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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雙語教學教案 

 
壹、設計理念 

本教案設計在學習氧化作用中的燃燒和生鏽、實驗設計和變因操弄後，再規畫成真實性評

量的統整教學，目的在呈現學生是否具備實際生活中問題解決的能力。不同於傳統式的講述，

希望藉由學生進行 PODE 探究模式，藉由提問來引導小組設計實驗，預測、觀察燃燒的要素及

造成生鏽的原因。進而將燃燒和生鏽運用於生活情境中。 

貳、教學分析 
1、學生分析 

自然領域–此單元規畫採取主題式教學；而學習表現帶有真實性評量的意義，學生學習細部

的科學方法後，如何實際操作，運用於生活情境中。本教案設計在學習氧化作用中的燃燒和

生鏽、實驗設計和變因操弄後，規畫成規畫成真實性評量的統整教學，目的在呈現學生是否

具備實際生活中問題解決的能力。 
英語領域–此單元氧氣、二氧化碳、生鏽等主要學習內容使用雙語教學，期待透過燃燒與生

鏽相關英文字詞的學習，學生能在實驗預測、觀察討論、實驗操作，以及結果解釋的過程

中，有充份聆聽和閱讀目標字詞的機會，並使用老師所提供的語言鷹架進行溝通學習，達成

各節學科內容及語言目標。 
 

2、教學資源分析 
國小自然五上燃燒與生鏽單元延續中年級所教的物質具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概念，進行再

加深與加廣的學習，包含了氧氣和二氧化碳的配製、燃燒三要素以及生鏽等科學定義內容，

可惜的是缺乏整合統整的生活應用方式，本教案設計著重在運用生活情境與學習內容的互相

搭配，看到學生學習成果的表現，作為真實評量的其中一種方式。 
3、教學方法分析 

本課程設計採 PODE 探究模式，依照探究教學中，邏輯推理的過程進行主題的規劃執

行，情境問題的創新應用。課程內容緊扣問題解決流程，從觀察定題、計畫執行、結果分

析，到溝通傳達，將學習表現一一呈現。 
4、情境脈絡分析 

課程設計藉由實驗逐一驗證、釐清觀念，使得學生判斷出誰可以成為酸鹼指示劑，瞭解

除了化學實驗室裡可以取得的指示劑之外，在生活中，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這些隨手可得，又

方便使用的各種溶液作為酸鹼指示劑。並將水溶液的導電性與生活情境中的用電安全進行結

合，以增加學科內容與生活的結合。 
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Unit Title 

燃燒與生鏽 課程時間 
Unit Length 

共 8 節 320 分鐘 

學生年級 
Grade Level 

五年級 學生人數 
Number of Students 

26 人 

設計者 
Designer(s) 

陳映均、蔡雅惠 

指導教授姓名 
Name of Consultant 

李松濤教授 
柴素靜教授 

指導教授服務單位 
Institute of Consultant 

台中教育大學 

配合融入之學科領域 
Integrated 

Subject/Content Area 

□數學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藝術       □社會              

配合融入之議題 
Integrated Issue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國際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無     

領域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ies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

索自然。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力，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訊或數

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

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

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

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

諧相處的能力。 

本單元學習重點 
Learning Focus 

學習表現 
Student 

Performance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

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po-Ⅲ-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觀察、蒐

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之問題。 
pe-Ⅲ-1 能了解自變項、應變並預測改變時可能的影響和進行

適當次數測試的意義。在教師或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

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特性、資源（設備等）

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的探究活動。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 及資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 

INa-Ⅲ-4 空氣由各種不同氣體所組成，空氣具有熱脹冷縮的

性質。氣體無一定的形狀與體積。 

INb-Ⅲ-2 應用性質的不同可分離物質或鑑別物質。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酸鹼作

用等而改變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

氣、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INe-Ⅲ-3 燃燒是物質與氧劇烈作用的現象，燃燒必須同時具

備可燃物、助燃物，並達到燃點等三個要素。 

表現任務 
Performance Task(s) 

自然領域– 
1. 學生能透過觀察與先備知識，預測實驗結果。 
2. 學生能設計實驗並確實進行實驗。 
3. 學生能分析結果，說出實驗結論，並與他人分享。 
英語領域– 
1. 學生能聽懂燃燒與生鏽的相關字詞。 
2. 學生能看懂燃燒與生鏽各項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3. 學生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燃燒與生鏽各項實驗的結果。 
4. 學生能聽懂燃燒與生鏽各項實驗的相關提問。 
5. 學生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燃燒與生鏽各項實驗得到的結論。 



