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彰化縣大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共同備課】紀錄表 

備課時間 111.11.16 備課單元 單元 3空氣與燃燒 

備課人員  教材來源 南一 

 

備課紀錄：（如設計理念、學習者分析、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學習迷思、評量方式等） 
教學流程 

1-1由生活經驗，引發問題→觀察這些燃燒現象有什麼共同的特徵？→有空隙或孔洞設計的物

品比較容易燃燒→利用廣口瓶和蠟燭實際操作，觀察空氣和燃燒的關係→證明物質燃燒需

要空氣。 

1-2燭火燃燒時需要空氣中的哪一種氣體？→用雙氧水和胡蘿蔔製造氧氣。 

1-3氧氣性質檢驗：觀察點燃的線香插入充滿氧氣的瓶中的現象→證明氧氣可以助燃。 

1-4氧氣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活動目標 

 透過實際操作了解氧氣和二氧化碳的製造與其特性。 

 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的邏輯推理模式。 

教學重點 

(1) 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燃燒現象，知道有空隙的地方，燃燒比較旺盛。 

(2) 從廣口瓶蓋住燭火的實驗，知道燃燒需要流通的空氣。 

(3) 操作胡蘿蔔與雙氧水混合的方法製造氧氣。 

(4) 觀察到氧氣可以幫助線香燃燒更劇烈。 

(5) 知道氧氣具有幫助燃燒的特性。 

(6) 綜合實驗的過程與結果，為氧氣下操作型定義並認識生活中氧氣應用的例子。 

備課照片 1：小組討論課前先備知識 備課照片 2：小組討論上課內容 

  

 

 





 

課堂教學優點：（請說明可供一般教師學習效仿之處） 

1.能鼓勵學生多嘗試，從錯誤中學習。 

2.能在學生回答問題後給予正增強的讚美。 

3.能給予學生從記憶中回憶起過往的學習記憶。 

4.能透過學生互相合作提問幫助進行記憶增強。 

5.能給予學生立即回饋，且可讓學生主動操作。 



 

 



附件三 

 

 

 

教導學生點燃蠟燭 學生觀察蠟燭熄滅情形 



附件四 

彰化縣大興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五年級自然領域教學活動設計表 

教學單元 單元 3空氣與燃燒 教學日期 111/11/17 

教學班級 五年乙班 教學設計者 吳御邦 

教材來源 南一 教學時間 40分鐘 

一、教學目標：  

 透過實際操作了解氧氣和二氧化碳的製造與其特性。 

 在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學的邏輯推理模式。 

二、教學準備：  

南一電子書、投影機、實驗用品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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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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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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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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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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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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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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