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原版) 

臺南市私立安南區瀛海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生活智慧新思潮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生活智慧新思潮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認知後效強化，提供實作機會，促進情意，並融合技能達成目標。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1.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2.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3.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能自發使用程序性知識(實驗步驟)，依互動完成任務，並培養後設認知。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使學生能整合程序性知識，於操作考試中得到產物，並有能力說明自己能有哪些地方值得改善。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物質分類
(3節)

認識元素的特
性與化學式涵

義

物質變化
(3節)

學習以反應式
表示化學反應

氧化還原
(3節)

認識生活中活
性及氧化還原

的應用

酸鹼鹽
(4節)

認識酸鹼及鹽
類的常見特性

反應速率
(2節)

認識生活中影
響反應快慢的

因素

有機世界
(3節)

認識常見有機
物的性質及生

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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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畫

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W1 1 生活中的物質分類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

論，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

（如攝影、錄影）、

文字與圖案、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式、模

型或經教師認可後

以報告或新媒體形

式表達完整之探究

過程、發現與成

果、價值、限制和

主張等。視需要，

並能摘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和可能

的運用。 

Aa-Ⅳ-5 元素

與化合物有特

定的化學符號

表示法。 

5-1 知道元素

符號及化合物

命名的簡單規

則，並以日常

生活中常出現

的簡單物質為

限。 

 

了解金屬元

素與非金屬

元素的特

性，並能藉以

分辨之。 

 

1. 請學生上網搜尋有關化學元

素的介紹，並於課堂中發表。 

2. 透過實驗比較，讓學生歸納出

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間的

性質及差異。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W2~W3 2 生活中的物質分類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

知識正確的連

結到所觀察到

的自然現象及

實驗數據，並推

Aa-Ⅳ-4元

素的性質有

規律性和週

期性。 

4-1可從一

些實驗現象

1.了解同一

族元素具有

相似的化學

性質。 

2.知道能代

表物質基本

1.請學生觀察週期表，提出「你

覺得週期表中的元素分類有什麼

規則？」、「為什麼週期表要這樣

分類？」等問題，讓學生觀察週

期表中元素的編排有什麼關係。 

2.簡單介紹週期表中鹼金屬、鈍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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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出其中的關

聯，進而運用習

得的知識來解

釋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識

與概念，對自己

蒐集與分類的

科學數據，抱持

合理的懷疑態

度，並對他人的

資訊或報告，提

出自己的看法

或解釋。 

po-Ⅳ-1 

能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

科技運用、自然

環境、書刊及網

路媒體中，進行

各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能察

覺問題。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自

己想法，而獲得

認識元素的

規律性與週

期性。 

Ja-Ⅳ-2化

學反應是原

子重新排

列。 

2-1從學生

已經認識的

諸多變化出

發，將這些

變化依照是

否有產生新

物質，歸納

成物理變化

或化學變

化，並說明

化學反應是

原子重新排

列。 

Jb-Ⅳ-3不

同的離子在

水溶液中可

發生沉澱反

應、酸鹼中

和反應和氧

化還原反

應。 

3-1沉澱反

特性的粒子

大多是分子。 

3.能了解分

子式的意義。 

4.能分辨原

子與分子的

異同。 

5.知道並非

所有的基本

粒子都是以

分子狀態存

在。 

氣、鹵素等族元素的性質。 

3.測試鹼金及鹼土族特性 

4.教師可取二種大小或顏色不一

的保麗龍球進入教室，不同的大

小或顏色的球代表不同的原子。

請學生模擬組成水或二氧化碳分

子，再引入分子是由原子所組成

的概念。 

5.透過實例介紹，讓學生知道，

並非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分子，

並大概介紹組成物質的基本粒子

有哪些？幫助學生建立基本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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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科學

發現的樂趣。 

 

應僅以鈣、

鎂離子及碳

酸根離子的

反應為例。 

Cb-Ⅳ-1分

子與原子。 

1-1從簡單

的模型或符

號說明原子

與分子的關

係。 

W4~W6 3 生活中的物質變化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

問題或驗證自

己想法，而獲得

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

討論，分享科學

發現的樂趣。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

自然科學知識

與概念，對自己

蒐集與分類的

科學數據，抱持

合理的懷疑態

度，並對他人的

1.藉由小蘇

打粉與鹽

酸、碳酸鈉

與氯化鈣的

作用，說明

何謂化學反

應與質量守

恆定律，並

利用道耳頓

的原子說解

釋質量守恆

定律。這是

化學上的基

本原則，教

師當明確述

明，使學生

知曉化學變

化與物理變

1.小蘇打粉

與鹽酸生成

二氧化碳並

比較密閉與

開放之質量

差異。 

2.碳酸鈉與

氯化鈣的沉

澱並比較密

閉與開放之

質量差異。 

3.鐵生鏽並

比較密閉與

開放之質量

差異。 

1.小蘇打粉與鹽酸生成二氧化碳

並比較密閉與開放之質量差異。 

2.碳酸鈉與氯化鈣的沉澱並比較

密閉與開放之質量差異。 

3.鐵生鏽並比較密閉與開放之質

量差異。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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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或報告，提