6. 學生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科學研究的方法及歷程 

  



活動一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1-1 燃燒需要空氣 

1.觀察生活中的燃燒現象。 

2.察覺燃燒需要空氣。 

3.訓練思考能使瓶中燭火繼續燃燒的各種方法。 

1-2 製造和檢驗氧氣 

1.製造氧氣並檢驗氧氣的性質。 

2 察覺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3.知道氧氣在生活中的用途。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實驗室安全規則的相關字詞。 
2. 能聽懂蠟燭燃燒實驗的相關字詞。 
3. 能聽懂蠟燭燃燒實驗的步驟。 
4. 能看懂蠟燭燃燒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5.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和句型記錄蠟燭燃燒實驗的結果。 
6. 能聽懂製造與檢驗氧氣實驗的相關字詞。 
7. 能聽懂製造與檢驗氧氣實驗的步驟。 
8.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和句型記錄製造與檢驗氧氣實驗的結果。 
9. 能用簡易的英文說出燃燒需要氧氣的結論。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1-1 燃燒需要空氣 

◆ 引起動機 
預測（Prediction） 
教師提問： 
物質燃燒時，會產生亮亮的火光，

當身體靠近時，會感覺熱熱的。你

曾經在生活中看過哪些燃燒的現

象？ 
→請學生自由發表。例如停電時，

會點蠟燭來照明；媽媽在廚房裡

用瓦斯爐煮菜時，燃燒瓦斯來烹

煮食物；祭拜時，會燃燒紙錢和

燒香；烤肉時，會燃燒木炭等。 
→教師亦可請學生分享物質燃燒時

可能產生的現像，例如燃燒時會

有火光，靠近時，能感覺到熱度

以及看到冒煙的現象等。 
◆ 發展活動 
教師說明： 
觀察「營火燃燒」和「木炭燃燒」

的圖片，察覺能持續燃燒的裝置都

有能讓空氣流動的設計，例如木材

交錯堆疊產生的空隙、烤肉架上的

通風孔等，引導學生思考燃燒是不

是需要空氣。 
操作 (Operation) 

 
 
教師首先介紹「burning」和 
「rusting」。 
 
T: What are examples of 
burning(燃燒) in our lives? 
Ss: (學生隨機回答) 
T: (Show Ss some pictures.) 
Lighting the candles, having 
barbecue, using natural gas, or 
fireworks are some examples of 
burning in our lives. Burning is 
a chemical reaction(化學反應) 
that creates heat and light. 
 
 
 
 
 
 
 
 
 
 
 
 
操作 (Operation) 
Teacher talks about safety rules 

 
 
口頭評量 
 
 
 
 
 
 
 
 
 
 
 
 
 
 
 
 
 
 
 
 
 
 
 
 
 
 



◎實驗室安全教學 
實驗設計： 
利用廣口瓶罩住燃燒中的蠟燭，

控制空氣的流通，觀察燭火的變

化。 
→學生廣口瓶、小蠟燭和透明板

進行演示，觀察燭火的變化。 
→操作過程中，身體、手、臉、

頭髮、衣服都要和燭火保持適

當距離；且蠟燭須固定在透明

板上，避免傾倒。 
→蠟燭不可太長，以免燭火燒到

瓶底造成廣口瓶溫度升高，容

易燙傷。 
→用廣口瓶蓋住燃燒的蠟燭時，

要從正上方往下蓋，避免燙

傷。 
討論 (Discussion) 
‧實驗討論： 
(1)廣口瓶逐漸往下罩住蠟燭時，

燭火會有什麼變化？ 
→被罩住的蠟燭，燭火會慢慢變

小，然後熄滅。 
(2)燭火快熄滅時，將廣口瓶移

開，觀察燭火有什麼變化？ 
→移開廣口瓶後，快熄滅的燭火

又會慢慢變大，然後繼續燃

燒。 
→移開廣口瓶的動作勿太大或太

快，因動作太大產生的氣流容

易不小心將燭火吹熄。 
教師說明：蠟燭燃燒需要空氣，

當空氣不足時，燭火就會熄

滅；當有空氣時，能讓蠟燭繼

續燃燒。 
→經由反覆演示，逐漸引導學生

發現燭火快熄滅時，只要有新

鮮的空氣進入瓶裡，蠟燭就能

繼續燃燒，因此，蠟燭燃燒需

要空氣。 
◆ 綜合活動 
解釋 (Explanation) 
教師歸納 
(1)物質燃燒會有發光、發熱等現象。 
(2)物質燃燒需要空氣。。 
 
1-2 製造和檢驗氧氣 

操作 (Operation) 

in the science lab. 
1. Listen to the teacher. 
2. Be careful with the match. 
3. Don’t play near or with the 

fire. 
4. If you get burned, put your 

hands under cold water. 
5. Have your wet rag ready. 
 
