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四下單元二活動 3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洪玉蓁 

實施年級 四下 教學時間 160分鐘 

單元名稱 水的移動 

活動名稱 連通管原理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r-Ⅱ-1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tc-Ⅱ-1能簡單分辨或分類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tm-Ⅱ-1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理解簡單

的概念模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結。 

po-Ⅱ-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論等，

提出問題。 

pe-Ⅱ-1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而預

測活動的大致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

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 

pe-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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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察和記錄。 

pc-Ⅱ-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表達

探究之過程、發現。 

ai-Ⅱ-1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和

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ai-Ⅱ-3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

樂趣。 

ah-Ⅱ-1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遭事物的屬性。 

ah-Ⅱ-2透過有系統的分類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

己的想法與發現。 

an-Ⅱ-1體會科學的探索都是由問題開始。 

an-Ⅱ-2察覺科學家們是利用不同的方式探索自然與

物質世界的形式與規律。 

an-Ⅱ-3發覺創造和想像是科學的重要元素。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

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

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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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自-E-B1能分析比較、製作圖

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

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訊或數

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

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

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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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b-Ⅱ-3虹吸現象可用來將容器中的水吸出；連通管

可測水平。 

INd-Ⅱ-2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情形，可以運用測量

的工具和方法得知。 



融入
議題
與其
實質
內涵 

●品德教育 

品 E1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7知行合一 

●生命教育 

生 E1探討生活議題，培養思考的適當情意與態度。 

●安全教育 

安 E4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安 E9學習相互尊重的精神。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應具備的字詞彙。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四下單元二活動3 

教學設

備/資

源 

●連通管容器、色墨水、軟水管、連通管現象教學影片。 

●軟水管、色墨水。 

●塑膠杯、可彎吸管、線香、油土。 

學習目標 

1.觀察連通容器中的水位高度必定相等。 

2.發現日常生活中利用連通管原理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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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連通管 

◆觀察水在形狀不同但是底部相連通的容器中之水位情形，並了解連通管原

理。（二節課） 

1. 這裡有一個容器，它有什麼特徵？ 

 

→這個容器的底部是互相連通的。 

2. 若將水倒入這個底部相連通的容器中，會有什麼現象產生？讓我們來試試

看。 

→（學生實際觀察操作） 

水會在容器中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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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實作表現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觀察記錄 



3. 將水倒入容器後，容器裡的水面高度相同嗎？是如何確定的呢？ 

→(1)容器裡的水面都靜止，且水面都一樣高。 

(2)可以用尺量。 

4. 將裝水的底部相通容器一端墊高使其傾斜，會發現什麼？ 

→容器內的水面仍然會維持水平。 

5. 將一條水管加水，用兩手握住水管的兩端，你看到了什麼現象？ 

→水管兩端的水位一樣高。 

6. 如果將裝水的水管兩端分別上下移動，管內的水面會有高低的變化嗎？ 

→當將裝水的水管左右兩端上下移動時，會看到水面忽高忽低，最後靜

止時，可以看到兩端的水面會一樣高。 

7. 將水倒入水管或連通管的容器裡，當水靜止時，兩側的高度會相同，稱為

「連通管原理」。 

→（學生仔細聆聽。） 

◆課本第32頁討論問題： 

․將水倒入底部相通的容器，水面高度會相同嗎？ 

→在同一個桌面上，底部相通的容器裡的水面都靜止後，容器裡的水面

高度會是一樣高的。 

◆課本第33頁討論問題： 

․當水靜止後，水管兩邊的水面高低相同嗎？ 

→當水管左右兩端不再上下移動，水面靜止後兩邊的水面高低是一樣的。 

～第一、二節課結束/共4節～ 

 

【3-2】連通管的運用 

◆以連通管原理解釋生活中的應用實例。（二節課） 

1.利用連通管的原理，以水管測量教室裡各項物體兩側的高度是否相同。 

→（學生自由發表） 

(1)書櫃兩端的高度相同。 

(2)窗戶兩端的高度相同。 

(3)椅子兩端的高度相同。 

(4)牆壁兩端的高度相同。 

2.除了可以測量物體是否水平外，在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物品也應用了連

通管原理？ 

→（學生自由發表） 

(1)熱水瓶。 

(2)抽水馬桶。 

(3)水壺。 

(4)戶外的水族箱。 

3.為什麼可以由熱水瓶外殼的透明窗知道熱水瓶中還有多少水量？ 

→因為它運用了連通管原理。 

4.熱水瓶是怎麼設計的？ 

→瓶中內膽和透明窗相連，因此，當水面靜止時，兩側的水面會等高，

就可以經由透明窗知道瓶中的水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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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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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 

 

 

 

●口語發表 

●參與討論 

●態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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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論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態度檢核 

 



 

5.看看抽水馬桶中，哪些地方有水？ 

→水箱中有水，馬桶底部也一直有水。 

 
6.為什麼馬桶中的水會一直保持在下圖中紅色的水位線？它的功用是什

麼？ 

 

→使用過抽水馬桶以後，水一沖，髒的東西就被沖走了，但是馬桶底部

應用了連通管原理，因此會一直保留部分的水。這些水的功用是隔絕

臭氣，不然化糞池的氣味就會飄散出來。 

◆課本第35頁討論問題： 

․生活中還有哪些例子也運用了連通管原理呢？ 

→（讓學生查詢相關資料。） 

例如：澆花器的開口、戶外水族箱、水塔放在大樓頂樓的供水系統、

茶壺的壺嘴設計等是連通管原理。 

～第三、四節課結束/共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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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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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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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參與討論 

●態度檢核 

●資料蒐集

整理 

教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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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吸管和抗虹吸管。東吳大學生活物理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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