出自己的看法

或解釋。 

 

化的差異。 

2.原子量和

分子量的創

建，讓微小

的原子和分

子有了可供

比較及方便

計量的質

量，教師或

可介紹原子

量的發展

史，讓學生

有更深入的

了解。 

學生認識化

學反應式之

後，可順勢

與化學式結

合，學習將

複雜的化學

反應以簡單

明確的化學

反應式表

示。 

W7 1 段考複習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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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8~W9 2 生活中的氧化還原 tc-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

科學知識與概念，

對自己蒐集與分類

的科學數據，抱持

合理的懷疑態度，

並對他人的資訊或

報告，提出自己的

看法或解釋。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pe-Ⅳ-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與資源。能

進行客觀的質性觀

測或數值量冊並詳

實記錄。 

 

Jc-IV-1 氧

化與還原的

狹義定義

為：物質得

到氧稱為氧

化反應；失

去氧稱為還

原反應。 

Jc-IV-2 物

質燃燒實驗

認識氧化。 

Jc-IV-3 不

同金屬元素

燃燒實驗認

識元素對氧

氣的活性。 

Jc-IV-4 生

活中常見的

氧化還原反

應及應用。 

Jd-IV-1金

屬與非金屬

氧化物在水

溶液中的酸

鹼性，及酸

性溶液對金

屬與大理石

的反應。 

Mc-IV-3 生

1.由金屬氧

化的實驗，

讓學生能從

實驗中找出

金屬氧化的

劇烈程度與

金屬活性大

小的關係，

再由金屬活

性類推得知

非金屬亦有

活性大小之

分，並能知

道生活中有

關活性的應

用。 

2.由氧化還

原反應的活

動，歸納得

到氧化與還

原的意義，

藉由觀察氧

的得失，探

討氧化還原

的意義，推

論出氧化劑

與還原劑的

涵義，並能

知道生活中

1.由實驗結果比較不同金屬燃燒

的難易，與氧化物水溶液的酸鹼。 

2.藉由鎂帶與二氧化碳的活動，

與碳粉與氧化銅反應的演示，讓

學生觀察並歸納出結論。 

3.引導學生自己說出活性大小的

關係：鎂＞碳＞銅。 

4.懹學生查詢暖暖包之原料並自

行製作 

5.引導學生想想看：人們蓋房子

所用的鋼筋，為什麼不採用生鐵

或熟鐵呢？ 

6.引導學生想想看：植物行光合

作用，使二氧化碳和水反應產生

葡萄糖和氧氣；而動物的呼吸作

用是將體內的葡萄糖和氧作用，

產生熱量以供使用。這些都是氧

化還原反應嗎？ 

7.最近很熱門的話題「抗氧化劑」

又是什麼東西呢？生活中還有哪

些氧化與還原的應用呢？ 

口頭報告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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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對各種

材料進行加

工與運用。 

氧化還原的

應用。 

3.知道煉鐵

過程中有氧

化劑與還原

劑的應用，

大略了解煉

鐵的過程，

並藉由各種

鐵的成分，

大略說明合

金的觀念，

進而知道生

活與工業上

常用之氧化

劑與還原

劑。 

W10~W13 4 生活中的酸鹼鹽 1.能正確安全操作

適合學習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與資源。能

進行客觀的質性觀

測或數值量冊並詳

實記錄。 

2.能將所習得的知

識正確的連結到所

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關聯，

1.由水溶液導

電的實驗認識

電解質與非電

解質。 

2.金屬與非金

屬氧化物在水

溶液中的酸鹼

性，及酸性溶

液對金屬與大

理石的反應。 

3.酸、鹼、鹽

類在日常生活

1.了解阿瑞尼斯

的電離說，電解

質水溶液在通

電時，兩電極處

會發生化學反

應。 

2.認識實驗室中

常使用的酸和

鹼的性質。 

3.了解常用的酸

與鹼之性質及

用途。 

1.使學生了解電解質導電的原

因，並利用食鹽為例子，說明固

體不能導電，但水溶液能導電 

利用實驗了解實驗室常用的酸

（硫酸、鹽酸、硝酸、醋酸）與

鹼（氫氧化鈉、氨水、氫氧化鈣）

的性質，並歸納出其通性。 

2.請學生舉例出家中的生活用品

哪些是酸性的？哪些是鹼性的？ 

3.引導學生想想看：飲水機或熱

水瓶內經常會有一層灰色的鍋

垢，會使得加熱變慢甚至引起危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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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運用習得的知

