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國中部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九 年級彈性課程領域「 日常中的科學Ⅱ 」科教學計畫表 

一、本學期學習目標： 

甲、 證實氧氣具有助燃性，而二氧化碳可以用來滅火。 

乙、 認識電鍍的原理與方法。 

丙、 了解鐵磁性物質的磁化現象。 

丁、 從天然災害、環境汙染、全球變遷來檢測並關懷我們的居住環境。 

戊、 認識科技與生活的關係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認識電與磁地球環境與災害科技總動員 

三、補充說明：此課程以課本之延伸或替代活動為主。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作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
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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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
的知識。 

氧的助燃性與燃燒產物 
1.把木炭盛在燃燒匙上，先在酒精燈上燒紅後插入
氧氣瓶中，觀察木炭的燃燒情形。 
2.木炭停止燃燒後，加入少許水並蓋上玻璃片，輕
輕搖動以溶解燃燒後的產物。 
3.將瓶內的水溶液分裝於兩支試管中，兩支試管分
別滴入澄清石灰水和廣用試劑，觀察試管中水溶液
有何變化？ 
4.把鎂帶纏繞在燃燒匙上，點燃後趕快插入氧氣瓶
中，觀察燃燒情形及瓶內殘留的物質，然後加少許
水並滴入廣用試劑，觀察水溶液有何變化？ 

1.氧氣瓶 2 瓶 
2.酒精燈 
3.玻璃片 
4.燃燒匙 
5.試管 
6.澄清石灰水 
7.打火機 
8.鎂帶 
9.木炭 
10.廣用試劑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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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作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
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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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
得的知識。 

什麼物質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燒？～二氧化碳的
製備 
甲、二氧化碳的製備 
1.在水槽中加水至三分之二滿，取兩個廣口瓶置入
水槽中，裝滿水並倒立水槽中。 
2.在錐形瓶內放入兩刮勺大理石碎片，再以附有薊
頭漏斗的橡皮塞塞緊瓶口，薊頭漏斗長管末端盡量
插到錐形瓶底部。 
3.由薊頭漏斗加水，使瓶內水位略高於薊頭漏斗的
長管末端，並把橡皮管移入裝滿水的廣口瓶中。 
4.從薊頭漏斗加入 20mL 的稀鹽酸，並開始收集氣
體。 
5.第一瓶收集到的氣體並不是純二氧化碳，所以重
新裝水再收集一次。待二氧化碳充滿瓶中時，在水
中以玻璃片蓋好瓶口，再把廣口瓶移出水面，瓶口
向上置於桌面。 
6.重覆步驟 1～5，共製備兩瓶二氧化碳。 
乙、二氧化碳的性質 
1.點燃一根火柴，插入裝有二氧化碳的集氣瓶中，
觀察燃燒情形。 
2.用坩堝鉗夾緊鎂帶並點燃，立刻插入裝有二氧化
碳的集氣瓶中，觀察是不是繼續燃燒？等作用停
止，檢查集氣瓶內壁有無物質附著。 

1.水槽 
2.廣口瓶 
3.玻璃片 
4.錐形瓶 
5.薊頭漏斗 
6.橡皮管 
7.橡皮塞 
8.滴管 
9.燒杯 
10.酒精燈 
11.坩堝鉗 
12.打火機 
13.稀鹽酸 
14.大理石碎片 
15.火柴 
16.鎂帶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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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作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
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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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
得的知識。 

