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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湧現出無數傑出人物，他們的存在推

動了歷史的進程，或者作出巨大貢獻令我們每個中國人引以自豪和值

得我們學習，當中影響深遠的就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是關於中國科學技術是指中國古代對世界具有很大影響

的四種發明，一般是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及活字印刷術，這四種

發明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且這些發明經由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發展史也產生了很大

的影響。 

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代表了古代中國人的

智慧及五千年來燦爛的文化，作為中國人應把中華文化發揚光大。 

   老師為了讓同學能初步認識我國的四大發明採用多媒體輔助教學，

配合課程加插豐富的圖片、動畫、與實物教具介紹中國的四大發明，

並說出我們日常生活中四大發明的運用，利用小活動介紹現代生活中

有那些物品與四大發明有關，初步認識四大發明對我們生活的作用，

再通過介紹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及活字印刷術等發明的小故事，培

養學生審判思維的能力，同時學習當發明家的精神並從中感受中國發

明的偉大，此外為了使教學課堂變得更生動豐富，以一些小實驗，如

自製再生紙培養學生環保的意識，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和自制指南

針等培養學生探究和小組合作的能力，總之在快樂的活動中在不知不

覺中接受知識，達到優化課堂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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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中國四大發明 人數 23人 

實施年級 小四甲 總實施節數 5節 

實施日期 2019年 10月 24日- 10月 31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常識 科目每周節數 4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

鐘) 

2019年 10月 24日 1 
第一

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

---造紙術 

1.中國四大發明---

造紙術 

2.造紙術對古今的影

響 

40 

2019年 10月 28日 1 
第二

課節 
轉廢為用 自製再造紙 40 

2019年 10月 29日 1 
第三

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

---活字印刷

術 

1.中國四大發明---

活字印刷術的改良 

2.活字印刷術對世界

的影響 

40 

2019年 10月 30日 1 
第四

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

---指南針 

1.中國四大發明---

指南針的演變過程 

2.指南針在生活中的

應用 

40 

2019年 10月 31日 1 
第五

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

---火藥 

1.火藥的發明 

2.火藥在生活中的應

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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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 
一、教學目標 

1. 認識造紙術發明的背景。 

2. 認識蔡倫造紙的方法。 

3. 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4. 認識印刷的重要和原理。 

5. 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6. 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7. 認識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8. 欣賞古代的發明。 

9. 欣賞古人的科學探究精神和科研成就。 

10.能自製再生紙。 

11.培養學生環保的意識。 

12.學會小組合作和討論。 

13.培養學生審辯思維的能力。 

14.培養學生愛國、愛澳的精神，增加對中國的光榮、歸屬感。 

 

二、主要內容 

1. 中國四大發明---造紙術 

2. 造紙術對古今的影響 

3. 自製再造紙 

4. 中國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改良 

5. 活字印刷術對世界的影響 

6. 中國四大發明---指南針的演變過程 

7. 指南針在生活中的應用 

8. 火藥的發明 

9. 火藥在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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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與特色 

1. 運用 STEM元素進行教育活動，讓學生較容易獲取學習經驗，促進學生綜合和

應用知識和技能的能力，發展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 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活動注重日常生活與學習內容的聯繫，讓學習

變得豐富有趣，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3. 通過多元的教學方法，讓不同層面的學生在各方面都有收穫。 

4. 充分發揮學生小組學習的能力，培養學生團隊的精神。 

5. 教學中讓學生認識中國的四大發明，以及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感受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讓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感

興趣，埋下的愛國的種子。 

 

四、教學重點 

課節 教學重點 

第一課節 1.認識造紙術發明的背景。 

2.認識蔡倫造紙的方法。 

3.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第二課節 1.學會小組合作和討論。 

2.說出造紙術對生活的影響。 

3.自製再生紙。 

4.培養學生環保的意識。 

第三課節 1.認識印刷的重要和原理。 

2.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3.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感受中國印刷術發明的偉大。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 

第四課節 1.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2.通過實驗，知道磁鐵能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 

3.簡單認識鄭和及哥倫布的事跡。 

4.能說出指南針在生活中用途。 

第五課節 1.認識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2.培養學生審判思維的能力。 

3.欣賞古代的發明。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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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課節 教學難點 