 
Candle Burning Experiment 
Experiment #1 
Instructions: 
1. Light the candle with the 

match. 
2. Carefully cover the candle 

with a big jar. 
3. Draw what you first see in 

the “before” box of Part A. 
(學習單 1) 

4. Then, wait! Draw what you 
see again in the “after” box 
of Part A. 

討論 (Discussion) 
T: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candle if you cover it with the 
jar? 
Ss: (學生自由回答) 
 
Experiment #2 
Instructions: 
1. Light both candles with the 

matches. 
2. Carefully cover one candle 

with a small jar and the other 
candle with a big jar. 

3. Carefully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and record what 
you see/find out in Part B. 
(學習單 1) 

討論 (Discussion) 
T: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ndles covered by a 
small jar and by a big jar? 
Ss: (學生自由回答) 
 
解釋 (Explanation) 
T: What does burning need? 
Ss: Burning needs air. 
 
 
 
 
Teacher reviews safety rules in 

實作評量 
學習單 1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 2 



‧說明：空氣中包含了氮氣、氧氣

和二氧化碳等氣體，物質燃燒

時，需要空氣中的氧氣。試一

試，讓我們動手製造氧氣，並

檢驗氧氣能不能幫助燃燒。 
→教師也可以讓學生於課前查

資料，或是課前準備幾本相

關書籍放在教室內讓學生查

閱，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說明：製造與檢驗氧氣的方法，

以及注意事項。 
→因為學生沒有先備經驗，無

法說出氧氣的製造方法，所

以教師可直接說明製造方

法。 
→因為要分組製造並檢驗氧

氣，所以要先討論步驟及注

意事項，實驗過程中會碰到

一些安全上的問題，教師在

上課時應適時的提醒學生。 
‧操作：製造與檢驗氧氣。 

(1)將約 20 克的金針菇剪碎，放

入廣口瓶中。 
→若時間許可，教師也可以使用

胡蘿蔔、杏鮑菇切丁，代替金

針菇作為催化劑，比較看看哪

一種材料製造出來的氧氣較

多。 
(2)將約 50 毫升的雙氧水慢慢倒

入廣口瓶中。 
→濃度較低的雙氧水是生活中用

來消毒傷口的藥水之一，可適

時加入教學中，結合醫藥生

活。 
→注意不要一次加太多，只要看

到產生很多氣泡就停止加雙氧

水。 
→剪碎的金針菇和雙氧水反應

後，可以引導學生發現瓶子變

熱了。 
(3)立即在瓶口蓋上透明板。 
→為防止氧氣散失，可用耐熱的

透明玻璃板蓋在瓶口上。 
→在操作下一個步驟前，教師應

引導學生觀察顏色及用手搧來

聞氣味，使學生察覺：氧氣是

無色、無味的氣體。如有氣

味，應是製造時，受到材料的

氣味影響所致。 

the science lab. 
1. Listen to the teacher. 
2. Be careful with the match. 
3. Don’t play near or with the 

fire. 
4. If you get burned, put your 

hands under cold water. 
5. Have your wet rag ready. 
 
Before doing the experiment, 
Teacher talks about key words 
that will be used in this lesson. 
*Key words and phrases:  
candle, jar, glass, match, wet 
rag, cover, go out, remove, light 
the candle, Oxygen, golden 
mushroom, Hydrogen Peroxide 
(H2O2), incense stick. 
 
 
 
Oxygen Making Experiment 
Instructions: 
1. Pour hydrogen 

peroxide(H2O2) into the jar. 
2. Use the plastic wrap(保鮮

膜) to cover the top of the 
jar. 

