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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單元三 空氣與燃燒  

<<燃燒吧!火苗!>> 

教學班級 五年四班 

教學日期 101年11月08日星期五 教學設計者 何夢青 

教學時間 共10節，教學演示第二節 教材來源 南一版 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五冊 

教學時間 

總時間 各節分鐘 節次 各節教學重點 

400 

分 

鐘 

40 

分 

鐘 

第一節 空氣與燃燒 心智圖繪製 

第二節 活動一 燃燒需要空氣<燃燒吧！火苗> 

第三、四節 活動二 氧氣的製造與檢驗 

       氧氣的特性、氧氣與生活 

第五、六節 活動三 二氧化碳的製造與檢驗 

     二氧化碳的特性、二氧化碳與生活 

第七、八節 活動四 燃燒的條件與滅火的原理 

第九、十節 活動五 火災的分類、預防與逃生 

參 

考 

資 

料 

1.漫畫化學：教科書裡的瘋狂實驗／崔元鎬著／秋敏瑤譯／書泉出版 

2.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王美芬、熊召弟 著／心理出版社 

3.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南一書局 

4.365個簡單有趣的科學遊戲／林佳蓉譯／方智出版社 

5.認識火災／內政部消防署／ 

 http://210.69.173.1/nfa_k/Show.aspx?MID=280&UID=281&PID=269 

6.防災教育學習網／內政部消防署／ 

 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509&ListID=378 

 

設

計

理

念 

    人類生存需要空氣、水和食物，其中又以空氣最危急迫。如果缺乏空氣，人們的生 
命徵象在幾分鐘內就有可能導致昏迷、死亡的現象，空氣到底含有哪些成分？分別對地 
球上的生物有什麼重要性？在本單元中延續三年級學過的空氣單元，老師藉由課堂間學 
童的資料搜查了解空氣組成，空氣的各種成分對生物的影響與重要性，更深入的探討空 
氣的組成及特性。 
    此外，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中極具有特殊意義的歷程---使用”火”，因為火的使用 
邁入的熟食的生活習慣，用火來取暖保溫人類，因為火的使用得以進化而生存下來；相 
對地，未能適當的使用火，也會帶來危害及生命的危險，火災讓生命財產受威脅。燃燒 
是火使用的一種現象，即使不透過人為操作燃燒的動作，大自然中有許多物質皆會有 
自然燃燒的現象產生。 
    生活中隨處可見燃燒的各種反應，藉由五官的觀察察覺燃燒時所產生的各種現象， 
課堂的教學提供學生自我探索、經驗，並與生活結合的機會，探索問題以便進行 POE 
(預測-觀察-解釋)的教學策略方法，進行簡易的實驗，讓學生親手操作製造「氧氣」和 
「二氧化碳」，從中知道「氧氣」和「二氧化碳」的特性，並檢驗其「助燃」與「不助燃」 
的性質。 
    在學生的經驗中知道火災可能帶來的危害，了解燃燒的三要件，並清楚且明白只要 
從中去除其中一個條件，便能達到滅火的效果，引導學生探討滅火的方式與滅火器的設 
計原理，以及在火災發生時的處理方式與應變措施，教導學生正確的防災觀念，學習能 
夠自保與救助他人的帶著走能力。。 
    此單元活動過程著重在化學實驗與使用火的安全操作技術，老師會特別強調實驗的 
安全性，需要謹慎及小心的操作，避免玩笑心態與不慎發生危險，正確的科學實驗態度 
培養，依照規定用各種實驗器材，安全又快樂的學習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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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地位】 

 

 

  ．知道空氣會流動         ．製造檢驗氧氣、二氧化碳      ．探討鐵生鏽的必要因素 

  ．知道空氣占有空間       ．燃燒三要件與滅火            ．探討造成食物腐敗的因素， 

                           ．火災應變與逃生方法            知道常用防腐的方法 

教

學

研

究 

【課程架構圖】 

  

 

 

 

 

 

 

 

  

 

 

 

 

 

 

 

 

 

 

 

 

 

