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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黃花深巷，紅葉低窗，淒涼一片秋聲。豆雨聲來，中間夾帶風聲。疏疏二十五點，麗譙

門、不鎖更聲。「聲聲慢‧秋聲」這首詩詞生動描繪了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聽的美妙聲音，但

這些聲音是怎麼產生的呢？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常識與生活」這本教科書在小朋友一年級

下學期就為他們揭開了聲音的由來之謎底。在「科學初探」這個單元，向我們娓娓道來。 

聲音，相信小朋友一點也不陌生，雖然低小年級的學生對聲音的敏感度、辨識度不高，

但在課堂上能夠接觸除了老師講課聲之外的聲音，他們的積極性和參與度是極高的。而且能

夠與科學實驗打交道，相信學生的心情應該也是激動、興奮的吧。 

林清山和程炳林在《教育大辭書》中認為科學探究（Scientific Inquiry）可視為一種

問題解決的訓練，這種訓練重視問題解決的歷程與結果，其最終目的是培養獨立的問題解決

者。也正因為是「科學初探」，所以老師在選擇實驗用品和課堂教具要更加小心，一方面確

保課堂的流暢性，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學生的安全，以免有意外發生。在此之前，學生並沒有

完整的動手進行科學探究的經驗，所以老師必須在課前與學生進行上課規則的講解，確保學

生能夠有效吸收，且真正地達到「做中學」的教學目標。 

因應制定的教學内容，學生需要通過觀察老師做實驗，或者自己感受聲音傳播的異同，

故在教學安排上會以小組活動為主，但因疫情關係，學生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離，所以會適

時調整教學活動安排，以期學生能夠通過自己動手操作，掌握學習内容。通過自己思考、自

主探究、師生討論，充分利用教學媒體、實驗用品，要學生在課堂中整正感受聲音的美妙，

並掌握學生重點和難點。 

同時也希望學生通過此次動手活動，切身感受到聲音是如何產生、傳播外，還能培養他

們自主探究、動手實踐、勇於發表自己的觀點的良好習慣，為培養科學探索精神埋下一顆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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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度表 

 

 

 

作品名稱 美妙的聲音 人數 32 人 

實施年級 小一 總實施節數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年 6 月 15 日- 6 月 19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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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年 6 月 15 日 1 

第一課節 認識聲音 通過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

果瞭解聲音是通過振動產

生，初步感受聲音。 

40 

2020 年 6 月 17 日 1 第二課節 聲音的產生

知道聲音是由振動產生的

以後，通過敲擊不同的物

件，指出它們發出的聲音

是否相同，明白不同物體

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

音。 

40 

2020 年 6 月 18 日 1 第三課節 聲音的音量

通過利用不同力度敲擊罐

面，探討音量的大小與物

體振動的關係：振動幅度

越大，音量越大。 

40 

2020 年 6 月 19 日 1 第四課節 聲音的傳播

通過紙杯傳聲，指出聲音

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比

較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

果。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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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一）認知目標 

1.  通過教學實驗活動初步感受聲音後，覺察聲音是由物體振動所產生的。 

2.  通過教學實驗活動指出不同的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3   通過教學實驗活動指出物體振動幅度越大，所產生的音量越大。 

4.  通過教學實驗活動指出聲音能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比較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果。 

 

（二）技能目標 

1.  掌握振動產聲的原理，能動手操作實驗用品令其產生聲音。 

2.  瞭解聲音能夠通過不同媒介傳播，動手製作「傳聲筒」，並和同儕「通電話」。 

 

（三）情意目標 

1.  能夠留心聆聽別人的説話。 

2.  通過動手操作，培養科學探究的精神。 

二、主要內容 

1.  通過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果瞭解聲音是通過振動產生，初步感受聲音。 

2.  知道聲音是由振動產生的以後，通過敲擊不同的物件，指出它們發出的聲音是否相同，

明白不同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3.  通過利用不同力度敲擊罐面，探討音量的大小與物體振動的關係：振動幅度越大，音量

越大。 

4.  通過紙杯傳聲，指出聲音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比較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果。 

5.  通過自主探究，培養學生善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從而養成科學探究的精神。 

    以上為四節課的主要内容，而每一節課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課時： 

引入活動：播放動物叫聲的音頻，設立情景，引出課題。  

發展活動：全班學生一起彈橡皮筋，初步感受振動發聲。然後讓你學生用手摸喉嚨兩側再

次感受振動會產生聲音，最後嘗試用不同的物體發出聲音。 

總結活動：教師提問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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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課程設計的創意和特色解析如下：讓學生初步嘗試科學探究學習；著重發展學生的科

學思維，運用不同方式對學生科學學習盡行評估；以及培養學生「做中學」的能力。 

1.初步嘗試科學探究學習 

澳門的科學教育是透過小學及中學階段的一系列科目進行的，小學為常識科，整個小學

階段，科學教育是常識科課程的一個學習元素（課程發展議會，2000）。換言之，小學可以

通過常識科讓學生初步感知科學。而科學知識的運用與學習是講究方法的，其中最常見的是

探究式教學法。其中科學探究可分為以下四個層次： 

                              

 

 

第二課時： 

引入活動：同學感受喇叭的振動。説出聲音的產生的同時會有振動。 

發展活動：教師先示範用夾子把棉繩、尼龍繩和鐵線固定在紙盒上，並指導學生小組協作

完成。 

再播放「樂器的聲音」教學簡報。最後設立情境讓學生猜聲音。 

總結活動：教師提問總結。 

第三課時： 

引入活動：讓學生自己感受不同力度拍打桌面，聲音的大小一不一樣。 

發展活動：先讓學生小組協作完成 3 種探究情況，分析每一種情況下，聲音的大小有何不

一樣。 

教師再示範拍打金屬罐面，讓學生觀察豆子的振幅情況，從而掌握音量受何種

因素影響。 

總結活動：教師提問總結。 

第四課時： 

引入活動：教師輕敲桌面。設立情境，引出學生對於「聲音通過甚麼進行傳播」的思考。

發展活動：教師先讓學生比較耳朵貼着桌面和耳朵離開桌面聽到的音量差異。再比較音量

在水或者空氣中的差異。得出木的傳聲效果最好，其次是水，而空氣的傳聲效

果最差。 

總結活動：教師指導學生製作「傳聲筒」。並總結該課時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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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的層次分類表 

