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螺陽國小自然科 5 下第二單元活動 3 教案 

教學者：李仁盛   班級 5年乙班    日期：111.04.21  

單元

名稱 
第二單元 燃燒和生鏽 
活動 3 鐵生鏽 

總節數 共 5 節，200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tc-Ⅲ-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

簡單的記錄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

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

的差異。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

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

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

問題。 

po-Ⅲ-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

題，並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

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pe-Ⅲ-1 能了解自變項、應變並預測改變

時可能的影響和進行適當次數測試的意

義。在教師或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

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特

性、資源（設備等）的有無等因素，規劃

簡單的探究活動。 

pe-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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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pc-Ⅲ-1 能理解同學報告，提出合理的疑

問或意見。並能對「所見訂定的問題」、

「探究方法」、「獲得之證據」及「探究

之發現」等之間的符應情形，進行檢核並

提出優點和弱點。 

ah-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

活週遭的問題。 

an-Ⅲ-3 體認不同性別、族群等文化背景

的人，都可能成為科學家。 

領域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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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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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應用性質的不同可分離物質或

鑑別物質。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



 

 

生鏽、發酵、酸鹼作用等而改變或形成新

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

氣、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具

備一些條件。 

INe-Ⅲ-5 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水溶液

的酸鹼性質及其生活上的運用。 

INf-Ⅲ-1 世界與本地不同性別科學家的

事蹟與貢獻。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議題

融入

與其

實質

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6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行溝通。 

性 E8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與其

他領

域/科

目的

連結 

無 

摘要  

學習

目標 

3-1 鐵生鏽的原因 

1.經由觀察和討論，察覺鐵製品經過一段時間，有些會生鏽。 

2.察覺鐵生鏽前後，外觀上的差異。 

3.透過討論或實驗，證明鐵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4.認識科學研究的方法及歷程，並學會操控變因的科學方法。 

5.透過討論和實驗，察覺酸性水溶液對鐵生鏽速度的影響。 

6.學習操控變因的科學方法。 

7.透過討論和實驗，察覺鐵生鏽需要空氣，培養推理思考的能力。 

8.透過討論和實驗，驗證鐵生鏽會用掉空氣中的氧氣。 

3-2 如何防止鐵生鏽 

1.透過討論和觀察，認識防止鐵生鏽的方法。 

2.培養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的習慣。 

教材

來源 
康軒版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下第二單元活動 3 

教學

設備/

資源 

教師： 

1.鋼絲絨 

2.夾鏈袋 

3.夾子 

4.水 

5.筷子 

6.廣口瓶 



 

 

7.透明板 

8.燒杯 

9.線香 

10.打火機或火柴 

11.醋 

12.淺盤 

13.紅色顏料 

14.科學 Follow Me  

15.重點歸納影片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3-1 鐵生鏽的原因 

1.引起動機 

‧教師揭示：生鏽的鐵製品或鐵生鏽的照片，並說明我們四周有許多鐵製的物品，經過一段

時間，有些會生鏽。 

→教師於課前準備生鏽的鐵製品，或於校園中尋找生鏽的設施等。 

2.發展活動 

‧說一說： 

(1)你曾經在生活中看過哪些生鏽的物品？ 

→學生可能會回答數種答案。例如腳踏車、鐵門、鐵窗、鐵釘、汽車等。 

(2)鐵生鏽會變成什麼樣子？ 

→鐵生鏽會變成棕色、褐色，摸起來粗粗的，有些一摸就會掉落生鏽的鏽屑。 

‧說明：鐵本來是堅固又有光澤的金屬，生鏽以後表面產生棕色又容易碎的鐵鏽。 

‧想一想：是什麼原因使鐵生鏽了？ 

→鼓勵學生發表。例如鐵在室外容易生鏽；鐵放在室內也會生鏽。 

‧教師說明：科學研究方法及歷程。 

→科學研究方法及歷程有：觀察現象→提出問題→形成假設→設計實驗→獲得結論。 

○1 觀察現象：在多雨的季節，經由觀察，發現戶外的鐵製品較容易生鏽。 

→經由觀察發現長期放在戶外的鐵製品相較於室內，有生鏽情形較明顯的現象，而引起探

究之心。 

○2 提出問題：為什麼戶外淋雨的鐵製品容易生鏽？ 

→針對提出的問題，經由討論發現在潮溼的地方，鐵容易生鏽，並提出假設「鐵製品在潮

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3 形成假設：鐵製品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本活動訓練學生對觀察的事物做一概括性的整理，即所謂的形成假設（Formulating 

