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六上單元二活動 1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林承舉 

實施年級 六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熱對物質的影響 

活動名稱 物質受熱後的變化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i-Ⅲ-1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會

因為某些改變而產生差異，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

科學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察覺不同的方法 

也常能做出不同的成品。 

tc-Ⅲ-1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

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 

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po-Ⅲ-2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

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

之問題。 

pe-Ⅲ-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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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進 

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pa-Ⅲ-1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pa-Ⅲ-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

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

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

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

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ah-Ⅲ-1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ah-Ⅲ-2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周遭的問

題。 

an-Ⅲ-1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識的基礎是

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據。 

單
元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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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

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

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

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

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

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

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

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學
習
內
容 

INa-Ⅲ-2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

改變。 

INa-Ⅲ-4空氣由各種不同氣體所組成，空氣具有熱

脹冷縮的性質。氣體無一定的形狀與體積。 

單元融
入議題
與其實
質內涵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單元與其

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國語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六上單元二活動1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教學影片。 

●實驗器材：食用色素、玻璃管、橡皮塞、錐形瓶、燒杯、電子秤、氣球、燒杯、蠟燭、

銅球、銅環。 

學習目標 

1.透過生活經驗，了解物質的性質會隨溫度不同而改變。 

2.透過探究，發現液體、氣體、固體都有熱脹冷縮的現象且了解其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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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性質的改變 

➤觀察 

▸觀察生活中食物受熱的情形。 

1.人們會利用火來煮熟食物或取暖，生活中我們怎麼加熱食物？物質受熱

時除了溫度上升，形態和性質也會產生變化嗎？ 

⑴雞蛋未煮之前為液體狀，煮過之後會變成硬硬的固體狀。 

⑵巧克力未受熱前是固態，受熱時會熔化變成液態，冷卻後又變回固態。 

⑶蝦子未煮之前顏色是灰色、青色的，煮過之後顏色會變成橘色、紅色。 

⑷冰塊受熱之前是固態，受熱後是液態。 

⑸湯圓未煮前為硬硬的，煮過後會變成軟軟的。 

⑹蔬菜未煮之前是硬硬的，煮過後會變得軟軟的。 

➤提問 

▸物質受熱後會有什麼現象呢？ 

2.想一想，你還觀察過哪些物質受熱後的現象呢？ 

⑴熱熔膠本來是固態，受熱後變成液態，冷卻後變成固態。 

⑵玉米本來是固態，受熱時和冷卻後都是固態，但形狀和軟硬都改變了。 

➤討論 

▸討論物質受熱後性質的變化。 

⑴如何判斷物質受熱後性質是否改變？ 

→看形態、外觀等有無改變，來判斷物質受熱後性質是否改變。 

⑵物質的形態或性質改變，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物質的形態或性質改變，是受到熱的影響。 

➤結論 

▸依據觀察結果與討論，獲得完整的結論。 

3.生活中許多物質受熱後冷卻的形狀、顏色、體積、形態等性質改變，而

且無法恢復原來形態。有些物質的性質沒有改變，只有受熱時形態會改

變，但冷卻又恢復原來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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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 

1.食物受熱後，顏色、形狀、軟硬……，均會改變。 

2.有些物質受熱後其性質會改變且無法再恢復原來的形態，例如：雞蛋。

有些物質受熱後其性質不會改變且可以恢復原來形態，例如：巧克力。 

～第一節結束/共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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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22頁（配合課本第 47頁） 

〈習作答案〉 

一 

1.甲、丁 

2.乙、丙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物質受熱後會有形態及性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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