識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3.動手實作解決問

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物

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與資源。能

進行客觀的質性觀

測或數值量冊並詳

實記錄。 

中的應用與危

險性。 

4.實驗認識指

示劑及 pH 計 

實驗認識酸與

鹼中和生成鹽

和水，並可放

出熱量而使溫

度變化。 

4.了解酸鹼指示

劑的意義，並知

道有些蔬菜或

水果可以製成

酸鹼指示劑。 

5.認識酸鹼中和

反應，並利用實

驗說出酸鹼反

應過程的酸鹼

性變化。 

險，有何方法能將這些物質去除

呢？ 

說明有些蔬菜或水果也可以製成

酸鹼指示劑。 

4.鼓勵同學提出生活中有關酸鹼

中和的應用實例，並加以說明 

W14 1 段考複習週       

W15~18 4 生活中的有機世界 1.能辨明多個

自變項、應變項

並計劃適當次

數的測試、預測

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

科書的指導或

說明下，能了解

探究的計畫，並

進而能根據問

題特性、資源

（如設備、時

1.實驗認識

化學反應速

率及影響反

應速率的因

素，例如：

本性、溫

度、濃度、

接觸面積與

催化劑。 

2.有機化合

物與無機化

合物的重要

1.知道參與

反應的物質

顆粒愈小，接

觸面積愈

大，反應速率

愈快。 

知道參與反

應的物質濃

度愈高，反應

速率愈快 

知道日常生

活中，有關接

1.透過活動進行，使學生歸納

出：顆粒愈小反應速率愈快、濃

度愈高反應速率愈快。 

務必讓學生清楚知道，在不同溫

度下，遮住「＋」字所需的時間

會因溫度愈高而愈快，但是要遮

住「＋」所需要硫的沉澱量卻是

相同的。 

2.從「食物烤焦了會變成黑色」

開始，引導學生了解有機物的共

通性質是含有碳元素。 

3.讓學生以活動了解汽油、甘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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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因素，規

劃具有可信度

（如多次測量

等）的探究活

動。 

2.能將所習得

的知識正確的

連結到所觀察

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

關聯，進而運用

習得的知識來

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3.能依據已知

的自然科學知

識與概念，對自

己蒐集與分類

的科學數據，抱

持合理的懷疑

態度，並對他人

的資訊或報

告，提出自己的

看法或解釋。 

4.能正確安全

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物品、器

特徵。 

3.生活中常

見的烷類、

醇類、有機

酸和酯類。 

4.酯化與皂

化反應。 

觸面積、濃度

與溫度對反

應速率影響

的實例 

2.藉由麵

粉、糖與食鹽

乾餾的實

驗，證明有機

物中含有

碳，而無機物

不含碳 

3.認識烴的

結構與性

質，知道主要

來源為石油

和天然氣 

4.認識醇、

酸、酯的結構

與性質。 

藉由酯的製

造，了解酯化

反應，並知道

酯的性質 

油、香蕉油是由有機物所組成的

混合物。 

4.說明醇和酸混合加熱會形成

酯，並介紹各種酯的性質與用途。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一類-原版) 

材儀器、科技設

備與資源。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

觀測或數值量

冊並詳實記錄。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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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私立安南區瀛海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八年級彈性學習生活智慧新思潮課程計畫(■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學習主題名稱 
(中系統) 

生活智慧新思潮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18)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認知後效強化，提供實作機會，促進情意，並融合技能達成目標。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1.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2.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3.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課程目標 能自發使用程序性知識(實驗步驟)，依互動完成任務，並培養後設認知。 

配合融入之領域

或議題 
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

學習表現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須說明引導基準：學

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使學生能整合程序性知識，於操作考試中得到產物，並有能力說明自己能有哪些地方值得改善。 

課程架構脈絡圖(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單元脈絡自行增刪) 

 

力學應用
(3節)

了解麗對物體
產生的影響

追趕跑跳碰
(2節)

了解速度與速
率的意義與變

化

牛頓哲學
(2節)

認識運動狀態
與受力之間的

關係

能量大師
(2節)

認識生活中能
量與力矩之相

關情形

電能轉換
(6節)

認識靜電及電流
的相關生活應用

電與磁
(3節)

認識磁場與電
流之間的生活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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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與活動 

名稱 

學習表現 
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參考指引或 
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內容

(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請依據其「學習表現」之動詞具體規畫

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之內容與教學流程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W1~W3 3 生活中的力學應用 1.能將所習得的知

