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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余青黛、徐秉鴻 

課程領域：自然科學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寶貴的「水」 

二、授課時數 

４節課（共 16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隨著人類社會快速發展，科學素養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為了追求

人類社會共榮的發展與永續，聯合國推動【2030 永續發展目標】，其中，SDGs 第六項是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衛生及其永續管理」，可見「水」是人類生活永續的重要元素

之一。因此，讓國小學生在自然科學課程中認識「水」有其必要性。 

 本課程設計活動中，教師會利用生活常見的現象，在對話式探究教學課室中，引導學

生在「P-O-E 教學法」之下，探究生活周遭的「水」，進而發現「水的三態」，最後一節

課則著重在讓學生自主探究並討論如何在生活中善用水資源與節約用水的方法。 

四、教學目標 

KS1、透過 P-O-E 學習活動觀察並發現水的蒸發、凝結、融化或凝固現象。 

KS2、透過 P-O-E 學習活動瞭解溫度的高低會造成水的三態變化。 

KS3、使用科技工具（平板）來進行學習體驗。 

KA4、認識、理解或分享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資源耗竭。 

（Ｋ：知識；Ｓ：技能；Ａ：情意） 

自然科學領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對應表 

自然

科學

領域 

學習 

內容 

INc-II-6 水有三態變化及毛細現象。 

 6-1 透過活動觀察水的蒸發、凝結、融化及凝固現象，並了解溫度的高低會

造成水的三態變化。 

議題

融入 

環境

教育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

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五、教育對象 

國小三年級學童（條件分析：有小組合作學習經驗、能使用數位載具（平板）進行學習）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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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方法： 

「P-O-E 教學法」是 Prediction(預測)、Observation(觀察)、Explanation(解釋)三個名

詞字母開頭縮寫所組成的教學策略，其順序是「預測→觀察→解釋」。以生活情境

中的議題，在設計過程中將學生認知衝突元素包含在實驗中，讓學生認知結構或基

模的功能產生衝突，經過實驗觀察與記錄，學生認知結構產生同化與調適狀態，在

同化與調適過程當中，形成心理內在驅動力改變或者調適原有認知結構，而容納新

的知識經驗(張春興，1997)。 

（二） 教學架構分析表： 

 教學活動名稱 學生學習重點 教學策略 

寶貴

的水 

水的蒸發 觀察水的蒸發 P-O-E 教學法 

水的凝固、融化 觀察水的融化及凝固 P-O-E 教學法 

水的凝結 觀察水的凝結 P-O-E 教學法 

水與生活 瞭解水與人們的關係 小組合作、師生共做 

（三） 教學活動安排： 

教學目

標代碼 
教學歷程 

教學

時間 

教學

評量 

 

 

 

 

 

 

 

 

 

 

 

 

 

 

 

KS1 

、 

KS2 

 

第一堂開始 

【水的蒸發】 

一、 導入活動 

（教學情境：學生預測前，教師先行拿起一條濕抹布） 

教師：大家好，先請大家照分組座位，每組５個人坐好喔！ 

很好，今天沒有人缺席。 

教師：小朋友猜猜看，如果用這條抹布擦桌子會發生什麼事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回答到以下三點） 

1. 桌上會濕濕的。 

2. 抹布就會髒髒的。 

3. 桌上會有水。 

教師：大家都回答得很好喔！那我們要開始上課囉！ 

 

二、 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實際在桌面上用濕抹布進行擦拭） 

教師：小朋友注意看喔！被擦過的桌面有什麼變化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回答到）看起來亮亮的、摸起來濕濕的。 

教師：所以，老師剛剛擦拭過的桌面，看起來的確亮亮的，而且摸起來，

感覺是有水，而濕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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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評量 

、個

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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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 

、 

KS2 

 

 

 

 

 

 

 

 

 

 

 

 

 

 

KS1 

、 

KS2 

 

教師：那我們猜猜看，如果我們等待一下下後，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學生：（自由回答）因為抹布吸的水很多，水應該會留在桌面上。 

教師：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再仔細觀察一次。 

（教學情境：教師再次以濕抹布擦拭桌面） 

教師：現在開始等待５分鐘，不要動它，我們認真觀察看看桌面上的水會

有什麼變化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回答到）水變不見了、水好像慢慢消失。 

教師：很好喔，所以「桌面上的水隨著時間漸漸消失看不見了」。 

教師：水怎麼會不見了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回答到） 

1. 溫度的關係、溫度高會讓水消失不見。 

2. 桌子的材質：會吸收水分。 

教師：說說看，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 

1. 因為天氣很熱水會被帶走，就像我們流汗過一下衣服就乾了。 

2. 可能是桌子會吸水，就像抹布接觸水的時候從乾乾的變濕濕

的。 

教師：所以說，其實「水的消失可能和溫度有關」嗎？ 

（教學情境：教師拿出兩張鋁箔紙，將其中一張在下方用火燃燒 1 分鐘，

接著各在紙張上方倒入 2 毫升的自來水，觀察 5 分鐘這段期間水消失變化

情形。） 

教師：小朋友們，仔細觀察老師做的實驗，並說說看你看到了什麼？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 

