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自然科 6上第四單元活動 2 教案 

單元

名稱 
第四單元 電磁作用 
活動2 電磁鐵是什麼 

總節數 共 8節，3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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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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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了解自變項、應變項並預測

改變時可能的影響和進行適當次數測試的

意義。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

能了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

特性、資源（設備等）的有無等因素，規

畫簡單的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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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理解同學報告，提出合理的

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所訂定的問題」、

「探究方法」、「獲得之證據」及「探究

之發現」等之間的符應情形，進行檢核並

提出優點和弱點。 

pc-III-2 能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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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III-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

領域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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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

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

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

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與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

驗。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

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

法，整理已有的自然科學資

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

式的口語、文字、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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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

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

探究的資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ai-III-3 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

的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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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III-4 對相同事物做多次測量，其結

果間可能有差異，差異越大表示測量越不

精確。 

INe-III-9 地球有磁場，會使指北針指向

固定方向。 

INe-III-10 磁鐵與通電的導線皆可產生

磁力，使附近指北針偏轉。改變電流方向

或大小，可以調控電磁鐵的磁極方向或磁

力大小。 

INf-III-2 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對環境

與人體的影響。 

INf-III-6 生活中的電器可以產生電磁

波，具有功能但也可能造成傷害。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議題

融入

與其

實質

內涵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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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教育】 

科 E1 了解平日常見科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式。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 

【能源教育】 

能 E5 認識能源於生活中的使用與安全。 

【生命教育】 

生 E6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道德感以及美感，練習做出道德判斷以及審美判斷，分辨事實

和價值的不同。 

【資訊教育】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安全教育】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4 中高年級後需發展長篇文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閱 E12 培養喜愛閱讀的態度。 

與其

他領

域/科

無 



 

目的

連結 

摘要  

學習

目標 

2-1 神奇的電磁鐵 

1.透過操作實驗，察覺改變電流方向或電線擺放的位置，會影響指北針指針的偏轉方

向。 

2.知道如何利用漆包線與鐵棒製作電磁鐵，觀察改變電流方向對電磁鐵磁極的影響。 

2-2 磁力大挑戰 

1.引導學生透過資料查詢、分組討論等方式，探討電池串聯數量、線圈圈數等因素和電

磁鐵磁力大小之間的關係。 

2.學習設計比較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實驗步驟，並執行操作。由實驗結果歸納影響電磁鐵

磁力大小的因素。 

教材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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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設備/

資源 

1.電池 

2.單槽電池盒 

3.指北針 

4.吸管 

5.漆包線 

6.鐵棒 

7.砂紙 

8.迴紋針 

9.膠帶（黃色、藍色）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2-1 神奇的電磁鐵 

1.參與：察覺會影響指北針指向的物品。 

→教師提問：指北針能幫我們指出正確的方向，除了磁鐵和鐵製品，生活中有哪些物品可能會

影響指北針指向正確的方向呢？請查一查資料並與同學分享。 

˙學生可能回答： 

(1)在運轉中的大型電器附近，指北針可能會受到干擾。 

(2)在高壓電線或電塔附近，指北針可能無法指向正確的方向。 

→教師提問：這些會影響指北針指針的物品有什麼共同特性？ 

˙學生可能回答：都是有通電的物品。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奧斯特的實驗漫畫，引導學生操作觀察通電的電線對指北針指針的影響。 

2.探索：透過實驗發現通電的電線能使指北針指針偏轉。 

→「電線通電前、後對指北針的影響」實驗： 

(1)將電線放在指北針上方，通電後，觀察指北針指針箭頭的偏轉情形。 

(2)接續步驟(1)，改變電流方向，觀察指北針指針箭頭的偏轉情形。 

(3)改變電線擺放位置，通電後，觀察指北針指針箭頭的偏轉情形。 

3.解釋：能說明通電後的電線會產生磁性，使指北針指針偏轉。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實驗結果。 

˙學生可能回答： 



 

