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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教科書中科學探究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能配合現行的課程需要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本港不同出版社的教師用書，在科學與科技範疇的單元中與科學相關的

課題的教學流程建議，能否符合課程指引中的學與教部分，以「第一手的科學探究」和「科

學探究的步驟」來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本研究探用內容分析法來分析適用書目表中的小學

常識科高小教科書的科學相關單元中各個科學探究元素的出現次數和頻率，研究發展不同出

版社的教師用書所牽涉的元素大致相同，以「探素」最多，「鑑定問題所在」最少，而各技

能之分佈都是不平均，未能讓學生全面發展其科學探究能力。期望研究結果能為小學常識科

教師在選用教科書時作參考及有助於教師選擇補充的教材及校本科學探究活動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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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主題 

小學常識教科書中科學探究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能配合現行的課程需要 

 

二、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時代變遷與教育改革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學、科技和社會的急速發展，社會對於人才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學生學習不

能只停留於背誦知識的層面，而是要學會獨立學習，達到全人發展及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以配

合知識型經濟和社會的需要。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中指

出，常識科在整個課程中的定位是要讓學生有機會結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

和「科技教育」三個學習領域所涉及的能力、知識、技能及價值觀進行學習。其設計著重培養學

生的探究精神及發展他們學會學習的能力，以配合社會需要。因此，常識科強調學生透過與生活

經驗有關的探究活動來培養他們的探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會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及解

決問題的過程來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二） 科學探究的重要性 

陳城禮及呂宗偉（1998）指出，學童發展智能與實踐技巧被認為是非常重要。在英國，其科學

科是課程的核心部分，所有五至十六歲的學生都必須修讀。這課程涵蓋較詳盡的研究技巧，有

更具組織的教學目的和更明確仔細的實現目標，並希望透過科學探討去訓練學生發展其自立及

自學的能力。英國的國立科學課程為了幫助他們探討科學的世界，課程中強調實驗和研究技巧，

例如發問，預測、假設、觀察、量度和操縱變數。但相對於香港而言，雖然香港在小學課程中

設立了常識科，但卻相對忽視對學生的科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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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常識科教師所面對的問題 

早在 1990 年教統會的《第四號報告書》指出，把三個本來獨立教學的科目；健康教育科、社會

科及科學科綜合為常識科，隨後，蘇詠梅、鄭美紅及曾昭亮的研究顯示，（1998）：當教師在

任教與科學有關的課題時面對不少困難，並存在以下四大問題的：教師學科知識不足、支援科

學教學資源缺乏、教師科學教學經驗不足和處理學生學習科學方面的困難。直到近年，常識科

教師在教授科學相關的課題時仍面對不少問題，吳本韓、張善培和李子建指出（黃素君、吳娟、

孫旭花、林碧霞、吳本韓、廖梁、李子建、陳健生、甘國臻、霍秉坤、簡麗芳引，2010）由於

香港大部分小學教師都是文科背景，所以對於教授有關科學的題材，他們是缺乏信心。吳本韓、

廖梁和李子建（2010）的研究亦顯示教師沒有信心採用探究式教學，而對科學探究是尤其沒有

信心。 

（四） 教科書的重要性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14）指出，課本不單是老師授課的教材，它同樣是

學生預習或溫習的自學材料，雖然它他並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但它對學生的學習仍然十

分重要。為了配合以學生為本的課程，課本除了能提供知識及引起他們的興趣，更要讓學生多

參與，增加師生的雙向互動。黃政傑提到，教科書和教師手冊的內容可有助研究者了解課室中

所發生的事（林淑華引，2005）。由於許多中小學教師對課程發展並不了解，擁有的教材亦不

充裕，而教科書貫徹了課程的具體內容，所以在他們準備教學時，教科書便成為了重要的參考

資料，其中的資料在導入、問題解決及應用方面皆存在不可或缺的地位（陳明印，2000）。另

外，教師在教授缺乏信心的科學相關課題時會依賴教科書，不會修訂課文的內容（黃素君等引，

2010），因此，教科書成為部分教師執教的重要參考工具。若果教科書能大程度地配合課程設

計的目標，常識科教師便可依照其中的指引來帶領學生進行探究，達至課程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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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問題 

不同出版社的教師用書，在科學與科技範疇的單元中與科學相關的課題的教學流程建議，在多

大程度上能符合課程指引中的學與教部分，以「第一手的科學探究」和「科學探究的步驟」來

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 

 

四、 研究的範圍和限制 

（一） 研究之教科書及限制 

研究以 2014-2015 年度教育局所編定的適用書目表中，有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範

疇的小學常識科中文版本教師用書作研究對象。但礙於人力、時間等因素的問題，研究者無法

針對這個範疇中所有相關教科書進行研究，所以，本研究只挑選科學概念難度較高的高小課本

（即小四至小六）作研究，而尚未有印行本的兩套教科書，包括《探究小學常識》及《Z 世代

新思維 朗文常識（第三版）》以及近十年都沒有修訂過的《今日新常識》將不在研究範圍之

內。下表（表一）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及其詳細資料： 

 

表 一：研究之教科書及其資料 

書名 副標題 年級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編著者

今日常識新領域 四年級 第2冊 

大地寶庫（第二版）

P4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徐葉慧蓮、鄭雅儀

五年級 第3冊 

光、聲、電的世界

（第二版）

P5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徐葉慧蓮、鄭雅儀

六年級 第6冊 科技天地 P6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徐葉慧蓮、鄭雅儀

朗文常識 四上B冊 （第二版） P4 培生香港 2008 林耀成、梁贊榮

五上B冊 （第二版） P5 培生香港 2008 林耀成、梁贊榮

六下C冊 （第二版） P6 培生香港 2008 林耀成、梁贊榮

小學常識 4上A （2008年修訂版） P4 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5上B （2008年修訂版） P5 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6下A （2008年修訂版） P6 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 新亞洲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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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度及效度之限制 

由於時間及資源所限，研究者在進行文本分析時只由她本人根據判準表對教師用書中的各個教

學建議活動進行判別，因此在研究信度方面可能未盡完善。另外，在效度方面，本研究的研究

工具是由研究者參考不同本地及海外相關文獻而建立，並請指導教授提供意見而成。 

 

五、 文獻回顧 

（一） 常識科中常用的學與教策略 

在課程發展議會所編定的常識科課程指引（2011）中表示，常識科教師在決定採用何種學與教策

略時，應考慮以下五大原則：能否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能否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否發展學

生的「學會學習」能力；是否著重學生共通能力的發展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及可否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就以上這五大原則，最常用的學與教模式就是探究式學習。在探究式學習的過

程中，知識的主動建構者是學生，而教師只是學習的促進者。相比由教師給予正確答案的傳統做

法，學生要自行提出探索的問題、搜尋重要的資料及尋求合適的解決辦法來得到答案，是一個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指引中指出學生應參與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如：實驗活動、設計與製作

及分析等來進行探究式學習，專題研習、科學探究及服務式學習就是本地及海外學校常用的探究

式學與教策略。另一方面，常識科的學與教中亦有其他的關鍵項目，包括：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

從閱讀中學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來配合常識科的課程宗旨。 

 

（二） 科學探究 

在常識科的教學中（課程發展議會，2011），教師應著力於發展學生的探究精神及「學會學習」

的能力，因此，要提供與生活相關的多元化學習經歷來培養學生的探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教

授科學及科技學習元素相關的課題時，教師要多讓學生以第一手科學探究活動進行學習。文件中

提到適合小學生進行的科學探究包括：探索、公平測試、鑑別和分類、模式探索和驗證解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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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學探究的步驟則包括：鑑定問題所在、預測結果、設計探究的方法、量度和記錄及數據的詮

釋（見圖一）。 

圖 一：科學探究步驟（課程發展議會，2011） 

 

（三） 科學探究教學的重要性 

黃志賢（2003）的研究中引述有關當代科學教育改革的文獻，當中指出提倡探究活動對科學教學

的重要性，指出傳統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限制了學生對科學議題的輸入，控制了學生的學習體

驗，並且令學生被強制接受權威式的教學模式。相反，若教師鼓勵學生從事以探究為主的科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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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學生便可以經驗到科學發現的歷程，主導自己的學習，為自己的學習負責，並獲得認知上的

滿足，而這是當前科學教學中的重要議題。美國中等學校的探究教學計畫曾證實，探究學習能在

實驗技巧、解釋資料的能力、批判性思考、字彙知識、概念瞭解及學習科學的態度等方面能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並且能夠增加問題解決的能力，並能提昇學生整體的學習成就（張國恩，2001）。

蘇詠梅和鍾媚（2006）引述 Duggan & Gott 指出，要應科學知識、探究過程及科學本質具有充分

的認識，才能夠理解科學，並作出理智的決擇。而英國亦認為學生應充分理解科學思想與證據的

關係，把科學探究納入《國家科學課程》中。 

（四） 科學過程技能 

甘漢銧和陳文典（2005）指出，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小學自然科學課程「科學－活動過程教學」中提出了科學過程技能，他們認為科學過

程技能是在從事科學性的探究中的探究能力。Bilgin（2006）解釋，學習是持續不斷地在日常生

活中發生，科學過程技能的發展能有助於學生去發現、解釋、判斷和詮釋他們所接觸到的知識，

有助學生作有意義的學習。而這名詞在過去有不同稱呼，如「科學方法」、「科學過程」及「活

動過程教學」等。「科學－活動過程教學」課程把這技能分為十三項，包括八項基本過程技能（觀

察、應用時間／空間關係、應用數字、分類、測量、預測、傳達、推理）及五項統整過程技能（解

釋資料、控制變因、形成假設、下操作型定義、實驗）（呂漢澤，2012）。鄧權隱、蘇詠梅（2000）

引用了鍾聖校對科學過程技能的見解指出，這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對科學探究技能所下的定義相

似。 

（五） 科學探究相關的研究 

Goldsworthy(2000)對英國科學課堂所進行的探究活動進行的研究顯示，雖然其課堂中包含了不同

類型的科學探究活動（包括：公平測試、鑑別與分類、找出規律、探索現象、以模型探索和設計

與製作），但當中各類活動的比重卻嚴重失衡，單是公平測試便超過了一半，而張善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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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蘇詠梅和鍾媚（2006）的研究中指出在香港同樣出現這情況。鄭美紅指出，現時學生體驗科學

探究的主要途徑是源於教科書中的實驗活動，由教科書中的問題來逐步引導學生，使他們能夠歸

納出教師希望的預期答案。但由於教科書往往只需要學生跟隨指示來完成實驗，卻沒有讓學生參

與其設計過程及作修正的考慮，所以這是忽略了科學的本質及有違了科學探究所著重的自主性。 

（六） 教科書的研究方法 

周珮儀及鄭明長（2008）指出，教科書研究可以使用量性或質性的研究。量化的研究方法可量化

教育現象，顯示教科書所強調的重點，在量化的教科書研究中，最常用的是內容分析法和調查法，

而實驗法雖然較少用，但它可得出的結果卻是較嚴謹。採用質性的教科書研究方法則可顯示其所

表達的價值和詮釋的問題，主要有俗民誌、教育批評、結構分析、論述分析和文本分析。縱然各

種方法都有其特質與限制，但由於量化內容分析法的程序較明確，亦易於實施，研究成果亦易於

解釋，所以這是最被廣為使用的教科書研究方法。 

 

（七）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可以透過客觀數據來呈現教科書中各種概念或意識型態所出現的頻率，其主要工具是

一套類目，類目形成可以對明顯內容或潛在內容進行編碼，前者的信度較高，能得到準確和一致

的數字，但卻未必得到內容背後的意義，後者在信度上雖然較有爭議，但卻可獲得內容背後的意

義（周珮儀及鄭明長，2008）。呂漢澤（2012）綜合各文獻指出，內容分析的程序如下：確定研

究目的、決定資料的蒐集方法、決定分析對象、考驗信度與效度、蒐集與分析資料、撰寫報告。 

 