1. 我發現有用火燒過的鋁箔紙，它上面的水很快就不見了。 

2. 兩張紙上方的水都會消失，只是消失的時間不一樣。 

3. 沒有用火燒過的鋁箔紙上的水，要花很久時間才會看不到。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上述實驗結果） 

 用火燒過的鋁箔紙 沒用火燒過的錫箔紙 

水消失變化情形 
上方的水在 1 分 30 秒

左右就看不見了 

上方的水在將近3分鐘

就看不見了 

教師：實驗結果可以解釋和驗證，想加速水分消失需接觸高溫度的物品。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與教師共同覆誦）接觸高溫的鋁箔紙，

其水分消失速度較快。 

 

三、 統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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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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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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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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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境：教師歸納結論） 

教師：我們在這堂課發現到， 

1. 如果增加鋁箔紙燃燒的時間，其上方的水分消失的速度更快。 

2. 距離火源比較近的水分，會比較快消失。 

3. 鋁箔紙上方的水會從比較立體的形狀(像是不規則圓形)，隨

著時間慢慢變小到最後看不見。 

4. 水分因高溫會加速變成肉眼看不到的水蒸氣，此種變化過程

稱作「蒸發」。 

第一堂結束 

 

5 

 

 

 

 

 

 

 

 

 

 

 

 

 

KS1 

、 

KS2 

 

 

 

 

 

 

 

 

 

 

第二堂開始 

【水的凝固】 

一、 導入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在實際操作前，呈現出一杯糖水） 

教師：大家好，先請大家照分組座位，每組５個人坐好喔！ 

很好，今天沒有人缺席。 

教師：小朋友們想想看，如果我們將這杯糖水放進冷凍庫，糖水會發生什

麼事呢？ 

學生：（自由回答）糖水會變成一整塊。 

教師：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二、 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將糖水的水杯放進冷凍庫分鐘後取出） 

教師：小朋友們，你們現在可以就近觀察糖水有什麼變化？ 

學生：（自由回答）摸起來硬硬、濕濕滑滑的；嚐起來甜甜的；本來糖水

可以晃動，現在變成一大塊了（稱作糖冰）。 

教師：所以，糖水放進冷凍庫一段時間後，變成一整大塊。 

教師：大家覺得如果我們將冰過的糖水（稱作糖冰），放在桌上一段時間，

糖冰會有什麼改變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回答到）冰慢慢變成不規則的形狀；冰

越變越小顆。，開始流出來了。 

教師：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冰塊會隨著時間形狀改變（變小）且下方會

流出水分」。 

教師：那麼，為什麼冰塊會越變越小顆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溫度的變化：因為溫度變高讓

冰塊形狀產生變化並漸漸變成水的樣子；可能是空氣的溫度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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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 

、 

KS2 

 

 

 

 

 

 

 

 

讓冰塊變小了。 

教師：所以說，大家覺得「冰塊的形狀改變可能和溫度有關」是嗎？ 

學生：恩。 

（教學情境：老師在兩個小平底鍋上方各放上同樣大小的冰塊，左邊平底

鍋下方用電磁爐加熱〔小火 60℃〕，右邊平底鍋放置在桌面〔室溫 25℃〕） 

教師：大家注意看，從老師作的實驗中，你發現到什麼？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回答到） 

1. 我發現電磁爐的冰塊形狀變化較快。 

2. 左邊的冰塊很快就變小變成水了。 

3. 右邊的冰塊也會慢慢變小流出水，但是花的時間比較久。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上述實驗結果） 

 
有電磁爐加熱的冰塊

〔小火 60℃〕 

靜置在桌面的冰塊

〔室溫 25℃〕 

冰塊變化的情形 
不到1分鐘冰塊變成水

狀 

大約5分鐘後冰塊變成

水狀 

教師：由此實驗結果可以解釋和驗證，冰塊的形狀改變（變小）與溫度的

高低有關，溫度越高變化越快。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與教師共同覆誦）接觸高溫的冰塊，形

狀變化速度較快。 

 

三、 統整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結論） 

教師：我們在這堂課發現到， 

1. 如果溫度越高，冰塊融化速度更快。 

2. 如果將變成水的冰再放進冷凍庫，因為周圍溫度變低，有可能

會再變回冰塊。 

3. 儲蓄接觸高溫的冰塊，會越變越小顆，慢慢變成水狀後會漸漸

看不見。 

4. 水遇冷(低溫)變成冰的現象，我們稱為「凝固」。 

5. 冰遇熱(高溫)變成水的現象，我們稱為「融化」。 

第二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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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開始 

【水的凝結】 

一、 導入活動 

（教學情境：實際操作前，教師先行從冰箱拿出一瓶未拆封之瓶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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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1 

、 

KS2 

 

 

 

 

 

 

 

KS1 

、 

KS2 

 

 

 

 

 

 

 

 

KS1 

、 

KS2 

 

 

 

