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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其評量對象為 15 歲學生，評量內容就包括科學領。 

 

另一方面教育局近年積極推動學校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各學校更注重發展

學生的科學創新能力。從國際視野及澳門教育當局對科普的重視，可見科學教育

的重要性。 

 

光雖然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對學生來說並不稀奇，可是

由於它豐富多樣地出現在學生的生活中，而且我們的生活也離不開光，但光是無

形的資源，如何讓小學生有興趣學習，容易明白， 這是教師最艱難的教學任務。

既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是學生經常接觸的、最熟悉的、應用最廣泛的，那

麼我們就可以將這課題的內容與生活實際緊密結合，讓學生不覺得學習科學知識

與實際生活的巨大差異，讓他們從生活體驗中出發，先做觀察，再進行探究，認

知與試驗，最後得出結論，教導學生科學地獲得正確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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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時及進度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

時 

第一

至五

節 

 光的傳

播和反射 

1. 光的傳播。 

2. 光與影子的關係及產生影子的

條件。 

3. 光的反射規律。 

4. 光前進遇到(表面平滑、透明、

半明、有色半透明)的不同物體時

所出現的各種現象。 

5. 光在不同種類的鏡子中，實物

與影像的變化。 

2016 

06/12-8/12及

12-13/12 

(第十五及十六

週) 

(每週共有 4節) 

 

共 5

課

時 

第六

至十

一節 

光的折射

與顏色 

1. 光前進時發生折射的條件。 

2. 把光分散成七色及七色光混合

一起的顏色，明白彩虹的形成及我

們看見的陽光。同時欣賞彩虹之

美。 

3. 閱讀與「光」相關的科普讀物，

然後做閱讀報告。 

4. 認識光污染，以及它對人們的

影響。 

5.以「光」為主題，聯合實際生活，

分組創作並分享。 

14/12-15/12，

19/12及

28-29/12 

(第十六週及 

十八週) 

201620/12-27/12 

(第十七週及 

第十八週)為回歸

及聖誕假期 

共 5

課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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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總目標 

1. 認識生活中的光，它的傳播、反射、折射及色散等的規律和現象。 

2. 培養具有科學家的探究精神，學會一邊做實驗一邊做記錄的能力；培養

對生活實際與生活現象的觀察與思考，並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質疑問難的探究

精神。 

3. 培養分工作合作，接納不同意見及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 

4. 培養科學思維和科學理解，形成合理的科學學習本質和價值觀。 

5. 能運用所學的知識有科學、有條理解答或解決生活問題。 

二、主要內容 

1.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歸納結論得出光的傳播路線、反射、折射等特性。 

2.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光傳播時遇到粗糙不透明的物體時；遇到透明和半

透明的物體時；遇到有顏色半透明的物體時；遇到平面光滑的物體時；由空氣進

入透明物體和水的介質時，分別產生的現象並歸納實驗結果。 

3. 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說出光與影子及鏡像的形成和特點。 

4. 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指出光的色散現象及陽光是白色的原因。 

5. 學生透過活動，明白彩虹形成的原理並欣賞彩虹之美。 

6. 學生能運用所學的科學原理解答及創造。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設計創意 

1、努力培養學生的科學態度、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方法，並會一邊做實驗

一邊做記錄，使學生們初步具有科學家的影子。 

2. 將課題的內容與生活實際緊密結合，讓學生不感覺到科學知識與實際生

活的巨大差異，讓他們從生活實際出發，既動腦又動手，讓他們看看、摸摸、說

說，做做及畫畫等，從而整理、歸納出科學原理與規律，然後再走進生活實例，

作為對照及鞏固知識，最後進一步激勵他們創造，培養他們能把所學運用出來。 

3. 由生活走進科學，再由科學走進生活，作為每個教學活動的設計理念。 

2、設計特色 

1. 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注重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結合，引導及培養他們先對

生活做觀察，再從生活帶到課堂，然後把課堂中所學帶入生活中去。 

2. 根據學生年齡的認知發展特質去選擇教學方法及組織教學過程，用心設

計，以「光」的特點來「變魔術」作為引入，充分調動學生的好奇心。 

3. 加強課堂所學知識與實踐的聯繫，提高學習動機及學習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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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探究式學習與合作學習，創造性學習結合起來。 

5. 鼓勵學生閱讀相關的科普讀物，網上搜尋資料，並做簡單記錄，作為累

積及擴展知識。 

6. 每個重點和難點的科學知識，都讓學生動手做實驗，而且引導他們先觀

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7. 深入淺出地讓學生學習科學知識，重視與學生的生活聯繫，重視他們能

學以致用。 

四、單元教學重點 

1. 光的傳播。2. 光的反射。3. 光的折射。4. 影子和鏡像。5. 光的色散。6. 