【教學重點】 

活動一 燃燒需要空氣<燃燒吧！火苗> 

       1.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燃燒現象，知道有空隙的地方，燃燒比較旺盛。 

       2.從廣口瓶蓋住燭火的實驗，知道燃燒需要有空氣。 

活動二 氧氣的製造與檢驗 

       1.操作胡蘿蔔(馬鈴薯)與雙氧水混合製造氧氣 

       2.觀察氧氣可以幫助線香燃燒更激烈。 

       3.知道氧氣有助燃的特性和生活中應用的例子。 

活動三 二氧化碳的製造與檢驗 

       1.操作醋與小蘇打粉混合製造二氧化碳 

       2.觀察線香在二氧化碳中無法繼續燃燒，知道二氧化碳不助燃的特性和生活應用的例子。 

       3.利用澄清石灰水變混濁來檢驗二氧化碳。 

圖一 教學內容主題網 

油桐花開 
空氣 
與 
燃燒 

活動二：氧氣 活動一：燃燒需要空氣 

活動三：二氧化碳 

1-1 心智圖繪製 
1-2 燃燒需要空氣 
  ＊了解火的使用與燃燒現象。 
  ＊實驗中察覺燃燒需要空氣。 
  ＊空氣的組成。 

2-1 氧氣的製造與檢驗 
  ＊以新鮮蔬果與雙氧水混合製造氧氣。 
2-2 氧氣的特性 
  ＊氧氣可以助燃。＊氧氣使燃燒更劇烈。 
2-3 氧氣與生活 
  ＊動物生存賴以氧氣。 

3-1 二氧化碳的製造與檢驗 
  ＊以小蘇打粉和醋酸製造二氧 
    化碳。 
3-2 二氧化碳的特性 
  ＊二氧化碳不助燃。 
  ＊以澄清石灰水變混濁檢驗。 
3-3 二氧化碳與生活 
  ＊碳酸飲料、麵包膨鬆、二氧 
    化碳滅火的應用。 

活動五：火災預防 

活動四：燃燒與滅火 

4-1 燃燒的條件 
  ＊了解燃點與燃燒。 
  ＊燃燒三元素-可燃物 
    助燃物、燃點。 
4-2 滅火的原理 
  ＊缺乏一種燃燒要件   
    就可以滅火。 
  ＊滅火器的種類。 

5-1 火災的種類 
  ＊了解火災的種類。 
  ＊火災種類與滅火器的使用。 
5-2 火災的逃生與預防 
  ＊了解火災的種類與應方法。 
  ＊利用科學原理進行逃生要 
    領的模擬演練。 

三上單元三空氣和風 五上 單元三 空氣與燃燒 六下 單元二 防鏽與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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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燃燒的條件與滅火的原理 

       1.透過紙火鍋的實驗，了解「燃點」與燃燒的關係。 

       2.知道燃燒三要素有燃點、可燃物、助燃物，滅火時除去一種要素就可以滅火。 

活動五 火災的分類、預防與逃生 

       1.認識火災的種類與滅火器的使用 

       2.了解火災的防範與應變須知。 

【學生經驗】 

    在三年級空氣和風的單元中，學習了空氣會流動且占有空間，知道空氣的基本特性有：1.

沒有固定的形狀，占有空間（空袋子在空中揮動可裝滿空氣）；2.無色無味（看不見）3.空氣的

流動會產生風；4.空氣可以被擠壓。曾經學習測量風向及風力大小，也利用空氣的流動設計玩具。 

    火的使用與燃燒的觀察，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處處可以體驗到，中秋節烤肉生火、祭拜燒金

紙、瓦斯爐點火…等經驗，由生活經驗中去探究燃燒產生火與空氣的關係，也在校園防災演練經

驗中，學習正確的防火及火災現場逃生的概念。 

 

能 

力 

指 

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 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4-4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3-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做適當的回應。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氧的製造、燃燒之瞭解、氧化(生鏽)等，二氧化碳的製 

        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污染等現象。 

3-3-0-3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6-3-2-1 察覺不同的辦法，常也能做出相同的結果。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 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一、觀察燃燒現象，知道燃燒需要流通

