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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五上 太陽
太陽一天中的位

置變化

用影子觀察太

陽的位置

在校園裡找一個固定位

置的物體，觀察物體在

上午、中午、下午的影

子有什麼變化？

發現影子出現的方位和光源

相反。當光源照射的角度愈

高時，影子會愈短；當光源

照射的角度愈低時，影子會

愈長。

記錄竿影的變化
發現一天之中的竿影紀錄，

有哪些變化？

觀測太陽的位

置

利用立竿的影子來觀測

太陽

太陽高度角：描述太陽高度

時，會利用高度角來表示，

太陽高度角即是指太陽和地

平面之間的夾角，也可稱為

太陽仰角。

利用課本附件的太陽觀

測盒來觀測太陽

太陽高度角：描述太陽高度

時，會利用高度角來表示，

太陽高度角即是指太陽和地

平面之間的夾角，也可稱為

太陽仰角。

觀日資料的轉

錄

用方位和高度角可以表示當

時太陽的位置。

在臺灣，一天中太陽看起來

會東升西落，但稍微偏向南

方，高度角先由小變大，再

變小，中午時的高度角最

大。



四季日升日落的

變化

四季太陽升落

的路徑

不同季節，太陽在天空

中的位置會改變嗎？

1季節不同，窗戶影子的方

向和太陽的位置有什麼關

係？

2 季節不同，窗戶影子的長

短和太陽的位置有什麼關

係？

3 一年之中，太陽在天空中

的位置變化，每天都相同

嗎？

四季日照對氣

溫的影響

1比較四季中午，當氣

溫高時，太陽的高度角

是高還是低？

2 比較四季中午，當氣

溫低時，太陽的高度角

是高還是低？

由觀測紀錄中，可以發現夏

季中午時太陽的高度角最高

（陽光直射），氣溫較高；

而冬季中午時太陽的高度角

最低（陽光斜射），氣溫較

低。

太陽對生活的影

響

太陽與生活應

用

太陽與時間

「晷針」指向正北方，

「晷面」上畫有時刻線

，可以由晷針投影到晷

面上的位置來看出當時

的時刻。

太陽每天的升落情形

和影子的方位、長度都呈

現規律變化。古人利用竿

影的規律變化，發明了可

以用來計時的「日晷 」

植物世界
植物的構造與功

能

植物體內水分

的輸送
植物根部吸水實驗

植物由根吸收的水分，

再由莖輸送，最後經由葉子

散發到空氣中的現象，稱為

「蒸散作用」。



根的形態與功

能

植物的根深入土壤中，

可以固定植物體、吸收土壤

中的水分，也吸收溶解在水

中的礦物質幫助植物生長。

莖的形態與功

能

植物的莖可以支撐植

物體、輸送水分和養分。

葉的形態與功

能

植物的葉子長在莖上。植物

體內的水分，會經由葉子散

發到空氣中，葉子也可以製

造植物生長所需要的養分。

植物為了適應環境，會發展

出不同形態的根、莖、葉。

花、果實和種

子的形態與功

能

許多植物的種子被保護在果

實中。種子落在合適的環境

裡，可以生根、發芽，延續

植物的下一代。

植物的繁殖

大部分的植物可以利用種子

繁殖，但有些植物卻還可以

利用根、莖、葉等部位繁

殖。



有的植物會開花，有的

植物不會開花結果。蕨

類植物不會開花不結果

，它是如何繁殖下一

代？讓我們找一些蕨

類植物來觀察比較。

植物的分類

先仔細觀察植物或查閱

相關資料，了解它們的

特徵再分類

每次選用一種特徵當分類標

準，把植物分為兩群，

整理製作成分類表，可以幫

助我們有系統的認識植物。

試試看：先找出另一種特徵

當標準，把每一群分成兩小

群；各小群再找出另一種特

徵當標準，把各小群再依另

一個特徵細分，直到每一群

只有一種植物為止。

空氣與燃燒 氧氣 燃燒需要空氣 燃燒需要空氣

氧氣的製造

我們利用雙氧水加入一

些物質（例如：胡蘿

蔔、馬鈴薯等），可讓

氧氣產生比較快。

氧氣的特性 氧氣的特性

雙氧水和胡蘿蔔作用後會產

生氧氣，氧氣是一種無

色、無味的氣體，能使點燃

的線香燃燒得更旺盛。



氧氣與生活

氧氣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

