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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壹、摘要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其評量對象為 15歲學生，評量內容就包括科學領。 

   另一方面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學校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各學校更注重發展

學生的科學創新能力。從國際視野及澳門教育當局對科普的重視，可見科學教育

的重要性。 

    水雖然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對學生來說並不稀奇，可是

由於它豐富多樣地出現在學生的生活中，而且我們的生活也離不開水，既然是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是學生經常接觸的、最熟悉的、應用最廣泛的，那麼我們就

可以將這課題的內容與生活實際緊密結合，讓學生不覺得學習科學知識與實際生

活的巨大差異，讓他們從生活體驗中出發，先做觀察，再進行探究，認知與試

驗，最後得出結論，教導學生科學地獲得正確科學知識。 

    三年級的學生，其心智仍未完全發展成熟，在科學學習方面沒有甚麼基礎，

但也像一塊還沒有吸水的海棉，若能把以上學生的特點，好好來設計教學，根據

他們的愛玩、愛動手的天性，讓他們多動手做做、試試、看看、說說、畫畫等。

充分調動他們從做中學，調動他們愛學習科學的興趣。讓學生從生活走進科學，

學習科學，再從科學走進生活。同時培養學生細緻觀察、大膽預測、認真實驗科

學的習慣，並通過實踐懂得實事求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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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水的探究 水的特性(從感官探索) 2018-11-

22 
40’ 

第二課節 水的探究 水的浮力 
2018-11-

26 
40’ 

第三課節 水的探究 水的表面張力 
2018-11-

28 
40’ 

第四課節 水的探究 綜合活動 
2018-11- 

2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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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能運用感覺器官探究水的特性。 

2.  指出水沒有固定形狀的特性。 

3.  指出水往低處流動的特性。 

4.  指出水有浮力的特性。 

5.  指出水有表面張力的特性。 

6.  閱讀阿基米德故事，培養閱讀科學家的故事的興趣。 

7. 培養協作能力、動手做研究你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探究精精神。 

8. 在科學探究中，能先大膽猜想、接着做實驗，然後綜合結論來得 

    到科學的結果。 

二、主要內容 

1. 透過「水是我們的好朋友」(教案第一教節)，以不同的感覺器官

來發現水的不同特性。 

2. 透過科學實驗活動「浮浮沉沉大比拼」、「載浮載沉」及「死海

裏游泳泳」，來獲得不同密度的物質會影響浮力，又獲得增加水的

密度會影響浮力的科學知識。(第二教節) 

3.透過科學實驗活動 「錢幣載水比賽」及「輕功比賽」來獲得水有

表面張力的的特性的科學知識。(第三教節) 

4.透過科學實驗活動「大力士比賽」，讓學生分組合作，以比賽形

式，設計「貨船載重」的比賽活動，運用所學知識，即利用水的浮

力及水的表面張力來使「貨船」載重。(第四教節)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設計創意 

(1)、努力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方法，並會一

邊做實驗一邊做記錄，使學生們初步具有科學家的影子。 

(2). 培養學生細緻觀察、大膽預測、認真實驗科學的習慣，並通過

實踐懂得實事求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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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課題的內容與生活實際緊密結合，讓學生不感覺到科學知識

與實際生活的巨大差異，讓他們從生活實際出發，既動腦又動手，

讓他們看看、摸摸、說說，做做及畫畫等，從而整理、歸納出科學

原理與規律，然後再走進生活實例，作為對照及鞏固知識，最後進

一步激勵他們創造，培養他們能把所學運用出來。 

(4). 由生活走進科學，再由科學走進生活，作為每個教學活動的設

計理念。 

 

2、設計特色 

(1). 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注重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引導及培養

他們先對生活做觀察，再從生活帶到課堂，然後把課堂中所學帶入

生活中去。 

(2). 每個重點和難點的科學知識，都讓學生動手做實驗，而且引導

他們先觀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

繫其他生活例子。 

(3). 加強課堂所學知識與實踐的聯繫，提高學習動機及學習的遷

移，在課堂中創設懸疑來吸引學生的好奇心，然後告知他們尋找答

案的途徑，培養自學能力及增加延伸學習的強度。(如教案第三教節

之延伸活動) 

