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11學年度生活課程輔導團 

「生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案例徵稿」活動 

 

 

 

 

 

我愛泡泡 

 

 

 

 

 

 

 

 

編號(免填寫): 附件一 



臺南市111學年度生活課程輔導團 

「生活課程素養導向教學案例徵稿」活動 

壹、教學主題名稱：我愛泡泡 

貳、教學年級：一年級 

叁、教學節數：4節 

肆、主題架構圖：（請提供本教學單元完整之教材架構，使明瞭整體課程定位與實施程序。） 

《原南一版一上生活課程第四單元架構》 

 

 

 

 

 

 

 

     《本教學案例主題架構圖》                 
 

 

 

 

 

 

 

 

 

 

 

 

 

 

 

 

 

 

 

 

 

 

 

 

 

 

 

 

 

 

附件二 

泡泡怎麼來 

1. 生活中的泡泡 

2. 調製泡泡水 

大家來吹泡泡 

1. 吹泡泡真好玩 

2. 用不同工具試

試看 

美麗的泡泡 

1. 泡泡像什麼 

2. 留下泡泡美麗的樣子 

3. 泡泡水妙用多 

一、神奇的泡泡水 

1.泡泡大集合 

二、吹泡泡真好玩 

1.泡泡新發現 

一、神奇的泡泡水 

2.泡泡水秘方 

 

一、神奇的泡泡水 

3.泡泡功用知多少 

一、神奇的泡泡水 

4.調製泡泡水 

二、吹泡泡真好玩 

2.泡泡達人秀 

二、吹泡泡真好玩 

3.泡泡的聯想 

二、吹泡泡真好玩 

4.千變萬化的泡泡 



伍、教學活動設計： 

  

課程名稱 我愛泡泡 

設計理念 

體驗科學研究的趣味 

    源自於看到小熊出版的《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套書的發想。想「試

試看」能否轉個教學眼光和方式，少了老師的細項指示和步驟，協助學生找出自

己發現的奇妙現象(觀察)，進而提出問題(提問)，依據自己的思考進行各種假設

(假設)，然後把假設實踐出來(實驗)。畢竟，為自己發現的問題找到答案才有

趣！ 

練習節制有效的發表與溝通 

    搭配健康第三單元我長大了第4小單元「說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箴言第29章

11節「愚妄人怒氣全發，智慧人忍氣含怒。」，作為學生自主學習時互動的關鍵橋

梁，練習節制有效的溝通。 

錯誤和失敗也是學習 

    泡泡這個主題，是一年級學生有能力自己研究的題材，也是大人小孩普遍的

生活經驗。只是自主學習，就不能太多的干涉，所以課程實施之先，無法預知學

生會將課程引到哪個方向，也不清楚這種方式在一年級小朋友中是否可行。我想

試試看，因為這也是老師在教學上自主學習的科學方法！失敗，也是學習。 

生活課程 

核心素養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 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E-B1  

使用適切且多元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尊重他人

想法。 

生活-E-C1  

覺察自己、他人和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重他

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應

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

互動，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學習探究事物的方法，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能用合宜的

方式與人溝通合作，共同完成探究任務。 

表現任務 
1.學生能提出問題與假設，並動手實驗，嘗試驗證假設。 

2.學生能彼此合作完成任務。 

單元與

活動名

稱 

學習重點 
學習

目標 

學習活動歷程 

(包括學習策略) 

時間

節次 

學習 

評量 

教 師 的 思

考 與 教 學

策略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一、神

奇的泡

泡水 

 

 

2-I-

1 以

感官

和知 

覺探

A-I-

2 事

物變

化現

象的

1.能

觀察

生活

中的

泡

 

 

 

 

 

【第

一

節】 

 

 

‧能發

表自己

的經驗 

‧能說

出自己

以類似 PBL

專題式學

習的方

式，教導

學生自主

觀察生活中的奇妙現象 

─泡泡大集合 

將各式各樣的泡泡集合

起來觀察看看。 



 

