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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單元讓學生學會觀察日常生活的用品，辨別家中的物品主要由哪些物料造

成的，以科學家探索的精神進行探究實驗，掌握探究活動的步驟：從實驗預測─

進行測試─觀察並記錄實驗結果─得出結論─改良和反思實驗，享受做實驗的樂

趣，發現生活與科學的關係。 

 

教學內容配合《小學常識基本學力要求》健康與生活範疇中能列舉生活中常

用的能源，具有節約能源的習慣(C-1-13)，學會珍惜資源；在科學與生活範疇中

能列舉安全用電的注意事項(D-1-13)。 

 

透過探究活動，找出物料不同的特性，如物料的軟和硬、輕和重、滲水和不

滲水，從而發現不同物品由不同的物料造成的原因，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觀察

能力和動手操作的能力。 

 

教學活動中，以小組形式進行探究實驗，讓學生學會分工合作，同時培養學

生小組滙報的能力，讓不同的學生都有所發展。 

 

最後，透過教學活動，明白能源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反思在日常生活中有哪

些力所能及的方法能夠做到珍惜能源、減少浪費，結合介紹地球熄燈一小時的活

動內容，帶動學生共同為保護地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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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節 
家中常見的

物料 

 認識生活中不同的物料種

類。 

 辨別物品主要由哪種物料製

成。 

 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2016-11-16 1 

第二課節 物料的特性  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2016-11-17 1 

第三課節 物料的物性 
 探究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

滲水 
2016-11-18 1 

第四課節 
家中常用的

能源 

 列舉家中常用的能源 

 珍惜資源 
2016-11-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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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認識生活中不同的物料種類。 

2.辨別物品主要由哪種物料製成。 

3.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硬、輕和重、滲水和不滲水。 

4.找出用不同物料製作物品的原因。 

5.能列舉家中常用的能源。 

6.培養科學探索的精神。 

7.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8.培養珍惜資源的習慣。 

二、主要內容： 

1.家中常見的物料：金屬、木、塑膠等。 

2.物料的特性：軟和硬、輕和重、滲水和不滲水。 

3.家中常用的能源。 

4.珍惜資源。 

三、設計創意與特色： 

1.整節課從易到難，從個人、兩人到 4 人小組，讓不同層次的同學都有收穫。 

2.教學設計中注重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把學習與生活進行有機結合，讓學生感

受科學與生活息息相關。 

3. 通過小組探究活動，先說說分辨軟和硬的方法，再從視覺、觸覺探究物

料的特性：軟和硬，並從中學習探究活動的技巧，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 

4.課堂中不斷鼓勵學生作嘗試，以肯定、表揚的方式激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5.課堂中注意培養學生小組學習的能力，如利用小組加分，口令以提高學生

的專注力，認真投入課堂活動。 

6.透過分享收穫，讓學生回顧整節課的學習內容，檢視自己學習的表現，有

利於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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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辨別物品由哪些物料製成。 

2.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3.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4.探究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5.C-1-13 能列舉生活中常用的能源，具有節約能源的習慣。 

6.D-1-13 能列舉安全用電的注意事項。 

五、教學難點： 

1.辨別物品由哪些物料造成。 

2.探究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3.C-1-13 能列舉生活中常用的能源，具有節約能源的習慣。 

4.D-1-13 能列舉安全用電的注意事項。 

六、教學用具： 

第一課節：前置工作紙、字卡、家居物品圖片、簡報 1 

第二課節：工作紙一、簡報 2、大小相同的塑膠碟、紙碟、金屬碟 

第三課節：工作紙二、簡報 3、保鮮紙、鋁箔、抹手紙、毛巾、水、紙杯 

第四課節：簡報 4、工作紙三 

七、教學課時： 

共 4 課節，每節 40 分鐘。 

第一課  家中常見的物料(共 1 節) 

第二課  物料的特性(共 1 節) 

第三課  物料的特性(共 1 節) 

第四課  家中常用的能源(共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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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教案 

日期：2016年 11月 16日(三) 適合年級：小一級 

課題：家中常用的物料(第一

課節) 

教材來源：《澳門常識與生活》一上---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學情分析： 

    同學們對於家中常用的物料塑膠、紙、木等物料較為熟悉，但對於瓷、金屬

的名詞較為陌生，本節課讓學生通過日常生活的觀察和經驗，辨別不同物品的物

料的種類，並以此引起學生對物料特性的探究，培養學生觀察能力和科學探索的

精神。 

教學 

目標 

1.指出物品可以由不同的物料製成的。 
2.辨別物品由哪些物料製成。 
3.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4.培養科學探究活動的方法。 