(4). 把探究式學習與合作學習、創造性學習結合起來(如教案的第

三教節之發展二部分)。 

(5). 深入淺出地讓學生學習科學知識，重視與學生的生活聯繫，重

視他們能學以致用。 

(6). 滲透科學家的故事(如第二教節之發展二，阿基米德發現浮力

的原理的故事)，鼓勵學生多閱讀科普書籍，培養學生對閱讀科學家

的故事及看科普書籍的興趣。 

(7).鼓勵學生閱讀相關的科普讀物，網上搜尋資料，並做簡單記

錄，作為累積及擴展知識。 

 

 

 

 

 

 

 



                                                                                                                                                        
2018/2019 參賽編號 195 

3 

 

四、教學重點 

1. 透過不同的感官實驗後，說出水的一些基本特性，具科學探究精

神。 

2. 培養協作能力、動手做研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3. 在水的科學探究中，能先大膽猜想、接着做實驗，然後綜合結論

來得到水有浮力及表面張力的科學結果。 

五、教學難點 

.1在水的科學探究中，能先大膽猜想、接着做實驗，然後綜合結論

來得到水有浮力及表面張力的科學結果。 

六、教學用具 

PPT、工作紙、各課堂科學實驗用品及用具(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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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作品名稱 神奇的水 人數 26 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 8  年  11 月  22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3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 

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11

月 

22

日 

1  

水的

探究 

澳 

門 

常 

識 

與 

生 

活 

三 

上 

一、 三

上 

 

1.用不同的感官

細緻觀察水的不

同特性，能主動

對生活作出科學

觀察，留意生活

中的科學現象。 

2. 培養學生細緻

觀察、大膽預

測、認真實驗科

學的習慣，並通

過實踐懂得實事

求是的態度，促

進學生科學素養

的培養。 

 

 

 

 

 

 

 

 

 

 

 

 

 

 

 

 

 

 

 

C－1－12 引入﹕猜謎語(5’) 

師﹕此物不稀奇，生命不

能離，用刀切不斷，用網

撈不起。請你們猜一自然

物。(空氣或水) 

師﹕空氣及水均是我們生

命不可缺的東西，但又存

在於我們的生活中，且習

以為常的東西，今天我們

一起來研究研究「水」。 

 

發展一﹕生活觀察------水

是我們的好朋友 (10’) 

1. 師﹕你每天喝多少杯

水﹖(請學生記錄自己

一星期的喝水情況，並

把分析結果填在表上。 

 

(圖) 

師﹕你可以一天不喝水

嗎﹖為甚麼﹖ 

       請你們說說在甚麼

情況下你會多喝水﹖並

說明原因。 

師﹕你對水的認識有多

少﹖請你說說。 

2. 用不同的感覺器官觀察

水的特性，並做記錄。 

師﹕我們有哪些感覺器

官﹖你認為我們的感覺器

官可以怎樣去幫助我們對

水有更深的認識﹖ 

a. 取出自己的水壺，

1.猜謎語 

 

 

 

 

 

 

 

 

 

 

 

 

 

 

做記錄及分析 

 

 

結合生活經驗

說話 

 

 

 

2.一杯清水 

透明膠杯 

 

 

3.學生自帶的飲

用水 

4.每組一杯清水 

 

5.工作紙 

 



                                                                                                                                                        
2018/2019 參賽編號 195 

5 

 

 

 

 

 

 

 

飲一口水，試試是

甚麼味道的。 

b. 請用眼睛觀察自己

面前的一杯清水，

看看有甚麼發現﹖

然後填在工作紙

上。 

c. 然後是鼻子、再是

舌頭、最後是手。 

小結﹕水有不同特性，我

們用感覺器官來得到水是

沒有顏色、氣味、味道的

特性。 

發展二﹕高矮肥瘦的水

(10’) 

 

2. 師﹕你家裏有類似這樣

的器皿嗎﹖若把水倒入

這些器皿內會有甚麼變

化﹖把水分別倒入不同

形狀的透明容器內。

(生活觀察) 

師﹕第一杯的水是甚麼

形狀﹖第二杯、第三杯

呢﹖為甚麼會有這樣的

結果﹖你有甚麼發現﹖ 

請每組學生觀察實驗，然

後說說自己的發現。(水沒

有固定形狀) 

 

 

 

 

 

 

 

 

小結﹕把水倒入不同形狀

的容器內，我們發現水沒

有固定形狀的特性。 

發展三「水與地心吸力」-

-----水向低處流動 (10’) 

