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公開觀課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設計  

版本或 

自編 
康軒     單元名稱 水溶液 課次名稱 溶解現象       

設計時間 104年 9月 21日 教學時數      40分鐘 共 1 節 

適用年級

（可複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觀課日期:104.10.2第三節 五丙 

屬性 

（可複選） 
█有效教學 □多元評量  □差異化教學  □補教教學  □適性輔導  □其他 

學習主要領

域(或議題)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學習次要領

域(或議題) 
領域(議題) 

設計理念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以看見水溶液，例如飲料、茶水、甚至清潔劑等。水溶液對學生

來說是很熟悉的題材，教案透過「溶解」來說明水溶液的性質。此教學活動利用實驗、

觀察、記錄與蒐集資料等活動方式進行學習，將實驗操作觀測結果加以預測、連結、

分析、比較、歸納與統整出結論，藉以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水溶液性質，並能將實驗所

得結果運用於日常生活，並統整生活中常見水溶液之健康概念。 

九年一貫領

域能力指標 

1-1-1-4運用五官觀察物體的特徵(如顏色、敲擊聲、氣味、輕重…) 

1-3-1-1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1-3-5-4願意與同儕互相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2-1-1-2「察覺」到每種狀態的變化常是由一些原因所促成的，並「練習」如何去操作

和進行探討活動 

3-1-0-1能依照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說出來 

1-2-2-1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2自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5-3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與媒體獲得資訊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物的變化並推測可

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

應變量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蒸發、擴散、脹縮、軟硬

等。 

7-3-0-1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識與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設計者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電子郵件 

蔡明弘 中山國小  

關鍵字 溶解 



教學目標 

一、透過實驗操作過程，了解並觀察水溶液中物質溶解在水中的現象。 

二、瞭解水溶液中的溶解特性，以及生活中溶解的運用和生活中水溶液。 

三、瞭解水溶液中的溶解量是有限的，透過實驗操作的過程，水的重量會改變。 

教學活動 

節  數 教學流程 
時間 

（分） 
教學資源運用 評量方式 

 

壹、準備活動 

一、準備各種水溶液材料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相關舊經驗的引導與生活經驗提  

問。 

學校老師總是在宣導不要喝含糖飲

料，究竟甚麼是含糖飲料? 

(提取訊息) 

二、活動：溶解現象 

(一)我們把砂糖放入茶或咖啡之中攪

拌，經過一段時間，砂糖顆粒就消失

了，這時候砂糖去哪裡了呢? (預測) 

1 教師拿出透明玻璃杯放入砂糖攪拌

請大家觀察。 

2.請同學討論砂糖不見了，玻璃杯中

的液體有什麼變化？(推論分析) 

3.在生活周遭是不是還有相同的例子

呢?請舉出例子來說明(連結策略) 

二、水溶液可以溶解砂糖、鹽之類的

物質，那麼水溶液是不是可以無限量

溶解物質呢? (詮釋整合) 

各組實作觀察「砂糖溶解實驗」 

 

 

 

 

 

 

 

 

5分 

 

 

 

 

 

 

 

 

5分 

 

 

 

 

5分 

 

 

 

 

 

 

 

 

 

 

 

15分 

 

 

 

 

 

 

 

 

教學活動 PPT 

 

 

市面上常見之飲品 

(觀察成分標示，提

取訊息) 

 

 

 

水、透明玻璃杯 

、砂糖 

 

 

 

 

 

 

 

 

 

 

玻璃杯、砂糖、 

茶匙、磅秤 

 

 

 

 

 

 

 

 

 

 

 

 

 

 

 

 

 

 

 

 

 

了解溶解並不是

消失 

 

 

 

 

 

 

 

 

 

 

能說出觀察的現

象 

 

 

 

 



三、實驗操作 

(一) 一次放一平匙的砂糖，逐次

添加進水溶液並逐次紀錄 

(二) 一平匙的砂糖有多重?在量

的時候要怎樣得知正確的砂糖重

量? 

(三) 把砂糖加入到水中，發現水

溶液產生了哪些變化? (預測策

略) 

1. 水的高度是否有變化? 

2. 重量是否改變? 

3. 顏色是否會產生改變? 

