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小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計畫表 

任教者：許群翊老師、張哲雅老師 

一、學期學習總目標： 

1.認識植物的身體構造及部位名稱。 

2.認識葉緣、葉脈、葉形，並能依照葉片的特徵進行分類。 

3.認識莖的形態可分為草本和木本及根的形態可分為軸根和鬚根。 

4.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果實和種子。 

5.察覺植物與生活之密切關係。 

6.認識磁鐵的基本性質，如：同極相斥、異極相吸，磁鐵可以吸引鐵製品等。 

7.認識磁鐵在生活中的應用，並察覺磁鐵加了鐵片可以增加吸力。 

8.會利用磁鐵的性質進行好玩的遊戲。 

9.察覺空氣的存在，及認識空氣的基本性質，如：空氣占有空間，空氣沒有固定形狀，空氣可以

被擠壓等。 

10.學會製作風力風向計。 

11.能利用風向風力計測量風力與風向。 

12.察覺生活中應用空氣的性質所製作的玩具，並製作滴管火箭。 

13.利用五官辨認觀察物質的溶解現象與溶解量等屬性。 

14.學會使用量筒及刮成平匙的方法。 

15.會利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查詢相關資料。 

二、學校願景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能樂觀進取有自信  

■培養學生能獨立自主能思辨 

■培養學生能溝通無礙善表達 

□培養學生能創意思考富美感 

■培養學生能尊重包容能同理 

■培養學生能國際理解愛地球 

三、教材來源：三年級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 

四、教學計畫 

週
次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
學

節
數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一 

一 、

植 物

的 身

體 

1、植

物 的

葉

子 、

莖 和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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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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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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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認識植物的

身體構造及

部位名稱。 

1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1-2-2 

3-2-2 



 

二 

一 、

植 物

的 身

體 

1、植

物 的

葉

子 、

莖 和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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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

度量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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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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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葉緣、葉

脈、葉形，並

能依照葉片

的特徵進行

分類。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1-2-2 

3-2-2 

三 

一 、

植 物

的 身

體 

2、植

物 的

花 、

果 實

和 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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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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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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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認識莖的形

態可分為草

本和木本及

根的形態可

分為軸根和

鬚根。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3-2-2 

四 

一 、

植 物

的 身

體 

2、植

物 的

花 、

果 實

和 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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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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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認識生活中

常見的果實

和種子。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1-2-2 

3-2-2 

五 

一 、

植 物

的 身

體 

3、植

物 與

生活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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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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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察覺植物與

生活之密切

關係。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1-2-2 

3-2-2 

六 

二 、

奇 妙

的 磁

鐵 

1、磁

鐵 的

祕密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高，因…)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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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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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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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認識磁鐵的

基本性質，

如：同極相

斥、異極相

吸，磁鐵可以

吸引鐵製品

等。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七 

二 、

奇 妙

的 磁

鐵 

1、磁

鐵 的

祕密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1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

度量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

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

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

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溫度、水、空氣

等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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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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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認識磁鐵的

基本性質，

如：同極相

斥、異極相

吸，磁鐵可以

吸引鐵製品

等。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八 

二 、

奇 妙

的 磁

鐵 

2、磁

鐵 的

應用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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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

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

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

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溫度、水、空氣

等都有關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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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磁鐵在

生活中的應

用，並察覺磁

鐵加了鐵片

可以增加吸

力。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家政教育】 

3-2-6 

九 

二 、

奇 妙

的 磁

鐵 

2、磁

鐵 的

應用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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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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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利用磁鐵

的性質進行

好玩的遊戲。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家政教育】 

3-2-6 



 

十 

三 、

空 氣

和風 

期 中

學 業

成 績

評量 

1、空

氣 的

性質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

度量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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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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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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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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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察覺空氣的

存在，及認識

空氣的基本

性質，如：空

氣 占 有 空

間，空氣沒有

固定形狀，空

氣可以被擠

壓等。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6 

十

一 

三 、

空 氣

和風 

2、風

來了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

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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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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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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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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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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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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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學會製作風