 

 

索生

活 

中的

人、

事、

物，

覺察

事物

及環

境的

特

性。 

2-I-

2 觀

察生

活中

人、

事、

物的

變

化，

覺知

變化

的可

能因

素。 

2-I-

4 在

發現

及解

決問

題的

歷程

中，

學習 

探索

與探

究

人、

事、

物的

方

法。 

2-I-

5 運

用各

觀

察。 

C-I-

1 事

物特

性與

現象

的探

究。 

C-I-

3 探

究生

活事

物的

方法

與技

能。 

C-I-

4 事

理的

應用

與實

踐。 

C-I-

5 知

識與

方法

的運

用、

組合

與創

新。 

D-I-

3 聆

聽與

回應

的表

現。 

D-I-

4 共

同工

作並

相互

協

助。 

F-I-

泡。 

2.能

提出

製作

泡泡

水的

方

法。 

3.能

實際

製作

出泡

泡

水。 

4.能

發現

調製

泡泡

水的

影響

因

素，

並進

行修

正調

製最

容易

吹的

泡泡

水 

。 

5.能

分享

自己

的經

驗與

看

法。 

 

 

 

 

 

 

 

 

 

 

【活動1：泡泡在哪裡？】 

一、分享與討論 

(一)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第一個問

題，引導學童回想生活中有關泡泡

的經驗。 

Q1：生活中有哪裡可以看到泡

泡？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教師關鍵提問 

1.你喜歡泡泡嗎？ 

2.你曾經在什麼地方看過泡泡

呢？ 

(1)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時。 

(2)用洗碗精洗碗。 

(3)洗頭或洗澡，使用沐浴乳

或洗髮乳的時候。 

(4)洗衣服的時候。 

(5)汽水倒出來的時候。 

(6)我在水裡游泳的時候。 

(7)妹妹吐口水的時候。 

(8)海浪打到岸邊石頭的時

候。 

(9)用牙膏刷牙的時候。 

(10)水瓶用力搖的時候。 

…… 

3.這些產生泡泡的水，都可以拿

來做吹泡泡的水嗎？ 

※不行，有的泡泡一下子就不見

了。 

(1)用肥皂或洗手乳洗手時。

(可) 

(2)用洗碗精洗碗。(可) 

(3)洗頭或洗澡，使用沐浴乳

或洗髮乳的時候。(可) 

(4)洗衣服的時候。(可) 

(5)汽水倒出來的時候。(不

可) 

 

 

10分 

 

 

 

 

 

 

 

 

 

 

 

 

 

 

 

 

 

 

 

 

 

 

 

 

 

 

 

 

 

 

 

 

 

 

 

 

 

 

 

 

 

 

 

的觀察

與看

法。 

‧能自

己動手

調製泡

泡水。 

‧能發

現錯誤

時運用

方法進

行修

正。 

‧能用

合宜的

語氣和

態度與

人溝通

合

作。‧

能積極

參與各

項討論

和實

驗。 

 

 

 

學習的方

法。 

‧觀察：

引導學生

觀察事

物。 

‧討論：

全班或小

組討論交

換經驗與

看法。 

‧提問：

使用關鍵

提問引導

學生發現

問題或是

澄清概

念。 

‧發表：

運用口頭

發表，即

時修正錯

誤概念釐

清。 

‧假設：

學生運用

背景知識

進行推

測，以解

決問題。 

‧實作：

讓學生動

手驗證自

己的想

法。 

 

 

 

 

 

 

 

 

 

 

 



種探

究事

物的

方法

及技

能，

對訊

息做

適切

的處

理，

並養

成動

手做

的習

慣。 

3-I-

1 願

意參

與各

種學

習活 

動，

表現

好奇

與求

知探

究之

心。 

3-I-

2 體

認探

究事

理有

各種

方

法，

並且

樂於

應

用。 

3-I-

3 體

會學

習的

樂趣

1 工

作任

務理

解與

工作

目標

設定

的練

習。 

F-I-

2 不

同解

決問

題方

法或

策略

的提

出與

嘗

試。 

F-I-

4 對

自己

做事

方法

或策

略的

省思

與改

善。 

 