識正確的連結到所

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及實驗數據，並推

論出其中的關聯，

進而運用習得的知

識來解釋自己論點

的正確性。 

2.對於有關科學發

現的報導，甚至權

威的解釋（如報章

雜誌的報導或書本

上的解釋），能抱持

懷疑的態度，評估

其推論的證據是否

充分且可信賴。 

透過與同儕的討

論，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3.能分析歸納、製作

圖表、使用資訊與

數學等方法，整理

資訊或數據。 

1.力能引發物

體的移動或轉

動。 

2.摩擦力可分

靜摩擦力與動

摩擦力。 

3.壓力的定義

與帕斯卡原理 

大氣壓力是因

為大氣層中空

氣的重量所造

成。 

4.物體在靜止

液體中所受浮

力，等於排開

液體的重量。 

1.了解力對物體

產生的影響。 

2.了解影響摩擦

力的因素。 

3.能了解連通管

原理及帕斯卡

原理。 

4.了解大氣壓力

的意義。 

5.藉由金屬塊排

開水的實驗，了

解物體在液體

中所減輕的重

量，等於物體所

排開的水重，即

是該物體在液

體中所承受的

浮力。 

1.教導如何利用彈簧秤來測量力

的大小，並請各組將實驗結果之

關係圖繪於黑板上，全班討論

之，藉以培養學生判讀資料的能

力，從物體開始運動找出最大靜

摩擦力的大小。 

2.教師請全班同學每人各拿一隻

鉛筆或原子筆，用左右兩隻食指

分別壓住筆的兩端，提問：筆為

什麼沒有移動？筆的兩端受力一

樣嗎？ 

介紹連通管原理，並舉例生活中

的應用。 

介紹帕斯卡原理，並以液壓起重

機為例，讓學生更清楚了解 

藉助科學史的呈現，讓學生了解

馬德堡半球實驗。 

3.請學生由實驗中看見的現象，

歸納結果。教師適時提出浮力概

念，例如︰物體在水中減輕的重

量等於物體將水排出燒杯的重

量。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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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W5 2 生活中的追趕跑跳

碰 

1.由圖表、報告中解

讀資料，了解資料

具有的內涵性質。 

2.察覺每日生活活

動中運用到許多相

關的科學概念。 

3.依現有理論，運用

演繹推理，推斷應

發生的事。 

4.由資料的變化趨

勢，看出其中蘊含

的意義及形成概

念。 

1. 提 出 基 準

點、座標、位

置等名詞，並

解釋其意義。 

2.各種運動的

位置 -時間表

格 及 其 關 係

圖。 

3.等速度運動

的速度 -時間

關係圖。 

4.等加速度運

動的位置 -時

間表格及其關

係圖。 

 

1.了解位移與路

徑長的異同。 

2.了解速度與速

率的意義與差

別。 

3.能區分平均與

瞬時的概念。 

4.了解加速度的

定義。 

1.各種直線運動行進位置的圖片、各種

地圖及交通路標圖片。教師指定學生描

述校內某建築物的位置，並說明以何者

為參考點。 

教師請兩位學生以不同路線，從教室前

門走到後門，請同學觀察異同處，並表

達如果兩人以平常速度行走，要以最短

時間到達，須選擇何種路線？ 

2.一物體由斜面滑下，速度會不會改

變？如果斜面愈陡，速度的變化又如

何？請學生預測結果，使之產生概念衝

突，進而引起學習動機。 

3.在有空氣的環境裡，羽毛會受到空氣

的阻力和浮力，而下降的較慢。 

在真空的情況下，錢幣與羽毛相以相同

的速度落下，並且同時抵達保鮮罐底

部。 

4. 使學生了解保鮮罐不可能完全抽成

真空，內部仍會留存一些空氣，因此錢

幣和羽毛仍會受到空氣的阻力及浮力。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W6~W7 2 生活中的牛頓哲學 ti-Ⅳ-1 

能依據已知的自然

科學知識概念，經

由自我或團體探索

與討論的過程，想

像當使用的觀察方

法或實驗方法改變

時，其結果可能產

生的差異；並能嘗

1.了解物體受

外力作用會引

起運動狀態的

改變。 

2.了解牛頓第

一運動定律。 

3.能舉出生活

實例說明牛頓

第 一 運 動 定

律。 

4.了解加速度

與力之間的關

1.認識牛頓第一

運動定律，亦稱

為慣性定律。 

2.認識牛頓第二

運動定律的意

義，並用以解釋

物體受力時的

運動狀態。 

3.認識牛頓第三

1首先以討論生活經驗作為本節教學活

動的開始。從上下學做公車的經驗或體

育課的跑步問題，請學生發表經驗、感

覺。 

可由科學史的發展談物體的運動。如從

中世紀伽利略的斜面實驗、牛頓提出的

慣性定律，逐步地帶領學生進入物理學

的殿堂，一窺大自然的奧秘。 

2.從實驗操作中，請學生預測：在斜面

口頭表達 

實驗糙做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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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指導下以創新