六、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內容分析法來探討香港三個出版社中高小的教師用書，在科學與科技範疇的單元內

與科學相關的課題的教學流程建議中，「第一手的科學探究」和「科學探究的步驟」的出現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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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頻率。本研究是透過對各相關課題（見表二）的教學流程建議進行精讀和理解才進行編碼。在

本研究剛開始時，研究者研讀課程發展議會所編寫的《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2011）及《學會

學習－課程發展路向》、三個版本的高小常識科教師用書、有關教科書研究的文獻、有關科學探

究與科學教育的相關文獻，然後對以上文獻加以整理然後歸納出用作分析的判準表。 

 

（二） 研究對象 

研究以 2014-2015 年度教育局所編定的《適用書目表》中，涉及「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範疇的高小常識科中文版本教師用書作研究對象。當中包括了三個出版商，分別是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的《今日常識新領域》、培生香港的《朗文常識》及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小學常

識》，在這四十二本教科書中，其中九本是與科學範疇相關，詳見前文表一（研究之教科書及

其資料）。 

綜合以上三個出版社之高小中文版常識科教師用書，分別有「水」、「空氣」、「光」、「聲

音」、「電」、「力和機械」與「物質三態」這七個單元與科學相關，但由於部分單元當中有

些課題與科學的關聯性較低，如《今日常識新領域》中單元一「水的世界」中的第一課《水的

用途》及第三課《潔淨的食水》與科學並不相關，所以少於一半教學目標是針對科學的課題並

不列入研究範圍之內。相關的課題共有三十四個，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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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研究之單元及課題 

有關科探

的課題

水 四年級 第二冊
單元一 水的世界

第二課 水的探究
四年級

上學期

A冊

單元二 珍貴的資源

第四課 水的探究（一）

第五課 水的探究（二）

空氣 四年級 第二冊

單元二 奇妙的空氣

第四課 空氣的探究

第五課 空氣、燃燒和生銹

第六課 空氣與生命

四年級 B冊

單元二 空氣檔案

第三課 空氣的特性

第四課 燃燒和生鏽

四年級
上學期

A冊

單元二 珍貴的資源

第六課 空氣是什麼？

第七課 空氣和生活

光 五年級 第三冊

 單元一 光與聲音的探究

第一課 光的特性（一）

第二課 光的特性（二）

四年級 B冊
單元一 光和聲音

第一課 光的探究
五年級

上學期

B冊

單元一 我們身邊的現象

第一課 奇妙的光（一）

第二課 奇妙的光（二）

聲音 五年級 第三冊
單元一 光與聲音的探究

　第三課 聲音的傳播
四年級 B冊

單元一 光和聲音

第二課 聲音的探究
五年級

上學期

B冊

單元一 我們身邊的現象

第三課 聲音（一）

第四課 聲音（二）

電 五年級 第三冊 

單元二 電的探究

第四課 閉合電路

第五課 電與生活

五年級 B冊

單元二 能量和物質

第五課 閉合電路

第六課 電與生活

五年級
上學期

B冊

單元二 電的故事

第六課 閉合電路

第七課 電的探究

力和機械 六年級 第六冊 

單元一 機械與生活

第二課 力與運動

第三課 能量的轉換

第四課 簡單機械

六年級 C冊 

單元一 運動和機械

第一課 力和物體運動

第二課 簡單機械

六年級
下學期

A冊

單元三 生活中的科技

第七課 奇妙的工具和機械

物質三態 五年級 B冊
單元二 能量和物質

第八課 物質變變變
六年級

下學期

A冊

單元一 奇妙的物質

第一課 物質的三態

第二課 物質形態變變變

今日常識新領域 朗文常識 小學常識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參考課程發展議會所編寫的《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2011）

中對「第一手的科學探究」和「科學探究的步驟」的理解及呂漢澤的《國民小學各版本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水的概念之內容分析》（2012）中對科學過程技能的理解和闡釋，再附

以參考蘇詠梅及吳本韓的《小學科學教育：建構式探究學習》（2005）及鄭美紅的《科學探究

和「學」與「教」》來建立出以下對科學探究方法的分析和標準（表三）以及對各出版社的教

科書相關課題中科學探究出現的分析表（表四）。在表四中各定義分別敘述如下： 

（一） 書名：研究所分析的教科書的名稱 

（二） 年級：研究所分析的教科書的所屬年級 

（三） 書冊：研究所分析的教科書的所屬冊數 

（四） 課次：研究所分析的內容在該版本教科書中所屬的單元及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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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目標：研究所分析的建議教學活動的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 

（六） 教學活動／內容：研究所分析的建議教學活動的簡略過程 

（七） 第一手科學探究：在該單元的建議教學活動中，若有出現「第一手科學探究」（即探索、

公平測試、鑑別和分類、模式探索和驗證解釋及其他，「其他」是綜合各文獻中，較常

出現又沒包含在指引中的項目）時，則在表格中打勾，然後統計最後各版本教科書的「第

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的次數及頻率。 

（八） 科學探究的步驟：在該單元的建議教學活動中，若有出現「科學探究的步驟」（即鑑定

問題所在、預測結果、設計探究的方法、量度和記錄及數據的詮釋，由於量度和記錄通

常不是同時出現，所以將分別計算）時，則在表格中打勾，然後統計最後各版本教科書

的「科學探究的步驟」出現的次數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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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科學探究方法的標準 

標準

探索

1.尋求答案，解決問題

2.教師不給予直接的答案，利用問題引導探索過

程，讓學生合作建構

3.觀察現象或實驗

公平測試

1.排除有待研究因素以外其他實驗條件的影響，

以致實驗結果能夠提供確切的結論

2.依照指定的方法，操縱變因進行實驗

鑑別和分類

1.依照物體的規律性作為分類的依據

2.擬定分類系統

3.找出多種分類標準

模式探索 1.尋找關係

驗證解釋

1.針對一項預測做驗證

2.從一組觀察中作推理

3.確認那些觀察是可以支持某一項推論

其他

（觀察）

（傳達）

觀察

1.用數種感覺來辨別事物的特性

2.對觀察的事物進行說明

3.對變化中的現象進行觀察

傳達

1.把探究過程或實驗製作成報告

鑑定問題所在 1.提出與探討主題有關而又可測試的問題

預測結果

1.根據過往的經驗或觀察所得預測結果

2.根據一些現象的規律性進行預測

3.對所觀察的事物進行預測

設計探究的方法
1.設計一個證實預測所做的實驗

2.設計一個驗證假設所做的實驗

量度
1.使用適當的儀器蒐集數據

2.使用簡單的測量工具來測量長度、溫度等

3.對物體的長度、面積等做簡單的測量估計

記錄

1.以表格記錄

2.應用數字或繪圖作記錄

3.有系統及清晰地記錄相關數據

數據詮釋
1.分析所蒐集的數據後作出結論

2.用幾句話描述資料表或圖表所表達的內容

3.從資料表或圖表所表示的資料提出推理或假設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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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結果 

以下結果是研究者根據表三的標準來評價各版本教科書的教學流程建議，然後以表四作統計所

得，分析結果如下： 

 

（一） 《今日常識新領域》科學探究出現的次數及頻率統計 

研究者在分析各個單元的建議教學活動後，把結果集合製成《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

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表五）。從表五中可見《今日常識新領域》共有 6 個與科學概念相關

的單元，有 82 個建議教學活動。6 個單元皆有「探索」、「驗證解釋」和「記錄」，而皆沒有

「鑑定問題所在」。「公平測試」有在 5 個單元中出現，「其他」和「預測結果」分別在 4 個

單元中出現，「模式探索」和「數據的詮釋」分別在 3 個單元中出現，「鑑別和分類」在 2 個

單元中出現，而「設計探究的方法」和「量度」都只在 1 個單元中出現。 

 

在 82 個教學活動中，「第一手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比「科學探究的步驟」的出現次數多，分

別為 139 次及 41 次。當中「探索」出現的次數最多，共出現了 65 次，約八成建議教學活動有

涉及這個探究元素。其次為「記錄」和「驗證解釋」，分別有 30 次和 26 次，各佔三成多。「鑑

定問題所在」出現的次數最少，次數為 0 次，「設計探究的方法」的出現次數和比例次低，只

有 1 次。 

研究者根據表五把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製成圖二「《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

數」及把科學探究的出現頻率製成圖三「《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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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 

書名

探索
公平測

試

鑑別和

分類

模式探

索

驗證解

釋
其他

鑑定問

題所在

預測結

果

設計探

究的方

法

量度 記錄 數據詮釋

6 3 0 0 0 2 2 0 1 0 0 2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5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3

出現的百分比： 50% 0% 0% 0% 33% 33% 0% 17% 0% 0% 33%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17%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50%

22 18 7 0 0 13 4 0 1 1 0 10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42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2

出現的百分比： 82% 32% 0% 0% 59% 18% 0% 5% 5% 0% 45%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91%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55%

17 13 5 0 0 7 0 0 2 0 2 6 1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5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1

出現的百分比： 93% 36% 0% 0% 50% 0% 0% 14% 0% 14% 43% 7%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79%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79%

7 7 3 0 3 1 0 0 0 0 0 4 1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14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5

出現的百分比： 100% 43% 0% 43% 14% 0% 0% 0% 0% 0% 57% 14%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200%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71%

12 8 1 2 3 2 6 0 1 0 0 5 1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2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7

67% 8% 17% 25% 17% 50% 0% 8% 0% 0% 42% 8%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83%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58%

18 16 2 1 3 1 6 0 0 0 0 3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9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3

89% 11% 6% 17% 6% 33% 0% 0% 0% 0% 17% 0%

出現的百分比：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61%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17%

各單元總次數 82 65 18 3 9 26 18 0 5 1 2 30 3

139 41

總出現百分比 79% 22% 4% 11% 32% 22% 0% 6% 1% 2% 37% 4%

170% 50%

力和機械

空氣

光

聲音

電

物質三態

水

有關科探的課題 教學活動總數量

第一手科學探究數量 科學探究的數量

今日常識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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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圖 三：《今日常識新領域》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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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朗文常識》科學探究出現的次數及頻率統計 

研究者在分析各個單元的建議教學活動後，把結果集合製成《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

數及頻率統計表（表六）。從表六中可見《朗文常識》共有 6 個與科學概念相關的單元，有 71

個建議教學活動。六個單元皆有「探索」和「預測結果」，而皆沒有「鑑定問題所在」。「驗

證解釋」、「設計探究的方法」和「記錄」在 5 個單元中出現，「公平測試」、「模式探索」

和「其他」分別在 4 個單元中出現，「模式探索」和「數據的詮釋」分別在 3 個單元中出現，

「量度」和「數據的詮釋」在 2 個單元中出現，而「鑑別和分類」只在 1 個單元中出現。 

 

在 71 個教學活動中，「第一手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比「科學探究的步驟」的出現次數多，分

別為 108 次及 50 次。當中「探索」出現的次數最多，共出現了 63 次，接近九成建議教學活動

有涉及這個探究元素。其次為「記錄」和「預測結果」，分別有 19 次和 18 次，各約佔兩成多。

「鑑定問題所在」出現的次數最少，次數為 0 次，「數據的詮釋」的出現次數和比例次低，只

有 2 次。 

 

研究者根據表六把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製成圖四「《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及

把科學探究的出現頻率製成圖五「《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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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 

書名

探索
公平測

試

鑑別和

分類

模式探

索

驗證解

釋
其他

鑑定問

題所在

預測結

果

設計探

究的方

法

量度 記錄
數據詮

釋

18 15 3 0 0 4 1 0 5 1 0 7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3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3

83% 17% 0% 0% 22% 6% 0% 28% 6% 0% 39%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28%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72%

12 10 1 0 3 4 1 0 4 1 0 4 1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19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0

83% 8% 0% 25% 33% 8% 0% 33% 8% 0% 33% 8%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58%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83%