重點：辨別物品由哪些物料製成。 
      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難點：辨別物品由哪些物料造成。 

教學用具：前置工作紙、字卡、家居物品圖片、簡報 1 

時間 

分配 
教學內容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2’ 

引入： 

物品可以由不

同的物料製成

的 

情境引入： 

1.我們吃飯時都會用到筷子，想一

想：你知道筷子是由哪些物料製成

的？ 

2.展示不同物料製成的筷子，讓學生

說說各筷子的物料。 

 

小結：筷子可以由不同的物料製成

的。本節課我們會探討家中常見的物

料。 

 

1.積極思考並舉

手回答問題。 

 

 

2.觀察和聆聽，並

舉手回答問題。 

18’ 發展： 

家中常見的物

料 

3.着學生觀察課室裏的物品，說一說

不同的物品是由哪些物料製成的。 

 

3.積極舉手回答

問題。 

例如：桌椅是由塑



4 

 

4.與學生一同探討每種家居物品是

否只由一種物料製成的？※老師指

出有些家居物品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製成的，我們可以說主要由哪種物料

造成的就可以了。 

5.着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找出家中常

見的物料。 

6.展示老師的家居物品，着學生進行

分類。 

小結：木、布、紙、塑膠、金屬、玻

璃、皮革等，都是經常用來製造家中

物品的物料。有些物品用一種物料製

成，有些用兩種或以上。 

膠製成的、門是由

木製成的、白板是

由金屬製成的等

等。 

4.學生說說自己

家中物品是由哪

些物料製成的。 

5.小組討論：每件

家居物品是否由

一種物料製成

的？ 

6.積極參與分類

活動。 

16’ 軟和硬 7.接着我們來探究物料的特性：軟和

硬。 

(1).想一想：怎樣判斷這件物件是軟

的？怎樣判斷這件物件硬的？ 

(2).着生打開書 P.47說出書中的物

品是由哪些物料造成的。 

(3).完成書 P.47預測部分。 

 
(4).着學生進行小組測試活動，觀察

並記錄實驗結果，得出結論。 

 

 

(5).讓學生滙報結果。 

(6).着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你認為可

以怎樣改良這個實驗？你有更多的

想法嗎？ 

9.想一想：家中的物品有哪些是軟

 

7. 

(1).思考及回答

問題。 

 

(2).思考及回答

問題。 

 

(3).獨立完成書

P.47預測部分 

 

 

 

 

 

 

 

 

(4).小組活動：探

究四種物料塑

膠、金屬、瓷、紙

是軟的，還是硬

的？觀察並記錄

實驗結果，得出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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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哪些是硬的？ 

 

10.塑膠製成的物料一定是硬的嗎？ 

師生一同小結： 

    有些製造家具的物料是硬的，

例如木、瓷；有些是軟的，例如布、

紙；有些物料既可以是硬，也可以是

軟，例如塑膠、金屬。 

(5).選出代表滙

報結果。 

(6).自由舉手回

答問題。 

 

 

9.積極思考並回

答問題。 

 

 

10.小組討論並找

出答案。 

 

 

4’ 總結： 

回顧全堂課所

學內容 

引導學生回顧本堂課所學的內容： 

1.家中常見的物料 

2.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學生自由舉手回

答問題。 

 

前置工作紙 

家中常見的物料 

    在框內繪畫或貼上一件家中物品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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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年 11月 17日(四) 適合年級：小一級 

課題：物料的特性(第二課

節) 

教材來源：《澳門常識與生活》一上---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學情分析： 

    學生已掌握物料的特性：軟和硬，掌握一定的探究方法，本節課的探究活動，

同學們須掌握實驗的難點，如使間尺平衡後才進行探究，才能準確地進行測試動。 

教學 

目標 

1.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2.學會進行探究活動時，要注意公平測試。 
3.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重點：1.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2.學會進行探究活動時，要注意公平測試。 

難點：1.在進行探究活動時，每次要使間尺平衡才進行。 

教學用具：工作紙一、簡報 2、大小相同的塑膠碟、紙碟、金屬碟 

時間 

分配 
教學內容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5’ 

引入： 

複習舊知 

複習： 

1.提問：家居常見的物料

的種類有哪些？ 

2.哪些物料是軟的？哪

些是硬的？ 

 

自由舉手回問題。 

 

30’ 發展： 

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3.着學生先思考問題，再

進行小組探究： 

(1).預測：塑膠、金屬、

紙三種物料，哪一種最

重？哪一種最輕？ 

(2).如果物件的大小不

同，會不會影響實驗的準

確性？ 

(3).與同學小結做實驗

要注意的事項： 

a.物料的種類相同。 

b.物件的大小相同。 

c.只有一個變項(物料不

同) (4).有甚麼方法可

以測量哪種物料最重？

哪種物料最輕？ 

4.實驗步驟： 

(1).把間尺放在橡皮擦

上，使左右平衡。 

3. 

