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三下單元三活動 1 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蕭怡溱 

實施年級 三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天氣特派員 

活動名稱 認識天氣狀態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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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

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

力持續探索自然。 

 
學
習
內
容 

INd-Ⅱ-6一年四季氣溫會有所變化，天氣也會有所

不同。氣象報告可以讓我們知道天氣的可能變化。 

INd-Ⅱ-7天氣預報常用雨量、溫度、風向、風速等

資料來表達天氣狀態，這些資料可以使用適當儀器測

得。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戶外教育 

戶 E3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資訊教育 

資 E1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1培養規畫與運用時間的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0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的知識。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綜合、數學、社會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三下單元三活動1 

教學設備

/資源 

1-1‣天氣預報的報紙或新聞。 

1-2‣中央氣象署網站 

學習目標 

1.能藉由查詢天氣預報，了解未來天氣與影響。 

2.能藉由判讀天氣預報，了解訊息所代表的意義。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1-1】看天氣出遊去 

➤引導 

▸如果明天要去戶外教育，怎麼知道天氣是晴天還是雨天？是溫暖還是寒

冷？ 

1.引導學生從漫畫頁的情境延伸到活動 1，引導學生觀察課本情境圖，並

根據學生經驗，教師再進行教學提問，建議如下： 

⑴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氣怎麼樣？ 

⑵希望戶外教育是什麼天氣狀態？為什麼？ 

⑶有沒有什麼比較精確的方法可以知道明天的天氣狀態呢？ 

➤觀察 

▸還有哪些查詢未來天氣狀態的方法呢？試試看，來查詢明天的天氣狀態。 

2.利用教室的資源，讓學生可以學習查詢明天的天氣狀態。 

➤提問 

▸提前了解天氣狀態有什麼好處？ 

3.請學生觀察課本情境圖，教師再進行教學提問，建議如下： 

⑴從課文的人物對話中，可以知道有哪些天氣因素會影響戶外教育？ 

⑵提前了解天氣狀態對我們生活有什麼好處？ 

4.學生實際或回家透過各種方式查詢天氣預報。 

➤課本第 71頁討論問題 

⑴想想看，哪些天氣狀態會影響戶外教育？ 

→如果下雨，進行戶外活動會被淋溼；若是氣溫太高或陽光強烈易造成

中暑；若是氣溫太低可能著涼生病等。 

⑵提前了解天氣狀態，對戶外教育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依據天氣狀態事前準備物品，例如：知道可能會下雨，可以事前

準備雨具、知道天氣可能很熱，可以事前做好防晒、知道天氣可能會

變冷，可以事前準備保暖衣物等。這樣就不會因為天氣因素讓戶外教

育無法順利進行。 

➤歸納 

◍查詢天氣預報的方式有電視、手機App、報紙、電話撥打166或167、中央

氣象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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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認識天氣預報 

➤觀察 

▸每天都能感覺到天氣帶來的變化，天氣預報中，分別描述哪些天氣狀態？ 

1.活動 1的 1-2教學，可以參照中央氣象署縣市預報網頁頁面。 

2.引導學生閱讀圖表，教師再進行教學提問，建議如下： 

⑴天氣預報中可以知道哪些訊息？ 

⑵這是什麼時候的天氣預報？ 

⑶這些符號訊息代表什麼意思？ 

➤提問 

▸氣象預報有哪些項目，該如何判讀天氣預報中的資料。 

3.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的討論題目，教師再進行教學提問，建議如下： 

⑴你居住在哪個縣市，並在天氣預報圖中指出來？ 

⑵你居住縣市的天氣狀態、最低氣溫、最高氣溫等是怎麼樣的？ 

⑶如果你要出門，需要帶哪些物品？為什麼？ 

⑷如果要去臺南市戶外教育，需要帶哪些物品？為什麼？ 

4.請學生事先（在家中）觀察手機 App中鄉鎮天氣預報的內容項目，會有

氣溫、雲量、降雨機率、風力和風向等訊息。 

➤閱讀「小學堂」 

▸小學堂----降雨機率。 

5.降雨機率表示下雨的可能性。例如：降雨機率 80%的地區會比降雨機率

20%的地區更有可能下雨。 

➤課本第 72頁討論問題 

⑴降雨機率你居住縣市的天氣狀態是怎麼樣呢？ 

→依據居住縣市，看課本的圖表回答。 

⑵如果要去屏東縣戶外教育，要帶哪些物品，為什麼？ 

→根據課本中圖表所示，屏東縣會下雨，需要攜帶雨具。 

⑶如果要把天氣預報圖中的天氣狀態做簡單分類，你會怎麼做呢？說說看

你的想法。 

→把會下雨的分成一類，把不會下雨的分成一類。這樣就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去哪裡戶外教育不會有下雨的狀況了。 

➤歸納 

1.天氣預報有氣溫、雲量、降雨機率、風力和風向等，讓我們能知道未來天

氣狀態。 

2.天氣預報通常包含最低和最高氣溫、天氣狀態等訊息，且不同地區的天氣

狀態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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