9 9 1 0 3 2 0 0 3 2 1 2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15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8

100% 11% 0% 33% 22% 0% 0% 33% 22% 11% 22%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67%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89%

16 13 0 3 4 2 2 0 4 1 0 2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4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7

81% 0% 19% 25% 13% 13% 0% 25% 6% 0% 13%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50%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44%

4 4 0 0 0 0 0 0 1 0 0 0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4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

100% 0% 0% 0% 0% 0% 0% 25% 0% 0% 0%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00%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25%

12 12 4 0 3 2 2 0 1 1 4 4 1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3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1

100% 33% 0% 25% 17% 17% 0% 8% 8% 33% 33% 8%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92%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92%

71 63 9 3 13 14 6 0 18 6 5 19 2

108 50

89% 13% 4% 18% 20% 8% 0% 25% 8% 7% 27% 3%

152% 70%

力和機械

空氣

光

聲音

電

物質三態

水

科學探究的步驟

有關科探的課題 教學活動數量

第一手科學探究數量

朗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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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圖 五：「《朗文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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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學常識》科學探究出現的次數及頻率統計 

研究者在分析各個單元的建議教學活動後，把結果集合製成《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

數及頻率統計表（表七）。從表七中可見《小學常識》共有 7 個與科學概念相關的單元，有 76

個建議教學活動。七個單元皆有「探索」和「預測結果」。「模式探索」、「驗證解釋」和「記

錄」在 6 個單元中出現，「公平測試」和「設計探究的方法」在 5 個單元中出現，「驗證解釋」、

「數據的詮釋」和「其他」分別在 4 個單元中出現，「量度」在 3 個單元中出現，而「鑑別和

分類」和「鑑定問題所在」都只在 1 個單元中出現。 

 

在 76 個教學活動中，「第一手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比「科學探究的步驟」的出現次數多，分

別為 100 次及 57 次。當中「探索」出現的次數最多，共出現了 60 次，接近八成建議教學活動

有涉及這個探究元素。其次為「預測結果」和「記錄」，分別有 20 次和 17 次，各佔約兩成多。

「鑑別和分類」和「鑑定問題所在」出現的次數最少，只有 1 次，「設計探究的方法」和「數

據的詮釋」的出現次數和比例次低，只有 6 次，出現比例不足一成。 

 

研究者根據表七把科學探究的出現次數製成圖六「《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及

把科學探究的出現頻率製成圖七「《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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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 

 

書
名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量
度

記
錄

數
據

詮

釋

14
8

2
0

3
4

2
0

4
2

3
4

2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15

57
%

14
%

0%
21

%
29

%
14

%
0%

29
%

14
%

21
%

29
%

14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3
6%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10
7%

13
10

2
0

0
5

0
0

3
0

0
3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7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6

77
%

15
%

0%
0%

38
%

0%
0%

23
%

0%
0%

23
%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3
1%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46
%

14
11

2
0

1
1

3
0

3
1

1
3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8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79
%

14
%

0%
7%

7%
21

%
0%

21
%

7%
7%

21
%

7%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2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64
%

11
11

2
0

2
0

1
0

2
1

0
0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6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3

10
0%

18
%

0%
18

%
0%

9%
0%

18
%

9%
0%

0%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4
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27
%

12
8

1
1

3
1

1
1

3
1

0
3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67
%

8%
8%

25
%

8%
8%

8%
25

%
8%

0%
25

%
8%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2
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5
%

8
8

0
0

1
0

0
0

3
1

0
2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6

10
0%

0%
0%

13
%

0%
0%

0%
38

%
13

%
0%

25
%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1
3%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5
%

4
4

0
0

2
0

0
0

2
0

3
2

2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6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10
0%

0%
0%

50
%

0%
0%

0%
50

%
0%

75
%

50
%

50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5
0%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22
5%

76
60

9
1

12
11

7
1

20
6

7
17

6

10
0

57

79
%

12
%

1%
16

%
14

%
9%

1%
26

%
8%

9%
22

%
8%

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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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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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圖 七：「《小學常識》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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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出版社科學探究出現的次數及頻率比較 

綜合各版本教科書的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即表五、表六及表七），整理出表

八：各版本教科書的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而研究者根據表八製作了圖八來顯

示各版本教科書的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 

 

從表八可見，《今日常識新領域》的「第一手科學探究數量」出現比例最高，在 82 個建議教學

活動中出現了 139 次；《小學常識》的「科學探究的步驟」出現比例最高，在 76 個建議教學活

動中出現了 57 次。而《小學常識》也是三個版本中唯一完整地出現所有研究中的科學探究元素。 

 

三個出版社的建議教學活動同樣是「第一手科學探究數量」遠高於「科學探究的步驟」的數量，

「探索」在三本教科書中的比例都是最高，而「鑑定問題所在」的比例都是最低。三個出版社

的建議教學活動探究元素的比例大致相近，「鑑定問題所在」的比例相差最少，只有百分之一，

「鑑別和分類」次之，相差百分之三，而差距最大的是「預測結果」，有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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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各版本教科書的各項科學探究出現次數及頻率統計表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量

度
記

錄
數

據
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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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8
3

9
26

18
0

5
1

2
30

3

13
9

41

79
%

22
%

4%
11

%
32

%
22

%
0%

6%
1%

2%
37

%
4%

17
0%

50
%

71
63

9
3

13
14

6
0

18
6

5
19

2

10
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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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4%
18

%
2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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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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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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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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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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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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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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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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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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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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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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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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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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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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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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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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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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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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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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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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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各版本教科書的各項科學探究出現頻率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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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討論及建議 

（一） 討論 

陳城禮和呂宗偉（1998）表示，在低年級的常識科課程和課本中，較為強調觀察、傳意和分類，

而在較高年班則重操縱變項和控制實驗。雖然學生有機會在常識科課程中練習科學探究技巧，

但科學教育工作者卻對其程度不太滿意。張善培（2006）及蘇詠梅和鍾媚（2006）亦指出，課

堂中對學生的科學技能的訓練失衡，而公平測試是課堂中的主要探究模式，但本研究數據顯示

「公平測試」的出現次數都不多，未能符合該研究結果。而「鑑別和分類」在本研究中的出現

次數的確較少，這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都是高小教科書，而這技能應於初小發展。 

 

鄭美紅指出，現時學生體驗科學探究的主要途徑是源於教科書中的實驗活動，由教科書中的問

題來逐步引導學生，使他們能夠歸納出教師希望的預期答案。研究中顯示出現最多的探究元素

是「探素」，即教師以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探索或由學生觀察實驗，這項結果與此研究相符。她

又指出教科書往往只需要學生跟隨指示來完成實驗，卻沒有讓學生參與其設計過程及作修正的

考慮，這也與本研究中「鑑定問題所在」和「設計探究的方法」的出現比例較低這項結果吻合。 

 

蘇詠梅（2006）對「常識百搭」比賽的研究指出，較少組別能提出探究問題和建立假設來引導

探究過程，這與本研究顯示教科書中較少讓學生「鑑定問題所在」的結果吻合，而本研究亦顯

示活動中讓學生「預測結果」的機會都不多。但是，蘇詠梅（2006）的研究顯示，學生能運用

多種基本方法來整理及顯示數據結果，但本研究中卻發現教科書中較少出１「數據的詮釋」這

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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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I. 對教師的建議 

縱然教科書是教師在教學上的一個參考工具，但結果顯示各版本的教科書所提供的建議

教學活動並未能全面地發展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鄭美紅表示，學生往往只需要跟隨教

科書的指示來完成實驗，不用參與實驗的設計過程及作出修正，而這是忽略了科學的本

質及有違了科學探究所著重的自主性。因此教師不應只依賴教科書的建議流程作教學，

而應該在適當的時候加入更多科學探究的元素，如在進行實驗時可引導學生思考有甚麼

因素要保持不變來維持實驗的公平性、在實驗前先引導學生預測實驗結果、在實驗後強

調引導學生思考何種結果在證明著甚麼等等。 

 

鄧權隱和蘇詠梅（1998）表示，要幫助學生達致有效的學習，首要的是加強教師的專業

知識和能力，因此非主修理科的教師應把握課餘的時間作進修，也可以與理科背景的教

師共同準備沒有信心的科學相關課題，以完善教學。另外，資源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加設常識室，購入儀器用具作探究活動用，以及適當的學校政策都對發展科學探究技

能有不少幫助，所以教師可以向學校爭取更多有利發展科學探究的政策和配套。 

 

再者，教師可以設計以科學探究為主題的校本活動來聯繫不同科學探究的元素，以聖匠

小學為例，兩位老師以「科學探究」能力作為課程的重點設計了三個科學探究的活動，

這兩位常識科老師以往都不是主修理科，在施行這個校本設計的活動後，他們都認為得

到了只採用教師用書所得不到的經驗和成果，能將教與學的效能提升。 

 

II. 對出版商建議 

雖然研究中的三個出版商的教科書都較少以講授式的方法向學生傳授理論及知識，而有

盡量採用提問的方法引導學生獲得知識，但各項科學探究的技能卻不能平均地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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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各出版商在編輯新版本的教科書時可以重新檢視各項科學探究之技能，以在各活動

中平均地加入那些元素。同時，亦可參考其他出版商的建議教學活動來補充自家版本所

缺少的部分，以完善整套教科書。 

 

由於各出版商在「鑑別問題所在」、「設計探究的方法」及「數據詮釋」方面提供較少

機會予學生所訓練，因此未來各出版商應該在未來編輯新版本教科書時可加強這三方面

的內容設計，以培養學生這三項技能的發展，而教師仍應該留意在教科書作出修訂前自

行加強學生這些方面的訓練。 

 

 

III.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是以適用書目表中現已有印行本的教科書作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包含所

有「適用書目表」中的教科書，以了解最新的教科書的編輯狀況。另外，本研究由於人

力及資源所限，所以只以高小課本為研究對象，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對全部小學課

本進行分析，便可得到更完整的分析資料。此外，未研究未有邀請其他檢測者為課本作

信度評核，期望未來的研究可以邀請到相關的專業人士作評分，以提升研究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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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錄 

附錄一：《今日常識新領域》及《小學常識》「水」單元之分析表 

書名

年級

書冊

課次

探索 公平測試 鑑別和分類 模式探索 驗證解釋 其他 鑑定問題所在 預測結果 設計探究的方法 數據詮釋 探索 公平測試 鑑別和分類 模式探索 驗證解釋 其他 鑑定問題所在 預測結果 設計探究的方法 數據詮釋

