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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章節內容為能量，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指出能量的重要，分辨不同的形式的能量。以了解

各種不同形式的能量為基礎下，引入能量轉換的概念，理解能量可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所

以各種不同的能量都不會被創造及毀滅，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講解日常生活中的能量轉換器當中

的原理，明白人類設計的機器用具，把能量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以切合我們所需要的能量

形式。其中能量轉換中，會有能量轉化成不同的能量，例如鎢絲燈泡是利用電能轉化成光能，但會有

部分轉化成熱能，因此教導學生能量較換器的效率並非 100%。了解能量轉換的能量並非從最初的形

式直接轉換成最終的形式，而是先轉換成某些中間的形式，亦要明白能量轉換會有部分能量會以其他

形式能量流失，最後會比較受控和失控的能量轉換的不同。 

 

學生於小學階段，學生已有掌握一些常見的能量形式，如熱能、光能、聲能、動能、電能、化學

能，而當中的熱能及勢能的概念比較抽象，可舉出日常例子幫助理解。而能量轉換的部分，學生已有

各種能量的種類，引入能量轉換，先幫助學生建立轉換概念，強調最初和最終的能量形式，於了解能

量轉換的概念後，再提及於能量轉換的過程中會涉及中間的能量形式以及非預期的能量形式，由簡入

深，以免於初期建立轉換的概念及能量形式出現混淆。 

 

本節教學策略是利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引入能量轉換的概念，先引導學生分辨最初及最終的能量形

式，再加強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並利用實驗的結果去驗證新的觀念，用觀察結果去解釋能量轉換，

以做到由觀察去建立知識。 

 

在小組學習中，按照學生的能力與學科知識掌握程度平均分配組員，發揮小組學習的優勢，以達

到互幫互助，共同學習的效果。同時各小組的講解員解釋實驗 4.2A 中，不同的能量轉換，讓學生能

在實驗中學習，能理解分析實驗的中科學原理，有總結展示其實驗記錄的能力。 

 

在教學過程中融入教育主題閱讀，介紹有關能量守恆的科學家，以科學的努力和追求科學真理的

精神，引入科學史對學習科學亦有一定的重要性，。 

 

課程特色： 

1.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指出能量的重要，分辨不同的形式的能量。以了解各種不同形式的能量

為基礎下，引入能量轉換的概念，理解能量可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所以各種不同的能量都

不會被創造及毀滅，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2.在小組學習中，按照學生的能力與學科知識掌握程度平均分配組員，發揮小組學習的優勢，以

達到互幫互助，共同學習的效果。同時各小組的講解員解釋實驗 4.2A 中，不同的能量轉換，讓學生

能在實驗中學習，能理解分析實驗的中科學原理，有總結展示其實驗記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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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教學過程中融入學校教育主題閱讀，介紹有關能量守恆的科學家，以科學的努力和追求科學

真理的精神，引入科學史對學習科學亦有一定的重要性，。  

 

4.設計科學教具遊戲，利用擲骰子、抽卡牌的方式，以練習日常生活中的能量轉換，加強分析能

量形式、能量轉換的部分，以遊戲作練習，以娛為學。  

 

5.反轉課堂設計，先進行能量轉換的實驗，再進行能量轉換的課堂講解。以學生自己總結實驗結

果，先建立好知識的初型，於課堂分享並由老師作修正總結，學生由自己建立的知識會比較深刻。 

 

 

教學進度表： 

教學日期 教學時間 課題 活動簡介 

2016/2/1 1 節 40min  能量轉換 

能量轉換器 

講解基本內容 

2016/2/3 2 節 80min 實驗課：能量轉換 進行實驗 

2016/2/4 1 節 40min 受控制和失控的中間的

能量轉換 

複習知識點及延伸閱讀 

 



 
 

教案內容： 

學科： 科學科 班級：S1A 學生人數：32 人 執教：-- 

課題：能量轉換    本單元/課共 4 節 科主席/組長：-- 

日期及時間：2 月 1 日、2 月 3 日、2 月 4 日 上課地點：S1A 課室 

教學目標設計依據：(教材分析、學生分析和設計理念) 