第一課節 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第二課節 自製再生紙。 

第三課節 1.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2.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感受中國印刷術發明的偉。 

第四課節 1.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2.能說出指南針在生活中用途。 

第五課節 1.說出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2.培養學生審判思維的能力。 

 

六、教學用具 

課節 教具 

第一課節 簡報 

第二課節 簡報、網框、脫水紙漿、攪拌器、膠盆、水 

第三課節 簡報、白紙、彩麗皮、雙面膠紙、印台 

第四課節 簡報、磁鐵、水、膠盆 

第五課節 簡報、工作紙 

 

七、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B－2－20 能探討不同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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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教案 

第一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造紙術 
班 別 小四乙 日期 2019年 10月 24日 

課 題 中國四大發明---造紙術 

教 學 

目 標 

1.初步認識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2.認識造紙術發明的背景。 

3.認識蔡倫造紙的方法。 

4.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對應 

基力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B－2－20 能探討不同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重 點 

1.認識造紙術發明的背景。 

2.認識蔡倫造紙的方法。 

3.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難 點 認識造紙術對中國以至世界的影響。 

教具 簡報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教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考考大家，你知道哪些事物或技術是中國最早發明的？ 

（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是中國最早發明的。） 

  
(2).現今的人仍然使用這四項發明嗎？ 

（仍然使用。） 

(3).只有中國人才使用這四項發明嗎？ 

（不是，其他國家的人也使用這些發明。） 

 

2.教師小結：中國古代有不少發明，其中以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

南針對世界的影響最大，稱為「四大發明」。 

3.師：今天我們一起來認識中國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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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4.着學生猜一猜： 

師：在未有紙張之前，古人在甚麼東西上記載文字？ 

 
（古人把字刻或寫在龜甲、竹簡和縑帛上。） 

師：觀察和比較課本上三種書寫材料的特點，完成課本上的表格。 

5.四人小組活動： 

師：說一說三種書寫材料各自的優點和缺點。 

 
(1).是否容易記載文字？ 

1.1可以用墨水在材料上書寫，還是要用別的工具？ 

（竹簡和縑帛可以，龜甲不可以，要用尖銳的硬物在上面刻寫。） 

1.2在材料上記載文字費力和費時嗎？ 

（在龜甲上刻寫文字較費力和費時；在竹簡和縑帛上書寫相對省力和 

省時。） 

(2).是否方便攜帶和貯存？ 

2.1三種材料的體積大嗎？這對攜帶和貯存有甚麼影響？ 

（龜甲和竹簡的體積較大，不便於攜帶，也需要較大的空間來貯存。 

縑帛薄而輕，便於攜帶，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間來貯存。） 

2.2用繩子串連起來的竹簡容易破裂嗎？竹片容易磨損嗎？為甚麼？

（竹簡容易破裂。因為繩子容易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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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片容易磨損，因為搬運竹簡時，竹子會互相碰撞。） 

2.3如果竹簡在運送途中破裂，竹片散落一地，會有甚麼後果？ 

（答案合理便可。） 

(3).價錢是否便宜？ 

3.1縑帛是絲織品，它們的價錢便宜嗎？平民能夠負擔嗎？ 

（縑帛價錢昂貴，平民負擔不起。） 

6.教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課本上的書寫材料是否既便宜，又方便？ 

（不是。） 

7.請學生完成課本上的「小筆記」： 

   
古時人們會把字刻在龜甲、竹簡和縑帛上，但它們各有缺點，因此人 

們希望使用更便宜、更方便的書寫材料。 

8.師指出：以上各種材料都有其優缺點，因此，東漢時期，蔡倫改良了 

  造紙術，讓我們一起了解蔡倫改良造紙術的經過。 

9.請學生觀察書本上的圖片，了解蔡倫改良造紙術的過程。 

10.請學生自由舉手說一說蔡倫的故事： 

圖 1：東漢時期，蔡倫觀察到各種書寫材料都有缺點，同時分析了前 

人的造紙方法。 

圖 2：他用了一些較容易的材料造紙。 

圖 3：他先把原料浸軟，切碎和洗淨，用石灰水蒸煮，舂搗、攪爛成 

紙張，再把紙張倒在竹篩上，壓去水份、曬乾。 

圖 4：最後，他製造出輕便、便宜、質地優良的紙張，人們稱這些紙 

張為「蔡候紙」。 

11.四人小組討論：蔡倫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各組派代表進行 

   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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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師小結：細心觀察各種材料的缺點，參考前人的資料後，努力想出 

