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6.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

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秒等時間的單位。 

2.知道為什麼要用不同的時

間單位來表示時間。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

心的影響。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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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三 

第一

單元

、時

間 

2. 

測量

時間

的方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

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

1.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

計時工具有哪些。 

2.發現古人的計時工具都有

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3 沙漏、馬表或手錶

、沙漏計時器教學

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

心的影響。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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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法 化，制定出年、月、日、時、

分等單位。 

3.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

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

時間。 

4.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

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

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

徵。 

5.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6.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

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3.利用沙漏具有規律性來操

作沙漏計時器，並探討利用

沙漏計時的優缺點。 

態度評量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2-2-6 認識多元的家庭型

態。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四 

第一

單元

、時

間 

2. 

測量

時間

的方

法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

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

化，制定出年、月、日、時、

分等單位。 

3.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

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

1.利用單擺擺動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單擺計時器，並探討

利用單擺當計時工具的優缺

點。 

2.實作：單擺實驗 

(1)擺錘相同，單擺擺長長度

不同時，擺長愈長，擺動 1

次的時間就會愈長。 

3 墊片、量角器、棉

線、支架、直尺、

馬表或手錶、單擺

計時器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

心的影響。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2-2-6 認識多元的家庭型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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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時間。 

4.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

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

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

徵。 

5.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6.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

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2)擺長相同，擺錘重量不同

時，並不影響擺動 1 次的時

間。 

態。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五 

第一

單元

、時

間 

3.計

時工

具與

生活 

1.觀察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

發現日夜、四季等時間變化都

有規律性的共同特徵。 

2.古人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變

化，制定出年、月、日、時、

分等單位。 

3.認識時間的單位並知道為什

麼要用不同的時間單位來表示

時間。 

4.認識古人應用於生活中的計

時工具有哪些並發現這些計時

工具都有規律性變化的共同特

1.了解不同的計時工具有不

同的用途，並知道在不同的

情況下要使用哪一種計時工

具。 

2.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並

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3 各種不同的計時工

具。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1 覺知身體意象對身

心的影響。 

1-2-3 欣賞不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家政教育 

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

回收的資源。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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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徵。 

5.利用沙漏、單擺具有規律性

來操作，並探討各有哪些優點

和缺點。 

6.認識現代計時工具的特徵及

用途，了解時間管理的重要性

並有效做好時間的規畫。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六 

第二

單元

、水

的移

動 

1. 

毛細

現象 

1.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

處，並以實驗驗證。 

2.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

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3.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

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

通管原理。 

4.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

必定相等。 

5.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

原理的實例。 

1.從生活經驗得知，水會由

高處往低處流動。 

2.將餐巾紙和報紙一端接觸

染色的水，發現染色的水可

以由縫隙往上升；將塑膠袋

的一端接觸染色的水，因為

塑膠袋沒有縫隙，所以染色

的水不會往上升。 

3.以玻璃片、玻璃管的實驗

驗證。 

4 水經由縫隙往上移動的情

形，稱為「毛細現象」。縫

隙的大小會影響水的移動，

縫隙愈小，水移動的情形愈

明顯。 

3 1.衛生紙、色墨水、

塑膠袋、報紙、支

架組、長尾夾、水

族箱、放大鏡、水

在縫隙中的移動情

形教學影片。 

2.玻璃片、橡皮筋、

大頭針、培養皿、

水在玻璃片中的移

動情形教學影片。 

3.三種管徑大小不同

的玻璃管。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

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

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

異。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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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

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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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七 

第二

單元

、水

的移

動 

1. 

毛細

現象 

1.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

處，並以實驗驗證。 

2.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

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3.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

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

通管原理。 

4.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

必定相等。 

日常生活中可看到一些毛細

現象的應用。例如：酒精燈

中的酒精會沿著棉線的縫隙

上升；毛筆沾取墨汁時，墨

水會沿著毛筆的縫隙上升；

將抹布放入水桶中，水會沿

著抹布的縫隙往上移動；利

用棉繩一端吸水，為植物補

充水分等。 

3 酒精燈、酒精、毛

筆、墨水、水桶、

水、抹布。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

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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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5.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

原理的實例。 

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

異。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

利。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

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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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八 
第二

單元

2.虹

吸現

1.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

處，並以實驗驗證。 

1.實作：利用一條水管替水

族箱換水。 

3 水族箱、吸油管、

杯子、水管、虹吸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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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水

的移

動 

象 2.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

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3.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

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

通管原理。 

4.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

必定相等。 

5.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

原理的實例。 

2.觀察實作，指出用水管排

水時，須符合下列規則： 

(1)水管中須充滿水。 

(2)水管出水口的位置須低於

水族箱水位，才能排水。反

之，水將會流回原水族箱中

。 

3.觀察水流規則後指出：有

水連通的兩側，水位高度不

同時，水位較高的一端，水

會沿著彎曲的管子上升後，

再流向水位較低處，這種現

象稱為虹吸現象。 

現象教學影片。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

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

異。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

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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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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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九 

第二

單元

、水

的移

動 

2.虹

吸現

象 

1.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

處，並以實驗驗證。 

2.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

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3.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