思考和方法得到新

的模型、成品或結

果。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

項、應變項並計劃

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科

書的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探究的

計畫，並進而能根

據問題特性、資源

（如設備、時間）

等因素，規劃具有

可信度（如多次測

量等）的探究活動。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

正確的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現象及

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

係。 

5.了解加速度

與質量之間的

關係。 

6.了解牛頓第

二運動定律。 

7.能舉出生活

實例說明牛頓

第 二 運 動 定

律。 

8.了解牛頓第

三運動定律。 

9.能舉出生活

實例說明牛頓

第 三 運 動 定

律。 

10. 了解圓周

運動與向心力

的關係。 

運動定律，亦稱

為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定律。 

4.知曉牛頓定律

之運用 

運動實驗，若物體運動的斜面趨於平滑

時，物體將會如何運動？教師可從中了

解學生的想法，進而引導至正確的科學

概念。  

有關慣性定律的應用，可舉出日常生活

中的實驗。如揮筆撒墨、搖樹脫果、擊

柄嵌刀、煞車伸前傾、啟動身後仰等，

請學生說出如何利用慣性定律來解釋

這些現象。 

3.用同樣的力推空的購物車，會發現很

輕易即能推動購物車。但若用同樣的力

推裝載滿滿物品的購物車時，則發現購

物車不易推動。 

進行小活動：物體加速度與所受外力和

物體質量的關係。 

引導學生由小活動歸納：當質量固定

時，外力愈大則加速度愈大。 

引導學生想想看：馬匹拉車時，依據牛

頓第三運動定律，馬對車的作用力大小

等於車對馬的反作用力大小，為什麼車

仍會前進呢？ 

進行小活動：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

係。 

進行小活動：如何造成圓周運動。 

請學生預測，旋轉數圈後突然放手，小

橡皮擦運動的方向，觀察小橡皮擦運動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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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W8-W9 2 生活中的能量大師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

項、應變項並計劃

適當次數的測試、

預測活動的可能結

果。在教師或教科

書的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探究的

計畫，並進而能根

據問題特性、資源

（如設備、時間）

等因素，規劃具有

可信度（如多次測

量等）的探究活動。 

pc-Ⅳ-2 

能利用口語、影像

（如攝影、錄影）、

文字與圖案、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

詞、數學公式、模

型或經教師認可後

以報告或新媒體形

式表達完整之探究

1.能說出動能

的定義。 

2.了解速度愈

快動能愈大。 

3.了解質量愈

大產生的動能

愈大。 

4.了解動能與

功、能之間的

關係。 

5.知道如何計

算 動 能 的 大

小。 

6.能說出位能

的定義。 

7.了解重力位

能的意義。 

8.了解彈力位

能的意義。 

9.了解力學能

守恆的意義。 

10. 知道如何

算 位 能 的 大

小。 

11. 了解熱是

一種能。 

12. 了解能量

守恆定律。 

13. 了解太陽

能、化學能、

電 磁 能 的 轉

換。 

1.能說出功與動

能及位能的關

係。 

2.了解力學能守

恆的意義。 

3.了解力矩的概

念，認識槓桿原

理。 

4.認識日常生活

中簡單機械的

應用。 

教師提問：「日常生活中聽到的動能是

什麼意思？」 

教師提問：「速度快的物體和速度慢的

物體撞擊到玻璃，何者有可能會將玻璃

撞裂？」請學生自由回答，並要求學生

說出理由。 

速度快的物體有沒有作功的能力？什

麼叫做作功的能力？如何知道作功了

沒有？請學生說出想法。 

引導學生進行小活動：功與物體的運動

狀態。 

藉由活動結果提問：「速度快的物體和

速度慢的物體撞到牆壁後，何者有可能

會將牆撞出一個大洞？」學生回答後，

教師適時解說撞擊一個大洞與速度大

小有關。 

藉由活動結果再問：「質量大的物體和

質量小的物體撞擊到牆壁後，何者有可

能會將牆撞出一個大洞？」教師詳加解

釋，並歸納質量、速度與撞擊一個大洞

之間的關係。 

從活動中檢驗並歸納結果，請學生就活

動結果驗證自己的想法。藉以培養學生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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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發現與成

果、價值、限制和

主張等。視需要，

並能摘要描述主要

過程、發現和可能

的運用。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

論，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

或驗證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感。 

14. 了解力矩

的概念。 

15. 了解槓桿

原理。 

16. 能說出簡

單 機 械 的 種

類。 

17. 了 解 槓

桿、滑輪、輪

軸的應用。 

18. 了 解 斜

面、螺旋的應

用。 

歸納資料的能力。 

當教師提問：「日常生活中聽到的動能

是什麼意思？」鼓勵學生踴躍發表看

法，教師補充並深入追問其理由，再繼

續提問：「如果物體是靜止的狀態，有

沒有動能？」。 

教師詳加解釋動能的定義及單位的表

示法。 

教師提問：速度快的物體有沒有作功的

能力？什麼叫做作功的能力？我們如

何知道作功了沒有？有事實呈現嗎？

請學生就這些問題分組討論後再回

答。教師逐一解釋學生對動能所產生的

迷思概念。 

教師從提問：「懸崖邊的一個大石塊，

對經過的人們有沒有威脅？為什麼？」

藉此了解學生心智中對於高度、威脅等

的思考模式。 

教師從提問：「為什麼位置較高的物體

掉落下來，撞擊到地面上產生的坑洞會

比較深？」的問題中，綜合學生的答

案，慢慢解釋位能的定義。  

從自由落體的例子中，理解時間愈長速

度愈大，動能也將愈大。但位置愈低，

位能會愈小，詳細解說動能與位能互換

與力學能守恆的關係。 

使學生了解彈簧伸長及縮短皆具有能

量，稱為彈性位能。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轉動平衡──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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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在本節中，力矩與槓桿原理較為簡單易