   改良的方法，並勇於實踐方案，這些地方都值得我們學習。 

13.着學生分析蔡倫解決問題的方法，完成課本練習第 3 題的後半部 

   分，然後互相核對。 

    
   圖 1：參考研究、找出問題 

   

   圖 2：提出解決方案 

   圖 3：實踐方案 

   圖 4：得出結果 

14.着學生進行四人小組討論： 

   有哪些方法減少浪費紙張？各組派代表進行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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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師小結：許多科學發明都不是僥倖產生的，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中要 

   多加觀察，發現問題後要多思考和耐心試驗求證，才能取得成果。 

16.師：造紙術對中國及世界有很大的影響，讓學生一起了解一下。 

   師提問：考考大家，你知道圖中是哪些文化藝術？你接觸過嗎？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中國書法、中國水墨畫、中國剪紙。) 

17.師指出：造紙術對文化藝術的傳承起了重要的作用。 

18.師：蔡倫的造紙術在十二世紀傳入歐洲。在紙張未傳入歐洲前，你 

   知道歐洲人主要用甚麼材料來書寫？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牛皮) 

19.師提問：這種材料便宜嗎？輕巧嗎？猜猜看。 

20.着學生完成課本中的小筆記：東漢時，蔡倫改良了造紙術，對中國 

   及世界的文化發展貢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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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小知識話你知： 

   造紙術是怎樣傳播到世界各地的？  

• 紙術最先傳到鄰近的越南，往後再傳入朝鮮、日本等地。 

• 造紙術再傳入西亞和北非地區，到了十二世紀，造紙術西傳至歐

洲，後來更傳至美洲。 

• 約公元八世紀，唐朝與大食國（今阿拉伯）交戰，唐士兵被敵軍

俘虜，當中有造紙工匠，造紙術於是傳入了阿拉伯。 

• 到了大約公元七世紀，造紙術已沿着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地區。 

22.着學生想一想，說一說： 

   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紙張的發明，對世界有甚麼影響？ 

       (對知識的保存起着重要的作用、促進文化和知識的交流。) 

 

總結： 

23.着學生說說這節課中有甚麼收穫。 

(1).中國四大發明 

(2).蔡倫改良了造紙術 

(3).造紙術的發明促進了文化和知識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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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轉廢為用 
班 別 小四乙 日期 2019年 10月 28日 

課 題 轉廢為用 

教 學 

目 標 

1. 認識再生紙的造法。 

2. 學會小組合作和討論。 

3. 說出造紙術對生活的影響。 

4. 自製再生紙。 

5. 培養學生環保的意識。 

對應 

基力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重 點 

1.學會小組合作和討論。 

2.說出造紙術對生活的影響。 

3.自製再生紙。 

4.培養學生環保的意識。 

難 點 自製再生紙。 

教具 簡報、網框、脫水紙漿、攪拌器、膠盆、水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複習舊知，教師提問： 

  考考你：(1).中國四大發明是甚麼？ 

  (造紙術、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 

          (2).東漢時期，誰改良了造紙術？ 

  (蔡倫。) 

   

 

發展： 

2.導入主題：今天我們一起把廢紙變成有用的白紙。 

3.小組討論：在日常生活中，哪些用品是用紙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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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組討論：如果造紙術從來沒有出現，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甚麼影

響？ 

    

5.教師提問：你知道怎樣把廢紙變為新的紙張嗎？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6.觀看影片，了解製作再生紙的方法。 

    

7.着學生以小組形式利用以下材料自製再造紙。 

    

 

總結： 

8.着學生說說這節課中有甚麼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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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 
班 別 小四乙 日期 2019年 10月 29日 

課 題 中國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 

教 學 

目 標 

1.認識印刷的重要和原理。 

2.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3.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感受中國印刷術發明的偉大。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 

