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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天氣總是變幻莫測的，身處奇妙的自然環境，我們每天都經歷着天氣的變化，

好想知道天空為甚麼會有雲？雲是怎樣形成的？為甚麼突然會下雨？下雨的景

色這麼美，為甚麼澳門不會下雪？這些都是同學們的疑惑。 

本單元讓學生帶着對大自然的好奇心，細心觀察，搜集資料，找出大自然的

奧秘，學會欣賞大自然的美。教學內容符合《小學常識基本學力要求》，讓通過

參與課堂活動，能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的成因，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及興趣，設計

各種教學活動，通過不同的實驗活動，認識雲、霧、雨、雪的形成過程；通過討

論和分享，使學生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學會聆聽別人的意見，以及從不同的角

度思考問題；通過影片學習，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更容易理解抽象的概念知識；

通過實驗教學，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細心觀察的能力，達致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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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教學進度表    

 

 

  

總施教節數 4 節 科目每週節數 4 節 

施教日期施教日期施教日期施教日期 

（（（（年年年年/月月月月/日日日日）））） 

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課題名稱課題名稱課題名稱課題名稱 課時課時課時課時(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2021 年 2 月 22 日 第一課節 水循環 40 

2021 年 2 月 24 日 第二課節 雲和霧 40 

2021 年 2 月 25 日 第三課節 雨和雪 40 

2021 年 2 月 26 日 第四課節 颱風和龍捲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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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教學計劃內容教學計劃內容教學計劃內容教學計劃內容    

一一一一、、、、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1.認識水的循環過程，指出温度高低不同會使水的形態改變。 

2.培養學生小組學習能力。 

3.觀察並描述雲和霧的形成過程。 

4.找出雲和霧形成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5.思考怎樣愛護環境，減少自然災害。 

6.觀察並描述雨和雪的形成過程。 

7.找出雨和雪形成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8.透過影片，初步認識冰雹的由來。 

9.描述颱風的形成和結構。 

10.根據氣象圖分析颱風的路徑，並列舉颱風的影響和防風的措施。 

11.描述龍捲風的特性和危害。 

12.培養學生分析資料的能力。 

13.能主動及細心觀察生活中的自然現象 

 

二二二二、、、、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1.水的循環過程 

2.雲、霧、雨、雪等自然現象的成因 

3.颱風的形成及避險方法 

4.龍捲風的形成及危害 

 

三三三三、、、、設計創意與特色設計創意與特色設計創意與特色設計創意與特色    

1.利用影片進行教學，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起他們的興趣與好奇心，引發學 

習動機，讓學生容易理解抽象的概念知識，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2.通過小組合作學習，提高學習效率、增進學生的感情，培養學生的自學能 

力、組織能力、拓寬了學生學習的空間。 

3.教學活動中讓學生做科學實驗，能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能幫助學生學會 

探索真理的學習方法，使學生有效地掌握所學的知識，學會做實驗要認真、細 

心、多思考，同時能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4.小組活動中通過討論和分享，使學生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學會聆聽別人的意 

見，以及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2020/2021 

[作作作作：P034] 

5 

 

四四四四、、、、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教學重點    

課節 教學重點 

第一課節 1.認識水的循環過程，指出温度高低不同會使水的形態改變。 

2.培養學生小組學習能力。 

3.能主動及細心觀察生活中的自然現象。 

第二課節 1.觀察並描述雲和霧的形成過程。 

2.找出雲和霧形成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3.思考怎樣愛護環境，減少自然災害。 

第三課節 1.觀察並描述雨和雪的形成過程。 

2.找出雨和雪形成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第四課節 1.描述颱風的形成和結構。 

2.根據氣象圖分析颱風的路徑，並列舉颱風的影響和防風的措 

施。 

3.描述龍捲風的特性和危害。 

    

五五五五、、、、教學難點教學難點教學難點教學難點    

課節 教學難點 

第一課節 能說出天氣現象與水的形態的關係。 

第二課節 找出雲和霧形成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第三課節 找出雨和雪成因的異同。 

第四課節 根據氣象圖分析颱風的路徑。 

 

六六六六、、、、教學用具教學用具教學用具教學用具    

課節 教具 

第一課節 簡報、「水循環」影片、前置工作紙 

第二課節 簡報、前置工作紙、玻璃量筒、線香、打火機、冰袋、熱水、冷凍

了的試管、膠盤、毛巾 

第三課節 簡報、保鮮紙、熱水、玻璃杯、冰袋、「冰雹」影片 

第四課節 簡報、「天鴿特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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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對應的基本學力要求    