 

探究層級 問題發現 解決方法與步驟 答案與結果 探究名稱 

層級 0 給與 給與 給與 食譜式探究 

層級 1 給與 給與 開放 結構式探究 

層級 2 給與 開放 開放 引導式探究 

層級 3 開放 開放 開放 開放式探究 

資料來源：黃啟淵（1992）。探究國中生參與化學專題研習活動中的表現—個案研究。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而本次科學初探，探究的層級在 0到 1之間，用食譜式探究（cookbook inquiry）和結

構式探究（structured inquiry）教學，教師先是依循教科書提問，設計相關科學小實驗，

再來可以開放讓學生自己探究，書上説的内容、原理是否真的是這樣呢？當然，教師在教學

設計上也進行了改良，不讓學生預先知道答案，教師自己製作了簡報，從而讓學生的科學初

探經驗更為豐富。 

 

2.著重發展學生的科學思維，運用不同方式對學生科學學習盡行評估 

    教學者設計的所有活動都是學生能夠在課室進行科學探究活動，這樣不僅可以使學生習

得科學概念和理解科學知識產生的過程，也能體驗從事科學活動的方法和過程技能，養成科

學思考的習慣。學生更因參與實際探究歷程、熟習提問技能，進而培養對周遭世界的覺知和

好奇心，及求真求實的科學態度，並樂於與他人合作、溝通、分享（楊秀停、王國華，

2007）。那如何評估學生是否是有效習得以上技能呢？教學者認為除了紙本評估（工作紙、

提問）外，也制定了相關的學習表現和目標標準對學生進行評估。而教師也會在評估過程中

進行一些回饋，這也是評估的一種方式。而評估的標準制定可參照以下内容: 

1)學生是否自主參與決策或解決問題。 

2）學生能否以不同方式顯示他們的能力。如：回答提問；分享報告；作品展示等 

3）學生的自我評估。（自我評估紙可見附錄） 

4）觀察學生的學習態度是否積極。 

 

3.培養學生「做中學」的能力 

教學者設計一系列生動、豐富、有趣的動手操作活動來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活動

完整且緊凑，教節上有引入活動、發展活動和總結活動，活動雖然應接不暇，但是每一個教

學活動後，老師都會進行小總結，以鞏固教學知識，確保學生每一個學生都能夠在「做中

學」並有所習得。秉承「自主學習」、「學生為主、教師為輔」的教學原則，在教學安排

上，會先讓學生自主探究，再師生討論、同儕分享，讓學生充分思考聲音的產生、特性、傳

播為何，力求每個學生都掌握其中要點。在教學媒體選擇上，教學者使用了投影儀和電子白

板，讓學生能夠更清晰地瞭解教學内容，掌握學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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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  瞭解聲音是如何產生的。 

2.  知道不同的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3.  掌握音量的大小與物體振動有甚麼關係。 

4.  認識聲音能夠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 

5.  掌握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果不同。 

6.  能夠進一步探究聲音能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 

五、教學難點 

1.  學生能夠通過自己動手實驗瞭解振動產生聲音。 

2.  學生能夠通過教學活動説出不同物體振動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3.  學生能夠通過自主探究活動掌握聲音可以通過不同媒介傳播。 

4.  學生能夠通過教學活動發現聲音能經過不同媒介傳播。 

5.  學生能夠通過實驗觀察得知不同物質傳聲的效果不同。 

6.  學生能夠通過自主探究活動進一步掌握不同媒介如何傳聲。 

六、教學用具 

 第一課時：音頻、32 根橡皮筋、影片、活動工作紙、教學 PPT 

 第二課時：棉繩、尼龍繩、鐵線、紙盒、夾子、教學 PPT 

 第三課時：金屬罐、金屬匙子，數十粒小豆、活動工作紙、影片、教學 PPT 

 第四課時：紙杯 32 個，棉線 32 條、活動工作紙、影片、教學 PPT 

 

七、教學課時 

共 4課時，每節 40 分鐘。 

第一課（共 1節） 

第二課（共 1節） 

第三課（共 1節） 

第四課（共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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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時 

作品名稱 美妙的聲音 人數 32 人 

實施年級 小一 總實施節數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年 6 月 15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識 科目每周節數 4節 

課題 認識聲音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力要求 

目

標 

（一）認知目標： 

1.1 認識聲音是由物體振動所產生。 

1.2 知道不同的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

音。 

（二）技能目標： 

2.1 能夠讓物體互相碰撞、摩擦發出聲音。 

2.2 能夠討論後完生活動工作紙。 

（三）情意目標： 

3.1 能夠留心聆聽同學的發言。 

3.2 養成善於觀察和思考的習慣。 

項目標號 相對應學力要求之文字表述 

D-1-6 

能覺察物體發聲時會振動，

並能通過實驗探究聲音的傳

播。 

A-1-2 聆聽別人表達意見。 

B-1-4 

說話流暢、有條理，能用完

整的句子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

法。 

A-1-1 
能安靜、專心、有禮貌地聽

別人説話。 

學

情

分

析 

（一）教材分析 

   「聲音」是單元七「科學初探」中的内容，這是一年級常識科目内學生第一次接觸

到關於科學實驗的課題，想必這個課題是大部分學生感興趣且喜愛的。那聲音究竟是怎

麼產生的呢？帶着這個問題跟着老師在實驗中得到答案。學生會發現原來學習和日常生

活是緊密聯繋的，生活之中處處都存在着美妙的聲音，只要我們用心聆聽、感悟。 

   這節課主要是初步瞭解和感受「聲音」，讓大家把想到的問題提出來，看看同儕之

間通過討論，能不能找到答案，如不能，老師加以分析，以提升學生之後進一步掌握

「聲音」的相關内容。 

（二）學生經驗分析 

    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能覺察聲音的存在，也懂得判斷音量的大小。大部人的學

生能夠察覺物體互相碰撞、摩擦等能發出聲音。 

重

難

點

分

析 

1.學生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果，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從而習得聲音是由物體振動所產

生。 

2.通過比較不同情況會否產生聲音，引起學生思考和探究聲音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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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環