 教材分析 

  本章節內容為能量，先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指出能量的重要，分辨不同的形式的能量。以了

解各種不同形式的能量為基礎下，引入能量轉換的概念，理解能量可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

式，所以各種不同的能量都不會被創造及毀滅，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講解日常生活中的能量

轉換器當中的原理，明白人類設計的機器用具，把能量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以切合我

們所需要的能量形式。其中能量轉換中，會有能量轉化成不同的能量，例如鎢絲燈泡是利用電能

轉化成光能，但會有部分轉化成熱能，因此教導學生能量較換器的效率並非 100%。了解能量轉

換的能量並非從最初的形式直接轉換成最終的形式，而是先轉換成某些中間的形式，亦要明白能

量轉換會有部分能量會以其他形式能量流失，最後會比較受控和失控的能量轉換的不同。 

 

 學生分析(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 

  學生於小學階段，學生已有掌握一些常見的能量形式，如熱能、光能、聲能、動能、電能、化

學能，而當中的熱能及勢能的概念比較抽象，可舉出日常例子幫助理解。而能量轉換的部分，學

生已有各種能量的種類，引入能量轉換，先幫助學生建立轉換概念，強調最初和最終的能量形式，

於了解能量轉換的概念後，再提及於能量轉換的過程中會涉及中間的能量形式以及非預期的能量

形式，由簡入深，以免於初期建立轉換的概念及能量形式出現混淆。 

 

 設計理念(含生命教育) 

  本節教學策略是利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引入能量轉換的概念，先引導學生分辨最初及最終的能量

形式，再加強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並利用實驗的結果去驗證新的觀念，用觀察結果去解釋能量

轉換，以做到由觀察去建立知識。 

  在小組學習中，按照學生的能力與學科知識掌握程度平均分配組員，發揮小組學習的優勢，以

達到互幫互助，共同學習的效果。同時各小組的講解員解釋實驗 4.2A 中，不同的能量轉換，讓

學生能在實驗中學習，能理解分析實驗的中科學原理，有總結展示其實驗記錄的能力。 

  在教學過程中融入學校教育主題閱讀，介紹有關能量守恆的科學家，以科學的努力和追求科學

真理的精神，引入科學史對學習科學亦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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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設計理念源自於人類善用能量去提高生活品質，要明白能量一切來自大自然，人類亦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珍惜各種能量的利用，同時課題亦以生活的例子，學生理解各能量轉換器

的原理，激發學生思考不同的能量轉換器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引發思維去創造新能源的利用方

式。因此結合本節知識點可以作為一次生命教育的契機。 

具體教學目標(單元) 

A 知識目標 B 情意目標 C 技能目標 

A-1 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 

 

A-2 理解能量可由一種形式

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A-3. 掌握分別出能量轉換中

最初的能量形式轉換為何種

形式。 

 

A-4 了解生物中能量轉換

器，利用化學能才進行各種活

動。 

 

A-5 總結常見的能量轉換器

電動機和發電機，以歸納能量

可兩者互換。 

 

A-6 能分辨受控制的能量轉

換和失控的能量轉換。 

 

A-7 理解在能量轉換過程

中，會轉化為非主要的形式。 

 

A-8 了解能量轉換的能量有

中間形式 

 

A-9 明白能量轉換會有部分

能量會以其他形式能量流失 

B-1 鼓勵發現生活中能量轉換

的例子。 

 

B-2 養成嚴謹、細緻的科學實

驗精神。 

 

B-3 養成在實驗中總結科學原

理的良好習慣。 

 

B-4 培養小組合作學習、互幫

互助的團隊精神。 

C-1 分辨各能量形式。 

 

C-2 能舉出日常生活中能量轉換的例

子。 

 

C-3 能指出各能量換轉器中的能量形

式。 

 

C-4 能辨析能量轉換中流失成其他形

式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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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A-2-1 初步學會在學習和生活中發現一些有意義的科學問題。 

