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教案 

3-1 風力與風向 

單元名稱 
3. 風與空氣 

3-1 風力與風向 
總節數 

6 節，共 240 分鐘 

觀課：第一節，40分鐘 

授課者 黃文達 地點 3甲教室 時間 113年 11月 15日 13:3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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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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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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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

資源，並能觀察和記錄。 

•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學

習

內

容 

INc-Ⅱ-1 

 

 

 

 

INd-Ⅱ-2 

• 能以合理的參考標準或工具代替實際的數值，例如：測量磁力

的強弱時，能以吸起迴紋針的數量作比較度量；測量風力強弱 

時，能以風車轉動的快慢、旗子飄揚的高度訂定比較的標準。 

• 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情形，可以運用測量的工具和方法得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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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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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涵 

與其他領

域／ 

科目的連

結 

無 

教材來源 課本、習作 

教學設備

／資源 

電子教科書、教學影片、實驗器材 

學習目標 

1.學習者能透過觀察自然現象了解風力的變化並使用高度表示並記錄風力的大小。 

2.學習者能透過不斷的探詢與提問，發現風向與物體飄動方向的關係。 

3.學習者能透過磁針的規律性正確地描述並記錄風向。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第一節課】活動一：判斷風的強弱？ 

一、引起舊經驗 

1. 教師可以讓學習者發表在低年級時，關於

「風」的舊經驗，接著請學習者討論「有什

麼方式可以知道風的存在」。如：颱風時的

感受。 

二、觀察實物與發表經驗 

1. 請學習者發表風的強弱會造成什麼生活上

的影響，接著請學習者觀察圖片或是實物，

觀察風強或風弱時，物品會有什麼變化。教

師再由兩個風力接近程度的圖片提問：「那

要怎麼判斷哪一個狀況下的風比較強呢？」 

•注意事項： 

教師可以透過鯉魚旗、一般旗幟、小型風

車等等來觀察風的強弱。 

三、討論──要怎麼判斷風的強弱 

1. 請學習者發表他們判斷風的強弱的標準，

如：小草彎曲程度、雲飄動快慢等等。 

•注意事項 

風的強弱雖然有許多判斷方法，但要注意

避免過於無法具體形容的量化方法，如：

轉速有多快。 

四、形成性評量──習作練習 

1. 習作撰寫時，可觀察學習者對於不同風力吹

到物體後，對物體造成的變化，在未來有關

「力」的單元中，可讓學習者產生舊經驗的

連結。 

課本 

電子教科

書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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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車 

習作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二～三節課】活動二：風從哪裡來？ 課本 口頭評量 



一、連結先前經驗 

1. 教師可先嘗試預設風由學習者的某個方向

吹過來，接著請學習者發表風是由什麼方向

吹過來。 

•注意事項： 

學習者在發表時會使用「某個標的物」作

為方向的描述，像是「從窗戶那邊」等等，

教師需要留意請學習者使用較清楚的方向

描述詞，如：「左、右、前、後」。 

二、使用指北針 

1. 教師可由課本詞句引導學習者發現方向要

看面向的方向做決定，所以若要溝通「正確

的風向」時，就必須得用方位作為描述風向

的辦法，而方位指的是「東南西北」四個方

位。 

•注意事項： 

若想使學習者對於風向描述產生動機式的

問題，在這個教學階段可先保留八方位的

概念，留至討論與操作時，讓學習者討論。 

三、討論──判斷風向？ 

1. 在能夠正確判斷方位後，教師可以直接明示

風向的定義，接著讓學習者討論風向的畫記

該怎麼記錄。教師可以由文字上的描述讓學

習者嘗試轉錄成圖像，再讓學習者討論圖像

的正確性，如：教師可以提問「若風從西方

吹過來，該怎麼表示？」 

•注意事項①： 

若學習者提及，為何風向的箭號要朝向中

心點，教師可嘗試由兩點回應： 

(1)風向的畫記是為了溝通使用，所以必須

得有共通性。 

(2)一般而言，風向的判定都是為了對於

「參考體」的影響，像是臺灣正吹什麼

風向的風，所以會把參考體放在方位的

中心更容易辨別風向。 

•注意事項②： 

因為先前指北針只有提到四方位，故在此

教師若讓學習者練習判斷風向時，就可以

製造八方位的情境，像是「旗子飄向東方

跟南方之間時，風是從哪邊來的？」可以

使學習者主動對情境產生問題並主動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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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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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③ 