對應 

基力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B－2－20 能探討不同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重 點 

1.認識印刷的重要和原理。 

2.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3.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感受中國印刷術發明的偉。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 

難 點 
1.認識活字印刷術的優點，瞭解其對文化發展的影響。 

2.利用彩麗皮製作姓名章，感受中國印刷術發明的偉。 

教具 簡報、白紙、彩麗皮、雙面膠紙、印台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老師導出主題：本節課會一起學習中國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 

2.教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以下問題： 

 (1).你試過抄寫書本的內容嗎？ 

 (2).如果要複製整本書的內容，用這種方法好不好？為甚麼？ 

 (3).課本內的文字用甚麼方法加在紙張上？ 

   

 

發展： 

3.着學生獨立使用彩麗皮、雙面膠紙製作姓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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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着學生以小組形式使用印台、姓名章把名字印在紙上。 

5.着生思考：印模上的字和圖案，跟印出來的字和圖案的方向有甚麼不

同？ 

   

6.老師介紹雕版印刷，學生聆聽。 

  (1).雕版印刷是中國最早的印刷術，在唐朝已經出現。 

   

(2).雕版印刷的特點是以木作為版模，每印刷新的圖畫或文字，便要

雕刻一個新的印模。 

(3).製作印模的方法： 

A.先把印刷的內容寫在透明的薄紙上。 

B.把薄紙反貼在木板上。 

C.根據紙上透出的反寫字來雕刻，把沒有字的地方鑿去，使木板 

成為一塊凸字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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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方法：人們只要在印模塗上油墨，然後蓋上紙張，便能把文 

字印刷出來。 

 
7.着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1).使用雕刻印刷有甚麼缺點？ 

  (2).猜猜古人怎樣改良印刷方法？ 

   
8.每組派代表進行滙報。 

9.老師小結雕版印刷缺點：每次印刷新的內容，都要製作新的版模，需 

要花很多時間來刻字，如果其中一個字刻錯了，便要把整塊木板從頭 

再刻。書本印好後，版模只能用來重印相同的書籍，不能用來印別的 

東西。 

 

10. 老師指出北宋時，畢昇將雕版印刷改良成活字印刷，先用膠泥製作

\好一套字粒，印刷時按需要選出字粒排好在箱子內，造成印模來印

刷，印刷後可以拆開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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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着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比較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活字印刷術有甚麼優點？ 

   

12.老師選一些組別進行滙報。 

13.老師小結：活字印刷術不需每次印刷新的文章都重新雕刻版模，不 

會因為刻錯字而丟掉整塊版，較靈活和節省時間；而且印刷後可以拆 

開重用，既節省成本和功夫，也較環保。 

14.老師指出活字印刷術於十五世紀（約 600 年前）傳到歐洲，然後提 

問，學生舉手回答問題： 

  (1).使用活字印刷術，對印刷書籍的時間和成本有甚麼影響？ 

(時間和成本都節省了。) 

(2).時間和成本的節省，對書籍售價和出版種類有甚麼影響？ 

(售價變得更便宜，更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得以出版。) 

   
15.老師指出德國發明家古騰堡在公元 1456 年就用這技術印製了 

《聖經》。 

16.着學生完成書中的小筆記：畢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 

刷術，書籍因此可以大量出版，知識得以在世界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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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7.着學生說說這節課中有甚麼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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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指南針 
班 別 小四乙 日期 2019年 10月 30日 

課 題 中國四大發明---指南針 

教 學 

目 標 

1.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2.通過實驗，知道磁鐵能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 

3.簡單認識鄭和及哥倫布的事跡。 

4.能說出指南針在生活中用途。 

對應 

基力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B－2－20 能探討不同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重 點 

1.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2.通過實驗，知道磁鐵能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 

3.簡單認識鄭和及哥倫布的事跡。 

4.能說出指南針在生活中用途。 

難 點 
1.認識指南針的演變過程，瞭解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 

2.能說出指南針在生活中用途。 

教具 簡報、磁鐵、水、膠盆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老師導出主題：本節課會一起學習中國四大發明---指南針。 

