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計畫 

■ 能力指標(學習領域)            □ 課程目標(彈性學習) 

過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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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作量化比較。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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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技術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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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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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份、溶製肥料、選擇土壤等種植的技術）。 

2-1-1-2 「察覺」到每種狀態的變化常是由一些原因所促成的，並「練習」如何去操作和進行探討活動。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2-2-4-1 知道可用氣溫、風向、風速、降雨量來描述氣象。發現天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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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形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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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技術本質 

3-2-0-1 知道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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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的。 

科技的發展 

 

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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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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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應用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課程名稱 
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 
年級 三 設計者 林聖傑 教學者 三年級自然科任 

每週授課節數 3 學期授課節數 20 週 合計【 60 】節 

學校願景融入

情形 
1.多元學習：   2.快樂和諧：    3.服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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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實際播種、澆水、發芽、生葉、收成等歷程，明瞭植物體的各生長階段。 

      2.透過觀察、記錄、討論與實驗等方式，讓兒童了解水的三態。 
      3.讓兒童察覺動物有不同的運動方式，並了解動物的身體外形和運動的關係。 
      4.透過觀測、測量、記錄與實作等方式進行，讓兒童能學會觀測天氣的變化及氣溫計 
        使用方法，並進行天氣觀測。 

情意：1.透過兒童在種植期間發現的許多難題，喜歡種植與照顧植物。 
        2.提升學習興趣，培養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3.培養接納同儕與合作學習的態度和習慣。 
        4.能認識動物並進而愛護動物。 
        5.解讀天氣預報的內容，能了解並欣賞天氣四季不同的變化。 
技能：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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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引導兒童運用五官觀察冰與水的特徵，從日常生活學會用科技產品，推理和實驗 
        證明水蒸氣的變化。 

        3.運用五官，強化觀察與分類的能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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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達成學生學習能力：（本校設計之學生學習評量要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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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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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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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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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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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學業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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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學業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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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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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蔬菜 2/12-3/16 1.2 D.L 15 康軒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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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評量 

二、百變的水 3/19-4/20 1.2.6 L 15 
三、認識天氣 4/23-5/25 2.3 L 15 
四、動物大會師 5/28-6/29 2.6 B.H 15 
     
     
     
     

定期評量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範圍 學生評量方式 

第一次定期評量週 4/16 4/20 第 1~2 單元 紙筆測驗 

第二次定期評量週 6/21 6/22 第 3~4 單元 紙筆測驗 

【家長配合事項】 
 

1. 請留意孩子的習作及相關作業是否確實完成並繳交，以了解與掌握孩

子的學習情況。 

2. 每一個單元完成時，請家長確實要求孩子訂正並在每一單元的分數簽

名。 

3. 第一單元若需要孩子種植植物，請協助提醒孩子要用心觀察、記錄、

參與學習活動的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