什麼物質可以在二氧化碳中燃燒？～二氧化碳的
製備 
甲、二氧化碳的製備 
1.在水槽中加水至三分之二滿，取兩個廣口瓶置入
水槽中，裝滿水並倒立水槽中。 
2.在錐形瓶內放入兩刮勺大理石碎片，再以附有薊
頭漏斗的橡皮塞塞緊瓶口，薊頭漏斗長管末端盡量
插到錐形瓶底部。 
3.由薊頭漏斗加水，使瓶內水位略高於薊頭漏斗的
長管末端，並把橡皮管移入裝滿水的廣口瓶中。 
4.從薊頭漏斗加入 20mL 的稀鹽酸，並開始收集氣
體。 
5.第一瓶收集到的氣體並不是純二氧化碳，所以重
新裝水再收集一次。待二氧化碳充滿瓶中時，在水
中以玻璃片蓋好瓶口，再把廣口瓶移出水面，瓶口
向上置於桌面。 
6.重覆步驟 1～5，共製備兩瓶二氧化碳。 
乙、二氧化碳的性質 
1.點燃一根火柴，插入裝有二氧化碳的集氣瓶中，
觀察燃燒情形。 
2.用坩堝鉗夾緊鎂帶並點燃，立刻插入裝有二氧化
碳的集氣瓶中，觀察是不是繼續燃燒？等作用停
止，檢查集氣瓶內壁有無物質附著。 

1.水槽 
2.廣口瓶 
3.玻璃片 
4.錐形瓶 
5.薊頭漏斗 
6.橡皮管 
7.橡皮塞 
8.滴管 
9.燒杯 
10.酒精燈 
11.坩堝鉗 
12.打火機 
13.稀鹽酸 
14.大理石碎片 
15.火柴 
16.鎂帶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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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作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
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
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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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
化。 
2-4-5-4 了解化學電池與電解作用。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
的知識。 

電鍍銅 
1.用砂紙磨除被鍍物表面的鏽斑。 
2.以鑷子夾取被鍍物浸入 100mL 氫氧化鈉溶液約 1
分鐘以去除油汙。 
3.以鑷子將被鍍物自氫氧化鈉溶液中取出，使用盛
裝蒸餾水的洗滌瓶沖洗。 
4.以銅片當作正極，被鍍物當作負極，硫酸銅溶液
作為電鍍液，用導線連接電源。 
5.調整電流約 0.1A，通電 10～15 分鐘，觀察被鍍物
表面顏色的變化。 
6.關閉電源，用鑷子將被鍍物取出，以蒸餾水沖洗
後，再用吸管吸取丙酮沖洗，並靜置使其乾燥。 
7.使用後的氫氧化鈉與硫酸銅溶液，應分別倒入指
定的容器中回收，可供其他班級繼續使用。 

1.直流電（電源或電
池組）（9V）1 組 
2.砂紙一張 
3.燒杯（250mL）3 個 
4.鑷子一支 
5.硫酸銅溶液（0.5M）
200mL 
6.丙酮 100mL 
7.導線（附鱷魚夾）
數條 
8.洗滌瓶 1 個 
9.銅片（5cm×3cm）1
片 
10.氫氧化鈉溶液（1
％） l00mL、滴管 1
支 
11.被鍍物（如金屬湯
匙或鑰匙）等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4.活動紀錄的
書寫及結果
討論是否正
確？ 
5.組員之間是
否 分 工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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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作觀察。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
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
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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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
化。 
2-4-5-4 了解化學電池與電解作用。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
得的知識。 

電鍍銅 
1.用砂紙磨除被鍍物表面的鏽斑。 
2.以鑷子夾取被鍍物浸入 100mL 氫氧化鈉溶液約 1
分鐘以去除油汙。 
3.以鑷子將被鍍物自氫氧化鈉溶液中取出，使用盛
裝蒸餾水的洗滌瓶沖洗。 
4.以銅片當作正極，被鍍物當作負極，硫酸銅溶液
作為電鍍液，用導線連接電源。 
5.調整電流約 0.1A，通電 10～15 分鐘，觀察被鍍
物表面顏色的變化。 
6.關閉電源，用鑷子將被鍍物取出，以蒸餾水沖洗
後，再用吸管吸取丙酮沖洗，並靜置使其乾燥。 
7.使用後的氫氧化鈉與硫酸銅溶液，應分別倒入指
定的容器中回收，可供其他班級繼續使用。 