C－1－9 能說出暴雨、颱風等常見自然災害的避險方法 

C－2－8 能說出水的三態， 指出溫度高低不同會使水的形態改變 

C－2－9 能解釋雨、雪、雲、霧等自然現象的成因 

C－1－12 能主動及細心觀察生活中的自然現象 

C－2－16 能舉例說明火山噴發、地震、龍捲風和海嘯等特大自然災害的危害 

C－2－21 能搜集及整理相關資料，與同學交流討論自然現象和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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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貮貮貮、、、、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第一課節第一課節第一課節第一課節        

作品名稱 天氣現象 人數 26 人 

科目 常識科 總施教節數 4 節 

施教年級 小學四年級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一課節 水循環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四下 

1.認識水的循環過 

程，指出温度高低 

不同會使水的形態 

改變。 

2.培養學生小組學習 

能力。 

3.能主動及細心觀 

察生活中的自然現 

象。 

C－2－8 

C－1－12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引入： 

1. 揭示主題：天氣現象 

2. 着學生觀察圖片，說一說圖中分別是甚麼天氣現象。 

(霧、雲、雨、雪。) 

3. 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引發學生思考： 

(1).水有哪三種形態？ 

(氣態、液態、固態。) 

(2).雲、雪、雨、霧的形成與水的三態有甚麼關係？ 

(水在大自然中以不同的形態出現，不同形態互相轉化形成不同

的天氣現象。) 

4. 教師提出：接下來我們會學習各種天氣現象，根據日常生活的觀 

察來找出答案。 

 

發展： 

5.請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討論，然後互相核對課本的練習。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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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的形態在海洋、天空和陸地之間有甚麼改變？ 

(2).怎樣形成各種天氣現象？ 

6.着學生觀看影片，認識水循環的過程。 

7.學生以小組形式說說水循環的過程。 

  (1).海、湖或河裏的水因太陽的熱力而蒸發，形成 水蒸發 上升。 

  (2).水蒸氣在高空遇冷，凝結成小水點，慢慢積聚，形成 雲 。 

  (3).雲中的小水點積聚成大水點，變成越來越重，就從天空掉下，

形成 雨 。 

  (4).雨落到海、湖或河裏，或形成地下水再流進 海 中。 

8.教師補充水循環過程的主要概念。 

提問：水循環過程的主要概念是怎樣的？ 

  蒸發 → 液態水被太陽輻射的熱力變為氣態水的現象。 

  凝結 → 水氣在空氣中因遇冷而變為液態的過程。 

  降水 → 水以任何形式掉落至地表的過程，包含雨、雪、冰。 

9.教師提問以下問題，學生自由舉手回答： 

(1).水蒸氣屬於水的甚麼形態？ 

（氣態。） 

(2).雨屬於水的甚麼形態？ 

（液態。） 

10.請學生觀察課本上圖片的右方，猜一猜： 

(1).河流上空中，較接近地面的一片是哪種天氣現象？ 

（霧。） 

(2).灰色高山的上空有哪種天氣現象？ 

（降雪。） 

11.教師小結：水在海洋、天空和陸地之間不斷循環，形成多種不同 

的形態和天氣現象。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2.你有甚麼收穫？ 

  (1).水循環。 

  (2).天氣現象與水的形態的關係。 

13.搜集資料，然後完成前置工作紙。 

 

水循環影

片 

 

 

 

 

 

 

 

 

 

 

 

 

 

 

 

 

 

 

 

 

 

 

 

 

 

 

 

 

前置工作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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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工作紙： 

2020202020202020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    小四級小四級小四級小四級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前置前置前置前置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    

小四小四小四小四                    班班班班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        ))))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第 14 課  天氣現象 

1. 雲是怎樣形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霧是怎樣形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發現： 

 

 

 

 

 

 

 

 

 

 

 

 

 

 

 

 

 

 

 

 

 

 

 



2020/2021 

[作作作作：P034] 

10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二課節 雲和霧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四下 

1.觀察並描述雲和霧

的形成過程。 

2.找出雲和霧形成的

相同和不同之處。 

3.培養學生小組學習

能力。 

4.思考怎樣愛護環

境，減少自然災害。 

C－2－9 

C－1－12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引入： 

1.揭示主題：雲和霧 

2.請學生說一說：我們可以在哪裏見到雲和霧？ 

(我們可以在天空中看到雲，可以在接近地面的位置見到霧。) 

3.雲有甚麼形狀？ 

  (基本上，雲有三種形態： 

卷雲：條狀或絲狀 

層雲：一層一層的 

積雲：一團團堆積的雲 

其他形狀的雲都是由以上三種形態組合或變化而成的，主要分為

十種：卷層雲、卷積雲、高積雲、高層雲、雨層雲、層積雲、卷雲、

積雨雲、積雲、層雲。) 