力風向計。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十

二 

三 、

空 氣

和風 

2、風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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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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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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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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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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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能利用風向

風力計測量

風力與風向。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十

三 

三 、

空 氣

和風 

3、好

玩 的

空 氣

遊戲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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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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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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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察覺生活中

應用空氣的

性質所製作

的玩具。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十

四 

三 、

空 氣

和風 

3、好

玩 的

空 氣

遊戲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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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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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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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察覺生活中

應用空氣的

性質所製作

的玩具，並製

作空氣炮。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十

五 

四 、

溶解 

1、食

鹽 在

水 中

溶 解

了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3-3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

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

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

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溫度、水、空氣

等都有關 

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果會很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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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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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五官辨

認觀察物質

的溶解現象

與溶解量等

屬性。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4 

【家政教育】 

1-2-4 

【海洋教育】 

5-2-6 

十

六 

四 、

溶解 

1、食

鹽 在

水 中

溶 解

了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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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 察覺只要實驗的情況相同，產生的結果會很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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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7-2-0-1 利用科學知識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低來考

慮穿衣) 

利用五官辨

認觀察物質

的溶解現象

與溶解量等

屬性。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4 

【家政教育】 

1-2-4 

【海洋教育】 

5-2-6 



 

十

七 

四 、

溶解 

2、溶

解 高

手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

度量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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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

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

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

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溫度、水、空氣

等都有關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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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

決的辦法 

學會使用量

筒及刮成平

匙的方法。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4 

十 

八 

四 、

溶解 

2、溶

解 高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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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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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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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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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學會使用量

筒及刮成平

匙的方法。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4 

十

九 

四 、

溶解 

3、溶

解 的

應用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高，因…)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

同，例如溶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

性質來分離或結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

化、發酵而改變，這些改變可能和溫度、水、空氣

等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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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促成的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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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觀察及利

用溶解原理

於生活上之

現象及工具。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2 

2-2-6 

【家政教育】 

1-2-5 

【海洋教育】 

1-2-1 

5-2-7 

【環境教育】 

1-2-4 

2-2-2 

4-2-3 



 

二

十 

四 、

溶解 

期 末

評量 

3、溶

解 的

應用 

1-2-3-2 能形成預測式的假設(例如這球一定跳得

高，因…)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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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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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 利用科學知識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低來考

慮穿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會觀察及利

用溶解原理

於生活上之

現象及工具。 

3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小組互動表
現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2-2-2 

2-2-6 

【家政教育】 

1-2-5 

【海洋教育】 

1-2-1 

5-2-7 

【環境教育】 

1-2-4 

2-2-1 

2-2-2 

二

十

一 

總

複

習 

課 外

補 充

及 補

救 教

學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能 澄 清 觀

念，加深加廣

相關知識。 3 
小組互動表現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二

十

二 

總

複

習 

課 外

補 充

及 補

救 教

學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能 澄 清 觀

念，加深加廣

相關知識。 1 
小組互動表現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 學期成績計分標準 

期中：50%（平時成績佔 60%、期中評量佔 40%） 

期末：50%（平時成績佔 60%、期末評量佔 40%）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小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計畫表 

任教者：許群翊老師、張哲雅老師 

一、學期學習總目標： 

1.透過蒐集蔬菜的種植資料，知道種菜前需要做哪些準備工作。 

2.透過實際播種、澆水、發芽、生葉、收成等歷程，明瞭植物體的生長階段。 

3.透過兒童在種植期間發現的許多難題，例如：蟲害、枯萎等，培養兒童解決問題的能力。 

4.透過觀察、記錄、討論與實驗等方式，讓兒童能從中發現水的三態。 

5.引導兒童運用五官觀察冰與水的特徵，並學會用科技產品，例如：冰箱、吹風機，來使

冰與水的狀態改變；並從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推理和實驗證明水蒸氣的變化。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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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透過猜謎、觀察、記錄等方式，兒童能辨識動物的身體特徵及認識動物的身體部位名稱。 

