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海峽兩岸教學觀摩研討會 

  林燕文  老師教學設計 

教學主題 
看不見的空氣－ 

空氣的特性 
教學年級 三年級上學期 

設計者 林燕文 教學者 林燕文 

教學目標 

1. 藉由有趣的科學現象之呈現，引發學生對空氣的特性主動探究的

興趣。 

2. 讓學生理解空氣具有膨脹、收縮的和可被壓縮的特性。 

3. 培養學生對空氣膨脹、收縮的特性具備科學解釋的能力，並能透

過探究活動瞭解其影響因素。 

4. 讓學生探討空氣和水可被壓縮程度的差異性，並藉由小組論證瞭

解其成因。 

5. 培養學生對科學問題解決的能力，並膫解對科學現象的解釋，必

須有證據作為背後的支持，才能獲得別人的認同。 

設計理念 

1. 教學者先呈現利用空氣特性之有趣的科學現象，引發學生的好奇

心，促使學生產生進一步探究的動機。 

2. 教學者引導形成科學問題，先讓學生提出初步的科學解釋，再藉

由動手實驗進行科學探究，並進行小組論證，修正原先的科學解

釋。 

3. 透過科學探究和小組論證的方式，引導學生瞭解科學解釋必須具

有背後支持的證據，才能獲得認可。 

4. 希望藉由小組論證和科學探究之學習活動促進學生對於空氣膨

脹、收縮、可被壓縮等相關科學概念的理解。 

教材來源 康軒版三年級上學期第 3單元：看不見的空氣－空氣的特性 

教  學  活  動 

配合之教學

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基準 



 

藉 由 有 趣

的 科 學 現

象 之 呈

現，引發學

生 對 空 氣

的 特 性 主

動 探 究 的

興趣。 

 

活動過程(一)：聯結學生舊經驗(3分鐘) 

1.藉由互動討論，聯結學生先前學習過

有關空氣存在環境周遭、空氣占有空

間等相關舊學習經驗。 

 

活動過程(二)：引發學習動機(7分鐘) 

1.呈現關於空氣特性之「步步高升」有

趣的科學現象，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與

欲進一步探究的動機。 

 

課本圖文 

教學 ppt 

實物攝影機 

高頸反應瓶 

1. 學生能說

明生活環

境中充滿

空氣並占

有體積。 

2. 學生表現

出對呈現

之科學現

象具有高

度的興趣

與好奇。 

讓 學 生 理

解 空 氣 具

有膨脹、收

縮 的 和 可

被 壓 縮 的

特性。 

活動過程(三)：進行科學解釋 (3分鐘) 

1. 教師在學生觀察教師呈現的科學

現象之後，提出關於空氣特性之科

學問題讓學生試著回答。 

2. 學生對教師所提之有關空氣特性

之科學問題提出初始的科學解

釋，並檢視其合理性。 

記錄學習單 

學生對教師提

出的科學問題

能做初始的科

學解釋，並檢

視其合理性。 

培 養 學 生

對 空 氣 膨

脹、收縮的

特 性 具 備

科 學 解 釋

的能力，並

能 透 過 探

究 活 動 與

小 組 論 證

瞭 解 其 影

響因素。 

 

活動過程(四)：進行科學實驗探究和小組

論證 (12 分鐘) 

1. 讓學生進行實際實驗操作，對問題

進行科學探究。 

2. 學生蒐集實驗證據來修正自己原

先對科學問題的科學解釋。 

3. 教師從旁引導協助學生進行小組

論證。 

4. 透過學生小組的論證讓學生提出

最終的解釋；而這個解釋必須是有

證據加以支持的。 

 

教學 ppt 

記錄學習單 

1. 學生對空

氣特性的

科學問題

能進行實

驗探究。 

2. 學生能利

用小組論

證的過程

對科學問

題提出有

證據支持

的科學解

釋。 



讓 學 生 探

討 空 氣 和

水 可 被 壓

縮 程 度 的

差異性，並

藉 由 實 驗

探 究 與 小

組 論 證 探

討其原因。 

 

活動過程(五)：空氣和液體可被壓縮特性

的探究 (12分鐘) 

1.教師先示範講解在針筒中分別壓

縮空氣和水的實驗，並提示注意事

項。 

2.讓學生分組進行實驗探究，並作成

記錄。 

3.學生進行小組論證探討空氣和水

被壓縮程度的差異的原因。 

4.學生依據證據提出小組的科學解

釋。 

5.從實驗探究和小組論證過程讓學

生體認所提出的科學解釋必須具

有證據作為背後的支持，才能獲得

別人的認同。 

針筒、水槽 

實物攝影機 

記錄學習單 

1. 學生能說

出空氣和

水可壓縮

程的不同。 

2. 學生能提

出有證據

的科學解

釋來說明

其差異。 

科 學 概 念

學習統整 

活動過程(六)：綜合統整 (3 分鐘) 

1. 學生學習概念心得發表。 

2. 引導學生對本次學習概念進行綜

合統整。 
教學 ppt 

記錄學習單 

學生能將所學

習到的科學概

念統整說明。 

本節結束 

 



科學現象呈現示意圖 

 

 

 

 

 

 

 

 

 

 

 

 

 

 

 

 

 

 

 

 

 

 

 

 

 

 

步步高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