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小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計畫 

領域 自然 年級 六年級 任課老師 黃碧珠 

教材來源 康軒版六下第十二冊 

教學理念 引起動機、主動學習、樂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培養國民面對資訊爆炸、科技發達、社會快速變遷的新世代；具備人文情懷、生活能

力、民主素養、本土與國際意識；並能將所學的科學與科技的探究方法及基本知能應

用於當前及未來的生活。 

1、以兒童為中心的學習活動。2、符合兒童經驗與認知。3、促進兒童思考智能。 

4、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5、多元學習的活動設計。6、科學與生活結合。 

7、動手做從實驗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8、培養科學精神發展人文關懷。 

9、科技離不開人性。 

教學目標 1.認識生活中的各種機械原理與作用。 

2.藉由實驗，知道槓桿原理達到省力或使工作方便、省時的效果。 

3.知道滑輪可以改變施力的方向，也可以省力。 

4.知道輪軸可以省力，以及輪軸的應用。 

5.知道齒輪、鏈條和流體如何傳送動力。 

6.觀察發現熱會使物體溫度改變，並進一步發現有些物質受熱後，性質會改變，不可  

  復原，而有些則性質並沒有改變。 

7.察覺大部分的固體、液體、氣體等物質，受熱後，都會產生熱脹冷縮的現象，並知 

  道熱脹冷縮在生活中的應用。 

8.認識熱在不同物質間會有傳導、對流和輻射三種不同的傳播方式。 

9.認識保溫與散熱的原理與方法。 

10.察覺不同的環境中，擁有不同的生物面貌。 

11.了解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到陽光、水分、溫度及食物的影響。 

12.知道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 

13.知道水和空氣汙染的影響與防治方法，並進一步培養環境保育概念。 

14.認識可再生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並了解自然資源十分有限，進而培養保護環境的 

  觀念，讓地球上所有生物能永續生存。 

 

教學內容 1、 透過操作，認識槓桿、滑輪、輪軸、齒輪、鏈條，了解簡單機械如何使人做事方

便或省力。知道水和空氣也能夠傳送動力，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2、 熱是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現象；發現熱不但會使物質溫度改變，同時有些物質受熱  

 性質會改變，無法再復原，但有些則只是形態改變而已。接著藉由實驗，了解物質不       

論是固體、液體還是氣體，都有熱脹冷縮的變化。最後再進一步探討熱的傳播方式

察覺物體可利用傳導、對流、輻射等方式，把熱由高溫處傳向低溫處並應用於保與

散熱。 

3察覺影響生物分布與習性的環境因素。然後了解人為開發所造成的環境變動與正面、



負面影響。最後藉由實際進行環保議題的辯論與研究，培養關愛自然環境的情操。 

教學方式或活

動 

1、應用數位教學資源進行講述，並與學生課堂互動討論。 

2、以兒童為中心的學習活動。 

3、符合兒童經驗與認知。 

4、促進兒童思考智能。 

5、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 

6、多元學習的活動設計。 

7、科學與生活結合。 

8、運用五官進行觀察活動。 

9、動手操作或實驗活動，具體概念，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10、科學閱讀、自由探索，啟發探究的精神。 

教學要求 1、認真學習、用心上課、細心觀察、遵守上課公約。 

2、作業態度認真確實、字體工整、準時繳交作業、按時簽名訂正。 

3、以人文的素養、培育科學的觀念。 

家長配合事項 1、請家長協助督促貴子弟完成作業、訂正，並配合簽閱。 

2、請家長叮嚀貴子弟上自然課時攜帶課本、習作及教師交待之學用品，感謝您的協助。 

3、若有任何疑慮，歡迎家長與老師連繫，老師會以開放的心胸、包容的情懷，誠心與

您為我們的孩子一起解決問題。 

評量方式 定期評量、平時測驗、課堂表現、習作。 

成績計算方式 1、習作、口頭發表、報告或學習態度 25％ 

2、平時測驗成績、學習單 25％ 

3、定期評量成績（二次）50％ 

備註 黃老師聯絡電話:09375172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