節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 

評量 

 

 

引

入

活

動 

 

 

3.1 

引起動機 

1. 教師準備一段有動物叫聲的音頻，請學生閉上眼

睛聆聽，老師提問： 

(1) 你聽到甚麼聲音？ 

(2) 這些聲音是由甚麼動物發出來的？ 

2. 教師總結：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聽到不同的聲音。這節課

我們會一起去探討聲音的由來。   

 

音頻 

教學 

PPT 

  

 

 

3＇ 

 

 

2＇ 

 

觀察評量： 

全 部 學 生 感 興

趣。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

確回答提出的問

題。 

 

 

 

 

 

 

 

 

 

 

 

 

 

 

 

 

 

 

 

 

 

 

 

 

 

 

 探究新知 

活動㈠ 

1. 教師提前準備 32 根橡皮筋，先讓同學用把橡皮筋

放在手指上，不彈撥；再讓同學用手指彈撥橡皮

筋。 

 

 

 

 

 

2. 回答並完成活動工作

紙： 

做以下實驗，思考是否會發出聲音，把正確的答

案圈出來。 

 

預測   橡皮筋發出聲音時，它是 靜止 / 振動 的。 

 

實驗  （照片:學生彈橡皮筋） 

 

結果   橡皮筋發出聲音時，它是 靜止 / 振動 的。 

 

結論   聲音是由 靜止 / 振動 產生的。 

  

3. 總結： 

    聲音是由振動產生的。 

 

活動㈡ 

電子教學活動： 

  教師播放互動課本的「聲音的探索」影片， 

並提問： 

 

 

32 根

橡皮

筋 

活動

工作

紙 

 

 

 

 

 

 

 

 

 

 

 

影片 

 

 

 

 

 

 

 

 

3＇ 

 

 

 

 

 

 

10＇ 

 

 

 

 

 

 

 

 

 

 

 

 

 

 

6＇ 

 

 

 

觀察評量： 

全 部 學 生 感 興

趣。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參

與實驗並得出相

關結論。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

確回答提出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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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活

動 

1.  影片裏面説到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會接觸到甚麼

聲音呢？ 

2.  讓學生把手放在喉嚨兩側，不説話，手有甚麼感

覺？ 

3.  讓學生把手放在喉嚨兩側，發出「啊」的聲音，

手有甚麼感覺？ 

 

 

 

 

 

 

 （學生自由作答。） 

活動㈢ 

1. 請學生拿出一枝鉛筆，想一想可以怎樣利用它發

出聲音。還可以請個別學生出來展示分享。 

（例如拿鉛筆輕輕敲打桌子、用鉛筆摩擦桌子、

互相敲打兩枝鉛筆······） 

 

 

 

 

 

 

2. 請學生想一想怎樣使課室的門發出聲音，教師根

據學生的想法進行測試，看看方法是否可行。（例

如關門、用手叩門。） 

 

 

 

 

 

 

 

3. 教師提問，讓學生思考： 

除了這些方法能夠使得物體振動而發出聲音外，

還有甚麼方法可以產生聲音？ 

     （敲擊、碰撞、摩擦······） 

 

 

 

 

 

 

 

 

 

 

 

 

 

 

鉛筆 

 

 

 

教學

PPT 

 

 

 

 

 

 

 

 

 

 

 

 

 

 

 

 

 

 

 

圖示 

 

 

 

 

 

 

 

 

 

 

 

 

 

 

 

 

 

 

5＇ 

 

 

 

 

 

 

 

 

4＇ 

 

 

 

 

 

5＇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

確回答提出的問

題。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參

與實驗並得出相

關結論。 

 

 

 

 

 

 

 

 

 

 

 

 

觀察評量： 

80% 學 生 感 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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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物體振動，便會發出聲音。 

學多一點點 

教師提問： 

為甚麼我們的喉嚨能發出聲音？ 

 

 

 

 

1.因為喉嚨内有「聲帶」這個發聲器官。 

2.如圖所示，我們呼吸的時候，兩條聲帶是開啓的，

聲門較濶；當我們發聲的時候，呼吸會暫停，兩條聲

帶也會互相靠攏，聲門變得狹窄。而發聲的同時肺部

呼出的那口氣會同時呼出，振動聲帶而發出聲音。 

 

總

結

活

動 

 全課總結 

◎教師提問並總結： 

   聲音是怎麼產生的？ 

聲音是由振動產生的。 

 

佈置功課： 

完成工作紙 

 

教學

PPT 

 

2 ＇ 

觀察評量： 

80% 學 生 感 興

趣。 

 

活

動

資

源 

  電子黑板 

 實物投影儀 

 活動工作紙 

實驗物品：32 根橡皮筋、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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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工作紙：

活動工作紙 
做以下實驗，思考是否會發出聲音，把正確的答案圈出來。 

預測：橡皮筋發出聲音時，它是 靜止 / 振動 的。 

結果：橡皮筋發出聲音時，它是 靜止 / 振動 的。 

結論：聲音是由 靜止 / 振動 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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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作品名稱 美妙的聲音 人數 32 人 

實施年級 小一 總實施節數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年 6 月 17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識 科目每周節數 4節 

課題 聲音的產生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力要求 

目

標 

（一）認知目標： 

1.1 認識聲音是由物體振動所產生。 

1.2 指出不同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二）技能目標： 

2.1 能夠在小組合作下完成課堂實驗。 

2.2 能夠討論後完生活動工作紙，並與同儕分

享。 

（三）情意目標： 

3.1 能夠留心聆聽同學的發言。 

3.2 養成善於觀察和思考的習慣。 

項目標

號 
相對應學力要求之文字表述 

D-1-6 

能覺察物體發聲時會振動，

並能通過實驗探究聲音的傳

播。 

A-1-2 聆聽別人表達意見。 

B-1-4 

說話流暢、有條理，能用完

整的句子清楚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 

A-1-1 
能安靜、專心、有禮貌地聽

別人説話。 

學

情

分

析 

（一）學生已有知識 

    上節課上，大部分學生對振動產聲的概念已有了大致瞭解，也知道可以通過不同途

徑發出聲音，並嘗試分析這些聲音的特性。 

（二）新知識 

    本節課會通過小組合作戰略共同進行課堂實驗，從而探討發現不同物體因為屬性不

同，振動的時候會發出不同的聲音。學生除了要學會觀察、分辨聲音的異同外，還需要

通過小組合作學習，聆聽同儕的意見，嘗試做出小組分享。 

重

難

點

分

析 

1.學生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果，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從而習得不同的物體振動時會發出