  

發展： 

4.着學生取出前置工作紙，以 4 人小組分享： 

(1).雲是怎樣形成的？ 

(2).霧是怎樣形成的？ 

(3).我發現了甚麼？ 

5.小組派代表滙報。 

6.維持以上分組，每組派代表取一個量筒、一個冰袋、一根點燃 

了的線香，然後請學生按指示做實驗，模擬雲的形成，並仔細觀

察煙霧在量筒中的情況，完成課本上第 2 題的「結果」部分。 

 

簡報 

 

 

 

 

 

 

 

 

 

 

 

 

前置工作

紙 

 

 

 

量筒、 

冰袋、 

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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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前教師講解實驗步驟及注意事項，過程中教師在每組中在試

管中加入熱水。 

7. 教師收回各組的冰袋，每組派代表取一枝冷凍了的試管，把試管 

放入量筒中，模擬霧的形成，並仔細觀察煙霧在量筒中的情況，

完成課本上第 3 題的「結果」部分。 

8.教師提問，學生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雲的實驗中，煙霧集中在量筒的哪個地方？ 

（煙霧集中在量筒的上方。） 

(2).霧的實驗中，煙霧集中在量筒的哪個地方？ 

（煙霧集中在量筒的下方。） 

(3).為甚麼要在量筒中倒入熱水？ 

(用來製造水蒸氣。) 

(4).用冰袋蓋着量筒有甚麼作用？ 

(使水蒸氣遇冷凝結成小水點。) 

(5).為甚麼要在量筒中放入點燃的線香？ 

(點燃的線香會產生微粒，用來模擬空氣中的塵埃。水蒸氣會附 

着微粒，有助凝結成小水點。) 

(6).為甚麼要用冷凍了的試管？ 

(冰凍的試管可伸進量筒較低處，幫助模擬水蒸氣在較低的位置 

凝結成小水點的現象。) 

9.從實驗的結果，比較雲和霧的形態和形成過程，並完成書 P.34 

10.請學生以 4 人小組分享： 

雲和霧形成過程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11.教師師小結：水蒸氣在高空遇冷，會凝結成小水點，聚集形成雲； 

水蒸氣在低空遇冷，會在接近地面的位置凝結成小水點，積聚成

霧。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2.你有甚麼收穫？ 

  (1).雲的形成過程。 

  (2).霧的形成過程。 

  (3).雲和霧形成過程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線香、 

熱水 

冷凍了的

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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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三課節 雨和雪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四下 

1.觀察並描述雨和雪 

的形成過程。 

2.找出雨和雪形成的

相同和不同之處。 

3.培養學生小組學習

能力。 

4.透過影片，初步認

識冰雹的由來。 

C－2－9 

C－1－12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引入： 

1.教師提問，學生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你怎樣知道快要下雨？ 

(當天空烏雲密怖、蜻蜓低飛等表示將要下雨。) 

2.教師揭示主題：今天我們一齊學習雨和雪的成因。接下來我們一 

起了解雨的形成過程。 

 

發展： 

3.每 4 人一小組，每組派代表取一張保鮮紙、一個玻璃杯、一袋冰 

袋。教師把熱水倒入一半水於每組的玻璃杯中，每組派人用保 

鮮紙密封玻璃杯，每組組員把冰袋放在保鮮紙上，數分鐘後拿走冰 

袋，細心觀察保鮮紙，最後每人在課本上記錄實驗結果及解釋。 

4.由學生說說實驗結果及解釋原理。 

5.教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根據實驗的結果，雨的形成過程是怎樣的？ 

 （雲中的小水點積聚成大水點，變得越來越重，大水點從天空掉 

下，形成雨。） 

6.請學生完成課本 P.35 活動三的實驗結果及解釋： 

  結果：保鮮紙下出現小水點，它們集結成大水點，最後會掉下。 

  解釋：碗內的水蒸氣上升，遇到較冷的保鮮紙會凝結成小水點， 

慢慢積聚成大水點，過重時便會掉下。 

7.請學生觀察課本上第 4 題的圖片，完成課本練習，然後說說雪是 

簡報 

 

 

 

 

 

 

 

保鮮紙、

熱水、玻

璃杯、冰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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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形成的。 

