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數位學習教學方案設計格式

領域/科目
Subject

自然科學 設計者Designer 黃久于

班級
Class profile

年級 班級 人數 總節數與時間
Time

1節，40分

五 甲 15
單元名稱
Unit

如何防鏽(五上自然康軒版第三單元)

設計理念
Design Rationale

● 學習者為中心:以學習者的需求、背景、能力和興趣為出發點。
● 互動性與參與感:學習者的主動參與，通過互動式的教學方法（如即時測驗、討論區等）促進學習者的參與感。
● 多媒體整合: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提升學習的趣味性和易於理解性。
● 社群學習與協作:學習者能夠與同儕、教師進行交流與協作，增強學習的社會性和互動性。

設計依據

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y

總綱/領域/群科(視課程性質選用) 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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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2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
生活問題。

領域/科目

學習
重點
Learn-i
ng
focus

學習表現
Students’

performance

● ah-Ⅲ-2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分生活週遭的問題。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

● INe-Ⅲ-2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酸鹼作用等而改變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氣、
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議題融入
Issue integration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Connectuons to other

subjects
一般科目: □國語文 □英語文 □第二語文( ) □本土語文/台灣手語( ) □數學 ■自然科學( ) □藝術( ) □社會( ) □科技( ) □
生活 □綜合活動(輔導) □健康與體育( ) □其他：
群科： 特別類型科目： 自然科技



教材來源Materials
參考資源References

康軒五年級上學期自然課本
youtube

教學設備/資源
Teaching aids /
equipment

電腦、平板電腦、簡報筆、無線滑鼠

學生數位學習背景
Students’ digital

learning Background

1. 學生知道如何登入因材網。
2. 學生能使用平板畫記重點。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 了解防鏽的方法。
2. 討論如何防鏽。

情境脈絡
(生活/時事/議題/學術…)

1.生活中有許多鐵製品，鐵本來是堅固又有光澤的金屬，生 鏽後，表面產生棕色、易碎的鐵鏽，例如生鏽的鐵欄杆、腳 踏車、鐵
皮屋，造成生活中的困擾。
2.放置在教室外面洗手台上的鐵製鏟子，下雨過後，經過太陽日曬後，造成生鏽的情形。

教學活動設計Classroom procedure
節(period) 教學重點Main points of teaching

學習活動設計 檢視學習狀況與學習評量

課前準備
(教師)

1. 提供自然課本電子檔。
2. 建置因材網課程包。
3. 設計Wordwall互動遊戲。

能進到老師的課程，依照進度事先預習自學
能使用因材網白板作答功能來畫重點

課前練習
(學生)

1. 閱讀自然課本3-2。
2. 觀看如何防鏽的影片。
3. 測驗。

1.口頭評量
2.線上測驗



第1節
【準備活動】

教師展示生活中常見的生鏽物品。 →教師於課前蒐集一些生鏽的鐵製品，在課堂展示，藉
此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引起動機】5分鐘
*學生自學

1. 教師歸納鐵生鏽的原因與缺點。

‧說明：鐵生鏽和氧氣、水有關，鐵製品生鏽，不但會使外觀變得不美觀，甚至會造成
物品零件或器具損壞，影響安全。

→冰箱外殼、冷氣機、腳踏車、汽車、鐵窗等，都是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鐵製品。一旦生鏽不但不美觀，且可能影響安全。

2.學生在slido上寫下鐵生鏽的原因。

【發展活動】35分鐘

*組內共學
2. 小組討論並用平板畫記重點。

3. 教師檢視各組學生畫記之重點並歸納如何防鏽。

1.口頭評量
2.線上測驗
3.線上平台檢核

https://www.google.com/search?sca_esv=ce985a1e0c81157c&rlz=1C1GCEA_enTW1098TW1098&sxsrf=ADLYWIJuD14Nm4JJ30UXQgx5_3zTDK0Gqw:1729397329498&q=%E7%94%9F%E9%8F%BD%E5%9C%96%E7%89%87&udm=2&fbs=AEQNm0AeMNWKf4PpcKMI-eSa16lJoRPMIuyspCxWO6iZW9F1Nu5UXlEfGU2YX1CrW9Nmm9Q3JIJZUqyMsLxos5tPU_UnqJ9Yac9VVJRGWfC4j5Vo8m7Mlt4ff7AZsgxj4YvbRt-9Wl-zNhUK7E5vq_dODPLADalc4lefWVXSdtkHoC0OmEl41dgSIVaSM1LxArG3o7H3C3lSBG5yaKvA2zgbZVjlLUSEnA&sa=X&ved=2ahUKEwiv9f-Li5yJAxWzlFYBHQMSL18QtKgLegQIDxAB&cshid=1729397332944153&biw=1280&bih=585&dpr=1.5
https://wall.sli.do/event/bbLNwx8CVxmeLnj1535Msu?section=60121a5e-0056-4be6-9e35-8fb075e8a4f2