不同的聲音。 

2.通過比較分辨不同物體發出的聲音的不同，引起學生思考和探究聲音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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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環

節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 

評量 

 

 

 

 

 

 

 

引

入

活

動 

 

 

 

 

3.1 

創造情境 溫故知新 

1. 教師指着課室裏的喇叭，提問： 

(1) 之前我們把手放在喉嚨，發出「啊」的聲

音，手有甚麼感覺？ 

(2) 猜下如果我們把手放在喇叭上會有甚麼感

覺？ 

2. 感受和比較： 

(1) 教師説話，請學生輪流按在喇叭上，説一

説按着喇叭的手會有甚麼感覺。 

 

 

 

 

(2) 停止説話，按着喇叭的手會有甚麼感覺？ 

3.  教師提問並總結： 

(1) 我們説話時把手放在喉嚨兩側和把手放在

有聲音的的喇叭上的感覺相同嗎？ 

  (2) 教師總結:振動會產生聲音。 

 

 

 

喇叭 

教學

PPT 

  

 

 

 

3＇ 

 

 

 

2＇ 

 

 

 

 

 

2＇ 

 

觀察評量： 

全部學生感興趣。 

實作評量： 

學生能夠按照要求

把手放在喇叭上感

受並回答問題。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 

 

 

 

 

 

 

 

 

 

 

 

 

 

 

 

 

 

 

 發展活動 

活動㈠ 

1. 根據事前分好的小組分配以下實驗用品： 

棉繩、尼龍繩、鐵線各一條，紙盒一個、夾子

六個。 

2. 六人一組，教師向各組派發一個紙盒、六個夾

子、棉繩、尼龍繩、鐵線各一條。 

 

3. 根據書本上的圖片，教師示範用夾子把棉繩、

尼龍繩和鐵線固定在紙盒上，並指導學生小組

協作完成。（如果不能小組協作，就直接把製

作好的紙盒拿給組員） 

 

 

 

 

 

4.  請小組成員輪流輕輕彈撥紙盒上的繩和線，并

請其他組員聽聽它們發出的聲音有沒有區別，

然後請組員上臺分享自己的發現。 

5.  請學生根據實驗的結果，完成課文的選擇題，

 

 

棉繩

尼龍

繩 

鐵線 

紙盒

夾子

六個 

 

 

 

 

 

 

 

 

 

 

 

 

15＇ 

 

 

 

 

 

 

 

 

 

 

 

 

 

2＇ 

 

 

觀察評量： 

全部學生感興趣。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遵循小

組協作要求完成實

驗並得出結論。 

 

 

 

 

 

口語、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完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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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活

動 

然後與組員互相核對。 

 

 

 

 

 

 

活動㈡ 

電子教學活動： 

1. 教師播放「樂器的聲音」教學簡報，讓學生找

出各種樂器的振動發聲的地方，并且指出發出

的聲音是否相同。 

A. 鋼琴 

B. 口風琴 

C. 木琴 

D. 二胡 

E. 吉他 

2. 教師總結： 

不同物體振動時會發出不同的聲音。 

 

鞏固與提升 

1. 請全班學生閉上眼睛，教師用課室裏不同的物

體發出聲音，並請學生猜測這些聲音是由課室

中的哪些物品發出。 

甲、 輕輕敲打黑板。 

乙、 翻書本。 

丙、 拉動椅子。 

丁、 關門。 

戊、 用鍵盤打字。 

己、 按鼠標。 

2.  教師總結： 

不同的物體振動發出的聲音是不同的。 

 

 

 

 

 

 

 

 

 

教學

PPT 

 

 

 

 

 

 

 

 

 

 

黑板

書本 

椅子 

門 

鍵盤 

鼠標 

 

 

 

 

 

 

 

 

7＇ 

 

 

 

 

 

 

1＇ 

 

 

 

6＇ 

文選擇題目。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問題。 

 

 

 

觀察評量： 

90%學生感興趣。 

 

 

 

 

口語評量： 

全部學生能夠正確

回答問題。 

 

 

 

總

結

活

動 

 總結活動 

◎總結： 

1.聲音是由振動產生的。 

2.不同的物體振動時會產生不同的聲音。 

佈置功課： 

完成書本 P18 的練習。 

 

 

教學

PPT 

 

2＇ 

觀察評量： 

90%學生感興趣。 

 

活

動

資

源 

  電子黑板 

 音頻 

 教學 PPT 

實驗物品：棉繩、尼龍繩、鐵線各一條，紙盒一個、夾子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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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作品名稱 美妙的聲音 人數 32 人 

實施年級 小一 總實施節數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年 6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識 科目每周節數 4節 

課題 聲音的音量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力要求 

目

標 

（一）認知目標： 

1.1 知道聲音是如何傳播的。 

1.2 知道力度越大，振動幅度越大，發出的聲

音就越大。 

（二）技能目標： 

2.1 能夠在小組合作下完成課堂實驗。 

2.2 能夠討論後完生活動工作紙，並與同儕分

享。 

（三）情意目標： 

3.1 與人交談時，能以正確態度對待不同意

見。 

3.2 養成自己思考問題的習慣。 

3.3 培養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 

3.4 能夠尊重説話者，讓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意

見。 

項目標號 
相對應學力要求之文字表

述 

A-1-1 能安靜、專心、有禮貌地

聽別人説話。 

A-2-1 能專心地聆聽別人説話 

D-1-6 能覺察物體發聲時會振

動，並能通過實驗探究聲

音的傳播。 

學

情

分

析 

（一）學生已有知識 

    上節課上，大部分學生掌握不同的物體振動時發出的聲音是不同的。也能夠分辨不

同的情境下那些聲音是怎麽產生。 

（二）新知識 

    本節課會繼續通過小組合作戰略共同進行課堂實驗，從而探討發現力度越大，振動

幅度越大，發出的聲音就越大。并且能夠通過小組合作學習，聆聽同儕的意見，嘗試做

出小組分享。 

重

難

點

分

析 

1.學生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果，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從而學會分辨音量的大小。 

