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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李麗菁、施碧鳳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其他              

教案題目： 

從韋恩圖看天氣現象的異同 

授課時數： 

1 節課，40 分鐘。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學生已於前幾節的課程中了解科學方法的幾個步驟並完成實驗設計與操作以及相關的天氣概念，本

次課程進行觀念的綜整，透過平板等硬體設備，在分組合作的歷程中，完成天氣現象的比較分析。 

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學生先備知識 

學生於生活中知道水有蒸發的現象，在空中會凝結成雲。除此之外，隨著溫度改變，水的型
態也會跟著改變。 

學生起點行為 

中年級時，學生已習得水有三態變化及毛細現象，並進行天氣的基礎觀測。而水的三態變化
與天氣有什麼關係呢？這是本課程中，延續中年級的學習內容，進㇐步引導學生進行探究。 

學生特性 

中年級時，水的三態變化是學生習得的概念，到了高年級，透過科學實驗，學生能了解分工的
意義，以掌握實驗的進行，確保實驗安全。本課程中，教師進㇐步引導學生進行資料搜尋與分

類分析，並加以記錄，以期學生能主動探究科學實驗的規劃與進行脈絡。 

 
二、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學預定流程 教學策略 

引起動機 
1. 教師拋問由學生自由回答。 

2. 由學生的舊經驗引入教學單元。 

活動探究 1. 教師進㇐步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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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分組進行資料搜尋、彙整與紀錄。 

3. 上傳討論的結果到 googleclassroom。 

4. 分組發表操作的紀錄與心得。 

重點歸納 
1. 學生口頭發表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2. 學生口頭發表下次上課應注意的事項。 

 

三、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注意力策略 

能依據學習的特定項目維持注意的狀態（如：問答與輪替）。 

能同時區辨不同訊息的重點（如：老師的口語指令和示範的操作流程）。 
記憶策略 

能將新訊息和舊經驗、知識連結（如：聯想配對、關鍵字等）。 

能依據個人學習需求選擇與運用適合的記憶策略。 
組織策略 

能記錄課堂的學習重點（如：作筆記）。 

態度策略 
能用適當的方法完成工作或作業（如：同儕合作）。 

 

四、授課前的準備： 

  

預先跟電腦老師借好平板 分組討論使用的學習單--韋恩圖 

 
五、分組討論的議題 

1. 龍捲風和颱風 

2. 冷氣團和暖氣團 
3. 氣團和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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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冷鋒和暖鋒 

5. 颱風和颶風 

6. 霜和雪 
7. 天氣和氣候 

8. 霧和霾 

 
六、活動步驟說明 

教學資源：「天氣的變化」簡報檔 

教學重點：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利用平板透過搜尋引擎，將生活中相關的天氣概念或資訊進行
比較分析，並完成心智圖後上傳到 googleclassroom 班級教室的資料夾中。 

 

【引起動機】－5分鐘 

    美國南部名城新奧爾良近日再度成為颶風艾達（Ida）的主要受害者，受災區百萬人口斷電，並

且受到洪水威脅。這不得不讓人們聯想到2005年那次幾乎「毀滅」新奧爾良的卡特裏娜颶風。--中

央通訊社 2021年8月28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8280245.aspx 

    這裡所說的颶風是什麼呢！跟颱風有㇐樣嗎？我們如何找到資料來區分它們相同或不同的地

方呢？ 

 

  

老師上課時引起動機的簡報 實際授課照片 

 

【教師拋問】－5分鐘 

    還記得我們之前使用過的韋恩圖嗎？讓我們再來練習㇐次。 

    首先，我們再回顧㇐次造露和造霜的實驗，然後利用下面的韋恩圖來比較實驗器材、操作、結

果等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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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利用實驗指導學生練習韋恩圖 教師利用實驗指導學生練習韋恩圖 

 

【分組討論】－10 分鐘 

  由學生根據抽選到的主題，利用平板找出該名詞的相關資料，摘錄重點並進行比較分析後記錄在

紀錄紙上。然後各組分別利用平板拍照，再上傳到 googleclassroom。 
分組討論抽題內容：1.龍捲風和颱風、2.冷氣團和暖氣團、3.氣團和鋒面、4.冷鋒和暖鋒、5颱風和

颶風、6霜和雪、7天氣和氣候、8霧和霾。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造露 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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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發表】－10分鐘 

由學生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上台發表(1-2組)，說出資料來源為何，如何透過討論彙整出紀錄表。 

教師須協助學生將上傳的紀錄表投影在螢幕上。 
 

  

學生分組上臺報告 針對學生提問教師進行補充 

  

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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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深究】 

針對各組的紀錄表還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嗎？下㇐節課我們會讓各組將資料互換，試著補充不足的地

方。 
 

【綜合歸納】 

天氣現象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透過資料彙整與討論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天氣的概念。 
 

  

老師上課時活動深究的簡報 老師上課時綜合歸納的簡報 

 

七、教學省思 
1. 教師利用時事(臺灣海面附近生成的颱風與熱帶性低氣壓)進行引導，讓學生對於所學的內

容能進行有效連結。 

2. 教師能透過較正向的語言及教室走動，有助於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 
3. 教師請學生利用平板的資料查詢讓同㇐組的學生相互合作來完成該節課的學習內容，且適

時的在教室間走動，留意學生執行過程中是否有困難處。 

4. 可再找時間讓所有學生都上臺報告，並找出學生的優點給予正增強。 
 

八、教師成⾧規劃 

專業成⾧ 

指標 
專業成⾧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

或研究的成果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利用社群討論的機會與其他教師共同分

享。 

參與教育研習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透過閱讀研究有趣的科學實驗，了解其

技巧，並積極參加研習增進應用，以期
能讓科學實驗課程更有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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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內容 

1. 課堂發表：學生能依據教師提問，發表個人的看法。 

2. 分組實作：學生能依據課程內容進行分組資料搜尋，並完成討論紀錄。 
3. 紀錄與分享：由學生分組完成資料搜尋與分析彙整後，分享紀錄結果與心得。 

 

  

學生分組實作 學生上台報告 

  

學生課堂筆記 學生課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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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學生分組討論的結果 

 

 

參考資料： 

中央氣象局：https://www.cwb.gov.tw/V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