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上第三單元活動 3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林雨慶、陳美卿、

林怡伶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160分鐘 

單元名稱 空氣與燃燒 

活動名稱 燃燒與滅火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c-Ⅲ-1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與

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

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tm-Ⅲ-1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

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

不同模型的存在。 

po-Ⅲ-2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觀

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

之問題。 

pe-Ⅲ-1能了解自變項、應變並預測改變時可能的影響

和進行適當次數測試的意義。在教師或科書的指導或

說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特

性、資源（設備等）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的探究

活動。 

pe-Ⅲ-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

量測並詳實記錄。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能運用好奇心及

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

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

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

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

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

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

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自-E-A3具備透過實地操

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

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

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

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

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

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

行自然科學實驗。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透過探索科學的

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

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

相處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INa-Ⅲ-4空氣由各種不同氣體所組成，空氣具有熱脹

冷縮的性質。氣體無一定的形狀與體積。 

INb-Ⅲ-2應用性質的不同可分離物質或鑑別物質。 

INe-Ⅲ-2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

酸鹼作用等而改變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

溫度、水、空氣、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

具備一些條件。 

INe-Ⅲ-3燃燒是物質與氧劇烈作用的現象，燃燒必須

同時具備可燃物、助燃物，並達到燃點等三個要素。 

INg-Ⅲ-4人類的活動會造成氣候變遷，加劇對生態與

環境的影響。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6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與其他

領域/科
無 



目的連

結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上第三單元活動3 

教學設

備/資

源 

●紙杯 

●鐵絲 

●蠟燭 

●衛生紙 

●蠟燭 

●廣口瓶 

●罐頭蓋 

●打火機 

●壓克力板 

學習目標 

1.透過實際操作了解氧氣和二氧化碳的製造與其特性。 

2.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的邏輯推理模式。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3-1】物質燃燒的條件 

◆物質燃燒必須達到一定的溫度，未達燃點就不會燃燒。（一節課） 

1. 有看過紙火鍋嗎？為什麼紙不會燒起來？ 

→（學生自由回答。） 

應該是裡面有湯的關係。 

2. 物質要達到一定的溫度才會燃燒。紙類遇火很容易燃燒，可是用紙火鍋來

煮東西，為什麼不會燃燒？ 

→（學生自由回答。） 

裡面有水的關係。 

3. 紙很容易燃燒，可是溼溼的紙為什麼比較不容易點燃？ 

→（學生自由發表。） 

溼的紙有水的關係，因為水讓溫度無法升高至紙的燃點，所以溼的紙就

不容易燒起來。 

4. 試試看，把裝了水的紙杯放在燭火上，紙杯會不會燃燒？ 

→好像會燃燒又好像不會。 

5. 實驗時，裝水的紙杯著火了嗎？ 

→（學生自由發表。） 

經過實驗結果，發現裝水的紙杯不會著火。 

6. 因紙杯的燃點約為160℃，裝水的紙杯放在燭火上燒，水將其熱量都吸收，

而水的沸點溫度頂多到100℃而已（溫度不會繼續上升），因此裝水的紙杯

放在燭火上燒時，紙杯不會燃繞（未達燃點）。 

→（學生仔細聆聽。） 

7. 因此，紙杯裡的水有什麼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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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可以讓溫度無法達到紙杯的燃點，因此，裝水的紙杯就不會燃燒。 

