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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小小小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    

統整統整統整統整與銜接與銜接與銜接與銜接之發展之發展之發展之發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研究者：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專任輔導員 陳藝珍 

一、研究緣起 

曾經聽過國中老師抱怨國小自然科老師到底都教了些什麼?怎麼剛升上國一

的學生有些觀念都沒有?或者有些概念，國中教師認為國小自然科應該有教過了

才對。有鑑於此，本人針對國小的幾個主題課程內容進行統整，並就國小有呈現

的課程概念及內容與國中的課程課程一併呈現，期使國中教師了解國小升國中學

生的學習先備知能，避免造成學習概念的斷層或誤解國小自然科教師之教學內

容；另外，也讓國小自然科教師知道，國中三年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與國

小課程之間的關連性，在進行國小課程教學時，可以或多或少在相關主題課程學

習上，視情況適當的呈現較為完整的主題學習概念，以利未來國中課程的銜接學

習。 

二、相關主題的研究有 

    1.地科…天文（月亮、星星、太陽）、地質（岩石與礦物）、天氣的變化 

    2.力…槓桿、齒輪、電與磁力、浮力、摩擦力 

    3.光…反射、折射 

三、以下簡單列出各階段課程主題單元內容 

1.國小中年級課程主題單元： 

• 動.植物（水中生物、昆蟲世界、植物的身體） 

• 力（生活中有趣的力、電路、運輸工具） 

• 光（彩虹、水入錢出、池水深淺） 

• 地科（天文-月亮；天氣-空氣、認識天氣） 

• 水（雲與霧、水的流動、溶解） 

2. 國小高年級課程主題單元： 



 2 

• 動.植物（植物世界、動物生活） 

• 地科（天文-太陽與四季、看星星；地質-山河大地；天氣-天氣的變化） 

• 力（電磁世界、施力工具） 

• 聲.光.熱.其他（聲音探討、透鏡、熱和生活、氧和二氧化碳、防鏽防腐） 

• 水（水溶液的性質） 

3.國中課程主題單元 

• 動.植物（生命的起源組成、生物體的營養和能量、運輸作用、協調作用、

體內的恆定性、遺傳和生殖、生命的演變、動植物界的生物及生態系） 

• 地科（天文-認識星體運行和天文景象；地質-礦物和岩石、板塊構造運動、

地貌變化、地震；天氣-複雜多變的天氣、全球氣候的變遷） 

• 力（基本的力、壓力、浮力；靜電、電壓、電流和電阻；直線運動、力與

運動、功和機械運用；電與磁、電和生活） 

• 聲光熱.其他（波動和聲音、光和顏色、溫度和熱的傳播、氧化還原作用） 

• 水（物質的世界、酸鹼鹽、反應速率和化學平衡、水的分布） 

四、地球科學主題課程各階段學習線形概念圖 

 

 

 

 

 

 

 

 

 

 

 

知道如何觀察
月相月相月相月相及其變化 

天文 中年級 高年級 

測量太陽太陽太陽太陽方
位和仰角 

太陽四季方位
與仰角變化 

介紹各種
日晷 

觀察星星的移動
及操作星相盤 

辨認北極星的方法 

四季指標
星座認識 



 3 

 

 

 

 

 

 

 

 

 

 

 

 

                                                                                 

 

 

 

 

 

 

 

 

 

 

 

 

 

天文 國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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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小地球科學主題之銜接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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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月亮單元的教學主要是以學生觀察學習為主，知道月亮有圓缺的變

化，並且會運用仰角觀測器和指北針測得月亮的仰角以及方位，在課程中沒有交

代月亮圓缺變化的原因，也沒有提到月食的發生現象及成因。因此，在銜接學習

課程中可以加入兩個學習內容： 

1.月球、地球以及太陽三個星體之間的相對運動的操作觀察，讓學生理解造成月

相變化的真正原因是三球體之間的相對位置變化結果。 

2.月食現象的操作觀察，讓學生知道當月亮的繞地球公轉運動進入地球的影子區

域時，才會發生月食現象，透過教具操作知道月食會發生在滿月的時候。 

經過上述兩個補充的學習歷程後，能破除學生對月相盈虧變化與月食現象的迷

思。 

 

 

 

 

 

 

 

 

 

 

 

五年級太陽與四季單元的教學，主要是透過竿影的變化紀錄，知道太陽在天

空中的位置變化情形，會利用工具將太陽在天空的位置轉錄在半球面天空模型

上。利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以及冬至四個時間點的太陽方位及仰角紀錄，

將之轉換在天空模型上，並發現太陽在一年的路徑變化以及介紹各種太陽鐘。雖

然是以太陽為學習主題，但是沒有提到太陽與其他星體的關連性。因此，在銜接

知道如何觀察
月相月相月相月相及其變化 

天文 中年級（月亮） 中年級銜接學習課程 

月亮圓缺變化 
與三球相對位置 

月食發生原因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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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中可以加入： 