彩虹的形成。 

五、教學難點 

1. 光的反射規律及條件，光的折射規律及條件，反射與折射現象的分別。 

2. 不同類鏡子形成的鏡像及其特徵。 

3. 陽光的七種顏色及陽光看起來是白色的原因。 

4. 彩虹的形成。 

六、教學用具 

課本、工作紙、P.P.T.、影片、電筒、黑咭紙、三棱鏡、平面鏡子、玻璃、量杯、

吸管、白畫紙、陽光、七色板、科普書、金屬匙、鍚紙、不透光膠管等。 

七、光與生活結構圖 

「光與生活」的教學內容結構細列 

光 可能遇到的物體或物質 結論 生活例子 

光是直

線傳播

的，當前

進時 

 

粗糙不透明物體 產生影子 影子遊戲、皮影戲等 

半透明物體 產生半透明影子 磨砂玻璃杯等 

有顏色半透明物體 有色半透明影 教堂彩色玻璃窗、琉璃

等 

物體表面平滑 產生反射 潛望鏡、鏡子等 

從空氣進入液體 產生折射 水中魚兒、海市蜃樓等 

遇到小水珠 折射出七色 彩虹等 

不同種類的鏡子 產生不同的鏡像 汽車倒後鏡、望遠鏡等 

從空氣進入透明 

固體如三稜鏡 
產生反射及折射 肥皂泡的彩虹 

同時注重培養學生閱讀相關科普讀物及上網搜尋資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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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案及教學內容 

第一教節光的傳播 教案 

學習目標﹕ 

1. 通過實驗後能指出光是直線傳播的。(D-1-3) 

2. 通過實驗探究影子的成因。(D-1-3) 

學生人數：二十五人，學生平均年齡：8-9 歲  

學習重點﹕能說出光是直線進行的。 

學習難點﹕能說出光是直線進行的。 

設計思維﹕ 

先從生活觀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 教師 學生活動 教學資源 

臺、引入 

5’ 

 

  提出生活中的問題﹕ 

A. 你們有這樣的經驗嗎﹖你們看見的光線

前進的路線是怎樣的﹖ 

B. 光除了是直線進行的，還有其他可能性

嗎﹖有同學見過嗎﹖ 

C. 除了太陽光、燈光外，還有些甚麼生物

會 發光﹖ 

 

 

 

 

 

 

p.p.t. 

 

貳、發展 

 

5’ 

 

 

 

 

 

 

 

 

 

 引入課題----光的傳播 

發展一(鞏固已有知識，導入新知識) 

教師小結引入部分﹕ 

光是直線前進的；會發光的物體很多﹕我們可以

整理出三類﹕1. 人造光 2.自然光 3. 生物光。 

把課室燈光與課室窗簾關上，請學生閉上眼睛，

然後想像，我們的生活有光與沒有光的分別。請

學生分享意見與感受。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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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利用圖片作對比﹕有光與沒有光的世界。 

 

發展二(直觀活動，解決教學難點) 

提出問題﹕光除了是直線前進的，還有其他可能

的情況嗎﹖ 

1. 請一位學生扮演光線以直線前進，通過課桌

與課桌間的行距由教壇向課室後方前進。請

其他學生做觀察，並說說有甚麼發現。 

學生分組分別利用拉直了的塑膠管一頭接近眼

睛，而且雙手包圍眼睛與膠管的連接處，接着另

一頭對着光源。把自己的發現在工作紙上做記

錄。 

2. 請一位學生扮演光線以直線前進，這次要通

過設有障礙物的通道。(為光只有直線前進鋪

墊)，請其他學生觀察，並說說自己的觀察所

得。 

學生分組做實驗，先討論假設可能出現的結果，

如光可繞過物體前進，再利用彎曲的膠管做觀察

實驗，我們能夠從彎曲的膠管看見光源，則光也

可以曲線進行；否則只有假設一成立(光直線前

進的)，並把實驗發現及結果做記錄，然後與組

員討論分析，最後獲得一致的結論。 

 