A-2-2 初步學會用簡潔、準確和清晰的語言表達所要探究的科學問題。 

A-2-4 嘗試通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一項研究計畫。 

A-2-8 初步學會運用科學概念和術語進行表達, 樂於與他人進行資訊交流。 

B-4-3 瞭解動能和勢能的概念，並説出影響其大小的因素。 

B-4-1 瞭解能量及其存在的不同形式，知道能量的轉移和轉化，並能列舉電池、電動機、發電機等 

      簡單的能量轉換裝置。 

B-4-5 瞭解能量守恆定律，會初步運用能量轉化與守恆的觀點分析物理現象。 

B-4-6 簡要描述能量守恆定律的發現歷史，初步認識科學精神。 

教學內容： 

1. 分辨各能量形式 

2. 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能理解能量可以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種形式。 

3. 掌握分別出能量轉換中最初的能量形式轉換為何種形式。 

4. 了解生物中能量轉換器，利用化學能才進行各種活動。 

5. 總結常見的能量轉換器電動機和發電機，以歸納能量可兩者互換。 

6. 進行實驗 4.2A，能分辨簡的能量轉換中最初和最終的能量形式。 

7. 分辨受控和失控的能量轉換的不同。 

8. 明白轉換的過程會有其他形式的能量流失。 

9. 了解中間形式的能量會出現在轉換的過程中。 

教具與佈置： 

課本、習作、筆記、Power Point、鐳射筆、黑板、學習單、海報、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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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日 

第一課節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回顧及引入 

[提問] 

1. 與學生共同回顧 4.1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能

量，提問常見的能量形式？ 

總結回顧能量的種類。 

2. 提問學生能量是否只能以一種形式存在？

可能互換？生活中有沒有例子？ 

 

 

PPT 5MIN  

先鞏固學生分辨能量的技

能，再利用提出能量是否可

改變其形式，引發學生思

考。 

[回答] 

1.大部份學生都能回答各能

量形式 

2.學生能理解能量可以互相

轉換，部分學生可以舉出生

活中能量轉換的例子。 

 

承接 

利用例子多士爐接上電源後，發熱線會放出熱

能，向學生說明能量可由一種形式轉換成另一

種形式。這個過程稱為能量轉換 (energy change 

/ energy conversion )。各種不同的能量都不會被

創造及毀滅，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提問] 

1.在日常生活中，有什麼例子有能量轉換？ 

PPT 5MIN 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能理

解能量可以由一種形式轉

換成另一種形式。 

預計學生反應：會比較積極

的回答，提出各種生活中有

關於能量轉換的物品(如電

器)。 

 

 

 

 

發展 

1. 建立能量可以互相轉換的概念 

 

2. 利用書 P.8 上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能量轉換器

的例子，掌握分辨能量轉換器中能量形式，引

入與能量轉換有關的科學家，介紹科學史的書

本。 

 

3. 總結知識點，根據各種例子得到能量可以轉

換形式。[提問] 

PPT 10MIN 

 

 

 

 

 

 

 

 

 

學生會提出日常生活中能

量轉換的例子，先鞏固學生

概念。 

 

 

 

 

要求學生掌握分別出能量

轉換中最初的能量形式轉

換為何種形式。能回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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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老師的例子作練習。 

 

4. 根據之前的討論，能量轉換器可以把能量改

變其形式。人們設計了各種不同的機械可以轉

換能量以方便生活。 

 

 

5. 學習活生生的能量轉換器，了解所有的生物

都是能量轉換器，利用食物能量去生存。 

 

 

 

 

6. 鼓勵學生發揮共同學習完成書本活動 4.2A

的日常生活的能量轉換器。 

 

 

7. 了解常見的能量轉換器中的電動機和發電

機，明白當中的能量如何互相轉換。 

 

 

總結 

總結本章的學習要點 

1.能理解能量可以轉換形式。 

2.了解各能量轉換器的原理。 

 

[練習] 

習作簿 4.2 能量轉換。 

 

 

 

10MIN 

 

 

 

 

 

 

 

 

 

 

 

 

 

 

 

 

 

 

5MIN 

 

 

 

 

5MIN 

提出的例子。 

 

 