教師：大家好，先請大家照分組座位，每組５個人坐好喔！ 

很好，今天沒有人缺席。 

教師：小朋友想想看，這瓶水放在桌上過一段時間後會有什麼變化嗎？ 

學生：（自由回答）沒有什麼變化。 

教師：究竟會由什麼事情發生呢，我們就繼續發現吧！ 

 

二、 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將裝了冰開水的瓶子放在桌上靜置 2 分鐘後） 

教師：小朋友仔細看，瓶子的周圍有什麼變化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瓶子外開始出現小小的小水珠；

瓶子摸起來變得濕濕的。 

教師：所以說「瓶身外圍會出現許多小水珠。」 

教師：那如果我們再多等待一段時間會發生什麼事呢？ 

學生：（自由回答）可能是瓶子有縫隙所以水會跑出來了；因為一顆顆水

珠會聚在一起變大顆後，會滴下來。 

教師：所以說「瓶子周圍的小水珠會因為聚集在一起，變大顆了而不斷向

下滴」。 

（教學情境：教師拿出一杯常溫咖啡。） 

教師：如果老師將這瓶咖啡倒進這杯水中，大家認真地看看瓶子周圍會產

生甚麼變化呢？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小水珠慢慢不見了；開始飄出

一些淡淡的白煙。 

教師：所以「倒進咖啡後，瓶身周圍的小水珠漸漸看不見了」。 

教師：那為什麼瓶身的小水珠消失了呢？ 

學生：（自由回答）可能是因為溫度變高，水不冰了，小水珠就不見了；

以為會滴出咖啡，所以應該不是瓶子有縫隙的關係。 

教師：大家的想法都很好喔！因此，「小水滴的出現可能和溫度有關」喔！ 

（教學情境：教師拿出兩只透明杯，各裝了一半的常溫開水，左半杯另外

裝 5-10 顆冰塊，右半杯裝上燒開的熱水，靜置 3 分鐘） 

教師：大家從老師做的實驗發現到什麼？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 

1. 我發現裝熱水的那杯會冒出一點點白色煙霧。 

2. 左半杯的瓶身冒出水珠，摸起來會濕濕滑滑的。 

3. 裝了冰塊的水會在冰塊周圍出現許多小的圓形泡泡。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上述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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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冰塊的水杯（左） 裝熱水的水杯（右） 

杯身的變化情形 
杯身慢慢出現明顯的

小水滴 

杯身摸起來變熱了，視

覺無變化 

教師：實驗結果可以解釋和驗證，物體表面產生小水滴與水的溫度有關。 

學生：（自由回答，並期望學生能與教師共同覆誦）當水的溫度較瓶身低

時，瓶身外會出現小水滴。 

 

三、 統整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結論） 

教師：我們在這堂課發現到， 

1. 如果增加水中的冰塊，杯子外的小水滴可能會越來越多。 

2. 熱水等了一段時間，白色的煙霧會漸漸看不見，可能是水中的

溫度變低了。 

3. 在空氣中的水蒸氣遇到較冷的物品會變成水或水滴，這個現

象稱為「凝結」。 

第三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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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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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3 

、 

KA4 

第四堂開始 

【水與生活】 

一、 導入活動 

（教學情境：利用近期全台未降雨，導致缺水以致限水、減壓之生活實例

引發學生思考） 

教師：大家好，先請大家照分組座位，每組５個人坐好喔！ 

很好，今天沒有人缺席。 

教師：同學們記得上一次下大雨是什麼時候嗎？ 

學生：（自由回答）。 

教師：所以聽起來確實很久了呢！我們就來看看水是怎麼來的吧！ 

 

二、 發展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課前已將平板至於各組桌上，讓學生可以進行搜尋與討

論） 

教師：小朋友日常生活中的水有哪些呢？ 

學生：（自由回答） 

教師：所以說大家對於水的使用都很不同喔！ 

教師：那稍後要請大家利用平板，依照分組跟組員一起找尋找資訊，等等

老師會請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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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是在搜尋前老師要來複習之前學到的東西，水有哪些樣子呢？為

什麼？ 

學生：（自由回答，並引導學生能回答到）小組，各針對氣態水、固態的

水、液態的水。 

教師：大家的想法都很好喔！那我們就開始找以下的資訊並記錄下來吧！ 

（教學情境：教師呈現以下三個問題給學生查資料「1.人類如何保存水資

源；2.人類如何取得水資源；3.人類如何處理水汙染」） 

學生：（各組上台分享） 

教師：（老師利用他們的發表內容，反映出水對人類的重要性。） 

教師：大家的想法都很好喔！因此，水對於人們非常重要「當被污染的水

從管道流出後，不能直接倒進河川或大海，必須經過處理」喔！ 

 

三、 統整活動 

（教學情境：教師歸納結論） 

教師：我們在這堂課發現到， 

1. 「水」對於人們非常重要。 

2. 我們要好好使用水資源，不能浪費。 

第四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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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評量內容 

（一） 實作評量：口頭評量、個人學習單 

（二） 個人學習單附件： 

學習單(1) 學習單(2) 學習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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