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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東興國民小學公開課教案設計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生活中的聲音與光，看似平凡無奇、隨時都在，但是聲音是怎麼產生的？聲音是經由

什麼傳播，最後讓我們的耳朵可以聽見聲音？透過學生生活經驗與教師提問，引發學生對聲

音的好奇後，再提供學生主動探索的機會，進行現象觀察、實驗操作等多元學習。學習過程

重視如何規畫有序的探究步驟，以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更強調學生動手操作

來探討聲音的特性，感受發現的樂趣。當學生了解聲音的特性後，即可融入「設計與製作」

的歷程，合併聲音與光的學習，從觀察日常聲光組合的應用與效果，再引導學生設計與製作

玩具，享受動手實作的樂趣。 

 

二、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自然 設計者 林雅慧 

單元名稱 
有趣的聲光現象 

總節數 
共 11 節，440 分鐘 
本次公開課為第 1 節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四年級甲班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學生能透過感官，感受生活中的各種聲音。透過本單元學習能理解聲音的產生、

影響聲音大小的因素與聲音的傳遞等科學概念。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聲音與光線是學生都有的生活經驗，透過課程規劃誘發學生對於現象與

經驗的好奇，進行現象觀察、實驗操作，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

影響，最後透過「設計與製作」聲光組合玩具的歷程，達到學科內容學

習的應用，達到體驗動手實作的樂，進而理解科學探究的實質意義。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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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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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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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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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美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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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ti-II-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

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tr-II-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依據習

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po-II-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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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測和記錄。 
pa-II-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並能

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自老師）相比較，檢查是否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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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I-1 體會科學的探索都是由問題開始。 
an-II-3 發覺創造和想像是科學的重要元素。 

學習內容 

INb-II-1 物質或物體各有不同的功能或用途。 
INe-II-5 生活周遭有各種的聲音；物體振動會產生聲音，聲音可以透過

固體、液體、氣體傳播。不同的動物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且作為溝通

的方式。 
INe-II-6 光線以直線前進，反射時有一定的方向。 

單元課程目標 

1 藉由觸摸、觀察等活動，覺察物體振動會產生聲音。 
2 透過操作了解振動的大小會影響聲音的大小。 
3 從生活現象與經驗中了解聲音可以在氣體、液體與固體中傳播。 
4 藉由生活現象的觀察了解光是直線行進。 
5 從生活經驗中發現能反光物品的鏡面特徵。 
6 透過探究活動發現鏡面的角度會影響光的反射方向。 
7 由生活情境中察覺各種結合聲光應用的效果。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學生透過對聲音與光的觀察、思考與實驗操作的歷程，能設計簡單步驟

進行科學實驗，透過觀測與紀錄，能提解釋並進而應用與創造。 

議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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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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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無 
教學設備／資源 電腦、投影機與實驗用具 

參考資料 康軒版自然四上課本、習作、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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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備妥課本、習作與實驗操作用具 

  (二)學生：準備課本、習作。 

二、引起動機 

讓學生觀賞一段自然動物的聲音(蛙、台灣騷蟬、綠繡眼….)，仔細

觀察，你觀察到什麼? 

【發展活動】 

(一)聲音的產生 
1.我們生活中有各種聲音，現在你聽到那些聲音? 這些聲音有

什麼不一樣?(大小聲、粗細、自然產生或人為發出的…..) 
2.找一找教室中能發出聲音的物體有哪些? 
3.仔細觀察發出聲音的物體有什麼現象?用哪些方法可以覺察

產生聲音的現象? 
-發聲時的喉嚨、播放音樂的擴音器 

-輕敲鼓面 

-手敲桌子 

-彈拉橡皮筋 

4.動物的聲音(課本 P73 知識庫) 

小結: 

生活周遭有各種的聲音，物體振動會產生聲音(當物體發出聲音

時，產生聲音的部位會有振動的現象。) 

(二)聲音的大小 

1.仔細觀察，你發現什麼現象? 

-將手掌放到正在敲出聲音的鼓面，聲音產生什麼變化? 

-將手放到三角鐵的金屬上，聲音產生什麼變化? 

-將手放到三角鐵的帶子上，聲音產生什麼變化?  

 (阻止震動的產生，就能停止聲音) 

2.發出聲音的物體會產生震動，你怎麼讓大家看到震動的大

小? 

-敲鼓面紙片的跳動;敲桌子水面的波動;拉橡皮筋的角度 

3.振動大小與聲音大小的關係 

-用力可以讓物體發出聲音(敲打桌面、鼓面、拍手……) 

-如何控制力的大小?(控制尺下壓的刻度-下壓 1公分、3公分) 

-觀察力的大小與聲音大小的關係 

(控制的因素-尺突出桌邊的距離要固定、同一把尺、量測下壓

力的度量尺要固定；操縱的因素-下壓公分數；觀察結果-聲音

大小) 

小結:  

物體振動的大小和發出的聲音大小有關，物體振動小，發出的音

量較小；物體振動大，發出的音量較大；當物體振動停止時，聲

音也會停止。 

【總結活動】 

1. 學生完成習作 33 頁的任務，透過觀察、體驗與思考歷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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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振動會產生聲音。 

2. 學生能了解一個因素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透過預測、實驗操

作與思考歷程，理解物體振動大小會影響聲音大小的相關性，

並完成習作34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