2.通過比較分辨聲音音量的大小，引發學生探討會出現大小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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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環

節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 

評量 

 

 

引

入

活

動 

 

 

3.1 

創設情境，引出課題 

1. 教師用不同的力度敲打桌面，提問： 

(1) 發出的聲音有甚麼不同？（大聲/小聲） 

(2) 你是怎麽知道的？ 

（學生自由作答） 

2. 教師總結： 

今天我們來一起探討音量大小和物體振動有

甚麼關係。 

 

桌面 

教學

PPT 

  

 

 

2＇ 

 

 

 

1＇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 

 

 

 

 

 

 

 

 

 

 

 

 

 

 

 

 

 

 

 

 

 

 

 

 

 

 

 

 發展活動 

活動㈠ 

科學小實驗： 

1. 小組協作 

課前按照異質分組，並制定相關的分組規則，

讓學生遵守。 

2. 教師示範 

選定一個容器，把已準備的細小物件（萬字

夾）放進容器裏。把容器蓋好，製成沙槌。如果容

器沒有蓋，則必須用紙把容器蓋好，以免物件在搖

動時掉出來。搖動沙槌，細心聆聽沙槌所發出的聲

音。 

3. 探究情況 1：改變承載物件的數量 

甲、 先放進 5個萬字夾，觀察聲音大小，

並記下。 

乙、 再放進 20 個萬字夾，觀察聲音大

小，并記下。 

丙、 結論：數量越多，越響亮。(但需考

慮容器剩餘空間) 

4. 探究情況 2：改變承載物件及容器的材質 

甲、 先在塑膠容器内放進 20 個萬字夾，

觀察聲音大小，並記下。 

乙、 再在金屬容器内放進 20 個萬字夾，

觀察聲音大小，並記下。 

丙、 結論：普遍情況，較重的物料及金屬

容器較響亮。（要考慮容器剩餘空間及固

定容器承載物件的數量。） 

5. 探究情況 3：改變搖動容器的力度 

甲、 大力搖動容器，觀察聲音大小，並記

錄。 

乙、 小力搖動容器，觀察聲音大小，並記

 

 

 

 

萬字

夾若

干 

容器

（空

水瓶

金屬

罐

子） 

 

 

 

 

 

 

 

 

 

 

 

 

 

 

 

 

2＇ 

 

 

 

4＇ 

 

 

 

 

4＇ 

 

 

 

 

 

4＇ 

 

 

 

 

 

4＇ 

 

 

 

 

 

 

 

 

 

觀察評量： 

100%學生感興趣。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遵循小

組協作要求完成三

個探究並得出相關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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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活

動 

錄。 

丙、 結論：力越大，越響亮。 

鞏固提升 

活動㈡ 

1.  教師把一些小豆放在金屬罐面上，然後用金屬

匙子輕輕敲打罐面，請學生留心觀察。並邀請同學

上前示範並提問： 

 

預測：越用力敲打金屬罐面，小豆跳動的幅度會越

小 / 大 ，發出的聲音會越 小 / 大。 （學生自

行在書本填寫下預測答案。） 

 

實驗： 

 

 

 

 

 

 

2.  教師實驗並提示學生：小豆跳動的幅度代表罐

面振動的幅度。 

  

結果：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提問： 

甲、 敲打罐面時，罐面上的小豆會怎樣？

為甚麼會這樣？ 

乙、 敲打罐面時為甚麼會發出聲音？ 

 

解釋：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3.  教師播放互動課本中「音量大小與物體振動的

關係」影片，讓學生觀察上述實驗的過程和結果，

並回答思考題。 

總結： 

因為敲打桌面的力度越大，桌面的振動幅度就

越大，所以發出的聲音就越大。 

 

 

 

 

小豆

若干 

 

 

金屬

罐 

匙羮 

 

 

 

 

 

 

 

 

書本 

 

 

 

 

 

 

 

 

 

 

 

 

 

電子

互動

課本 

 

 

 

 

3＇ 

 

 

 

3＇ 

 

 

 

 

 

 

 

 

 

3＇ 

 

 

 

 

 

 

 

2＇ 

 

 

 

 

2＇ 

 

 

2＇ 

 

 

1＇ 

 

 

 

 

 

 

 

 

口語、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回答問

題並完成課文選擇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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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活

動 

 總結活動 

◎教師提問並總結： 

1.  我們今天學習了甚麼内容？ 

2.  不同力度敲打物體，發出的聲音不同。 

3.  知道力度越大，振動幅度就越大，發出的聲音

就越大。 

佈置功課： 

完成習作 P15 

 

 

教學

PPT 

 

 

3＇ 

觀察、口語評量： 

90%學生表現對内容

感興趣並能夠正確

回答問題。 

 

活

動

資

源 

  電子黑板 

 教學影片 

 教學 PPT 

實驗物品：水樽、金屬罐、萬字夾、金屬罐、匙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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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作品名稱 美妙的聲音 人數 32 人 

實施年級 小一 總實施節數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年 6 月 19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常識 科目每周節數 4節 

課題 聲音的傳播 該節課相對應之基本學力要求 

目

標 

（一）認知目標： 

1.1 能夠認識聲音能通過不同德媒介傳播。 

1.2 能夠比較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果。 

（二）技能目標： 

2.1 能夠在小組合作下完成課堂實驗。 

2.2 能夠討論後完生活動工作紙，並與同儕分

享。 

（三）情意目標： 

3.1 能夠留心聆聽同學的發言。 

3.2 養成善於觀察和思考的習慣。 

項目標

號 
相對應學力要求之文字表述 

A-1-1 
能安靜、專心、有禮貌地聽

別人説話。 

A-2-1 能專心地聆聽別人説話 

D-1-6 能覺察物體發聲時會振動，

並能通過實驗探究聲音的傳

播。 

學

情

分

析 

（一）學生已有知識 

    上節課上，大部分學生能夠掌握音量大小與物體振動的關係，知道打擊/敲擊/摩擦

物體的力度越大，振幅越大，音量越大。 

（二）新知識 

    本節課會繼續進行科學探究流程：預測￫ 實驗￫ 分析結果￫ 解釋進行課堂實驗，同

時讓學生運用合作學習策略，從而探討聲音是如何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並比較不同物