教師與學生共同訂正答案﹕光線只可以直線進

行。(如下圖) 

 

 

 

 

 

 

發展三(學生玩影子遊戲，明白產生影子的條件) 

1. 請學生到教壇前，在投影機前做影子遊戲。 

2. 講解產生影子的三個條件﹕光、不透明物

體，被投射物質。 

 

 

 

 

 

 

 

 

 

 

 

 

 

 

 

 

 

 

 

 

 

 

 

 

 

 

 

 

 

 

 

 

 

 

 

 

 

 

 

 

 

 

 

 

 

p.p.t. 

 

 

 

 

 

 

 

工作紙、 

塑膠管 

 

 

 

 

 

 

 

 

 

 

p.p.t. 

 

 

 

 

課 本 及 

p.p.t. 

 

 

 

 

 

手勢、投

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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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在投影機前把實物以不同距離移動，觀

察影子的變化。 

教師小結﹕ 

光是直線前進的，前進時遇到實物在實物後面便

會產生影子；影子會隨着與光源的距離變化而變

化。 

 

 

 

 

參、總結   

5’ 

 

教師總結﹕ 

有了光我們才能看見美麗的世界，光只有直線前

進，當光前進時，會遇到很多不同的物質，遇到

的物質不同時，究竟會有甚麼結果呢﹖請大家回

家試試做小實驗。 

延申活動﹕請學生回家用手電筒或手機上的電

筒軟件，照射不同的物質，看看有甚麼發現，並

寫下來或畫下來。 

做生活觀察實驗 

 



常識科單元教案設計—光與生活 P011 

7 

教學反思與建議 

雖然光是天然資源，也是學生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但是並非實物，而且光是直線前進並不容易發

現的，因此對於小學三年級學生來說是抽像的知識。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注重學生的思維與心智發展，

便在教學活動發展二設計讓學生先進行直觀，幫助他們有系統、循序漸進地進入學習重點與難點知識，

讓他們感覺到學習科學並不艱難，同時注重聯繫學生生活經驗，讓他們感覺到學習科學是必要的，以

及對生活現象要多觀察與思考。 

 

在進行分組實驗時，宜先分配好工作及說明實驗步驟，規則及注意事項，這樣可避免產生小紛爭，

也可節省時間。在利用塑膠管進行光的實驗時，宜注意膠管的長度，不宜過長，以免學生不夠手長去

伸縮，也要注意透光度，完全不透光的塑膠管可提高實驗效果，最好用手電筒代替自然光，效果會更

好，也可避免不確定的答案。 



常識科單元教案設計—光與生活 P011 

8 

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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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節 光的反射 教案 

學習目標﹕ 

1. 透過實驗指出鏡像是由光反射形成，不同鏡面的影像各有不同。(D-1-4) 

2. 列舉鏡在生中的應用。通過實驗探究影子的成因。(D-1-4) 

學生人數：二十五人，學生平均年齡：8-9歲  

學習重點﹕指能光照射在鏡面時，鏡面會反射光。 

學習難點﹕光遇到鏡面時的前進路線如何發生反射。 

 

設計思維﹕ 

先從生活觀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流

程 
教師 

學生活動 
教學資源 

臺、引入 
5’ 

 

  提出生活中的問題﹕ 
請學生分組輪流利用桌上的鏡子照照看。 
老師問，你在甚麼時候會照鏡﹖為甚麼要
照鏡﹖如果你的頭上有紙屑，你如何才能
看得見﹖ 
 

 

 

p.p.t. 
 

貳、發展 

 
5’ 
 
 
 
 
 
 
 
 
 
 
 
 
 

 引入課題----光的反射 
發展一(鞏固已有知識，導入新知識) 
請學生觀察右圖，請他們說說看到了些甚
麼﹖知道為甚麼能看到這種情境嗎﹖ 
 
   學生先猜想，再討論，然後聯繫生活。 
1. 你在圖片中看到了些甚麼﹖為甚麼會

出這種現象﹖ 
請學生觀察水的平靜度與影像的關係。 
 
2. 讓學生再觀察右圖，並與上圖比較，

然後說說自己的猜測。(鼓勵學生大膽
假設) 

教師小結﹕光直線前進時，遇到光滑的鏡
面或水面，物體越光滑其影像就越清晰。 
 

 
 
 
 
 
 
 
 
 
 
 
 
 
 
 
 

 
p.p.t. 
 