8. 物質要燃燒，必須達到一定的溫度，此溫度稱為該物質的「燃點」。各種

物質的燃點不同，溫度未達該物質的燃點，就不會燃燒。 

→（學生仔細聆聽。） 

◆課本第60頁討論問題： 

1. 實驗時，裝水的紙杯著火了嗎？為什麼？ 

→發現裝水的紙杯不會著火。因為水可以讓溫度達不到紙杯的燃點，所以

裝水的紙杯就不會燃燒。 

2. 紙杯裡的水有什麼作用？ 

→水可以讓溫度因為無法達到紙杯的燃點而使紙杯無法燃燒。 

◆燃燒還需要可燃物。（一節課） 

1. 物體燃燒時，必須要有氧氣，如果沒有氧氣，就無法燃燒。燭火可以在空

氣中燃燒，表示空氣中有氧氣，而且還需要使蠟燭達到燃點。 

→（學生仔細聆聽。） 

2. 除了這兩個條件之外，還需要哪些條件配合，蠟燭才會燃燒？ 

→（學生討論。） 

蠟燭本身就是一種會燃燒的物質，因此只要讓蠟燭達到燃點，蠟燭就會

燃燒。 

3. 日常生活中的物質都可以燃燒嗎？ 

→（學生自由發表。） 

不一定，有的可以燃燒，有的不可以燃燒。 

4. 物品可不可以燃燒，和物質的性質有關，有些物質可以燃燒，有些不可以

燃燒。 

→（學生仔細聆聽。） 

5. 說說看，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質可以燃燒？ 

→（學生自由發表。） 

(1)易燃的物品：紙類、木材、汽油、棉布、酒精、蠟燭等。 

(2)非易燃的物品：金屬製品、玻璃製品、石頭、磚頭等。 

6. 物體的性質會影響燃燒，日常生活中，會選取哪一類物質當作燃料？ 

→當然會選容易燃燒的可燃物，像是酒精、汽油、木材等就是此類物質。 

7. 整理：蠟燭燃燒需要哪些條件？ 

(1)「可燃物」的蠟燭（氣態蠟）。 

(2)「助燃物」的氧氣。 

(3)以及達到讓蠟燭（氣態蠟）燃燒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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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The Smokin' Science of Fire Extinguish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a_2mCi4lw 

 

～第九、十節結束/共12節～ 

 

【3-2】滅火的原理 

◆應用燃燒三要素來了解滅火的原理。（一節課） 

1. 燃燒需要哪些條件呢？ 

→（學生自由發表。） 

(1)可燃物。 

(2)助燃物。 

(3)溫度到達燃點。 

2. 引導學生歸納「燃燒需要有可燃物、助燃物且溫度須達到燃點，缺少其中

任何一個要素，就不能燃燒」。 

→（學生歸納原因。） 

3. 在生活中，你知道要怎麼滅火嗎？ 

→（學生自由發表。） 

用水，移走可燃物，隔絕氧氣……。 

4. 你看過哪些滅火的方法﹖它們各是少了什麼燃燒條件？ 

(1)蓋蓋子，將助燃物隔絕。 

(2)移除瓦斯，將可燃物給移除。 

(3)隔絕空氣，將助燃物給隔絕。 

(4)覆蓋沙子，將助燃物給隔絕。 

(5)澆水，澆水會降低溫度，使物質無法達到燃點。 

(6)消防車噴泡沫，將助燃物給隔絕。 

5. 控制火、提供熱和光，是人類早期偉大的成就之一，火失控時，常常稱為

失火或火災。 

→（學生仔細聆聽。） 

6. 有些火災，消防車會噴出很多泡沫來滅火，這樣做為什麼可以滅火？ 

→泡沫會蓋在燃燒物上，隔絕空氣，因此可以滅火。 

7. 房子失火時，消防車常用大量的水滅火。這樣做，為什麼可以滅火？ 

→（學生自由發表。） 

因為澆水會降低溫度，使溫度無法達到物質的燃點。 

8. 森林發生火災時，有時消防隊員會把沒著火的樹木或雜草清除，他們為什

麼要這樣做？ 

→（學生自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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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可燃物，讓火源無法向外蔓延。 

