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文賢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二  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L組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0 )節 

課程目標 

1.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 知道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的，並了解濃度的意義 
3.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及週期表上元素性質的週期性 
4. 瞭解常用的金屬、非金屬元素的活性大小及其化合物 
5. 認識酸、鹼、鹽與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離子的關係，及 pH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 
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感受 
7. 觀察力的作用 
8.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變 
9. 認識化學反應的變化，並指出影響化學反應快慢的因素 
10.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1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領域能力指標 

1.能認識長度與體積常用的公制單位(2-4-4-2) 

2.能認識質量常用的公制單位(2-4-4-2) 
3.能了解物體密度的意義( 2-4-4-2, 7-4-0-1) 
4.能了解濃度的意義(2-4-4-3) 
5.能了解物質的三態性質( 2-4-4-2, 7-4-0-1) 
6.能知道物體發聲時，有在振動(2-4-5-6,3-4-0-1) 
7.能知道聲音可藉物質（固、液、氣）傳播(2-4-5-6,7-4-0-1,3-4-0-1) 
8.能知道聲波的頻率，影響聲音的高低(2-4-5-6) 
9-1.能知道生活中的光的折射現象(2-4-5-6) 
9-2.能分辨生活中常見的透鏡(近視、老花眼鏡、照相機鏡頭) (2-4-5-6,7-4-0-1,3-4-0-1) 
10.能分辨水的質量、加熱時間及上升溫度三者間的關係(2-4-4-2,3-4-0-1) 
11.能了解不同溫度之兩物體接觸後，熱量的流動(2-4-4-2) 

12.能分辨傳導與對流兩種不同熱傳導方式(7-4-0-1) 
13.能知道熱漲冷縮現象(2-4-4-2,7-4-0-1) 
16.能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2-4-4-4) 
17-1.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元素(2-4-5-2,2-4-5-5) 
17-2.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化合物(2-4-5-2,2-4-5-5) 

融入之重大議題 

【資訊教育】 

3-4-5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3-4-6能規劃出問題解決的程序。 

5-4-2能善盡使用科技應負之責任。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4-6能建立科技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觀念，善用資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工具。 

【環境教育】 

1-4-1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4-4-3能以調查與統計分析等方式檢討環境問題解決策略之成效。 

【海洋教育】 

4-4-2認識海水的化學成分。 

4-4-3認識海水的物理性質(如密度、比熱、浮力、壓力等)與作用(如波浪、潮汐、洋流等)，及其對海洋生物分布的影響。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上學期 

第 1~4週 

1-1長度與體積的測量 

1-2質量與密度的測量 
8 

1.能認識長度與體積常用的公制單位(2-4-4-2) 

2.能認識質量常用的公制單位(2-4-4-2) 
3.能了解物體密度的意義( 2-4-4-2, 7-4-0-1) 

口頭詢問 

 

紙筆測驗 

 

觀察 

 

3-4-5、3-4-6 

4-4-1、4-4-3 

上學期 

第 5~8週 

2-2水溶液 

2-3空氣的組成 

第一次段考 

8 

4.能了解濃度的意義(2-4-4-3) 
5.能了解物質的三態性質( 2-4-4-2, 7-4-0-1) 
6.能知道物體發聲時，有在振動(2-4-5-6,3-4-0-1) 

4-4-2、4-4-3 

5-4-2、1-4-1 

4-4-1 

上學期 

第 9~11週 

3-3聲波的產生與傳播、 

3-4聲波的反射與超聲波 
6 

7. 能 知 道 聲 音 可 藉 物 質 （ 固 、 液 、 氣 ） 傳 播
(2-4-5-6,7-4-0-1,3-4-0-1) 
8.能知道聲波的頻率，影響聲音的高低(2-4-5-6) 

5-4-2、5-4-6 

上學期 

第 12~14週 

4-1光的傳播與光速 

4-3光的折射與透鏡 

第二次段考 

6 

9-1.能知道生活中的光的折射現象(2-4-5-6) 
9-2.能分辨生活中常見的透鏡(近視、老花眼鏡、照相機鏡頭) 

(2-4-5-6,7-4-0-1,3-4-0-1) 

5-4-2、5-4-6 

上學期 

第 15~17週 

5-1溫度與溫度計、 

5-2熱量與比熱 

5-3熱對物質的影響、 

5-4熱的傳播方式 

6 

10.能分辨水的質量、加熱時間及上升溫度三者間的關係
(2-4-4-2,3-4-0-1) 
11.能了解不同溫度之兩物體接觸後，熱量的流動(2-4-4-2) 
12.能分辨傳導與對流兩種不同熱傳導方式(7-4-0-1) 
13.能知道熱漲冷縮現象(2-4-4-2,7-4-0-1) 

5-4-2、5-4-6 

4-4-1 

上學期 

第 18~20週 

6-1純物質的分類、6-2認

識元素、第三次段考 
6 

16.能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2-4-4-4) 
17-1.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元素(2-4-5-2,2-4-5-5) 
17-2.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化合物(2-4-5-2,2-4-5-5) 

5-4-2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北區文賢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  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二年級/L組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0 )節 

課程目標 

1.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 知道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的，並了解濃度的意義 
3.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及週期表上元素性質的週期性 
4. 瞭解常用的金屬、非金屬元素的活性大小及其化合物 
5. 認識酸、鹼、鹽與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離子的關係，及 pH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 
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感受 
7. 觀察力的作用 
8.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變 
9. 認識化學反應的變化，並指出影響化學反應快慢的因素 
10.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1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領域能力指標 

