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五下單元四活動 3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 設計者  

實施年級 五下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聲音與樂器 

活動名稱 3.噪音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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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Ⅲ-2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周遭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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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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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

自然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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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

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行

動力。 

學
習
內
容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e-Ⅲ-6聲音有大小、高低與音色等不同性質，生活

中聲音有樂音與噪音之分，噪音可以防治。 



融入
議題
與其
實質
內涵 

●品德教育 

品 E1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安全教育 

安 E5了解日常生活危害安全的事件。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0中、高年級：能從報章雜誌及其他閱讀媒材中汲取與學科相關的知識。 

●戶外教育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與其他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國語文領域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五下單元四活動3 

教學設

備/資

源 

3-1‣分貝計、分貝計 App。 

3-2‣分貝計、分貝計 App、密封盒、毛巾、計時器。 

學習目標 

1.藉由生活中聽到的聲音，知道哪些聲音屬於噪音及噪音對生活的影響。 

2.透過觀察發現生活中有些防治噪音的方法。 

3.透過實際操作了解怎麼做可以降低音量。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3-1】認識噪音 

➤觀察 

▸可以藉由課本情境圖或生活舊經驗中提出問題。 

1.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聽到的聲音不全然都悅耳動聽，有些聲音很吵雜刺

耳。說說看，哪些聲音聽起來是舒服的？哪些聲音聽起來令人不舒服呢？ 

˙請學生說出例子。例如鳥叫聲、歌聲、鋼琴聲等聲音聽起來很舒服汽

車喇叭聲、鞭炮聲、工地施工的聲音等聽起來不舒服。 

➤討論 

▸聽過哪些令人不舒服的聲音。 

2.除了聽起來舒服的聲音，你還有聽過哪些聲音呢？ 

˙我聽過一些令人覺得不舒服的聲音。 

⑴飛機起降聲，音量好大，讓人覺得很吵。 

⑵道路施工的聲音，雜亂無章、音量又大，聽了覺得不舒服。 

⑶廟會慶典的聲音，各種鞭炮、吵鬧聲，令人無法靜下心來。 

3.什麼樣的聲音聽起來是非常不舒服的？ 

⑴音量太大的聲音……。 

⑵當許多雜亂的聲音一起出現的時候……。 

➤閱讀小知識 

 

5 

 

 

 

 

 

10 

 

 

 

 

 

 

 

 

 

5 

 

●專心聆聽 

●態度檢核 

●口語發表 

 

 

 

●口語發表 

●參與討論 

●態度檢核 

 

 

 

 

 

 

 

●專心聆聽 



▸小知識----噪音。 

4.音量太大，聽起來不舒服、影響生活安寧的聲音，稱為「噪音」。依據

噪音管制法定義「噪音」是指音量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的聲音。因此，

我們利用音量大小來作為判定噪音的依據。 

➤討論 

▸討論有關噪音定義的問題以及噪音對人體造成之危害。 

5.一般常用來測量音量的儀器稱為分貝計，音量的單位是分貝；當音量愈

大測出的分貝數愈高。我國的噪音管制法是依照場合不同而有不同分貝

的噪音標準。相關資訊也可以上行政院環境部網站查閱。噪音對生活會

有什麼影響呢？ 

⑴聲音太大，讓我覺得耳朵痛，頭也不舒服。 

⑵噪音干擾我們上課，聽不清楚課堂的討論。 

⑶噪音讓我的注意力無法集中，影響上課的品質。 

6.生活環境中常出現各種雜亂的高音、低音。要檢測音量是否過大，可用

分貝計或利用手機下載相關應用程式來測量。 

➤結論 

▸噪音對身體的影響。 

7.處於 70分貝的環境中，會覺得心情煩躁、緊張、無法專心，並影響學習，

若長期處於 85 分貝以上的環境中，則可能會使聽力受損。 

➤歸納 

◍生活中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有的聽起來令人感到舒服，有的聲音聽起來不

舒服，而依據噪音管制法定義，音量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就是噪音。 

～第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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