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五 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智優班)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 

課程目標 

1.培養創造性人格特質。 

2.熟悉創造思考歷程。 

3.合理評鑑創意成果。 

4.善於營造創思環境。 

5.能了解通電的漆包線圈會產生磁性使指北針的指針偏轉。 

6.實驗、探究影響電磁鐵磁力強弱的因素為何。 

7.討論電磁鐵和一般磁鐵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性質。 

8.討論電磁鐵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與應用，並設計出電磁鐵玩具。 

領域能力指標 

1-1-4-1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感覺到它有因果關係。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路與媒體獲得資訊。 

1-2-4-1 由實驗的資料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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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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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馬達能量輸出會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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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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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瞭解來著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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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識是經過考驗的。 

5-1-1-1 喜歡探討，感受發現的樂趣。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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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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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家政教育】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資訊教育】 

2-3-2能操作及應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能應用網路的資訊解決問題。 

4-3-2能瞭解電腦網路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路資源。 

4-3-6能利用網路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5-4-5能應用資訊及網路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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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認識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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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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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電子電路概要 2 
1-3-5-4-4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

動的樂趣。 

1-3-3-1-7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

控運作。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 

3-3-6 

【資訊教育】 

2-3-2 第二週 電子零件名稱與使用須知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1-3-1-1-4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1-4-4-4-9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

瞭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2-3-3-1認識物質的性質，探討光、溫度、

和空氣對物質性質變化的影響。 

2-4-5-6認識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

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感受。 

2-4-1-1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

方法，並經由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識和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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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

得的知識。 

5-4-1-1-9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

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識。 

6-3-3-2-7體會在執行的環節中，有許多

關鍵性的因素需要考量。 

6-3-1-1-9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

的求證和質疑。 

6-4-5-2-5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

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6-4-4-2-9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

實作評量 4-3-1 

4-3-2 

4-3-5 

4-3-6 

5-4-5 

【生涯發展教

育】 

1-2-1 

2-2-1 

2-2-2 

2-2-3 

3-2-1 

3-2-2 

第三週 電路的運作原理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四週 建構電路守則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五週 常用基本電路符號與基本導論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六週 燈泡與 LED的串聯或並聯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七週 燈泡與 LED加電阻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八週 
燈泡與 LED電壓或電流與電阻

測試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九週 馬達的應用與電阻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週 
馬達與燈泡 LED串聯或並聯加

電阻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馬達與燈泡 LED串聯電流測量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二週 光控開關與燈泡 LED加電阻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邏輯電路 2 口頭測驗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下，考量任何可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7-3-1-2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識，可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6-7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

控變因，做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四週 光與聲音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五週 馬達與燈泡 LED並聯加聲音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六週 音樂 IC模擬車輛聲音加 LED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 簡易水位警報器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八週 自製簡易導電材料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電流急急棒與飛機棋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二十週 材料檢測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二十一週 RGB三原色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 年級  自然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自編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五年級 

(智優班) 
教學節數 每週( 2 )節 

課程目標 

1.培養創造性人格特質。 

2.熟悉創造思考歷程。 

3.合理評鑑創意成果。 

4.善於營造創思環境。 

5.知道指北針固定指向南北方向的原因是磁針與地磁相互作用的結果。 

6.能了解通電的漆包線圈會產生磁性使指北針的指針偏轉。 

7.實驗、探究影響電磁鐵磁力強弱的因素為何。 

8.討論電磁鐵和一般磁鐵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性質。 

9.討論電磁鐵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與應用，並設計出電磁鐵玩具。 

領域能力指標 

1-1-4-1 察覺事出有因，且能感覺到它有因果關係。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路與媒體獲得資訊。 

1-2-4-1 由實驗的資料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1-3-5-3 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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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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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馬達能量輸出會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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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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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對物質性質的瞭解，再藉此瞭解來著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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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識是經過考驗的。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5-1-1-1 喜歡探討，感受發現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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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融入之重大議題 

【家政教育】 

3-3-6利用科技蒐集生活相關資訊。 

【資訊教育】 

2-3-2能操作及應用電腦多媒體設備。 

4-3-1能應用網路的資訊解決問題。 

4-3-2能瞭解電腦網路之基本概念及其功能。 

4-3-5能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路資源。 

4-3-6能利用網路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5-4-5能應用資訊及網路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 

1-2-1培養自己的興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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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認識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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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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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 焊錫教學 2 
1-3-1-1-4能依規畫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

作。 

1-4-4-4-9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

瞭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家政教育】 

3-3-6 

【資訊教育】 

2-3-2 第二週至第四週 焊錫實作 6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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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

方法，並經由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識和技

能。 

3-4-1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

得的知識。 

5-4-1-1-9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

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識。 

6-3-1-1-9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理

的求證和質疑。 

6-4-4-2-9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

下，考量任何可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6-4-5-2-5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

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7-4-6-7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

控變因，做流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實作評量 4-3-1 

4-3-2 

4-3-5 

4-3-6 

5-4-5 

【生涯發展教育】 

1-2-1 

2-2-1 

2-2-2 

2-2-3 

3-2-1 

3-2-2 

第五週至第八週 電動機-馬達改造 8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九週至第十週 電磁鐵-釣魚遊戲 4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至第十

二週 
帕斯卡升降機 4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至第十

四週 
環氧樹脂實作 4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五至第十七

週 
紅外線循線車 6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十八至第十九

週 
簡易太陽能 4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第二十週 討論與分享 2 

口頭測驗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