在剛開始判斷風向時，需要盡量避免使用

容易混淆概念的語意，像是「朝向北邊吹

的風是什麼風」，會使中年級學習者產生不

必要的概念混淆，建議可以修飾成「由南

朝向北邊吹的是什麼風」。 

四、結論── 

1. 風來的方向稱為風向，物品被風吹起的方向

與風向相反，風向使用方位作為表示。 

五、形成性評量──習作練習 

1. 習作撰寫時，主要觀察學習者對於風向的定

義以及指北針的使用是否有清楚的認識，在

繪圖上因為需要清楚的辨認風向的直線，可

讓學生思考使用容易辨認的方式繪出。 

【第四～五節課】活動三：自製風力風向計 

一、引起舊經驗 

1. 教師可先對學習者提問風力怎麼判斷以及

風向怎麼判斷，確認學習者都對風力與風向

有一定的了解時，再進行實作。 

二、觀察實物或圖(影)片構造以及比對功能 

1. 教師透過影片、圖片或實物，讓學習者了解

風力風向計需要的功能並觀察其構造，像是

「能夠隨著風向旋轉」、「能夠利用某個條件

判斷風力」。接著再請學習者思考可以什麼

材料或是生活中的實體可以製作出類似的

功能 ( 在此可參考課本內圖片 )。 

•注意事項： 

教師在此可先不用舉常見的風向風力計作

為製作時的例子，避免學習者看到風向雞

或是指向型風力計時容易產生概念混淆。 

三、製作風力風向計 

1. 教師可先透過先前的引導，使學習者模仿其

功能製作類似的風力風向計，做好後可利用

教室中能製造風的器物測試功能是否正常

後固定在方位盤上，再透過同儕或是教師評

量功能性，最後帶領學習者練習使用方位盤

尋找正確方位。 

•注意事項： 

利用風力風向計上的紙條判斷戶外風向

時，有可能風向會改變，此時可以請學習

者觀測「短時間」的風向並記錄。 

四、討論──哪裡可以測量正確的風力與風

課本 

電子教科

書或簡報 

風力風向

計材料 

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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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 教師帶領學習者到戶外判斷風向與風力

前，可參考以下氣象局對風向風力計的說

明，讓學習者討論要在何處才能得到較準確

的觀察結果。 

2. 「風速風向儀：風速風向儀用來測量地面風

的速度及方向。風向主要受到大範圍的天氣

系統及地形等自然或地理現象的影響，但是

接近地面的風向、風速則會受到建築物的影

響而改變，我們常說的大樓風就是一個明顯

的例子。為了更準確的觀測風速風向，風速

風向儀通常會設置在離地面約 10 公尺高

的位置。」 

•注意事項： 

學習者在製作完風力風向計之後，要去觀

測風向時，經常會產生「因為風大所以要

到該處觀測風向」的迷思概念，將觀測工

具變成玩具使用。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為什麼要測風向」，讓學習者討論風力計

的使用是因為要觀察「某處」的風。 

五、利用風向與風力玩遊戲──紙飛機 

此遊戲可透過不同風向與風力的因素，讓

學生進行對影響紙飛機飛行的「既定因素」

探索。 

透過固定大部分因素，改變其中之一的因

素能夠觀察到紙飛機的飛行狀況。教師也

能視情況將此單元最後的風向袋科學閱讀

與此遊戲結合，就能更加融入生活情境。 

六、形成性評量──習作練習 

1. 習作撰寫時，除了觀察學習者對於操作觀測

工具的程序性概念正確性外，可引導學習者

在觀測記錄上思考「風力與風向」的變化。

需要注意的是，因為風的改變與氣壓有關，

所以在此並不需要詢問學習者「為何會改

變」。 

教學注意事項 

•指北針的使用牽涉到之後天體運行的軌跡方位判定，教師在引導風向的方位判斷時，可加強學

習者對於指北針操作的實作評量。 

評量向度 

科學認知 

 能應用受外在因素作用時，物質或自然現象可能會改變之相關概念。 

 能應用以適當的測量工具和方法，可得知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情形之

相關概念。 



探究能力 

 能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了解及具體描

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關鍵問題。 

科學的態度與本

質 

 常常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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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附件 

無 

 

 

 

 

表 2、觀課紀錄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黃文達 

授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科目 自然 

教學單元 3-1風力與風向 教學觀察日期 113年 11月 15日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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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舉學校與教室的方位，對應到

指北針的方位。 

2. 善用電子書的多媒體與指北針

和紙張等教具具體說明方位。 

3. 讓學生透過教具的輔助判斷方

位，並請數位學生到前方操作。 

4. 每次活動後能歸納與總結。 

A-1-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A-1-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 

A-1-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A-2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2-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

或實作。 

1. 利用生活情境與教具讓學生思

考與操作。 

2. 利用多媒體讓學生能具體理解。 
A-2-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2-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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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A-3-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 利用多媒體的操作和問答了解

學生學習情況。 

2. 每次問答與學生操作後，能立即

給予回饋。 
A-3-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

饋。 

A-3-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3-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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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學生吵鬧時，能給予明確的指令讓

學生安靜下來。當學生安靜、並準

備好時才會進行課程。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當學生回答或操作良好時，會立即

給予稱讚。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請給燈(畫 1-5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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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整齊潔淨，並會要求學生將非

該堂課所需物品收好。  

B-2-2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

關係。 

利用正向的語言與指令讓學生能愉

悅的參與課程。 

 

 

  



  

 



表 3、議課會談回饋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黃文達 

授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 

教學單元 3-1風力與風向 會談回饋日期 113年 11月 15日 

與授課教師會談後填寫：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

情形）： 

1. 文達老師的口語清晰，沒有贅詞，指令很清楚，並使用正向語言，讓學生能愉悅的參

與課程。 

2. 能用實體教具、電子書及影片等，讓學生透過不同面向操作與觀賞，可以具體理解觀

念。 

3. 利用問答與實體操作，跟學生的互動頻繁，學習氣氛十分活絡。 

二、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文達老師的語調起伏能帶起學習的氣氛，讓學生更能專注的聆聽。 

2. 善用實體教具和多媒體具體呈現觀念，讓學生能從不同面向幫助學習。 

三、反思： 

  1. 自然科重視具體呈現和親手操作，希望往後可以設計更多實作的活動，讓學生從做 

     中學習。 

2. 忙於教學時，要撥出時間注意跟不上的孩子。 

3. 因為沒有自然科專用教室，座位的安排不利學生互助合作解決問題，期望未來的教 

   學環境可以更好，提升學習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