1. 用穿了小孔的塑膠水瓶

裝水，然後向瓶身施壓

 

 

 

 

 

 

 

 

 

 

 

 

 

 

 

 

 

6.不同形狀的透

明器皿 

 

7.有顏色的水 

 

8.工作紙 

 

 

9.盤子 

10.加入墨水的

水或清水 

 

 

 

 

 

 

 

 

 

 

 

 

 

礦泉水或蒸溜

水塑膠瓶 

舊報紙(墊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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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水從小孔射出，學生

觀察水射出的路線及最

後水柱的去向。 

2. 請學生以 2 至 3 種不同

程度的手力向瓶身施

壓，再觀察結果是否一

樣。 

問﹕為甚麼會有這樣的

結果﹖你想到了些甚

麼﹖ 

總結﹕水的特性(5’) 

請學生總結自己通過實驗

後，對水的特性有哪些方

面的認識。 

延伸活動﹕你認為水還有

其他特性嗎﹖請回家上網

查找資料及做做實驗吧﹗

要把實驗過程及結果記錄

在紙上。 

上) 

膠盆(盛水用)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作品名稱 神奇的水 人數 26 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 8  年  11 月  26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3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 

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11

月 

26

日 

2  

水的

探究 

澳 

門 

常 

識 

與 

生 

活 

三 

上 

二、 三

上 

 

1.用不同的感官

細緻觀察水的不

同特性，能主動

對生活作出科學

觀察，留意生活

中的科學現象。 

2. 培養學生細緻

觀察、大膽預

測、認真實驗科

學的習慣，並通

過實踐懂得實事

求是的態度，促

進學生科學素養

的培養 

C－1－12 

D－1－14 

D－1－15 

引入﹕從已有知識進入新

知(5’) 

1. 首先，老師在水盆中，

同時放入一隻膠湯匙及

一隻金屬湯匙，當金屬

湯匙入水中時，即驚恐

地問﹕為甚麼會這樣﹖

原因在哪裏﹖ 

發展一﹕浮浮沉沉大比拼

(5’) 

1.分組每位組員輪流以手

指用力在放在水盆中的發

泡膠上施壓，然後感受手

施壓的情況。 

1.一隻膠湯匙金

屬湯匙 

 

 

 

 

 

 

 

2.發泡膠 

及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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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1.你猜測將會有怎樣

的情況﹖ 

2. 這種力是怎樣的﹖你知

道這種現象叫甚麼麼﹖ 

小結﹕物體在液體中時，

液體會給予物體一個向上

的作用力，這個作用力稱

為浮力。 

 

 

 

 

 

 

1. 每組分發大小相近的塑

膠湯匙及金屬湜匙 ，

先請學生觀察其異同之

處。  

師﹕它們的密度(質料)相

同嗎﹖哪一個密度較高，

它們還有甚麼相同，有甚

麼不同的地方﹖(形狀相

同，質料不同) 

2. 先猜猜兩者放入水中將

會出現的情況，然後再

進行實驗。 

師﹕你認為把它們放入水

中會出現甚麼情況﹖ 

3. 把實驗的假設，推論及

結果，記錄在工作紙

上。 

 

小結﹕物體的密度會影響

浮力。 

 

發展二﹕載浮載沉----浮力

(減少物體的密度及增加其

空間)(10’)   

 

1. 師﹕除了不同密度即不

同的物質的物件會影響

水的浮力，還有其他

嗎﹖(出示船隻的圖片)

如果物料(密度)相同，

 

 

 

 

 

 

 

 

 

 

 

 

 

 

 

 

 

 

 

 

 

 

 

 

 

 

 

 

 

 

 

 

 

 

 

3.塑膠湯匙及金

屬湯匙 

 

 

 

 

 

 

 



                                                                                                                                                        
2018/2019 參賽編號 195 

8 

 

重量相同，但形狀不同

呢﹖ 

每組派發兩塊重量相同的

泥膠，分組做實驗比較，

然後把實驗結果填在工作

紙上。 

2. 師﹕在實驗時，有甚麼

條件是沒有改變的﹖有

甚麼條件是改變了﹖ 

提示﹕想像船隻的形狀是

怎樣的﹖ 

3. 請學生說說自己在實驗

中的發現。並把設想、

實驗及結論等記錄於工

作紙上。 

請能使泥膠浮在水面的組

別說說自己的構想及發

現。 

小結﹕在相同重量的物

體，改變其形狀，使其增

加接觸水的面積，及增加

其空間，其浮力就增大。 

 