水的特性

1.分組討論水的特性

2.進行實驗：取出水壺，證

明水是沒有氣味、沒有味道

、沒有顏色；會流動和有浮

力

3.播放影片

P P
1.寫出水的顏色、氣味和味

道，並說出是怎樣找到答案
P

水有重量

1.預測實驗結果

2.量度：兩個玻璃杯，其一

有水，比較哪一個較重，並

記錄重量

P P P P

水有體積

1.把氣球套入水龍頭，注入

水，觀察其大小的改變

2.輕按氣球，總結出水是有

體積

P P

水會流動及形

狀會隨容器改

變

1.觀察圖片

2.觀察自己的水壺
P

水的不同形態

1.觀察冰塊和水窪不見了的

原因

2.進行實驗：分辨冰、水和

水蒸氣的異同，並記錄其特

性

3.播放影片

P P P

水改變形態的

過程

1.提問：如果冰塊加熱會怎

樣

2.進行實驗：加熱直至冰塊

熔化，帶出冰遇熱熔化變成

水；再加熱直至產生水蒸氣

。

3.記錄實驗結果

4.提問：水蒸氣可不可以變

回冰

5.進行實驗：水加熱至沸騰

，把鏡片斜放在燒杯上，請

學生觀察鏡片上的水點

6.記錄實驗結果

7.歸納知識

8.以水的形態來解釋書中的

生活現象

P P P P

1.根據日常生活經驗，說出

水變冰和冰變水的過程

2.按課文提示貼貼紙

3.把冰加熱，讓同學觀察冰

的變化

4.把水加熱，讓同學觀察水

的變化，把玻璃片放在燒杯

上，解釋現象

5.討論水的形態轉變後，有

什麼特性會改變

P P P

影響水的蒸發

的速度的因素

1.學生分組把一條濕手帕弄

乾

2.學生匯報他們所用的方法

3.思考令手帕乾得更快的方

法

P

水循環

1.觀察課本中的圖，討論水

在海洋、空氣和陸地間的循

環

2.猜測圖中的文字

3.派發故事字條，由學生重

組成完整的故事，然後用故

事來解釋水循環

4.播放「水的循環」動畫

水在大自然中

的形態

1.觀察圖片，指出水在大自

然中的形態

1.寫出形成雪的條件

2.播放動畫「雨和雪的形成

」

浮與沉

1.觀察圖片，說說哪些東西

是浮，哪些是沉

2.教師講解浮力

3.找來不同物件，猜猜哪些

浮、哪些沉

4.逐一放入水中，並記錄結

果

5.找出能浮在水面的物體的

共通點

P P P P

物件的形狀會

影響它能否浮

在水中

6.把泥膠整塊或搓成小船放

入水中，學生觀察能否浮

7.把萬字夾放入泥膠小船中

，看其可以放多少

8.了解曹操稱象的方法，由

同學說出其原理

P

水的冷卻作用

1.觀察圖片

2.預測實驗結果，並作出解

釋

3.思考可以如何進行探究來

測試水的冷卻性能

4.準備所需物品時，有什麼

東西要注意

5.進行測試：兩杯熱茶，一

杯自然冷卻，另一杯用冷水

冷卻，測試哪一杯較快變涼

6.用手摸碗內的水，思考為

什麼

7.記錄兩杯茶的溫度

8.下結論

P P P P P P P

冷水份量與冷

卻效果

1.預測冷水分量會否影響效

果，並想出一個測試的方法

2.進行實驗：兩杯熱茶放入

不同水量的冷水中，十分鐘

後量度其溫度

3.記錄和比較實驗結果

P P P P P P P P

水的冷卻性能

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

1.播放教學簡報

2.觀察圖片並回答問題

水的動力有什

麼用途

1.進行活動：膠瓶中注入少

量水，並放入兩三片顏色紙

屑，順同一方向不停轉動十

幾次，使瓶內產生旋渦

2.同學觀察後回答問題

3.觀察圖片，說出水的能量

有什麼作用

4.提問：為什麼水車會轉動

5.利用互聯網搜尋水車幫人

做什麼

P

水流有能量

1.製作小水車並把設計畫在

書中

2.把小水車放在水流下，測

試其能否轉動

3.放在不同的水流下，測試

轉速的分別

P P

水力發電

1.播放網上影片「水力發電

」，讓同學回答問題及完成

工作紙

3 0 0 0 2 2 0 1 0 0 2 0 8 2 0 3 4 2 0 4 2 3 4 2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7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3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19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5

出現的百分比 50% 0% 0% 0% 33% 33% 0% 17% 0% 0% 33% 0% 57% 14% 0% 21% 29% 14% 0% 29% 14% 21% 29% 14%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17%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5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36%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107%

14總數 6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手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的步驟

量度和記錄 量度和記錄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手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的步驟

第二冊 上學期 A冊 

單元一 水的世界

第二課 水的探究

單元二 珍貴的資源

第四課 水的探究（一） 、 第五課 水的探究（二）

今日常識新領域 小學常識

四年級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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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出版商「空氣」單元之分析表 

書名

年級

書冊

課次

探索 公平測試 鑑別和分類 模式探索 驗證解釋 其他 鑑定問題所在 預測結果 設計探究的方法 數據詮釋 探索 公平測試 鑑別和分類 模式探索 驗證解釋 其他 鑑定問題所在 預測結果 設計探究的方法 數據詮釋 探索 公平測試 鑑別和分類 模式探索 驗證解釋 其他 鑑定問題所在 預測結果 設計探究的方法 數據詮釋

空氣存在於四

周

1.讓學生說出閉氣時的感受

2.問學生能否感受空氣在哪

裡

3.問學生可以用什麼方法收

集空氣及嘗試收集空氣

4.帶出大氣層

P

空氣的特性：

顏色、氣味、

味道

1.學生看、嗅、嘗和觸摸空

氣

2.提問：如何感受到空氣的

存在

3.帶出大氣層

P

1.學生以不同感官看、嗅和

嘗剛才收集的空氣

2.歸納空氣的特性並記錄結

果

P P P
1.讓同學說說瓶子和膠袋裡

面有什麼

1.實驗：吹氣球

2.播放影片：玻璃杯直和斜

壓入水的比較

3.進行以上實驗

P P P P

1.學生假設：空氣是否佔有

空間

2.進行實驗：加空氣入密實

袋或氣球

3.分析結果

P P P

1.假設：是否佔有空間

2.進行實驗：吹空氣入密實

袋然後壓平

P P P P

4.提問：為何真空袋儲存衣

物可以節省空間

5.進行實驗：壓密實袋

P P

3.實驗：玻璃杯直壓入水不

會弄濕紙

4.生活例子

P P P P

應用空氣佔有

空間這個特性

1.觀察課本圖片，提問

2.說出在日常生活如何應用

3.對照實驗：波子放入充氣

及不充氣氣球中再放入水的

比較

4.生活例子：水泡

P P

空氣的特性：

沒有固定的形

狀

1.提問：空氣沒有固定形狀

2.設計探究方法

3.進行實驗：壓氣球

P P

1.扭氣球體驗

2.歸納現象

3.分析現象

4.把特性套用在日常生活中

P

空氣的流動：

風

1.觀察旋轉蛇

2.分析原因

3.播放「空氣的流動」影片

4.製作旋轉蛇及進行活動

P P P

1.假設空氣能否流動

2.分析日常生活例子：花香

氣和白煙飄動

3.推論及下結論

4.吹肥皂泡：觀察其飄動情

況及提問

P P

1.播放動畫：「風的形成」

2.提問

3.羽毛放在鼻前作觀察，然

後說出羽毛會怎樣，並思考

這是為何

4.同學捏住鼻子，說出感覺

5.活動：高空放下羽毛，想

辦法令其不跌在地上

P P

海洋與陸地間

的空氣流動

1.教師示範有關空氣流動的

實驗

2.學生進行實驗或播放影片

3.記錄結果

4.播放「空氣的流動」動畫

闡釋風的成因

P P

1.學生自製風及猜想風是如

何形成

2.讓學生運用所學及書中圖

片作說明

3.看圖及影片

4.總結

空氣受熱會上

升

1.問學生為何冒，請學生思

考原因

2.進行實驗：氣球套在錐形

燒瓶口，再放入熱水學生觀

察並記錄結果

3.分析其變化

4.歸納總結

5.應用知識至日常生活中

P P P

風與生活的關

係

1.風對日常生活的幫助：吹

乾衣物、令人感到涼快

2.風所帶來的破壞：

一、颱風襲港的情況

二、瀏覽香港天文台的網頁

，搜尋颱風所造成的破壞及

匯報資料

P

1.討論風帶來的好處，並記

錄下來

2.討論風帶來的破壞，並記

錄下來

P

風力發電

1.觀看圖片

2.引導學生發現風推動車葉

，車葉會推動主軸，帶動發

電機發電

3.著學生搜集風力發電站的

資料

P

地球的大氣層

1.介紹珠穆朗瑪峰

2.閱讀新聞

3.討論在珠穆朗瑪峰戴上氧

氣面罩的原因與身在地球表

面高處的關係

4.沒有戴上氧氣面罩會出現

什麼情形

5.帶出及帶出大氣層

6.播放影片：地球表面的大

氣層

7.搶答比賽

P

真空

1.比較有和沒有真空處理的

米的分別

2.討論真空處理的好處

3.討論真空處理時為何膠袋

會不平

討論刺穿真空米會出現的變

化

4.真空收藏衣物的好處

P

燃燒要空氣

1.觀察生活例子：打邊爐以

鐵蓋熄火

2.進行對照實驗：有及沒有

玻璃瓶蓋住蠟燭

3.記錄及分析結果

P P P P

1.描述燒烤時向爐火煽風的

變化

2.思考其變化

P

1.學習空氣的組成及建立概

念

2.教師示範實驗／播放影片

：燒蠟燭看水位變化

3.記錄及分析結果

P P P

1.引導學生作出假設及預測

結果

2.教師進行實驗：有及沒有

玻璃瓶蓋住蠟燭對其影響

3.記錄及分析結果

P P P

1.推測以杯子蓋住蠟燭，它

的火會怎樣

2.進行實驗，學生觀察實驗

及記錄結果

P P P

4.進行實驗：燒蠟燭看水位

變化／播放影片

5.記錄結果

6.比較空氣成份圖，推斷燃

燒用了哪一種氣體

P P

空氣的成分

1.學生猜空氣中有何種成分

2.觀察書中的圖表

3.討論及總結

燃燒產生光和

熱
1.親身體驗 P

燃燒產生二氧

化碳

1.學習石灰水遇到二氧化碳

會變得混濁這個概念

2.進行實驗／播放短片：燃

燒空氣實驗

3.記錄及分析結果

P P P

1.學習石灰水遇到二氧化碳

會變得混濁

2.學生嘗試設計實驗

3.進行燃燒空氣實驗／播放

短片

4.記錄及分析結果

P P P P P

滅火工具的滅

火原理

1.故事討論：爸爸用外衣撲

火的做法

2.分析滅火工具的原理

P

1.觀察生活例子：打邊爐以

鐵蓋熄火

2.應用知識解釋為何可以把

燃燒停止

3.分享生活中滅火方法

4.用已學的知道分析原理

5.設計海報

P

1.進行實驗／播放短片：把

沒生鏽的鐵釘放進兩杯開水

中，其中一杯加入一些油，

觀察其變化

P P P

1.觀察實物及描述特徵

2.連結日常生活的觀察

3.討論鐵器生鏽對我們生活

造成的影響

4.匯報及歸納

P

1.進行實驗：兩個密封瓶中

，一個加水一個烘乾，那個

瓶中的鐵釘較快生鏽

2.推測結果

3.每天觀察其變化並記錄結

果

4.總結

P P P P P

1.學生嘗試說出實驗目的

2.引導學生理解實驗的設計

3.分析結果

P P P

1.學生嘗試說出實驗目的

2.引導學生理解實驗的設計

3.分析結果

P P P

鐵鏽對人的影

響

1.找出身邊生鏽的物件

2.分組討論生鏽對生活的影

響，然後匯報

防鏽的方法

1.進行實驗：一口鐵釘塗上

凡士林，另一口不塗

2.討論為何人在鐵器上塗上

油漆

3.教師指出可以進行實驗來

引證學生的推論

4.播放「防鏽妙法」影片

5.觀察兩顆釘的情況，並記

錄結果

6.列舉更多防鏽方法

P P P P

1.假設學生是公園管理員，

思考如何可以防止鐵欄杆生

鏽

2.觀察圖片

3.解釋為何以上方法可以防

鏽

4.審視已列舉的方法

5.建議學生回家進行實驗

P P

人需要氧來維

持生命

1.角色扮演：報導新聞

2.進行討論
P

1.中國第一位太空人的成就

2.太空人所穿著的太空衣的

主要裝備

3.還有什麼其他環境是需要

戴上氧氣罩

P

1.教師進行實驗：分別用泵

加空氣和用吸管呼氣入石灰

水內，學生觀察其變化

2.學生解釋實驗結果

P P P

1.觀察石灰水的顏色及介紹

它是什麼

2.分別用泵加空氣和用吸管

呼氣入石灰水內，學生觀察

其變化

3.同學總結實驗結果

4.同學說出實驗證明了什麼

P P P

3.進行實驗：對著鏡子呼氣

4.歸納知識

5.觀察課本中的圖表

P P

植物需要陽光

來製造養份

1.進行實驗：學生把碘液滴

在不同食物上，觀察其顏色

變化

2.分析：找出會變成深藍色

的共通點

3.建立概念：植物可以製造

養分，並以澱粉形式儲存，

碘液可以用來測試是否含有

澱粉

4.教師進行實驗「陽光和植

物」／播放影片，並解釋各

程序的目的

5.分析及總結

P P P P

植物在陽光下

會釋出氧

1.教師進行實驗：兩棵金魚

藻分別放在陽光下和黑暗的

地方數小時

2.播放實驗片段「空氣與植

物」

3.觀察及提問

4.進行實驗：把有餘燼的木

棒放入學生認為有氧的試管

中，觀察其改變

P P P P

1.猜什麼可以補充空氣中的

氧

2.把水草放在有水有塞的試

管內，然後放在陽光底下

3.猜想氣泡是從哪裡來及向

學生解釋原因

4.套入日常生活例子：比較

公園和馬路旁的空氣

P P

光合作用的過

程

1.觀察書中圖片，討論光合

作用的過程

2.闡釋該過程

3.提問

4.總結

5.播放互動活動「自製食物

的過程」

P

人與植物的關

係

1.觀念圖片

2.角色扮演

3.討論問題

18 7 0 0 13 4 0 1 1 0 10 0 15 3 0 0 4 1 0 5 1 0 7 0 10 2 0 0 5 0 0 3 0 0 3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42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2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23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13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總次數 17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總次數 6