1.直流電（電源或電
池組）（9V）1 組 
2.砂紙一張 
3.燒杯（250mL）3 個 
4.鑷子一支 
5.硫酸銅溶液（0.5M）
200mL 
6.丙酮 100mL 
7.導線（附鱷魚夾）
數條 
8.洗滌瓶 1 個 
9.銅片（5cm×3cm）1
片 
10.氫氧化鈉溶液（1
％）l00mL、滴管 1
支 
11.被鍍物（如金屬湯
匙或鑰匙）等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4.活動紀錄的
書寫及結果
討論是否正
確？ 
5.組員之間是
否 分 工 合
作？ 

6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
畫的觀察。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
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3-4-0-8 認識做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
胸、與可重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
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
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7-4-0-2 學習操作各種簡單儀器。 

鐵沙的磁化現象 
1.在試管中裝入細鐵沙約九分滿，然後以橡皮塞塞
緊試管口。 
2.將裝鐵沙試管的一端靠近羅盤，觀察羅盤磁針是
否發生偏轉。 
3.以磁鐵的Ｎ極（或Ｓ極）碰觸試管的一端，輕輕
敲擊試管數下，然後移開磁鐵，再將試管與磁鐵碰
觸的一端靠近羅盤磁針的 N 極與 S 極，觀察磁針
會如何偏轉。 
4.手持試管並劇烈搖晃試管，再將試管的一端靠近
羅盤，觀察羅盤磁針是否發生偏轉。 

1.試管 1 支 
2.橡皮塞 1 個 
3.鐵沙適量 
4.磁鐵 1 個 
5.羅盤 1 只 

1.評量各組實
驗操作與紀
錄，以及對所
觀察現象的
解釋是否明
確 

7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
畫的觀察。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
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傳達。 
3-4-0-8 認識做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
胸、與可重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
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
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7-4-0-2 學習操作各種簡單儀器。 

鐵沙的磁化現象 
1.在試管中裝入細鐵沙約九分滿，然後以橡皮塞塞
緊試管口。 
2.將裝鐵沙試管的一端靠近羅盤，觀察羅盤磁針是
否發生偏轉。 
3.以磁鐵的Ｎ極（或Ｓ極）碰觸試管的一端，輕輕
敲擊試管數下，然後移開磁鐵，再將試管與磁鐵碰
觸的一端靠近羅盤磁針的 N 極與 S 極，觀察磁針
會如何偏轉。 
4.手持試管並劇烈搖晃試管，再將試管的一端靠近
羅盤，觀察羅盤磁針是否發生偏轉。 

1.試管 1 支 
2.橡皮塞 1 個 
3.鐵沙適量 
4.磁鐵 1 個 
5.羅盤 1 只 

1.評量各組實
驗操作與紀
錄，以及對所
觀察現象的
解釋是否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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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
達方式。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程，
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
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
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科學
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
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
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
衣、住、行）時，依科學知識來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地震來了～虛擬實境 
1.全班分為 5～6 組，每組抽一個虛擬情境籤。 
2.將同組同學的桌椅拼起來，形成小組。 
3.各組備妥工具，設計道具，依虛擬情境籤安排劇
本和角色。 
4.每組將抽到的情境用道具布置出來，組員各就各
位，扮演地震來時各角色的應變行動。（地震信號
可由老師發出，或各組擔任旁白的學生） 
5.各組對表演組評分、統計。（給各組一個牌子，組
內商議給出分數，0～10 分，統計各組分數寫在黑
板上） 
虛擬情境範例提供： 
1.在教室上課（角色：老師、學生等，地點：1F、
3F、4F、地下室等）。 
2.在電影院看電影（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其
他觀眾、廣播員等）。 
3.在家中客廳聊天、看電視或打牌（角色：朋友、
同學、家人、寵物等）。 
4.在公車上（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寵物、其
他乘客、司機等）。 
5.在傳統市場或商店騎樓逛街（角色：朋友、同學、
家人、寵物、路人、老闆等）。 
6.在擁擠的福利社買東西（角色：同學、老師、販
賣人員、其他學生等）。 
7.在餐廳吃飯（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其他客
人、服務人員、經理或老闆等，地點：1F、3F、4F、
地下室等）。 