(1)將電線沿著南、北方向，放在指北針上方，通電後，指北針的指針會有偏轉的情形。斷

電後，指針又恢復原先指向南、北方的狀態。 

(2)通電後的電線會產生磁性，讓指北針指針偏轉。 

4.精緻化：能利用改變電流的方向或電線的位置，察覺指北針指針的偏轉情形。 

→教師提問：如果改變電流的方向或改變電線擺放的位置，指北針指針偏轉的情形會改變嗎？ 

˙教師指導學生嘗試改變電流方向或將電線沿著南、北方向，擺放在指北針下方，觀察並比較

指北針指針偏轉情形。操作結束後請同學進行分享。 

˙教師亦可讓學生自由探索電線擺放的方向與位置，例如將通電電線沿著東、西方向擺放，通

電後觀察指北針偏轉的情形，讓學生發現無法使指北針指針偏轉。 

˙學生可能回答： 

(1)當電線放置於指北針上方，改變電流方向，指北針指針偏轉的方向會相反。 

(2)如果不改變電流方向，將原本放在指北針上方的電線，改放置在指北針下方，指北針指

針偏轉的方向也會相反。 

(3)當電線放置於指北針上方，電線沿著東、西方向，通電後，指北針指針不會偏轉。 

5.評量：能具體說明電磁作用的現象，以及影響指北針指針偏轉的因素。 

→學生能說出通電後的電線會產生磁性，使指北針指針偏轉，這是電磁作用的現象。改變電流

方向或電線擺放位置，會影響指北針指針偏轉方向。 

6.習作 

→進行習作第 49、50頁。 

7.參與：透過資料查詢與討論製作電磁鐵的方法。 

→教師提問：通電的電線具有會造成指北針指針偏轉的磁性，這樣的磁性也可以和磁鐵一樣吸

起迴紋針嗎？ 

˙學生可能回答：通電的電線無法吸起迴紋針。 

→教師提問：有什麼方法能讓通電的電線吸起迴紋針呢？ 

˙教師引導學生以適當關鍵詞搜尋相關資料，例如通電電線的磁力、運用電磁作用吸起迴紋針

等，將蒐集到的資料彙整後公開發表。 

˙學生可能回答： 

(1)可以將通電的電線捲成線圈形狀。 

(2)線圈裡面要再加上一支鐵棒。 

8.探索：透過實作探究電磁鐵的製作方法。 

→「製作電磁鐵」實驗： 

(1)在長約 8 公分的吸管上分別用不同顏色的膠帶標示吸管兩端，再以相同方向纏繞 90 圈漆

包線，並在兩端預留 2公分長度。 

(2)用砂紙將兩端預留漆包線上的漆完全磨除。 

(3)在吸管中放入比吸管稍長的鐵棒，並將線圈兩端分別與電池正極、負極相接。 

(4)通電時，將其中一端靠近迴紋針，觀察吸起迴紋針的情形。 

(5)拿掉電池一段時間之後，將其中一端靠近迴紋針，觀察吸起迴紋針的情形。 

˙教師引導學生參考課本操作步驟製作電磁鐵，通電後觀察電磁鐵的磁力。 

˙教師請學生觀察線圈通電時，以及斷電一段時間後電磁鐵的磁力變化，並記錄實驗結果。 

→教師引導學生分享實驗結果。 

9.解釋：能說明通電時、斷電後電磁鐵磁力的變化。 

→教師說明：在通電的線圈中放入鐵棒，可以吸起迴紋針，斷電一段時間後，磁力就消失了，

利用這個原理可以製作電磁鐵。 



 

10.精緻化：能利用指北針檢測電流方向與電磁鐵磁極的關係。 

→教師提問：磁鐵具有 N、S 兩極，電磁鐵也具有 N、S 極嗎？改變電流方向，對電磁鐵又有

什麼影響呢？ 

˙教師引導學生自行設計實驗驗證，或參考課本實驗方法進行操作，並於實際操作後與同學

分享結果。 

→「改變電流方向對電磁鐵的影響」實驗： 

(1)將兩個指北針平放在電磁鐵的兩端，待指北針指針靜止，通電後觀察指北針指針偏轉情

形。 

(2)改變電流方向，再重複步驟(1)，通電後觀察指北針指針偏轉情形。 

˙學生可能回答：通電後，電磁鐵兩端分別吸引指北針指針的箭頭與箭尾，因此電磁鐵兩端

分別是 N、S極。改變電流方向，電磁鐵磁極也會改變。 

11.評量：能說明電磁鐵的製作原理，以及改變電流方向對電磁鐵磁極的影響。 

→學生能說出： 

(1)在通電的線圈中加入鐵棒，可以吸起迴紋針，利用這個原理可以製作電磁鐵。 

(2)電磁鐵兩端分別是 N、S極，改變電流方向，電磁鐵磁極也會改變。 

12.習作 

→進行習作第 51、52頁。 

13.重點歸納 

˙通電的電線會產生磁性，使指北針指針偏轉。改變電流方向或電線擺放位置，指針偏轉方

向也會改變。 

˙在通電的線圈中加入鐵棒，通電時，可以產生磁力，製作電磁鐵。 

˙電磁鐵具有 N、S極，改變電流方向，電磁鐵磁極也會改變。 

 

2-2 磁力大挑戰 

1.參與：透過查詢資料與討論，察覺可能影響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因素， 並擬定探究主題。 

→教師提問：電磁鐵的磁極可以改變，電磁鐵的磁力大小也可以改變嗎？ 

˙教師引導學生透過生活經驗或查詢資料進行推測。 

˙學生可能回答：我發現貨櫃碼頭的電磁鐵可以吸起整個貨櫃，但我們製作的電磁鐵只能吸起

迴紋針。因此，我認為電磁鐵的磁力大小應該可以改變。 

→教師提問：如何改變電磁鐵的磁力大小？ 

˙教師鼓勵學生以舊有的科學知識為基礎，並透過同儕問答或資訊分享的方式，逐步形成想探

究的問題。 

˙教師引導學生發表想法時，能根據已知的資訊或經驗提出想探究的問題。 

˙學生可能回答： 

(1)以前學過電池串聯數量越多，燈泡會越亮。電池串聯數量會影響電磁鐵的磁力大小嗎？ 

(2)我查到工廠大型電磁鐵裡面的線圈圈數比我們製作的電磁鐵還要多圈。線圈的圈數會影

響電磁鐵的磁力大小嗎？ 

2.探索：根據擬定的探究題目，探究影響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因素。 

→教師指導學生學習利用圖表，將大家認為可能影響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因素彙整為圖表，並分