3. Then, wait for two minutes. 
Observe what happens to the 
mushrooms. Draw what you 
see. 

4. Put the incense stick in the 
jar. Make sure the stick 
incense doesn't touch the 
liquid. Observe what 
happens. Draw what you 
see.(學習單 2) 

 
 
 
 
 
 
 
 
 
 
 
 
 
 
 
 
 

 
 
 
 
 
 
 
 
 
 
 
 
 
 
 
 
 
 
 
 
 
 
 
 
 
 
 
 
 
 
 
 
 
 
 
 
 
 
 
 
 
 
 
 
 
 
 
 
 
 
 
 
 
 
 



(4)將透明板移開一個小縫隙，把

點燃的線香伸入製造氣體的廣

口瓶中，觀察線香燃燒情形的

變化。 
→點燃的線香放進裝有氧氣的廣

口瓶中，燃燒更旺盛，甚至發

出火焰。 
討論 (Discussion) 

(1)雙氧水倒入裝有金針菇的廣口

瓶中，有什麼現象？ 
→冒出很多的氣泡；用手觸摸廣

口瓶，會發現瓶子溫度升高

了。 
(2)將點燃的線香伸入廣口瓶中，

燃燒情形會出現什麼變化？ 
→線香在氧氣瓶中燃燒會更劇

烈。 
(3)根據線香燃燒情形的變化，可

以發現製造出來的氧氣有什麼特

性？ 
→可以說明氧氣具有幫助線香燃

燒的特性。 
‧教師說明：氧氣是一種無色、無

味的氣體，可以幫助線香燃

燒，具有助燃的特性，稱為助

燃物。 
解釋 (Explanation) 
‧氧氣具有助燃的性質，也是生物

呼吸所需的氣體。 
‧在生活中，生物呼吸需要氧氣；

潛水時，利用氧氣含量較高的

潛水氣瓶在水中呼吸；魚缸的

打氣幫浦打氣可增加水中溶氧

量；在氧氣不足的地方（高山

上），可利用氧氣含量較高的氣

瓶來舒緩呼吸困難的問題。 

 
 
 
 
 
 
 
討論 (Discussion) 
T: What helps with burning? 
Ss: Oxygen helps with burning. 
T: How can Oxygen help? 
Ss: Oxygen makes burning 
faster. 
T: So, we can say oxygen speeds 
up the oxidation process (氧化

過程/燃燒). 
T: Oxygen is a colorless(無色), 
odorless(無氣味), and 
insipid(無味道) gas. It has no 
color, no smell, and no taste. 

 
 
 
 
 
 
 
口說評量 
 
 

活動二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2-1 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 

1.透過操作實驗，知道蠟燭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碳。 

2.察覺二氧化碳可以使澄清石灰水變混濁。 

3.學習製造二氧化碳，並用澄清石灰水和線香檢驗它的特性。 

4.知道日常生活中二氧化碳的應用。 

2-2 燃燒與滅火 

1.認識可燃物、助燃物和燃點。 

2.了解物質燃燒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3.了解各種滅火方法所應用的原理。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實驗的相關字詞。 
2. 能看懂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3. 能聽懂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實驗的步驟。 
4.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實驗的結果。 
5. 能用簡易的句型回答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實驗的相關提問。 
6. 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得到的結論。 
7. 能看懂燃燒三要素的相關字詞。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2-1 製造和檢驗二氧化碳 
◆ 引起動機 
預測（Prediction） 
教師提問：蠟燭燃燒後會產生什

麼氣體？它具有什麼特性？ 
→鼓勵自由發表。教師只要引導

學生說出燃燒後空氣會產生變

化即可，此時教師不須要求學

生說出：蠟燭燃燒時，會用掉

空氣中的氧氣，並產生二氧化

碳。 
 

◆ 發展活動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檢驗蠟燭燃燒後的氣體。 
(1)將點燃的蠟燭伸入廣口瓶中，並

蓋上透明板。 
→亦可以用一般玻璃瓶進行操作。 
→蠟燭可用鐵絲固定，或直接固定

在燃燒匙上。 
(2)燭火熄滅之後，將蠟燭取出，並

蓋上透明板。 
(3)將澄清石灰水倒入廣口瓶中，再

將透明板蓋回去。 
→只須開啟一個小縫隙，能倒入澄

清石灰水即可。 
(4)輕輕搖晃瓶身，使澄清石灰水與

蠟燭燃燒後產生的氣體充分混合。 
(5)觀察澄清石灰水的變化。 
→澄清石灰水會變混濁，表示蠟燭

燃燒會產生二氧化碳。 
 討論 (Discussion) 
教師說明： 
(1)蠟燭燃燒會用掉氧氣，並產生一

種稱為二氧化碳的氣體，這種氣體

 
 
預測（Prediction） 
T: From last lesson, we knew 
that burning needs oxygen. 
What does burning make? 
Ss: (學生自由回答) 
 
 
 
 
 
 
 
操作 (Operation) 
Carbon Dioxide Test 
Test #1 
Instructions: 
1. Light the candle. Carefully 

put the candle in the jar. 
Cover the jar with glass. 