 
 
 
 
 
 
 
 
 
 
 
 
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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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7’ 
 
 
 
 
 
 
 
 
 
 
 

發展二(分組動手做實驗，做記錄) 
1. 請學生思考﹕雖然光是直線前進的，
當遇到平滑的鏡面或水面，為甚麼就能產
生影像，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
你們可以先與組員討論、猜想，並想想怎
樣利用老師提供的物品進行實驗。 
2. 學生分組合作做光的反射實驗(老師
為他分工及說明規則)，學生 1 手電筒沿
桌面慢速左右移動及觀察，學生 2把鏡子
直置並觀察，學生 3觀察述說，學生 4觀
察記錄在工作紙上。(大家觀察光的入射
線與出射線的變化) 
3. 小組利用工作紙的記錄進行討論分
析，最後歸納結論。 
教師小結﹕光前進時有可能遇到光滑的
鏡面或水面，就會發生反射；光線的入射
線與出射線有一定的規律，而且隨着角度
的變化而變化。 
發展三(利用鏡子找同伴的遊戲來深化新
知) 
1. 分組遊戲，小組合作把只有一半圖案

或圖形的另一半找出來。(圖案可直放
或橫放，觀察結果是否有不同) 
 

2. 以比賽形式，分組合作把完整圖形或
圖案畫出來，畫得最快及最完整的一
組便獲勝。 

小結﹕學生說說自己的發現。 

 
 
 
 
 
 
 
 
 
 
 
 
 
 
 
 
 
 
 
 
 
 
 
 

手電筒 
工作紙 
開了縫
的硬紙 
 
 
 
 
 
 
 
 
圖案紙 
A4紙 
鏡子 
 
 
 
 
 

參、總結   
3’ 

 

教師總結﹕ 
有了光我們才能看見美麗的世界，光只有
直線前進，當光前進時，會遇到很多不同
的物質，遇到的物質不同時，究竟會有甚
麼結果呢﹖請大家回家試試做小實驗。 
延申活動﹕請學生回家用手電筒或手機
上的電筒軟件，照射不同的物質，看看有
甚麼發現，並寫下來或畫下來。 

做觀察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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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與建議 

學生透過動手做實驗，印象深刻，重點及難點知識很快就掌握，再透過工作紙做記錄，有技巧地

及秩序地分工，學生學習興趣大大地提高，他們不覺得光的反射是因難的新知，他們有的說很好現，

光線原來這樣有趣，原來我們生活中看見的各種事物與光線有很大的關係。 

 

在設計這節教學計劃時，由於考慮到學生只有三年級，因此，對於學生光的反射時，宜只需理解

到入射線與出射線的關係與變化情況，無需知道角度變化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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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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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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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教節 光的折射教案   

學習目標﹕  

1. 透過實驗指出光折射的特性。(D-1-5) 

學生人數：二十五人，學生平均年齡：8-9歲  

學習重點﹕指出光由一種物質進入或離開另一種物質，會產生折射。 

學習難點﹕光折射的特性。 

設計思維﹕ 

先從生活觀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流

程 
教師 學生活動 教學資源 

臺、引入 
5’ 

 

以變魔術結合光折射特性，引起興趣﹕ 
老師變魔術﹕在咖啡杯或碗中放入一枚
或坡子，然後放在實物投影機上，老師準
備一大瓶清水，口中唸唸有詞，說那是魔
法水，能指隱藏的東西找出來，然後向杯
中或碗中輕輕加入清水，直至能看見內裏
的硬幣或波子。 
(宜提早試驗並調校投影機的投影大小) 

 

 

p.p.t. 
投影機 

 

貳、發展 

 
5’ 
 
 
 
 
 
 
 
 
 
10’ 
 
 
 
 
 

 引入課題----光的折射 
發展一(鞏固已有知識，導入新知識) 
分組做觀察，每組派發 2個燒杯，各放入
有色吸管一枝(吸管擺放的位置及方向要
一致)，其中一杯放入清水，請學生從側
面觀察兩個杯中吸管然後說說自己的發
現。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發生這種現象的燒杯
中多了哪種物質，然後聯繫學生生活經
驗。 
發展二(小組討論，實驗短片解決難點) 
播放光的折射小實驗﹕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n_gYz7rGqwiH

adyMCtHjY9YUO_5hVnYtmBtGpqHLiFDB8A7bidZj7xKIh

 
 
 
 
 
 
 
 
 
 
 
 
 
 
 
 
 
 

 
p.p.t. 
 