 

 

 

 

 

 

 

 

 

 

 

 

 

 

 

 

 

 

 

 

 

 

 

 

 

 

 

 

 

 

 

(6)我在水裡游泳的時候。(不

可) 

(7)妹妹吐口水的時候。(不

可) 

(8)海浪打到岸邊石頭的時

候。(不可) 

(9)用牙膏刷牙的時候。(可) 

(10)水瓶用力搖的時候。(不

可) 

…… 

 

 

 

 

 

 

4.動動腦，你還發現了什麼奇妙

的現象嗎？(發現問題) 

(1)洗東西的泡泡維持比較

久。 

→洗東西的清潔用品，都可

以拿來做泡泡水嗎？ 

→哪一種清潔用品製作的泡

泡水最好吹？ 

→清潔用品為什麼會有泡

泡？ 

→有泡泡的水洗得比沒泡泡

的水還乾淨嗎？ 

…… 

(2)吐氣會造成泡泡。 

→泡泡裡面有東西嗎？若

有，是什麼？ 

→為什麼泡泡很快就會破

掉？ 

(3)不管什麼地方看到的泡泡

都是圓形。 

→泡泡為什麼都是圓形的？ 

(4)泡泡產生都會有水。 

→泡泡的產生一定都會有水

嗎？有沒有無水泡泡？ 

…… 

(二)教師在黑板書寫第二個問題，

引導學生進行觀察分類。 

Q2-1：哪種泡泡可以維持比較

久？(用紅色的彩色筆圈起來。) 

 

 

 

 

 

 

 

 

 

 

 

 

 

 

 

10分 

 

 

 

 

 

 

 

 

 

 

 

 

 

 

 

 

 

 

 

 

 

 

 

 

 

10分 

 

 

 

 

 

 

 

 

 

 

 

 

 

 

 

 

 

 

 

 

 

 

 

 

發現可以深入探究的地方 

─泡泡水秘方 

哪種清潔用品最適合吹泡

泡？ 



和成

就

感，

主動

學習

新的

事

物。 

7-I-

1 以

對方

能理

解的

語彙

或方

式，

表達

對

人、

事、

物的

觀察

與意

見。 

7-I-

2 傾

聽他

人的

想

法，

並嘗

試用

各種

方法

理解

他人

所表

達的

意

見。 

7-I-

4 能

為共

同的

目標

訂定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從上一題的紀錄中用紅色彩色

筆圈選。 

2.設定時間1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若有小組

討論結果有疑慮，當場公開進行

討論並即時修正。 

‧教師關鍵提問 

1.為什麼有的泡泡會維持比較

久？這些泡泡的例子中，你發現

有什麼共通點？ 

※都是清潔用品(洗衣精、洗碗

精、肥皂、沐浴乳、洗髮乳、牙

膏、洗手乳……) 

2.如果要調製出可以吹泡泡的

水，你會怎麼做？ 

※使用會起泡泡的清潔用品來調

配。 

 

 

 

 

 

 

 

 

 

二、實驗假設：教師引導學生透過

功能回溯，找出最適合調製泡泡水

的原料。 

‧教師關鍵提問 

1.每一種會起泡的清潔用品，都

可以拿來製作泡泡水嗎？ 

※應該都可以。 

※因為都會起泡泡。 

2.哪一種製作出來的泡泡水比較

好吹？為什麼？ 

(1)洗碗精(7組)→因為要洗的東

西比較油！要很多泡泡。 

 

 

 

 

 

 

 

 

 

 

 

 

 

 

 

 

 

 

 

 

 

 

 

 

 

 

 

 

 

 

 

 

 

10分 

 

 

 

 

 

 

 

 

 

 

 

 

 

 

 

 

 