2. Wait for the fire to go out. 
Then, carefully take out the 
candle. 

3. Pour the lime water into the 
jar. Cover the jar with the 
glass again. 

4. Gently shake the jar to mix 
the gas with the lime water. 

5. Observe how the lime water 
has changed. Draw what you 
see in the worksheet. (學習

單 3) 
 
 
討論 (Discussion) 
T: Burning needs oxygen. What 
does burning make? 
Ss: Burning makes carbon 
dioxide.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 3 
 
 
 
 
 
 
 
 
 
 
 
 
 
 
 
 
 
 
 
 
 
 
 



和澄清石灰水作用後，會使澄清石

灰水變混濁。 
(2)澄清石會水可以做為檢驗二氧化

碳的工具。 
操作 (Operation) 
‧製造二氧化碳的方法 
實驗操作：製造與檢驗二氧化碳。 
(1)將小蘇打粉加到廣口瓶中。 
(2)把醋慢慢倒進廣口瓶中。 
→將醋慢慢倒入廣口瓶中，不要一

次加太多，如果看到產生很多氣

泡就停止加醋。 
(3)先擠出塑膠袋內的空氣，再將塑

膠袋套在廣口瓶上收集氣體，收

集完立即在瓶口蓋上透明板。 
→在操作下一個步驟前，教師應引

導學生觀察顏色及用手搧聞氣

味，使學生察覺：二氧化碳是無

色、無味的氣體。如有氣味，應

是製造時，受到材料的氣味影響

所致。 
(4)把澄清石灰水倒入收集氣體的塑

膠袋裡，輕輕搖晃，觀察澄清石

灰水的變化。 
→會發現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能使

澄清石灰水變混濁。 
(5)把點燃的線香伸入製造氣體的廣

口瓶中，觀察線香的燃燒情形。 
→會發現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會使

點燃的線香熄滅，不能幫助燃

燒。 
討論 (Discussion) 
教師說明： 
二氧化碳無色、無味，不能幫助物

質燃燒，因此可用來製造滅火器。 
利用二氧化碳不助燃的特性，除了

能製造滅火器，在生活中，還有哪

些用途？ 
→二氧化碳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很

廣，除了二氧化碳滅火器之外，還

有製作汽水；此外，利用酵母菌發

酵作用產生的二氧化碳，能使麵包

蓬鬆等。 
延伸閱讀「知識庫」：乾冰。 

◆ 綜合活動 
解釋 (Explanation) 
(1)蠟燭燃燒會用掉氧氣，產生二氧

化碳。 
(2)二氧化碳具有使澄清石灰水變混

T: Did the lime water change? 
Ss: Yes, the lime water turn 
cloudy. 
 
 
操作 (Operation) 
Test #2 
Instructions: 
1. Add some baking soda in the 

jar. 
2. Then, slowly pour some 

vinegar into the jar. 
3. What method did you use to  

test the air? Record your 
method in the worksheet.(學
習單 4) 

 
T: What gas do you think it will 
make? 
Ss: Carbon dioxide. 
T: How do you know? 
Ss: Because the lime water turns 
cloudy, so the gas is carbon 
dioxide. The incense stick goes 
out. The gas doesn’t help 
burning, so it’s carbon dioxide. 
 