的空氣。 

二、透過實驗操作過程，了解氧氣和二

氧化碳的製造與特性。 

三、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的

邏輯推理模式。 

四、了解物質燃燒的原理後，對消防安

全有正確的認知。 

五、養成良好的科學態度。 

1-1由生活經驗指出生火烤肉時，木炭的推疊要有空隙，

火才能燒得旺。 

1-2能遵守安全規則，學習謹慎小心使用火的態度。 

1-3經過實驗得知，蠟燭燃燒時，是需要空氣的。 

1-4知道有空氣流動或越多時，燃燒可以更持久。 

2-1認識空氣的氣體成分除了氧氣外，還有二氧化碳、氮

氣……等多種氣體。 

2-2蠟燭能燃燒，是因為空氣中的氧氣會幫助燃燒。 

2-3經由實驗得知，如何製造氧氣與收集氧氣。 

2-4透過觀察和實驗，了解氧氣的特性及生活的應用。 

3-1瞭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應用到氧氣或二氧

化碳。 

3-2學會如何製造與收集二氧化碳。 

3-3經由實驗暸解二氧化碳的特性。 

4-1認識生活中的消防設備，例：滅火器、消防箱、自動

灑水器。 

4-2瞭解燃燒的三要件：1.氧氣 2.燃燒的物質 3.到達適

當的燃燒溫度。 

5-1透過閱讀和資料收集暸解滅火的原理。 

5-2學會滅火器的使用方法。 

5-3透過討論，火災發生時，會立即撥打119電話，並且

迅速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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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2-1 

 

 

 

 

 

 

 

 

 

 

 

 

 

 

 

 

 

 

2-1 

 

 

 

 

 

 

 

 

 

 

 

 

 

 

 

課前準備 

一、教師準備：教學PPT、塑膠袋、氣球 

二、學生準備：學習檔案本 

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空氣在哪裡？誰可以說說看，告訴 

    大家？ 

二、老師利用塑膠袋裝空氣，吹氣氣球來證明空氣 

    的存在。 

 

壹、 發展活動 

一、空氣與燃燒的聯想。 

    空氣與燃燒 心智圖繪製--- 

 

 

 

 

 

 

 

 

 

二、各組派人分享與發表。 

參、綜合活動 

一、歸納出空氣的特性 

   1.空氣無固定的形狀，無色無味(看不見) 

   2.空氣的流動產生風 

   3.空氣中的水蒸氣濕度 

   4.空氣的密度氣壓 

   5.大氣層(空氣的分布) 

二、教師補充：空氣的組成 

    氮氣78.05％、氧氣20.95％、 

    微量氣體1％(氬、二氧化碳、氦、甲烷…等) 

------------------------- 第一節結束 ------------------------ 

 

課前準備 

一、教師準備 

1.教學自製ppt：燃燒吧！火苗~ 

2.蠟燭、打火機、火柴盒、金屬蓋、廣口瓶、 

  濕抹布。  

 

 

 

 

 

氣球、塑膠袋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學習檔案本 

 

 

 

 

 

 

 

------------------- 

 

教學PPT 

 

 

 

 

 

 

 

 

 

5 

 

 

 

 

17 

 

 

 

 

 

 

 

 

 

 

 

10 

 

5 

 

 

 

 

 

3 

 

 

---- 

 

 

 

 

 

 

 

 

 

 

 

能說出三年級

學過空氣與風

的舊經驗。 

 

 

 

 

小 組 共 同 討

論，繪製心智

圖。 

 

 

 

 

 

 

 

 

 

能依據同學的

發表歸納出空

氣的特性。 

 

 

 

 

 

 

--------------------- 

 

 

 

能 預 習 單 元

三，並完成心智

圖。 

火 

二氧化碳 

氧氣

化碳 

空氣汙染 

滅火器 

火災 

煙霧 

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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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1-1 

 

 

 

 

 

 

 

 

 

 

 

 

 

 

 

 

 

 

 

 

 

1-2 

 

 

 

 

 

 

 

 

 

 

 

 

 

 

 

二、學生準備 

    1.學習檔案本：完成單元預習，繪製心智圖。 

壹、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一、 教師詢問：分享同學們曾經用火的經驗，說說 

看，你們自己點火或起火的經驗？ 

二、 討論：中秋節烤肉時，大家如何在木炭上起火 

呢？ 

三、 教師提問：如何點起火苗來？從同學的分享 

中，一起來歸納出點火燃燒的訣竅。 

由舊經驗出發，引導學生討論使火燒得更旺的方

法及理由。 

 