發展三﹕科學家的故事

(5’) 

1. 聆聽或閱讀阿基米德發

現浮力的原理的故事。 

    師﹕1.一公斤棉花與一

公斤的鐵，誰較重﹖誰看

起來較大﹖ 

    師﹕再想想為甚麼阿基

米德要懷疑王冠中摻了

銀﹖他是怎樣證明的﹖(故

事內容參看附錄) 

2. 聆聽阿基米德發現浮力

的原理的故事，然後請

學生回家想想老師提出

的問題。 

 

發展四﹕死海裏游泳----水

的密度大於物體   (10’) 

 1.   出示一杯清水，然後

放入一隻雞蛋，請學生觀

察；然後在該杯清水中不

 

 

 

 

 

 

 

 

 

 

 

4.水盆、泥膠 

 

5.大小相同的塊

狀泥膠 

 

 

 

 

 

 

 

 

6.阿基米德發現

浮力的原理的

故事。 

 

 

 

 

 

 

 

 

 

 

 

 

 

7.PPT、 

透明水杯，自

來水、鹽、熟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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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加入食鹽，讓杯中的雞

蛋浮起來。 

師問﹕你們有甚麼發現﹖

你是怎樣理解的﹖ 

 

小結﹕物體的密度小於

水，物體就會浮；而增加

水的密度使大於物體，物

體就會浮。 

 
 

總結﹕5’ 

師﹕在我們的生活中，有

哪些工具或用品利用了水

的浮力的特性來設計﹖(用

寫或畫把答案填在工作紙

上) 

 

 

 

 

 

 

 

 

 

 

 

 

 

 

 

8.學生結合生活

經驗在工作紙

上作答。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作品名稱 神奇的水 人數 26 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 8  年  11 月  2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3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 

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11

月 

28

日 

3  

水的

探究 

澳 

門 

常 

識 

與 

生 

活 

三 

上 

三、 三

上 

 

1. 細緻觀察水的

表面張力現象，

能作出科學預

測，明白水在與

物體的接觸面的

表面張力。  

2. 培養學生細緻

觀察、大膽預

測、認真實驗科

學的習慣，並通

過實踐懂得實事

求是的態度，促

進學生科學素養

C－1－12 引入﹕生活情景(5’) 

  
1. 師﹕雨後的荷葉上，你

會看見以上的情景，為

甚麼雨水能形成小水

珠﹖水珠的表面是怎樣

的﹖你還看見相似的例

子嗎﹖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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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 

養。 

 

小結﹕表面張力最常見的

例子常發生在液體與其他

物質的接觸面，而荷葉表

面佈滿凹凸不平的紋理，

能阻止水珠附著在其表

面， 所以荷葉上有水珠。 

 

發展一﹕錢幣載水比賽----

表面張力(10’) 

分組比賽﹕每 6 人一組，

共 4 組，每組派癹一張報

紙放在桌面，一枚錢幣及

每人一枝吸管。 

1.每人輪流用手指在吸管

的一頭按壓來吸水，然後

滴落錢幣上，看誰滴落的

水破壞了表面張力。(每次

可多於一滴水) 

2.觀察錢幣上水的表面形

狀。 

3.請學生說說自己在實驗

中的發現。並把設想、實

驗及結論等記錄於工作紙

上。(參看附錄 P.26) 

4.把水滴在紙巾上，觀察

紙巾上有沒有存在着水的

張力。(對比) 

小結﹕水具有使其表面盡

量縮小的力，叫表面張

力。物體的密度及其所製

成的物料，會影響其表面

張力。 

發展二﹕輕功比賽-----表

面張力與浮力(10’) 

每 4-5 人一組，共 6 組，

每組分發水盆、曲別針、

潔面紙、直尺、食鹽及剪

刀等的材料。 

1. 先分組討論可以怎

樣借助給予的材料把曲別

針浮在水面，並把猜測填

在工作紙上，最先浮起的

一組，可先得 5 分，而在

限時內把曲別針浮起最多

 

 

 

 

 

 

 

