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牌國小 112 學年度上學期課外社團教學計畫 

此次教學計畫寫一年 

週次 課程內容(可用圖片、影音連結) 備註 

1 走進科學：科學到處有，只要你細心觀察，你就會發現，

原來科學離我們這麼近。透過科學學具的展示，挑動學生

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利用淺顯易懂的科學實驗，讓學生主

動開啟科學的大門，步入科學的殿堂。 

卡通尺 

立體風景圖卡 

科學你我他：透過觀察，發現彼此的不同，思考分類的方

式，將物品進行分類，利用簡易的拚圖進行小組合作的腦

力激盪，最後透過觀察大自然，讓學生懂得珍惜環境與保

護環境的重要性。 

立體風景圖卡 

2 植物在身邊：美麗的花兒朵朵開～春天百花齊放，許許多

多的花兒，彼此爭奇鬥艷，美不勝收，但是你可知道花的

構造有哪些嗎？有完全花和不完全花的分別，我們一起來

認識美麗的它們吧!! 

花卉造型水性筆 

植物天然染料 

植物變變變：神奇的楓葉會隨著季節而改變顏色，是不是

因為它害羞了呢？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著許多的植物，除

了食用之外，你還想的到哪些妙用嗎？讓我們一起來玩科

學，認識植物變變變。 

植物天然染料 

3 四季與顏色：四季各有不同的風貌，不同的顏色構成了不

同的美景，讓我們透過觀察，明白顏色與季節，更明白保

護眼睛的重要性，眼睛是人的靈魂之窗，千萬要好好愛惜

它。 

彩色風車 

蠶寶寶 

閃亮的動物：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特徵，動物們也不例

外，長鼻子的、長舌頭的、大眼睛的、黑白斑紋的……各

式各樣的動物特徵，你能否找到正確的對應動物呢？當然

動物的運動模式可是一絕，各種特異功能都讓人驚嘆不

已，讓我們來學習與效法吧。 

蠶寶寶 

4 科學杜立德：動物不會說人類的語言，但它們有著各式不

同的叫聲，時而低沈、時而高亢、時而緩慢、時而急促，

彷彿在跟我們對話，讓我們透過聲音來認識這些可愛的動

物們吧。 

鴨子口哨 

指紋身份卡 

我們大不同：我們常說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都有

著專屬個人的身份 ID，這個身份 ID到底在哪？讓我們一起

來尋找它並認識它吧。 

指紋身份卡 

5 聽海的聲音：貝殼裡為什麼會有海浪的聲音，是誰這麼調

皮的把它關進去？聲音又是如何產生的？長長短短的琴

鍵，叮叮噹噹的聲響，到底藏著什麼樣的科學祕密呢？

來！讓我們一起來科學大發現吧。 

手敲琴 

藝術體操彩帶 

空氣在哪裡：空氣在哪裡？讓我們一起來尋找，這若有似

無的空氣寶寶，要怎麼證明它的存在呢？讓我們一起動手

來做實驗、玩科學，明白空氣的特性，一起感受這透明的

魅力。 

藝術體操彩帶 

6 空氣大力士：空氣就在我們四周，但你有沒有發現空氣的

有趣現象，這個現象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你知道空氣受熱

會發生什麼事嗎？熱氣球、走馬燈，這些因為冷、熱空氣

而運做的科學原理，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四色手指鐳射燈 

泡泡花魔法棒 

情有獨鍾：利用我們的感官來觀察周遭的事物，將獲得的 傳聲筒 



資訊送達大腦進行分析與判斷，綜合所有的訊息來進行判

斷，最後動手實踐，讓我們一起把科學變得有趣，讓生活

中的科學一一浮現吧。 

7 顏色大畫家：透過我們的雙眼，我們可以感受到身邊許多

的顏色，但你知道我們是如何感受到的呢？讓我們來一探

究竟吧。當然別忘了科學是有趣的、好玩的，我們要好好

的來玩轉色彩唷。 

能量彈跳精靈      

科寶搖搖 

色彩三勇士：你知道什麼是色彩三原色嗎？你知道彩虹是

幾個顏色嗎？讓我們隨著老師的引導一起來認識色彩三勇

士，一起動手調製出彩虹的美麗色彩吧。另外，你可知道

顏色代表了什麼含義呢？讓我們一起學習瞭解吧! 

