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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科學概念： 

知道空氣和其他物質一樣，可以保持自己的空間，也可以取得其他物

質的空間，即空氣也可以佔據空間。  

過程與方法： 

能利用實驗體驗空氣可以佔據空間，並分析空氣如何佔據空間；會用

畫圖的方式將空氣佔據空間的過程視覺化。 

情感、態度、價值觀：  

樂於研究空氣佔據空間的相關內容；意識到空氣也是一種物質。 

 

設計理念 

1. 維果茨基說：如果兒童在最近發展區接受新的學習，其

發展會更有成果。建構主義者根據這一理論發展了一種

新的教學模式——支架式教學。 

2. 支架式教學就是指通過支架(教師的幫助)把學習任務

逐漸由教師轉移給學生自己，最後撤去支架。在教學過

程中，教師需要不斷地調整和修改提供給學生的支援的

內容和形式，以最好地適合學生的發展水準。教師引導

著教學的進行，使學生掌握、建構和內化所學的知識技

能，從而使學生進行更高水準的認知活動。 

教材來源 
書名：《科學》 出版社：教育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 5月 

教  學  活  動 

配合之教學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基準 

 

利用遊戲，創設情

境，且使學生知道

蘿蔔這樣的固體，

水這樣的液體物質

一、創設情境，集中話題 

“蘋果•水”遊戲 

1.教師出示裝滿水的燒杯，然後請學生預

設，如果往裏面加入蘋果，會發生什麼？ 

2.學生回答：水會流出來 

 

 

演示材料： 

燒杯一個 

蘋果一個、水 

 

 

學生能夠發

現蘋果和水

可以佔據空



可以佔據空間。進

而提出問題，無

色、透明的空氣是

否也可以佔據空

間，從而進入下一

環節的探究。 

 

3.教師提問：你的回答很有道理，你是怎

麼想的？ 

4.教師做深呼吸，談話：水和蘋果可以佔

據空間，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可以佔據

空間嗎？ 

5.教師板書課題，並談話:這節課我們就來

研究這個問題。 

 

 

 

 

 

 

 

間，並提出

質疑，空氣

是否可以佔

據空間 

本課難點之一就是

理解什麼叫“佔

據”，從百度百寇

里知道，這個詞有

兩重含義：一是用

強力保持（自己的

空間）；一是用強力

取得（其他物質的

空間）。但僅從字面

意思理解，對於學

生來說過於抽象。

所以借助搶椅子活

動幫助學生突破難

點。 

二、探究與分析 

活動 1 搶椅子 

1.教師談話，引導學生用近義詞解詞法理

解“佔據”這個詞。 

2.教師出示課件：百度百科對“佔據”一

詞的解釋 

3.教師請名同學和老師合作搶椅子，一次

老師搶到；一次讓同學搶到，但又被老師

搶走椅子 

4.教師請同學結合觀察到的解釋“佔據”

的兩層含義，並板書 

5.教師小結：空氣真的有這樣兩種本事

嗎？想不想實驗看看？ 

 

 

 

 

 

學生通過和

老師搶椅子

的過程，能

夠瞭解“佔

據”一詞的

雙重含義 

 

這個活動意在借助

可見可觸摸到的

水，無法佔據空氣

的空間，從而使學

生完成“佔據”第

一層含義的理解，

即空氣可以用強力

保持自己的空間。

體驗之後的分析解

釋工作，有助於學

生將形象思維與抽

象思維結合。第一

活動 2 讓水出發 

1.教師出示漏斗、燒瓶，介紹名稱用途 

2.學生預測，將水倒入裝置 A，會怎樣？

3.請同學說說是怎麼想的。 

4.教師演示：讓燒杯裏的水出發，借助漏

斗進入裝置 A 

 

 

 

 

 

 

 

演示材料：平

底燒瓶一

個、漏斗一

個、水 

 

分組材料：平

底燒瓶一

個、漏斗一

個、橡皮泥、

水 

 

 

 

 

 

 

 

 

 

 

 

學生能夠從

教師的裝置

装置 A 



次記錄讓學生用黑

色筆，全班交流

後，修改報告單

時，用紅色筆。這

樣做，可以清晰學

生概念建立的過

程，同時為科學記

錄的研究提供依據 

 