貳、 發展活動 

活動一：燃燒吧！火苗 

一、 教師提問：說說看，火的使用對人類

有何影響？有那些優缺點呢？ 

二、 討論，如何操作打火機、火柴盒？ 

  

三、 老師示範正確點火。 

教師提問：使用打火機及火柴盒點火時，要注意哪

些事情？ 

同學討論，計時 3 分鐘後，寫在小白板上，至黑板

前發表。 

四、 同學回答，並歸納出同學們該遵守得注意事

項。 

１.使用火時，需要將周圍易燃的物品移開。 

2.不可以嬉戲、開玩笑。 

3. 請勿用火直接引火，避免引爆火源。 

４.實驗桌旁，準備濕抹布，以防萬一。 

◆火柴或打火機使用時，須特別注意安全。 

五、請同學示範使用打火機及火柴盒 

 

 活動二：神奇的火 

一、老師提問：蠟燭為什麼會持續的燃燒呢？在怎

樣的情況下蠟燭會熄滅？  

二、同學回答：有空氣，蠟燭可以燃燒！ 

三、老師引導：如何證明燭火燃燒需要有空氣呢？ 

 

 

 

 

 

教學ppt 

 

 

 

 

 

 

 

 

 

 

 

金屬蓋、蠟燭、 

打火機、火柴盒 

濕抹布。 

 

 

 

 

 

小白板、白板筆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打火機、火柴盒 

 

 

 

 

 

 

 

 

 

 

 

2 

 

 

 

 

 

 

 

 

 

 

2 

 

 

 

 

 

 

 

3 

 

3 

 

 

 

 

 

 

2 

 

 

1 

 

 

 

 

 

 

 

 

能分享個人用

火的經驗。 

 

能討論出點火

時使用的方法。 

 

能共同討論歸

納出點火燃燒

的要訣。 

 

 

 

知道用火的好

處與壞處。 

 

 

 

 

能說火對人類

文明的影響。 

 

 

能學習謹慎小

心用火的態度。 

 

能正確操作使

用打火機及火

柴盒。 

 

 

 

 

能預測燭火燃

燒需要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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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1-3 

 

 

 

 

 

 

 

 

 

 

 

 

 

 

 

 

1-4 

 

 

 

 

 

 

 

 

 

 

 

 

 

 

 

    我們設計實驗來觀察看看。 

四、實驗設計：使用實驗器材，進行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設計，發下各組實驗籃， 

五、實驗操作：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操作。 

◆進行悶熄蠟燭的實驗，蠟燭的長度不要太長，以 

  免燭火直接燒到廣口玻璃瓶底，容易發生破裂。 

---P預測---- 

設計1.蓋上廣口瓶會影響火焰的燃燒。 

    實驗組      對照組 

      

  ＜蓋上小廣口瓶＞ ＜不蓋上小廣口瓶＞ 

猜猜看，哪一組會先熄滅？  

你預測結果會是… 

   1.實驗組和對照組都不熄滅  

   2.實驗組和對照組全都熄滅  

   3.實驗組熄滅和對照組不熄滅  

   4.實驗組不熄滅和對照組熄滅  

---O觀察---- 

設計1實驗紀錄：將觀察之現象用圖文紀錄在學習

檔案本。 

---E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呢？ 請同學們說說看， 解釋原因。  

設計1實驗結果：燃燒時需要空氣。 

老師提問：真的是空氣讓燭火繼續燃燒的嗎？ 

我們來做實驗証明看看!!  

---P預測---- 

設計2瓶子的大小會影響燃燒的時間。 

    實驗組      對照組 

    

   ＜蓋上大廣口瓶＞ ＜蓋上小廣口瓶＞ 

廣口瓶、金屬

蓋、蠟燭、打火

機 

 

學習檔案本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廣口瓶、金屬

蓋、蠟燭、打火

機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廣口瓶、金屬

蓋、蠟燭、打火

機 

 

 

教學PPT 

 

 

1 

 

 

 

10 

 

 

 

 

 

 

 

 

 

 

 

 

 

 

 

 

 

 

 

 

 

 

 

 

 

10 

 

 

 

 

 

 

 

 

 

 

 

 

 

 