‧說一說：你知道生活中有哪些防鏽方法嗎？

→只要能隔絕鐵製品和空氣、水分接觸，就能達到防鏽的目的。常見的防鏽方法有
以下幾種：

(1)塗油漆：例如在鐵窗、鐵門上漆能防鏽。

(2)保持乾燥：鐵製品表面乾燥可防鏽，例如刀具清洗後擦乾。

(3)包覆塑膠皮：在鐵製品上包覆塑膠皮，以隔絕空氣和水分，

‧例如迴紋針包覆塑膠皮。 ‧

閱讀「知識庫」：電鍍和合金。

(4)電鍍：電鍍是利用電流，將物體放入特殊的水溶液中，通電後，水溶液中的物體表
面鍍上另一種金屬，通常是為了防鏽，如鍍鋅、鍍鋁；或使飾品變得更好看，如鍍金、
鍍銀等。

(5)製成合金：合金是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物質（其中至少有一種為金屬）熔在一起，
形 成另一種金屬。不鏽鋼就是由鐵、鉻、鎳等不同物質所組成的合金，使其表面產生
一層保護膜。

→鼓勵學生運用電腦搜尋相關資料，探討後發表。例如鐵生鏽需要氧氣，所以隔絕
空氣可以防鏽。

【統整活動】

*教師導學

1. 學生透過wordwall遊戲複習重點。

1.學生專心聆聽
2.線上平台檢核

https://wordwall.net/resource/59036223/ch3%e6%b4%bb%e5%8b%953%e7%82%ba%e4%bd%95%e6%9c%83%e7%94%9f%e9%8f%bd%e8%88%87%e5%a6%82%e4%bd%95%e9%98%b2%e9%8f%bd


2. 教師歸納如何防鏽：

潮溼的環境容易使鐵製品生鏽，保持乾燥比較不會生鏽。

保持乾燥、減少與空氣接觸、電鍍或合金等，都是生活中常用的防鏽方法。



數位教學教案檢核表

檢核項目 說明 勾選 生成式 AI運用

**課程上課之備課階段**
教材準備 確認並準備所有數位教材和資源，如影片、互動式教學工具等。 V V
教學目標 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符合108課綱的核心素養和學習重點。 V
工具熟悉度 教師需熟悉使用數位教學工具及平台，如因材網、CoolEnglish、Padlet等。 V
學生準備 確認學生具備基本的數位學習能力和工具操作能力。 V
教學計劃 制定詳細的教學計劃，包括課程流程、活動設計和評量方式。 V

**教學活動**
引導與激發 透過教學活動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態，並激發學習動機。 V
資源應用 適時運用數位資源進行教學，如語音辨識系統進行口說練習。 V
小組合作 設計小組合作活動，促進學生間的互動與協作學習。 V
即時反饋 透過數位工具即時檢視並反饋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差異化之教學。 V
多樣化教學 採用多種數位教學策略，如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等，提升教學效果。 V

**課後評量**
學習回饋 收集學生的學習成果，並進行分析與評價。 V
多元評量 採用多元評量方式，如口說辨識結果、互動問答記錄、成果發表等，全面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V
改進計劃 根據評量結果，制定後續教學改進計劃，提升教學質量與學生學習成效。 V
反思與調整 反思教學過程，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教學策略的調整與改進。 V
長期跟進 持續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和成效，提供持續性支持和指導。 V



數位教學教案鷹架表

數位科技融入
學科學習

數位科技輔助
教師教學

生
成
式
AI
應
用

教學方案名稱：如何防鏽

A內容趣味
化

B貼近真實情境
C抽象概念具體

化
D減少時空限制 E學習適性化 F重複練習 G其他

教
師
備
課

1.共同備課 V

2.教材統整 V

3.其他

課
前
課
中
課
後

1.引起動機 V

2.學習紀錄 V

3.討論與溝通 V

4.搜尋與協作 V

5.創造與發表

6.測驗與評量 V

7.學習數據分析 V

8.差異化教學 V

9.回饋與修正 V

10.其他

*運用生成式AI之數位教學方式，請註記(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