1.麥克風 
2.虛擬情境籤 
3.壁報紙 
4.簽字筆 
5.膠帶 
6.訂書機 
7.白膠 
8.彩色筆 
9.課桌椅 
10.黑板 
11.粉筆 

1. 同組同學
之間合作的
態度及對活
動的參與度 
2.情境表現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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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
表達方式。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
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
程，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
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
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
科學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
推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
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
衣、住、行）時，依科學知識來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地震來了～虛擬實境 
1.全班分為 5～6 組，每組抽一個虛擬情境籤。 
2.將同組同學的桌椅拼起來，形成小組。 
3.各組備妥工具，設計道具，依虛擬情境籤安排劇
本和角色。 
4.每組將抽到的情境用道具布置出來，組員各就各
位，扮演地震來時各角色的應變行動。（地震信號
可由老師發出，或各組擔任旁白的學生） 
5.各組對表演組評分、統計。（給各組一個牌子，
組內商議給出分數，0～10 分，統計各組分數寫在
黑板上） 
虛擬情境範例提供： 
1.在教室上課（角色：老師、學生等，地點：1F、
3F、4F、地下室等）。 
2.在電影院看電影（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其
他觀眾、廣播員等）。 
3.在家中客廳聊天、看電視或打牌（角色：朋友、
同學、家人、寵物等）。 
4.在公車上（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寵物、其
他乘客、司機等）。 
5.在傳統市場或商店騎樓逛街（角色：朋友、同學、
家人、寵物、路人、老闆等）。 
6.在擁擠的福利社買東西（角色：同學、老師、販
賣人員、其他學生等）。 
7.在餐廳吃飯（角色：朋友、同學、家人、其他客
人、服務人員、經理或老闆等，地點：1F、3F、4F、
地下室等）。 

1.麥克風 
2.虛擬情境籤 
3.壁報紙 
4.簽字筆 
5.膠帶 
6.訂書機 
7.白膠 
8.彩色筆 
9.課桌椅 
10.黑板 
11.粉筆 

1.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活動
的參與度 
2.情境表現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0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
表達方式。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
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
程，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
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
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
科學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
推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
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
衣、住、行）時，依科學知識來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地震來了～虛擬實境 
依活動地震來了的組別，進行益智問題搶答。(在
黑板計分) 
地震來了益智問題集範例提供： 
1.震央是什麼？ 
2.地震時為何會發生火災？ 
3.地震可能造成哪些災害？ 
4.震源是什麼？ 
5.震度是什麼意思？ 
6.舉出 3 個臺灣以外常發生地震的地區？ 
7.地震規模是什麼意思？ 
8.舉出建築物防震的方法？ 
9.舉出平常家中預防地震的措施？ 
10.準備緊急救命的維生包，應放入哪些物品？ 
11.大地震可能會有些什麼前兆？ 
12.舉出一個 921 集集大地震以外的大地震實例？ 
13.地震可能有益處嗎？試舉例解釋。 
14.除地球之外，舉出可能也有地震發生的星球？ 
15.當你在書房打電腦時，突然發生地震，你該怎
麼做？ 
16.搭公車時，突然天搖地晃，你要如何應變？ 
17.在操場升旗時發生地震，應該怎麼做？ 
18.在地下室停車場，遇到地震該如何應變？ 
19.其他…… 

1.麥克風 
2.問題集 
3.課桌椅 
4.黑板 
5.粉筆 

1.活動討論的
參與性 
2.回答的合適
性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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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
的意義 