質傳播聲音的效果有何不同。 

重

難

點

分

析 

1.學生動手做實驗和觀察結果，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從而習得聲音能通過不同生物媒介

傳播。 

2.通過比較分辨不同物質傳播聲音的效果，引起學生思考和探究聲音傳播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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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環

節 

具體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

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 

評量 

 

 

 

引

入

活

動 

 

3.1 

創設情境，引出課題 

1. 教師輕敲桌面，請學生聆聽和觀察並提問： 

(1) 為甚麼我敲打桌面會發出聲音？（因為振

動產生聲音） 

(2) 敲打桌面的聲音是用過一種東西傳送到大

家的耳朵，你們猜猜那是甚麼？（學生自

由作答） 

2. 教師揭示答案並總結： 

敲擊桌面（木製）時產生的聲音，是透過空氣

傳送到大家的耳朵。 

 

 

 

 

PPT 

圖片  

 

 

 

2＇ 

 

 

 

 

 

1＇ 

 

觀察評量： 

全部學生感興趣。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 

 

 

 

 

 

 

 

 

 

 

 

 

 

 

 

 

 

 

 

 

 

 

 

 

 發展活動 

活動㈠ 

1. 請學生輕敲桌面，自己分別把耳朵貼着桌面和

離開桌面聽聲音，並完成預測的題目。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2. 請學生與同桌合作完成以下實驗，比較聲音在

兩種情況下的響亮程度，並完成課本的「結

果」和「結論」部分。如和同桌意見不合時，

可重複實驗。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3. 請學生根據實驗的結果，完成課文的選擇題，

然後與組員互相核對。 

 

 

 

 

 

 

 

桌面 

 

 

課本 

 

 

 

 

 

 

 

 

 

 

 

 

 

 

 

 

 

 

 

 

1＇ 

 

 

2＇ 

 

 

2＇ 

 

 

 

 

 

 

 

 

 

2＇ 

 

 

 

 

 

 

 

觀察評量： 

全部學生感興趣。 

實作評量： 

全部學生能夠按照

要求進行實驗。 

口語、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並完

成課文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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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活

動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4. 教師解釋答案並提問總結： 

(1) 把耳朵貼着桌面，輕敲桌面的聲音是通過

甚麼媒介傳送到你的耳朵？（木） 

(2) 把耳朵離開桌面時，輕敲桌面的聲音通過

甚麼媒介傳送到你的耳朵？（空氣） 

(3) 哪種媒介的傳聲效果好？（木） 

5. 如果有學生有不同意見，教師可以再邀請同學

在講臺示範實驗，由全班一起來聽，判斷結論

是否正確。 

總結：木的傳聲效果較空氣好。 

 

活動㈡ 

1. 請學生預測分別在水和空氣中輕輕敲打兩把金

屬匙羹，自己把耳朵緊貼水盆，比較聽到的聲

音，並完成預測問題。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2. 請學生與同桌合作完成以下實驗，比較聲音在

兩種情況下的響亮程度，並完成課本的「結

果」和「結論」部分。如和同桌意見不合時，

可重複實驗。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3. 請學生根據實驗的結果，完成課文的選擇題，

然後與組員互相核對。 

 

 

 

 

 （學生自行完成課本練習。） 

 

4. 教師解釋答案並提問總結： 

(1) 把耳朵貼着裝滿水的盆子聽到的聲音是通

過甚麼媒介傳送到你的耳朵？（水） 

(2) 把耳朵貼着沒有水的盆子聽到的聲音是通

 

 

教學

PPT 

 

 

 

 

 

 

 

 

 

金屬

匙羹 

水盆 

 

 

 

 

書本 

 

 

 

 

 

 

 

 

 

 

 

 

 

 

 

 

 

教學

PPT 

2＇ 

 

 

 

 

 

2＇ 

 

 

 

 

2＇ 

 

 

 

 

 

 

4＇ 

 

 

 

 

 

 

 

 

 

2＇ 

 

 

 

1＇ 

 

 

 

3＇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 

 

 

 

 

 

 

 

 

觀察評量： 

全部學生感興趣。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按照要

求進行實驗。 

 

 

 

 

 

 

口語、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並完

成課文練習。 

 

 

 

 

 

 

口語評量： 

90%學生能夠正確回

答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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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甚麼媒介傳送到你的耳朵？（空氣） 

(3) 哪種媒介的傳聲效果好？（水） 

5. 如果有學生有不同意見，教師可以再邀請同學

在講臺示範實驗，由全班一起來聽，判斷結論

是否正確。 

總結：水的傳播效果較空氣好。 

 

鞏固與提升 

1. 教師準備兩個紙杯（已穿孔）示範製作傳聲

筒，並指導學生跟着老師的步驟完成傳聲筒的

製作。 

(1) 在紙杯底部，用鉛筆各穿一個小孔。（由

於安全問題，小孔可由老師完成再給學

生。） 

(2) 在小孔之間穿一條線，再把棉線兩端打

結，固定於杯底。 

(3) 請學生各拿一個紙杯，把線拉緊，兩人便

可通話。 

 

 

 

 

 

 

 

 

2. 教師和學生共同探究，並完成工作紙上結果部

分，記錄自己是否能夠聽到同學的説話，以及

聽得是否清楚。 

3. 教師提問並總結： 

(1) 你們用紙杯通話的時候，拿着紙杯的手有

甚麼感覺？（自由作答） 

(2) 通話器的兩個杯子用甚麼東西連繫？在通

話過程中，這個東西是靜止不動的嗎？

（自由作答） 

(3) 為甚麼通話的時候，通話器的紙杯和棉線

會振動？（因為同學對着紙杯説話的時

候，杯内的空氣在振動。） 

(4) 為甚麼使用這個通話器能夠清楚聽到同學

的話。（因為同學説話時，杯内的空氣會

振動，令紙杯和棉線相繼振動，棉線將振

動傳到自己的紙杯，零裏面的空氣振動。

因此，只要是耳朵貼近杯子，便能清楚聽

到同學的説話。） 

 

 

 

 

 