能仔細聆聽實

驗設計與規則。 

能說出各組對

於實驗設計的

預測。 

 

 

 

 

 

 

 

 

 

 

 

 

藉由實際觀察

結果，解釋出空

氣燃燒須要有

空氣。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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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1-3 

1-4 

 

 

 

 

 

 

 

1-1 

1-2 

1-3 

1-4 

 

 

 

 

 

 

 

 

 

 

 

 

 

 

 

 

 

 

 

 

 

2-1 

動腦想想看，會有何現象呢？ 

你預測結果會是… 

    1.實驗組和對照組都不熄滅  

    2.實驗組和對照組一起熄滅  

    3.實驗組先熄滅，對照組慢熄滅  

    4.對照組先熄滅，實驗組慢熄滅  

---O觀察----  

設計2實驗紀錄：將觀察之現象用圖文紀錄在學習

檔案本。 

---E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呢？ 請同學們說說看， 解釋原因。  

設計2實驗結果：空氣越多，燃燒的時間越長。 

 

四、討論問題： 

  1.用廣口瓶照住燭火，會有什麼現象發生？ 

  2.大的廣口瓶為何比小的廣口瓶，燭火燃燒得 

      更久呢？ 

    3.怎樣才能讓廣口瓶內快要熄滅的燭火，繼續 

   燃燒？ 

  4.由實驗結果發現，廣口瓶內的燭火需要什麼 

   才可以繼續燃燒？ 

五、學生解釋實驗結果，及實驗中所發現所發現的 

  問題。 

 

參、綜合活動 

一、將實驗器材收拾與整理，並歸回原位。 

二、總結活動： 

  1.請同學們說出今日上課的學習內容與重點。 

    2.完成習作P29 

------------------------- 第二節結束 ------------------------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1.教學自製ppt：氧氣 

   2.雙氧水、錐形瓶、有孔瓶塞、保鮮膜、胡蘿 

   蔔、水果小刀、蠟燭、打火機、火柴盒、玻 

   璃片、廣口瓶、濕抹布。  

二、學生準備 

    1.學習檔案本：完成單元預習及習作P29。 

貳、發展活動 

引起動機  

 

學習檔案本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習作P29 

 

------------------- 

 

 

 

 

 

 

 

 

 

 

 

 

 

 

 

 

 

 

 

 

 

 

 

 

3 

 

 

 

 

 

 

 

 

 

3 

 

 

 

 

---- 

 

 

 

 

 

 

 

 

 

 

能小組合作，進

行討論。 

 

能歸納出實驗

所觀察的結果。 

 

 

 

能解釋所觀察

到的現象，並說

明其原因 

 

 

 

能更小組參與

討論，並主動發

表想法。 

能確實整理好

實驗器材。 

 

 

 

 

 

能說出今日的

課程活動與學

習重點。 

 

完成習作進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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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2-2 

 

 

 

 

 

 

 

 

 

 

 

 

 

2-3 

 

 

 

 

2-2 

 

 

 

 

 

 

 

 

 

 

 

2-4 

 

 

 

 

   一、教師提問： 說說看，你們聽說過哪些氣體呢？ 

   二、學生回答：氫氣、氦氣、氯氣、二氧化硫…等。 

 

活動一：氧氣真的能幫助燃燒嗎？ 

一、如何利用雙氧水和新鮮果皮製造氧氣？ 

    使用胡蘿蔔、馬鈴薯、香蕉皮和雙氧水混合製 

    造氧氣。 

◆實驗時，應避免讓雙氧水直接碰觸皮膚，皮膚若

不慎碰觸到雙氧水，應趕快用清水沖洗。 

二、收集氧氣大家動手做做看，進行發表。 

三、問題討論： 

    1.在這實驗中加入雙氧水，瓶內有氣體產生 

     嗎？你怎麼知道？ 

    2.製造出來的氧氣，有什麼顏色？打開保鮮膜 

     聞聞看，它有什麼氣味？ 

四、學生發表收集氧氣的方法。 

 