Hypotheses），應用科學探究步驟處理生活中的問題。 

○4 設計實驗：觀察「水分」對鐵製品生鏽的影響。 

→針對形成的假設，設計實驗，並進行驗證。 

→由於要培養思考能力，及主動學習的習慣，所以應鼓勵學生討論驗證方法，學習研究的

方法，不宜直接告知驗證方法。 

‧閱讀「知識庫」：實驗的變因。 

→進行實驗前，教師先指導學生實驗的用語，並於實驗過程中反覆使用，加深學生的印

象。 

‧假設鐵製品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要怎樣進行驗證呢？ 



 

 

→討論驗證方法，只要可行就可以，不必規定各組都要相同。 

‧進行實驗要準備哪些器材呢？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除了課本中以鋼絲絨球進行實驗外，還有哪些容易生鏽的鐵製

品。 

→未經電鍍處理的鋼絲絨可在販售工業用品的五金行購買，且一般分為三種編號（0號、1

號和2號），號碼越小者，代表鋼絲絨越細，生鏽的速度也越快。本單元實驗用0號鋼絲

絨，以方便呈現實驗效果。 

‧還可以用哪些物品進行實驗呢？ 

→除了鋼絲絨球之外，也可用2～3cm長的鐵釘進行實驗，材料容易取得，且能較快觀察到

生鏽的現象。 

‧哪些是控制變因？ 

→例如兩個容器要一樣大，鋼絲絨球要一樣大小、一樣重量；兩個容器的溫度、光線也要

一樣。 

‧「水分」對鐵製品生鏽的影響，建議操作步驟如下： 

→此實驗教師可視實際教學時間評估是否要讓學生動手操作，可以講述式讓學生先學習科

學研究方法與流程，作為後面分組實驗操作的先備知識。 

(1)準備兩個大小相同的鋼絲絨球，一個浸泡清水後取出，當作實驗組；另一個保持乾燥，

當作對照組。 

→教師須準備0號鋼絲絨球。 

→建議可使用純水來做實驗。鋼絲絨球浸泡水的時間需10～20秒，充分浸溼後取出，輕

輕甩乾。 

(2)分別將兩個鋼絲絨球放入夾鏈袋裡，再封緊袋口。 

→教師應於此步驟完成時，引導學生記錄當時的時間和鋼絲絨球的狀態。 

(3)一段時間後，觀察鋼絲絨球的變化，並記錄下來。 

→教師應於觀察生鏽情形後，讓學生記錄觀察的時間和結果。 

→必須改變的因素：有沒有浸泡過水。除必須改變的因素外，其他因素都要保持不變，

如溫度、材料、空氣等。 

→潮溼的鋼絲絨球經過大約2小時後，會開始產生一些棕色斑點，1天後，生鏽的部分更

多了；乾燥的鋼絲絨球則沒有生鏽。 

→驗證是否符合所提出的「鐵製品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的假設，如果符合，

就表示水的確會造成鐵生鏽。 

→實驗後，教師可依實驗目的和結果，引導學生進行討論。 

→如果實驗結果和假設不同，可能是控制變因未確實做到，請學生檢討原因，再重新驗

證。 

○5 獲得結論：從實驗中發現，潮溼的鋼絲絨球比乾燥的鋼絲絨球快生鏽，因此可以推論鐵製

品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經由實驗結果，可以推論假設是否正確。 

‧參考上述方法，或根據你們這一組設計的方法做做看。 

‧說明：酸雨會使戶外的鐵製品更快生鏽。 

→教師可引導學生發表對於酸雨對鐵生鏽速度影響的看法，再由教師引導修正。 

‧想一想：如果將鐵製品浸泡在酸性水溶液中，酸性水溶液對鐵生鏽速度有什麼影響呢？ 

→藉由酸雨引導學生思考酸性水溶液對鐵生鏽速度的影響。 

‧操作：參考小華這一組的做法。 



 

 