 
 
 
 
 
 
 
 
 
 
 
 
 
 
 
 
 
 
 
 
 
 
 
 
解釋 (Explanation) 
T: Burning needs oxygen and 
makes carbon dioxide. Carbon 
dioxide can turn the lime water 

 
 
 
 
 
 
實作評量 
學習單 4 
 
 
 
 
 
 
 
 
 
 
 
 
 
 
 
 
 
 
 
 
 
 
 
 
 
 
 
 
 
口說評量 
 
 
 
 
 
 
 
 
 
 
 
 
 
口頭評量 
 
 
 



濁的特性。 
(3)二氧化碳具有不助燃的特性。 

2-2 燃燒與滅火 
教師說明： 
(1)只有氧氣和可燃物，並不能使

物質燃燒，還須點火，讓可燃物

達到一定的溫度才會燃燒，這個

溫度稱為燃點。 
→常見可燃物的燃點：汽油

225℃～280℃、紙 160℃～

233℃、酒精 60℃～76℃、木材

400℃～470℃等。 
(2)不同的可燃物其燃點也不同，

當溫度低於燃點時，即使是可燃

物也不會燃燒。 
→不同的物質燃點也不相同，有

些可燃物的燃點較低，容易起火

燃燒，又稱易燃物，例如汽油、

紙類、木材、酒精、蠟燭、瓦

斯、布類、塑膠等。 
‧想一想：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

照片，並請學生想一想：燃燒中

的蠟燭是不是也具有氧氣、可燃

物和達到燃點三個條件？ 
→照片中的蠟燭是可燃物，放在

空氣中並不會燃燒，須點火提高

溫度（達到燃點）才會燃燒。 
‧教師歸納：物質燃燒需要同時具

備可燃物、助燃物和達到燃點，

此三個條件稱為燃燒三要素。 
→燃燒三要素只要移除任何一個

條件，物質就會無法燃燒，達到

滅火的目的。 
 

cloudy. It doesn’t help burning. 
It’s colorless and odorless. 
 
 
 
 
 
 
 
 
 
 
 
Teacher introduces and explains 
fire triangle(燃燒三要素): 
 

 

 
 
 
 
 
 
 
 
 
 
 
 
 
 
 
 
 
 
 
 
 
 
 
 
 
 
 
 
 
 
 
 
 
 
 
 
 
 
 
 

活動三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3-1 鐵生鏽的原因 

1.經由觀察和討論，察覺鐵製品經過一段時間，有些會生鏽。 

2.察覺鐵生鏽前後，外觀上的差異。 

3.透過討論或實驗，證明鐵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4.認識科學研究的方法及歷程，並學會操控變因的科學方法。 

5.透過討論和實驗，察覺酸性水溶液對鐵生鏽速度的影響。 

6.學習操控變因的科學方法。 

3-2 如何防止鐵生鏽 

1.透過討論和觀察，認識防止鐵生鏽的方法。 



2.培養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的習慣。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科學研究方法及歷程的相關字詞。 
2. 能看懂科學研究方法及歷程學習單的內容。 
3. 能聽懂鐵生鏽相關實驗的步驟。 
4.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和句型記錄鐵生鏽相關實驗的結果。 
5. 能用簡易的句型回答鐵生鏽相關實驗的提問。 
6. 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鐵生鏽相關實驗得到的結論。 
7. 能用教師提供的模版，說出鐵生鏽相關實驗的科學研究方法及

歷程。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3-1 鐵生鏽的原因 

1.引起動機 
教師揭示：生鏽的鐵製品或鐵生

鏽的照片，並說明我們四周有許

多鐵製的物品，經過一段時間，

有些會生鏽。 
→教師於課前準備生鏽的鐵製

品，或於校園中尋找生鏽的設施

等。 
說一說： 

(1)你曾經在生活中看過哪些生鏽

的物品？ 
→學生可能會回答數種答案。例

如腳踏車、鐵門、鐵窗、鐵釘、

汽車等。 
(2)鐵生鏽會變成什麼樣子？ 
→鐵生鏽會變成棕色、褐色，摸

起來粗粗的，有些一摸就會掉落

生鏽的鏽屑。 
‧說明：鐵本來是堅固又有光澤的

金屬，生鏽以後表面產生棕色又

容易碎的鐵鏽。 
2.發展活動 
預測（Prediction） 
教師提問：是什麼原因使鐵生鏽

了？ 
→例如鐵在室外容易生鏽；鐵

放在室內也會生鏽。 
‧教師說明：科學研究方法及歷

程。 
→科學研究方法及歷程有：觀

察現象→提出問題→形成假設

→設計實驗→獲得結論。 

 
 
T: Look at the things in the four 
pictures(P.45).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What are 
they all made out of? Rusting 
can cause what changes? What 
changes do you see? 
Ss:(學生自由回答) 
 
 
 
 
 
 
 
 
 
 
 
 
 
 
 
 
 
 
 
 
 
 
 
 
 
 
Scientific Method 科學研究方

法及歷程 

 
口頭評量 

 
 