體，可以幫助燃燒，在空氣

組成中大約占五分之一，是

提供地球上生物生存的重要

氣體。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製

造
二氧化碳的製造

用小蘇打粉和食用醋（或檸

檬汁）製造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特

性
二氧化碳的特性

燃燒的線香在二氧化碳瓶中

會熄滅，是因為二氧化碳不

具有幫助物質燃燒的特性。

用澄清石灰水檢驗二氧

化碳

石灰加入水中，經攪拌後會

形成混濁石灰水，將混濁的

石灰水過濾或靜置沉澱後，

就能得到實驗經常使用的無

色透明澄清石灰水。澄清石

灰水可以用來檢驗二氧化碳

是否存在。

二氧化碳與生

活

燃燒與滅火
物質燃燒的條

件
燃燒必須到達燃點

物質要燃燒，必須要達到一

定的溫度，此溫度稱為該物

質的「燃點」。各物質的燃

點不同，未達燃點，物質就

不會燃燒。



燃燒中的蠟燭要具備哪

些燃燒條件？

像蠟燭、木柴、瓦斯、酒精

和汽油等可以燃燒的物質，

稱為「可燃物」。

2燃燒需要同時具備「可燃

物」、「助燃物」和「達到

燃點」三個條件，缺少其中

一個條件，就不能燃燒，此

三個條件稱為「燃燒三要

素」。

滅火的原理

火災的預防與

逃生

聲音的探討 有聲世界 有聲世界
物體發出聲音時，有什

麼共同現象？

當我們聽到樂器發音時，也

可以看到或摸到它們的振

動。

聲音的變化 聲音的大小
聲音大小和物體振動強

弱的關係

聲音的大小也稱為「音

量」。輕輕敲物體，物體的

振動小，發出的聲音比較

小；用力敲物體，物體的振

動大，發出的聲音也比較

大。

聲音的高低



音色

不同的人或樂器，發出的聲

音具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

色稱為「音色」；而聲音的

「大小」、「高低」和「音

色」，稱為聲音三要素。

製作簡單的樂

器
製作吸管鳥笛

噪音對生活的影

響
認識噪音

噪音防制

H 五上 觀測太陽
一天中太陽位置

的變化
陽光與影子 竿影變化

當光源照射角度愈大時，影

子愈短，光源照射

角度愈小時，影子愈長。

觀測太陽位置

的方法
測量太陽的位置

一天中太陽的

位置變化

發現一天中太陽的方位與高

度角有什麼變化？



模擬太陽運行

軌跡

太陽在天空中的方位，是由

東方附近出現，中午時經過

南方天空，傍晚時則由西方

附近落下；而太陽的高度角

則是從早上到中午會愈來愈

大，從中午到黃昏會愈來愈

小。

一年中太陽位置

的變化

不同季節的日

出方位

利用地面景物當參考點

，每隔一段時間比較一

次，就可以發現日出的

時刻和位置，每一天都

會改變。

不同季節的太

陽位置變化

會發現一年中太陽的方位與

高度角有規律性的變化。

太陽高度角與

氣溫的關係

夏天的中午太陽高度角較大

，氣溫也較高；冬天的中午

太陽高度角較小，氣溫也較

低。不同季節的氣溫變化，

與太陽高度角有很密切的關

係。

太陽與生活
太陽對生活的

重要性



植物的奧秘
植物的構造和功

能

水如何進出植

物體
水怎樣進出植物的身體

植物將水從根吸收到體內，

由莖輸送到葉，再由葉蒸散

到大氣中。植物體內的水，

經由葉片以水蒸氣的形態散

發到空氣中的過程，稱為蒸

散作用。

根的形態與功

能

大部分植物的根伸入土壤中

生長，能固定植物體，且具

有吸收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

礦物質的功能

莖的形態與功

能

植物的莖能輸送水分和養分

，也可以支撐整株植物。

葉的形態與功

能

植物的葉能蒸散水分，以及

製造養分供植物生長

花的構造與功

能

不同植物的花，它的構造、

顏色、形狀和氣味各有不同

，有些可以吸引動物來幫助

植物授粉，有些可以利用風

力、水力來傳播花粉。



果實和種子的

功能

果實不只能保護種子，使它

慢慢成熟，部分植物還需要

透過果實的幫助才可以將種