(1)形成假設：鐵製品在酸性水溶液中生鏽的速度比較快。 

(2)設計實驗：觀察「酸性水溶液」對鐵製品生鏽的影響。 

→此實驗教師可視實際教學情況評估是否採學生分組操作形式，每一組學生選擇一個操縱

變因，在同一課堂中操作，利於節省教學時間。 

→如果學生經過討論，能自行設計實驗方法，並且方法可行，教師應予鼓勵，並指導學生

依其方法操作驗證。 

○1 準備兩個大小相同的鋼絲絨球。一個浸泡醋，當作實驗組；另一個浸泡清水，當作對照

組。 

→兩個鋼絲絨球大小、材質須一樣，浸泡時間也須相同，大約10～20秒，充分浸溼後取

出，輕輕甩至不會滴醋或滴水。 

○2 分別將兩個鋼絲絨球放入夾鏈袋裡，再封緊袋口。 

→將浸過醋或水的鋼絲絨球分別放入夾鏈袋中密封。 

→空氣為鐵生鏽的條件之一，所以夾鏈袋內的空氣不須擠出，但兩個夾鏈袋內的空氣量

應盡量相同。 

○3 一段時間後，觀察鋼絲絨球的變化，並記錄下來。 

→放置約20分鐘後，浸醋的鋼絲絨球有較大面積明顯的生鏽；浸水的鋼絲絨球生鏽情形

則沒有浸醋的鋼絲絨球嚴重。 

‧討論： 

(1)在這個實驗中，哪一個因素必須改變？哪些因素要保持不變？ 

→實驗過程中，操縱變因應只有鋼絲絨球浸泡的水溶液不同（浸泡醋或清水），其他如鋼

絲絨球大小、材質、浸泡的時間、夾鏈袋內的空氣量等都要相同。 

(2)一段時間後，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和浸泡過清水的鋼絲絨球， 有什麼不一樣？ 

→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會比浸泡過清水的鋼絲絨球較快生鏽，且生鏽情形也會較嚴重。 

→實驗後，請學生依照實驗的觀察發表結果，引導學生思考實驗過程中變因的控制是否確

實做到。 

→醋為酸性水溶液，經由浸泡醋可以使鋼絲絨球生鏽速度加快的實驗結果，能夠進而推

論，酸性水溶液可以使鐵生鏽速度加快。 

‧說明：從實驗中發現，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生鏽的速度比浸泡過清水的鋼絲絨球快。酸

性水溶液會加快鐵生鏽的速度。 

→若時間許可，也可依照相同的操作步驟，將醋更換為其他酸性水溶液進一步實驗，可以

歸論出不同酸性水溶液使鐵生鏽的速度也不同。 

‧說明：從日常生活中可以發現，鐵製品接觸水後容易生鏽，而酸性水溶液會使鐵生鏽速度

加快。 

‧想一想：鐵製品暴露在空氣中比較容易生鏽嗎？ 

→日常生活中的鐵製品都放在有空氣的環境中，我們較不容易製造沒有空氣的環境來比

較，故此實驗我們是要以空氣量較少的環境來作為對照組比較。 

‧操作：參考小旻這一組的做法。 

(1)形成假設：鐵製品在充滿空氣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2)設計實驗：觀察「空氣」對鐵製品生鏽的影響。 

→此實驗教師可視實際教學情況評估是否採學生分組操作形式，每一組學生選擇一個操縱

變因，在同一課堂中操作，利於節省教學時間。 

→如果學生經過討論，能自行設計實驗方法，並且方法可行，教師應予鼓勵，並指導學生

依其方法操作驗證。 



 

 