9. 大部分公共場所都有滅火器的設置，閱讀並說說看滅火器上的說明事項有

哪些？ 

→（學生自由發表。） 

(1)滅火器形式。 

(2)適合使用範圍。 

(3)操作方法。 

(4)有效期限（或效能檢視方法）。 

10. 滅火器是常用的滅火工具，它的滅火原理如何呢？ 

→（學生自由發表。） 

(1)乾粉滅火器噴出的粉末可以蓋住火的表面，隔絕氧氣。 

(2)二氧化碳滅火器可以利用二氧化碳不助燃的原理滅火。 

11. 通常把火災分成四類： 

(1)A類火災（普通火災）﹕由木材、紙張、布料、塑膠等物質引起的火災。 

(2)B類火災（油類火災）﹕由石油類、動植物油類、有機溶劑、液化石油

氣、天燃氣等物質引起的火災。 

(3)C類火災（電氣火災）﹕凡通電中之電器設備，尚未切斷電源者引起之

火災。 

(4)D類火災（金屬火災）：含有可燃性金屬物質和水激烈反應引起的火災。 

→（學生仔細聆聽。） 

12. 油類火災可以用水滅火嗎？為什麼？ 

→油類火災不能用水滅火，因為油會漂在水上，會使火災範圍擴大。 

13. 通電中的電器設備失火時，可以用水來滅火嗎？為什麼？ 

→電氣類火災不能用水滅火，因為水會導電。 

14. 當化學工廠中有些含有金屬成分的成品失火時，為什麼不能用水來滅火

呢？ 

→這些金屬遇到水會產生激烈反應而爆炸，也不能用水來滅火。 

15. 教師可再詳細指導學生使用滅火器，並利用口訣「拉、瞄、壓、掃」來加

強記憶以備不時之需。 

(1)拉插銷：  取下滅火器，拉出插梢使用時要離火源1～3公尺以上。 

(2)瞄準火源底部： 一手拉出握把，一手拿起噴管，瞄準火源底部。 

(3)壓握把：  用力壓下握把，使滅火器內部物質噴向火源，注意要站在上

風處操作。 

(4)向火源左右掃射：  持續向火源左右移動掃射，持續監控並確定火源熄

滅。 

→（學生注意聆聽。） 

16. 調查看看，校園中哪些地點有滅火器？它屬於哪一類的滅火器？有沒有失

效或過期？它適用在哪一類型的火災？ 

→（學生自由發表。） 

(1)走廊、辦公室、廚房……。 

(2)乾粉滅火器。 

(3)沒有過期，還未超過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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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Ａ類、Ｂ類和Ｃ類火災。 

17. 說說看，滅火的要領有哪些？ 

→（學生自由發表。） 

(1)降低溫度（未達燃點）。 

(2)隔絕空氣（氧氣）。 

(3)移走可燃物質。 

◆課本第62頁討論問題： 

1. 你還聽過哪些滅火的方法？ 

→用不可燃物體蓋住燃燒物、澆水、開闢防火巷等。 

2. 這些滅火的方法是運用了什麼原理？ 

(1) 用不可燃物體會蓋在燃燒物上，隔絕空氣，因此可以滅火。 

(2)澆水會降低溫度，使溫度無法達到物質的燃點。 

(3)開闢防火巷可以移除可燃物，讓火源無法向外蔓延。

 
【影片欣賞】Fire Safety - Top 10 tips to keep you safe at ho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9ILB8lQlo 

 

～第十一節結束/共12節～ 

 

【3-3】火災的預防和逃生 

◆了解引起火災的原因及預防火災發生的方法。（一節課） 

1.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使用到火或電，使用不當時，就會引起火災。引起

火災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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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由發表。） 

例如：煮東西時離開現場、插座過量使用、在電暖器上烘衣服、小孩玩

火……。 

2. 平時要怎麼做，才可以避免火災發生呢？ 

→（學生自由發表） 

(1)易產生高熱之電器用品周圍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2)不可在電暖器上烘衣服。 