出現的百分比 82% 32% 0% 0% 59% 18% 0% 5% 5% 0% 45% 0% 83% 17% 0% 0% 22% 6% 0% 28% 6% 0% 39% 0% 77% 15% 0% 0% 38% 0% 0% 23% 0% 0% 23% 0%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91%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55%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28%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72% 第一手科學探究出現百分比 131% 科學探究步驟出現百分比 46%

上學期 A冊 

 單元二 奇妙的空氣

第四課 空氣的探究 、 第五課 空氣、燃燒和生銹 、 第六課 空氣與生命

單元二 空氣檔案

第三課 空氣的特性 、 第四課 燃燒和生鏽

單元二 珍貴的資源

第六課 空氣是什麼？ 、 第七課 空氣和生活

今日常識新領域 朗文常識 小學常識

四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第一手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的步驟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手科學探究

第二冊 B冊

空氣的特性：

佔有空間

科學探究的步驟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手科學探究 科學探究的步驟

量度和記錄 量度和記錄 量度和記錄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總數 22 18 13

燃燒要氧氣

鐵鏽的形成

人體吸入氧，

呼出二氧化碳

和水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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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各出版商「光」單元之分析表 

 

書
名

年
級

書
冊

課
次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人
在

有
光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看
見

東
西

1.
關

燈
關

門
及

窗
簾

後
，

在
陰

暗
角

落
展

示
物

件
。

2.
再

用
電

筒
照

射
該

物
件

P
P

P
1.

拉
上

窗
簾

和
關

燈
和

回
復

光

明
，

問
學

生
看

不
清

的
原

因
P

P

光
源

的
例

子
／

分
類

1.
老

師
帶

出
「

天
然

光
」

和
「

自
然

光
」

2.
學

生
作

分
類

1.
 觀

察
圖

片

2.
 提

問
P

光
是

直
線

進
行

1.
 觀

察
盒

內
玩

偶

2.
兩

位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

三
張

卡
紙

排
成

直
線

及
不

排
成

直
線

時
，

能
否

看
見

光

3.
學

生
記

錄
實

驗
結

果

P
P

P
P

1.
觀

察
圖

片

2.
喚

起
生

活
經

驗

3.
以

實
驗

驗
證

4.
分

析
結

果

P
P

P
1.

用
膠

管
觀

察
蠟

燭

2.
 屈

曲
後

看
P

P
P

光
能

穿
透

透
明

的
物

體

1.
教

師
示

範
實

驗
，

由
學

生
觀

察
和

記
錄

P
P

P
P

P

1.
建

立
概

念
：

透
明

和
不

透
明

體 2.
預

測
及

進
行

實
驗

：
光

射
向

不
同

東
西

3.
記

錄
結

果

P
P

P
P

影
子

的
成

因
1.

 老
師

解
釋

1.
手

影
遊

戲
P

P

平
面

鏡
的

像
的

特
徵

1.
用

鏡
子

照
向

某
物

件

2.
猜

猜
數

字
卡

在
鏡

中
的

像

3.
記

錄
數

字
卡

在
鏡

中
的

像

P
P

P
P

P

1.
學

生
分

享
在

平
面

鏡
中

看
到

的
像

與
實

物
的

分
別

2.
猜

測
用

鏡
會

看
到

什
麼

3.
觀

察
實

際
影

像
，

與
猜

測
的

作
對

比

4.
鏡

中
影

像
與

實
物

比
較

P
P

P
P

P
1.

觀
察

書
中

的
圖

片

2.
救

護
車

上
的

字
的

使
用

方
式

P
P

凸
／

凹
面

鏡
的

像
的

特
徵

 及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例
子

1.
 進

行
實

驗

2.
 觀

察
和

記
錄

結
果

P
P

P
P

1.
進

行
實

驗
：

找
出

放
大

影
像

的
曲

面
鏡

是
凸

還
是

凹
面

鏡

2.
分

析
結

果

3.
列

舉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P
P

1.
觀

察
彎

曲
鏡

子
中

的
「

像
」

P

鏡
子

的
用

途
1.

討
論

其
用

途

1.
 提

問

2.
 看

圖

3.
 製

作
潛

望
鏡

P

觀
察

光
的

折
射

現
象

1.
把

筷
子

放
進

注
了

水
的

杯
，

請
學

生
觀

察
和

形
容

P

1.
比

較
兩

件
相

同
的

物
件

的
大

小
，

其
中

一
件

是
放

入
注

了
水

的
杯

中

P

2.
一

注
滿

水
的

密
實

袋
放

在
報

紙
上

觀
察

文
字

的
變

化

3.
播

放
影

片
來

解
釋

原
因

4.
透

過
放

大
鏡

觀
察

物
件

P

光
有

不
同

顏
色

1.
 觀

察
圖

片

2.
 歸

納

1.
學

生
先

作
資

料
搜

集

2.
 分

享
資

料

3.
 提

問

P

1.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作

出
假

設
：

白
色

的
陽

光
可

以
分

散
成

彩
色

的
光

2.
學

生
用

三
稜

鏡
進

行
實

驗
，

觀
察

可
以

散
出

哪
幾

種
顏

色
，

並
記

錄
結

果

P
P

P
1.

 觀
察

圖
片

2.
 提

問
P

4.
播

放
片

段
講

解
自

製
彩

虹
的

方
法

5.
 進

行
實

驗

6.
 提

問

P

1.
教

師
示

範
自

製
彩

虹

2.
學

生
構

思
其

他
方

法
，

並
在

課
餘

時
間

作
實

踐

3.
匯

報
及

歸
納

可
讓

陽
光

射
進

的
媒

介

P
P

P

三
梭

鏡

1.
 教

師
示

範

2.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3.
 記

錄
顏

色

4.
 吹

泡
泡

5.
 討

論
製

造
彩

虹
的

方
法

6.
 動

手
試

 

P
P

P
P

P

三
梭

鏡

1.
 播

放
影

片

2.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3.
 匯

報

4.
 教

師
解

釋

P
P

P
P

1.
教

師
快

速
轉

動
光

學
轉

盤

2.
學

生
推

想
白

光
是

怎
樣

形
成

P

1.
估

計
可

否
把

分
散

的
光

合
起

來 2.
按

課
本

圖
片

作
嘗

試

3.
 記

錄

P
P

P

七
色

板

5.
 播

放
影

片

6.
 進

行
實

驗

7.
 提

問

8.
 記

錄

9.
 總

結

P
P

P

1.
推

測
不

同
顏

色
的

玻
璃

紙
重

疊
令

顏
色

有
什

麼
變

化

2.
 進

行
及

記
錄

P
P

P

1.
問

：
如

何
把

彩
虹

七
色

還
原

2.
 提

問

3.
 嘗

試
及

觀
察

P
P

保
護

眼
睛

的
重

要
性

和
方

法
1.

 提
問

及
解

釋

13
5

0
0

7
0

0
2

0
2

6
1

10
1

0
3

4
1

0
4

1
0

4
1

11
2

0
1

1
3

0
3

1
1

3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2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1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1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8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出
現

的
百

分
比

93
%

36
%

0%
0%

50
%

0%
0%

14
%

0%
14

%
43

%
7%

83
%

8%
0%

25
%

33
%

8%
0%

33
%

8%
0%

33
%

8%
79

%
14

%
0%

7%
7%

21
%

0%
21

%
7%

7%
21

%
7%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7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9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5

8%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83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2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64

%

P
P

P
P

P
1.

電
筒

分
別

照
向

透
明

玻
璃

和

黑
色

厚
卡

紙

1.
學

生
用

鏡
反

射
光

到
黑

板

2.
學

生
猜

測
為

反
射

的
特

性

3.
觀

察
圖

片
或

／
及

進
行

實
驗

4.
擲

籃
球

活
動

1.
 觀

察
鏡

子

2.
 提

問

3.
 觀

察
鋁

箔

4.
 提

問

P
P

P
P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第
三

冊
B

冊
上

學
期

 B
冊

 

 單
元

一
 光

與
聲

音
的

探
究

　
第

一
課

 光
的

特
性

（
一

）
及

第
二

課
 光

的
特

性
（

二
）

單
元

一
 光

和
聲

音

第
一

課
 光

的
探

究

 單
元

一
 我

們
身

邊
的

現
象

　
第

一
課

 奇
妙

的
光

（
一

）
及

第
二

課
 奇

妙
的

光
（

二
）

今
日

常
識

新
領

域
朗

文
常

識
小

學
常

識

五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鏡
子

可
以

有
規

則
地

反
射

光
／

光
的

反
射

列
舉

一
些

應
用

光
的

折
射

的
生

活
例

子

1.
教

師
進

行
實

驗
，

學
生

觀
察

過
程

和
結

果

2.
 以

乒
乓

球
作

類
比

P
P

P

認
識

彩
虹

／
組

成
彩

虹
的

顏
色

陽
光

可
分

成
七

種
不

同
顏

色
的

光
／

白
色

的
陽

光
由

七
種

顏
色

組
成

總
數

14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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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各出版商「聲音」單元之分析表 

 