及形成概念。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

料具有 
的內涵性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

表達方 
式。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

出解決 
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程，經由

觀察、 
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

資料， 
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

自己 
的研究成果，作科學性的描述。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

推廣方 
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

關的 
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

衣、 
住、行）時，依科學知識來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 

這是什麼聲音？ 
1.先利用教室設備製造出聲音，並在黑板上標明聲
音編號和簡單說明。例如一、關門，二、搬桌椅（桌
椅在地上拖行）。 
2.學生將聲音編號和簡單說明寫在紙上，紀錄下對
每種聲音的感覺並給分，感覺最舒服給 4 分，最不
舒服給 0 分。 
3.接著播放事先錄製好的各種聲音，也應將各種聲
音接續編號，寫在黑板上，方便學生紀錄和辨識。 
4.依序統計每種聲音全班評給的分數，最後歸納出
數種大家共同覺得最舒服與最不舒服的聲音。 

教室各設備器材皆
可 

1.對本實驗原
理的了解 
2.操作實驗的
精準度及方
法 
3.同組同學之
間合作的態
度及對實驗
的參與度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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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
具有的內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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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程，
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
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
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科學
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
循固定的程序，但其中通常包括搜集相關證
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
釋數據。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
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設為議題，作科學性
的理解與研判。 

哪些氣體可能造成氣溫上升？ 
1.請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或運用各種管道收集空
氣、二氧化碳、氧氣、汽機車廢氣及自選任意一種
氣體。 
2.將步驟 1 所得的氣體分別封存於錐形瓶中，並以
橡皮塞緊密塞合，橡皮塞上插入溫度計，置入大約
距離底部三分之一深處。 
3.將數瓶裝有不同氣體的錐形瓶排列成圓形，中央
置入並開啟 100W 電燈泡，使各個錐形瓶能夠均勻
受熱（為防止熱量散失，可於排列好之錐形瓶周圍
圍以隔熱設施，或直接置於大型保麗龍容器內進行
實驗）。 
4.先量取 5 個錐形瓶中氣體的溫度，然後開啟 100W
電燈泡，每一分鐘分別記錄溫度計的溫度，記錄 20
分鐘。 
5.將所得到的溫度上升資料繪製成折線圖（繪製在
同一張方格紙即可）。 
6.比較折線圖中各個錐形瓶溫度的上升情況。 

1.500mL 錐形瓶 5 個 
2.橡皮塞 5 個 
3.溫度計 5 個 
4.100 W 電燈泡 
5.計時器 

1.以舉手問
答的方式，評
量學生對於
溫室效應的
概念是否完
整。 
2.評估各組
對於二氧化
碳、氧氣及任
一種氣體的
收集方法、實
驗設計是否
完整、實驗操
作是否正
確，給予小組
總評。 
3.評量學生
觀察的態度
及參與活動
進行的情況
（包括學生
活動前的準
備及活動後
的整理工
作）。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3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
具有的內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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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程，
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
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
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科學
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
循固定的程序，但其中通常包括搜集相關證
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
釋數據。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
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設為議題，作科學性
的理解與研判。 

哪些氣體可能造成氣溫上升？ 
1.請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或運用各種管道收集空
氣、二氧化碳、氧氣、汽機車廢氣及自選任意一種
氣體。 
2.將步驟 1 所得的氣體分別封存於錐形瓶中，並以
橡皮塞緊密塞合，橡皮塞上插入溫度計，置入大約
距離底部三分之一深處。 
3.將數瓶裝有不同氣體的錐形瓶排列成圓形，中央
置入並開啟 100W 電燈泡，使各個錐形瓶能夠均勻
受熱（為防止熱量散失，可於排列好之錐形瓶周圍
圍以隔熱設施，或直接置於大型保麗龍容器內進行
實驗）。 
4.先量取 5 個錐形瓶中氣體的溫度，然後開啟 100W
電燈泡，每一分鐘分別記錄溫度計的溫度，記錄 20
分鐘。 
5.將所得到的溫度上升資料繪製成折線圖（繪製在
同一張方格紙即可）。 
6.比較折線圖中各個錐形瓶溫度的上升情況。 