請學生觀察課本上第 1 題的圖至圖，說一說各種工具在外形上 

有甚麼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有：各種指南工具都有長形用作指示方向的部分；不同

的地方：有些指示方向的工具比較笨重，例如指南車，有些則比較輕巧。) 

 

 

發展： 

2.老師簡單介紹各指示方向工具的運作原理。 

  (1).司南：人們在一個光滑的圓盤上刻上指示方向的刻紋，再把一個 

勺形的磁鐵放在圓盤上輕輕轉動，勺形磁鐵靜止下來時，勺把指 

向的便是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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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南車：指南車上的木偶的手永遠指向南方，不過，這個裝置 

是採用機械原理運作的，與磁鐵指向南北的特性無關。 

  
(3).指南魚：陳元靚發明的指南魚是把木塊刻成魚狀，在木魚的腹部 

放入一塊磁鐵，再把一根鋼針從木魚的口部插入，使它接觸木魚 

腹部的磁鐵。 

 

(4).水羅盤：是一個中間凹陷的盤子，邊上標有方向。人們只要在凹

陷的地方盛水，再把磁針浮在水上自由地旋轉，磁針靜止時，兩

端會分別指向南方和北方。 

  
 (5). 指南龜：宋朝的陳元靚除發明了指南魚，還發明了指南龜。他把 

木塊刻成龜狀，在木龜的腹部放一塊磁鐵，再把一根鋼針從龜的 

尾部插入，使它與龜腹的磁鐵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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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師着學生以 4人小組形式做實驗： 

  (1).把磁鐵放在小膠盤上。 

  (2).把小膠盤放在裝有水的大膠盤上，待磁鐵靜止下來。 

  (3).觀察各組磁鐵的方向。 

 

4.着學生預測磁鐵會指示同一方向還是不同方向。 

5.着學生滙報實驗結果。 

 

6.老師小結：磁鐵有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 

7.請學生先猜猜沒有指南工具時，古人靠甚麼辨別方向，然後請他們讀

出課本末頁的答案，看看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 

（沒有指南工具時，古人可以靠太陽和星星的位置來辨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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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老師提問：白天和黑夜時人們怎樣利用太陽和星星來辨別方向？ 

9.老師小結： 

(1).在大白天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太陽升起來的地方就是東方，在 

晚上落下來的話就是在西方。 

 

(2).晚上的時候，天空中就有北斗 7星出現，北斗星星的指向就是北 

方。 

 

10.請學生觀察課本上第 2 題的兩張圖片，教師指出兩張圖片中站在船

上的人，分別是鄭和和哥倫布，請學生說出二人用指南工具來做甚

麼。（他們都在航海時用指南工具來辨別方向。） 

 

11.請知道鄭和和哥倫布的航海事跡的學生舉手，教師請個別學生向全 

班說說他們的故事。 

(1).明朝時期，鄭和七次下西洋，到達東南亞各國、孟加拉沿岸諸國 

和印度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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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大利的航海家哥倫布成為第一個跨越大西洋到達美洲的人，世 

稱此事為「發現新大陸」。 

 

12.請學生從二人的事硛，說出指南工具的發明對世界有甚麼貢獻。 

（指南工具的發明對世界航海事業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13.着學生思考：在我們的生活中，甚麼時候會用到指南針？ 

（到郊外遠足時會用指南針來辨別方向。） 

   

14.着學生完成課本中的小筆記：中國古代發明了不同的指南工具來辨 

別方向，後來更促進了航海事業的發展，對世界有很大的貢獻。 

  

 

總結： 



25 
 

15.着學生說說這節課中有甚麼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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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中國四大發明---火藥 
班 別 小四乙 日期 2019年 10月 31日 

課 題 中國四大發明---火藥 

教 學 

目 標 

1.認識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2.培養學生審辯思維的能力。 

3.欣賞古代的發明。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對應 

基力 

B－2－19 能指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B－2－20 能探討不同時期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中國的影響； 

重 點 

1.認識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2.培養學生審辯思維的能力。 

3.欣賞古代的發明。 

4.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難 點 
1.說出火藥對世界的影響。 

2.培養學生審辯思維的能力。 

教具 簡報、工作紙 

 

教 

 

學 

 

流 

 

