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三下單元二活動 1 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三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溫度影響物質的變化 

活動名稱 物質受熱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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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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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Ⅱ-1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遭事物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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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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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與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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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和諧

相處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INa-Ⅱ-4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INd-Ⅱ-1當受外在因素作用時，物質或自然現象可

能會改變。改變有些較快、有些較慢；有些可以回復，

有些則不能。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人 E3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環境教育 

環 E14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或自然

形式的物質。 

●海洋教育 

海 E10認識水與海洋的特性及其與生活的應用。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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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8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主。 

閱 E10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的知識。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數學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三下單元二活動1 

教學設備

/資源 
●肉、蝦子、巧克力、飲料和冰塊。 

學習目標 

1.藉由觀察生活中的物質，發現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的不同而改變。 

2.物質受溫度影響改變後，有些可以回復，有些則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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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受熱的變化 

◆吃火鍋時，觀察火鍋和巧克力鍋裡的物質受熱後會有哪些變化呢？ 

1.引導學生觀察課本火鍋和巧克力鍋的情境圖，發現加熱後看到了什麼。 

 

◆在煮火鍋和巧克力鍋時，會發現肉原本是紅紅軟軟的，受熱後變成白色硬

硬的，冷卻後還是白色的，還有其他發現嗎？ 

2.請學生發表觀察所得。 

3.進一步引導學生觀察物質加熱前後的變化，並將結果分為兩類，物質受

熱後冷卻會回復以及物質受熱後冷卻不可以回復。 

4.引導學生觀察哪些物質受熱後冷卻會回復、哪些物質受熱後冷卻不會回

復。 

歸納 

◍物質受熱後冷卻，有些無法回復，例如：蝦子變硬又變紅。有些可以回復例

如：巧克力受熱時會變軟，冷卻後又會變硬。 

～第一-二節課結束/共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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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口頭發表 

●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口頭發表 

●觀察記錄 

 

 

 

●專心聆聽 

●態度檢核 

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16頁 

〈習作答案〉 

一 

1.①B、②A、③B、④A 

2.⑴糖、⑵魚 

〈評量基準〉 



‧能知道物質受熱後會改變。 

‧能知道哪些物質受熱再冷卻後會回復，哪些物質受熱再冷卻後不會回復。 

〈指導說明〉 

‧藉由觀察生活中的物質，發現物質的形態會因溫度不同而改變，並發現這些改變，有的可以回復，

有的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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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仁福，曾明騰著（2021）。奇怪的生物知識增加了。聚光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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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脈絡，掌握世界的定律與真理。臺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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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蒂．惠勒－托本，卡洛．坦南特著，鍾慧元譯（2021）。誰說食物不能玩：我

的料理科學實驗室。大石國際文化。 

●水的三態變化（液體、氣體、固體的操作型定義）。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primary/nature/ks_gc/nctheme/lsf01

/3-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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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對物質的影響。吳老師的自然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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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高瞻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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