子傳播出去。種子可藉由風

力、水力、動物或自身彈力

等方式來傳播，當種子傳播

到適合的地方時，就能發

芽、成長，繁衍下一代。

植物的繁殖
種子以外的繁

殖方式
利用根、莖或葉來繁殖

多樣的繁殖方

式

有些植物用種子繁殖，有些

植物則利用根或莖，或特別

肥厚的葉來繁殖，這些可以

用來繁殖的根、莖和葉中都

儲存很多養分，能供給植物

初期生長所需。

植物的特徵和分

類
辨識特徵

仔細觀察植物的生長環

境、繁殖方法和構造

特徵，說說看，不同的

植物之間，有哪些相似

或不同的地方？

植物分類

我們將植物分類時，依

據其中一種特徵，將其

分為兩類的方法稱為二

分法。



熱對物質的

影響

物質受熱後的變

化

物質性質的改

變

物質體積的改

變
液體受熱後的體積變化

氣體受熱後的體積變化

固體受熱後的體積變化

熱脹冷縮的應

用

熱的傳播 熱的傳導 不同材質的熱傳導比較

熱經由物體，從溫度高的地

方傳至溫度低的地方，這種

熱的傳播方式，稱為傳導。

不同材質的物體，熱傳導的

快慢也不相同，

熱的對流 水的對流

熱隨著液體的流動，由高溫

處傳到低溫處，這種熱的傳

播方式，稱為對流。

空氣的對流

氣體傳播熱的情形和液體一

樣，較高溫的氣體會上

升，旁邊溫度較低的氣體會

下降，如此形成一個對流循

環的現象。



熱的輻射

太陽和地球之間沒有氣體、

液體或其他物質直接相連，

無法藉由傳導或對流的方式

來傳播熱能，但是太陽的熱

仍然能傳到地球上，這種不

需要藉助任何物質的傳熱方

式，稱為

輻射。

保溫與散熱 保溫

散熱

空氣與燃燒 氧 燃燒需要空氣 空氣對燃燒的影響

蠟燭燃燒時需要空氣，當供

應的空氣不足時，燭火就會

熄滅，因此物質燃燒時，須

留有孔隙或通風口，讓空氣

能夠流通，幫助燃燒。

氧氣的特性 製造與檢驗氧氣

氧氣的用途
氧氣可以幫助物質燃燒，這

種性質稱為氧的助燃性。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特

性
檢驗燃燒後的氣體

物質燃燒會消耗氧氣，產生

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會使

澄清石灰水變混濁。

製造與檢驗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用

途

燃燒與滅火 燃燒的三要素 加熱紙杯

氧氣可以幫助燃燒，稱為助

燃物。物質燃燒除了需要氧

氣外，還需要可以燃燒的物

質，例如：瓦斯、酒精、紙

張、木炭等，這些物質就稱

為可燃物。         要讓物質

燃燒，需要達到一定的溫度

，這個溫度就稱為燃點，也

就是燃燒的第三個要素。不

同物質的燃點也不相同，若

溫度低於燃點時，物質就不

會燃燒。

滅火的原理

可燃物、助燃物和達到燃點

是燃燒的三要素，只要缺少

其中一個條件，物品就無法

燃燒

火災的原因與

預防

火災的災害與

逃生



K 五上 觀測太陽
會發光發熱的星

球
太陽的光和熱

太陽為地球帶來光和熱。白

天當太陽緩緩上升，除了使

天色變得明亮，還能使周遭

環境的溫度上升。

陽光和影子 光源位置和影子的關係

當光源照射的高度角越大時

，影子越短；當高度角越小

時，影子越長。光源的方位

會與影子出現的方位相反。

太陽位置的變化 太陽在哪裡

我們可以從物體影子的方位

和長度，來推測太陽在天空

中的位置。為了更準確描述

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可以

利用方位和高度角來表示。

記錄一天中太

陽的位置

找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

，到戶外空曠的地方，

利用自製的太陽觀測器

來測量太陽的方位和高

度角，並且每隔一段時

間記錄一次。

在地面上觀測，一天中，太

陽會由東向南，再向西移

動；高度角由小逐漸變大，

再變小，中午時的高度角最

大。



不同季節的太

陽位置

四季的氣溫變化和太陽的高

度角有關。