4. 我們一直把砂糖加入水中，最後

會發生什麼事? (預測策略) 

 

 

 

5. 一杯20C.C.的水到底可以溶解多

少砂糖呢? (推論分析) 

 

三、統整歸納 

1. 學生將觀察記錄學習單”砂糖溶

解”實作記錄。 

2. 教師綜合歸納重點，寫習作並檢

討。(歸納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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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學習單 

 

 

習作 

 

 

 

 

小組報告實驗方

式，並回答同學問

題 

  

 

能正確根據實驗

步驟來操作 

 

 

 

 

 

 

 

 

 

 

 

 

 

 

 

 

 

 

 

 

 



課後省思與

建議 

在這次的教學中，閱讀理解策略是用來幫學生釐清基本的觀念，以及把這些概念推展

至生活中常見的原理說明，而在使用上閱讀理解在自然實驗的使用，個人感覺使用比

較偏難，實驗的主體還是在觀察與紀錄，策略是來輔助學生抓住每個數據彼此的關係，

從而找到實驗所要的說明，也因此算是一種輔助策略，對於偏文本的說明及課程上則

能夠成為主體的學習策略。 

    此外在整體的教學還是有了一點瑕疵，應事先先行檢查所有的設備，並先行運轉

一次，以避免到時軟硬體出現差錯，造成時間的延誤，也是一種不好的示範。 

 

教學觀摩影片 https://youtu.be/P6JQdwlGEY4 

 

 

 

 

 

二、參考資源  

名稱 簡介說明 格式 備註（下載連結點） 

書面教材 康軒版五年級自然課本   

多媒體教材    

網站    

 

 

 
 

 

 

 

 

 

 

 

 

 

 

 

 

 

 

 

 

https://youtu.be/P6JQdwlGEY4


班級：五年    班   組別：第       組                 姓名：               

【實驗一】：糖到哪裡去了？    

★實驗器材：燒杯、攪拌棒、砂糖、磅秤 

★實驗步驟與觀察記錄： 

1.在燒杯中裝入 20ml的冷開水。 

2.秤燒杯加冷開水的重量。 

 《紀錄》燒杯加冷開水的重量為〈               〉公克。 

3.將一平匙的糖加入冷開水中。 

4.用攪拌棒攪拌。 

   《紀錄》 

攪拌後糖粒不見了，它到哪裡去了？ 

                                                                         

     觀察燒杯的刻度，水位的高度有什麼變化？                             

再秤一下重量，整個燒杯的重量為〈             〉公克。  

       比較一下燒杯前後的重量，有什麼變化？                              

     嚐嚐看，味道如何？                〈嚐前務必確認溶液是可食用的〉 

  從以上的觀察紀錄發現，整杯水的〈             〉、〈            〉都增加。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溶解現象：當物質加入水中，如果出現物質均勻散布在水中的情形，就是

一種溶解現象。 
 



班級：五年    班  姓名：              組別：第       組 

【實驗二】：不同物質的溶解量    

 

 

 

★實驗器材：燒杯、攪拌棒、量匙、鹽 

★注意事項： 

  1.（          ）要固定。 

  2.（          ）要固定同一支。 

  3.利用『          』來固定量。 

    『       』：舀滿一匙，再用尺刮掉匙面上的鹽，即為一『      』。 

  4.每次加一平匙的物質，並攪拌到完全溶解後，再繼續加下一匙。 

  5.攪拌後，沈在杯底無法再溶解的那一匙，不可以列入計算。 

★實驗步驟與觀察記錄： 

  實驗記錄：（在能溶解的匙數上打ˇ） 

    溶解匙數 

物品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砂糖           

      水量:20毫公升(ml) 

根據實驗結果，發現—-- 

1.20ml的水量，只能溶解(           )的糖。 

2.超過的糖會(                  )。 

   

 

 

溶解量：物質在水中最多可以溶解的量。 



 

104年度苗栗縣中山國民中(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水溶液–溶解現象 

教學過程紀錄 

  
說明一 : 教師講解實驗過程 說明二 : 觀察成分標示，提取訊息 

  
說明三 : 回答成分標示，教師回饋 說明四 : 溶解現象觀察 

  
說明五 : 砂糖溶解實驗 說明六 : 學習單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國小 104年度閱讀理解策略融入 

(自然領域)公開觀課檢討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4  年  10  月  2   日(  五 )  

 會議地點：  4F E化教室 

 教 學 者 ：  蔡明弘 

 教學單元：  水溶液–溶解現象 

 教學班級：  五丙 

  出 席 者 ： 

 

 
 

 



 研討內容: 

陳永興老師 – 

1. PPT的使用時機要再拿捏。 

 

    蔡舒如老師 –  

1. 利用實作，讓孩子親身觀察並紀錄。 

2. 全部孩子參與，低成就孩子也能加入討論，增加成就感。 

 

    蘇淑燕老師 –  

1. 可重述學生的答案，以作進一步的統整確認。 

2. PPT檔文字過小。 

3. 實驗完畢，可先行將器材收回，以免學生把玩。 

4. 可多使用獎勵制度。 

 

鄭權老師 – 

1. 建議多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及回答提問。 

 

鍾國鼎老師 – 

    1.實驗觀察錢，對於觀察重點可再說清楚一點，學生才有明確操作目標。 

 

曾淑惠老師 – 

    1.糖溶解水的觀察，在放糖入水及攪拌時就可進行觀察。糖顆粒的消失與水顏色變化成正比。 

 

陳士弘老師 – 

1. 可讓學生自己量水的重量，再加入糖的重量。 

2. 可從顏色、味道、嗅覺發現容易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