【第

實踐假設的實驗與成果分享 

─調製泡泡水 

各種泡泡原料都可以拿來試

試看！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從結果回溯找原因 

泡泡功用知多少？ 



規則

或方

法，

一起

工作

並完

成任

務。 

 

 

 

 

 

【活動2：調製神奇泡泡水】 

一、調製泡泡水 

(一)溫馨提醒：實驗材料、規則、

環境預備 

1.教師發下實驗器材：透明塑膠

水杯、吸管一根。 

2.進行調製泡泡水的環境預備：

桌面鋪上兩條抹布。 

3.教師吩咐調製規則： 

(1)僅能對著抹布試吹。 

(2)要排隊。 

(3)小心不要翻倒。不小心翻

倒就使用抹布擦拭收拾。 

…… 

4.教師確認各小組預備使用的材

料選項。 

5.教師揭示原料所擺放的位置。 

6.帶領全班朗讀貼在門上的箴

言：愚妄人怒氣全發，智慧人忍

氣含怒。(箴言29章11節) 

(1)提醒節制的重要，情緒不

可以激動。 

(2)彼此的溝通要尊重，說話

要說清楚但語氣要溫柔。 

(二)進行泡泡水調製實驗 

  學生自行調製泡泡水並試吹。

(不觀看電子書上的教學影片，自

己試試看。) 

(三)討論與修正：過程中進行修正

錯誤討論。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教師關鍵提問 

1.你調製的泡泡水吹得出來嗎？

你是怎麼改良的？ 

二

節】 

 

 

 

10分 

 

 

 

 

 

 

 

 

 

 

 

 

 

 

 

 

 

 

 

 

 

 

 

25分 

 

 

 

 

 

 

 

 

 

 

 

 

 

 

 

 



(1)原本的清潔用品再加很多。

(加入更多牙膏，真的可以吹出

來。) 

(2)加入第二種清潔用品。(原本

是洗碗精，再加洗手乳) 

(3)改換其他清潔用品。(從牙膏

換到洗碗精) 

(4)輕輕吹。 

…… 

2.觀察製作好的泡泡水，有沒有

什麼奇妙現象？ 

(1)攪拌就會有泡泡。 

(2)有香香的味道。 

(3)摸起來滑滑的。 

(4)有些有顏色。 

…… 

二、實踐想法的分享與討論 

‧教師在黑板書寫第三個問題，引

導學生分享實驗的新發現。 

Q2-2：製作泡泡水有什麼發現？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1)牙膏真的能吹出來，只是比

較重，一下子就掉到地板上，不

能輕輕飄。 

(2)洗碗精最容易製造出泡泡

水，或是洗碗精加洗手乳混和也

很容易。 

(3)討論後的結果：洗碗精〉洗

碗精+洗手乳〉洗手乳〉牙膏 

—第一階段活動結束— 

 

 

 

 

 

 

 

 

 

 

 

 

 

 

 

5分 

 

 

 

 

 

 

 

 

 

 

 

 

二、吹

泡泡真

好玩 

2-I-

1 以

感官

和知 

覺探

索生

活 

中的

人、

事、

A-I-

2 事

物變

化現

象的

觀

察。 

C-I-

1 事

物特

1.能

從觀

察泡

泡發

現新

問題 

2.能

根據

問題

提出

 

 

 

 

 

 

 

 

【活動3：觀察泡泡新發現】 

一、發現問題 

【第

三

節】 

 

 

 

 

 

10分 

 