水盆、曲別

針、潔面紙、

尺子，剪刀的

材料 

 

 

 

 

 

 

 

 

 

 

 

 

 

 

 

 

 

 

 

 

 

兩個透明器

皿、一條膠管

及有顏色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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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個曲別針可加一分，

最多分數的一組為勝。(每

兩組安排一位計分員) 

2. 每組中，每人輪流

在盛了水的水盆裏放入一

枚或多枚的曲別針，一邊

放，組員一邊觀察水的表

面有甚麼特點。 

師問﹕為甚麼有的曲別針

會浮，有的會沉，原因是

甚麼﹖ 

3. 每組討論及總結自

己的發現，對比成功與失

敗的因由。 

4. 請學生代表自己組

別發表意見。 

5. 請學生說說自己在

實驗中的發現。並把設

想、實驗及結論等記錄於

工作紙上。 

師﹕為甚麼要把曲別針平

放進水裏才能浮起來﹖ 

小結﹕水有表面張力，增

加物件與水的接觸面，可

提高浮力及承托力。 

發展三﹕科學與生活結合

(5’) 

1. 出示以下圖片，把以上

實驗與生活例子結合。 

  

水黾是利用腿部特殊结

构，阻碍了水滴的浸润，

而且水有浮力及表面張

力，所以水黾在水面上行

动自如；荷枼上的水珠也

是這個特性。 

 
 

 

 

 

 

 

 

 

 

 

 

 

 

 

 

 

 

 

 

 

 

 

 

 

 

 

 

 

PPT 

 

 

 

 

 

 

 

 

 

 

 

 

 

 

 

 



                                                                                                                                                        
2018/2019 參賽編號 195 

12 

 

總結﹕「拋磚引玉」(5’) 

    (呼應引入) 

 
小結﹕水有各種特性，只

要我們細心觀察，多查找

資料，我們就能學會更多

知識。 

 

師﹕吹泡泡也與水的張力

有關係，請你們回家查查

資料。 

延伸活動﹕ 

展示生活情景來吸引學生

的好奇心，然後告知他們

尋找答案的途徑。 

 

 
師﹕在生活中，利用這種

水的虹吸特性來清洗魚

缸，就能很輕鬆了，它的

原理是怎樣的﹖請回家上

網-----youtube ---生活中的

科學-----水的虹吸原理。 

 

 

 

PPT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作品名稱 神奇的水 人數 26 人 

實施年級 小三 總實施節數 4 節 

實施日期 201 8  年  11 月  29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3 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

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及 

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要

求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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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 

4  

水的

探究 

澳 

門 

常 

識 

與 

生 

活 

三 

上 

四、 三

上 

 

1.用不同的感官

細緻觀察水的不

同特性，能主動

對生活作出科學

觀察，留意生活

中的科學現象。 

2. 培養學生細緻

觀察、大膽預

測、認真實驗科

學的習慣，並通

過實踐懂得實事

求是的態度，促

進學生科學素養

的培養。 

 

 

 

 

 

 

 

 

 

 

 

 

 

 

 

 

 

 

 

 

 

 

 

 

 

 引入﹕出示貨船載貨的圖

片。 

 

 
師﹕你們見過的貨船是怎

樣的﹖ 

發展一﹕大力士比賽—水

的浮力與表面張力(30) 

發展一﹕大力士比賽—水

的浮力與表面張力 

學生分組按設計章程的要

求，運用所學知識及準備

的材料，設計及製作可載

物品的「貨船」，在規定

時間，規定大小及高度，

而且可裝載曲別針最多的

「貨船」的組別為勝。 

1. 派發章程、說明規

則及注意事項。(5’) 

2. 分組討論、設計及

製作「貨船」。(5’) 

3. 試驗成果。(5’) 

4. 進行比賽，每組安

排一名小監督。 

(10) 

發展二﹕自我評核(5’) 

學生完成發展一的學習活

動後，學生 

做我評核。(參見附錄中的

自我評核表) 

師﹕關於水的特性的科學

實驗還有很多例子，例如

虹吸現象、水的毛細現象

等，我們還可以利用水的

科學原理製作一些好玩的

小遊戲，例如灑水器、水

車等。 

1.教學動畫 

 

 

 

 

 

 

 

 

 

 

 

2 設計章程的要

求 

 

 