書
名

年
級

書
冊

課
次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1.
讓

學
生

以
課

室
中

的
物

件
製

造
聲

音

2.
讓

學
生

說
出

聲
音

是
如

何
產

生

P

1.
學

生
按

住
喉

嚨
說

話
及

手
塞

耳
朵

發
出

聲
音

及
說

話
時

手
按

臉
P

1.
模

擬
課

本
圖

片
中

的
情

況

2.
學

生
舉

出
更

多
例

子

3.
讓

學
生

思
考

如
何

令
聲

音
消

失 4.
歸

納
出

聲
音

是
由

振
動

產
生

5.
觀

看
錄

像

P
P

2.
輕

敲
音

叉
放

於
水

中
，

然
後

觀
察

其
變

化

3.
在

鼓
上

放
豆

粒
，

輕
敲

及
觀

察
結

果

P
P

P

物
體

振
動

幅
度

與
音

量
的

關
係

1.
教

師
進

行
實

驗

2.
學

生
用

相
同

原
理

進
行

製
作

，
並

介
紹

其
製

成
品

及
實

驗
結

果

3.
播

放
闡

釋
動

畫

P
P

P

1.
輕

敲
與

大
力

敲
鼓

面
，

帶
出

聲
音

有
強

弱
之

分

2.
進

行
實

驗
：

觀
察

大
力

與
輕

力
敲

鼓
面

時
，

紅
豆

跳
動

的
幅

度 3.
記

錄
及

觀
察

結
果

P
P

P
P

1.
估

計
豆

塊
粒

放
在

木
板

上
或

鐵
皮

上
敲

擊
所

產
生

的
聲

音
和

豆
粒

跳
動

情
況

2.
 觀

察
結

果

P
P

1.
比

較
鋼

片
琴

中
長

鋼
片

和
短

鋼
片

所
發

出
的

聲
音

的
分

別

2.
記

錄
鋼

片
琴

的
音

調
變

化

3.
播

放
影

片

4.
進

行
實

驗
：

筷
子

敲
玻

璃
杯

5.
記

錄
實

驗
結

果

P
P

1.
引

發
學

生
思

考
：

聲
音

的
高

低
跟

什
麼

有
關

？

2.
進

行
實

驗
：

請
同

學
順

序
敲

打
木

片
琴

3.
分

析
聲

音
的

高
低

與
什

麼
有

關 4.
歸

納
結

果
及

舉
出

更
多

例
子

P
P

1.
介

紹
課

本
中

的
樂

器

2.
比

較
敲

打
注

入
不

同
水

量
的

玻
璃

瓶
的

聲
音

P

1.
觀

察
書

中
圖

片
，

預
測

如
何

產
生

較
高

及
較

低
音

2.
學

生
用

實
物

示
範

，
驗

證
猜

測 3.
歸

納
結

果

4.
分

組
思

考
其

他
產

生
高

低
聲

音
的

方
法

，
並

作
報

告
及

示
範

P
P

P

1.
建

立
概

念

2.
進

行
實

驗
：

敲
桌

聽
聲

音

3.
記

錄
結

果

P
P

1.
依

課
本

圖
片

進
行

活
動

2.
分

析
聲

音
可

以
從

固
體

及
氣

體
傳

送

3.
估

計
那

種
媒

介
傳

聲
效

果
更

好 4.
求

證
及

歸
納

結
果

P
P

P

1.
教

師
進

行
實

驗
：

敲
罐

看
鹽

的
變

化

2.
提

問

P

4.
進

行
實

驗
：

水
中

敲
石

塊
P

P
P

5.
以

學
生

的
經

驗
推

斷
水

都
是

聲
音

的
傳

播
媒

介
P

3.
進

行
實

驗
：

隔
著

障
礙

物
說

話
及

在
不

同
距

離
說

話

4.
舉

出
日

常
生

活
的

例
子

P
P

P

5.
進

行
實

驗
：

敲
桌

聽
聲

音

6.
進

行
實

驗
：

聽
水

中
傳

來
的

敲
打

聲

P

7.
設

計
通

話
器

P
P

隔
音

物
料

的
特

性
及

適
用

性
及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例
子

1.
進

行
實

驗
：

向
膠

杯
說

話
，

比
較

所
聽

到
的

音
量

2.
記

錄
結

果

3.
歸

納
物

料
的

特
徵

P
P

P
P

1.
說

出
書

中
阻

隔
聲

音
的

原
因

及
方

法

2.
學

生
列

舉
隔

音
方

法

3.
進

行
探

究
活

動
：

搜
集

資
料

＞
擬

定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案

＞
實

踐
方

案
＞

測
試

效
果

（
以

分
貝

計
作

測
量

）
＞

評
定

其
成

效
＞

嘗
試

進
一

步
改

善
原

有
的

設
計

P
P

P
P

聲
音

會
反

彈

1.
提

問

2.
播

放
影

片

3.
實

驗
：

帶
學

生
到

校
園

不
同

角
度

測
試

回
音

4.
根

據
測

試
結

果
作

出
歸

納

P
P

P

1.
手

心
向

著
嘴

巴
輕

聲
說

話
測

試
所

聽
到

的
聲

音
是

大
了

還
是

細
了

，
並

讓
學

生
嘗

試
說

出
原

因 2.
預

測
書

中
兩

個
情

況
中

叫
喊

，
那

個
有

較
大

回
音

3.
教

師
解

釋
原

理
，

由
學

生
判

斷
以

上
兩

個
情

境

4.
學

生
運

用
所

學
解

釋
引

入
活

動

P
P

P

1.
進

行
實

驗
：

比
較

開
及

關
門

窗
大

叫
的

聲
量

2.
進

行
實

驗
：

杯
子

與
嘴

巴
距

離
對

聲
量

的
影

響

3.
以

波
子

在
鐵

盒
內

的
運

動
解

釋
聲

音
的

反
彈

軌
跡

P
P

P

1.
噪

音
和

音
樂

的
分

別

2.
觀

察
圖

片
，

指
出

圖
中

的
噪

音
是

如
何

產
生

及
感

受

3.
討

論
圖

片
中

小
孩

的
做

法
有

什
麼

問
題

4.
觀

察
海

報
，

猜
當

中
希

望
帶

出
的

訊
息

5.
提

問
為

什
麼

要
保

護
聽

覺

P

1.
設

計
耳

罩
P

7
3

0
3

1
0

0
0

0
0

4
1

9
1

0
3

2
0

0
3

2
1

2
0

1
1

2
0

2
0

1
0

2
1

0
0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
4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5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
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8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
6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3

出
現

的
百

分
比

1
0
0
%

4
3
%

0
%

4
3
%

1
4
%

0
%

0
%

0
%

0
%

0
%

5
7
%

1
4
%

1
0
0
%

1
1
%

0
%

3
3
%

2
2
%

0
%

0
%

3
3
%

2
2
%

1
1
%

2
2
%

0
%

1
0
0
%

1
8
%

0
%

1
8
%

0
%

9
%

0
%

1
8
%

9
%

0
%

0
%

0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2
0
0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
1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
6
7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8
9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
4
5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2
7
%

P
P

上
學

期
 B

冊
 

 單
元

一
 光

與
聲

音
的

探
究

　
第

三
課

 聲
音

的
傳

播

單
元

一
 光

和
聲

音

第
二

課
 聲

音
的

探
究

 單
元

一
 我

們
身

邊
的

現
象

　
第

三
課

 聲
音

（
一

）
及

第
四

課
 聲

音
（

二
）

今
日

常
識

新
領

域
朗

文
常

識
小

學
常

識

五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第
三

冊
B

冊

聲
音

是
由

物
體

振
動

所
產

生

1.
學

生
按

住
喉

嚨
唱

歌

2.
教

師
解

釋
原

理

3.
播

放
影

片

4.
學

生
用

文
具

產
生

聲
音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學

習
目

標

聲
音

會
有

高
低

不
同

的
音

調

總
數

7
9

1
1

聲
音

的
傳

播

保
護

聽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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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各出版商「電」單元之分析表 

 

