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埔心國小自然科學三上單元二活動 1 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卓淑枔 

實施年級 三上 教學時間 
160分鐘(演示第二

節) 

單元名稱 空氣和水 

活動名稱 空氣和水的特性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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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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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測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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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Ⅱ-3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

的樂趣。 

ah-Ⅱ-1透過各種感官了解生活周遭事物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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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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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球上，物質具有重量，占有體積。 

INa-Ⅱ-7生物需要能量（養分）、陽光、空氣、水

和土壤，維持生命、生長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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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與其

他領域/

科目的連

結 

藝術、數學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科學三上單元二活動1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水族箱、透明塑膠袋、空寶特瓶、氣球、透明塑膠杯、各式各樣透明容器、注射筒、

橡皮擦、食用色素。 

學習目標 

1.認識透過討論，了解地球上有石頭、土壤、水和空氣等物質。 

2.經由觀察，了解石頭和水等物質占有空間，透過操作證明空氣占有空間。 

3.透過操作及觀察，了解空氣和水沒有固定的形狀。 

4.透過操作及感受，了解石頭、空氣和水等物質具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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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的物質 

➤觀察 

▸我們隨時都要呼吸新鮮的空氣，空氣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物質。地球上除

了空氣之外，還有哪些物質呢？ 

1.請學生發表生活經驗或習得的知識，知道的地球表面上可以看到土壤沙

石，從溪流中也可以看到水。 

➤提問 

▸地球上有空氣、水、石頭和土壤，但是看不見也摸不到，怎麼知道空氣在

哪裡呢？ 

2.生活中到處都有空氣，維持生命也需要空氣，請學生利用塑膠袋將空氣

裝起來觀察。 

▸怎麼知道塑膠袋裡已經裝了空氣呢？ 

3.用塑膠袋揮一揮再扭轉袋口，裝到空氣後請學生發表觀察所得。 

⑴有裝空氣的塑膠袋比較大且鼓鼓的，沒有裝空氣的塑膠袋比較小而且

扁扁的。 

⑵塑膠袋的袋口綁住，用手壓壓看，會發現塑膠袋鼓鼓的，沒有辦法完

全壓扁。 

4.將塑膠袋的袋口放入水中並且將袋口稍微鬆開，用力擠壓，發現會從袋

口的地方冒出許多氣泡。 

▸找一找，空氣還存在哪些地方？ 

5.利用空寶特瓶、海綿等有空隙的物品放入水中，請學生發表觀察所得。

將空寶特瓶壓入水中，會看到寶特瓶瓶口冒出許多氣泡。 

➤討論 

▸依據觀察結果討論。 

⑴在水中擠壓這些物品，可以看見什麼現象？ 

→可以看到許多氣泡冒出來。 

⑵上列圖片中，水裡出現的氣泡是什麼？ 

→從物品擠壓出來的氣泡裡是充滿空氣，所以氣泡才會往水面移動。這

些物體中都有縫隙，因此可以知道有縫隙就有空氣。 

➤歸納 

1.地球上有空氣、水和石頭、土壤等各種物質。 

2.物體內只要有縫隙，縫隙裡就有空氣，因此空氣無所不在。 

～第一節結束/共4節～ 

 

【1-2】空氣和水占有空間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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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和水與石頭一樣占有空間嗎？ 

1.石頭、水和空氣裝在杯子裡，可以看到石頭和水占有了杯子裡的空間但

空氣無法被觀察到。 

➤提問 

▸對於觀察到的情形引發問題討論。 

2.空氣占有杯子裡的空間嗎？ 

➤蒐集資料 

▸從舊經驗空氣無所不在，進而查尋空氣占有空間的科學論證。 

3.我們學過空氣無所不在，存在我們的周圍，因此空杯子裡應該充滿了空

氣。 

➤假設 

▸透過資料提出適當的假設。 

4.假設空氣展有空間如果把空杯子倒著垂直壓入水裡，水如果不會進入杯

子裡，表示空氣占有空間。 

➤實驗 

▸設計實驗去驗證假設。 

5.進行「探討空氣是否占有空間」之實驗，觀察結果。 

➤結果 

▸記錄實驗結果。 

6.請學生發表觀察所得。 

➤討論 

▸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拿起杯子檢查，杯內的紙團溼了嗎？ 

→紙團沒有溼掉。之前學過，寶特瓶中會充滿空氣，因此可能是杯子裡

的空氣擋住了水，而使紙團不會被水沾溼。 

⑵杯子垂直壓入水中，水為什麼不會進入杯中？ 

→因為杯子中充滿空氣，空氣沒有不見，所以水無法進入杯子中，而紙

團就不會被水沾溼。 

➤結論 

▸根據實驗結果和討論，獲得完整的結論。 

7.可以知道因為空氣是占有空間的，所以水才無法進入杯中，杯底的紙團

才不會溼掉。 

➤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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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占有空間。 

～第二節結束/共4節～ 

 