  （當高空的温度很低，雲中部分小水點凝固成冰晶，冰晶互相碰 

撞合併，漸漸增大及積聚，當空氣承托不了便會掉下來。如果 

接近地面的温度在零度或以下，便會下雪。） 

8.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以下問題： 

   (1).氣温要降到攝氏多少度才有機會下雪？ 

（攝氏零度或以下。） 

   (2).為甚麼澳門不會下雪？ 

（因為澳門的天氣不會太冷。） 

9.請學生先猜猜雪花的外形有甚麼特別，才看課本末頁的答案。 

10.播放簡報，讓學生欣賞雪景及雪的形狀。 

11.小結：請學生完成課本上的「小筆記」，總結當雲中的小水點或 

冰晶積聚變重，空氣承托不了時便會掉下，形成雨或雪。 

12.播放影片，讓學生初步認識冰雹的由來。 

13.教師與學生一同瀏覽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網站，點擊   資源 

共享   氣候資料    百年氣候    天空現象    冰雹。 

教師指出：根據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網站的資料，自 1952 年以

來，澳門氣象局官方承認之冰雹紀錄，僅錄得 3 次。 

 

總結： 

14.你有甚麼收穫？ 

  (1).雨的形成過程。 

  (2).雪的形成過程。 

 

 

 

 

 

 

 

 

 

 

 

 

 

 

「冰雹」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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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課節 課題名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第四課節 颱風和龍

捲風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四下 

1.描述颱風的形成和

結構。 

2.根據氣象圖分析颱

風的路徑，並列舉颱

風的影響和防風的措

施。 

3.描述龍捲風的特性

和危害。 

4.培養學生分析資料

的能力。 

5.培養學生小組學習

的能力。 

C－1－12 

C－2－16 

C－2－21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引入： 

1.教師提問，學生思考並回答以下問題： 

  (1).天然的風是怎樣形成的？ 

 （空氣受熱後會膨脹和上升，附近的冷空氣會流向較熱的地方補

充，這便形成風。） 

  (2).澳門會受颱風吹襲嗎？（會。） 

2.揭示主題：今天我們一起了解颱風及龍捲風。 

 

發展： 

3.請學生獨立完成書P.36第2題，然後以4人小組，說一說颱風形成

的過程。 

4.教師小結：在北半球的熱帶海面上，夏天和秋天的溫度較高。當 

大量的海水蒸發在空中時，便會形成一個低氣壓中心，周圍的冷 

空氣不斷流入補充，形成空氣旋渦。如果配合其他條件，旋渦就 

會越來越大，最後形成颶風。 

5.師指出圖中是氣象衞星從高空拍攝的颱風衞星雲圖，然後請學生

閱讀課本上第 3 題 (1) 至 (3) 的描述，判斷它們是颱風的「風

眼」、「眼壁」還是「螺旋雨帶」。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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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眼是颱風的中心位置，無風無雨，十分平靜；眼壁是颱風風

速最強、降雨量最多的地方；螺旋雨帶是一條條窄長、呈螺旋形

的雨帶。） 

6.教師小結：颱風由風眼、眼壁和螺旋雨帶構成。 

7.請學生以4人小組討論颱風的路徑，完成課本練習第 1 題，並派

代表進行滙報。 

8.請學生看看課本上第 1 題的氣象圖，把圖中的颱風圈起來，教師

提問： 

  (1).這個颱風叫甚麼名字？ 

（尤特。） 

  (2).圖中圍繞着澳門的圈和弧形線，顯示了颱風與澳門的距離， 

根據氣象圖，這個颱風現正位於澳門約多少千米的範圍？

（400 千米。） 

  (3).圖中颱風前的直虛線，顯示了颱風移動的方向，這個颱風現 

正向哪個方向移動？ 

（西北偏西。） 

  (4).圖中左下角顯示了代表不同熱帶氣旋警告的顏色。根據圖中 

颱風使用的顏色，現時懸掛了哪個熱帶氣旋信號？ 

（1 號戒備信號。） 

  (5).氣象圖顯示颱風會逐漸遠離還是接近澳門？ 

（逐漸接近。） 

  (6).圖中「14-08」和「15-08」兩組數字是日期，而日期旁的小 

圓圈則表示預計颱風在這天的位置。這個颱風會在哪一天最 

接近澳門？ 

（14日。） 

  (7).這個颱風會在距離澳門約西南多少千米的海域掠過？ 

（約 200千米。） 

  (8).預料這個颱風隨後先會在陽江市沿岸怎樣，最後在內陸消 

散？ 

（登陸。） 

9.着學生以4人小組討論颱風吹襲澳門對我們生活造成甚麼影響。 

  （颱風會造成山泥傾瀉，樹木被吹倒，損毀建築物和車輛，造成

人命傷亡。天氣惡劣期間，學校需要停課。） 

10.教師播放影片「天鴿特輯」，讓學生了解颱風對澳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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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師提問，學生自由舉手回答以下問題： 

