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課程計畫 

■ 能力指標(學習領域)            □ 課程目標(彈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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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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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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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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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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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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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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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 利用折射、色散，電池、電線、燈泡、小馬達，空氣或水的流動等來設計各種玩具。在想辦

法改良玩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了解，再藉此了解來著手改進 

2-2-6-1 認識傳播設備，如錄音、錄影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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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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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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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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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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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自然與生活

科技 
年級 三 設計者 鄭媖珍 教學者 鄭媖珍、林聖傑 

每週授課節數 21 學期授課節數 合計【  63    】節 

學校願景融入

情形 

1.多元學習：透過多面向的學習策略，認識植物、磁力、空氣與廚房裡的科學。 

2.快樂和諧：與同儕互動能彼此合作互助，形成正向與良性的學習氛圍。 
3.服務人群：運用所學的科學知識與技能，解決問題進而能為他人服務。 

教育議題融入

情形標記(多選) 
■1.性別平等 ■2.環境 ■3.資訊 ■4.家政 ■5.人權 ■6.生涯 □7.海洋 □8.國防 

新興議題融入

情形標記(多選) 

□A.法治 ■B.生命 ■C.品德  □D.媒體 ■E.智慧財產 ■F.資訊倫理與安全上網 

□G.理財 □H.動物福利 □I.人口販賣 □J.多元文化 □K.族群        

■L.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 □M.(其他:              請自述) 
◎學期教學課程目標：(與學生學期評量要點相對應) 
認知：1.認識植物根、莖、葉、花、果實、種子等部位的特徵。 

      2.認識植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並且珍惜自然資源。 
      3.認識磁鐵的特性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4.知道空氣流動會形成風且能察覺空氣的重要性，知道日常生活中空氣和風的應用。 
      5.認識廚房的調味品，了解物質改變(食物變質)的原因。 
      6.觀察溶解的現象，察覺影響溶解情況的因素。 

情意：1.培養測量樹圍、用放大鏡觀察等拜訪自然的能力。 
        2.體察植物與空氣的重要性。 
        3.提升學習興趣，培養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4.培養接納同儕與合作學習的態度和習慣。 
技能：1.設計與製作磁力玩具。 

      2.察覺磁鐵只能吸引鐵製品，而且磁力的大小，跟磁鐵的大小、形狀不一定有關。 

       3.能製作空氣玩具及簡易風向風力計。 
        4.利用五官辨認廚房裡的調味品或粉末。 
        5.察覺生活中的溶解現象，知道應以較環保的方式來清潔物品。 

 
◎預期達成學生學習能力：  

1.能認識植物的特徵並了解生活中許多事物與植物有關。 
2.能覺知磁鐵的特性，會應用其特性設計玩具。 
3.能瞭解空氣的特性，能利用簡易風向風力計測量風向與風力。 
4.能利用五官觀察與認識廚房的調味品及在水中的溶解情形。 
 



 

◎教學評量方式說明：(請依據教育局評量相關規定) 
1.量化：平時(70)%、期中評量(15)%、期末評量(15)% 
2.質性：(評量方式說明) 
（1）平時成績─佔學期成績的 70%(涵蓋學識認知、學習情意與操作技能)，評量項目包括： 

     上課學習情形(含：學習態度、發表情形、參與實驗程度與分組合作態度)、習作完成準確度、 

     平時紙筆評量等。 

（2）定期評量─佔學月成績的 30%(期中與期末各一次)，以紙筆測驗方式為原則。 
◎教學進度安排(教育議題：1.性別平等 2.環境 3.資訊 4.家政 5.人權 6.生涯 7.海洋 8.國防) 
              (新興議題：A.法治、B.生命、C.品德、D.媒體、E.智慧財產、F.資訊倫理與安全上網 

G.理財、H.動物福利、I.人口販賣、J.多元文化、K.族群 

L.圖資利用與閱讀教育□M. (其他:           請自述) 

單元名稱 起訖日期 教育議

題 
新興議

題 
節數 使用教材（含輔助學習教材） 學生評量方式 

一、植物的身體 8/30~9/29 1、2、3、
4 

B、C、F、
L 

15 教科書、習作 

電腦視訊等多媒體教材 

教具或輔具 

相關實驗器材、教具 

學習態度 

觀察記錄 

口頭發表 

實驗操作 

習作完成度 

二、神奇磁力 10/2~11/3 1、3、6、
5 

B、C、
E、F、L 

15 

三、看不見的空氣 11/6~12/8 1、3、6 B、C、F、
L 

15 

四、廚房裡的科學 12/11~1/12 3、4、6 B、C、F、
L 

15 

課程回顧 1/15~1/19 1、2、3、
4、5、6 

B、C、
E、F、L 

3 

定期評量 開始日

期 
結束日

期 
範圍 學生評量方式 

第一次定期評量 10/30 11/3 第一、二單元  統一紙筆測驗 
第二次定期評量 1/11 1/12 第三、四單元 統一紙筆測驗 

【家長配合事項】 
 

1. 習作及相關作業是孩子學習的成果展現，家長必須全程關心，以

掌握孩子的學習情況。 
2. 孩子在自然學習上有任何問題，可找任課教師共同討論，孩子的

成長也可與老師分享，讓我們一起創造溝通無礙的雙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