 
 
 
 
 
 
 
 
 
 
 
網絡短
片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n_gYz7rGqwiHadyMCtHjY9YUO_5hVnYtmBtGpqHLiFDB8A7bidZj7xKIhvf-vSF5nGgjMo-z_Gz4PgsKPdtb34gXJLq7uXVrDCo-5659Y4SW47rLUvFFqemhsvnfPMH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n_gYz7rGqwiHadyMCtHjY9YUO_5hVnYtmBtGpqHLiFDB8A7bidZj7xKIhvf-vSF5nGgjMo-z_Gz4PgsKPdtb34gXJLq7uXVrDCo-5659Y4SW47rLUvFFqemhsvnfP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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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f-vSF5nGgjMo-z_Gz4PgsKPdtb34gXJLq7uXVrDCo-56

59Y4SW47rLUvFFqemhsvnfPMH 

短片時長約 3分鐘，內容是在實驗中，光
線在中水及在空氣中的前進方向與路
線；另一組實驗是光線由空氣進入液體及
由空氣進入透明固體的前進方向和路線。 
 
學生活動﹕學生觀看短片後，在工作紙上
把兩組小實驗中，光的前進方向和路線畫
出來，然後小組討論和歸納結果。 
教師小結﹕光在同一物質中，如水或空
氣，它只有直線前進；當光由一種物質進
入或離開一種物質時，它的前進方向及路
線便會發生改變。 
發展三(動手做實驗，觀察光折射的特性) 
1. 組做實驗，把裝了水的密實透明膠袋

放在書本上，看看書中的文字和圖案
發生了哪些變化，並記錄實驗情況。 

2. 每組派發一枝放大鏡，輪流用放大鏡
在書本上做實驗。 

3. 請學生說說，生活中還有哪些東西或
產品是運用了光折射特性的。 

 
 
 
 
 
 
 
 
 
 
 
 
 
 
 
 
 
 
 

 
 
 
 
 
 
 
 
 
 
 

參、總結   
5’ 

 

教師總結﹕ 
請學生說說這節課學會了些甚麼。 
延申活動﹕回家從網絡及課外書籍，查找
一下，還有哪些東西或產品是運用了光折
射的特性。 

搜集資料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n_gYz7rGqwiHadyMCtHjY9YUO_5hVnYtmBtGpqHLiFDB8A7bidZj7xKIhvf-vSF5nGgjMo-z_Gz4PgsKPdtb34gXJLq7uXVrDCo-5659Y4SW47rLUvFFqemhsvnfPMH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n_gYz7rGqwiHadyMCtHjY9YUO_5hVnYtmBtGpqHLiFDB8A7bidZj7xKIhvf-vSF5nGgjMo-z_Gz4PgsKPdtb34gXJLq7uXVrDCo-5659Y4SW47rLUvFFqemhsvnfP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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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與建議 

以變魔術的設計作為教學的引入，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再聯繫學生生活經驗，他們更易明白

自己生活中看見的一些現象原來是有科學根據的，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也特別注重這個教學理念。

運用光特性的短片，雖然能解決教學難點，但由於學生沒有動手做實驗，印象不深刻﹐然而透過工作

紙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但要注意一步步推進，即觀看光在同一種物質下的進行路線後就在工作紙上

畫下來，因觀看整個短片後再做工作紙，未能清晰劃分出光在一種物質下的前進路線與由一種物質進

入或離開另一種物質，其前進路線的變化。光折射特性對於小學三年級學生來說是較大的難點，因此，

宜多動手實驗並且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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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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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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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教節教案 光的學習滙報教案 

學習目標﹕ 

1. 能閱讀科普小故事或上網查找相關資料，激發科學探究的精神。(D-1-15) 

