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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設計表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國小自然 設計者 才曉琪 

學校名稱 田中國小 教學者 才曉琪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節數/次 全單元共_12_節，教學節次第 1  節 

教材來源 

單元/課次 

南一版五上自然第三單元 

空氣與燃燒 
公開授課 

日期：11/16星期三   時間：第一節 

地點：8307自然教室 

設計思考面向：(依自己的思考面向撰寫) 

一、文本分析：與本單元教學有關的分析即可 

1. 要知道燃燒需要空氣。 

2. 更進一步了解空氣是由多種氣體所組成，其中燃燒時需要空氣中的氧氣。 

二、學生先備經驗：與本單元學習有關的分析即可 

1. 3 上課程知道空氣會流動。 

2. 3 上課程知道空氣佔有空間。 

 

核心 

素養 

總綱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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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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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Ⅲ-3燃燒是物質與氧劇烈

作用的現象，燃燒必須同時具備

可燃物、助燃物，並達到燃點等

三個要素。 

學習目標 

1. 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的邏輯推理模式。 

 

議題 

融入 

議題名稱/學習主題 無 

實質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如有連結，請列出連結領域之內涵 

教學設備/資源 ●蠟燭、廣口瓶、打火機、壓克力板 

教學活動設計 

學習目標 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在操作實

驗的過程

【1-1】燃燒需要空氣 

◆了解燃燒需要流通的空氣。（一節課） 

1. 說說看，生活中曾經看過哪些燃燒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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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2 

中，學習

科學的邏

輯推理模

式。 

 

→（學生討論。） 

在瓦斯爐上燒開水、營火燃燒、用金爐燒金紙、

烤肉架或爐火上的炭火等。 

2. 觀察這些燃燒現象，有什麼發現？ 

→（學生討論。） 

營火的木材堆疊時會保有空隙、金爐的周圍有一

個一個的孔洞、烤肉架或爐火上都有孔洞……。 

3. 這些空隙或孔洞設計的目的是什麼？ 

→（學生討論。）有空隙比較容易燃燒、有空隙可

以讓空氣進去……。 

4. 好，現在各組拿蠟燭和廣口瓶來試試看，該怎麼

做？ 

→物體燃燒時，必須要有空氣，如果沒有空氣，就

無法燃燒。燭火可以在空氣中燃燒，利用廣口瓶

控制空氣的流通，觀察蠟燭的燃燒情形。 

5. 當廣口瓶罩住蠟燭後，燭火會有什麼變化？ 

→發現燭火的火焰會慢慢變小，最後會熄滅。 

6. 怎麼做可以讓罩著廣口瓶的燭火不熄滅？ 

→當廣口瓶裡的燭火快要熄滅時，把廣口瓶拿開，

燭火會由小再變大，然後繼續燃燒。  

7. 為什麼這麼做燭火會繼續燃燒？ 

→因為又有新鮮的空氣進入，所以燭火會由小再變

大，繼續燃燒。 

8. 這個實驗結果，證明了什麼？ 

→物質（蠟燭）燃燒需要空氣才能進行。 

◆課本第51頁討論問題： 

1. 用廣口瓶罩住燭火，一段時間後，燭火發生什麼

變化？ 

→燭火漸漸變小，最後會熄滅。 

2. 怎樣才能讓廣口瓶內快要熄滅的燭火，繼續燃燒

呢？ 

→把廣口瓶拿起來，讓空氣流通，廣口瓶內的燭火

就可以繼續燃燒。 

3. 由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廣口瓶內的燭火需要什麼才

能繼續燃燒呢？ 

→空氣。 

～第一節結束/共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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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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