8.能察覺動物有不同的運動方式及其活動時所運用的身體部位，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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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將動物進行簡單的分類。 

9.透過觀測、測量、記錄與實作等方式進行，學習氣溫計的使用方法，並進行天氣觀測。 

10.在解讀天氣預報的內容，能了解各個項目的敘述方式，並了解天氣四季不同的變化。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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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願景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能樂觀進取有自信  

■培養學生能獨立自主能思辨 

■培養學生能溝通無礙善表達 

□培養學生能創意思考富美感 

■培養學生能尊重包容能同理 

■培養學生能國際理解愛地球 

 

三、教材來源： 三年級翰林版自然與生活科技 

四、教學計畫 

週
次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
學
節
數 

評量方

式 
融入議題 

一 

一、

小園

丁學

種菜 

1.蔬

菜園

地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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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為了加深對植

物成長過程的

了解，而安排親

自種菜，希望透

過蒐集蔬菜的

種植資料，知道

種菜前需要做

哪些準備工作。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環境教育】 

1-2-1 

1-2-2 



 

二 

一、

小園

丁學

種菜 

2.大

家來

種菜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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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7-2-0-3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透過實際播

種、澆水、發

芽、生葉、收成

等歷程，明瞭植

物體的生長階

段。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資訊教育】 

1-2-1  

4-2-1  

【環境教育】 

4-2-1 

三 

一、

小園

丁學

種菜 

2.大

家來

種菜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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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

壤等種植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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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透 過 實 際 播

種、澆水、發

芽、生葉、收成

等歷程，明瞭植

物體的生長階

段。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資訊教育】 

1-2-1  

4-2-1  

【環境教育】 

4-2-1 

四 

一、

小園

丁學

種菜 

3.小

園丁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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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

壤等種植的技術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7-2-0-3 能安全妥善的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器具 

透過在種植期

間發現的許多

難題，例如：蟲

害、枯萎等，進

而培養解決問

題的能力。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環境教育】 

1-2-1 

五 

一、

小園

丁學

種菜 

3.小

園丁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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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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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水分、溶製肥料、選擇土

壤等種植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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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透過在種植期

間發現的許多

難題，例如：蟲

害、枯萎等，進

而培養解決問

題的能力。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1-2-1  

1-2-2  

4-2-1 

六 

二、

水的

變化 

1.水

和冰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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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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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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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透過觀察、記

錄、討論與實驗

等方式，能從中

發現水的三態。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3-2-1  

4-2-1  

【海洋教育】 

4-2-2 



 

七 

二、

水的

變化 

1.水

和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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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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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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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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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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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觀察、記

錄、討論與實驗

等方式，能從中

發現水的三態。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3-2-1  

【海洋教育】 

4-2-1  

4-2-2 

八 

二、

水的

變化 

2.水

和水

蒸氣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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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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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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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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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五官觀察

冰與水的特

徵，並學會用科

技產品，例如：

冰箱、吹風機，

來使冰與水的

狀態改變；接

著，從日常生活

中的常見現

象，推理和實驗

證明水蒸氣的

變化。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3-2-1  

【海洋教育】 

4-2-1  

4-2-3 

九 

二、

水的

變化 

 

2.水

和水

蒸氣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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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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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

品的習慣 

運用五官觀察

冰與水的特

徵，並學會用科

技產品，例如：

冰箱、吹風機，

來使冰與水的

狀態改變；接

著，從日常生活

中的常見現

象，推理和實驗

證明水蒸氣的

變化。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環境教育】 

3-2-1  

【海洋教育】 

4-2-1  

4-2-3 

十 

二、

水的

變化

期中

學業

成績

評量 

3.水

的三

種形

態與

應用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

發生的事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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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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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環境教育】 

