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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級 自然 領域 教學課程設計表 

主題/單元名稱 光與顏色 設計者 李宜穎 

實施年級  二年級 節數 1 

總綱核心素養 

J-A2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

及生命議題。 

J-C2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谐互動的素養。 

領域 

學習

重點 

核心素養 

自-J-A2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

结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

驗數據,學習自我或團體探索證

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题、

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持合

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提出問

题可能的解決方案。 

自-J-C2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倍

溝通、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共同

發掘科學相關知識與問題解決的

能力。 

 

議

題 

學習主題 
自然界的現象與交互作用(K) 

波動、光及聲音(Ka) 

實質內涵 

＊四項重大議題之學習主題與

實質內涵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

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學習表現 

tr-IV-1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

结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

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

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

正確性。 

pa-IV-2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

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

因果關係、解決問题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结果和同

學的结果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

對照,相互檢核,確認結果。 

ai-lV-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

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

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

信心。 

 

學習內容 

Ka-IV-10陽光經過三鏡可以分成各

種色光。 

Ka-IV-11物體的顏色是光選擇性反

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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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利用三稜鏡搭配平面鏡,使學生直接觀察並認識光的色現象。 

利用不同色光的 LED混合色光實驗,引導學生認識色光合成的現象。 

讓學生了解不透明物體所呈現顏色,是由物體選程吸收後,其餘反射的色光來決定。 

教學資源 
有窗簾的教室、電子白板、平面鏡x1、三稜鏡X1、红光LED拇指燈x5、缘光LED拇指

燈X5、藍光 LED拇燈X5、白光LED拇燈X5、纸箱X5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一、引起動機： 

1.教師引導學生複習先前的概念,並提出與課程主要內容相關之問題: 

教師:「在這個章節的一開始老師有提到人眼是如何看到物體?分成兩種情況:

會光的物體,或稱作光源,物體發出的光直接進入眼睛被看見;但不會發光的物

體我們要如何看到呢?像是你身邊的同學,他不會發光,我們為什麼可以看到他

呢?」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光的色散 

教師引導:「牛頓發現陽光入射三稜鏡,陽光經過折射後,會發生特別的事情…」 

教師總結:「陽光經過三棱鏡的折射,分散成各種顏色的光,紅橙黄綠藍靛紫依

序排列,這樣的自然現象就稱為『光的色散』 

活動二、光的混合 

當紅光綠光藍光這三個顏色的光以相同強度來調配,能產生這四種顏色的光,

但其實如果可以各自改變這三種色光的強度,能調配出所有的顏色,因此把紅

光綠光藍光稱為三原色光;除此之外大家還有沒有發現一件重要的線索,紅光

綠光藍光混合變成白光,代表白光可由三原色光組合而成! 

活動三、物體照光 

教師示範實驗 

光線照射到物體,並不一定是所有光線都會反射,部分光線可能被物體吸收,剩

下光線被反射後就會照進眼睛,這才看到物體的顏色 

參考資料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網要總網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自然

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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