【1-3】空氣和水沒有固定的形狀 

➤觀察 

▸用杯子裝著石頭時會發現杯子和石頭之間有許多縫隙。 

1.引導學生觀察課本圖片，發現石頭的形狀是固定的，不會隨著容器而改

變形狀，因此可以看到石頭裝在杯子裡面，石頭跟杯子之間有很多的縫

隙。 

➤提問 

▸空氣和水的形狀也是固定的嗎？ 

2.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會知道水會從水龍頭裡流出來，可以發現水並沒有

固定的形狀，引導學生發想是否還能利用其他方式來驗證水是否有固定

形狀。 

➤實驗 

▸利用各種容器實驗空氣是否有固定形狀。 

3.進行「探討水的形狀是否固定」之實驗，拿一杯水倒到其他形狀的容器

裡試試看。學生經由觀察可以發現，水的形狀會隨著不同的容器而改變

形狀，水在各種容器內沒有空隙，和石頭不同。 

➤討論 

▸依據實驗結果討論。 

‧從以上的操作與觀察，你發現了什麼？ 

→水可以裝在各種形狀的容器中，而且水的形狀會隨著容器的形狀而改

變。可以得知水沒有固定的形狀。 

➤提問 

▸石頭的形狀會固定、水的形狀不會固定。那麼空氣的形狀會固定嗎？ 

4.引導學生嘗試，把空氣吹入需要充氣的物品中試試看，例如：游泳圈不

同形狀造型氣球等。 

➤結論 

▸空氣沒固定形狀。 

5.空氣都沒有固定的形狀，可以充滿在不同形狀的容器中。 

➤應用 

▸分享水和空氣沒有固定形狀的特性在生活活中的應用。 

6.發表生活中有哪些應用到空氣或水沒有固定形狀的例子，和同學說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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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⑴利用空氣沒有固定形狀的特性，將空氣充入長條形氣球中，氣球可以

再折成各種不同形狀的造型氣球。 

⑵利用水沒有固定形狀的特性，將熱水裝入熱水袋中，熱敷時熱水袋可

以順著身體形狀而改變，可以貼合身體方便熱敷。 

➤歸納 

◍石頭的形狀會固定，不會隨著容器形狀改變；空氣和水的形狀不會固定，

會隨著容器形狀而改變。 

～第三節結束/共4節～ 

 

【1-4】：空氣和水具有重量 

➤提問 

▸怎麼知道物質有沒有重量呢？ 

1.請學生拿著有石頭感受重量，拿著有裝水的杯子和沒有裝水的杯子，實

際感受物體的重量。再發表相關的生活經驗，跟同學溝通、說明與分享。 

➤收集資料 

▸空氣有重量嗎？可以用什麼方法來了解或判斷？ 

2.從舊經驗中，二年級使用過天平來測物體重量，如果天平兩邊一樣高表

示重量相同；如果有一邊比較低，表示那一邊比較重。 

➤假設 

▸空氣具有重量。 

3.請學生分組討論，參考上面的做法是否可以判斷空氣是否有重量。假設

空氣有重量，重量應該很輕；可以把空氣裝在哪裡？該怎麼比較？ 

➤觀察 

▸利用天平的概念，觀察空氣是否具有重量結論空氣具有重量。 

4.利用課本的圖片可觀察到，兩個大小重量相同的氣球，並利用竹竿及棉

線做出類似天平的樣子。在其中一個氣球裝滿空氣，另一個氣球沒有裝

入空氣；將氣球固定在天平兩端，可以發現天平上有充氣氣球的那一端

會往下傾斜，表示有充氣的氣球比較重。 

➤結論 

▸空氣具有重量。 

5.天平上有充氣氣球的那一端往下傾斜，表示有充氣的氣球比較重。由此

可知空氣具有重量。 

➤延伸 

▸如何利用其他工具協助了解物品具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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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手拿取生活中的各項物品，可以感受到物品具有重量。除了利用手感

受物品具有重量之外，教師視情況補充教學，讓學生知道可以利用其他

方式來知道物品具有重量，例如：天平、磅秤都是生活中常用來測量重

量的器材。 

➤歸納 

◍石頭、空氣和水等物質，都具有重量。 

～第四節結束/共4節～ 

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14頁（配合課本第 47～49頁） 

〈習作答案〉 

一⑵ˇ、⑶ˇ 

二 

1.沒有溼掉 

2.因為空氣占有杯子裡的空間，所以水無法進到杯子裡 

3.⑴ˇ 

〈指導說明〉 

‧透過實驗，了解我們的四周都是空氣，且空氣通常存在於有縫隙的地方。 

‧透過實驗知道水無法進入垂直壓入水的杯中，了解空氣占有空間。 

 

配合習作第 15頁（配合課本第 50、51頁） 

〈習作答案〉 

三 

 

四 

 
〈指導說明〉 

‧透過實驗，了解將水裝入不同形狀的容器中，水的形狀就會隨之改變。 

‧透過實驗知道空氣打入氣球中，氣球會改變形狀。 

‧可以知道空氣沒有固定形狀及占有空間的特性。 

 



配合習作第 16頁（配合課本第 52、53頁） 

〈習作答案〉 

五 

1.⑵ˇ、⑶ˇ 

2.空氣具有重量。 

〈指導說明〉 

‧透過圖片觀察，了解空氣具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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