 
 
 
 
 
 
 
 
 
 
 
 
 
 
 
 
 
 
 
 

口頭評量 
 
 
 
 
 
 
 
 
 
 
 
 



觀察現象：在多雨的季節，經由

觀察，發現戶外的鐵製品較容易

生鏽。 
→經由觀察發現長期放在戶外

的鐵製品相較於室內，有生鏽

情形較明顯的現象，而引起探

究之心。 
提出問題：為什麼戶外淋雨的鐵

製品容易生鏽？ 
→針對提出的問題，經由討論

發現在潮溼的地方，鐵容易生

鏽，並提出假設「鐵製品在潮

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鏽」。 
形成假設：鐵製品在潮溼的環境

中比較容易生鏽。 
→本活動訓練學生對觀察的事

物做一概括性的整理，即所謂

的形成假設（Formulating 
Hypotheses），應用科學探究步

驟處理生活中的問題。 
設計實驗：觀察「水分」對鐵製

品生鏽的影響。 
→針對形成的假設，設計實

驗，並進行驗證。 
→由於要培養思考能力，及主

動學習的習慣，所以應鼓勵學

生討論驗證方法，學習研究的

方法，不宜直接告知驗證方

法。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假設鐵製品在「?」的環境中比較

容易生鏽，要怎樣進行驗證呢？ 
→討論實驗方法，只要可行就可

以，不必規定各組都要相同。 
●舉例：「水分」對鐵製品生鏽的

影響，建議操作步驟如下： 
 (1)準備兩個大小相同的鋼絲絨

球，一個浸泡清水後取出，當

作實驗組；另一個保持乾燥，

當作對照組。 
 (2)分別將兩個鋼絲絨球放入夾鏈

袋裡，再封緊袋口。 
 (3)一段時間後，觀察鋼絲絨球的

變化，並記錄下來。 
→教師應於觀察生鏽情形

後，讓學生記錄觀察的時

間和結果。 
→必須改變的因素：有沒有

Make observations (觀察現象) 
Iron products need air to rust. 

 
 
 
Ask a question (提出問題) 
Why do iron products rust when 
rain touches them? 
 
 
 
Make a hypothesis (形成假設) 
If iron products are in a wet 
environment then they will rust 
faster.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實驗

目的) 
Find out the effect of moisture 
on iron products. 
 
 
 
 
 
 
 
 
 
 
 
 
操作(Operation) 
Instructions: 
1. Take two steel wools. Dip 

one steel wool into the 
vinegar, and the other one 
into the water. 

2. Take out the two steel wools 
and put them seperately in 
the bags. 

3. Seal the bags and wait for a 
while. 

4. Observe the changes of the 
steel wools. 

5. Record the results in the 
worksheet.(學習單 5) 

 
 
 
 

 
 
 
 
 
 
 
 
 
 
 
 
 
 
 
 
 
 
 
 
 
 
 
 
 
 
 
 
 
 
 
 
 

實作評量 
學習單 5 

 
 
 
 
 
 
 
 
 
 
 
 
 
 
 
 
 
 
 
 



浸泡過水。除必須改變的

因素外，其他因素都要保

持不變，如溫度、材料、

空氣等。 
獲得結論：從實驗中發現，潮溼

的鋼絲絨球比乾燥的鋼絲絨球

快生鏽，因此可以推論鐵製品

在潮溼的環境中比較容易生

鏽。 
→經由實驗結果，可以推論假

設是否正確。 
‧參考上述方法，或根據你們這一

組設計的方法做做看。 
‧嘗試設計「酸雨」、「空氣的多

寡」會使戶外的鐵製品更快生

鏽的實驗。 
討論 (Discussion) 
小組發表實驗結果： 
(1)在潮溼環境中的鐵製品比較容易

生鏽。 
(2)酸性水溶液會使鐵製品的生鏽速

度加快。 
(3)在充滿空氣的環境中，鐵製品比

較容易生鏽。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檢驗鐵生鏽所需的氣體。 

(1)將鋼絲絨球浸泡醋。 
(2)將鋼絲絨球夾起，輕輕甩乾

後，放入廣口瓶內，並固定

在廣口瓶底部。 
(3)將底部固定有鋼絲絨球的廣

口瓶，垂直倒過來，放在紅色

水中，當作實驗組；另取一個

空廣口瓶，垂直倒放在紅色水

中，當作對照組。 
(4)20 分鐘後，觀察廣口瓶內的

水位變化。 
(5)在紅色水中，用透明板蓋緊

有鋼絲絨球的廣口瓶瓶口，

並取出廣口瓶直立放在桌

上。 
(6)在紅色水中，用另一個透明

板蓋緊空廣口瓶瓶口，並取

出廣口瓶直立放在桌上。 
(7)同時將兩支點燃的線香，分

別伸入兩個廣口瓶中，觀察

線香燃燒的情形。 
→因為線香在實驗組廣口瓶內

 
 
