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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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30 備課單元 多樣的天氣變化 

備課人員 吳御邦 教材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六上單元一活

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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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透過觀察，認識大氣中水的各種形態。 

2.能藉由模擬雲和霧的實驗，認識雲和霧。 

3.能透過觀察，認識雨、雹、雪、露和霜的成因。 

4.能藉由模擬露和霜的實驗，知道露和霜形成的溫度不同。 

5.能透過觀察，了解大自然中水循環的過程，察覺水循環與天氣變化之間的關係。 

 
 

備課照片 1：課前介紹 備課照片 2：課前重點預習 

  

 



附件二 

彰化縣大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教學觀察】紀錄表 

觀課科目： 自 然 科 學      觀課班級： 六年甲班 

教學單元：第一單元多樣的天氣變化        觀課人員： _林政驛________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學表現事實-量化結果 

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引發

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5   4   3   2   1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5   4   3   2   1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 
5   4   3   2   1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5   4   3   2   1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

或實作。 
5   4   3   2   1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5   4   3   2   1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5   4   3   2   1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5   4   3   2   1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 
5   4   3   2   1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5   4   3   2   1 

A-4-4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 
5   4   3   2   1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5   4   3   2   1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5   4   3   2   1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動

與學生學習。 
5   4   3   2   1 

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

關係。 
5   4   3   2   1 



綜 合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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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課教師簽名： 林政驛  



附件三 

彰化縣大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議課】紀錄表 

開放日期 星期 節次 班級 科目名稱 教學單元 

9/24 二 1 六甲 自然科學 多樣的天氣變化 

觀課教師 

□校內教師 □校外教師身分： 學校 科教師  

觀課教師姓名：林政驛 

授課照片 

 

 

課中討論 課前討論 

教學者 

心得分享 

1.能透過實驗和觀察，認識大氣中水的形態。 

2.能藉由模擬露和霜的實驗，認識水的液態和固態。 

3.能透過課本和影片觀察，認識雪、露和霜的成因。 

4.能藉由模擬露和霜的實驗，知道露和霜形成的溫度不同。 

 

 

 

教學教師簽名：   



附件四 

彰化縣大興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  年級   領域教學活動設計表 

教學單元 多樣的天氣變化 教學日期 113年  09月 22日 

教學班級 六年甲班 教學設計者 吳御邦 

教材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六上單元一活動 2 教學時間 08:40-09:20 

一、教學目標：  

1.能透過觀察，認識大氣中水的各種形態。 

2.能藉由模擬雲和霧的實驗，認識雲和霧。 

3.能透過觀察，認識雨、雹、雪、露和霜的成因。 

4.能藉由模擬露和霜的實驗，知道露和霜形成的溫度不同。 

5.能透過觀察，了解大自然中水循環的過程，察覺水循環與天氣變化之間的關係。 

 

二、教學準備：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教學影片。 

●實驗器材：冰塊、溫度計、水晶杯、食鹽。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1-2】雨、雹、雪、露和霜 

➤觀察 

▸除了雲和霧外，還有雨、雪等天氣現象。 

1.教師引導學生閱讀圖說搭配圖片，除了雲和霧以外，你還知道那些天

氣現象呢？ 

⑴雨：雲是許多細小水滴和冰晶組成，當雲裡的細小水滴或冰晶不斷

聚集，就會變得又大又重，向地面墜落。當小水滴直接掉落或者冰

晶掉落時融化成水，形成「雨」。 

⑵雪：當溫度低於 0 ℃時，雲中的冰晶聚集變大愈來愈重，如果冰晶

在掉落地面的過程中沒有融化，而是直接落到地面，形成「雪」。 

⑶冰雹是空中小水滴凝固成冰粒落下來，偶而發生在春夏季對流旺盛

天氣。 

➤觀察 

▸曾經在夜晚或清晨的地表附近看見過露和霜。 

2.教師引導學生複習舊經驗，夜晚或清晨曾經在平地或山區看過露和霜

的現象。 

⑴我發現春、秋季的清晨，常常在葉片上看到露水。 

⑵曾經看過氣象報導，在寒冷的冬季或高山上，植物容易出現結霜的

現象。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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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和霜的形成會受到溫度高低影響嗎？ 