‧能發

表自己

的經驗 

‧能說

出自己

的觀察

與看

法。 

‧能自

己動手

以類似 PBL

專題式學

習的方

式，教導

學生自主

學習的方

法。 

‧觀察：

引導學生

觀察事

觀察生活中的奇妙現象 

─泡泡新發現 

試著描述看到的泡泡，

看看有什麼新發現。 



物，

覺察

事物

及環

境的

特

性。 

2-I-

2 觀

察生

活中

人、

事、

物的

變

化，

覺知

變化

的可

能因

素。 

2-I-

4 在

發現

及解

決問

題的

歷程

中，

學習 

探索

與探

究

人、

事、

物的

方

法。 

2-I-

5 運

用各

種探

究事

物的

方法

及技

性與

現象

的探

究。 

C-I-

3 探

究生

活事

物的

方法

與技

能。 

C-I-

4 事

理的

應用

與實

踐。 

C-I-

5 知

識與

方法

的運

用、

組合

與創

新。 

D-I-

3 聆

聽與

回應

的表

現。 

D-I-

4 共

同工

作並

相互

協

助。 

F-I-

1 工

作任

務理

解與

工作

假設

嘗試

解決

問

題。 

3.能

進行

實驗

驗證

假設

是否

正

確。 

4.能

與同

學合

作分

享自

己的

經驗

與看

法。 

5.能

發現

影響

泡泡

大小

和多

寡的

因

素。 

(一)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第四個問

題，引導學童觀察泡泡。 

Q3：觀察泡泡有哪些新發現？ 

‧學生運用先前的經驗，製作最容

易吹的泡泡水。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教師關鍵提問 

1.泡泡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1)泡泡有的大，有的小。 

(2)整體來看泡泡是圓形，透

明的，有彩色的花紋。 

(3)泡泡很很輕，會在空中飄

一陣子才破掉。 

(4)有的幾個泡泡會黏在一

起。 

2.泡泡摸起來是什麼樣子？ 

(1)有的一摸到就破掉。 

(2)有的可以放在手上，甚至

還可以穿進去不會破。 

(3)很輕沒有感覺。 

3.泡泡聞起來是什麼樣子？ 

(1)有原來清潔劑的味道。 

4.泡泡給你什麼感覺？ 

(1)吹出很大的泡泡，覺得自

己很厲害。 

(2)一次可以吹出很多泡泡，

覺得很棒！ 

(3)想抓住泡泡留在手上玩。 

(4)喜歡跟著泡泡跑來跑去。 

(5)在水裡吹會有很多泡泡跑

出來。 

 

 

 

 

 

 

 

(二)發現問題 

 

 

 

 

 

 

 

 

 

 

 

 

 

 

 

 

 

 

 

 

 

 

 

 

 

 

 

 

 

 

 

 

 

 

 

 

 

 

 

 

 

 

 

 

10分 

 

調製泡

泡水。 

‧能發

現錯誤

時運用

方法進

行修

正。 

‧能用

合宜的

語氣和

態度與

人溝通

合

作。‧

能積極

參與各

項討論

和實

驗。 

 

物。 

‧討論：

全班或小

組討論交

換經驗與

看法。 

 

‧提問：

使用關鍵

提問引導

學生發現

問題或是

澄清概

念。 

‧發表：

運用口頭

發表，即

時修正錯

誤概念釐

清。 

‧假設：

學生運用

背景知識

進行推

測，以解

決問題。 

‧實作：

讓學生動

手驗證自

己的想

法。 

 