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

通管原理。 

4.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

必定相等。 

5.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

原理的實例。 

改變活動 2-1 的裝置，將水

族箱改成寶特瓶，調整兩邊

寶特瓶的高度時，水會由水

位較高的一端流向水位較低

的一端；當兩邊水位一樣高

時，水就不再流動了。 

3 水族箱、軟水管、

色墨水、寶特瓶。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

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

異。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46 

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權利。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

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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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十 

第二

單元

、水

的移

動 

3.連

通管

原理 

1.察覺水能經由縫隙移動到各

處，並以實驗驗證。 

2.觀察用水管換水的情形，說

明虹吸現象的規則。 

3.探索虹吸現象時，能觀察變

化的過程，思考其中用到了連

通管原理。 

1.指出水在水管或連通管的

容器裡，靜止時，兩側的水

面高度會相同（連通管原理

）。 

2.利用連通管原理解釋用水

管測量水平、抽水馬桶、熱

水瓶等的水位問題。 

3 連通管容器、色墨

水、軟水管、連通

管現象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1 瞭解不同性別者在

團體中均扮演重要的角

色。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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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4.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

必定相等。 

5.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

原理的實例。 

決定的自主權。 

3-2-2 檢視校園中資源運

用與分配在性別上的差

異。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權利。 

1-2-3 說出權利與個人責

任的關係，並在日常生

活中實踐。 

2-2-1 認識生存權、身分

權與個人尊嚴的關係。 

2-2-2 認識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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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48 

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重要性。 

4-2-2 說明水與日常生活

的關係及其重要性。 

十一 

第三

單元

、昆

蟲世

界 

1.認

識昆

蟲第

一步 

1.認識昆蟲外形的特徵。 

2.藉由觀察昆蟲，認識昆蟲的

生活及其一生的變化情形。 

3.探討昆蟲和其他生物以及環

境之間的關係。 

1.藉由校園的動物普查，發

現動物的外形不大相同。 

2.藉由昆蟲的介紹，了解昆

蟲有哪些特徵。 

3.能利用昆蟲的特徵來辨別

哪些動物是昆蟲，哪些動物

不是昆蟲。 

3 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2-2-6 認識多元的家庭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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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

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1 思考生物與非生物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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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在環境中存在的價值。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

活習慣。 

十二 

第三

單元

、昆

蟲世

界 

1.認

識昆

蟲第

一步 

1.認識昆蟲外形的特徵。 

2.藉由觀察昆蟲，認識昆蟲的

生活及其一生的變化情形。 

3.探討昆蟲和其他生物以及環

境之間的關係。 

1.藉由觀察或查資料發現各

種昆蟲的主要食物是什麼。 

2.發現昆蟲除了覓食之外，

還有各種不同的行為及生活

習性。 

3 各種觀察昆蟲的工

具、教學影片、習

作紀錄表。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不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2-2-6 認識多元的家庭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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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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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

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1 思考生物與非生物

在環境中存在的價值。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

活習慣。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十三 

第三

單元

、昆

蟲世

界 

2.昆

蟲的

一生 

1.認識昆蟲外形的特徵。 

2.藉由觀察昆蟲，認識昆蟲的

生活及其一生的變化情形。 

3.探討昆蟲和其他生物以及環

境之間的關係。 

1.藉由設計飼養計畫，了解

各種昆蟲的特點、食用的食

物以及適合生長的環境。 

2.藉由對於昆蟲的認識，培

養學生對於觀察昆蟲的興趣

。 

3.藉由觀察紋白蝶的一生發

現昆蟲的食物及生長特徵。 

4.觀察紋白蝶的卵、幼蟲、

蛹和成蟲的生長變化，其間

可查詢相關資料。 

5.藉由觀察了解昆蟲的成長

變化可以分為完全變態及不

完全變態，並了解其不同的

3 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1-2-3 欣賞不同性別者的

創意表現。 

2-2-2 尊重不同性別者做

決定的自主權。 

2-2-4 尊重自己與他人的

身體自主權。 

2-2-6 認識多元的家庭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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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51 

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地方。 

6.知道紋白蝶、玉帶鳳蝶和

獨角仙的成長過程屬於完全

變態，而蟋蟀和竹節蟲則是

屬於不完全變態。 

感受。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認識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

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1 思考生物與非生物

在環境中存在的價值。 

◎資訊教育 

1-2-1 能瞭解資訊科技在

日常生活之應用。 

◎家政教育 

3-2-2 察覺自己家庭的生

活習慣。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十四 

第三

單元

、昆

蟲世

界 

3.昆

蟲與

環境 

1.認識昆蟲外形的特徵。 

2.藉由觀察昆蟲，認識昆蟲的

生活及其一生的變化情形。 

3.探討昆蟲和其他生物以及環

境之間的關係。 

1.探討昆蟲對其他生物的影

響以及昆蟲和各種動物之間

的關係。 

2.了解人類的行為會影響昆

蟲的數量和分布，並了解保

育昆蟲的重要性。 

3 教學影片。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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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認識生活周遭的環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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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