比較不同季節中午12時的太

陽高度角，可以發現從春分

到夏至，高度角越來越大；

從夏至到秋分，再到冬至，

高度角則越來越小。

一年中，日出、日落的方位

和高度角會隨著季節不同而

有規律性的變化。

太陽與生活
太陽和我們的

生活

植物世界面

面觀

植物根、莖、葉

的功能

植物體內水的

移動
植物水分輸送實驗

植物由根部吸收水分，再由

莖輸送到葉及其他部位。

葉片的蒸散現象

植物由根部吸收水分，供植

物體生長利用，再以水蒸氣

的形態，經由葉片散發到空

氣中，這種過程稱為蒸散作

用。

多功能的根

植物的根除了能夠吸收水分

和養分，讓植物順利生長，

還能抓住土壤、固定植物的

身體。



多功能的莖

植物的莖除了有輸送水分

和養分的功能之外，也能支

撐植物身體的重量。

多功能的葉

植物綠色的葉除了能蒸散水

分，還能吸收陽光，製造生

長所需的養分

植物的繁殖
花、果實和種

子的功能

植物的繁殖方

式

有些植物會開花、結果

，利用果實裡的種子繁

殖下一代。植物除了可

以用種子繁殖，還可以

利用身體的哪些部位繁

殖呢？

有些植物除了利用種子繁殖

，還可以利用根、莖或葉來

進行繁殖。

蕨類植物的繁

殖方式

蕨類植物的幼葉通常呈捲旋

狀，而大多數蕨類植物的葉

背有孢子囊群。孢子囊群是

指一群孢子囊聚集在一起，

孢子囊內有許多細小的孢子

，孢子成熟後會散落在各處

，以繁殖下一代。



植物的分類
選擇分類標準

將植物分類

植物的種類非常多，分類表

可以幫助我們有系統的認識

植物。分類時，選擇一個可

觀察的標準將植物分成兩

類；符合這個標準的歸成一

類，不符合這個標準的歸成

另一類，這種

分類方式稱為二分法。

水溶液 溶解現象
物質的溶解現

象
溶解後水溶液的重量

鹽溶解在水中後，燒杯中的

水位高度和水溶液的重量都

會增加，由此可知，食鹽還

是在水中。

溶解在水中的食鹽，還

能變回食鹽顆粒嗎？讓

我們動手

試試看。

將食鹽水溶液中的水蒸發後

，可以取回溶解在水裡的食

鹽。生活中，也有許多將溶

解在水中的物質取出再利用

的例子。

水溶液的酸鹼性
各種水溶液的

酸鹼性
石蕊試紙的使用方法

用鑷子夾出石蕊試紙，避免

用手觸碰，影響實驗結果。

用滴管吸取水溶液，滴在石

蕊試紙上，觀察試紙的顏色

變化。

用石蕊試紙檢驗水溶液

的酸鹼性



自製指示劑檢

驗水溶液的酸

鹼性

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指示

劑

用指示劑檢驗水溶液的

酸鹼性

當紫色高麗菜汁滴入不同酸

鹼性的水溶液中，水溶液的

顏色變化具有規律性。

酸與鹼的作用
酸性、鹼性水溶液的混

合

水溶液的導電性
測試水溶液的

導電性
測試水溶液的導電性

力與運動 力的作用
力對物體的影

響

物體受力時，物體的形狀有

可能發生變化。當物體受到

不同大小的力，形狀變化的

情形也會不同。               物

體受力時，物體的運動狀態

有可能發生變化。當運動狀

態發生變化，會因為受到的

力大小不同，運動狀態改變

的情形也會不同。

怎樣測量力的

大小

砝碼重量與彈簧長度的

關係

在彈性限度內，懸掛在彈簧

底部的物體重量越重，彈簧

的長度越長，而且彈簧長度

的變化具有規律性。

用彈簧測量力的大小



力的方向性

力有大小和方向的特性。在

同一直線上，當物體同時受

到兩個大小不同、方向相反

的拉力時，會往力量大的方

向移動；當兩邊的拉力大小

相同、方向相反時，物體會

靜止不動。

物體運動的快慢 怎樣比較快慢

比較跑步快慢時，可以比較

相同距離內，花費的時間越

少，表示跑得越快；也可以

比較相同時間內，跑的距離

越長，表示跑得越快。

速度比一比

摩擦力
物體的運動與

摩擦力
摩擦力實驗

摩擦力的大小與接觸面的材

質有關，摩擦力越大，物體

移動距離越短。

摩擦力的應用

適度增加或減少物體接觸面

的摩擦力，能達到方便使用

或省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