○1 準備兩個大小相同的鋼絲絨球，將兩個鋼絲絨球都浸泡過醋後取出。 

→因醋可以使鋼絲絨球較快生鏽，以浸醋來進行實驗，可以縮短實驗所需時間。 

→兩個鋼絲絨球大小、材質須相同，浸醋時間也須相同，大約10～20秒，充分浸溼後取

出，輕輕甩至不會滴醋。 

○2 將兩個鋼絲絨球分別放入夾鏈袋裡。 

○3 將一個夾鏈袋內充滿空氣，並封緊袋口，當作實驗組；另一個夾鏈袋裡的空氣擠出，並封

緊袋口，當作對照組。 

→對照組的夾鏈袋內的空氣應完全擠出。實際操作實驗時，要將夾鏈袋內空氣完全擠出

有些難度，可以利用注射針筒協助抽出夾鏈袋內的空氣，以免影響實驗結果。 

○4 一段時間後，觀察鋼絲絨球生鏽的情形，並記錄下來。 

→放置約30分鐘後，會看到充滿空氣夾鏈袋內的鋼絲絨球，有較大面積明顯的生鏽；擠

出空氣夾鏈袋內的鋼絲絨球，只出現一點點的生鏽。 

‧討論： 

(1)在這個實驗中，哪一個因素必須改變？哪些因素要保持不變？ 

→實驗過程中，必須改變的因素為「有沒有接觸空氣」，即夾鏈袋內的空氣量。 

→鋼絲絨球大小、材質、浸泡醋的時間、夾鏈袋大小等都要相同。 

(2)一段時間後，哪一個鋼絲絨球生鏽情形較嚴重？ 

→夾鏈袋內充滿空氣的鋼絲絨球，比夾鏈袋內擠出空氣的鋼絲絨球，生鏽情形較明顯，且

較嚴重。 

→實驗後可請學生先就實驗的結果發表。如果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生鏽情形差異不大，可引

導學生思考實驗過程中控制變因是否確實做到。 

‧說明：從實驗中發現，鐵在充滿空氣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鐵生鏽需要空氣。 

‧想一想：鐵生鏽會用掉空氣中的哪一種氣體？ 

‧操作：檢驗鐵生鏽所需的氣體。 

(1)將鋼絲絨球浸泡醋。 

→鋼絲絨球浸泡醋約10～20秒，充分浸溼後取出，輕輕甩至不會滴醋。 

(2)將鋼絲絨球夾起，輕輕甩乾後，放入廣口瓶內，並固定在廣口瓶底部。 

→廣口瓶規格以方便取得為主，大、小都可以。 

→將鋼絲絨球塞進廣口瓶底部後，再用竹筷將鋼絲絨球撐開壓緊，廣口瓶倒放時，才不會

從廣口瓶底部掉落。若要固定得更牢固，可以使用膠泥輔助。 

(3)將底部固定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垂直倒過來，放在紅色水中，當作實驗組；另取一個

空廣口瓶，垂直倒放在紅色水中，當作對照組。 

(4)20分鐘後，觀察廣口瓶內的水位變化。 

→有鋼絲絨球廣口瓶中的水位會上升，剛開始時因鐵生鏽反應較明顯，水位上升也會較明

顯。 

→水位上升速度的快慢，可能會因為鋼絲絨球大小、材質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 

→本實驗不宜靜置超過1天以上，因鐵生鏽最初會用掉氧氣，使瓶內水位上升，但若時間

過久，鋼絲絨可能會與水反應產生氫氣，而使水位下降，造成實驗不準確。（第47屆科

展作品「鐵生鏽會用掉空氣VS.鐵生鏽會產生氣體」，內容中亦針對此問題有詳細的檢

驗過程。） 

(5)在紅色水中，用透明板蓋緊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瓶口，並取出廣口瓶直立放在桌上。 

→實驗器材宜使用大的塑膠盤，以方便在紅色水中蓋上透明板。教師應提醒學生操作時須

小心，避免空氣跑入廣口瓶中。 



 

 

(6)在紅色水中，用另一個透明板蓋緊空廣口瓶瓶口，並取出廣口瓶直立放在桌上。 

(7)同時將兩支點燃的線香，分別伸入兩個廣口瓶中，觀察線香燃燒的情形。 

→因為線香在實驗組廣口瓶內熄滅的速度比對照組廣口瓶內快，表示實驗組廣口瓶內所含

的氧氣量較對照組廣口瓶內的氧氣量少，因此可以推論鐵生鏽用掉的氣體是空氣中的氧

氣。 

‧討論： 

(1)在這個實驗中，哪一個因素是必須改變的？哪些因素要保持不變？ 

→在本實驗中，必須改變的因素只有廣口瓶是否固定有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其他如廣口

瓶大小、倒放在紅色水中的時間、線香粗細等因素都要相同。 

(2)步驟4中，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與空廣口瓶中，水位分別有什麼變化？與什麼原因有

關？ 

→有鋼絲絨球廣口瓶中的水位會上升；空廣口瓶中的水位不會上升。 

→從廣口瓶中水位上升的現象，推測可能是廣口瓶內有些氣體被用掉了。（學生在三年級

學過「空氣」單元，已知道空氣占有空間的觀念。） 

→因為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之後就會停止上升，所以鐵生鏽只會用掉空氣中的一部分氣

