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三上單元三活動 2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三上 教學時間 200分鐘 

單元名稱 認識動物 

活動名稱 動物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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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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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Ⅱ-1自然界（包含生物與非生物）是由不同物

質所組成。 

INb-Ⅱ-4生物的構造與功能是互相配合的。 

INb-Ⅱ-7動植物的外部形態和內部構造與其生長、

行為、繁衍後代和適應環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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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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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教學影片。 

學習目標 

1.討論動物的運動方式和與身體外形的關係。 

2.依據不同動物的外形特徵和運動方式來練習簡單的分類。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2-1】動物如何運動 

➤觀察 

▸觀察這些動物是運用身體哪些構造來運動。 

1.請同學說說狗、蛙、鳥、水牛運用身體哪些構造來運動。 

2.水牛的運動方式與鴿子、狗、蛙比較，和四隻腳的狗較相似。 

3.不同的生活環境以及身體特徵，讓動物們發展出不同的運動方式。 

➤觀察 

▸比較各種動物的運動方式和身體構造之間有什麼關係。 

4.觀察狗奔跑和行走的動作分解圖，狗的前腳和後腳長短、粗細大約相同，

常常利用行走或跑步的方式來移動。 

5.除了狗之外，馬、牛、鹿、羊等都擅長用四隻腳行走和跑步，牠們的四

隻腳的長短粗細都差不多。 

6.認識狗利用腳來運動的情況後，若時間許可，教師可引導學生利用四肢

著地的方式來模仿狗的行走及跑步。 

➤提問 

▸天空飛行的動物，運用身體哪些部位運動？ 

7.請同學觀察課本中鳥類飛行動作分解圖，說說在天空飛行的動物，運用

身體的哪些部位運動。 

8.除了鳥類之外，蝙蝠也可以在空中飛行。蝙蝠的飛行構造是一層皮膜和

鳥類不同。 

➤提問 

▸蛙和狗一樣也有四隻腳，仔細觀察蛙的前腳、後腳和牠的運動方式有什麼

關係？ 

9.觀察蛙的跳躍動作分解圖，蛙的後腳比前腳粗壯，常常利用跳躍的方式

來移動。 

➤歸納 

◍動物的身體構造會影響動物的運動方式。 

～第一-三節結束/共5節～ 

 

【2-2】進行動物分類 

➤提問 

▸能不能利用動物的外形特徵和運動方式，幫動物進行簡單的分類？ 

1.用二分法並依動物的外形特徵和運動方式，幫動物進行簡單的分類： 

⑴引導學生先學習分類方式，利用「是，不是」、「會，不會」、「有，沒

有」。 

⑵設定好分類標準，若是以「鱗片」為分類標準，分類方式則為：我利

用動物身體上「有鱗片」、「沒有鱗片」來分類。 

2.二分法要有明確的分類標準： 

範例1：我會用動物外形「有四隻腳」、「沒有四隻腳」來分類： 

有四隻腳：水牛、松鼠、蛙、蜥蝪。 

沒有四隻腳：鴕鳥、五色鳥、雞、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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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我會用外形構造「有翅膀」、「沒有翅膀」來分類： 

有翅膀：鴕鳥、五色鳥、雞。 

沒有翅膀：魚、水牛、松鼠、蛙、蜥蝪。 

3.讓學生小組討論並分享觀察重點，教師協助統整全班同學的觀察結果進

行學習歸納。 

➤延伸 

▸分類後，有翅膀的動物都會飛行嗎？查資料研究看看。 

4.分類後，有翅膀的動物都會飛嗎？查資料研究看看。可從物理學的觀點

來推測，動物翅膀與身體大小可能有關係，飛行與身體重量有關連。因

此能飛行的鳥類的骨骼大多是中空的，可有效減輕身體的重量來幫助飛

行。 

5.不會飛的鳥是指失去飛行能力的鳥，取而代之的是游泳或是奔跑的能

力，例如：企鵝和鴕鳥都有翅膀，但都不是以飛行為主要運動方式。 

⑴鴕鳥：屬於不會飛的大型鳥類，都有強壯的雙腿並用行走奔跑的方式

運動。 

⑵企鵝：翅膀長得像魚鰭，稱為鰭狀肢，腳趾間有蹼，能在水中游泳前

進。 

⑶雞：雞可以短距離飛行，只是無法飛高飛遠；原因是由於雞長期被人

類當作家禽飼養，雞的翅膀逐漸因為不須躲避敵人而退化。 

⑷五色鳥：五色鳥和一般鳥類一樣，骨骼都是中空的可以減輕重量並具

有強壯的胸肌來揮動翅膀，以利在空中飛行。 

➤歸納 

◍依據動物的外形特徵和運動方式進行簡單的分類。 

～第四、五節結束/共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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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27頁（配合課本第 80、81頁） 

〈習作答案〉 

四 

1.⑵ˇ 

2.⑶ˇ 

3.老虎的四隻腳長短粗細差不多，狗也有相同的特徵，因此可以推斷老虎的運動方式和狗差不多。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依據動物的身體構造及特徵，研判動物的運動。 

 

配合習作第 28頁（配合課本第 79～83頁） 

〈習作答案〉 

五1.A、2.D、3.C、4.B 

〈指導說明〉 

‧透過觀察各種不同動物的運動構造，推論動物主要運動方式。 

 

配合習作第 29頁（配合課本第 84、85頁） 

〈習作答案〉 



六 

1. 

 

2.會游泳的動物生活在有水的環境中。 

〈指導說明〉 

‧觀察動物的外形特徵和運動方式，將動物進行分類。 

‧指導學生進行分類後，同一類的動物可能生活在何種環境。 

單元參考資料 

●黃志誠、姚啟久（2008）。動物百科。漢宇出版社。 

●米鈴木克美、小林安雅（2007）。千奇百怪的魚臉（黃郁婷譯）。晨星出版有

限公司。 

●朱耀沂（2008）。動物命名的故事。商周出版社。 

●吳立萍、王書曼、張振松、黃麗珍（2008）。臺灣生態。小天下出版社。 

●許晉榮（2008）。野鳥放大鏡（住行篇）。天下文化出版社。 

●許晉榮（2008）。野鳥放大鏡（食衣篇）。天下文化出版社。 

●方偉宏（2008）。臺灣鳥類全圖鑑。貓頭鷹出版社。 

●星野一三雄（2009）。青蛙不喝水？蛇類瞎了眼！──51個你不知道的兩棲爬

蟲新常識（葉亞璇譯）。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戴維．伯爾尼（2009）。最新動物百科圖鑑。世一出版社。 

●向高世、李鵬翔、楊懿如（2009）。臺灣兩棲爬行類圖鑑。貓頭鷹出版社。 

●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臺灣生物多樣性網絡：http://www.tbn.org.tw/ 

●臺灣物種名錄。臺灣物種名錄：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臺灣魚類資料庫。數位典藏國家科技計畫：http://fishdb.sinica.edu.tw/ 

●楊懿如的青蛙學堂。楊懿如的青蛙學堂：https://www.froghome.idv.tw/ 

●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與知識平台：https://npgis.cpami.gov.tw/public/default/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http://digimuse.nmns.edu.tw/ 

●環境資訊中心。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 

●臺灣仿生科技發展協會 Q&A。臺灣仿生科技發展協會：

http://www.biomimicrytaiw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