(3)煮東西時，人不可以離開現場，避免引起火災。 

(4)插座過量使用，容易引起火災。 

(5)不可以玩火。 

(6)提醒大人不可以隨意亂丟未熄滅的菸蒂。 

3. 發現火災時，可以採取哪些行動？ 

→（學生自由發表。） 

(1)試著滅火。 

(2)大喊失火求救。 

(3)撥打119向消防隊求救……。 

4. 怎樣通報火警？ 

(1)消防隊電話119。 

(2)報警時要講清楚著火的地點、所在區（里）、街道、門牌或鄉村地區。 

(3)說明什麼東西著火，火勢怎樣。 

(4)講清楚報警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和住址。 

(5)報警後要安排人到路口等候消防車，指引消防車到火場的道路。 

(6)遇有火災，不要圍觀。既妨礙消防人員工作，也不利於救火。 

(7)不能亂撥119電話。謊報火警是擾亂公共秩序、妨礙公共安全的違法行

為。如發現有人假報火警，應要加以制止。 

5. 在火場中，逃生時要注意哪些事項呢？有哪些防火和逃生的方法具有科學

的根據或原理？ 

→小組討論報告逃生的方法，並討論其中的科學原理，老師補充說明。 

6. 小組討論： 

(1)為什麼火場中要採取低姿勢逃生？ 

(2)火場中可以任意打開關閉的門嗎？ 

(3)為什麼不可搭乘電梯？ 

(4)為什麼使用防火建材可以減低火災的發生與損失？ 

→（小組討論發表。） 

(1)因為熱空氣會上升，冷空氣會下降，底部還有部分可呼吸的空氣。 

(2)不可以。根據熱的傳導作用，要開啟前應先用手觸碰門，如果感覺不

熱，才慢慢開啟。 

(3)因為如果電線被火燒成短路，電路就會成斷路，電梯無法運作，就會

受困其中，導致生命危險。 

(4)防火建材是耐燃材料，可以阻礙火勢的蔓延，增加逃生的機會。 

7. 平時可以做哪些預防火災的規畫呢？ 

→可以模擬畫出校園、自己家裡以及周遭環境（例如：公寓大樓逃生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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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火災逃生路線圖，火災來臨時可以即時逃生。 

8. 在火場中，除了懂得逃生的要領外，平常也要經常模擬演練，增加自己在

危急中的生存機會。 

→（學生注意聆聽。） 

～第十二節結束/共 12節～ 

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39頁 

〈參考答案〉 

四、1.(1)乙、(2)甲、(3)丙 

2.(1)達到燃點（丙） 

(2)助燃物（甲） 

(3)可燃物（乙） 

〈評量基準〉 

3-2-1知道燃燒三要素。 

3-2-2知道隔絕助燃物、降低溫度、去除可燃物可以達到滅火的目的。 

〈指導要點〉 

四、燃燒與滅火 

1.用夾子夾住蠟燭的棉線，以阻隔蠟油沿著棉線上升，這是利用阻隔可燃物的原理來滅火。用

杯子將點燃的蠟燭蓋住，是將助燃物（氧氣）隔絕。滅火時，噴水是為了降低物體的溫度，

使物質無法達到燃點而熄滅。 

2.知道減少燃燒三要素中的其中一個要素就可以滅火。 

 

配合習作第40頁 

〈參考答案〉 

四、3.ㄆ→ㄇ→ㄅ→ㄈ 

4.(2)ˇ、(3)ˇ、(4)ˇ、(5)ˇ，在逃生的過程中，應避免吸進過多濃煙而嗆傷或昏厥。 

〈評量基準〉 

3-3-1 知道很多會引起火災的原因。 

3-3-2 知道火災預防方法。 

3-3-3 知道發生火災時可採取的措施。 

〈指導要點〉 

四、燃燒與滅火 

3.知道如何使用滅火器。 

4.指導學生在對預防火災及逃生時的應變措施。 

 

配合習作第41頁 

學習塗鴉牆 

〈參考答案〉 



 

 

配合習作第43頁 

〈科普閱讀〉 

二氧化碳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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