 

 

 

紙杯 

鉛筆 

棉線 

 

 

 

 

 

 

 

 

 

 

 

 

活動

工作

紙 

 

2＇ 

 

 

 

 

4＇ 

 

 

 

 

 

 

 

 

2＇ 

 

 

 

 

 

2＇ 

 

 

 

 

 

 

2＇ 

 

 

 

 

 

 

 

 

 

 

 

 

 

 

 

實作評量： 

90%學生能夠按照老

師提示的步驟進行

實驗。10%學生需要

同儕或者老師的協

助才能完成。 

 

 

 

 

 

 

 

 

 

 

 

觀察、口語評量： 

90%學生對教學内容

那個感興趣且能夠

正確回答老師提出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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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活

動 

 總結活動 

◎總結： 

1.聲音能夠通過不同的媒介傳播。 

2.不同媒介傳播的聲音效果不一樣。 

完成書本 P18 的練習。 

 

 

教學

PPT 

 

 

2＇ 

 

觀察評量： 

90%學生對教學内容

那個感興趣 

活

動

資

源 

  電子黑板 

 音頻 

 教學 PPT 

實驗物品：棉繩、尼龍繩、鐵線各一條，紙盒一個、夾子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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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 

    這是本人第四年教這個課題，所以重新審視之前的教案，並加以補充，使之更趨完善，

學無止境，向其他老師討教後，得出以下反思。秉承學生「做中學」、學生為主、教師為輔

等教學原則，學生在老師的帶領下進行了一系列的實驗，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聯係日常生

活中的體驗，令學生在活動中掌握這些看似很複雜的概念。通過對比教學活動中學生的預期

表現和實際表現，觀察學生課上回答問題和完成工作紙的情況，分析學生掌握本單元之重點

難點的程度，最後結合同儕給出的意見和建議，評鑒此次教學之教學效果。整個教學評估我

會從教學重點環節對學生的預期表現和實際表現進行分析，看看學生對教學重點難點的掌握

程度，從而評估教學目標的達成與否。 

一、學生課堂表現： 

教節            
項目 

活動内容 教學目標 學生預期表現 學生實際表現 

第一課時 1.彈橡皮筋 
2.感受發聲 

1.認識聲音是由物
體振動所產生。 
2.知道不同的物體
振動時會產生不同
的聲音。 

學生感興趣，會躍
躍欲試。 

全部學生對於這次
的「科學初探」都
表現出濃厚的興
趣，並且課堂前所
未有的高度集中，
且學生能夠根據老
師的指示進行相關
實驗。 

第二課時 1.感受喇叭振動。 
2. 教師示範用夾子
把棉繩、尼龍繩和
鐵線固定在紙盒
上，並指導學生小
組協作完成。 
3.播放「樂器的聲
音」教學簡報。 
4.猜聲音。 

1.認識聲音是由物
體振動所產生。 
2.指出不同物體振
動時會產生不同的
聲音。 
3.培養學生小組協
助的能力。 
4.培養學生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的能
力。 

大部分的學生能夠
伸手觸摸喇叭，感
受聲音的振動並回
饋老師。在用夾子
固定不同材質的繩
子時會出現一定困
難，同儕或者老師
協助解決。 

90%的學生能夠認真
聽講並正確回答老
師的提問，因為第
一次動手做實驗，
所以在固定繩子的
部分，需要小組協
助完成。 

第三課時 1.感受不同力度拍
打桌面，聲音的大
小不一。 
2.小組協作完成 3
種探究情況，分析
每一種情況下，聲
音的大小有何不一
樣。 
3.教師示範拍打金
屬罐面，讓學生觀
察豆子的振幅情
況，從而掌握音量
受何種因素影響。 

1.知道聲音是如何
傳播的。 
2.知道力度越大，
振動幅度越大，發
出的聲音就 

全班同學積極投入
課堂，并且能夠回
答老師問題。 

90%的學生掌握音量
的大小是會受外界
因素影響，但學生
沒有辦法總結歸納
原來改變物體的材
質、數量、力度就
可以改變聲音的大
小。需要老師加以
引導才能説出相應
答案。另外因為課
室空間問題，有時
候個別小組會出現
不同於其他小組的
答案，課堂也確實
需要這種科學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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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精神，但更多時
候，學生是出於玩
鬧的心理，需要老
師加以控制，讓課
堂回歸正常軌道。 

第四課時 1.教師輕敲桌面。
設立情境，引出學
生對於「聲音通過
甚麼進行傳播」的
思考。 
2.比較耳朵貼着桌
面和耳朵離開桌面
聽到的音量差異。 
3.比較音量在水或
者空氣中的差異。 
4.製作「傳聲
筒」。 

1.能夠認識聲音能
通過不同的媒介傳
播。 
2.能夠比較不同物
質傳播聲音的效
果。 
 

全部學生對相關科
學實驗都感興趣，
并且能夠在老師的
指導下小組協作完
成一些實驗活動。 

90%學生能夠在老師
指導下小組協作完
成科學實驗，但對
於教師提出來的問
題並不算掌握得
到，無法通過預測
￫ 實驗￫ 結果￫ 結
論的科學步驟掌握
内容要點，但經過
老師的提問總結，
大部分的同學能夠
説出課時教學目
標。 

總體而言，學生對本節課的内容是感興趣的，而且大部分的學生能夠積極投入於實驗，

能夠通過觀察和動手實踐有所發現。 

二、學生對教學内容掌握程度： 

評分項目 優 良 一般 繼續努力 

能夠掌握聲音是怎樣產生的。     

能夠掌握不同的物體振動時發出的聲音是不一樣的。     

能夠瞭解音量大小和物體的振動有甚麼關係。     

能夠比較出不同的媒介傳播的聲音效果不一樣。     

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     

具備認真聆聽他人説話的能力。     

尊重説話者，讓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意見。     

    總體而言，學生能夠掌握聲音的產生、傳播，并且瞭解音量大小和物體的振動的關係，

能力好的學生也能比較不同媒介傳播的聲音效果不一樣。 

三、教師教學表現： 

評分項目 優 良 一般 繼續努力 

教學目標具體明確     

教學内容切合學生能力     

學科知識良好，概念清晰     

適時地給予學生回饋     

教師基本能夠因應學生的能力調適教學目標，並適時地給予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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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與建議 