   (1).當預料颱風襲澳，我們應該怎樣做？ 

     （應留在室內，留意天氣情況，把窗邊或露台的盆栽移進室 

內，並在窗戶貼上膠紙，防止玻璃破裂，關妥門窗。） 

12.小結：請學生完成課本上的「小筆記」，總結颱風在熱帶海洋上 

形成，令附近地區的天氣變得惡劣。預測颱風路徑能幫助我們及 

早做好防風措施，減低颱風造成的破壞。 

13.請學生看看課本上第 1 題的圖片，說說龍捲風的外形像甚麼。 

14.着學生以4人小組，閱讀課本上第 2 題的資料和進行討論，從「形

成」、「影響範圍」和「破壞力」三方面，說說龍捲風的特性。 

 （形成：在大氣不穩定的情況下，龍捲風常在雷暴中形成。影響的

範圍：由數十米至數千米不等。破壞力：龍捲風的風力強勁，經

過時會把樹木、房子、車輛等捲起，造成嚴重的破壞。） 

15.請學生先猜一猜澳門有沒有出現過龍捲風，以及哪些國家經常出 

現龍捲風，然後才看課本末頁的答案。 

16.教師小結：龍捲風通常在雷暴中形成，其快速轉動的空氣柱能把 

地面上的東西捲到半空中，造成嚴重的破壞。 

 

總結： 

17.你有甚麼收穫？ 

  (1).颱風和龍捲風的形成。 

  (2).颱風和龍捲風造成的影響。 

  (3).防風措施。 

 

輯」影片 

 

 

 

 

 

 

 

 

 

 

 

 

 

 

 

 

 

 

 

 

 

 

 

 

  



2020/2021 

[作作作作：P034] 

17 

 

叁叁叁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教學評估： 

評估學生項目 
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優 良 一 般 

描述水循環的過程 �   

雲和霧的成因 �   

雨和雪的成因 �   

預測颱風路徑  �  

颱風的形成 �   

龍捲風的特性  �  

自然災害的影響 �   

防風措施 �   

學會與人討論和合作 �   

能認真聆聽同學的發言 �   

 

二、反思及建議： 

1.水循環的過程中以不同形態的轉變，教師要注意引導學生把水的形態與天氣現 

象的關係，如雲是水蒸氣遇冷形成的，因此雲是液態的，才能突破難點。 

2. 當思考雲、雪、雨、霧的形成與水的三態有甚麼關係時，於第一節可以讓學

生初步思考，然後在往後的課節中學到相關知識時，可以透過做實驗找出答

案，相信學生的能力，學生通過之後的學習都能慢慢理解。 

3. 教師須預先把實驗做一次，預計會出現的問題，解決預備材料的問題，學生

可以大膽地假設實驗結果，多讓學生思考模擬實驗與真實的情況，提高學生

思考能力，透過動手操作，鞏固學生的知識。 

4. 做實驗時，水必須是試管的三分之一滿，過多或過少都會影響實驗效果，另

外加入線香，除了用來模擬空氣中的塵埃外，還更能觀察到實驗效果。 

5. 學習過程中，教師可預先在每次進行小組合作前，列出一些任務，讓小組學

習自行分工，同學們都能較容易分配工作。要注意同學們發言後，要用掌聲

給予鼓勵及表揚，提升學生表達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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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教育暨青年局。《小學教育階段常識基本學力要求》。 

2. 《澳門常識與生活》教師用書四下(2015 年初版)。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 《澳門常識與生活》教師習作四下(2015 年初版)。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 《常識科的學與教》。香港教育學院跨學科及通識教育研究中心。 

5. 《小學科學教育建構式探究學習》編者：蘇詠梅、吳本韓(香港教育學院) 

6. 《日常生活的科學探究》。編者：蘇詠梅   (香港教育學院) 

7. 《美國 STEM 課例設計》。編者：陳如平，李佩寧。 

8. 澳門地球及物理氣象局網站。 

9. 冰雹影片來源：網站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isMBCsMU 

10. 「天鴿特輯」影片：網站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C5QLTBq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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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相關教材相關教材相關教材相關教材    

輔導教學資料輔導教學資料輔導教學資料輔導教學資料    

一一一一、、、、教學圖片教學圖片教學圖片教學圖片    

第一課節第一課節第一課節第一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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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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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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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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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材課件教材課件教材課件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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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課堂照片課堂照片課堂照片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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