2. 培養協作能力及主動積極查找資料的能力。 

教學流程﹕ 

3. 請學生先分組討論，然後結合所學知識，並利用聖誔假期閱讀科普書籍及上網查找資料。 

4. 同儕互評。 

5. 設計思維﹕ 

先從生活觀察 結合已學知識 提出假設 搜集資料 討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子 滙報 

 

看看同學們的學習成果，評評他們的表現。在下表的星星用顏色表示。 

評分內容﹕ 組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取材料符合主題 

 

介紹清晰易懂 

 

有效運用所學知識 

 

合作性強 

 

聲音響亮 

 

給同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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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相片 

1. 先說明評分準則，然後分組報告。 

第一組﹕光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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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光的反射----潛望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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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光的折射-----水晶 

 
 

第四組  光的反射----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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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與建議 

在這節課，看到學生能結合所學新知，聯想到生活中其他例子，可見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並聯

繫生活例子的重要性，同時，也達到教學總目標，即從學生生活走進科學，再由科學走進生活。他們

的學習興趣更濃，也明白學習的目的，還經常提出很多相關問題，老師請他們去查找答案，也很積極。 

 

學生只有小學三年級水平，他們有的放學後要上補習社，家長又要上班，因此，本節教學活動安

排在聖誕假期之後，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搜集資料，但由於他們小家長不放心，所以不宜讓他們自己

外出做小組討論，最好是家長陪同，或是用電話溝通，或是在學校利用小息時間組織他們分組討論。

在上網搜集資料遇到困難，鼓勵他們請教家長。老師更應設想他們可能出現的困難，提早給予協助。

由於光與生活這單元教學佔用了較長的教學時數，因此教師有需要在其他教學活動作出適當的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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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試教評估 

通過本教學設計後，證實本教學設計理念﹕由生活走進科學，再由科學走進

生活，作為每個教學活動的設計理念是可行的，從最後一節課，學生能把課堂所

學的知識，思維活動擴展至生活中去，例如老師提示了我國的皮影戲是應用了光

與影的原理，他們便把第三節課的知識運用出來。他們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學會

先觀察 提出假設 實驗 記錄 分析結果 作出結論 聯繫其他生活例

子，同時學會遇到困難積極去請教家長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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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教學活動設計的反思與建議 

由於這個教學設計活動的對象是小學三年級，他們也是剛接觸科學----光，

並且是在上學期，對於老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是一個很大的考驗，老師要特別考慮

他們的心智發展，也要考慮他們的生活體驗。本人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注重以學生

為本，雖保持開放的教學態度，讓學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同時教師要作為引

導者，多協助、多考慮細節，多鼓勵，讓學生可以在失敗的經驗中學，同時又要

預設在這個年齡段學生可能出現的情況，提早作出準備。在教學設計時更着重考

慮讓學生「做中學」，讓他們看看、寫寫、摸摸、畫畫、說說等，充分調動他們

的不同感官。 

 

從課堂觀察到學生能在分組合作中，互相協作，討論時能抒發己見；做課堂

工作紙時，能實事求是，遇疑能尋求真理；在解釋實驗結果時，能表現自信並小

心求證；積極閱讀科普讀物並做簡單的閱讀報告，有的平日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

也能對生活現象產生好奇心，主動提出問題，他們主動與同學、老師交流，有的

更主動看網上科學影片，如「生活中的科學」。 

 

在設計此教學計劃時，亦考慮學生的情意發展，於是增加了「光污染」的教

學影片，可能是對於小學三年級的學生較難理解，因此，他們不感興趣，建議這

部分只需讓他們知道甚麼是光污染，以及光污染對那些人的影響較大。 

 

本人發現學生工作紙對學生的學習成效幫助很大，同時能培養學生每次都把

實驗過程及實驗結果記錄下來，這也是本教學計劃的總目標之一。教師在設計記

錄實驗工作紙時，鼓勵學生先大膽假設，再做實驗，最後聯繫到生活中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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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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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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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光前進時，遇到平滑或粗糙表面的物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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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光前進時遇到有顏色半透明的東西(如教堂彩色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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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課)光的折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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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課)光與顏色----用三稜鏡分散出陽光的顏色﹕ 

 

 

 



常識科單元教案設計—光與生活 P01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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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課)光與生活----把學習的新知結合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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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閱讀報告 

學生閱讀科普讀物，然後做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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