工設計實驗進行驗證。 

˙教師請學生擬定想探究的主題。教師可視班級狀況引導學生各小組探究電池串聯數量、線圈

圈數兩項因素對電磁鐵磁力影響，再鼓勵各組自由探究其他因素，並分享實驗結果。 

→教師引導學生針對探究主題，依序制定實驗目的、說明實驗方法、提出實驗假設、根據假設



 

設計實驗，並將實驗結果記錄下來。 

→「電池數量對電磁鐵磁力影響」實驗： 

(1)用漆包線在吸管上纏繞線圈，例如 90圈的線圈，並將漆包線兩端的漆完全磨除。 

(2)在線圈中放入鐵棒，連接電池，通電時，觀察能吸起迴紋針的數量，並重複進行三次。 

(3)改串聯兩個電池，重複步驟(2)，觀察電磁鐵能吸起迴紋針的數量。 

(4)改串聯三個電池，重複步驟(2)，觀察電磁鐵能吸起迴紋針的數量。 

˙當串聯多個電池時，漆包線圈可能會比較熱，為避免燙到手，可指導學生用紙包住電磁鐵再

拿起來，或用木夾夾住線圈的一端。實驗結束後，要立即停止通電。 

→「線圈圈數對電磁鐵磁力影響」實驗： 

(1)用漆包線分別在吸管上纏繞不同圈數的線圈，例如 10 圈、30 圈與 90 圈，並將漆包線兩

端的漆完全磨除。 

(2)分別在不同圈數的線圈中放入相同的鐵棒，通電時，觀察電磁鐵能吸起迴紋針的數量，

並重複進行三次。 

3.解釋： 

說明實驗中操縱變因的改變對電磁鐵磁力大小影響。 

→教師引導學生繪製實驗結果的表格，並分享實驗結果。 

˙學生可能回答： 

(1)電池串聯數量越多，電磁鐵的磁力越大，能吸起越多的迴紋針。 

(2)電磁鐵線圈圈數越多，電磁鐵的磁力越大，能吸起越多的迴紋針。 

4.精緻化：能統整各項實驗結論，說明讓電磁鐵磁力變大的方法。 

→教師引導學生藉由各個實驗得到的結論，彙整出增加電磁鐵磁力的方法。 

˙學生可能回答：電池串聯數量越多、電磁鐵線圈圈數越多，電磁鐵的磁力就越大。 

5.評量：能說出影響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因素。 

→學生能說出各項變因對電磁鐵磁力大小的影響。 

6.習作 

→進行習作第 54、55頁。 

7.重點歸納 

˙電池串聯數量越多、電磁鐵線圈圈數越多等，電磁鐵的磁力越大。 

習作指導 

習作第49、50頁（配合活動2-1） 

〈指導說明〉 
引導學生了解通電的電線會產生磁性。 

〈參考答案〉 

三、 

1.（答案僅供參考） 



 

 
2. 

 
3.（答案僅供參考） 

 
4.不偏轉 

5.②③④ 

 

習作第51頁（配合活動2-1） 

〈指導說明〉 
引導學生知道電磁鐵在通電時才能吸起迴紋針。 

〈參考答案〉 

四、 
通電時：是 

拿掉電池一段時間後：否 

˙①③ 



 

其他：電池是否有電（答案僅供參考） 

 

習作第52、53頁（配合活動2-1） 

〈指導說明〉 
引導學生了解電磁鐵具有磁極，當改變電流方向時，磁極也會改變。 

〈參考答案〉 

五、 
1.甲端：N 

乙端：S 

2.甲端：S 

乙端：N 

3.參考答案：改變電流方向時，電磁鐵的磁極也會改變。 

 

六、教師若無讓學生自行設計實驗，此內容不須填寫，請直接進行下面習作內容。 

 

習作第54頁（配合活動2-2） 

〈指導說明〉 
引導學生操作實驗並記錄，了解電池串聯數量越多，電磁鐵的磁力越大。 

〈參考答案〉 
A. 

實驗設計 

操縱變因：① 

控制變因：②③；其他：電池的種類 

應變變因：② 

實驗結果 

 
（答案僅供參考） 
討論 

˙多；大 

結論 

˙串聯數量 

 

習作第55頁（配合活動2-2） 

〈指導說明〉 
引導學生操作實驗並記錄，了解線圈圈數越多，電磁鐵的磁力越大。 

〈參考答案〉 
 

 



 

B. 

實驗設計 

操縱變因：③ 

控制變因：①②；其他：電池的種類 

應變變因：② 

 

實驗結果 

 
（答案僅供參考） 
討論 

˙多；大 

結論 

˙線圈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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