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埤頭國民中學  自然科學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班級：九年 2班    教學人數：26人 

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
學
資
源 

場地：902教室 

器材：實驗相關器材 單元名稱 
第四章第 2 節 

電壓 

教學時間 45 分鐘(1 節課) 

教材來源 
九上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

書（南一版） 

單
元
目
標 

1.了解電路的意義及通路與斷路的區別 

2.了解電壓（電位差）的意義 

3.學會伏特計的使用 

4.了解燈泡分別在串聯與並聯時的總電壓與各個燈泡電壓之間的關係 

主 題 軸 分  段  能  力  指  標 

過程技能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否具有關鍵性 

1-4-2-2 知道由本量與誤差量的比較，了解估計的意義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科學本質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科技的發展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科學態度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審視爭議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思考智能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作 

科學應用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教
學
研
究 

一、 教材分析： 

1. 利用一簡單的電器，分析其通電原理，過程中介紹何謂電路、電路符號、電路

圖、通路、斷路。 

2. 利用一數個簡單的電器零件，組合成通路狀態。由過程中介紹何謂並聯、串聯。

並解釋其中異同。 

3. 利用一簡單的電器，解釋其作用原理，進而引申出電壓觀念。 

4. 操作實驗 4-2 電壓的測量，了解串聯及並聯時，電壓的變化。 

二、學生分析： 

在學習本單元前，學生應已由先前的學習中，具備以下知識： 

(1)520-2a 在適當時機，介紹科學家的研究事蹟 

(2)520-2d 介紹人類利用科學改善生活的演進史 

(3)520-3b 在適當的教材上，介紹科學發現的過程以了解科學中實驗與理論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教學內容 時間 評  量 備註 

開始 

 

 

 

學習活動 

 

 

 

 

 

 

 

 

整理活動 

 

結束 

一、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利用一手電筒，探討其發光原理，

引發學生對電路的興趣。 

二、發展活動 

1. 利用一簡單的電器，分析其通電原理，

過程中介紹何謂電路、電路符號、電路

圖、通路、斷路。 

2. 利用一數個簡單的電器零件，組合成通

路狀態。由過程中介紹何謂並聯、串

聯。並解釋其中異同。 

3. 整合前面所講述的知識，加深同學印

象。 

三、綜合活動 

進行探索活動，澄清學生概念。 

～第一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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