3.豆奶或牛奶盒 

 

 

 

4.曲別針 

 

 

 

 

 

 

 

 

 

 

 

5.自我評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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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設置懸念，激發學習動機﹕ 

  首先，結合學生的生活體驗設計懸念，讓他們產生學習及求知

的興趣，例如，在初學水的特性時，用猜謎語的方式；在學習水的

浮力時，則結合學生生活體驗，直接呈現一些現象，讓學生用手指

按壓浮在水面的塑膠物來感受水的浮力，再提出疑問，然後學生去

猜測及試驗；又如在教水的表面張力時，出示生活情景，下雨後荷

葉上為甚有小水珠，有大有小，而且不掉下來，為甚麼會這樣﹖學

生一時未能回答出來，這就下懸念，激發學生求知的慾望。 

  二、玩中探究，獲得新知﹕ 

  愛玩水是小朋友的天性。面前放著小水盆，桌面上有不同的物

件，學生早己按捺不住了，這時提出要求，說明規則﹕先用手按住

塑膠泡沫。慢慢向下壓，壓到水中慢慢鬆手，反復幾次，體會手的

感覺。在玩的過程中，發現了什麼？”實驗後，孩子很自然地回答

出來：把這些東西按到水中再輕輕鬆手時，感覺到水裡有一種向上

的力在向上托……事實讓學生感覺到水的浮力確實存在，而且其方

向是向上的。再進一步做形狀及材質分別影響浮力的實驗。又例如

以比賽形式，學生要想方設法把曲別針浮在水面，金屬的曲別針還

要浮在水面，有可能嗎﹖還要比賽呢﹗那就要積極動動腦筋，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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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了。學生在分組討論、猜測、驗證，然後觀察、對比和討論來獲

得結果和結論，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探究能力也隨之得到培養，這次

教學設計不忘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科學探究的精神及有科學家的影

子，因此，每次的科學實驗，都有目的地設計實驗記錄工作紙，培

養他們初步像科學家一樣有根有據來歸納及獲得科學知識與科學原

理。 

  三、自主探究，獲得新知﹕ 

  在水中浮著的物體都受到水的浮力的影響，所以我們在水中用

手按壓塑膠水泡，就有一種向上托的力，接著追問，為甚麼金屬湯

匙會沉，而塑膠湯匙會浮﹖我們有甚麼方法﹖怎樣做實驗才能證明

我們猜想是對的呢﹖若學生未能說出來，這時教師可出示一些要做

實驗的用具及物品，讓學生再說說。 

  當完成一個實驗，獲得結論﹕形狀相同但材質不同會影響浮

力。這時，又拋出問題，如若材質是相同的，但形狀不同時，會否

影響浮力﹖我們要怎樣做實驗﹖如何控制實驗的準確性﹖這時再出

示兩塊大小相同的象皮泥交給學生自己去試試做做。整個課堂就這

樣在老師的提出懸念，學生自主探究，這樣才不會離開軌道，離開

目標，學生在討論聲中，分組合作，有目的、有步驟地在實驗中獲

得學習任務。而且每個實驗任務，都給予一個名稱，學生更牢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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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每個實驗的目的及意義，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浮浮

沉沉」、「高短肥瘦的水」等。 

  四、析疑解難，啟發思維。 

  當學生有了水的浮力這個科學知識後，再學習水的表面張力興

趣更大，他們覺得好玩，不覺得學習科學是困難的事情，然教師再

拋引玉，在課堂上提出懸念，然後給予學生透過網絡學習的途徑﹕

youtube ----生活裏的科學----「水的虹吸現象」及「水的毛細現

象」等的影片，提高學生自學力及興趣。又在教水的浮力時，帶出

科學家的故事----阿基米德金黃冠的故事，鼓勵學生閱讀科學家的

故事及鼓勵閱讀科普書籍。 

  一個問題的解決，不是在課堂中才能去完成，只有在已有的基

礎上產生新的疑問，主動去探究，學習才能有成效，因此，教師要

問﹕“為什麼這樣呢，自己動腦思考，怎樣才能證明？”他們會帶

著疑問主動地尋求答案。 

       總的來說，在設計教學活動及科學實驗時，始終能夠確定總

目標，以達到總教學目標為目標，一切以學生為主體，總是想著學

生怎樣發展學生的自主探究精神為教學精神，我認為這樣的教學設

計會是給學生最大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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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 