書
名

年
級

書
冊

課
次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電
器

的
電

力
來

源

1.
觀

察
圖

片
，

從
兩

種
電

器
的

移
動

性
推

測
兩

種
電

源
的

分
別

2.
生

活
經

驗
分

享

P

人
常

使
用

的
電

源
：

乾
電

池

1.
猜

手
電

筒
沒

有
亮

的
原

因

3.
每

組
一

支
手

電
筒

，
根

據
假

設
進

行
驗

證
，

並
記

錄
過

程
和

結
果

P
P

P
P

1.
展

示
不

同
類

型
的

乾
電

池
，

讓
學

生
分

辨
每

一
種

電
池

的
正

極
和

負
極

P

1.
老

師
錯

放
電

池
令

玩
具

不
能

開
，

請
學

生
思

考
為

什
麼

2.
正

確
放

入
電

令
玩

具
能

開

P

3.
思

考
如

何
多

加
一

粒
乾

電
池

到
剛

才
兩

個
燈

泡
的

閉
合

電
路

中 4.
畫

下
可

行
的

方
法

P

簡
單

的
閉

合
電

路

1.
介

紹
如

何
以

電
池

產
生

電

2.
觀

察
一

閉
合

電
路

，
請

學
生

指
出

其
特

徵

3.
進

行
實

驗
：

學
生

自
行

接
駁

一
閉

合
電

路
，

並
展

示
和

介
紹

製
成

品

4.
分

析
書

中
的

燈
泡

為
何

不
能

亮
起

來

P
P

1.
分

組
設

計
把

燈
泡

和
電

池
的

接
駁

方
法

，
並

畫
下

草
圖

2.
學

生
接

駁

3.
檢

討
失

敗
原

因
及

繼
續

嘗
試

4.
根

據
活

動
結

果
推

斷
能

令
小

燈
泡

發
亮

的
方

法

P
P

有
開

關
的

閉
合

電
路

1.
教

師
示

範

2.
學

生
自

行
嘗

試
組

成

3.
提

問
：

原
理

是
什

麼
？

4.
製

作
應

用
閉

合
電

路
的

玩
具

P
P

1.
進

行
實

驗
：

依
課

本
指

示
製

作
有

開
關

的
閉

合
電

路

2.
討

論
如

何
測

試
開

關
是

否
有

效 3.
用

其
他

物
料

設
計

電
路

開
關

，
然

後
進

行
測

試

P
P

P

1.
思

考
如

何
應

用
導

電
體

和
絕

緣
體

的
特

性
來

作
開

關

2.
自

行
手

動
製

作

P

閉
合

電
路

必
須

具
備

的
條

件

1.
預

測
電

路
能

否
使

燈
泡

發
亮

2.
按

照
圖

片
接

駁
電

路
，

觀
察

那
一

個
能

亮
起

來
，

並
記

錄
結

果 3.
比

較
實

際
結

果
和

自
己

的
預

測 4.
簡

單
介

紹
什

麼
是

短
路

5.
延

伸
實

驗
：

找
出

其
他

可
以

令
燈

泡
發

亮
的

方
法

6.
歸

納
形

成
閉

合
電

路
的

條
件

P
P

P
P

1.
學

生
設

計
能

同
時

令
兩

個
燈

泡
發

亮
的

閉
合

電
路

及
畫

下
草

圖 2.
進

行
測

試

3.
檢

討
失

敗
原

因

4.
嘗

試
直

到
成

功

5.
記

錄
成

功
的

閉
合

電
路

圖
樣

6.
討

論
完

整
閉

合
電

路
必

備
的

條
件

P
P

P
P

導
電

體
和

絕
緣

體

1.
進

行
實

驗
：

以
不

同
物

料
取

代
曲

別
針

，
記

錄
是

否
可

以
組

成
閉

合
電

路

2.
歸

納
可

以
及

不
可

以
使

燈
泡

發
亮

的
共

通
點

3.
播

放
模

擬
實

驗

P
P

P
P

P
P

1.
準

備
不

同
物

件
，

按
課

本
圖

片
所

示
接

駁
電

路
，

中
間

的
位

置
用

來
連

接
要

測
試

的
物

件

2.
觀

察
和

記
錄

那
些

物
件

能
使

燈
泡

亮
起

來

3.
建

立
導

電
體

和
絕

緣
體

兩
個

概
念

4.
分

析
歸

納
它

們
各

以
什

麼
物

料
製

成

5.
延

伸
探

究
：

列
舉

其
他

導
電

體
和

絕
緣

體
，

重
複

上
述

實
驗

來
驗

證
自

己
的

判
斷

是
否

正
確

P
P

P
P

P

1.
學

生
或

老
師

準
備

不
同

物
品

作
測

試

2.
估

計
那

些
能

讓
電

流
通

過

3.
同

學
逐

一
嘗

試

4.
記

錄
結

果

5.
同

學
作

結
論

P
P

P
P

P
P

P

絕
緣

體
的

應
用

1.
觀

察
剪

開
了

的
電

線

2.
提

問
P

P

1.
觀

察
已

剪
開

的
電

線
，

讓
學

生
觀

察
電

線
內

外
兩

部
分

，
並

運
用

所
學

解
釋

兩
部

分
用

不
同

物
料

的
原

因

P
P

1.
觀

察
節

日
燈

飾
的

圖
片

2.
觀

察
社

區
中

的
圖

片
，

找
出

會
用

電
的

設
施

3.
列

舉
上

學
途

中
遇

見
的

用
電

設
施

4.
討

論
停

電
對

人
的

影
響

1.
觀

察
圖

片
，

述
說

停
電

的
情

況 2.
擬

設
情

境

P

1.
以

電
器

帶
出

電
的

用
處

2.
歸

納
用

處
，

請
學

生
分

組
就

不
同

用
處

寫
下

相
關

物
品

的
例

子

P
P

3.
把

電
器

依
用

途
分

類
P

利
用

電
源

發
光

、
發

熱
、

發
聲

和
產

生
動

力
的

電
器

1.
把

電
器

所
產

生
的

效
應

分
類

P

電
的

熱
效

應

1.
播

放
影

片
示

範
實

驗

2.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3.
匯

報
及

記
錄

實
驗

結
果

4.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用

了
電

的
熱

效
應

的
電

器

P
P

1.
看

圖
推

斷
課

本
中

的
實

驗
可

以
用

電
產

生
什

麼

2.
建

立
「

效
應

」
概

念

1.
依

課
本

圖
片

感
受

電
器

所
發

出
的

熱

2.
進

行
實

驗
：

發
熱

的
電

線

3.
提

問
及

帶
入

日
常

生
活

中

P

電
的

光
效

應

1.
教

師
示

範
實

驗

2.
提

問

3.
觀

察

P
P

1.
預

測
實

驗
結

果

2.
教

師
示

範
實

驗

3.
分

析
及

歸
納

出
結

果

4.
進

階
思

考
：

哪
些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應
用

了
電

的
光

和
熱

效
應

P
P

1.
教

師
示

範
實

驗

2.
學

生
進

行
實

驗

3.
記

錄
結

果

4.
比

較
哪

一
組

吸
起

最
多

曲
別

針 5.
觀

察
及

分
析

原
因

6.
改

良
自

己
的

設
計

P
P

P
P

P

1.
進

行
活

動
：

把
電

線
繞

在
鐵

釘
上

，
並

懸
放

在
一

堆
萬

字
夾

上 2.
同

學
觀

察
結

果
及

畫
在

課
本

上

P
P

1.
利

用
教

師
所

提
供

的
配

件
，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個
可

以
應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小
電

器
用

品

P

電
的

磁
效

應
可

以
產

生
動

力

1.
播

放
影

片
讓

學
生

觀
察

由
電

對
物

件
所

產
生

的
動

力

2.
觀

察
拆

去
外

殼
的

電
動

小
風

扇

P

1.
展

示
沒

有
插

入
電

池
的

小
型

電
風

扇
，

問
學

生
如

何
令

它
轉

動 2.
看

圖
介

紹
馬

達

3.
讓

學
生

觀
察

，
並

解
釋

馬
達

的
運

作
不

理

4.
列

舉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P
P

1.
觀

察
課

本
圖

片
，

思
考

問
題

2.
翻

開
揭

頁
，

了
解

電
動

車
的

運
動

原
理

3.
展

示
馬

達
，

看
其

內
部

結
構

4.
提

問

5.
連

結
至

日
常

生
活

中

P
P

電
的

磁
效

應
可

以
產

生
聲

音

1.
觀

察
電

鈴
的

構
造

2.
教

師
示

範
實

驗
，

學
生

記
錄

實
驗

結
果

3.
播

放
影

片
解

釋
其

結
構

P
P

1.
讓

學
生

預
設

乾
電

池
放

入
鬧

鐘
後

會
如

何

2.
推

測
蜂

鳴
器

接
駁

電
路

後
會

如
何

3.
進

行
實

驗

4.
歸

納

5.
列

舉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P
P

1.
把

一
萬

字
夾

放
在

電
話

的
聽

筒
部

分
，

令
其

被
吸

起
來

2.
老

師
解

釋
電

話
的

發
聲

原
理

3.
預

測
按

下
「

電
鈴

」
電

鈕
的

情
況

4.
教

師
解

釋
其

發
聲

原
理

P

不
小

心
用

電
所

引
致

的
意

外
 及

 

安
全

用
電

的
守

則

1.
閱

讀
、

討
論

和
分

析
剪

報

2.
分

析
書

中
個

案

3.
以

互
動

電
子

教
材

「
家

居
用

電
安

全
」

認
識

用
電

安
全

守
則

4.
網

上
學

習
家

居
用

電
安

全
要

點 5.
調

查
家

人
的

用
電

習
慣

處
理

觸
電

意
外

的
方

法

1.
觀

察
圖

片
，

討
論

解
決

方
法

2.
判

斷
那

些
東

西
適

合
用

來
隔

離
觸

電
者

和
漏

電
物

件

P

8
1

2
3

2
6

0
1

0
0

5
1

13
0

3
4

2
2

0
4

1
0

2
0

8
1

1
3

1
1

1
3

1
0

3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22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7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24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7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1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出
現

的
百

分
比

67
%

8%
17

%
25

%
17

%
50

%
0%

8%
0%

0%
42

%
8%

81
%

0%
19

%
25

%
13

%
13

%
0%

25
%

6%
0%

13
%

0%
67

%
8%

8%
25

%
8%

8%
8%

25
%

8%
0%

25
%

8%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8
3%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58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5

0%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44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2
5%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5

%

總
數

12
16

12

P

電
與

日
常

生
活

的
關

係

電
的

磁
效

應

1.
猜

猜
磁

石
和

鐵
釘

放
近

金
屬

曲
別

針
會

有
什

麼
結

果

2.
進

行
示

範

3.
測

試
還

有
那

些
物

品
可

以
被

磁
石

吸
引

4.
引

入
：

看
看

通
過

實
驗

能
否

把
鐵

釘
的

性
質

改
變

5.
教

師
指

導
學

生
進

行
課

本
中

的
實

驗
，

並
匯

報
結

果

6.
進

階
學

習
：

觀
察

每
組

的
鐵

P
P

乾
電

池
的

正
負

極
和

放
置

方
法

1.
學

生
帶

一
小

電
器

或
電

動
玩

具
回

校

2.
學

生
把

電
池

拆
出

，
分

組
請

組
員

正
確

地
放

回
去

，
歸

納
出

正
確

擺
放

電
池

的
方

法

3.
應

用
：

鬥
快

把
合

適
的

電
池

放
入

電
器

內

P
P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第
三

冊
B

冊
上

學
期

 B
冊

 

 單
元

二
 電

的
探

究

　
第

四
課

 閉
合

電
路

 、
 第

五
課

 電
與

生
活

單
元

二
 能

量
和

物
質

第
五

課
 閉

合
電

路
 、

 第
六

課
 電

與
生

活

 單
元

二
 電

的
故

事

第
六

課
 閉

合
電

路
 、

 第
七

課
 電

的
探

究

今
日

常
識

新
領

域
朗

文
常

識
小

學
常

識

五
年

級
 

五
年

級
 

五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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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朗文常識》及《今日常識》「物質三態」單元之分析表 

 

書
名

年
級

書
冊

課
次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物
質
三
態
的
特

性

1.
從
過
去
的
生
活
經
驗
說
水
、

冰
和
水
蒸
氣
的
特
性

2.
學
生
根
據
課
本
圖
表
說
出
可

以
從
哪
些
方
面
探
究
其
特
性

3.
進
行
實
驗
：
測
試
其
形
狀
及

流
動
性

4.
分
辨
自
然
景
物
的
形
態

P

1.
討

論
水

、
冰

和
水

蒸
氣

三
者

是
否

同
一

物
質

2.
思

考
除

了
水

以
外

，
還

有
哪

些
物

質
會

以
固

體
、

液
體

、
氣

體
存

在

3.
討

論
分

辨
固

體
、

液
體

、
氣

體
的

標
準

4.
播

放
教

學
簡

報
及

提
問

P

水
的
形
態
變
化

1.
進
行
實
驗
／
播
放
影
片
：
水

的
形
態
在

加
熱
過
程
中
的
變
化

2.
帶
出
「
熔
解
」
和
「
沸
騰
」

3.
分
析
情
境

4.
分
組
進
行
實
驗
：
把
一
小
鏡

放
近
一
杯
熱
水

5.
推
斷
水
放
入
雪
櫃
數
小
時
的

結
果

6.
歸
納
以
上
逆
轉
現
象
的
共
通

點 7.
帶
出
「
凝
結
」
和
「
凝
固
」

P
P

其
他
物
質
的
形

態
變
化

1.
觀
看
金
的
例
子
，
帶
出
在
製

作
金
飾
時
，
會
先
從
固
態
變
液

態
再
變
回
固
態

2.
問
學
生
可
以
如
何
把
蠟
燭
變

成
不
同
形
狀

3.
進
行
示
範

4.
歸
納
說
明
有
些
固
體
是
沒
有

固
定
的
熔
點

P

不
容
易
逆
轉
的

變
化

1.
觀
察
圖
片
：
蘋
果
切
開
和
和

生
肉
煮
熟
後
，
不
能
變
回
原
先

狀
況

2.
建
構
知
識
：
在
產
生
新
的
物

質
後
，
這
些
變
化
不
容
易
逆
轉

3.
想
出
更
多
不
可
逆
轉
的
例
子

P

1.
進

行
活

動
及

紀
錄

：
把

芝
士

加
熱

熔
化

成
液

體
然

後
把

它
放

回
雪

櫃
；

把
白

米
加

水
煮

熟
成

白
飯

不
能

變
回

白
米

2.
下

結
論

P
P

不
同
形
態
的
物

質
傳
播
聲
音
的

效
果

1.
分

組
設

計
實

驗
：

設
計

一
個

探
究

活
動

，
利

用
音

叉
，

比
較

聲
音

透
過

固
體

、
液

體
和

氣
體

傳
播

時
，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有
什

麼
分

別

2.
分

組
匯

報
，

然
後

選
出

最
好

的
方

法
全

班
進

行
探

究

P
P

1.
教

師
展

示
固

體
受

熱
裝

置
，

把
金

屬
球

穿
過

圓
環

2.
猜

測
把

金
屬

球
加

熱
後

還
可

不
可

以
穿

過

3.
示

範
實

驗

P
P

4.
展

示
液

體
受

熱
裝

置
，

預
測

液
體

受
熱

後
水

位
會

有
什

麼
變

化 5.
示

範
實

驗

P
P

6.
展

示
氣

體
受

熱
裝

置
，

預
測

氣
體

受
熱

後
汽

球
會

有
什

麼
變

化 7.
示

範
實

驗
並

記
錄

結
果

8.
歸

納
結

果

9.
觀

察
圖

片
，

解
釋

現
象

P
P

P
P

物
質
形
態
轉
變

與
溫
度
的
關
係

1.
分

享
製

作
冰

棒
的

經
驗

，
帶

出
不

同
溫

度
下

，
物

質
形

態
會

轉
變

2.
討

論
轉

變
形

態
後

，
能

不
能

轉
回

原
來

的
形

態
，

並
找

出
其

他
例

子

3.
討

論
例

子
：

巧
克

力

4.
觀

察
圖

片
：

熔
岩

P

把
慶
物
循
環
再

造
對
環
境
的
好

處

1.
觀

察
慶

物
分

類
收

集
的

圖
，

認
識

鋁
罐

循
環

再
造

的
過

程

2.
討

論
這

是
否

可
逆

轉
的

過
程

，
及

對
環

境
有

什
麼

好
處

3.
討

論
還

有
哪

些
東

西
可

以
循

環
再

造

P

4
0

0
0

0
0

0
1

0
0

0
0

8
0

0
1

0
0

0
3

1
0

2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4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6

出
現

的
百

分
比

10
0%

0%
0%

0%
0
%

0%
0%

2
5%

0%
0%

0%
0%

##
#
#

0%
0%

13
%

0%
0%

0%
3
8%

13
%

0%
2
5%

0%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0
0%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25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1

