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年級第 二 學期自然領域/自然科目課程計畫 

週次 單元名稱 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1-3 
第一章電的

應用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設。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模型

的適用性。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

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化。 

2-4-5-4 了解化學電池與電解作用。 

2-4-5-8 探討電磁作用中電流的熱效應、磁效應。 

2-4-6-1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

變。改用「能」的觀點，則看到「能」的轉換。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 電流的熱效應。 

2. 電與生活。 

3. 電池：鋅銅電池。 

4. 電流的化學效應：電

解水及硫酸銅溶液。 

1.紙筆測驗 

2.實驗操作 

3.口頭評量 

法定：自然-生

涯-(涯 J3)-1 



4-6 
第三章千變

萬化的天氣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3-3探討臺灣的天氣，知道梅雨、季風、寒流、颱風、氣

壓、氣團、鋒面等氣象語彙，認識溫度、溼度及紫外線對人

的影響。 

2-4-4-1 知道大氣的主要成分。 

2-4-8-1 認識天氣圖及其表現的天氣現象。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8 認識做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做實驗

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

知識。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1. 大氣的組成和結構。 

2. 天氣變化。 

3. 氣團和鋒面。 

4. 臺灣的氣象災害。 

5. 天氣預報：判斷天氣

與應用。 

1.紙筆測驗 

2.實驗操作 

3.口頭評量 

 

7-10 
第二章電流

與磁現象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模型

的適用性傳達。 

1-4-5-3 將研究的內容做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5-8 探討電磁作用中電流的熱效應、磁效應。 

2-4-6-1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

變。改用「能」的觀點，則看到「能」的轉換。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8 認識做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做實驗

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

識。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1. 磁鐵與磁場。 

2. 電流的磁效應。 

3. 電流磁效應的應用。 

4. 電流與磁場的交互作

用。 

5. 電磁感應：感應電

流。 

1.紙筆測驗 

2.實驗操作 

3.口頭評量 

 



11-14 
第四章永續

發展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序，但

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

說和解釋數據。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推測可

能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成概

念。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

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說；岩石圈、水

圈、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及彼 此如何交互影響。 

1. 天然災害。 

2. 環境污染。 

3. 全球變遷。 

1.紙筆測驗 

2.實驗操作 

3.口頭評量 

 

15-18 
氣候異常探

討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成概

念。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

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氣候變遷產生的衝擊有海

平面上升、 全球暖化、

異常降水等現象。 

1. 口頭評量 

2. 分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