1.500mL 錐形瓶 5 個 
2.橡皮塞 5 個 
3.溫度計 5 個 
4.100 W 電燈泡 
5.計時器 

1.以舉手問
答的方式，評
量學生對於
溫室效應的
概念是否完
整。 
2.評估各組
對於二氧化
碳、氧氣及任
一種氣體的
收集方法、實
驗設計是否
完整、實驗操
作是否正
確，給予小組
總評。 
3.評量學生
觀察的態度
及參與活動
進行的情況
（包括學生
活動前的準
備及活動後
的整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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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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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
具有的內涵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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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
解決問題的策略、規劃及設計問題的流程，
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
的過程獲得資料，作變量與應變量之間相應
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作科學
性的描述。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
說；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
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
循固定的程序，但其中通常包括搜集相關證
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
釋數據。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
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設為議題，作科學性
的理解與研判。 

哪些氣體可能造成氣溫上升？ 
1.請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或運用各種管道收集空
氣、二氧化碳、氧氣、汽機車廢氣及自選任意一種
氣體。 
2.將步驟 1 所得的氣體分別封存於錐形瓶中，並以
橡皮塞緊密塞合，橡皮塞上插入溫度計，置入大約
距離底部三分之一深處。 
3.將數瓶裝有不同氣體的錐形瓶排列成圓形，中央
置入並開啟 100W 電燈泡，使各個錐形瓶能夠均勻
受熱（為防止熱量散失，可於排列好之錐形瓶周圍
圍以隔熱設施，或直接置於大型保麗龍容器內進行
實驗）。 
4.先量取 5 個錐形瓶中氣體的溫度，然後開啟 100W
電燈泡，每一分鐘分別記錄溫度計的溫度，記錄 20
分鐘。 
5.將所得到的溫度上升資料繪製成折線圖（繪製在
同一張方格紙即可）。 
6.比較折線圖中各個錐形瓶溫度的上升情況。 

1.500mL 錐形瓶 5 個 
2.橡皮塞 5 個 
3.溫度計 5 個 
4.100 W 電燈泡 
5.計時器 

1.以舉手問
答的方式，評
量學生對於
溫室效應的
概念是否完
整。 
2.評估各組
對於二氧化
碳、氧氣及任
一種氣體的
收集方法、實
驗設計是否
完整、實驗操
作是否正
確，給予小組
總評。 
3.評量學生
觀察的態度
及參與活動
進行的情況
（包括學生
活動前的準
備及活動後
的整理工
作）。 

15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
達方式。 
4-4-2-1 從日常產品中，了解臺灣的科技發
展。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4-4-3-4 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
試與調整。 

電子明滅器 
1.分工：學生以 2 人為一組，搜集閱讀各種有關電
子明滅器製作之資料。 
2.繪製電路：依據所搜集的資料，繪製電子明滅器
的電路於活動紀錄單上。 
3.測試電子元件：使用三用電錶對電子元件進行檢
測。 
4.製作電路：將所須的電子元件依電路圖在麵包板
上依序安置妥當。 
5.電路銲接：將所須的電子元件依電路圖在電路板
上依序進行銲接。 

1.電晶體 
2.電阻 
3.發光二極體 
4.電容器 
5.電路開關 
6.電池及連接線 
7.印刷電路板 

1.著重學生
作品的實用
性 
2.檢視其是
否達到活動
所呈現的問
題要求 
3.學生的互
評、工作態度
及善後處理
工作。 

16 總複習週(全)    

17 總複習週(全)    



教學期程 

(周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8 畢業典禮，課程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