活動二：氧氣能夠助燃 

一、如何確定廣口瓶內的氣體是氧氣呢？我們把點 

   燃的線香放入瓶中，觀察線香的變化。在另一 

    瓶氧氣中，倒入澄清的石灰水搖一搖，觀察會 

    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二、實驗設計與操作 

◆線香不宜放入瓶內過深，避免碰到雙氧水及胡蘿 

  蔔丁，導致實驗失敗。 

◆觀察線香燃燒情形的變化時，線香應該保持距 

  離，以免引起保鮮膜或瓶身爆裂，注意安全。 

三、問題討論 

    1.將點燃的線香放入氧氣瓶中，你看到什麼現 

      象？ 

2.將澄清的石灰水倒入氧氣瓶中搖一搖，你看 

  到什麼變化了呢？ 

 

活動三 氧氣與生活 

一、教師提問：氧氣除了能幫助燃燒外，在生活上 

    還有哪些用途呢？ 

二、引導學生回答： 

 

 

雙氧水、錐形

瓶、有孔瓶塞、

保鮮膜、胡蘿 

蔔、馬鈴薯、香

蕉皮、水果小

刀。 

 

 

 

 

學習檔案本 

 

 

 

 

 

 

 

 

 

線香、保鮮膜 

、澄清石灰水、

濕抹布 

 

 

 

 

學習檔案本 

 

 

 

 

 

 

教學ppt 

 

 

 

5 

 

 

 

 

 

25 

 

 

 

 

 

5 

 

 

 

 

5 

 

 

 

5 

 

10 

 

 

 

 

 

 

 

5 

 

 

 

 

10 

 

 

 

 

 

 

 

能仔細聆聽實

驗設計與規則。 

能說出各組對

於實驗設計的

預測。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能依據實驗操

作與觀察，進行

小組討論。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能知道氧氣能

使線香燃燒更

劇烈。 

 

 

 

 

能小組合作，進

行討論。 

 

能解釋所觀察

到的現象，並說

明其原因。 

 

 

 



9 

 

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2-4 

 

 

 

 

 

 

 

 

 

 

 

 

 

 

 

 

 

 

 

 

 

 

 

 

 

 

3-1 

 

 

 

 

 

 

 

 

    1.生物呼吸作用需要氧氣。 

    2.醫院病房提供氧氣給需要的病人。 

    3.潛水時，利用潛水瓶維持呼吸。 

    4.乙炔和氧氣混合燃燒產生高溫火焰。 

 

參、 綜合活動 

一、 整理實驗器材。 

二、 請同學分享今天兩堂課對於氧氣的製造與檢

驗的學習心得。氧氣助燃。 

三、根據觀察氧氣的特性。 

    1.無色的氣體(觀察)。 

    2.有助燃性，會使線香燃燒得更旺盛(觀察)。 

    3.不會使石灰水變混濁(觀察)。 

四、完成習作P30-31。 

 

----------------------- 第三、四節結束 ---------------------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 

1.教學自製ppt：二氧化碳  

   2.食用醋、錐形瓶、有孔瓶塞、保鮮膜、小蘇 

     打粉、澄清石灰水、打火機、火柴盒、線香、 

     廣口瓶、濕抹布、塑膠袋、吸管、橡皮筋。  

二、學生準備 

    1.學習檔案本：完成單元預習。 

    2.完成習作P30.31。 

 

貳、發展活動 

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二氧化碳如何製作呢？請同學一起來 

  製造，吹一吹塑膠袋，將袋子裡充氣。猜一猜， 

  裡面的空氣會幫助燃燒嗎？ 

2.請同學利用線香來檢驗。 

活動一：二氧化碳可以幫助燃燒嗎？ 

一、教師提問：如何才能製造二氧化碳？ 

二、學生回答： 

    1.用廣口玻璃瓶，將瓶中燃燒的蠟燭悶熄。 

    2.100c.c.的醋與小蘇打粉進行變化，用塑膠袋 

     收集。 

    3.用嘴巴吹氣，用塑膠袋收集。 

 

 

 

 

 

學習檔案本 

自然習作 

 

 

 

 

 

 

 

 

 

------------------- 

 

 

 

 

 

 

 

 

 

 

 

塑膠袋、橡皮筋 

打火機、線香 

 

 

 

學習檔案本 

廣口瓶、食用

醋、量杯、小蘇

打粉、、保鮮膜 

 

 

 

 

 

 

 

 

 

10 

 

 

 

 

 

 

 

 

 

