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陸-1  

九年級校訂(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或其他類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科學探索 

課程類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 其他類課程(註1)   

授課年級：九年級(上學期) 

課程目標：引導學生透過探究等多元途徑獲得深度的學習，使以培養科學素養，並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力及科學態度，並且能初步了解 

          科學本質。 

對應學校課程願景/校本素養指標：生活美學-1-2結合科技與創意-1-2-1從生活中察覺問題，運用科技思維進行分析 

                               卓越公民2-1能反思自我2-1-2 理性地進行思辯與分析問題核心 

                               探索實踐-3-2能發展潛能-3-2-3能自我激勵，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社會參與4-1藉由溝通、理解4-1-2培養團隊合作，接納多元觀點 

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學生能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力及科學態度。 

評量機制（含評量方式及比例）：1、基本的科學知識（30％）：學習單、資料蒐集整理。 

                             2、探究與實作能力（40％）：觀察記錄、實驗設計與操作、分組報告(含口頭發表及成果發表) 、成果書面報告                              

3、科學態度（30％）：秩序、參與討論、課堂問答等上課表現。 

週次 課程/單元主題 學生學習重點/教師教學重點/教學進度 使用教材 
協同領域/科目及

授課教師 
議題融入 

1-2 
計時器 

單擺計時器 

用單擺製作出秒擺。利用單擺等時性，調整單擺

長度，製作出能計時1秒的單擺。 

器材：細繩、重錘。 

科學探究講

義(三) 計

時器 

單擺計時器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5)-2 

3-4 
計時器 

水鐘 

 

用盛水容器製作出課堂計時器。以水桶、寶特瓶

等容器鑽孔、滴水來製作能計時45分鐘(1堂課)的

時鐘 

 

 

科學探究講

義(三) 計

時器 

水鐘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5-6 座標與方位 

運用科技產品判讀所在位置及利用經緯度搜尋目

標位置。 

1.利用 Google地圖、Google Earth軟體、衛星

導航系統等找出目前經緯度座標 

2.依經緯度搜尋目標位置，並找出到達目的地的

路線 

科學探究講

義(三) 座

標與方位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2 

6 

人造衛星 

福衛七號 

 

根據圓周運動及牛頓第二運動定律解釋人造衛星

所受的合力，並討論人造衛星上之重量的情況 

科學探究講

義(三) 人

造衛星 

福衛七號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6)-1 

課綱：自然-能源教育-(能 J4)-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8-9 
火箭升空與水

火箭 

利用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角

度解釋火箭和水火箭的升空原理 

科學探究講

義(三) 火

箭升空與水

火箭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16)-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2 

10-11 噴射小烏賊 

1.瞭解牛頓第二及第三運動定律的內容。 

2.能應用牛頓定律自日常生活中。 

3.透過勞作的過程，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科學

態度 

（每組準備大小形狀不同的氣球） 

科學探究講

義(三) 噴

射小烏賊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16)-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2 

 

12 
能量滑板競技

場 

討論滑板所獲得的能量轉換，造成的運動狀態和位

置狀態的改變 

科學探究講

義(三) 能

量滑板競技

場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16)-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3 
開瓶器 

 

以槓桿原理，利用常見物品製作開瓶器。以紙

張、螺絲、木板；鑰匙…，等生活中常見物品，

將黑麥汁的鐵蓋(非旋轉式)打開 1. 紙張、竹筷 

2. 玻璃瓶裝黑麥 

科學探究講

義(三) 開

瓶器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5)-1 

14-15 滑輪組 了解滑輪組在生活上的應用，以及所帶來的便利 

科學探究講

義(三) 滑

輪組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16)-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2 

16-19 攻城投石機 
利用槓桿原理所作的投石機，要怎麼改良才能投

擲的更遠，更了解簡單機械 

科學探究講

義(三) 攻

城投石機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4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4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4 

20-21 
平衡吊飾 

(課程結束) 

介紹槓桿原理，為使學生有更深刻的體認，本活

動將課本實驗2-1加以改編，使小組利用實作的機

會，探討影響轉動的原因並發揮創意，讓學生經

由探究、驗證以獲得之知識。 

科學探究講

義(三) 平

衡吊飾 
自然領域/理化科 

 

 

 

 

 

 

 

 

 

 



 

 

課程名稱：科學探索 

課程類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 其他類課程(註1)   

授課年級：九年級(下學期) 

課程目標：引導學生透過探究等多元途徑獲得深度的學習，使以培養科學素養，並具備科學的核心概念、探究能力及科學態度，並且能初步了解 

          科學本質。 

對應學校課程願景/校本素養指標：生活美學-1-2結合科技與創意-1-2-1從生活中察覺問題，運用科技思維進行分析 

                               卓越公民2-1能反思自我2-1-2 理性地進行思辯與分析問題核心 

                               探索實踐-3-2能發展潛能-3-2-3能自我激勵，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社會參與4-1藉由溝通、理解4-1-2培養團隊合作，接納多元觀點 

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學生能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探究與實作能力及科學態度。 