泡泡花魔法棒 

8 綠能機關王：在老師的引導之下，認識能源的種類，明白

能源對於人類的重要性，並且透過簡單的互動小實驗明白

能量轉換與能量守恆，最後透過各式各樣的發電機模型進

行能源大考驗。 

變速齒輪          

機械風車 

槓桿原理：槓桿原理真有趣，一上一下玩遊戲。阿基米德

曾說過，給他一根長桿及一個支點，他可以搬動地球，是

真的嗎？讓我們一探槓桿原理的奧祕。 

科寶搖搖 

9 輪轉天地：齒輪轉動有規律，變大變小看仔細。齒輪的發

明帶給我們便利，但是日常生活中的齒輪應用，你真的瞭

解嗎？讓我們透過齒輪轉動來認識能量的傳遞吧。 

靜電小章魚 

機械風車：透過齒輪與槓桿的應用，發揮創意無限大，讓

我們一起打造一個綠能生活的機關城市。 
機械風車 

10 萊頓啪啪：早在很久以前，人類就發現了電的存在，但是

電要如何儲存呢？讓我們透過改良版的萊頓瓶，一起感受

電吻的滋味。 

手搖發電機模型組 

風力發電機        

憤怒鳥紅外線射擊組 

發電搖搖：沒電了，別怕！搖一搖，電就來囉。到底是什

麼神奇的實驗呢？跟著老師一起來發電搖搖。 
手搖發電機模型組 

11 風神無雙：風兒呼呼吹，看我們如何利用它來發電，讓我

們一起來建造風力發電模組，把風兒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水懸浮 

魔幻水母精靈 

旭日東昇：太陽公公高高掛，這麼乾淨的能源正是我們需

要的，就跟著老師一起來認識太陽能的威力與妙用吧。 
憤怒鳥紅外線射擊組 

12 大禹治水：古時候有大禹治水，為人民謀福，儲存水庫的

水壩是項偉大的水利工程，就讓我們透過科學的角度來認

識它吧。 

斯特林引擎        

太陽能動感模型組 

液壓系統：考試壓力、課業壓力…，想不到連液體也有壓

力?!到底液壓是怎麼來的，又是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呢？你絕對沒想到，原來科學這麼近。 

魔幻水母精靈 

13 熱力四射：我們除了利用太陽的光能發電之外，其實我們

還可以利用熱能來驅動引擎運作唷。讓我們透過斯特林引

擎一起來節能愛地球。 

過氧化氫 

過氧化氫酶        

簡易自製淨水器 

蒸餾實驗器材套裝 

光電工程：地球只有一個，讓我們一起來響應低碳生活，

動手建造一個低碳的綠能模型，利用太陽能提供我們所需

的電力吧。 

太陽能動感模型組 

14 暖寶寶：暖寶寶，人人愛一碰它就有溫暖，但是你知道它

的科學原理是什麼嗎？讓我們來動動腦、動動手，一起製

作專屬個人的暖寶寶吧。 

茶包火箭 

白磷在水中燃燒 

(影片)               