通過生活脈搏 4.2 讓學生了

解生物中能量轉換器，利用

化學能才進行各種活動。 

 

 

回答活動 4.2A 日常生活中

的能量轉換器，加強學生分

辨能量形式和轉換的能力。 

 

 

筆記總結常見的能量轉換

器電動機和發電機，以歸納

能量可兩者互換。 

 

 

利用習作簿 4.2 能量轉換的

題目加強學生分辨能量形

式及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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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   

第二課節實驗課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回顧及引入 

[提問] 

1. 提問學生日常生活例子中，各種能量的轉換

例子，回憶前一節課的能量轉換的知識點 

 

2. 根據各種例子得到能量可以轉換形式。 

 

3. 糾正同學習作簿的錯誤地方，解釋部分容易

混淆的知識點 

PPT 5MIN 要求學生掌握分別出能量

轉換中最初的能量形式轉

換為何種形式。能回答老師

提出的例子。 

 

學生能理解能量可以互相

轉換，部分學生可以舉出生

活中能量轉換的例子。 

 

承接 

1. 進行分組，由老師負責，按學生的程度不同

去分配，做到學習共同體的效果 

PPT、實

驗用品 

5MIN  

2. 給予同學時間討論六個實驗如何進行，老師

先不作講解，抽組別的組長在教台講述實驗

過程和實驗預期結果。 

 

3. 在學生講解後，再播放實驗短片，指出注意

事項及要回答和總結。 

 

 

PPT、實

驗用品 

15MIN 學生的講解會有出錯，老師

需要引導和糾正，最後再用

PPT 講解。 

4. 進行簡單的能量轉換 4.2A 

A. 彈射小車 

PPT、實

驗用品 

15MIN 能分辨簡單的能量轉換中

最初和最終的能量形式。 

 

 

老師需要四處巡視各組的

實驗進行情況作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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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螺旋形鋁箔下加熱 

 

C. 燃燒鎂條 

 

 

 



8 
 

2 月 3 日   

第三課節實驗課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承接 

1. 進行簡單的能量轉換 4.2A 

D. 把鐵管內的空氣加熱 

 

E. 馬鈴薯電池 

 

F. 手動發電機模型 

 

PPT、實驗

用品 

15MIN  

 

老師需要四處巡視各組

的實驗進行情況作出指

導。 

 

回顧實驗 4.2A 進行總結，填寫學習單，讓不同

小組報告各種實驗結果中的能量轉換，若有異議

則全班討論。能分辨簡單的能量轉換中最初和最

終的能量轉換形式。 

 

 

PPT、學習

單 

20MIN 

 

 

 

 

 

各小組的講解員解釋實

驗 4.2A 中，不同的能量

轉換，讓學生能在實驗中

學習，能理解分析實驗的

中科學原理，有總結展示

其實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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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用實驗總結本章的學習要點 

1.能理解能量可以轉換形式。 

2.了解各能量轉換器的原理。 

核對學習單及填寫書本的實驗答題簿 

 

PPT 5MIN  

 

 

 

2 月 4 日   

第四課節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教學評量 

回顧及引入 

[提問] 

上次六個實驗中各種的能量轉換？ 

1.能理解能量可以轉換形式。 

2.了解各能量轉換器的原理。 

[提問] 

日常生活的例子中有何種能量轉換？ 

 

PPT 5MIN 大部分學生會提出日常

生活中能量轉換的例

子，鞏固學生概念。 

承接 

[提問] 

使用能量轉換器時，是否能控制，舉出例子。 

 

[提問] 

以下所列出的情況所涉及的能量轉換是受控還

是失控？ 

(a) 閃電所引致的山火 

(b) 營火 

(c) 電影中兩車相撞 

(d) 交通意外 

PPT 5MIN 建立受控能量轉換器的

概念﹐能理解其重要性。

懂分辨受控和失控的能

量轉換器的不同。 

預計學生反應：提出各種

生活中有受控能量轉換

器 

受控能量轉換(b)和(c) 

失控能量轉換(a)和(d) 

 

 

 

發展 

1.  建立分辨受控和失控的能量轉換的概念 

 

