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2 

彰化縣 111 學年度舊社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單（授課者填寫） 

授課

教師 

蕭曉青 學習

目標 

一、 透過親自動手做實驗，觀察雲霧的

形成。 

二、 探討大自然雲霧形成過程的科學原

理。 
年級 六 

教學

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生

先備

經驗

或教

材分 

析 

先備知識:瞭解氣體體積與壓力的關係。 

大自然雲霧形成過程的科學原理。 

水資源的循環過程 

水的三態變化 
教學

單元 

第一單元 

教材

來源 

康軒第五冊第一單元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

日期 

民國 111 年 9    月    22日   

   下 午第  6     節 
 

教學活動 

一、 生活連結與預測 

1. 引起動機：天空中有雲，雲是怎麼形成的？早晨容易起

霧，霧又是什麼？和雲一樣不一樣？壓力變化和雲的形成有何

關係呢？ 

2. 生活連結：擦玻璃時哈一口氣在玻璃上，可以看到玻璃就

起霧了。冬天很冷，從嘴巴哈出的氣容易變成霧，夏天卻不容

易，這又是什麼原因？海拔高度越高，大氣壓力是越大還是越

小？ 

3. 舊課程回顧：物質有哪三態？溫度如何變化容易讓液態變

成氣態？如何變化容易讓氣態變成液態？ 

二、 操作與觀察 

1. 實驗一：氣體體積與壓力的關係 

(1) 將吹脹的小氣球塞入寶特瓶中，然後塞上插好球針的橡皮

塞，再慢慢打氣，學生可以觀察到打氣進入瓶中時，瓶內空氣

壓力變大，壓縮氣球變小；放氣時會有相反的情形。 

(2) 若有抽氣真空儲物罐，也可以將吹脹的氣球放進去，觀察

氣球體積在抽氣過程中的變化。 

2. 實驗二：氣體體積對溫度的影響 

(1) 將液晶溫度貼紙放入寶特瓶中，以打氣筒慢慢將空氣打入

瓶中，觀察溫度貼紙的溫度會明顯上升，用手摸寶特瓶也可以

感覺到溫度上升，再將氣體緩緩放出，溫度則會下降。 

(2) 若有手動抽氣真空儲物罐，也可以將溫度貼紙放進去，觀

察溫度在抽氣過程中的變化。 

3. 實驗三：翻轉手套 

(1) 在大燒杯內裝 10ml冷水，再將橡膠手套放入燒杯中，手

套開口反套在燒杯口，請同學壓住燒杯，然後用力將手套手指

部位往上拉，觀察燒杯內的變化。 

(2) 在大燒杯內改裝不燙手的溫水，重複上述步驟，比較杯內

水溫較高時，燒杯內所產生的雲霧量有何差異。 

(3) 點燃兩根火柴，稍待燃燒至木柴後，丟入杯內溫水中，重

複上述步驟，比較瓶中所產生的雲霧量是否有差異。 

4. 實驗四：成雲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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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寶特瓶中滴入五滴熱開水，點燃一根火柴後立刻丟入瓶

內，塞上插好球針的橡皮塞後慢慢打氣，再立刻把橡皮塞迅速

拔掉，觀察瓶中充滿雲霧；將這些雲霧擠出瓶口，就像煙圈一

般。用手電筒照射這些雲霧，也可以觀察到雲霧。（其實就是

飄浮的小水滴） 

5. 實驗五：低溫沸騰 

將沸騰的熱水倒入真空罐內（約八分滿），蓋上蓋子，再將瓶

內抽真空，觀察已經沸騰的熱水再度沸騰。 

四、 討論與解釋 

1. 在實驗一中，寶特瓶（或抽氣真空儲物罐）和小氣球內的

氣體，何者代表造成大氣壓力的外界大氣？ 

答：寶特瓶內的氣體。 

2. 在實驗二中，氣體壓力發生何種變化會使溫度下降？ 

答：壓力變小。（一團氣體在沒有和外界明顯熱量交換時，因

為壓力變小、體積膨脹會造成溫度下降，此過程稱為絕熱膨

脹） 

3. 在實驗三中，溫度發生何種變化容易使水氣凝結成霧？ 

答：溫度下降。（溫度越低，一定體積所能容納的水氣量越

少。過多的水氣會凝結成液態水） 

4. 在實驗三中，火柴的功用是什麼？ 

答：火柴燃燒產生的煙，作為「凝結核」，能吸附水氣，幫助

水氣凝結成小水滴，也就是我們觀察到的霧。 

5. 水在不到 100℃的溫度下能夠沸騰嗎？ 

答：能。沸騰何時發生，並不決定於溫度，而是決定於壓力。

由於液態物質的蒸汽壓隨溫度升高而增加，當液體內部產生的

蒸汽泡壓力足夠承受外界壓力時，蒸汽泡能持續產生，我們就

能看到「沸騰」，此時的溫度稱為「沸點」。在一大氣壓下，

水的沸點是 100℃。壓力越小，水的沸點越低。所以在低壓

下，水不到 100℃就能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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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彰化縣 111 學年度舊社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蕭一強     老師 觀課日期 民國 111年 9月 22  日 

授課教師 蕭曉青 教學年/班 六年孝班 

教學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康軒第五冊第一單元 

教學內容 天氣的變化 

教學觀察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一、 生活連結與預測 

二、 操作與觀察 

1. 實驗一：氣體體積與壓力的關

係 

2. 實驗二：氣體體積對溫度的影

響 

3. 實驗三：翻轉手套 

4. 實驗四：成雲起霧 

1. 在實驗中，溫度發生何種變化

容易使水氣凝結成霧？  

學生回答：溫度下降。（溫度

越低，一定體積所能容納的水

氣量越少。過多 的水氣會凝結

成液態水） 

2. 在實驗中，火柴的功用是什

麼？  

學生回答：火柴燃燒產生的

煙，作為「凝結核」，能吸附

水氣，幫助水氣凝 結成小水

滴，也就是我們觀察到的霧。 

(大部分學生均能了解凝結核的

作用) 

優點 自製雲霧過程透過科學原理讓學生瞭解天氣變化，實踐做中學的精髓 

疑惑 一定要用手電筒才能看出起霧? 

觀課省思 火柴應改為線香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