 
 
 
 
 
 
 
 
 
 
 
Results : Steel wool dipped in 
vinegar will rust faster and more 
easily. 
Conclusion: Acid liquids will 
speed up rusting. 
Results : The steel wool put in a 
bag with air will rust faster and 
more easily. 
Conclusion: Iron products need 
air to rust. 
 
操作 (Operation) 
What type of air do iron product 
need to rust? 
Instructions: 
1. Dip the steel wool into the 

vinegar. 
2. Take out the steel wool. 

Gentlely shake it for a little 
bit. Put the steel wool in the 
bottom of the jar. 

3. Turn the jar with the steel 
wool upside down and place 
it in the red water. Take 
another jar without steel 
wool. Turn it upside down 
and also place it in the red 
water. 

4. Wait for 20 minutes. 
Observe the changes in the 
water level. 

5. Take the jar with the steel 
wool out of water. Cover the 
jar with glass. Put the jar on 
the table. 

6. Repeat the same steps with 
the other jar. 

7. Light the two incense sticks. 
Put one stick in the jar with 
the steel wool and the other 
stick in the jar without steel 
wool. Observe the burning. 

 
 
 
 
 
 
 
 
 
 
 
 
 
 
 

實作評量 
學習單 5 

 
 
 

口說評量 
學習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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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滅的速度比對照組廣口瓶內

快，表示實驗組廣口瓶內所含

的氧氣量較對照組廣口瓶內的

氧氣量少，因此可以推論鐵生

鏽用掉的氣體是空氣中的氧

氣。 
討論 (Discussion) 
教師說明：鐵生鏽與線香燃燒，都會

用掉空氣中的氧氣。 
3-2 如何防止鐵生鏽 
解釋 (Explanation) 
教師提問：了解生鏽的因素後，你

知道生活中有哪些防鏽方法嗎？ 
→只要能隔絕鐵製品和空氣、水分

接觸，就能達到防鏽的目的。常

見的防鏽方法有以下幾種： 
(1)塗油漆：例如在鐵窗、鐵門上漆

能防鏽。 
(2)保持乾燥：保持鐵製品表面乾燥

可防鏽，例如刀具清洗後擦乾。 
(3)包覆塑膠皮：在鐵製品上包覆塑

膠皮，以隔絕空氣和水分，例如迴

紋針包覆塑膠皮。 
‧閱讀「知識庫」：電鍍和合金。 
(4)電鍍：電鍍是利用電流，將物體

放入特殊的水溶液中，通電後，水

溶液中的物體表面鍍上另一種金

屬，通常是為了防鏽，如鍍鋅、鍍

鋁；或使飾品變得更好看，如鍍

金、鍍銀等。 
(5)製成合金：合金是將兩種或兩種

以上的物質（其中至少有一種為金

屬）熔在一起，形成另一種金屬。

不鏽鋼就是由鐵、鉻、鎳等不同物

質所組成的合金，使其表面產生一

層保護膜。 
→鼓勵學生運用電腦搜尋相關資

料，探討後發表。例如鐵生鏽需

要氧氣，所以隔絕空氣可以防

鏽。潮溼的環境容易使鐵製品生

鏽，保持乾燥比較不會生鏽。 
教師歸納： 
保持乾燥、減少與空氣接觸、電鍍或

合金等，都是生活中常用的防鏽方

法。 

8. Record your experimental 
design in the worksheet (學
習單 5) and be ready to use 
the worksheet (學習單 6) to 
talk about your findings. 

 
討論 (Discussion) 
Results: Both rusting and 
burning need oxygen. 
Conclusion: Burning and rusting 
are two types of oxidation. 
Oxidation needs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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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多媒體教學資源、教材、學習單、評量單等，請依節次順序排列） 
學習單 1 

 



學習單 2 

 
  



學習單 3 



學習單 4



學習單 5 



學習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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