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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共和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公開授課實施成果摘要 

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111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教學設計單 
 

單元名稱 
第四單元：空氣與燃燒 

4-1 氧 
適用年級 五年級 

教學者 石國賢 教學節數 第 2節，共 5節 

教材來源 翰林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 

教學目標 

1. 藉由實驗證明燃燒需要空氣。 

2. 知道如何製造氧氣。 

3. 知道如何檢驗氧氣的性質。 

能力指標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3-1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2-3-3-2 探討氧及二氧化碳的性質；氧的製造、燃燒之了解、氧化（生

鏽）等，二氧化碳的製造、溶於水的特性、空氣污染等現象。 

3-3-0-5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

之影響，使得產生的結果有差異。 

教學資源 
雙氧水、金針菇、胡蘿蔔、馬鈴薯、橘子皮、香蕉皮、芹菜、廣口瓶、

玻璃片、蠟燭、淺水盤、溫度計、量筒、線香 

活動過程 
教學 
資源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一、 準備活動 

1. 複習前一節課實驗一： 

（1） 將 2 支蠟燭分別固定在玻璃片

上，並點燃蠟燭。 

（2） 用廣口瓶罩住其中 1 支蠟燭，

並觀察 2支蠟燭的燭火變化。 

（3） 請學生比較蠟燭罩上廣口瓶前

後的燃燒情形，有什麼差別？

並思考為什麼會這樣呢？ 

2. 複習前一節課實驗二： 

（1） 將 2 支蠟燭分別固定在玻璃片

上，放入裝有顏色水的淺水盤

內，並點燃蠟燭。 

（2） 用廣口瓶罩住其中 1 支蠟燭，

並觀察燭火及廣口瓶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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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學生思考廣口瓶內為什麼會

產生這樣的變化呢？ 

3. 教師展示課本 p.81「空氣的成分」

圖表，師生歸納：蠟燭燃燒時需要

空氣，可能是空氣中的氧氣。 

二、 發展活動 

1. 說實驗： 

（1） 教師說明「製造與檢驗氧氣」實

驗的方法與步驟，進行不同的

催化劑對於雙氧水分解出氧氣

的實驗。 

（2） 師生討論利用科學研究的方法

來進行本項實驗時，應該控制

的因素有哪些？並思考為什麼

要這樣進行的原因？ 

2. 做實驗： 

（1） 請學生自由選擇想要用來進行

實驗的催化劑。 

（2） 請學生先觀察廣口瓶內雙氧

水，並使用溫度計測量雙氧水

的溫度。 

（3） 請學生同時在廣口瓶中加入剪

成碎塊狀的催化劑，並用玻璃

片將瓶口完全蓋住，觀察瓶內

的變化，並使用溫度計測量此

時雙氧水的溫度。 

（4） 請學生將玻璃片移開一個小

縫，把點燃的線香放入廣口瓶

內，比較線香在瓶內和瓶外的

燃燒情形。 

三、 綜合活動 

1. 論實驗： 

（1） 雙氧水中有沒有加入催化劑，

出現什麼差別？加入催化劑有

什麼作用？ 

（2） 將點燃的線香放入廣口瓶中，

線香出現什麼現象？ 

2. 根據實驗結果，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氧氣與物質燃燒有什麼關係？ 

3. 請學生完成習作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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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石國賢 任教年級 五年甲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觀課人員 莊鴻專、沈質心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空氣與燃燒 

4-1 氧 

觀察前會談日期 111年 10月 27日 地點 辦公室 

一、 課程脈絡（可包含：（一）學習目標：

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

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三）教師

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四）學生學

習策略或方法；（五）教學評量方

式。）： 
 

（一） 學習目標： 

1. 藉由實驗證明燃燒需要空氣。 

2. 知道如何製造氧氣。 

3. 知道如何檢驗氧氣的性質。 
 

（二） 學生經驗： 

1. 從前一節課教學活動中，知道如果

用玻璃杯把燃燒中的蠟燭蓋住，蠟

燭燃燒一小段時間後就會熄滅。這

表示蠟燭燃燒時需要空氣，可能是

空氣中的氧氣。 

2. 知道增加空氣的流通可以幫助物

質燃燒。 
 

（三）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 準備活動 

（1）複習前一節課實驗一，請學生比

較蠟燭罩上廣口瓶前後的燃燒

情形，有什麼差別？並思考為什

麼會這樣呢？ 

二、 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

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

觀察任務）及觀察工具（請依觀察

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可參考

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

擇」）： 
 
 

