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陸豐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公開授課【備課】紀錄表 

備課時間 109.10.16 備課單元 物質受熱後體積的變化 

備課人員 林 勝 興 教材來源 翰林 五上 

備課紀錄：  

1.透過討論與觀看影片，瞭解生活中許多物質，受熱後溫度會升高，而

形狀、顏色、體積、形態等性質也會改變。有些物質受熱後，只是形

狀改變了，其他性質並沒 有改變。 

2.透過操作了解大部分的液體、氣體和固體，都有受熱後體積膨脹，遇

冷體積縮小 的情形，這種現象稱為熱脹冷縮。 

3.透過操作理解熱是如何傳播到物質_固體的熱傳導。 

4.知道熱由高溫往 低溫傳播，傳播的方式有 傳導、對流、輻射。傳播 

時會因材料、空間形狀而 不同。此一知識可應用於 保溫或散熱上。 

5.瞭解固體熱傳導的意義，並 藉實驗的操作察覺熱傳導 會因物體材

質而不同。 

6.能藉由閱讀學習單，瞭解熱傳導的意義。  

7.能藉由實驗的操作，察覺不 同材質的物體，熱傳導的快 慢有所不

同。 

8.透過操作理解熱是如何傳播到物質-熱輻射。 

9.能藉由實驗的操作，察覺不同材質的物體，熱傳導的快慢有所不同。 

10.熱會藉由接觸物質的方式從高溫傳向低溫的地方，而這種熱的傳播

方式稱為「傳導」。  

11.不同材質的物體，熱傳導的快慢有所不同。  

1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能協助我們推測其背後可能的因果關係。 

 

 
 

 

 

 

 

 

 

 



彰化縣陸豐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公開授課【議課】紀錄表 

議課人員 林勝興、陳浚富、顏飛雯 議課單元 物質受熱後體積的變化 

議課時間 
109.10.23 

12：40~13：20 
教材來源 翰林 五上 

議課紀錄：  
  對於一般物體，熱脹冷縮是成立的。當物體溫度升高時，分子的動能增加，分子

的平均自由程增加，所以表現為熱脹；同理，當物體溫降低時，分子的動能減小，

分子的平均自由程減少，所以表現為冷縮。但也有例外，比如說水，水在 4攝氏度

時體積是最小的，溫度升高或降低，體積都會增大。這是水中存在氫鍵，在溫度下

降時，水中的氫鍵數量增加，導致體積隨溫度下降而增大。 

  物體溫度升高，物體內含的熱量也就增加，這叫內能。所謂熱，也就是物體內分

子的運動形成的；熱量增加，就是物體內分子運動的幅度增加了，運動幅度增加

了，分子間間隙就大了，所以就有了物體熱脹的現象。反過來，物體溫度降低了，

物體分子間間隙小了，也就冷縮了！ 

 

熱脹冷縮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當體溫計放在你口腔裏的時候，水銀球裏的水銀受

熱膨脹。那麼一到冬天很多電線就會斷掉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原來物體有熱

脹冷縮的特性。根據實驗證明：每百米的電線在溫度每增加 1oC的情況下大約會伸

長 1.5毫米。 



彰化縣陸豐國民小學 1 0 9 學年度教師公開觀課教學觀察記錄表 

教學者 林 勝 興 教學班級 五 年 甲 班 教學日期 109.10.23 

授課科目/

單元 
自然與生活科技/物質受熱後體積的變化 觀課者 

陳  浚 富 

顏  飛  雯 

觀     課     參     考     項     目 
評  量  等  級 

觀察摘要紀錄 
優 良 中 可 差 

教
學
態
度 

1.教學態度認真負責  ν    1.教學認真 

2.做好教學準 

備 

2.具有高度教學熱忱  ν    

3.事先做好教學準備  ν    

教

學

活

動 

1.能擬定具體明確之教學目標 ν     

1.明確之教學 

目標 

2.適切分配教 

學時間 

3.適時鼓勵學 

生 

4.鼓勵學生學

習習 

2.能依據目標，適切設計教學內容  ν    

3.教學過程能掌握教學目標  ν    

4.教學過程能適切分配教學時間  ν    

5.能運用適切的教法協助學生學習 ν     

6.教學活動之設計合理且流暢 ν     

7.能適時鼓勵學生的良好表現  ν    

8.能關注學生學習時的個別差異  ν    

9.能善用發問技巧鼓勵學生積極學習習  ν    

學

習

反

應 

1.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有高度興趣 ν     1.學習態度認 

真 

2.學習有具體 

的成效 

 

2.學生學習時的態度認真積極 ν     

3.學生的學習有具體的成效 ν     

4.學生的學習能表現出思考及創造行為  ν    

溝
通
技
巧 

1.能專注傾聽學生的學習反應  ν    1.學生專注傾 

聽 

2.清晰的表達 

 

 

2.能具體、明確、清晰地做口語的表達  ν    

3.運用肢體語言，形成良好的師生互動  ν    

評

量 

1.能善用評量的方式  ν    1.掌握評量的 

時機 

 
2.能掌握評量的時機  ν    

我的省思與建議： 

1.能察覺物質受熱後體積的變化在生活中的例子，進而建構物質受熱後體積變化的概  

  念。 

2.透過操作過程，養成觀察與主動探索能力及小組合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