吹不熄的蠟燭 



粉塵爆炸模擬實驗組 

氫能源車：氧化還原真奇妙，加點鹽水就來電。讓我們組

裝一輛神奇的氫能源動力車，它可是低污染、零排放的綠

能車唷。 

氫能動力車模型組 

15 空氣與氧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空氣是一種單一的物

質，直到後來法國科學家拉瓦錫通過實驗首先得出了空氣

是由氧氣和氮氣組成的結論。19 世紀末，科學家們又通過

大量的實驗發現，空氣裡還有氦、氬、氙等稀有氣體。因

此空氣屬於混合物。課堂一開始在水盆中放入浮水蠟燭，

點燃後，蓋上玻璃杯子，讓學生觀察到當蠟燭熄滅時，水

位會上升的現象，引導學生思考其原因並進行分享。通過

實驗來驗證空氣裡氧氣的含量並且明白該實驗在反應物的

挑選上有什麼要求，最後通過過氧化氫的分解反應，用複

燃的木條，驗證了瓶中新生成的物質是氧氣，因為它具有

助燃性，能支持燃燒。 

金鋼石分子結構模型 

C60分子結構模型 

乾冰 

上嘴抽濾瓶 
水的淨化：水是由氫、氧兩種元素組成的無機物，無毒，

可飲用。在常溫常壓下為無色無味的透明液體，是維持生

命的重要物質。地球表面約有 71%被水覆蓋。自然界的水多

半都需要經過處理才能讓我們使用，老師利用神秘的小藥

丸(維生素 C)將被污染的水資源(含有碘液)＂還原＂為透明

無色的水溶液。引導學生思考其背後的科學原理。通過實

驗的方式認識氧化反應與還原反應。工業中常用沈澱、過

濾和吸附的方法來淨化水質，這也是化學實驗中分離混合

物的常用方法。由老師提供材料，學生自己設計並動手完

成一個簡易的淨水器並與大家分享其想法與設計概念。 

16 質量守恆定律：1774 年，拉瓦錫用精確的定量實驗研究了

氧化汞的分解和合成反應中各物質質量之間的變化關係，

發現反應前後各物質的質量總和沒有改變。大量實驗證

明，參加化學反應的各物質的品質總和，等於反應後生成

的各物質的品質總和。這個規律就叫做質量守恆定律。根

據質量守恆定律，我們可以得知化學反應前後有六個不

變：（1）宏觀：1、反應前後物質總質量不變；2、元素的

種類不變 ；3、各元素的品質不變。（2）微觀：1、原子

的種類不變；2、原子的數目不變；3、原子的品質不變。

在老師的引導下，讓學生通過實驗的方式，實際驗證質量

守恆定律。 

水分子結構模型 

顯微鏡            

排水集氣裝置 

水電解實驗裝置 

燃料的合理利用：燃料是能源中的一類。人們使用燃料，

是利用燃料燃燒反應放出的熱量，將其應用於生活和生產

的許多方面。目前，人們使用的燃料大多來自化石燃料，

如煤、石油和天然氣等。根據燃料在熱力發動機燃燒的位

置可以區分為內燃機與外燃機。除了石油產品和煤之外，

將木材或木質原料經過不完全燃燒，或者在隔絕空氣的條

件下熱解，所殘留的深褐色或黑色多孔固體，俗稱木炭，

也是一種燃料。但如果將這些物質僅僅用作燃料燒掉就可

惜了。因此，化學科技工作者做了大量研究，將它們進一

步的開發與合理的應用。通過實驗來認識原電池原理，見

證用炭來發電。 

蒸汽引擎(外燃機) 