（一） 觀察焦點： 

1. 教師教學行為 

（1）教師能否掌握教材內容，實施

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2）教師的教學解說過程？ 

2. 學生學習表現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的程度？ 

（2）學生在課堂中，對哪一個部分

感到興趣？ 

（3）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沒有困難

之處？ 

（4）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什麼情

境？ 

3. 班級經營狀況 

（1）師生互動情形？ 

（2）教師溝通技巧？ 

（3）學生有干擾課堂的行為嗎？情

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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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習前一節課實驗二，用廣口瓶

罩住其中 1支蠟燭，並觀察燭火

及廣口瓶內的變化，請學生思考

廣口瓶內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

變化呢？ 

2. 發展活動 

（1）說實驗： 

a. 師生討論利用科學研究的方

法來進行不同的催化劑對於

雙氧水分解出氧氣的實驗

時，應該控制的因素有哪

些？並思考為什麼要這樣進

行的原因？ 

（2）做實驗： 

a. 請學生先觀察廣口瓶內雙氧

水，並使用溫度計測量雙氧

水的溫度。 

b. 請學生同時在廣口瓶中加入

剪成碎塊狀的催化劑，並用

玻璃片將瓶口完全蓋住，觀

察瓶內的變化，並使用溫度

計測量此時雙氧水的溫度。 

c. 請學生將玻璃片移開一個小

縫，把點燃的線香放入廣口

瓶內，比較線香在瓶內和瓶

外的燃燒情形。 

3. 綜合活動 

（1）論實驗： 

a. 雙氧水中有沒有加入催化

劑，出現什麼差別？加入催

化劑有什麼作用？ 

b. 將點燃的線香放入廣口瓶

中，線香出現什麼現象？ 

c. 根據實驗結果，教師引導學

生思考氧氣與物質燃燒有什

麼關係？ 

 

 

 

（二）觀察工具： 

工具 9、教學錄影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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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透過實際操作實驗過程，察覺在雙

氧水中加入催化劑可以加速雙氧

水分解出氧氣，並觀察反應的變

化。 

2. 透過實際操作實驗過程，發現不同

的催化劑對於雙氧水分解出氧氣

的效果不同。 

3. 透過討論與歸納，理解利用科學研

究的方法來進行實驗時，應該控制

的因素有哪些？ 
 

（五） 教學評量方式： 

1.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實驗操作並觀

察實驗反應的情形。 

2. 能專心聆聽並發表想法，歸納實驗

結果，提出實驗結論。 

3. 能理解並發表利用科學研究的方

法來進行本項實驗時，應該控制的

因素有哪些？ 

三、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

同意書請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 111 年 10 月 28 日 14 時 20 分 

2. 地點： 專科教室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 111 年 10 月 31 日 10 時 30 分 

2. 地點：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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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紀錄表 

（本表由觀課人員填寫，並須檢附觀察工具。）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石國賢 任教年級 五年甲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觀課人員 莊鴻專、沈質心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空氣與燃燒 

4-1 氧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日期 
111年 10月 28日 地點 專科教室 

觀察工具名稱 工具 9、教學錄影回饋表 

注意事項： 

1. 請檢附入班觀課所使用的觀察工具（如使用量化工具須附原始資料）。 

2. 請自行設計或參用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所列之觀察工具，可依觀察焦點使用部

分欄位或某規準，不必完整使用該紀錄表，亦可兩種以上工具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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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觀察後回饋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石國賢 任教年級 五年甲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觀課人員 莊鴻專、沈質心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空氣與燃燒 

