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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領域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楊昌翰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單元名稱 聲音的傳遞（第 5 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

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

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

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

異。 

 
pa-Ⅲ-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

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

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

人的結果（例如：來自同學）比

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

近的結果。 

 
an-Ⅲ-1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

識的基礎是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

證據。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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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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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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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作用

（INe） 

INe-Ⅲ-6 

聲音有大小、高低

與音色等不同性

質，生活中聲音有

樂音與噪音之分，

噪音可以防治。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主動積極：學生能主動參與課堂討論活動並發表自已的想法。 
知彼解已：學生能與他人合作，共同完成實驗。 
統合綜效：學生能清楚說出實驗的結論。 

教材來源 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南一版 
教學設備/資源 紙杯、棉線、迴紋針、麥克風、夾鏈袋、水槽、真空罐、小鬧鐘 

學習目標 
一、 知道聲音的傳遞需要依靠其他介質。 



二、 聲音可利用固體、液體及氣體傳遞。 
三、 介質的軟硬（密度）會影響聲音傳遞的效果。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 引起動機： 

(一)教師提問：太空人在月球上，如果不靠無線電， 

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嗎？ 

(二)教師提問：想一想，海豚或鯨魚在海中可以聽到對

方的聲音嗎？ 

(三)教師提問：印第安人為什麼不站著聽火車的聲音，

而是要趴在鐵軌上聽？ 

二、 發展活動： 

(一)實驗一：使手機發出聲音並用夾鏈袋包裝好，放入

水中後，是否能聽到它發出的聲音。 

(二)實驗二：請一位同學將耳朵貼在桌面，由另一位同

學輕敲桌面，是否能聽到桌面傳遞的敲擊聲音。 

(三)實驗四：請學生將 100 公分的棉線一端穿過紙杯固

定，另一端綁上一個迴紋針。兩兩一組，棉線上的

迴紋針扣上後輕輕拉緊，彼此利用紙杯傳話。比較

棉線鬆緊狀態對聲音的傳遞是否有影響。 

三、 總結活動： 

(一)聲音的傳遞必須依靠其他物質。 

(二)聲音可在固體、液體及氣體中傳遞。 

(三)棉線的鬆緊程度會影響聲音的傳遞，緊繃的棉線相

較於鬆軟的棉線更容易傳遞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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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積極：學生能主

動參與課堂討論活動

並發表自已的想法。 
 
 
 
 
 
 
 
小組討論，口頭發表 
 
小組討論，口頭發表 
 
 
知彼解已：學生能與

他人合作，共同完成

實驗。 
 
 
 
 
 
 
統合綜效：學生能清

楚說出實驗的結論。 
 

試教成果：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聲音傳播的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cNXBUQFNaE 
附錄： 
 
 
 







110學年度彰化縣大榮國小公開授課暨同儕視導研討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成果照片 
 

教學班級 五年甲班 觀察時間 110年 12月 29日 第 3節 

教學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聲音的傳遞 

教 學 者 楊昌翰 觀 察 者 余函蓁、王兆民 

 

  
共同備課 共同備課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教學後回饋會談 教學後回饋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