原電池實驗組 

17 燃燒的條件：通常情況下，可燃物與氧氣發生的一種發

光、放熱的劇烈的氧化反應叫做燃燒，燃燒需要三個條

件：可燃物、氧氣(或空氣)、達到燃燒所需的最低溫度(著

茶包火箭 

白磷在水中燃燒影片 



火點)。只要滿足這三個條件，即使在水中也能燃燒。課堂

一開始用燒不掉的紙鈔來吸引學生，刺激學生髮想，思考

其原因進而瞭解燃燒所需的三個條件。通過茶包火箭升空

的實驗，認識熱脹冷縮，用微觀粒子的角度去解釋溫度升

高時，擴散速度變快，粒子運動加速。通過隔空點燃蠟燭

的實驗，讓學生觀察到老師點燃空氣中的＂白煙＂，蠟燭

也會被點燃，最後觀察白磷在水中燃燒的現象，複習燃燒

所需的三個條件。 

燃燒和滅火：滅火的根本就是要破壞燃燒的條件。課堂一

開始，利用吹不熄的蠟燭吸引學生，思考其背後的科學原

理並複習燃燒的條件。在老師的引導下，安全有序的利用

簡易的裝置進行滅火挑戰。觀察鎂在乾冰中燃燒的現象，

明白滅火時不只是要隔絕氧氣，視可燃物的種類，有時甚

至需要隔絕空氣。在老師的引導下，認識滅火器及其使用

方法、滅火原理和適用範圍。最後在安全有序的條件下，

由老師利用模擬粉塵爆炸實驗吸引學生，引導學生思考其

背後的科學原理及防範意識。 

吹不熄的蠟燭 

粉塵爆炸模擬實驗組 

18 碳之一家：課堂一開始時，利用超大鑽戒吸引學生目光，

介紹碳的各式單質。透明的金鋼石、灰色的石墨和足球狀

的 C60 都是由碳元素組成的單質，但是由於它們的原子排

列方式不同，因此它們的性質存在著明顯差異。帶領學生

複習單質的特點：單質是由同種元素組成的純淨物。純淨

的金鋼石是無色透明、正八面體形狀的固體。天然採集到

的金鋼石經過仔細研磨後，可以成為璀璨奪目的裝飾品－

鑽石。讓學生觀察金鋼石的分子結構模型並試著通過小組

合作的方式將金鋼石分子結構模型組裝完成。通過實驗認

識納米級的炭黑粒子與蓮花效應，最後還可以自己動手完

成 C60的分子結構模型。 

金鋼石分子結構模型 

C60分子結構模型 

二氧化碳：利用固態的二氧化碳吸引學生目光，藉由誇張

的動作與富含觀賞性的實驗效果，讓學生對課程內容好

奇。觀察乾冰遇水的變化，發現乾冰並不會熔化變成水，

而是直接從固態變成氣態，這樣的相變過程，叫做＂昇

華＂。進而介紹物質三態間的變化：固態熔化為液態，液

態汽化為氣態，固態昇華為氣態。氣態凝華為固態，氣態

液化為液態，液態凝固為固態。觀察石芯試劑的變色現

象，驗證乾冰昇華後的二氧化碳，溶于水會形成＂酸性＂

的溶液。最後利用乾冰昇華製造雲霧效果，仿若置身天

堂。通過觀察，發現二氧化碳比空氣重的特性，並且實際

感受乾冰昇華時的吸熱反應。 

乾冰 

上嘴抽濾瓶 

19 分子和原子：在教室一角使用空氣清新劑，整間教室都能

聞到空氣清新劑的氣味；把色素加入靜置的水中，發現色

素會擴散；把大貝殼放在耳邊可以聽見海浪與海風的聲

音，這些現象都說明了物質是由微小粒子構成，而且這些

微小粒子總是不斷運動著。通過實驗，讓學生實際觀察到

擴散的現象，引導學生認識到物質是由微小粒子所構成，

並且不斷的運動著。在老師的引導下，認識分子與原子，

明白分子是由原子所構成。由分子構成的物質，分子是保

持其化學性質的最小粒子，而原子是在化學變化中，不能

再分的最小粒子。通過乙醇與水的相互作用，加深對物質

是由微觀粒子構成的認識。 

水分子結構模型 

顯微鏡 



水的組成：水曾經被看做是一種＂元素＂。直到 18 世紀

末，人們通過對水的生成和分解實驗的研究，才最終認識

了水的組成。純水導電性十分微弱，屬於極弱的電解質。

日常生活中的水由於溶解了其他電解質而有較多的陰陽離

子，才有較為明顯的導電性。拉瓦錫讓水蒸氣通過一根燒

紅的槍管，得到＂易燃空氣＂。通過分析和歸納，他得出

結論：水不是一種元素，而是＂易燃空氣＂和氧的化合

物。在老師的引導下，讓學生通過＂電解＂的方式將水分

解，生成氣體，利用點燃的木柴進行驗證，發現在正極會

生成氧氣，負極生成氫氣。最後認識化學式與化合價，明

白其代表的意涵。 

排水集氣裝置 

水電解實驗裝置 

20 原子的結構：盧瑟福原子模型，1911 年由盧瑟福提出。認

為原子的品質幾乎全部集中在直徑很小的核心區域，叫原

子核，電子在原子核外繞核作軌道運動。原子核帶正電，

電子帶負電。由於原子核內質子所帶電荷與核外電子的電

荷數量相等，電性相反，因此，原子不顯電性。原子核所

帶的正電荷數(核電荷數)就等於原子核內的質子數，也等

於它的核外電子數。在老師的引導下，配合圖卡，認識核

外電子在原子核外的分層排布，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核

外電子分層排布的填空大作戰，並且認識化學鍵和離子。

最後以小組的方式進行分子結構模型大挑戰，複習化學鍵

與核外電子分層排布。 

恩那斯特‧盧瑟福原

子模型 

分子結構模型 

元素：元素是質子數(即核電荷數)相同的一類原子的總

稱。具有相同質子數，但不同中子數的原子，我們叫它們

為該元素的同位素，並以質子數和中子數總和來進行區

分。如具有6個質子及6個中子的碳原子，我們叫它碳12，

而具有 6 個質子及 7 個中子的碳原子，我們叫它碳 13，它

們都是碳同位素。在課程一開始利用歌曲及海報，讓學生

對＂元素週期表＂產生興趣，明白元素週期表不只告訴了

我們元素符號，還有元素名稱、原子序數以及相對原子品

質。通過化學膨脹包的實驗，複習化學變化與物理變化，

最後用粒子角度去認識物質的兩大分類，純淨物與混合

物。 

元素週期表 

化學膨脹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