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3-2-1 思考生物與非生物

在環境中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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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尊重不同族群與文

化背景對環境的態度及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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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能表達自己對生活

環境的意見，並傾聽他

人對環境的想法。 

4-2-4 能辨識與執行符合

環境保護概念之綠色消

費行為。 

5-2-1 具有跟隨家人或師

長參與關懷弱勢族群等

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之活

動經驗。 

5-2-2 具有參與調查生活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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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家政教育 

3-2-1 認識我們社會的生

活習俗。 

3-2-6 認識個人生活中可

回收的資源。 

3-2-8 認識生活中的美化

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十五 

第四

單元

、神

奇電

力 

1.電

路的

連接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1.認識電線、乾電池和燈炮

的外形構造。 

2.將乾電池、電線和燈泡連

接，如果燈泡發光，表示形

成「通路」﹔如果電池的正

極、負極和燈泡的螺紋金屬

處及連接點，有一處或一處

以上沒有相連，表示形成「

斷路」。 

3 手提燈籠、3 號乾

電池、小燈泡、電

線、放大鏡、小刀

。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

與社區的影響。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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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避免觸電。 

十六 

第四

單元

、神

奇電

力 

1.電

路的

連接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了解能使兩個燈泡都會發光

的連接方式，並知道燈泡串

聯、並聯的連接方式及對燈

泡亮度的影響。 

3 3 號乾電池、3 號乾

電池座、小燈泡、

燈泡座、電線。 

觀察評量 

發表評量 

操作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

與社區的影響。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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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避免觸電。 

十七 

第四

單元

、神

奇電

力 

1.電

路的

連接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了解利用兩個乾電池供燈泡

發光的方式，並知道乾電池

串聯和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 3 號乾電池、3 號乾

電池座、小燈泡、

燈泡座、電線。 

觀察評量 

發表評量 

操作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校

與社區的影響。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

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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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避免觸電。 

十八 

第四

單元

、神

奇電

力 

2.哪

些物

體會

導電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避免觸電。 

1.將物體連接在電路中，測

試哪些物體容易導電。 

2.觀察手電筒的構造，了解

如何利用開關控制手電筒的

通路與斷路，並利用材料製

作一個簡單的開關。 

3 3 號乾電池、3 號乾

電池座、小燈泡、

燈泡座、電線、迴

紋針、色紙、橡皮

擦、長尾夾、鐵尺

、手電筒。 

觀察評量 

發表評量 

操作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2-2-2 認識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形成的原因，並

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4-2-2 能具體提出改善周

遭環境問題的措施。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4.表達、溝通與

分享。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

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

訊。 

9.主動探索與研

究。 

10.獨立思考與解

決問題。 

十九 

第四

單元

、神

3.電

在生

活中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1.觀察通電後會動的玩具與

物品後，將電線、乾電池、

小馬達連接，使小馬達轉動

3 玩具車、風扇、小

馬達、電線、3 號

電池、3 號電池座

觀察評量 

發表評量 

操作評量 

◎人權教育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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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奇電

力 

的應

用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避免觸電。 

。 

2.探討小馬達的轉動方向，

提出如何改進小馬達，以便

清楚觀察小馬達轉動的結果

。 

、扇葉、膠帶、色

紙。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的

好奇心。 

◎環境教育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創新。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二十 

第四

單元

、神

奇電

力 

3.電

在生

活中

的應

用 

1.了解通路的連接方式，並知

道電路中的燈泡在通路時會發

光，斷路時不發光。 

2.學習燈泡串聯與並聯的連接

方式，了解燈泡串聯、並聯對

燈泡亮度的影響；學習電池串

聯與並聯的連接方式，了解電

1.觀察生活中許多物品都會

使用電池，而且電池的種類

不同。 

2.討論將電池裝入電器時，

電池的正極、負極有一定的

放置方向。 

3.電力耗盡且不能重複使用

3 各種使用電池的電

器、各種種類的電

池、各種插電的電

器、電線插頭、延

長線插座、插座防

護塞。 

觀察評量 

發表評量 

操作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人權教育 

2-2-2 認識休閒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2-2-2 激發對工作世界的

好奇心。 

◎環境教育 

1.瞭解自我與潛

能發展。 

2.欣賞、表現與

創新。 

6.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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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
週次 

單元 活動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節
數 

教學資源 評量方法 重大議題 十大基本能力 

池串聯、並聯對燈泡亮度的影

響。 

3.將不同物體連接在電路中，

如果燈泡會發光，表示物體容

易導電，如果燈泡不發光，表

示物體不易導電。 

4.學會製作電路，使小馬達轉

動。 

5.認識日常生活中電池的種類

與用途，以及廢電池的正確回

收方式。 

6.認識生活中有許多物品的設

計利用不易導電的材料，可以

避免觸電。 

的電池應該回收。 

4.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電

器都是利用電力公司傳過來

的電力。有許多物品利用不

導電的材料設計，可以避免

使用者觸電。 

1-2-3 察覺生活周遭人文

歷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 

2-2-1 瞭解生活周遭的環

境問題及其對個人、學

校與社區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