 

(1).在工作紙一中寫下

自己預測的結果。 

 

(2).自由舉手回答問

題。 

 

(3). 積極思考並回答

問題。 

 

 

 

 

(4).自由舉手回答問

題。 

 

4.按實驗步驟認真參與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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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大小相同的碟子

放在尺子兩端。 

(3).觀察並記錄實驗結

果，然後得出結論。 

※每次進行測試前，要使

間尺的兩端平衡。 

5.着學生滙報實驗結果。 

結論：三種物料中，金屬

最重，紙最輕。 

6.你還想到還有哪些方

法能更準確地進行測試

嗎？ 

小結： 

1.一般來說，塑膠、金屬

和紙三者中，紙是最輕

的，其次是塑膠，最重的

是金屬。 

2.我們可用各種方法、工

具，量度種類相同、大小

相若，但物料不同的東

西，以測試出哪些物料較

重，哪些較輕。 

 

 

 

 

 

 

 

 

5.記錄好實驗結果並進

行滙報。 

 

6.思考並回答問題。 

5’ 總結： 

回顧全堂課所學內

容 

引導學生回顧本堂課所

學的內容： 

1. 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2. 進行探究活動時要注

意的事項。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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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一 

                第 9課   輕和重 

 

探究活動：塑膠碟、金屬碟、紙碟中哪種物料製成的碟子最輕？哪種

最重？ 

1.在預測欄中圈出哪一種物料的碟子是最輕，哪一種物料的碟子最

重。 

2.進行測試，把探究的結果圈起來。 

 物品 1 

 

物品 2 

 

物品 3 

 

預

測 

最輕 / 最重 最輕 / 最重 最輕 / 最重 

測

試 

1.把長尺子放在兩塊橡皮上，然後調整尺子的位置，使它保持

平衡。 

2.把要測試的兩個物品放在尺子的兩端，並圈出結果。 

結

果 

1.塑膠碟比金屬 輕 / 重 。 

2.塑膠碟比紙碟 輕 / 重 。 

3.金屬碟比紙碟 輕 / 重 。 

結

論 

最輕/最重 最輕/最重 最輕/最重 

 

第______組 

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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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6年 11月 18日

(五) 

適合年級：小一級 

課題：物料的特性(第三課

節) 

教材來源：《澳門常識與生活》一上---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學情分析：學生已掌握進行探究活動時要注意的事項，本節課讓學生探究物料的

另一特性：滲水和不滲水，讓學生積極參與課堂，享受學習的樂趣。 

教學 

目標 

1.探究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2.掌握科學的探究方法。 
3.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重點：1.探究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2.掌握科學的探究方法。 

難點：掌握科學的探究方法。 

教學用具：工作紙二、簡報 3、保鮮紙、鋁箔、抹手紙、毛巾、水、紙杯 

時間 

分配 
教學內容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5’ 

引入： 

複習舊知 

複習： 

1.提問：物料有哪些特性？ 

有些物料是軟的，有些物料是

硬的；有些物料是較輕，有些

物料是較重。 

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30’ 發展： 

探究物料的特性： 

滲水和不滲水 

2.提問： 

(1).找出物品的物料是甚

麼？ 

 

(2).怎樣判斷物料是滲水/不

滲水的？ 

3.着學生在工作紙一上完成

預測部分 

實驗步驟： 

(1).把物品放在小膠盤上 

(2).倒半滿紙杯的水倒在物

品上 

(3).觀察並記錄結果，然後得

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3.獨立完成工作紙預

測部分。 

 

按步驟進行探究活

動，觀察並記錄實驗

結果，選出代表進行

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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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結論。 

與學生一同小結： 

紙和布會滲水； 

塑膠、金屬不會滲水。 

7.每組派發一個紙杯，着學生

觀察紙杯並思考以下問題： 

(1).紙杯是用甚麼物料製成

的？ 

(2).紙杯為甚麼不會滲水？ 

 