發現可以深入探究的地方 

─泡泡達人秀 

誰吹的比較大？ 

誰吹的泡泡比較多？ 



能，

對訊

息做

適切

的處

理，

並養

成動

手做

的習

慣。 

3-I-

1 願

意參

與各

種學

習活 

動，

表現

好奇

與求

知探

究之

心。 

3-I-

2 體

認探

究事

理有

各種

方

法，

並且

樂於

應

用。 

3-I-

3 體

會學

習的

樂趣

和成

就

感，

主動

學習

目標

設定

的練

習。 

F-I-

2 不

同解

決問

題方

法或

策略

的提

出與

嘗

試。 

F-I-

4 對

自己

做事

方法

或策

略的

省思

與改

善。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觀察、實作經

驗，延伸出問題與想法。 

1.泡泡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1)泡泡有的大，有的小。 

→怎樣吹出大泡泡？ 

(2)整體來看泡泡是圓形，透

明的，有彩色的花紋。 

→泡泡一定都是圓的嗎？ 

→可以做出不同形狀的泡泡

嗎？ 

→泡泡裡面是什麼？ 

→可以做出各種顏色的泡泡

嗎？ 

(3)泡泡很輕，會在空中飄一

陣子才破掉。 

→要怎麼做泡泡比較不會

破？ 

(4)有的幾個泡泡會黏在一

起。 

→怎樣一次吹出很多泡泡？ 

2.泡泡摸起來是什麼樣子？ 

(1)有的一摸到就破掉。 

(2)有的可以放在手上，甚至

還可以穿進去不會破。 

(3)很輕沒有感覺。 

→為什麼有時候摸到就破

掉，有的可以放在手上，甚

至把手指頭伸進去再拿出來

也不會破？ 

→泡泡有重量嗎？ 

3.泡泡聞起來是什麼樣子？ 

(1)有原來清潔劑的味道。 

→可以製作出各種味道的泡

泡嗎？ 

4.泡泡給你什麼感覺？ 

(1)吹出很大的泡泡，覺得自

己很厲害。 

→要怎樣吹出很大的泡泡？ 

(2)一次可以吹出很多泡泡，

覺得很棒！ 

→要怎樣一次吹出很多泡

泡？ 

(3)想抓住泡泡留在手上玩。 

→泡泡怎麼才能維持比較久

不破掉？ 

 

 

 

 

 

 

 

 

 

 

 

 

 

 

 

 

 

 

 

 

 

 

 

 

 

 

 

 

 

 

 

 

 

 

 

 

 

 

 

 

 

 

 

 

 

 



新的

事

物。 

7-I-

1 以

對方

能理

解的

語彙

或方

式，

表達

對

人、

事、

物的

觀察

與意

見。 

7-I-

2 傾

聽他

人的

想

法，

並嘗

試用

各種

方法

理解

他人

所表

達的

意

見。 

7-I-

4 能

為共

同的

目標

訂定

規則

或方

法，

一起

工作

→要怎樣才能抓住泡泡不破

掉？ 

(4)喜歡跟著泡泡跑來跑去。 

→如何讓泡泡在空中飄久一

點？ 

(5)在水裡吹會有很多泡泡跑

出來。 

→為什麼在泡泡水裡吹，就

會長出很多泡泡像冰淇淋到

滿出來？ 

  …… 

(三)選擇探究問題 

‧教師引導學生舉手表決想要探究

的題目，並書寫在黑板上： 

1.要怎麼吹出大泡泡？ 

2.要怎麼吹出很多泡泡 

 

 

 

 

 

 

 

二、實驗假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

假設，嘗試設計出可以解決問題的

方案。 

(一)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第四個問

題，引導學童回想生活中吹出大泡

泡的經驗，或是怎樣才能製造出

「大」泡泡的推論。 

Q4：怎樣吹出大泡泡？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教師關鍵提問 

1.是要改變泡泡水的原料嗎？ 

※使用多種類的清潔用品。(6

組) 

2.是要改變吹泡泡的工具嗎？ 

※把原來的吸管開口剪開變大。

(9組) 

※使用粗吸管。(10組) 

 

 

 

 

 

 

 

 

 

 

 

 

 

 

 

 

 

 

 

 

 

 

 

10分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泡泡的聯想 

大泡泡就是要用大， 

多泡泡就是要變多。 



並完

成任

務。 

3.是要改變吹泡泡的方法嗎？ 

※輕輕吹，吹多一點空氣進去。

(5組) 

4.是要改變吹泡泡的地點嗎？ 

※不是。(0組) 

5.是要改變吹泡泡的時間嗎？ 

※不是。(0組) 

…… 

(二)教師在黑板上書寫第五個問

題，引導學童回想生活中吹出很多

泡泡的經驗，或是怎樣才能製造出

「很多」泡泡的推論。 

Q5：怎樣吹出很多泡泡？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教師關鍵提問 

1.是要改變泡泡水的原料嗎？ 

※使用多種類的清潔用品。(0

組) 