程 

引入： 

1.老師通過提問，與學生複習舊知識。 

(1).中西方有哪些航海家？ 

(鄭和及哥倫布等。) 

(2).指南針在生活中有哪些應用？ 

(飛機、船、登高等。) 

(3).中國的四大發明是甚麼？ 

(造紙術、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藥。) 

 

2.老師導出主題：本節課會學習中國四大發明---火藥。 

 

發展： 

3.着學生以 4人小組形式說一說：圖中的古人是一位道士，請學生猜猜 

他正在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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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着學生思考：「火藥」這個名稱的由來，以及它跟甚麼事物有關？ 

（「火藥」會有這個名稱，是因為這個發明跟「火」和「藥」有關。 

古時道士煉丹藥時發生爆炸，引起火災，從而發明了火藥。） 

 

5.教師分發工作紙 24，4人小組活動：請組員各自根據課本上第 2 題

的圖片，以及日常生活經驗，在工作紙上記下一些火藥的用途，並評一

評這些用途所帶來的影響。 

 

6.着學生派代表進行滙報： 

  (1).火藥有甚麼用途？ 

 

6.請學生看看工作紙上記下的火藥用途，有較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 

響，思考火藥的出現是好事還是壞事，與組員互相分享和討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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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並派代表進行滙報。 

（好事：因為開山採礦會更方便；壞事：因為人們在戰爭中運用火藥攻 

擊敵人，造成大量死傷。） 

 
7.老師請學生完成課本上的「小筆記」：古代道士煉丹時發明了火藥， 

後來人們用火藥來製造武器和煙花 ，也會用來開山探礦等。 

 
8.教師指出火藥的威力強大，適當地運用可以改善生活，但如果使用不 

當，便會危害生命，造成巨大的破壞。 

 

9.請學生以 4人小組形式：你最欣賞四大發明中的哪一項？為甚麼 

  

10.四大發明是古人經過不斷思考和試驗的成果，他們的探究精神很值 

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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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1.着學生說說這節課中有甚麼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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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教學評估： 

評估學生項目 
評估結果 

優 良 一 般 

能說出中國四大發明    

能說出四大發明者    

能說出四大發明對世界的影響    

懂得欣賞中國四大發明    

欣賞古人的科學探究精神和科研成就    

學會進行小組學習和討論    

能自製再生紙    

 

二、反思及建議： 

在進行第一節課堂時，介紹古人把字刻或寫在龜甲、竹簡和縑帛上時，可把相關

的實物展示這對於學生更易理解把字刻在其上的難度，也可使學生更投入課堂活

動。 

   第二節在自製再生紙實驗時在製作網框選擇網孔的大小要適中，太大會引至

不能成紙，太小也會留有太多雜質，由於相隔了一個星期同學們需要時間才可看

到成紙這會使學生失去新鮮感，故建議可以老師先製一張再生紙可讓學生觀看，

也要提醒同學搓揉紙時注意不要太大力，以免弄濕衣服。 

   第三節在着學生以小組形式使用印台、姓名章把名字印在紙上，可讓學生先

觀察印出來的文字與印章上的文字有何不同，結合以故知識鏡子的成像讓學生明

白過中的原理。 

   第四節指南针實驗中把磁鐵放在小膠盤上時要注意力度要輕，太大力會把小

膠盤也會沉下，並要在水完成静止下才觀察，在選擇磁鐵時也要留意棒形及有顏

色的這會更好地解釋磁的原理。 

    總的來說；本次教學活動是成功的，同學們感受到四大發明對世界影響的同

時，亦能用通多種不同的活動來加強對對四大發明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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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導教學資料： 

一、教學圖片 

第一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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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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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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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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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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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課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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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圖 1. 再造紙—制作框架和撕碎報紙 

 

圖 2. 再造紙—一邊加水一邊攪拌 

 

圖 3. 再造紙—攪拌紙漿 

 

圖 4. 再造紙—撈紙 

 

圖 5. 再造紙—裝架定形 

 

圖 6. 再造紙—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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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再造紙—脫框成功 

 

圖 8. 再造紙—成品 

 

圖 9. 指南針—觀察指南針的特性 1 

 

圖 10. 指南針—觀察指南針的特性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