---- 

 

 

 

 

 

 

 

 

 

 

 

5 

 

 

 

 

5 

 

 

 

 

 

 

 

能說出氧氣在

日常生活中應

用的例子。 

 

 

 

 

能確實整理好

實驗器材。 

 

 

能分享今天課

堂所學之內容。 

 

 

--------------------- 

 

 

 

 

 

 

 

 

 

 

 

能願意主動且

參與吹氣的實

驗。 

 

 

 

能仔細聆聽實

驗設計與規則。 

能說出各組對

於實驗設計的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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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3-2 

 

 

 

 

 

 

3-1 

 

 

 

 

 

 

3-3 

 

 

 

 

 

 

 

 

 

 

 

 

 

 

 

3-1 

 

3-2 

 

 

 

3-3 

 

三、實驗設計與操作：利用食用醋和小蘇打粉混合 

    製造二氧化碳。 

四、問題討論： 

    1.加入食用醋後，瓶內產生氣體嗎？你怎麼知 

      道？ 

    2.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有什麼顏色？打開保 

      鮮膜聞聞看，它有什麼氣味？ 

 

活動二：二氧化碳能夠助燃嗎？ 

一、二氧化碳有什麼特性？將點燃的線香放入自製 

   的二氧化碳瓶中，試試看。 

二、實驗設計操作：將線香放入二氧化碳瓶中觀察。 

三、問題討論： 

  1.將點燃的線香插入二氧化碳瓶中，你看到什麼  

    現象？ 

  2.從實驗結果可以知道，二氧化碳有什麼特性？ 

 

活動三：檢驗二氧化碳的方法 

一、將成青的石灰水倒入自製二氧化碳的瓶中，搖   

    一搖，觀察石灰水有何變化？ 

二、學生發現：石灰水變混濁了。 

三、我是大肺王科學遊戲。 

    1.每組派一人進行比賽 

    2.將裝有等量澄清石灰水的塑膠袋，插上吸 

     管，給每位選手吹。 

    3.計時一分鐘，比較誰的石灰水較混濁為優勝。 

 

活動四：二氧化碳與生活 

一、教師提問：二氧化碳在生活上還有哪些用途 

    呢？ 

二、引導學生回答： 

    1.製做成碳酸飲料及跳跳糖。 

    2.二氧化碳滅火器。 

    3.舞台用乾冰。 

    4.麵包酵母菌發酵產生二氧化碳…等 

 

 

 

 

 

 

 

 

 

 

 

線香、打火機 

學習檔案本 

 

 

 

 

 

 

 

澄清石灰水 

塑膠袋、吸管 

 

 

 

 

 

 

計時器 

 

 

 

教學PPT 

 

學習檔案本 

 

 

 

 

 

 

15 

 

5 

 

 

 

 

 

 

10 

 

 

 

 

 

 

 

 

 

5 

 

 

 

10 

 

 

 

 

 

10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能小組合作，進

行討論。 

能歸納出實驗

所觀察的結果。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能解釋所觀察

到的現象，並說

明其原因 

 

 

 

能正確根據實

驗步驟來操作。 

 

 

 

 

能歸納出實驗

所觀察的結果。 

 

 

能討論並說出

二氧化碳在日

常生活中的應

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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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目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 

間 
評量 

 

 

 

3-1 

 

 

3-2 

 

 

3-3 

 

 

 

 

4.根據觀察二氧化碳的特性。 

參、綜合活動 

三、 整理實驗器材。 

四、 請同學分享今天兩堂課對於氧氣的製造與檢

驗的學習心得。二氧化碳不助燃。 

三、根據觀察氧氣的特性。 

    1.無色的氣體(觀察)。 

    2.無助燃性，會使線香熄滅(觀察)。 

    3.會使石灰水變混濁(觀察)。 

四、完成習作P30-31。 

 

----------------------- 第五、六節結束 ---------------------- 

 

 

學習檔案本 

 

 

 

 

 

 

 

 

 

自然習作 

 

------------------- 

 

 

10 

 

 

 

 

 

 

 

 

5 

 

---- 

 

 

能確實整理好

實驗器材。 

 

能分享今天課

堂所學之內容。 

 

 

由實驗經驗歸

納出二氧化碳

的特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