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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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1-3 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1-3-2-1 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範圍。 
1-3-2-2 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2 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3-3 由系列的相關活動，綜合說出活動的主要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3 由資料顯示的相關，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1-3-4-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 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 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

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

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2-1 察覺植物根、莖、葉、花、果、種子各具功能。照光、溫度、溼度、土壤影響植物的生活，

不同棲息地適應下來的植物也各不相同。發現植物繁殖的方法有許多種。 
2-3-2-2 觀察動物形態及運動方式之特殊性及共通性。觀察動物如何保持體溫、覓食、生殖、傳遞訊

息、從事社會性的行為及在棲息地調適生活等動物生態。 
2-3-5-3 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2-3-5-4 藉簡單機械的運用知道力可由槓桿、皮帶、齒輪、流體(壓力)等方法來傳動。 
2-3-5-5 知道電流可產生磁場，製作電磁鐵，瞭解地磁、指北針。發現有些「力」可不接觸仍能作用，

如重力、磁力。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3-3-0-4 察覺在「以新觀點看舊資料」或「以新資料檢視舊理論」時，常可發現出新問題。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

異。 
4-3-1-1 認識科技的分類。 
4-3-1-2 瞭解機具、材料、能源。 
4-3-2-1 認識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識工業時代的科技。 
4-3-3-1 瞭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5-3-1-1 能依據自己所理解的知識，做最佳抉擇。 
5-3-1-2 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5-3-1-3 相信現象的變化有其原因，要獲得什麼結果，須營造什麼變因。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的求證和質疑。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果。 
6-3-2-2 相信自己常能想出好主意來完成一件事。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7-3-0-3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4 察覺許多巧妙的工具常是簡單科學原理的應用。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8-3-0-4 瞭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課程名稱 自然 年級 六 設計者 許志勇 教學者 許志勇 

每週授課節數 
自然 3 節+彈性

課程 1 節（實驗） 
學期授課節數 合計【  76   】節 

學校願景融入

情形 

1.多元學習：利用生活中簡單機械的操作，認識簡單機械使生活輕易能傳送、省力、

方便，並設計自己的簡易改善生活工具，激發更多改善與創新的可能。 
2.快樂和諧：在團隊合作中進行探索與實驗，讓分工的互助與學生相互學習間培養

一事共成、成果共享、團隊共榮的精神。 
3.服務人群：透過各種不同環境的情境設定，讓學生瞭解不同物種的珍貴與息息相

關的生命聯繫。另引導學生自生活事件與國際保育意識的新聞和影片

中，討論改變世界、造福萬物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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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生活中有各種不同的力，知道物體同時受兩力影響時的運動方向。 

       2.知道物體重量就是物體所受到的重力， 

        3.認識槓桿原理。 

        4.認識輪軸與滑輪的作用方式 

        5.知道地球上有許多不同的棲息環境，並有各式各樣的生物生活在其中。 

 情意：1.察覺力的大小對物體的形狀和運動快慢的影響，了解影響物體運動快慢的變因。 

       2.了解摩擦力會影響運動，且摩擦力的大小與接觸面的材質有關。 

        3.察覺動力可以藉由流體傳送。 

        4.察覺齒輪在生活中的應用，並了解其作用方式。 

        5.認識環境變動如何影響生物的生活，以及生物會如何改變以適應棲息環境。 

        6.認識資源的種類，知道有些資源可能會耗盡，所以要節約資源。 

 技能：1.能運用物體受力後形狀改變的情形，使用彈簧做為測量力大小的工具。 

       2.發現生活中摩擦力的應用。 

       3.了解槓桿省力或費力的應用。 

        4.認識簡單機械可以組合運用，並且能應用於生活中。 

        5.知道人類活動可能造成環境汙染，而影響資源的永續經營。 

        6.知道人與自然必須平衡發展，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預期達成學生學習能力：（本校設計之學生學習評量要點） 
  1.能運用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量。 

  2.能了解簡單機械的操作與運用。 

  3.能了解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變動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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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其他(10)%   期中評量(15)%   期末評量(15)%。 

  2.質性：上課表現、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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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運動 2/12~3/16 1、6  20 自然與生活科技（翰林版）

第 7 冊 
相關實驗教具及媒體素材 

單元習作 

實驗操作 

態度評量 
分組競賽 

定期評量 

二、簡單機械 3/19~4/20 1、6  20 
三、生物、環境

與自然資源 
4/23~6/19 1、2、3、

7 
A、B、C、

H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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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4/20 一、二單元 紙筆測驗 
第二次定期評量 5/31 6/1 三單元 紙筆測驗 

【家長配合事項】 
 

1.讓孩子多參加科學活動，鼓勵孩子閱讀科學書籍，培養科學素養。 
2.帶孩子到各地動、植物園及科學館參觀，增進學習興趣。 
3.抽空留意孩子的學習狀況，有任何疑問請與任課老師聯繫，期能幫助

孩子解決學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