體。 

(3)將點燃的線香分別伸入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與空廣口瓶中，線香有什麼變化？ 

→線香在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中熄滅的速度較空廣口瓶中快，表示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內

助燃的氣體—氧氣較少。 

‧說明：根據實驗結果證明，鐵生鏽和線香燃燒，都會用掉空氣中的氧氣。 

3.歸納 

(1)在潮溼環境中的鐵製品比較容易生鏽。 

(2)酸性水溶液會使鐵製品的生鏽速度加快。 

(3)在充滿空氣的環境中，鐵製品比較容易生鏽。 

(4)鐵生鏽與線香燃燒，都會用掉空氣中的氧氣。 

 

3-2 如何防止鐵生鏽 

1.引起動機 

‧展示：教師展示生活中常見的防鏽物品。 

→教師於課前蒐集一些經防鏽處理的鐵製品，在課堂展示，藉此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2.發展活動 

‧說明：鐵生鏽和氧氣、水有關，鐵製品生鏽，不但會使外觀變得不美觀，甚至會造成物品

零件或器具損壞，影響安全。 

→冰箱外殼、冷氣機、腳踏車、汽車、鐵窗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鐵製品。一旦生鏽

不但不美觀，且可能影響安全。如果要修理或更新，須要多花錢，造成損失。 

‧說一說：你知道生活中有哪些防鏽方法嗎？ 

→只要能隔絕鐵製品和空氣、水分接觸，就能達到防鏽的目的。常見的防鏽方法有以下幾

種： 

(1)塗油漆：例如在鐵窗、鐵門上漆能防鏽。 

(2)保持乾燥：保持鐵製品表面乾燥可防鏽，例如刀具清洗後擦乾。 

(3)包覆塑膠皮：在鐵製品上包覆塑膠皮，以隔絕空氣和水分，例如迴紋針包覆塑膠皮。 

‧閱讀「知識庫」：電鍍和合金。 

(4)電鍍：電鍍是利用電流，將物體放入特殊的水溶液中，通電後，水溶液中的物體表面



 

 

鍍上另一種金屬，通常是為了防鏽，如鍍鋅、鍍鋁；或使飾品變得更好看，如鍍金、鍍

銀等。 

(5)製成合金：合金是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物質（其中至少有一種為金屬）熔在一起，形

成另一種金屬。不鏽鋼就是由鐵、鉻、鎳等不同物質所組成的合金，使其表面產生一層

保護膜。 

→鼓勵學生運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探討後發表。例如鐵生鏽需要氧氣，所以隔絕空氣可

以防鏽。潮溼的環境容易使鐵製品生鏽，保持乾燥比較不會生鏽。 

3.歸納 

‧保持乾燥、減少與空氣接觸、電鍍或合金等，都是生活中常用的防鏽方法。 

習作指導 

習作第22、23頁(配合活動3-1) 

〈指導說明〉 
1.指導學生透過操作記錄，驗證酸性水溶液會使鐵生鏽的速度加快。 

2.指導學生透過操作記錄，驗證鐵在充滿空氣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參考答案〉 

七、 

1. 

 
（答案僅供參考） 

 
（答案僅供參考） 

2. 



 

 

 
（答案僅供參考） 

 

 

 
（答案僅供參考） 

3.○1 ○2  

 

習作第24頁(配合活動3-1)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對於「鐵生鏽會用掉哪種氣體」加以討論。並透過實作和觀察，證明鐵生鏽會用掉空氣

中的氧氣。 

〈參考答案〉 

七、 
4.(1)○2 ；(2)○1 ；(3)○1 ；(4)○2 ；(5)○1 ○4  

 

習作第25頁(配合活動3-2)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觀察各種鐵製品的防鏽方法，並思考防鏽的原理，從中了解鐵生鏽和防鏽的關係，進而

將所學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參考答案〉 

八、 



 

 

 
（以上答案僅供參考） 

 

科學園地  空氣的組成成分 

〈指導說明〉 
藉由閱讀了解空氣的成分主要是氮氣和氧氣，氮氣約占空氣的78％，而氧氣約占21％，另外還有

一些少量卻相當重要的氣體，例如水蒸氣、二氧化碳、氬氣和臭氧等。 

〈動動腦〉 
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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