3.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露和霜的形成溫度是否相同，在提出假設「露和霜

的形成會受到溫度高低影響嗎?」 

➤搜集資料 

▸從舊經驗和搜集資料中，知道露和霜的形成時的溫度不同。 

4.由學生到圖書館或上網搜集資料。 

⑴上網利用關鍵字「露和霜形成的條件」搜尋，氣溫較低時，空氣中

的水蒸氣，會附著在植物葉子或其他物體表面，凝結成小水滴，稱

為「露」。氣溫低於 0℃時，空氣中的水蒸氣，會附著在植物葉子或

其他物體表面，變成冰晶，稱為「霜」。 

⑵在溫暖季節裡，空氣中的相對溼度到達 100%時，夜間氣溫漸漸降低

到露點溫度時，過多的水蒸氣便會凝結成水，這些水如果凝結成水

滴附著在地面物體上就成為露。當溫度低於 0℃時，空氣中的水蒸氣

會凝固成固態，在物體的表面上形成霜。 

➤假設 

▸透過資料能提出適當的假設。 

5.水蒸氣會在低於室溫的物體表面凝結形成小水滴「露」，水蒸氣會在

溫度低於 0℃的物體表面形成「霜」。 

➤實驗 

▸進行模擬露的實驗。 

6.佣引導學生進行「模擬露的實驗」實驗。 

⑴各組準備所需要的實驗材料，例如：塑膠杯、常溫水、冰塊、溫度

計……。 

⑵分組討論哪些方法，可以讓物體表面的溫度低於室溫？ 

⑶分別測量三次常溫水和降低後的水溫，同時記錄觀察和觸摸杯壁外

側的情形。 

➤結果 

▸將實驗結果記錄在紀錄表中。 

7.在紀錄表上記錄看到的實驗結果，發現空氣中的水蒸氣遇到較冷的物

體表面，所形成的小水滴就是露。 

➤討論 

▸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露的形成和空氣中的水蒸氣有什麼關係？ 

→空氣中的水蒸氣，會附著在溫度較低的物體表面，凝結成小水滴，

就是露。 

⑵實驗結果可以解釋春季、秋季清晨看到葉片上的露水是如何形成的嗎 

→因春季、秋季時，清晨氣溫較低，水蒸氣遇到溫度較低的葉片就會

凝結成露。 

➤實驗 

▸進行模擬露的實驗。 

8.進行「模擬霜的形成」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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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各組準備所需要的實驗材料，如：塑膠杯、常溫水、冰塊、溫度

計……。 

⑵分組討論，哪些方法可以讓物體表面的溫度低於 0℃？ 

⑶分別測量三次常溫水和冰塊加入食鹽使溫度低於 0℃，同時記錄觀察

和觸摸杯壁外側的情形。 

➤討論 

▸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霜的形成與空氣中的水蒸氣有什麼關係？ 

→霜是空氣中的水蒸氣在低於 0℃的物體或葉子上形成的。 

⑵實驗模擬結果，可以解釋寒冷冬季或高山上的結霜現象嗎？ 

→可以，當物體表面溫度低於 0℃，空氣中的水蒸氣會附著在物體表面

凝固成小冰晶，稱為霜。 

➤結論 

▸根據實驗結果與討論，獲得完整結論。 

9.當氣溫夠低且晴朗無風的夜晚，地面附近的水蒸氣附著在植物葉子或

其他物體表面後會凝結成小水滴，形成「露」。當氣溫接近或低於 0℃

時，地面附近的水蒸氣附著在低於 0℃的物體後，會直接變成冰晶，形

成「霜」。 

➤歸納 

1.當小水滴直接掉落或者冰晶在掉落時融化成水後掉落地面，形成

「雨」；如果冰晶在掉落地面的過程中沒有融化，而是直接落到地

面，形成「雪」。 

2.空中小水滴凝固成冰粒落到地面就稱為「雹」。 

3.當氣溫較低時，空氣中的水蒸氣附著在物體表面凝結成小水滴，稱為

「露」。 

4.當氣溫較低時，空氣中的水蒸氣附著在低於 0℃的物體變成冰晶，稱為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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