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課程一下主題五單元 1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一下 教學時間 240分鐘 

主題名稱 五、夏天與端午 

單元名稱 1.天氣變熱了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2-I-2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

因素。 

2-I-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

影響。 

2-I-4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 

3-I-1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

心。 

3-I-2體認探究事理有各種方法並且樂於應用。 

4-I-3運用各種表現與創造的方法與形式，美化生活、

增加生活的趣味。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生活-E-A1 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

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生活-E-A3 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生活-E-B3 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

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

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

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

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

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

學

習

內

容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1事物特性與現象的探究。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4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C-I-5知識與方法的運用、組合與創新。 



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

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海洋教育 

海 E1喜歡親水活動，重視水域安全。 

海 E9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表現。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安全教育 

安 E2了解危機與安全。 

安 E3知道常見事故傷害。 

安 E4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安 E6了解自己的身體。 

安 E7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多元文化教育 

多 E1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健體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生活一下主題五單元1 

教學設

備/資

源 

●課本情境圖。 

●課本、學校的作息現況、中暑或熱衰竭的相關新聞事件。 

●四開圖畫紙、卡紙、著色用具、雙面膠帶、膠帶、剪刀。 

學習目標 

1. 能察覺夏天時，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會有哪些變化。 

2. 能察覺夏天時，因為氣溫的高升，日常生活習慣也跟著改變。 

3. 能說出夏天的陽光給人什麼樣的感覺。 

4. 能察覺夏天時，日常生活習慣改變的目的。 



5. 能察覺夏天時在學校的生活有哪些改變。 

6. 知道夏天時，學校生活作息或習慣改變的原因。 

7. 能說出天氣熱時，應注意哪些事情以保護自己。 

8. 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讓自己感覺涼快，避免因高溫而受到傷害。 

9. 透過討論找出適合的材料及方法製作。 

10. 會自己動手做扇子、帽子等抗熱法寶來遮陽。 

11. 透過討論找出紙扇和紙帽有什麼優缺點。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活動 1：夏日生活】 

一、發表與討論 

•藉由生活經驗，觀察與討論夏天生活有哪些改變。 

1.天氣變熱了，大家的日常生活環境或習慣有哪些改變呢？ 

2.街上的人，他們的穿著是如何的呢？ 

3.除了下雨，什麼時候人們會撐傘呢？ 

4.街上的氣溫顯示幾度呢？這樣的氣溫有什麼感覺呢？ 

5.便利商店外和冰店裡面的人在做什麼呢？ 

6.夏天時，運動用品店賣些什麼呢？這些用品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藉由生活經驗，觀察與討論夏天的生活習慣為什麼會有這些改變？ 

1.人們的穿著比較少或薄，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2.為什麼大家會喜歡吃冰涼的東西呢？ 

3.為什麼街上的行人要站在樹下呢？ 

4.撐傘的目的是什麼呢？ 

5.你自己改變最大的生活習慣是什麼呢？ 

6.這些日常的生活習慣的改變是為了什麼呢？ 

7.夏天的陽光給你什麼樣的感覺呢？ 

8.你喜歡夏天的氣候嗎？為什麼？ 

•習作指導：一、夏天生活的改變 

〈指導說明〉 

引導學童用五官感覺夏天時生活中會有哪些變化。 

〈參考答案〉 

1.①ˇ、②ˇ、③ˇ、④ˇ其他：常去游泳 

2.我們家在夏天時會比較常吹冷氣。（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童依實際

狀況作答） 

～第一節結束/本單元共 6節～ 

 

【活動 2：學校生活的改變】 

※分享與討論 

•引導學童觀察學校的生活作息，發現其中的改變。 

1.夏天時，在學校的生活會有哪些不同呢？ 

2.在教室裡上課，有發現和之前不同的改變嗎？有哪些不同呢？ 

3.夏天時的服裝有什麼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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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在哪裡舉行升旗典禮呢？ 