懂，教師可多舉實例，例如：兄弟倆同

作翹翹板、天平的應用、如何利用一根

木棒將重物舉起等有趣的生活現象。 

輪軸就是大小不同的兩同心圓結合在

一起，其中大圓稱為輪，小圓稱為軸。

若施力在輪上，物體在軸上，則為省力

的輪軸，如方向盤、喇叭鎖。施力在軸

上，物體在輪上，則為省時的輪軸，如

腳踏車的後輪。 

定滑輪使用目的：不省力亦不費力，可

以幫助改變施力方向。動滑輪使用目

的：省力，但費時。 

進行小活動：動滑輪是否能省力？ 

斜面、螺旋是一種省力的機械：斜面愈

長或斜角愈小就愈省力。 

W10~W15 6 生活中的電能轉換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

或驗證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感。 

1.了解何謂靜

電。 

2.了解物體帶

電的成因及方

法 有 摩 擦 起

電 、 靜 電 感

應、感應起電。 

3.了解導體與

絕 緣 體 的 區

別。 

4.知道使燈泡

發亮的電與摩

擦起電的電是

否相同。 

5.了解造成燈

泡發亮，除了

1.了解何謂靜

電。 

2.了解電流的

形成與燈泡

發亮的原因。 

3.了解電壓的

意義，並學會

使用伏特計。 

4.了解歐姆定

律與電阻。 

5.了解並認識

電路的組成

進行小活動：奇妙的靜電。 

由小活動 中，使學生了解可藉由

摩擦的方式使尼龍繩及水管產生

靜電，並說明此種摩擦起電的原

因是帶負電的電子在物體間轉

移，而非帶正電的原子核移動。 

W15說明兩帶電體間的吸引或排

斥力，隨著物體所帶電荷的增加

而變大，隨著物體間距離的增加

而變小。 

引導學生想想看：利用摩擦起電

的方法，可以使導體還是絕緣體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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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

論，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

正確的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現象及

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要有電源（如

電池）之外，

最重要的是要

有 電 荷 的 流

動，或稱電流。 

6.了解電流的

單位為安培及

其意義。 

7.學會使用符

號來表示電路

中 各 組 成 元

件，即為電路

圖。 

8.能說出電壓

的定義。 

9.能了解能量

與 電 壓 的 關

係。 

10. 能了解電

量與電壓的關

係。 

11. 知道如何

使用伏特計來

測量電壓。 

12. 了解歐姆

定 律 及 其 意

涵。 

13. 了解電阻

的意義。 

3.了解影響電

阻 大 小 的 因

素。 

14. 知道串聯

及 並 聯 的 意

義。 

15. 知道電流

的熱效應。 

16. 知道電能

及電功率的意

義。 

與意義 

6.認識電流的

熱效應。 

7.認識日常生

活所使用的

電，並知道用

電安全。 

8.了解電池的

由來與其原

理。 

9.了解電的化

學效應，並知

道電解的原

理。 

10.認識磁鐵

的性質，並了

解磁力線與

磁場的意義。 

11.能說出磁

力線與磁場

之間的關係。 

12.了解電流

會產生磁場。 

13.了解長直

導線與圓形

線圈因電流

變化所產生

的磁場變化。 

 

帶電？  

利用所學的原子結構使學生了

解，當物體失去電子時，物體會

帶正電，反之，獲得電子的物體

帶負電。 

了解靜電力為超距力，並可知兩

個帶同性電荷的物體會彼此排

斥，帶異性電荷的物體會相吸

引，而帶電體與電中性的物體間

會相吸引。 

說明導體與絕緣體的差異，及可

使物體帶電的方法有摩擦起電、

靜電感應、感應起電。 

引導學生想想看：若改用一帶正

電的物體，靠近金屬，經由感應

起電，使金屬帶電，則金屬所帶

的電性為何？ 

引導學生想想看：常常看到汽車

後下方，排氣管附近會裝個類似

勳章的長長東西，會與地面摩

擦，那是何物？有什麼作用？ 

說明導線中真正在移動的是電

子，稱為電子流，但習慣上所稱

的電流是指正電荷的移動，因此

電子流與電流反向。 

定義電流的單位是安培，而 1 安

培表示每秒鐘有 1 庫侖的電量

通過導線截面。 

引導學生想想看：為何家裡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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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了解電器