3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75

%

總
數

4
8

冷
縮
熱
脹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B
冊

下
學

期
 A

冊
 

單
元

二
 能

量
和

物
質

第
八

課
 物

質
變

變
變

單
元

一
 奇

妙
的

物
質

第
一

課
 物

質
的

三
態

 、
 第

二
課

 物
質

形
態

變
變

變

朗
文

常
識

小
學

常
識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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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各出版商「力和機械」單元之分析表 

 

 

書
名

年
級

書
冊

課
次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探
索

公
平

測
試

鑑
別

和
分

類
模

式
探

索
驗

證
解

釋
其

他
鑑

定
問

題
所

在
預

測
結

果
設

計
探

究
的

方
法

數
據

詮
釋

出
力

可
以

使
靜

止
的

物
體

移
動

，
以

及
改

變
其

移
動

速
度

1.
學

生
自

由
試

驗
如

何
令

一
個

足
球

和
綁

了
綿

繩
的

玩
具

車
移

動 2.
學

生
匯

報
用

什
麼

方
法

使
其

移
動

3.
用

不
同

力
度

令
以

上
物

件
移

動 4.
阻

攔
移

動
中

的
物

件
，

看
它

的
速

度
有

何
改

變

5.
看

圖
描

述
足

球
的

狀
態

與
力

的
關

係

P
P

1.
互

相
傳

送
小

球

2.
建

立
概

念
：

帶
出

力
與

物
體

的
「

移
動

與
靜

止
」

的
關

係

3.
應

用
概

念

4.
觀

看
錄

像

5.
列

舉
例

子

P
P

力
可

以
改

變
物

體
的

移
動

方
向

1.
分

組
活

動
：

在
桌

子
上

推
動

小
球

以
傳

給
組

員
，

觀
察

它
的

運
動

P
P

1.
嘗

試
按

指
定

路
線

彈
珠

2.
建

立
概

念

3.
觀

察
圖

片
，

應
用

所
學

，
列

舉
例

子

4.
觀

看
錄

像

P

物
體

運
動

的
形

式

1.
進

行
實

驗
：

在
平

滑
的

桌
上

滾
動

小
球

2.
進

階
示

範
：

把
球

染
色

，
在

紙
上

滾
動

3.
建

立
概

念

4.
列

舉
例

子

5.
看

圖
思

考

6.
設

計
實

驗

7.
歸

納
及

列
舉

例
子

P
P

力
能

改
變

物
體

運
動

的
速

度

1.
預

測
實

驗
結

果

2.
進

行
實

驗
：

推
球

；
轉

動
項

鍊
；

及
擺

動
哨

子
（

強
調

公
平

比
較

）

P
P

P
P

物
體

間
的

摩
擦

會
產

生
摩

擦
力

1.
教

師
示

範
推

球
，

提
問

為
何

會
停

下
來

2.
歸

納
知

識
及

總
結

P
P

1.
建

立
概

念
：

摩
擦

力

2.
進

行
實

驗
：

在
不

同
紙

上
推

同
一

個
硬

幣
，

量
度

和
記

錄
滑

行
距

離

3.
匯

報
及

比
較

結
果

4.
歸

納
結

果

5.
應

用
概

念

P
P

P
P

P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用
摩

擦
力

的
例

子

1.
觀

察
拖

鞋
底

部
和

瓶
蓋

有
什

麼
共

通
點

2.
列

舉
其

他
例

子

P
P

1.
觀

看
圖

片
，

分
析

為
何

馬
路

及
輪

胎
表

面
都

不
是

平
滑

2.
看

書
中

日
常

生
活

的
例

子

3.
列

舉
其

他
例

子

P

地
心

吸
力

對
日

常
生

活
的

影
響

1.
請

一
同

學
拿

起
書

本
然

後
放

手
，

提
問

為
何

會
這

樣

2.
觀

察
圖

片
，

討
論

為
何

太
空

人
會

在
太

空
飄

浮
，

如
果

地
球

沒
有

地
心

吸
力

會
如

何

3.
分

組
搜

集
資

料
，

然
後

匯
報

P

簡
單

機
械

機
人

類
的

重
要

性

1.
觀

察
圖

片
及

分
析

2.
設

置
處

境
作

思
考

3.
看

圖
解

釋

P

能
量

以
不

同
形

式
存

在

1.
請

兩
位

學
生

操
控

遙
控

車
，

只
有

其
中

一
輛

有
電

池

2.
討

論
為

何
沒

有
電

池
就

不
能

動 3.
建

立
概

念

4.
把

不
同

物
品

所
釋

放
的

能
量

作
分

類

P
P

分
辨

動
能

和
勢

能

1.
製

作
玩

具

2.
建

立
概

念

3.
進

行
比

賽
：

鬥
遠

4.
檢

討
作

品
的

不
足

，
並

提
出

改
善

的
方

法

P

化
學

能
的

轉
換

1.
播

放
動

畫
「

能
量

推
動

機
械

」 2.
建

立
概

念
：

化
學

能

3.
討

論

4.
歸

納
知

識

5.
列

舉
例

子

P

動
能

的
轉

換

1.
進

行
實

驗
：

摩
擦

雙
手

感
受

動
能

轉
為

熱
能

2.
進

行
實

驗
：

把
曲

別
針

放
入

鐵
罐

搖
動

，
感

受
由

動
能

轉
為

聲
能

3.
記

錄
實

驗
結

果

P
P

勢
能

的
轉

換

1.
用

手
壓

著
彈

弓
小

擺
設

，
放

手
觀

察
其

變
化

2.
討

論
其

能
量

轉
換

P
P

能
量

轉
換

時
的

損
耗

1.
討

論
燈

泡
的

能
量

轉
換

2.
感

受
燈

泡
和

省
電

燈
泡

所
發

出
的

熱

3.
連

結
到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P
P

可
以

省
力

的
工

具
：

滾
子

1.
觀

察
及

討
論

昔
日

建
造

金
字

塔
時

是
如

何
搬

運
巨

石

2.
播

放
動

畫
「

滾
木

運
輸

」

3.
進

行
實

驗
：

在
有

及
沒

有
滾

子
的

情
況

下
，

以
波

子
拉

動
書

本 4.
討

論
及

記
錄

結
果

5.
播

放
影

片

6.
連

繫
至

日
常

生
活

P
P

P
P

1.
教

師
講

解
彈

簧
秤

及
使

用
方

法 2.
預

測
實

驗
結

果

3.
進

行
實

驗
：

有
及

沒
有

滾
子

拉
動

課
本

4.
記

錄
及

討
論

結
果

5.
比

例

6.
列

舉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P
P

P
P

P

1.
觀

察
圖

片
，

討
論

玩
滑

梯
的

經
驗

，
帶

出
摩

擦
力

2.
觀

察
圖

片
，

說
出

滾
子

如
何

幫
助

人
類

3.
連

繫
至

日
常

生
活

例
子

4.
自

製
貨

車
，

並
畫

下
計

劃
，

測
試

載
重

量

P
P

可
以

省
力

的
工

具
：

槓
桿

1.
觀

察
書

中
圖

片
及

討
論

2.
進

行
實

驗
：

槓
桿

原
理

3.
建

立
概

念
：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4.
歸

納
知

識
：

力
點

和
重

點
分

別
與

支
點

的
距

離
與

省
力

的
關

係

P
P

P

1.
嘗

試
徒

手
打

開
鐵

罐

2.
尋

找
合

適
的

工
具

來
打

開

3.
建

立
概

念
：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4.
實

驗
驗

證
：

比
較

用
杆

提
起

書
包

及
徒

手
提

起
書

包

5.
記

錄
和

分
析

6.
實

驗
驗

證
：

比
較

三
個

支
點

位
置

哪
一

個
較

省
力

7.
記

錄
和

分
析

P
P

P
P

P
P

1.
思

考
如

何
打

開
鐵

罐

2.
建

立
概

念
：

友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3.
示

範
如

何
用

一
些

工
具

，
並

寫
出

其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4.
歸

納
槓

桿
原

理
可

分
為

三
類

5.
探

究
活

動
：

預
測

結
果

，
進

行
測

試
，

然
後

記
錄

結
果

和
下

結
論

6.
連

繫
至

日
常

生
活

中
所

用
的

工
具

P
P

P
P

P
P

槓
桿

的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1.

分
辨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有
些

槓
桿

原
理

不
能

省
力

1.
分

辨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2.
討

論
：

鑷
子

3.
列

舉
不

能
省

力
的

例
子

4.
比

賽
：

鬥
快

說
出

力
點

、
支

點
和

重
點

P

1.
體

驗
筷

子
和

面
包

夾
和

徒
手

拿
，

哪
一

個
較

省
力

2.
探

索
還

有
什

麼
好

處

3.
列

舉
更

多
例

子

P

斜
面

的
斜

度
與

省
力

的
關

係

1.
比

較
陡

手
搬

書
與

用
斜

用
的

分
別

2.
在

不
同

斜
度

的
斜

面
上

，
分

別
用

多
少

波
子

才
可

拉
動

玩
具

車 3.
匯

報
、

討
論

及
下

結
論

P
P

P
P

1.
分

析
圖

片
及

討
論

2.
提

出
假

設
：

利
用

斜
面

較
省

力 3.
進

行
實

驗
：

哪
種

做
法

較
省

力
把

書
包

拉
動

4.
記

錄
及

討
論

結
果

5.
歸

納
及

應
用

概
念

P
P

P
P

1.
進

行
測

試
：

比
較

有
和

沒
有

斜
面

時
那

個
較

省
力

2.
看

樓
梯

的
圖

作
比

較

P
P

P
P

P
P

滑
輪

和
齒

輪
的

原
理

1.
觀

察
滑

輪
及

體
驗

其
好

處

2.
播

放
錄

像

3.
觀

察
兩

個
齒

輪
的

轉
動

方
向

4.
建

立
概

念

5.
播

放
錄

像

P
P

機
械

安
全

1.
分

組
討

論
新

聞

2.
匯

報

3.
觀

察
圖

片

P
1.

討
論

2.
創

作
標

語
P

科
學

與
科

技
對

人
的

影
響

1.
觀

察
圖

片
並

作
討

論

2.
辯

論
比

賽

1
6

2
1

3
1

6
0

0
0

0
3

0
1
2

4
0

3
2

2
0

1
1

4
4

1
4

0
0

2
0

0
0

2
0

3
2

2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2
9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3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2
3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1
1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總

次
數

6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總

次
數

9

出
現

的
百

分
比

8
9
%

1
1
%

6
%

1
7
%

6
%

3
3
%

0
%

0
%

0
%

0
%

1
7
%

0
%

1
0
0
%

3
3
%

0
%

2
5
%

1
7
%

1
7
%

0
%

8
%

8
%

3
3
%

3
3
%

8
%

1
0
0
%

0
%

0
%

5
0
%

0
%

0
%

0
%

5
0
%

0
%

7
5
%

5
0
%

5
0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
6
1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1
7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
9
2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9
2
%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出

現
百

分
比

1
5
0
%

科
學

探
究

步
驟

出
現

百
分

比
2
2
5
%

總
數

1
8

1
2

4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量
度

和
記

錄
學

習
目

標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一

手
科

學
探

究
科

學
探

究
的

步
驟

教
學

活
動

／
內

容

第
六

冊
C

冊
下

學
期

 A
冊

 

單
元

一
 機

械
與

生
活

第
二

課
 力

與
運

動
 、

 第
三

課
 能

量
的

轉
換

 、
 第

四
課

 簡
單

機
械

單
元

一
 運

動
和

機
械

第
一

課
 力

和
物

體
運

動
 、

 第
二

課
 簡

單
機

械

單
元

三
 生

活
中

的
科

技

第
七

課
 奇

妙
的

工
具

和
機

械

今
日

常
識

新
領

域
朗

文
常

識
小

學
常

識

六
年

級
 

六
年

級
 

六
年

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