4-1 氧 

回饋會談日期 111年 10月 31日 地點 辦公室 

一、 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

事實 

觀課人員：沈質心 

1. 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能緊扣住教學目

標，教學思路清晰。 

2. 學習過程學生積極參與並踴躍發表意

見，學生也樂於學習。 

3. 老師課前準備教材充分且用心。 

4.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讓同組成員充分討

論，讓彼此都有發言機會。 

觀課人員：莊鴻專 

1. 授課教師能兼顧大部分學生狀況，透

過講解觀察實驗動手做，加深學生對

該概念更佳清晰。 

2. 老師在實驗過程都會叮嚀學生注意實

驗安全，學生也都能依指示進行實驗。 

3. 老師口齒清晰，說話速度適中，表達

明確。 

4. 學生專心程度高，都能對老師拋出之

問題予以回應。 

5. 老師充分運用資訊設備做融入教學，

使學生有不同的教學媒材，讓教學更

活潑。 

二、 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關聯 

（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點的問題） 

1. 教師教學行為 

（1）授課教師在教學過程能緊扣住教

學目標，教學思路清晰。 

（2）老師口齒清晰，說話速度適中，表

達明確。 

（3）老師充分運用資訊設備做融入教

學，使學生有不同的教學媒材，讓

教學更活潑。 

2. 學生學習表現 

（1）學習過程學生積極參與並踴躍發

表意見，學生也樂於學習。 

（2）授課教師能兼顧大部分學生狀況，

透過講解觀察實驗動手做，加深學

生對該概念更佳清晰。 

（3）學生專心程度高，都能對老師拋出

之問題予以回應。 

3. 學生同儕互動 

（1）運用小組合作學習讓同組成員充

分討論，讓彼此都有發言機會。 

4. 班級經營狀況 

（1）老師課前準備教材充分且用心。 

（2）老師在實驗過程都會叮嚀學生注

意實驗安全，學生也都能依指示

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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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未來教

與學的啟發 

觀課人員：沈質心 

1. 實驗設備教師準備充分，提供良好學

習環境。 

2. 課堂進行中，有部分學生愛說話，可

適時提醒。 

3. 整節課的引導與教學深具邏輯性，與

學生的互動相當良好。 

觀課人員：莊鴻專 

1. 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習不是只有教師講

授，而是透過做中學讓學生參與其中，

教師在這部分做得非常成功。 

2. 可讓同學針對實驗過程自我進行問題

設計，應可激發同學更多不同的思考。 

授課教師：石國賢 

1. 讓學生藉由動手實際操作的過程，透

過愈嚴謹控制實驗的變因，實驗結果

愈可驗證假設的對與否。 

2. 透過講解觀察實驗動手做，加深學生

對該概念更佳清晰。 

3. 雖想營造學生輕鬆學習的氛圍，但對

於部分學生課程秩序的掌控也應兼

顧。 

四、 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採取之

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下次的觀察

焦點） 

授課教師下次擬採取之教學策略： 

1. 持續透過動手實際操作的過程，培養

學生分組合作的精神，並理解自然科

學的概念。 

2. 自然科學與生活息息相關，期望讓學

生在操作、體驗自然科學觀念的過程

中，更能與生活經驗相結合。 

3. 教學時間之分配可更精準掌握。 

4. 更精熟自然科學領域的教學脈絡，縱

向連結各年級的學習內容。 

下次的觀察焦點： 

1. 教師教學行為 

（1）教師能否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

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2）教師的教學解說過程？ 

2. 學生學習表現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的程度？ 

（2）學生在課堂中，對哪一個部分感到

興趣？ 

（3）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沒有困難之

處？ 

3. 學生同儕互動 

（1）小組間互動情形如何？ 

（2）小組討論是否聚焦本次課堂？ 

4. 班級經營狀況 

（1）師生互動情形？ 

（2）教師溝通技巧？ 

（3）學生有干擾課堂的行為嗎？情況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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