2.是要改變吹泡泡的工具嗎？ 

※使用多支吸管(10組) 

※使用粗吸管(8組) 

※使用毛根折多個圓圈圈。(6

組) 

※使用茶杯插出很多個洞。(3

組) 

※找網狀的工具。如羽球拍。(4 

組) 

3.是要改變吹泡泡的方法嗎？ 

※把吸管插在水裡面吹。(1組) 

4.是要改變吹泡泡的地點嗎？ 

※不是。(0組) 

5.是要改變吹泡泡的時間嗎？ 

※不是。(0組) 

…… 

 

 

 

 

 

 

 

 

 

 

 

 

 

 

10分 

 

 

 

 

 

 

 

 

 

 

 

 

 

 

 

 

 

 

 

 

 

 

 

 

 

 

 

 

 

 

 

 

【第

四

節】 

 
 

實踐假設的實驗與成果分享 

─千變萬化的泡泡 

各種能吹泡泡的工具都可以

拿來試試看！ 

 



 

 

三、動手玩泡泡 

‧學生根據自己設定的假設，在教

室中進行實驗，驗證自己的假設是

否可以成立。 

 

 

四、實踐想法的分享與討論 

‧小組討論、紀錄與發表 

1.發下空白紙一張，分派學生一

人負責記錄。 

2.設定時間5分鐘，進行小組討

論。 

3.分派學生上台發表，進行全班

檢核討論內容。 

(1)開口大的就可以吹出大泡

泡，所以粗吸管或剪開開口都可

以。 

(2)使用去底部的茶杯，也可以

吹出大泡泡，開口更大，所以泡

泡比粗吸管大。 

(3)多支吸管不會吹出大泡泡，

而是許多泡泡黏在一起。 

(4)使用濾網綁緊在茶杯上，也

可以吹出很多小泡泡黏在一起。 

(5)把茶杯戳洞比較不容易吹出

來，因為洞太小了，也怕喝到泡

泡水而不敢吹。 

(6)毛根也可以製造出大泡泡，

如果折成一個大圓，但是是用揮

的，不是用吹的。 

(7)毛根折出多個小圓圈，也是

可以製造出多個泡泡，但是用揮

的。 

(8)都加洗潔劑的種類，看不出

可以吹出大泡泡或是多個泡泡。 

─第二階段結束─ 

 
 

30分 

 

 

 

 

 

10分 

 

 

 

 

 

 

 

 

 

 

 

 



柒、附件：  

一、教學活動照片 
小組討論學習 

※說明：第一次經歷小組討論的學習方式，採取3人為一組，並明確規範每次討論的紀錄

員。 

※省思：學生不會寫國字，連注音都還是錯誤很多，也還沒辦法形成句子，所以就讓學生

用語詞紀錄，發現師生對談及上台發表分享就成為了解學生想法的重要關鍵。 

  

  

口頭發表學習 

※說明：這個階段的文字能力薄弱，口頭發表是很重要的學習及評量依據，因此每次需要

花很多的時間傾聽每小組的探究結果。 

※省思：透過口語表達，有負責上台發表的學生發現紀錄有錯誤，而要求暫停先下台修

正，發現讓學生口述是再次檢視自己想法的重要方法。 

  



實作學習的樂趣 

※說明：學生將自己的各種假設，透過實作驗證是否正確。 

※省思：學生容易因為吹泡泡而情緒過於興奮，所以在實作學習前，非常需要再三的約

定，並透過箴言的教導與實踐，使學生的學習不致因情緒失控而偏離太遠。這次是箴言29

章11節：「愚妄人怒氣全發，智慧人忍氣含怒。」 

  

  