1.宇宙與太陽系的關係位置圖，讓學生在學習與太陽有關的內容時，具備有宏觀

的宇宙觀念。 

2.其次縮小到太陽系的介紹，知道我們所屬的太陽系到底有哪些夥伴以及大家的

相關位置，並了解恆星、行星、衛星等星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3.在介紹太陽四季仰角變化概念之後，可以再加入因為地球會自轉所以有晝夜的

變化，以及因為地軸有傾斜現象，因此地球在繞太陽公轉時才會形成四季的變

化。透過太陽與地球教具的操作，讓學生理解正確的四季變化原因。 

 4.補充介紹生活中會發生的日食現象，理解日食的形成原因是太陽被月亮遮住

的結果，要提醒學生不可以直接觀看日食。 

 

 

 

 

 

 

 

 

 

 

 

五年級星空單元的教學重點在，知道星星和太陽月亮一樣，會有東升西落的

情形。會操作星座盤尋找星座，而且會利用大熊座和仙后座，分別在春夏以及秋

冬尋找北極星。簡單的介紹四個季節的指標星座。如果在呈現星空時先讓學生觀

察、發現我們抬頭看到的星星有什麼不一樣？藉此引導進入課程的學習，會更符

合讓學生主動探索學習的精神。因此，可以加上以下銜接的課程活動： 

天文 高年級銜接課程 高年級（太陽） 

測量太陽太陽太陽太陽方
位和仰角 

太陽四季方位
與仰角變化 

介紹各種
日晷 

知道我們存在的
太陽所在位置 

太陽系的成員 四季變化的原
因 

日食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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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發現星星顏色不同、亮度不同，藉此說明藍白色的星星它的表面溫度越

高，反之看起來是偏紅色的星星，它的表面溫度越低。看到的星星亮度，我

們會用數值來表示，稱之為視星等。數值越小代表亮度越大。 

2. 在進行四季星空指標星座的介紹時，可搭配四季認星口訣的介紹以及說四季

指標星座的故事，在介紹完四季指標星空後讓學生將指標星點連連看。期待

透過這些活動的延伸學習，使學生對認識四季星座的活動更有趣味性。 

 

 

 

 

 

 

 

 

 

 

 

 

 

六年級地質單元的教學重點在流水在上、中、下游的侵蝕、搬運與堆積作用

介紹，並知道流水作用與各種地形變化的關連性。透過觀察、實驗發現，岩石與

礦物有不同色澤、特性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了解岩石受到風化作用後會產

生變化，進而培養愛護地景的情操。如果想讓學生對地質有進一步的認識，以利

國中地質課程的銜接，因此可以加入以下銜接的課程活動: 

1. 地球構造簡介，先讓學生有一個整體的地球構造概念，知道地球本身的主要

部分為固體，外層叫岩石圈，岩石圈即一般所說的板塊，再連結礦務和

觀察星星的移動
及操作星相盤 

辨認北極星的方法 

星星的顏色
與亮度 

四季指標
星座認識 

四季星空
口訣 

天文 高年級銜接課程 高年級（星空） 高年級銜接課程 

星星相連 

星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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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是組成岩石圈的重要部分。 

2. 其次，介紹岩石的種類和地表作用的關係以及岩石循環。 

期待透過上述的銜接內容讓本有關岩石與礦物的學習涵蓋面更加完整，有利於國

中地質方面的課程銜接。 

 

 

 

 

 

 

 

 

 

 

六年級天氣變化的教學重點在了解水的三態變化、認識衛星雲圖以及地面天

氣圖、會判斷地面天氣圖的符號意義並知道當時的天氣型態、知道颱風及防颱。

國中在天氣的變化這個單元的學習內容部份，會將高年級學過的內容涵蓋在學習

單元內，因此，可以在國小六年級的內容上稍微加廣一些，例如： 

1. 介紹氣象衛星，讓學生知道我們的氣象資料是透過什麼傳送回來的。 

2. 地面天氣圖上會提到冷暖鋒面符號的認識，因此，可以深入介紹這兩種氣團

互相作用時，產生的天氣型態變化情況，使學生更理解鋒面與天氣變化的關

係。 

3. 颱風的活動進行時，可以利用簡單動畫示範，來解釋在北半球颱風旋轉方向

為何是逆時針的原因。也可以加入介紹在氣象預報時常會聽到的名詞，例如：

藤原效應、共伴效應。期待國小學生學完天氣的變化這個單元後，對生活中

接觸到的一些氣象資訊，有比較深入的概念理解。 

地質 高年級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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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構造 



 9 

 

 

 

 

 

 

 

 

 

 

六、結語 

筆者期待透過國中小主題課程的介紹後，讓國小教師能知道學生未來的學習

內容、國中教師能知道學生在小學階段的學習歷程。若是教學時間許可的情況

下，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做該主題課程的銜接以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習內涵，使有

利於學生未來國中相關主題課程的學習。另外在研究資料後面附上國中小課程主

題單元或相關內容，以利國中小課程間的相互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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