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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芬園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自然科學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劉韋辰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節數 1節，45分鐘 

單元名稱 翻轉燈 

核心素養 

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核心素養 
自-J-A1: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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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對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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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

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

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及數學運算等方法，

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口語、影像、文字

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

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

體中，培養相關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信程度及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的資

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習，發展與同儕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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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an-Ⅳ-2: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空背景不同而有

所變化。	

an-Ⅳ-3:體察到不同性別、背景、族群科學家們具有堅毅、嚴謹和講求邏輯的

特質，也具有好奇心、求知慾和想像力。 

學習內容 Kc-Ⅳ-7:電池連接導體形成通路時，多數導體通過的電流與其兩端電壓差成正
比，其比值即為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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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可不填） 

科技教育 

教材來源 康軒自然科學三上教師手冊 
康軒自製實驗影片 

學習資源 

1.電池組。	

2.導線。	

3.水銀開關。	

4.LED 燈泡。	

5.實驗所需的器材。 

學習目標 

1.認識基本的電路結構。	

2.了解通路與斷路的意義。	

3.了解電器的串聯、並聯。	

4.知道電流的定義與單位。	

課程架構 

藉由翻轉燈實作了解電流的通路與斷路。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流程（含評量方式） 時間 學習資源 

	

1.以導線將電池組、開關與 LED 燈泡連接成一個簡單的電路，說明何謂簡單的

電路。	

2.說明通路與斷路的意義，以及開關在電路上的功能。	

3.在黑板上繪製電路符號與電路圖，並講解之。	

4.說明在金屬導體中可以自由移動的是電子，但是在傳統上，以正電荷流動的方

向為電流的方向。	

5.說明電流的定義和單位，並以簡單的數學公式表示電流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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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池組。	

2.導線。	

3.水銀開關。	

4.LED 燈泡。	

5.實驗所需的器

材。 
 
 

教師省思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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