上標示的電壓

與電功率的意

義。 

18. 知道短路

的意義及造成

短路的一些因

素。 

19. 了解電費

計算的方式。 

20. 知道保險

絲的作用及原

理。 

21. 知道用電

須注意安全。 

22. 藉由鋅銅

電池的製造以

了解伏打電池

的原理。 

23. 了解電池

是 一 種 可 將

「化學能」轉

換為能量的裝

置，並使得「電

能」攜帶方便。 

知道電池驅動

電子移動形成

電子流，就像

抽水機驅動水

在水管中流動

一樣。 

24. 介紹常用

的電池主要可

分 為 一 次 電

池 ， 如 乾 電

池；可重複使

用 的 蓄 電 池

（ 或 二 次 電

池），如鉛蓄電

池、鋰電池。 

燈開關一開，電燈即發亮？這是

因為電子由開關處快速移動到電

燈所造成的嗎？ 

藉由電路來說明欲使電燈發光所

需的條件為電源及可自由移動的

電子。 

教導學生使用符號來表示電路中

各組成元件，稱為電路圖。 

學習使用伏特計來測量電壓。 

進行小活動：電池串聯與並聯時

的電壓。 

觀察課本的圖片，了解電池並聯

與串聯有何差異。 

進行小活動 ：燈泡串聯與並聯時

的電壓。 

引導學生想想看：電鰻體內每個

發電細胞約只產生10-4 伏特的

電壓，為何牠仍可發出強大的電

流電昏其他動物呢？ 

藉由導體與絕緣體的不同導電程

度，說明不同物質其電壓與電流

關係並不相同。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 ：歐姆定律。 

藉由實驗 ，探討兩種不同材質的

電壓與電流關係，了解兩者並不

相同，引出電阻的意義。 

說明 1826 年歐姆即已提出特殊

材質的電阻規則，也就是所謂的

歐姆定律︰對歐姆式導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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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電解水及

硫 酸 銅 水 溶

液，以了解當

電流通過電解

質時，會發生

化學反應，稱

為電流化學效

應。 

25. 利用電解

可知化合物的

組成，如利用

電解水可知道

水是由氫與氧

組 成 的 化 合

物。 

通過的電流與施加電壓恆成正比

的關係。  

介紹一般金屬有較低的電阻，而

絕緣體的電阻非常大。 

介紹對同一材質的金屬導線而

言，也會因導線長度及粗細不

同，而影響它的電阻大小。 

介紹並非所有的電路元件都滿足

歐姆定律，如二極體等，這些稱

為非歐姆式電阻。 

進行小活動：串聯與並聯電路的

總電阻。 

藉由小活動，知道串聯電路中的

各處電流大小相同，並聯電路的

分支電流之和等於總電流。 

藉由小活動，知道並聯電路中各

電阻的電壓之和等於總電壓，並

聯電路電壓大小相同。 

從日常生活中各種電器的發光和

發熱，了解電能轉換成光和熱即

是電流的熱效應。 

進行小活動：電流的熱效應。 

進行小活動：燈泡的電功率。 

藉小活動的例子，推導出電功率

的公式P＝IV。 

由小活動檢驗電壓V與電功率P

成正比例關係，及電流I與電功率

P成正比例關係。 

了解電器標示牌上，電壓與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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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如「110V、800W」的意義。 

進行小活動：燈泡短路。 

藉由小活動，說明什麼情形是「短

路」。 

區別「斷路」與「短路」。 

介紹一般使用電器最常發生短路

的情形，以及該如何避免。 

說明保險絲的功能與作用，並說

明其工作原理。 

說明並列舉生活中用電的一些安

全注意事項。 

說明用電量的計算方式，並讓學

生實際計算家裡實際使用的電量

與電費。 

藉由伏打電池的說明，使學生了

解構成電池的基本元件。 

引導學生進行小活動：簡易電池。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鋅銅電池。 

透過實驗讓學生親自做出電池，

並清楚鹽橋的重要性。 

依日常生活中常見電池的種類做

大致分類為一次電池及蓄電池，

再比較其共通點及優缺點。 

使學生了解電池充放電的意義及

方式。 

讓學生了解電池回收的重要性。 

進行小活動，在電解水的活動

中，加入氫氧化鈉水溶液，以增

加水的導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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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確定塑膠針筒是否密封完

全，可將裝滿空氣後的針筒，下

端開口處由拇指按住，放入水

中，觀察是否有氣泡從他處冒出。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電解硫酸銅

水溶液。 

藉由實驗使學生了解，利用電解

的方法可知道化合物的組成。 

在電解水及硫酸銅水溶液中，從

兩電極處水面的下降可知有氣體

生成，再利用適當的方法檢驗氣

體的組成成分。 

觀察電流的流向與正負極產物的

關聯。 

引導學生想想看：若將電解硫酸

銅水溶液實驗中的電極改為銅

片，則正極與負極所產生的化學

反應有無不同？ 

引導學生進行小活動：電鍍迴紋

針。 

讓學生了解日常生活的電鍍產

物，及電鍍廢棄物電環境的影響。 

W16~W18 3 生活中的電與磁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

或驗證自己想法，

而獲得成就感。 

ai-Ⅳ-2 

透過與同儕的討

1.認識磁鐵的

性質。 

2.了解磁力線

的意義。 

3.了解磁場的

意義。 

1.認識磁鐵的性

質，並了解磁力

線與磁場的意

義。 

2.能說出磁力線

與磁場之間的

進行小活動：磁棒與磁力線分布。 

請學生從小活動中，依兩磁鐵不同的排

列方式，觀察鐵粉排成的一些特殊圖

案，並試著繪出來。這些圓滑曲線，可

稱為磁棒的磁力線。 

請學生仔細觀察磁力線是否會交錯在

口頭表達 

實驗操作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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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享科學發現