評量機制（含評量方式及比例）：1、基本的科學知識（30％）：學習單、資料蒐集整理。 

                             2、探究與實作能力（40％）：觀察記錄、實驗設計與操作、分組報告(含口頭發表及成果發表) 、成果書面報告 

                             3、科學態度（30％）：秩序、參與討論、課堂問答等上課表現。 

週次 課程/單元主題 學生學習重點/教師教學重點/教學進度 使用教材 
協同領域/科目及

授課教師 
議題融入 

1-2 
生活中的靜電

魔法 

1.使學生能瞭解靜電現象的本質。  

2.學生能理解摩擦起電、感應起電及接觸起電等方

法的應用。  

3.使學生能瞭解靜電現象在生活中的應用。  

4.使學生理解萊頓瓶能儲存電荷的原理。 

科學探究講

義(三) 生

活中的靜電

魔法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3-4 筆芯燈泡 

1.讓學生透過實驗學習到電流的熱效應及其影響

因素。 

2.讓學生經由觀察與實作，收集各種信息，能啟

迪學習動機，培養探究能力，增進科學素養。 

科學探究講

義(三) 筆

芯燈泡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2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2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2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2 



5-6 
伏打電池之效

能 

1.透過改變電解液的濃度及種類、電極與電解液

的接觸面積...等探究與實作，能察覺伏打電池的

效能會受到影響。  

2.透過各項變因的控制，例如：兩極金屬種類、

兩極相距距離、兩極浸入溶液的深度 

等(多個變因)，來探討可影響伏打電池效能的因

素，並選一操縱變因來進行實驗設 

計，以了解該變因和伏打電池效能的關係，學習

利用控制變因法解決問題。  

3.透過進行觀察、實驗設計與執行來理解及解釋

影響伏打電池的因素，並在實作過程中提昇學習

信心。 

科學探究講

義(三) 伏

打電池之效

能 

自然領域/理化科 

課綱：自然-能源-J3-2 

課綱：自然-能源-J4-2 

課綱：自然-科技-E1-2 

課綱：自然-科技-E2-2 

7-9 
電鍍:銅上身 

 

 

1.用砂紙磨除被鍍物表面的鏽斑。 

2.以鑷子夾取被鍍物浸入 100 mL 氫氧化鈉溶液

約 1 分鐘以去除油汙。 

3.以鑷子將被鍍物自氫氧化鈉溶液中取出，使用

盛裝蒸餾水的洗滌瓶沖洗。 

4.以銅片當作正極，被鍍物當作負極，硫酸銅溶

液作為電鍍液，用導線連接電源。 

5.調整電流約 0.1A 通電 10 15 分鐘，觀察被鍍

物表面顏色的變化。 

6.關閉電源，用鑷子將被鍍物取出，以蒸餾水沖

洗後，再用滴管吸取丙酮沖洗，並靜置使其乾

燥。 

7.使用後的氫氧化鈉與硫酸銅溶液，應分別倒入

指定的容器中回收，可供其他班級繼續使用。 

 

科學探究講

義(三) 電

鍍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5)-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0-11 單極馬達 

1.讓學生透過實驗學習到電動機原理及其影響因

素。 

2.讓學生經由觀察與實作，收集各種信息，能啟

迪學習動機，培養探究能力，增進科學素養。 

科學探究講

義(三) 單

極馬達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5)-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2-13 
電與磁之舞 

 

1.透過簡易馬達的製作，讓學生體驗電流磁效及

電與磁之間的交互作用。  

2.透過手搖發電棒的製作，讓學生體驗發電機的

發電原理。  

3.透過實作及觀察，提昇學生在電與磁單元的學

習動機，並在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手 

腦並用解決問題的能力。 

科學探究講

義(三) 電

與磁之舞 

自然領域/理化科 

課綱：自然-能源-J4-2 

課綱：自然-能源-J5-2 

課綱：自然-科技-E1-2 

課綱：自然-科技-E2-2 

14 磁浮列車 
認識磁浮列車的工作原理，並能進一步自己設計

一台迷你版的磁浮列車 

科學探究講

義(三) 磁

浮列車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5 核能發電 
知道什麼是核能發電原理，並了解它的危險性和

如何更安全有效率的使用它 

科學探究講

義(三) 核

能發電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環境教育-(環 J16)-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6 無線充電解密 
市面上的無線充電裝置是怎麼運作的，除了無線

充電以外，這種裝置還能運用在哪些方面 

科學探究講

義(三) 無

線充電解密 
自然領域/理化科 

法定：自然-環境教育課程-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1)-1 

課綱：自然-品德教育-(品 J8)-1 

課綱：自然-安全教育-(安 J9)-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3)-1 

課綱：自然-閱讀-(閱 J10)-1 



17-18 

太陽光電應用

於無線充電 

(課程結束) 

1.了解「太陽光電」 

2.了解「無線供電/充電系統」組成元件 

3.了解檢測儀器、工具、材料 

4.具備繪製「太陽光電板」串聯、並聯方式與輸

出電壓之關係圖表能力 

科學探究講

義(三) 太

陽光電應用

於無線充電 

自然領域/理化科 

課綱：自然-能源-J4-2 

課綱：自然-能源-J5-2 

課綱：自然-科技-E1-2 

課綱：自然-科技-E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