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三上單元三活動 3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三上 教學時間 80分鐘 

單元名稱 認識動物 

活動名稱 動物與生活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c-Ⅱ-1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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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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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Ⅱ-1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週遭事物的屬性。 

ah-Ⅱ-2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達方式，與他人溝通

自己的想法與發現。 

單
元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力持續探索自然。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自-E-B3透過五官知覺觀

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

然現象，知道如何欣賞美

的事物。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

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

心與行動力。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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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內
容 

INe-Ⅱ-10動物的感覺器官接受外界刺激會引起生理

和行為反應。 

INf-Ⅱ-1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科技產品。 

INg-Ⅱ-1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生存與生活

需依賴自然環境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

的，需要珍惜使用。 

單元融
入議題
與其實
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5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海洋教育 

海 E11認識海洋生物與生態。 

海 E13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產品。 

單元與其

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國語文、社會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三上單元三活動3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動物圖片、仿生科技相關新聞及資訊。 

●動物保護相關新聞事件或說明。 



學習目標 

1.認識人類運用動物的運動構造原理發明並創作日常工具。 

2.知道保護和愛護動物的具體行為。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3-2】愛護動物、友善環境 

◆怎麼做才能愛護動物呢？ 

1.請學生思考尊重動物生命的方式有哪些，有什麼具體有效的方法。 

飼養動物： 

⑴盡量營造適合動物生存的環境，隨時清理打掃相關生存環境。 

⑵盡量了解動物的行為特徵，增進人類與動物的互動了解。 

⑶飼養動物就要照顧動物的一生，不可隨意棄養。 

⑷如無繁殖後代的需求，就要進行節育，避免繁殖過多造成困擾。 

戶外觀察： 

⑴盡量遠觀不要打擾動野生動物的原始棲地，建議可以善用望遠鏡。 

⑵許多脊椎動物的眼睛內有脈絡膜的構造，這層結構就像鏡子一樣將視

網膜裡的光線反射並再次投射到視網膜上，可以協助在陰暗的環境中

看清東西，因此尋找動物時要避免開強光，不然動物的眼睛會因光線

太強而看不清東西，且對動物的眼睛有傷害。 

⑶盡量不要餵食野生動物，讓野生動物可以在自然環境保有覓食能力。 

⑷要注意當地告示牌的警示，每個場域及生物的習性皆不同，要遵守告

示牌上的規定。 

2.除了直接保護動物之外，保護環境讓動物有足夠的棲息地也是愛護動物

的做法。 

3.學生可能會遇到受傷動物，這時可以請學生上網搜尋救助動物的方法，

也可參考以下做法： 

⑴先試著自行研判動物的傷勢或病情（也可以詢問民間動保團體的建

議）。若動物已經有明顯外傷或病重無法行動自如，建議可直接帶牠

到附近的動物醫院就醫。 

⑵碰到流浪動物急需醫療幫助，但自己又無法帶牠到動物醫院，可與當

地的民間動物保護團體聯絡，詢問動保團體是否可協助救援。但在動

保團體前往救援前，必須留在原地，以協助動保團體確認動物所在位

置進行救援。 

⑶若無法自行帶動物就醫，也聯絡不到任何民間動保團體可以給予即時

幫助，而且動物傷勢嚴重，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時，最後可選擇聯絡當

地縣市政府動物保護處或防疫所前往協助。 

歸納 

◍知道保護和愛護動物的具體行為。 

～第二節結束/共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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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

●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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