老師指出相關小知識： 

1.紙杯內層噴了一層食用蠟

或包了一層 PE膠（塑膠的一

種），蠟和膠不會滲水，所以

紙杯內的水便不會滲出來。 

食用蠟 

2.蘋果表面有一層食用蠟，能

保持蘋果的新鮮，潤唇膏的成

份有食用蠟，令唇的水份不容

易流失。 

小結： 

(1).塑膠和金屬不會滲水，紙

和布一般會滲水，但不同種類

的紙和布，滲水的情況或有所

不同。 

(2).有些原來滲水的物料經

過特殊加工或處理，也可變成

不滲水。 

8.想一想：你還知道生活中哪

些物料是滲水的？哪些物料

是不滲水的？ 

 

 

 

 

 

觀察、思考並回答問

題。 

 

 

 

 

 

 

 

 

 

 

 

 

 

 

 

 

 

 

 

 

 

 

 

 

 

 

 

 

 

思考並回答問題。 

5’ 總結： 引導學生回顧本堂課所學的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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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全堂課所學

內容 

內容： 

1.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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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滲水和不滲水 

探究活動：塑膠、金屬、紙、抹布四種物料，哪些物料是滲水的？ 

哪些物料是不滲水的？ 

實驗步驟： 

1.先預測各種物料是滲水還是不滲水。 

2.進行測試，倒水在物料上。 

3.記錄結果。 

 

 

物

料 

保鮮紙 

 

物料：塑膠 

鋁箔 

 

物料：金屬 

抹手紙 

 

物料：紙 

抹布 

 

物料：布 

預

測 

滲水/不滲水 滲水/不滲水 滲水/不滲

水 

滲水/不滲水 

測

試 

1.逐一把不同的物料平放在碗口。 

2.然後倒水在物料上，觀察並記錄結果。 

結

果 

滲水/不滲水 滲水/不滲水 滲水/不滲

水 

滲水/不滲水 

 

日期：2016年 11月 21日

(一) 

適合年級：小一級 

課題：家中常用的能源(第四

課節) 

教材來源：《澳門常識與生活》一上---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 

學情分析： 

    學生已掌握家中常用的物料的特性， 

相關的基本學力要求： 
 C-1-13能列舉生活中常用的能源，具有節約能源的習慣 
 D-1-13能列舉安全用電的注意事項 

第______組 

日期：___________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Ojuv37L_QAhVEoZQKHaUnCx8QjRwIBw&url=http://global.rakuten.com/zh-tw/store/is-kitchen/item/ue0102/&psig=AFQjCNHgl7o9NeCvEAfF2v2WZS1AoeqC9w&ust=148002392969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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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目標 

1.找出用不同物料製作物品的原因。  

2.能列舉家中常用的能源。  

3.培養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能力。  

4.培養珍惜資源的習慣。 

重點：1.找出用不同物料製作物品的原因。  
2.能列舉家中常用的能源。 
3.培養珍惜資源的習慣。 

難點：培養珍惜資源的習慣。 

教學用具：簡報 4、工作紙三 

時間 

分配 
教學內容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5’ 

引入： 

複習舊知 

複習： 

1.提問：物料有哪些特性？ 

軟和硬；輕和重、滲水和不滲

水。舉出例子。 

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10’ 發展： 

不同物品由不同

的物料造成 

2.提問： 

(1).為甚麼用不同的物料製

造物品？ 

着學生思考： 

(2).塑膠叉子和金屬叉子兩

種物料有甚麼相同和不同的

地方？ 

(3).甚麼情況下你會選擇塑

膠叉？甚麼時候你會用金屬

叉？ 

(4).圖中的花盆是用甚麼物

料製成的？可以用其他物料

製成嗎？ 

 
(5).圖中的電腦桌是用甚麼

物料製成的？可以用其他物

料製成嗎？ 

思考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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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家中常用的能源 3.接下來讓我們來探討家中

常用的能源。 

着學生思考並回答問題： 

(1).在圖中的情況下，爐具和

電風扇能運作嗎？為甚麼？ 

 

(2).在圖中圈出需要用能源

來操作的物品 

 
4.着學生一同玩「爭取能源遊

戲」。 

遊戲玩法： 

(1).全班分成三組。師教在課

室裏設定三個區域，分別是

「電」、「石油氣」和「不需要

能源」區。 

(2).每組每次派一位代表玩

遊戲。教師說出一種家居物

品，各組代表比快站到所需的

能源區域內，最先站在正確區

思考並回答問題。 

 

 

 

 

 

 

 

 

 

 

 

 

 

 

 

 

 

 

 