一、活動教學，在經驗中學習 

   低小學生對於活動和遊戲教學尤其能喚起他們學習的興趣，在這個科學探究的單元，一

年級的學生第一次接觸到科學實驗，相信他們是充滿好奇的，教師抓住這個心理，設計一系

列的活動教學，不但能夠讓學生玩得開心，動手實驗，而且還能學習到新鮮的知識。此次課

程設計的目標之一在於安排教學情境或實驗情境，讓一年級的學生嘗試探究活動，主要希望

兒童能夠感受如何像科學家那樣進行科學探究工作。通過課堂發現一年的學生也是能夠進行

觀察、找到問題，然後根據問題去探索研究，並根據問題思考或跟著老師去進行實驗和解決

問題，從而獲得問題的解決，以及掌握新的訊息和知識。 

   通過此此次課堂，更加深了筆者對「探究」一詞的理解，「探究」不一定等於「發

現」(discovery)，《教育心理學》一書作者詹森(D.W. Johnson)也説到：「探究」與「發

現」並不相同，「探究」是教師安排探究的情境，讓學生獲得訊息或知識，其結果可能會讓

某些學生對課堂需要掌握的知識有較大的頓悟及了解，但是「發現」是一種經驗歷程，雖然

學生在實驗的過程可能沒有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資訊），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一定會有所

發現，哪怕是一些錯誤的經驗，在錯誤中成長，何嘗又不是一種習得呢？。 

 

二、小組協作，共同完成 

這四個課時中大部分的教學活動都是同儕協作完成，一方面保證了課堂的流暢度，另一

方面也在培養學生團結互助、互相學習的美德。對於低小（一年級）學生來説，同組分作完

成任務的經驗是微乎其微的，運用常識課開展小組活動，可以為其他課堂的分組纍積經驗。

本次教學的分組採用的是異質分組，讓不同學習能力的學生共同學習，取得雙贏。因為學生

分組的經驗不夠，所以分組前的準備顯得尤其重要。首先要讓學生知道小組活動是有規矩

的，而教學活動進行的時候，學生如果不按照老師要求來，老師需要隨時叫停。每一個教學

實驗後，必須要有相對應的小總結，這樣學生才能知道自己通過活動學習到了甚麼。實驗活

動過程中，老師的指導也十分重要。探究活動的原則是要學生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但

教學中，如果遇到學生無法完成的任務，而在學生嘗試多次無果的情況下，教師可伸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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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恰逢本次實驗碰上疫情，所以很多小組活動的安排，教師都轉換了形式，盡可能讓學生

保持安全距離，避免長時間的接觸，就算一定要分工合作的步驟，也會在老師的指導下進

行，一分工完畢，馬上分頭行事。這樣子就減少了同儕之間的談論和聚集的機會，但絲毫不

減學生上課的熱情。 

三、課程緊凑，仍需完善 

每一課時都有很多不同類型的實驗活動，學生學得開心，但低小學生的專注力時效有

限，很多時候都會在「實驗」與「玩樂」搖擺不定。如果能夠在實驗前自己試做幾次，讓實

驗的流程更順暢，思考學生會在甚麼節點出現何種問題，整個課堂會更加流暢和完整。縱觀

整個課程的安排，老師在教學時運用得更多的是「結構式探究」，即直接給學生教科書上的

「問題」及「解決方法、步驟」，只是開放「答案與結果」讓學生探究，雖然很大程度上給

學生經歷探究過程，但如果真正意義上讓學生體驗「做中學」，可能引導式教學會讓學生更

理解科學家是如何研究這個世界的。當然，對一年級的小朋友來説，相對困難，可等日後學

生的探究能力更高時，再做嘗試。 

四、後續活動 

教學者設計教學活動，除了傳授學生書本上的知識概念，更希望通過這次的科學探究，

可以讓學生通過真實情境學習以及在動手過程中學會論證和推理，這個教學活動後續也會持

續進行，在活動中也不只是動手完成實驗即可，還要學會記錄、書寫和表達，也十分感謝學

校能夠提供相關資源，讓教學能夠得以順遂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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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一、 教材課件 

1.課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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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PT 

詳情見附件。 

3.工作紙 

詳情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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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課堂照片 

貼著桌子聽一聽敲桌子的聲音。  

 

 

 

 

 

 

 

 

 

 

 

鉛筆敲桌子發出來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摩擦鉛筆也能發聲呢！ 

 

 

 

 

 

 

 

 

 

 

 

 

鉛筆和桌子摩擦發出來的聲音是這樣的。                       敲門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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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放在喉嚨再説話，手感覺到振動呢。                      

 

利用鉛筆用不同方式發聲 

説話的時候摸摸喉嚨兩側，會有振動的感覺。 

 

 

 

 

 

 

 

 

 

 

 

寫字也會發出聲音喲！                        不同材質的線發出的聲音是不是不一樣呢？ 

  

 

 

 

 

 

 

 

 

 

 

 

 

哎呀，原來電線要用很大的力才能讓它發出聲音。    我學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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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來展示一下：金屬材質的容器發出的聲音比塑膠材質的容器大。不信，你聽！ 

 

 

 

 

 

 

 

 

 

  

                                                                                             

越大力敲金屬罐面，萬字夾跳得越高， 

聲音越大。 

 

 

 

 

 

 

 

 

 

 

 

 

 

 

聽一下，金屬在空氣中撞擊的聲音大點，還是在水中撞擊的聲音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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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杯子設計好先！  

 

 

 

 

 

 

 

 

 

 

 

 

 

這個杯子是我設計的，把我的名字寫在杯底。   

 

 

 

 

 

 

 

 

 

 

不行，我要設計得再漂亮一點！                    我不會穿洞，可以幫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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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紙。                                   答案是甚麼呢？有分歧，上來找老師，我們一

起再聽一次吧！ 

 

 

 

 

 

 

 

 

 

 

 

 

成果！                                  比一比，老師分辨下誰設計得更美呢？ 

 

 

 

 

 

 

 

 

 

 

 

成品！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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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紙 

 

 

 

 

 

 

 

 

 

 

 

 

 

我聽到啦！                                   我學會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