14-1.能探討物質的化學性質(2-4-4-2) 

14-2.能了解化學反應發生時常見的現象(2-4-4-2,3-4-0-1) 
15.能了解反應方程式的表示法(2-4-7-1) 
16.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元素(2-4-5-2,2-4-5-5) 
17.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化合物(2-4-5-2,2-4-5-5) 
18.能知道生活中常見的鹼性物(2-4-5-5) 
19.能知道生活中常見的酸性物(2-4-5-5) 
20.能認識 pH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2-4-5-5) 
21.能知道濃度和反應速率的關係(2-4-7-1, 7-4-0-1, 3-4-0-1) 
22.能知道溫度和反應速率的關係(2-4-7-1, 7-4-0-1, 3-4-0-1) 
23-1.能認識碳氫化合物在生活中的用途(2-4-4-2, 3-4-0-1, 7-4-0-1) 
23-2能知道天然氣、煤的來源、成分與應用(2-4-8-3) 

24.能了解肥皂的去汙原理(2-4-4-2,3-4-0-1,7-4-0-1) 
25.能了解烹煮食物和溫度的關係(2-4-4-2, 3-4-0-1, 7-4-0-1) 
26.能了解食物保存的方法(2-4-4-2,3-4-0-1,7-4-0-1) 
30.能分辨可回收的熱塑性聚合物與不可回收的熱固性聚合物(2-4-8-3) 
27.能了解力對物體產生的影響(2-4-6-1,7-4-0-1,3-4-0-1) 

28.能觀察力的作用與傳動現象，察覺力能引發轉動、移動的效果(2-4-5-7, 7-4-0-1, 7-4-0-3) 

29.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變(2-4-6-1, 7-4-0-1, 7-4-0-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家政教育】 

2-4-1了解織品的基本構成與特性。 

3-4-4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生活問題。 

3-4-5了解有效的資源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海洋教育】 

4-4-2認識海水的化學成分。 

【環境教育】 

3-4-3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3-4-4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費行為。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了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4-4-5能抵制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規之消費行為。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了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能利用軟體工具製作圖與表。 

3-4-5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3-4-6能規劃出問題解決的程序。 

5-4-2能善盡使用科技應負之責任。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下學期 

第 1~4週 

1-1質量守恆、 

1-2細數原子與分子 
7 

14-1.能探討物質的化學性質(2-4-4-2) 
14-2. 能 了 解 化 學 反 應 發 生 時 常 見 的 現 象
(2-4-4-2,3-4-0-1) 
15.能了解反應方程式的表示法(2-4-7-1)  
16.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元素(2-4-5-2,2-4-5-5) 
17.能認識 3個常見的金屬化合物(2-4-5-2,2-4-5-5) 

口頭詢問、 

紙筆測驗 

觀察 

【資訊教育】 

3-4-2、3-4-6 

下學期 

第 5~7週 

2-1氧化反應、2-2氧化與還

原反應、2-3氧化還原的應用 

第一次段考 

6 
14. 能 了 解 化 學 反 應 發 生 時 常 見 的 現 象
(2-4-4-2,3-4-0-1) 
15.能了解反應方程式的表示法(2-4-7-1) 

【資訊教育】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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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4-6 

下學期 

第 8~10週 

3-1認識電解質、 

3-2溶液與離子、 

3-3常見的酸與鹼 

6 
18.能知道生活中常見的鹼性物(2-4-5-5) 
19.能知道生活中常見的酸性物(2-4-5-5) 
20.能認識 pH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2-4-5-5) 

【資訊教育】 

3-4-2、3-4-6 

【環境教育】 

4-4-1 

【環境教育】 

4-4-1 

下學期 

第 11~13週 

4-1反應速率、 

4-2可逆反應與平衡 

第二次段考 

6 

21.能知道濃度和反應速率的關係(2-4-7-1, 7-4-0-1, 
3-4-0-1) 
22.能知道溫度和反應速率的關係(2-4-7-1, 7-4-0-1, 
3-4-0-1) 

【資訊教育】 

3-4-2、3-4-6 

下學期 

第 14~17週 

5-1什麼是有機化合物、 
5-2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5-3肥皂與清潔劑、 
5-4有機聚合物、 
5-5食品科學 

8 

23-1.能認識碳氫化合物在生活中的用途(2-4-4-2, 

3-4-0-1, 7-4-0-1) 
23-2能知道天然氣、煤的來源、成分與應用(2-4-8-3) 
24. 能 了 解 肥 皂 的 去 汙 原 理
(2-4-4-2,3-4-0-1,7-4-0-1) 
25.能了解烹煮食物和溫度的關係(2-4-4-2, 3-4-0-1, 
7-4-0-1) 
26. 能 了 解 食 物 保 存 的 方 法
(2-4-4-2,3-4-0-1,7-4-0-1) 
30.能分辨可回收的熱塑性聚合物與不可回收的熱固
性聚合物(2-4-8-3) 

【家政教育】 

2-4-1 

【資訊教育】 

3-4-2 

【環境教育】 

3-4-5、4-4-5 

下學期 

第 18~21週 

6-1力與平衡、 

6-2摩擦力 

第三次段考 

6 

27. 能 了 解 力 對 物 體 產 生 的 影 響

(2-4-6-1,7-4-0-1,3-4-0-1) 

28.能觀察力的作用與傳動現象，察覺力能引發轉動、

移動的效果(2-4-5-7, 7-4-0-1, 7-4-0-3) 

29.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

變(2-4-6-1, 7-4-0-1, 7-4-0-3) 

【資訊教育】 

3-4-1、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