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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白板在教學上的應用
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

台中市立育英國中  王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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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科特性─科學與科技素養

1.過程技能

2.科學與技術認知

3.科學本質

4.科技的發展

5.科學態度

6.思考智能

7.科學應用

8.設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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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科特性─教學方法

知識的記憶

　抽象概念

　具體事實

科學的實驗

　可實驗性─簡易、安全

　不易實驗性─複雜、危險

計算

推論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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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光的折射_傳統的教學方法
光的折射現象必須遵守折射定律：

 

1.入射線與折射線分別在法線(必定垂直交界面)的兩側，且這三條線在同一平

面上。 

2.

　(a)光線從光速快的介質射到光速慢的介質（如由空氣進入水）時，折射角小

於入射角，即折射線會偏向法線。

　(b)光線從光速慢的介質射到光速快的介質（如由水進入空氣）時，折射角會

大於入射角，即折射線會偏離法線。 

 

資料來源：http://163.26.6.3/nature/%B1%D0%AEv%BA%F4%AD%B6/moon/history.html

自然與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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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光的折射_互動白板教學的模式

資料來源：林大欽老師

Flash理化練功房

使用說明: 

 1.將刻有角度的圓形塑膠水槽

   裝水半滿. 

 2.打開雷射筆電源開關(藍色

   按鈕). 

 3.移動雷射筆,觀察光線經過折

   射後的情形. 

 4.你是否發現除了光線折射以

   外,還有反射現象產生呢? 

自然與生活科技

折射定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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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互動式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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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基本的功能

替代傳統多媒體教學中的投影幕

替代傳統黑板，增加人機及教學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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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的種類

• 電磁感應式

• 壓力感應式

• 超音波、紅外線感應式

• CCD光學掃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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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中使用互動白板的應用層次 
(陳惠邦，2006)

(一) 代替傳統黑板的展示或教學呈現功能

(二) 以教師為主導媒體操作平台

(三) 以教師為中心的展示平台

(四) 師生互動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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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動白板的教學效益
•學科的練習，在白板上操作提高了學生的興趣

•互動遊戲或範例，學生參與學習的積極性很高

•用最直觀的方法解決學科上的問題

•學生方便及熱衷於展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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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白板在自然與生活科

技的實務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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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96.5.31全市示範教學觀摩

20070531_teach_plan.doc


		「力與壓力」單元教學計畫



		計畫標題

		



		設計者

		姓名

		縣市別

		服務單位

		設計時間



		

		王勝雄

		台中市

		育英國中

		96年5月31日



		教學年級

		八年級

		教學總時間

		一節課 45分鐘

		教學場地

		201教室



		教學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學單元

		5-3-4大氣壓力

		教材版本

		南一版



		教學研究

		1、 教材設計分析


1. 本教學單元主要讓學生學習大氣壓力的定義、性質(無特定方向性)、大小的測量、計算，以及在日常生活上的應用。


2. 物理概念較為抽象，部份實驗不容易呈現，或具有一定程度的危臉性，因此試著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讓數位影音與動畫呈現大氣壓力的現象。


3. 結合高互動性的教學環境，讓學生實際演算，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2、 教學重點


1. 利用數位影音的進行實驗的演示，讓學生「看到」並能「理解」大氣壓力的存在。

2. 利用數位影音的呈現，藉以瞭解測量大氣壓力的方法(托里切利實驗)

3. 介紹常用來表示大氣壓力的幾種單位，和這些單位間的換算。

4. 介紹以大氣壓力之特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實例或影片。



		能力指標

		1-4-1-1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3-1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成概念

1-4-4-4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1-4-5-4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1-1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3-3-9-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3-4-0-1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4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為新的現象被發現或新的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3-4-0-8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信的知識。

5-4-1-2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審視爭議

6-4-2-2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3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分析判斷



		先備知識

		214-4c.定性了解氣體體積、溫度與壓力的關係。

522-4d.了解科學的發展，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530-4d.改良技術。

531-4a.了解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531-4b.了解現代社會與科技相關的職業。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認知領域

		1. 壓力的意義。


2. 壓力在科學上的定義。


3. 高度不同造成空氣柱長短不同使大氣壓力產生差異。


4. 實驗觀察大氣壓力之存在。


5. 科學史上如何發現大氣壓力。


6. 大氣壓力於生活上之應用。


7. 大氣壓力與空氣壓力之對應關係。


8. 透過對大氣壓力之認識思考應用解決問題。



		情意領域

		1.透過對壓力的認識與瞭解，能夠從生活中養成良好的觀察與思考習慣，並適度的利用運用學到的原理解決問題。


2.適時應用資訊科技，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



		技能領域

		1. 能操作實驗過程並觀察記錄實驗結果。


2. 瞭解壓力的定義及其影響因素。


3. 瞭解大氣壓力的意義。


4. 將大氣壓力原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5. 瞭解何使用瀏覽器搜尋大氣壓力之相關知識。


6. 能知道實驗的結果，是一種智慧財產，不得隨意抄襲。



		相關主題


單元名稱

		



		教學資源

		1、 硬體設備：單槍投影機、電腦、互動式電子白板、小型實驗器材、

2、 數位資料及參考網站：


1. 多媒體簡報─南一版，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四)投影片。

2. 數位影片─國立教育資料館，「氣體壓力」。

3. 地球的照片─Google Earth



		教學


活動

		活動步驟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媒體



		

		1、 準備工作及引起動機

(1)、 呈現本節課程架構，並概述本節課程的教學重點。


(2)、 利用裝滿水的燒杯及壓克力板(或培養皿)，進行簡單大氣壓力的實驗，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

4’



		

		



		