3-2-1  

4-2-2  

【海洋教育】 

4-2-1 

4-2-2 



 

十

一 

三、

認識

動物 

1.動

物的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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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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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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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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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透過猜謎、觀

察、記錄等方式

進行，希望在活

動的進行中，能

辨識動物的身

體特徵及認識

動物的身體部

位名稱。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3-2-1  

4-2-1  

【環境教育】 

1-2-2 

十

二 

三、

認識

動物 

1.動

物的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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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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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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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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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透過猜謎、觀

察、記錄等方式

進行，希望在活

動的進行中，能

辨識動物的身

體特徵及認識

動物的身體部

位名稱。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3-2-1  

4-2-1 

【環境教育】 

1-2-2 

十

三 

三、

認識

動物 

2.動

物的

運動

方式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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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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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希望透過活動

的進行，察覺動

物有不同的運

動方式及其活

動時所運用的

身體部位，並了

解動物的身體

外形和運動的

關係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3-2-1  

4-2-1  

【環境教育】 

1-2-2 

十

四 

三、

認識

動物 

2.動

物的

運動

方式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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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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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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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希望透過活動

的進行，察覺動

物有不同的運

動方式及其活

動時所運用的

身體部位，並了

解動物的身體

外形和運動的

關係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3-2-1  

4-2-1  

【環境教育】 

1-2-1 



 

十

五 

三、

認識

動物 

3.動

物的

分類 

1-2-1-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4 知道依目的(或屬性)不同，可做不同的分類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2-2 知道陸生(或水生)動物外型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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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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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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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知道人類有許

多發明與動物

有關，並能將動

物進行簡單的

分類。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資訊教育】 

1-2-1  

3-2-1  

4-2-1  

【環境教育】 

1-2-2  

【海洋教育】 

5-2-4  

5-2-5 

十

六 

四、

天氣

與生

活 

1.觀

測天

氣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

量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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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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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透過觀測、測

量、記錄與實作

等方式進行，在

觀測天氣活動

的進行中，能學

會觀測天氣的

變化，及氣溫計

的使用方法，並

進行天氣觀測。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3-2-2  

4-2-1 

十

七 

四、

天氣

與生

活 

1.觀

測天

氣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

量 

1-2-2-3 了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

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原因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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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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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2-3-2 養成遇到問題時，先試著確定問題性質，再

加以實地處理的習慣 

透過觀測、測

量、記錄與實作

等方式進行，在

觀測天氣活動

的進行中，能學

會觀測天氣的

變化，及氣溫計

的使用方法，並

進行天氣觀測。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3-2-2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3-2-2  

4-2-1 



 

十 

八 

四、

天氣

與生

活 

2.氣

象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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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4-1 知道可用氣溫、風向、風速、降雨量來描述

天氣。發現天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多寡在天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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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7-2-0-1 

在解讀天氣預

報的內容，能了

解各個項目的

敘述方式，並了

解天氣四季不

同的變化。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2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3-2-2  

4-2-1 

十

九 

四、

天氣

與生

活 

期末

評量 

2.氣

象報

告 

3.天

氣對

生活

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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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2-2-6-1 認識傳播設備，如錄音、錄影設備等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

促成的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互動關係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

的辦法 

7-2-0-1 利用科學知識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低來考慮

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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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口頭報告 

口頭討論 

小組互動

表現 

習作評量 

實驗操作 

觀察記錄 

【生涯發展

教育】 

3-2-2  

【資訊教育】 

4-2-1  

【環境教育】 

3-2-2 

4-2-1 

二

十 

總

複

習 

課 外

補 充

及 補

救 教

學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

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

訊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能澄清觀念，加

深加廣相關知

識。 3 

小組互動

表現 

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

教育】 

3-2-1 

【性別平等

教育】 

1-2-1 

※ 學期成績計分標準 

期中：50%（平時成績佔 60%、期中評量佔 40%） 

期末：50%（平時成績佔 60%、期末評量佔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