參與「爭取能源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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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組別得一分，遊戲結束時

得分最多的一組勝出。 

 

5.着學生思考： 

如果突然停電，或家裏沒有足

夠的石油氣，對生活有甚麼影

響？完成工作紙三 

與學生一同小結： 

電和石油氣是生活中常用的

能源，沒有這兩種能源，家裏

很多物品都不能運作，會使我

們的生活十分不便。 

6.提問：同學們有沒有聽過

「地球熄燈一小時」活動嗎？ 

老師指出：世界自然基金會舉

辦，鼓勵人們在活動進行的一

小時裏，關掉非必要的燈，以

提醒人們節約能源。 

7.着學生思考： 

(1).兩幅圖片中的小朋友正

分別做甚麼？ 

(2).他們懂得珍惜資源嗎？

為甚麼？ 

(3).他們應該怎樣珍惜資

源？ 

(4).你還想到其他珍惜資源

的方法嗎？ 

 

思考並獨立完成工作

紙三 

 

 

 

 

 

 

 

 

自由舉手回答問題。 

 

 

 

 

 

 

 

 

思考並回答問題。 

5’ 總結： 

回顧全堂課所學

內容 

引導學生回顧本堂課所學的

內容： 

1.家中常用的能源有哪些？ 

2.我們應該怎樣珍惜能源？ 

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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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 

沒有電和石油氣   

如果突然停電，或者家裏沒有足夠的石油氣，對你的生活有甚麼影響？

把代表答案的數字填在適當的  上。 

 

 

 

 

 

 

 

 

 

 

 

  

 

 

 

 

 

 

 

 

 

突然停電：                     

沒有足夠的石油氣：                 

  

 

 

1. 
 

 

2. 
 

 

不能開燈 不能煮食 

3.

. 

不能看電視 

 

 

 

4. 
 

 

5. 
 

 不能冷藏食物

１ 

沒有熱水洗澡 

6.

.

 

不能使用電風扇 

媽媽，為甚

麼還沒有晚

餐吃？ 

食物全都

變壞了！ 

為甚麼

沒有熱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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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試教評估： 

1. 學生能掌握家中的物品主要由哪種物料造成的。 

 

2. 學生能通過探究活動，掌握探究活動的步驟，找出物料的特性：軟和硬、

輕和重、滲水和不滲水。 

 

3. 學生能找出公平測試的方法，勇於發言、積極投入課堂。 

 

4. 結合他們做過的實驗和很強的觀察能力，看到紙杯中有一層「膠」，並指

出塑膠不會滲水，猜想出紙杯的製造物料，加上老師的小知識，知道紙杯內層噴

了一層食用蠟或包了一層 PE 膠（塑膠的一種），蠟和膠不會滲水，所以紙杯內的

水便不會滲出來。同學們都感到很高興，並希望日後可以有更多的探究活動。 

 

5. 學生能列舉出家中常用的能源：電和石油氣，並能列舉出哪些家居用品

是用電源操作的，哪些是用石油氣操作的。 

 

6. 通過學習，同學們都列舉了很多珍惜電源的方法，如不用電器時要關掉，

省電之餘還能保障家居安全，同時指出同一個電源開關不能同時插入多個插頭，

會使電擊容易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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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和建議： 

1. 有些家居物品是由很多種不同的物料造成的，老師提醒同學在描述的時候說

主要的物料後，學生更容易掌握物品的製造物料。 

 

2. 在進行探究活動時，要注意先讓學生討論如何進行公平測試，例如探究物料

的特性軟和硬、探究物性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兩組不同的實驗，分別有哪些方法？

另外要弄清楚專業名詞─滲水、不滲水，老師可以提出如果倒水入紙巾，會發生

甚麼變化？水會穿透紙巾，滲出水來，我們就說紙巾是滲水的物料，從中啟發學

生找出答案和方法。 

 

3.找出測試方法後，再一步一步地講清楚實驗步驟，例如：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

重時，要注意尺子放在膠擦上，要使尺子的左右平衡，才開始做實驗，每做一次

實驗之前，都要留意這一點，同學們就能更準確地進行測試，而且課堂紀律較好。 

 

4.一年級的同學也留意到地球熄燈一小時的活動，聽到老師介紹活動後，紛紛表

示會參與這項活動，大大提高了同學們愛惜能源的意識，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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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第一課節 

家中常見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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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探究物料的特性：輕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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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物料的特性：滲水和不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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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學生完成的工作紙---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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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的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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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的工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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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澳門常識與生活》一年級上---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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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圖片(詳見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