5.最近下課時和同學一起去玩的地點會選在哪裡呢？和之前一樣嗎？ 

6.夏天時會喝比較多的水嗎？ 

7.和其他季節相比，夏天時比較會流汗嗎？ 

•引導學童探究為什麼會有這些改變呢 

1.教室為什麼要開窗、開電扇？之前為什麼沒有呢？ 

2.只有夏天會穿短袖或輕薄的衣服嗎？為什麼要穿比較輕薄的衣服？ 

3.穿吸溼排汗的衣服有什麼好處嗎？ 

4.為什麼要選在樹下或陰涼處舉行升旗典禮呢？ 

5.為什麼會選在陰涼的地方玩呢？ 

6.為什麼會夏天時會喝比較多的水呢？ 

7.夏天會流很多汗時，你會怎麼做呢？ 

【活動 3：防晒涼快的方法】 

※分享和討論 

•引導學童討論與發表，夏天時有哪些防晒措施可以保護自己或可以覺得

涼快一些。 

1.你曾經在陽光很強的時候在戶外活動嗎？ 

2.陽光很強的時候在戶外活動時，曾經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嗎？ 

3.如果覺得不舒服，應該怎麼辦呢？ 

4.除了找地方躲太陽，還可以怎麼做呢？ 

5.當你流太多汗時，會有什麼感覺呢？ 

6.流汗身體溼了，要怎麼辦呢？ 

7.口渴時可以怎麼解決？ 

8.你曾經被晒傷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應該要如何處理呢？ 

9.外出戴帽子、用扇子搧風真的有用嗎？請分享你的經驗。 

•習作指導：二、陽光下的活動 

〈指導說明〉 

引導學童知道在夏天活動時應該注意哪些事情及如何保護自己。 

〈參考答案〉 

1.②ˇ、③ˇ、④ˇ 

2.我會盡量避免在中午陽光很強時外出活動。 

（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童依實際狀況作答） 

～第二節結束/本單元共 6節～ 

 

【活動 4：抗熱法寶】 

一、討論 

•引導學童討論，哪一種紙可以摺疊，適合做成摺扇。 

1.你覺得如果自己做扇子搧風，什麼樣的扇子方便又好用？ 

2.什麼樣的材料可以摺疊收納又容易取得呢？ 

3.這幾種紙中，哪一種我們比較常常使用呢？ 

4.哪一種紙，我們比較好取得呢？ 

5.圖畫紙是白色的，可不可以在上面畫一些圖案作為裝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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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想在摺扇上面，畫什麼圖案呢？ 

7.除了摺扇，可以做哪些樣式呢？ 

8.趕快動手做屬於自己的摺扇吧！ 

二、實作 

•摺扇實作與展示分享。 

1.作法如課本圖示。 

2.其他款式的扇子可以讓學童自由創作。 

3.把作品擺放在座位桌上大家互相參觀欣賞。 

三、討論 

•引導學童討論，哪一種紙可以適合用來做遮陽帽。 

1.如果要做遮陽帽用哪一種紙比較適合呢？ 

2.用軟的紙好嗎？為什麼呢？ 

3.帽子要戴在頭上，因此應該要做成什麼形狀呢？ 

4.帽子是弧形的，什麼樣的紙比較能夠整型成為帽子的樣子呢？ 

5.把卡紙裁成紙條，再把它整型為弧形是不錯的方法，你也來試試看吧！ 

6.紙做的帽子好用嗎？有哪些優缺點呢？ 

四、實作 

•利用課本附件製作遮陽帽與展示分享。 

1.作法如課本圖示，學童可以自行變化。 

2.把作品擺放在座位桌上，大家互相參觀欣賞。 

•習作指導：三、自己動手做防晒工具 

〈指導說明〉 

1.學童作答後，可以讓他們陳述理由，交換彼此的想法，有的答案因

人而異，只要能說出自己依據的理由即可。 

2.鼓勵學童補充習作上未列出的選項。 

〈參考答案〉 

（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童依實際狀況作答） 

1.⑴優點：ㄅˇ、ㄆˇ、ㄇˇ、ㄈˇ；缺點：ㄅˇ、ㄆˇ、ㄇˇ、ㄈ

ˇ。⑵紙扇不用電，省電又環保，但電扇比較涼快。 

2.⑴優點：ㄆˇ、ㄇˇ、ㄈˇ；缺點：ㄅˇ、ㄆˇ、ㄇˇ、ㄈˇ。⑵

不實用，流汗弄溼就爛掉了。 

～第三-六節結束/本單元共 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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