實作學習中的創造力 

※說明：學生使用的材料受限於教室僅有的物品，不想製造過多不必要的垃圾。 

※省思：學生有抓到假設的重點，例如「網狀」、「大開口」等，所以在第二階段要實驗吹

出大泡泡和吹很多泡泡時，會自行組合或是加工。發現實作學習還能延伸出更多潛在的學

習能力。 

  



  

實作學習的另一新頁 

※說明：學生在調製泡泡水的試吹過程中，有許多新發現。例如：有的人可以把泡泡留在

手上，有的人一碰就破掉。 

※省思：若主題目標太過明確，反而會限制住學生的思考。而實作學習中的互動，也會幫

助學生快速的找到異同之處而得到解答，例如幾個學生為了也要能夠抓住泡泡，就會仔細

地審視自己與他人有何不同，結果發現只要手沾有泡泡水，就可以留住泡泡。 

  
探究學習的毅力：堅持假設不放棄 

※說明：認為牙膏可以吹出泡泡的小組成員紛紛轉向，只有他堅持增加牙膏的使用量，整

個泡泡水都變白，最後終於吹出來！ 

※省思：堅持假設要很勇敢，因為整個班級都沒有人看好。當吹出泡泡的那一刻，學生整

個跳了起來！當時也因為時間的關係，很想要直接喊卡，幸好，沒有做這事。 

 

 



探究學習中的錯誤學習力 

※說明：學生在回憶剛剛失敗的原因。 

※省思：老師堅持不肯幫忙，也沒有說明調製的方法，所以學生在調製泡泡水的過程中，

一開始幾乎所有人都吹不出來，整個班級都很沮喪。突然有人突破關卡吹出泡泡，就好像

是黑暗中有了亮光，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開始加入更多的清潔劑，或是加入第二種清潔劑

等，就陸續都成功了。這過程比結果更造就人。 

  
 

二、學習活動單 
※說明：活動的進行取決於學生在前一個階段的假設。因此每個階段的討論，就是發一張

空白的紙張，讓學生用自己能理解的詞句來紀錄。 

※省思：一年級容易在活動中偏離主題，因此黑板上一定要寫下當時的討論任務，以及建

議的紀錄方式，不然學生就會思緒跑掉，不知道現在當做什麼事。最後的分享報告，也要

將結果寫在黑板上，也就是老師不可以只有口述，還要用簡短的詞句寫在黑板上加強連

結。 

  



 
 

  

 

三、展現實驗成果 
成果小書串聯起各個概念與想法 

※使用方式：摺頁小書 

    在不影響課程進度下，使用晨光時間進行設計成果小書。一年級學生才剛完成注音十

週的學習要邁入國字書寫，因此使用學生最熟悉的繪本形式，用簡短的一兩句話展現實驗

成果，是最恰當的方式。 

    小書的製作則是利用四開圖畫紙對折成為長形，然後折成摺頁式正反8頁的小書。成

果小書內容分成觀察、實驗、感想三大部分。  

※省思： 

    原本沒考慮研究成果的部分，但是總覺得缺少了最後的歸納，學生的學習變得鬆散沒

有系統。剛好教室內有現成的長型圖畫紙，內容則是每段教學活動的結果，學生在製作過

程中，概念更深刻，彼此之間也串連起來。 

    學生在小書上的敘述及注音用詞錯誤百出，但是不想注重字詞文句的使用，因為不是

國語課，而是聚焦在學生概念的呈現是否有正確或是清楚。這樣反而讓評量的眼光寬廣，

能看到學生在泡泡這個單元上的學習表現。 



   

   

 
  



   

  

 
 

泡泡觀察篇 

(關鍵用詞：我發現……) 

  



 
吹泡泡實驗篇 

(關鍵用詞：我發現……；……就能……) 

   

  
 



   

  
 

感想篇 

(關鍵用詞：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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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一版國小一年級上學期生活教師手冊》南一書局 

2.《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1 意想不到的觀察》小熊出版社 

3.《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2 膽大心細的假設》小熊出版社 

4.《NHK小學生自主學習科學方法3 實踐想法的實驗》小熊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