2. 利用書 P.16 技巧訓練 4.2B 

爆炸所涉及的能量轉換是受控制的？ 

作討論何謂受控制能量轉換 

 

 

PPT 5MIN 

 

 

 

 

 

 

 

要求學生掌握分別出受

控和失控能量轉換。能回

答老師提出的例子。 

 

學生能指出工程人員可

以控制爆破的速率和覆

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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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活動4.2B手提電話爆炸，閱讀新聞，

並回答問題。 

 

 

 

 

4. 講解延展內容--中間的能量形式。 

可以利用實驗(在螺旋形鋁箔下加熱)作例

子，說明能量轉換的過程涉及中間能量形

式。 

[提問] 吉他由撥弦到發出聲音，涉及甚麼

能量轉換？當中有哪些中間的能量形式？ 

5. 以燈泡作例子加以說明。傳統鎢絲燈泡會

發出熱能，並非完會轉換成光能，去解釋

能量會有不同形式能量而流失。 

 

總結 

完成檢查站 4.2 

筆記總結本節內容 

 

[預習] 

以能量轉換引入燃料及發電。 

 

10MIN 

 

 

 

 

 

8MIN 

 

 

 

 

 

2MIN 

 

 

 

5MIN 

 

學生能回答活動 4.2B 的

問題，理解失控的能量轉

換所帶來的危險，明白使

用能量轉換器時，須遵守

有關的安全守則。 

 

能回答實驗中的中間能

量形式。完成活動 4.2C 

 

 

手指的動能弦線的動

能弦線發出的聲能 

 

 

 

 

 

 

 

總體板書設計： 

1. 回顧分辨各能量形式 

2. 利用生活例子建立能量轉換的概念。 

3. 掌握分別出能量轉換中最初的能量形式轉換為何種形式。 

4.   總結能量轉換的概念及以日常例子作練習。 

5. 了解生物中能量轉換器，利用化學能才進行各種活動。 

6. 練習能量轉換器中的能量變化。 

7. 總結常見的能量轉換器電動機和發電機，以歸納能量可兩者互換。 

8. 分辨受控和失控的能量轉換的不同。 

9. 明白轉換的過程會有其他形式的能量流失。 

10. 了解中間形式的能量會出現在轉換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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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教學檢討：本節的課堂的回饋感覺良好，學生的回答如預期，課堂教學活動的時間安排適當。當中安

排不同的問題要求學生回答，以舉手、抽問、筆記練習的方法去測試加強學生的知識鞏固，大部分學

生都能回答老師的提問，於課堂的中段和最後有安排學生動手總結筆記，以達課堂有聆聽、思考、回

答、動手，令學生不會因長期聆聽而失去注意力。實驗室由老師分組，按學生的程度不同去分配，做

到學習共同體的效果，發揮小組學習的優勢，以達到互幫互助，共同學習的效果。同時各小組的講解

員解釋實驗中，不同的能量轉換，讓學生能在實驗中學習，能理解分析實驗的中科學原理，有總結展

示其實驗記錄的能力。 

 

教學評量: 老師的表達、聲量都清晰，於課堂上有多次巡視，關注學生學習的情況。有多引用日常生

活的例子，令學生更易吸收知識。亦有引用澳門的例子，加強學生對澳門的知識。為了加強學生學習

的閱讀興趣，介紹相關的科學書籍，可以作課堂以外的延伸學習。學生的習作及學習單回饋良好，可

以加強其難度。 

 

反思與建議： 

自我反思: 老師可以加強英文的部分，多鼓勵學生用英文回答老師問題。同時本節課的學生回饋良好，

可以加強其難度，多引發學生思考，加強學生自我總結的能力。學生回答問題反應良好，評量的回饋

良好，建議可以減少至 3 個課節，按學生的接受度有所改良。 

 

參考文獻： 

1. 1B 互動科學 第二版(朗文出版社) 

2. 網路資源: 能量轉換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能量轉換效率 

3. 網路資源: 能量轉換器 baike.baidu.com/view/1192289.htm 

4. 手機爆炸新聞: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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