的樂趣。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

正確的連結到所觀

察到的自然現象及

實驗數據，並推論

出其中的關聯，進

而運用習得的知識

來解釋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

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

刊及網路媒體中，

進行各種有計畫的

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4.能說出磁力

線與磁場之間

的關係。 

5.了解電流會

產生磁場。 

6.了解長直導

線因電流變化

所產生的磁場

變化。 

7.了解圓形線

圈因電流變化

所產生的磁場

變化。 

8.知道電磁鐵

的原理。 

9.了解帶有電

流的導線受到

磁力作用會產

生運動。 

10.了解右手

開 掌定 則內

容。 

11. 會應用右

手開掌定則。 

知道電動機原

理是應用右手

開掌定則。 

12.了解磁場

關係。 

3.了解電流會產

生磁場。 

4.了解長直導線

與圓形線圈因

電流變化所產

生的磁場變化。 

5.了解帶有電流

的導線受到磁

力作用會產生

運動。 

6.了解並能應用

右手開掌定則

內容。 

7.知道電磁鐵的

原理，並了解磁

場的變化會產

生感應電流。 

一起？在何處的磁力線較緊密及較疏

鬆？ 

發一堆迴紋針及磁棒，請學生以磁棒的

兩端及中間靠近迴紋針，看看哪一部分

可吸引最多的迴紋針。再請學生計算磁

棒於每個位置所吸引的迴紋針數量有

多少，以了解磁性最強的部位。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載流導線產生磁

場。 

從實驗中，觀察電流附近會產生磁力的

現象。並在改變電流方向及大小時，導

線附近的磁場亦會隨之改變。 

綜合實驗結果，使學生了解利用右手握

住導線，則大拇指所指方向為電流方

向，其他彎曲的四指所指的方向，就是

磁場的方向，這就是安培右手定則。 

當線圈漂浮在空中時，請學生說出所觀

察到的現象，並推論為何發生的原因。

通有電流的圓形線圈可以產生磁場，若

與磁鐵的極性相同時，則會彼此互相排

斥而浮在空中。再令學生預測如果改變

電流方向，線圈與磁鐵會發生什麼現

象，藉以了解學生對電流產生磁場之電

流磁效應概念的理解。 

若無法順利進行此活動時，可將漆包線

末端表面漆刮除，去除絕緣層，再接上

導線，使其導電順暢。 

進行小活動：通有電流的導線所受之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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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產生感

應電流。 

13.能判斷感

應 電流 的方

向。 

力。 

藉小活動，讓學生知道，當有電流通過

銅線時，銅線不再靜止，而會產生運動。 

對通有電流的導線，縱使不是鐵製物

質，磁場對它也可產生磁力作用。 

由小活動中解釋：導線不會受磁鐵的磁

力作用發生向上或向下移動，而是做水

平方向的運動。 

介紹電動機（俗稱馬達）原理，就是利

用在磁場中使通有電流的線圈產生轉

動的機器。 

說明當導線上的電流方向與磁場垂直

時，導線受力最大；電流方向與磁場平

行時，導線受力最小。 

令學生練習：將右手掌打開伸直，拇指

指向代表電流方向，四指指向代表磁場

方向，則掌心向外的方向，即為導線所

受的磁力方向。 

引導學生進行實驗：線圈內磁場變化產

生電流。 

在實驗過程中，請學生從做中學，操弄

儀器，並實施 POE 教學法（預測——

觀察——解釋）。 

第一步驟，請學生預測：每當磁棒進入

或離開線圈時，檢流計的指針是否會偏

轉？第二步驟，請學生觀察，檢流計的

指針偏轉，代表什麼意義？第三步驟，

解釋檢流計的指針偏轉即表示線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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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通過。 

教師再請學生預測：檢流計的指針偏轉

方向是否會因磁棒進入或離開線圈而

有差別？ 

觀察上述實驗步驟，教師解釋：磁棒靜

止於線圈內時，檢流計的指針並無偏

轉，代表線圈無電流通過。 

先請學生猜測，如何可以增加感應電流

的大小？然後請學生改變線圈的圈

數，或者加快磁棒的移動速率，來驗證

結果。 

引導學生想想看：如果磁棒不動，移動

線圈向磁棒靠近，線圈中是否有感應電

流產生？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依據「學習表現」之動詞來具體規劃符應「學習活動」之流程，僅需敘明相關學習表現動詞之學習活動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