 

1.國家體育總局（2003）。排球。北京市：人民體育。 

2.虞重乾（2011）。排球運動教程。台北市：大展。 

3.澳門常識與生活三上(2015)。教育出版社。 

4.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7%94%9F%E6%B4%BB%E8

%A3%8F%E7%9A%84%E7%A7%91%E5%AD%B8        (生活裏的科學，

2018/11/28 瀏覽)  

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7PwMqzr7M     (阿基米德發現浮力的故

事，影片 3’30’ 26/11 瀏覽) 

 

     伍、相關教材 

澳門常識與生活三上(2015)，教育出版社，P.38-P.43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7%94%9F%E6%B4%BB%E8%A3%8F%E7%9A%84%E7%A7%91%E5%AD%B8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7%94%9F%E6%B4%BB%E8%A3%8F%E7%9A%84%E7%A7%91%E5%AD%B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7PwMqzr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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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第一教節﹕ 

1.利用感覺器官來找出水的特性﹕ 

我用眼睛觀察自己水壺中的清水，我用鼻子嗅一嗅自己水壺的
清水，我用口喝一口自己水壺內的清水，發現水沒有顏色、沒
有味道等特性。 

 

 

 

 

 

 

 

2. 觀察水的特性----沒有固定形狀﹕水會隨着器皿的形狀改變而改

變，所以沒有固定形狀。 

 

第二教時﹕水的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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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用手指在發泡膠上施力，感覺到有一種向上托的力。 

 

 

 

 

 

 

2. 在「浮浮沉沉大比拼」活動中，我先用手摸摸、稱稱，然後放
入水中，觀察，看看水對這些不同物質的物件的浮沉。 

 
3. 在「載浮載沉」科學實驗中我比較泥膠改變形狀前與改變形狀

後，捏得像船形的泥膠能夠浮在水上。我知道不同物質，不同
形狀會影響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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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觀看阿基米德發現水的浮力的故事。 

 

第三教節，水的表面張力 

1. 「錢幣載水比賽」，你一滴我一滴，把水滴在錢幣上，看看誰把
錢幣上的水珠溢滿瀉，便要接受懲罰的噢﹗注意觀察水珠溢前的
形狀噢﹗ 

 

學生分組在錢幣上滴水，看看一個五角硬幣可以盛多少滴水直到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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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輕功比賽」，要把金屬萬字夾浮在水面﹖很難成功吧﹗

我這個浮起了﹗(放在平放的尺子上的曲別針浮起了﹗) 

 

 

                                                                        (一個平放的曲別針浮起了﹗) 

 

第四教節﹕貨船載重比賽(綜合﹕水的浮力與表面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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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第一教節課堂 PPT﹕ 

 

 

第二教節課堂 PPT﹕ 

課堂 PPT﹕ 

 
 

 

 

 

 

 

 

 



                                                                                                                                                        
2018/2019 參賽編號 195 

23 

 

第三教節課堂 PPT﹕ 

 

課堂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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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核 

1.學生自我評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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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評估  (單元)        小組﹕________________ 

範疇 評估重點 
表現 

優良 

已能 

掌握 

繼續 

努力 
 

知識 

能製作利用水的特性來提高水對物件的

浮力及承托力的小器皿 
   

能說出一些利用水的特性製造的工具或

用品 
   

願意閱讀科學家的故事，擴展課外知識    

能主動透過互聯網學習相關知識    
 

技能 

根據經驗、知識或猜想，就實驗的結果

進行預測 
   

運用適當的技巧進行實驗    

以文字或圖畫準確地記錄實驗結果    

分析實驗結果，並作出合理的結論    

就實驗結果提出解釋    

注意及遵守實驗時的安全守則    

依時完成各項工作    
‘ 

態度 

聽取組員的意見，並充分表現合作精神    

如實記錄實驗結果    

積極參與及投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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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課堂實驗記錄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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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分組進行比賽，在硬幣上滴下水珠，觀察更幣上的水珠在溢滿前的形狀。(這是

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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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浮力的課堂活動。 

 

 

相同物質及重量的的物品，改變其形狀，看看可不可以浮起來。(這是泥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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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討論，然後再一邊做實驗，一邊做課堂工作紙。 

 

       

改變物體的形狀來影響其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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