5.教師談話：你們想不想試試？ 

6.學生試驗，裝置為： 

 

 

 

 

 

 

 

 

 

7.學生觀察教師的裝置和自己的裝置有什

麼不同，找出現象不一致的關鍵點。 

8.教師出示 PPT 課件，展示裝置 A 和裝置

B同時存在於畫面的一張照片 

9.教師引導學生分析：水和空氣在裝置 A

裏的存在和流動情況 

10.學生完成裝置 B的實驗報告 

11.全班交流，修改實驗報告 

12.教師小結學生的解釋，並上升到科學概

念：空氣可以保持自己的空間不被侵入。 

和小組裝置

的實驗結果

的不同，找

到空氣可以

保持自己的

空間不被侵

入 

装置 B 



在活動 2的基礎上

稍作調整，改進活

動 2中裝置為 B的

小組的裝置，使每

個小組燒杯裏的水

都借助漏斗進入燒

瓶，順勢提出有挑

戰性的問題，能否

不傾斜燒瓶，取下

漏斗，再給兩根吸

管的情況下，讓水

再次回到燒杯中。

這個有難度的任

務，在於引導學生

理解空氣可以取得

其他物質的空間這

一科學概念。第一

次記錄讓學生用黑

色筆，修改報告單

時，用紅色筆。這

樣做，可以清晰學

生概念建立的過

程，同時為科學記

錄的研究提供依

據。可見的現象---

水的運動情況用實

線箭頭表示，而推

想的現象---空氣

的運動情況則用虛

線箭頭表示。空氣

分子用笑臉表示，

這種細節的處理，

有助於學生科學概

念的形成。 

活動 3  讓水回家 

1.教師談話：剛才大家的分析很棒！更具

挑戰性的任務來了。 

2.教師指導學生想辦法將燒杯裏剩下的水

全部倒入燒瓶中，取下漏斗放回材料盒 

3.教師提問：你能否想辦法在不傾斜燒瓶

的情況下，讓水再次回到燒杯中，送水回

家？需要什麼材料，告訴我，也許能幫到

你。 

4.學生小組討論方法，彙報交流 

5.教師提供兩根吸管，幫助學生完善實驗

設計        

6.學生實驗 

 

 

 

 

 

 

 

7.學生討論分析原因，完成裝置 C 實驗報

告 

8.全班交流，修改實驗報告 

9.教師小結學生的解釋，並上升到科學概

念：空氣可以取得其他物質的空間。 

 

分組材料：在

活動 2 材料

基礎上增加

兩根吸管 

 

 

 

 

 

 

 

 

 

 

 

 

學生在教師

啟發下，能

夠在增加兩

根吸管的條

件下，讓水

回 到 燒 瓶

中，從而能

夠理解空氣

可以取得其

他物質的空

間 

装置 C 



 

在實驗探究的基礎

上，由學生小結今

天所學。教師引導

學生將其上升為科

學概念：空氣和其

他物質（固體、液

體）一樣，也可以

佔據空間 

三、回顧與反思 

1.請學生小結 

2.教師引導上升到本節課科學概念：空氣

和其他物質（固體、液體）一樣，也可以

佔據空間  

 

 

學生能夠總

結出結論 

 

在前面學習的基礎

上，提出新的問

題，由學生利用所

學解決新問題，有

利於概念鞏固 

 

 

在前面學習的基礎

上，提出新的問

題，由學生利用所

學解決新問題，有

利於概念鞏固 

四、拓展延伸 

活動 1  聽話的水 

1.教師提問：水已經“回家”，你有沒有

辦法利用今天學的知識，在不破壞裝置的

情況下，再讓燒杯裏的水回到燒瓶裏？ 

2.學生回答，動手試一試（機動） 

3.解釋原因 

 

活動 2  神奇的收納袋 

1.教師談話，講述如何用神奇的收納袋解

決生活中的難題 

2.教師演示，打開壓縮好的收納袋 

3.學生觀察，解釋看到的現象。 

 

 

 

 

 

學生能夠應

用 課 上 所

學，解決問

題 

本節結束 

 

 

 

課名《空氣佔據空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