		2、 發展活動

(1)、 大氣壓力的定義

1. 利用地球表面的圖形，說明大氣的重量所造成的壓力就是大氣壓力。

2. 利用上述簡易實驗說明大氣壓力的存在，以及無特定方向及接觸面垂直的特性。


3. 利用圖片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高山地區與平地大氣壓力的不同

		10’



		能正確說出大氣壓力的定義及特性


能正確說出離地平面的高度與大氣壓力變化

		[image: image1.jpg]



		

		(2)、 馬德堡半球實驗


4. 說明馬德堡半球實驗的科學史


5. 利用吸盤的教學實驗影片說明馬德堡半球的實驗，藉以說明大氣壓力是很大的。




		8’

		能說出馬德堡半球實驗用來解釋大氣壓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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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托里切利實驗


6. 利用教學影片介紹托里切利的實驗。


7. 利用托里切利的實驗，說明「一大氣壓力(1 atm)」的定義


8. 利用試題說明大氣壓力的計算及換算。並讓學生上台進行回答及解釋。



		17’

		能正確說出一大氣壓力的定義


能正確換算出大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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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綜合活動

(1)、 討論並提出以大氣壓力之特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實例

(2)、 交待習作作業範圍及下次課程的進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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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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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教學的準備

教學計畫

• 校內外現有的資源(教科書的媒體)

• 網路的資源(影片、圖片、動畫..)

• 測驗題庫或試題

• 使用IWB附屬的軟體(Notebook)

• 規劃素材呈現的流程或方式

單元教學設計(教案)

教學媒體

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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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壓力

一、大氣壓力的定義

　(1)馬德堡半球實驗

　(2)托里切利實驗

二、大氣壓力的應用

三、重點整理

四、作業

上課內容

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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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重量在物體表面所產生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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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的解說─猜猜大氣壓力的主角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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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馬德堡半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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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壓力的大小是多少? 

來看看義大利的專家怎麼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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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里切利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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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氣壓力(atm)

76公分水銀柱(76 cm-Hg)所代表的大氣壓力，稱為一大氣壓力(1 atm)

1 atm ＝ 76 cm-Hg ＝ 760 mm-Hg

＝1033.6  gw/cm2

＝1.0336  kgw/cm2

≒1013     hPa 

帕斯卡(Pascal)是氣象學上的壓力單位，簡稱帕(Pa)，為紀念法國

科學家帕斯卡而命名。

1 atm = 1013 百帕(hPa) = 101300 帕(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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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大氣壓力可支持75cm高的水銀柱，相當於多少 

gw/cm2？

例題一

P = h × d

  = 75cm × 13.6 gw/cm3

  = 1020 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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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二
某地大氣壓力可支持57cm高的水銀柱，相當於多少atm?

多少 gw/cm2？

∵ 1 atm = 76 cm-Hg

∴ 57/76 = 0.75 atm

P = h × d

  = 57cm × 13.6 gw/cm3

  = 775.2 gw/c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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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銀作圖的托里切利實驗，其中甲、乙兩點在同一水平面

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h的鉛直高度約為76公分（B）水

銀柱上方的空間，空氣完全排除，形成真空（C）若將水銀換成

水，h的鉛直高度將小於76公分（D）圖中甲和乙兩點壓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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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用一根長約1公尺的玻璃管進行托里切利實驗，測得大氣

壓力為75cmHg，此時再向槽內注入水銀，使槽內水銀面上升1

公分，則（A）管內水銀面上升1公分，這時測得的大氣壓力為

75cmHg（B）管內水銀面上升1公分，這時測得的大氣壓力為

76cmHg（C）管內水銀面不變，這時測得的大氣壓力為75cmHg

（D）管內水銀面不變，這時測得的大氣壓力為76c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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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氣壓下，托里切利實驗，甲玻璃管半徑0.5 cm，長度100 

cm，管柱傾斜3度角；乙玻璃管半徑1.0 cm，長度110cm，管柱傾

斜5度角；丙玻璃管半徑1.5 cm，長度120 cm，管柱傾斜7度角，

則水銀柱的垂直高度何者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一

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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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球上作托里切利實驗，則玻璃管內水銀柱高度為何？　(A) 0 cm　

(B) 76 cm　(C) 1033.6 cm　(D) 129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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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白板應用心法

1.效果─沒有成效不用

2.老師的教學改變

　＊愈少愈好
    黑板 vs.互動白板

　  板書─粉筆 vs.互動白板筆

    資訊融入教學─軟體 & 硬體

  ＊可接受的程度

3.嘗試創新

  ＊教學遷移

  ＊研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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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白板應用心法(續)

4.善用教學媒體資料庫

  ＊現有的網路資源
     善用各縣市教學資源網或教育單位的素材

     

  ＊學習擷取方法及知識管理

    flash媒體擷取方法

     教學檔案的分類及管理(e-portfolio)

     ....

  ＊小心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
       善用創用CC 的媒體 ─ 用善意換取善意

         Share is power!
  

5.自行研發

  ＊多媒體的教學簡報(ex.powerpoint)

  ＊flash

  ＊試題數位化

http://etoe.tceb.edu.tw/

ex.Flash Saving Plugin

http://etoe.tceb.edu.tw/
http://plog.yejh.tc.edu.tw/post/2/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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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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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1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念。

7-4-0-3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分析判斷



		先備知識

		214-4c.定性了解氣體體積、溫度與壓力的關係。

522-4d.了解科學的發展，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530-4d.改良技術。

531-4a.了解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531-4b.了解現代社會與科技相關的職業。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認知領域

		1. 壓力的意義。


2. 壓力在科學上的定義。


3. 高度不同造成空氣柱長短不同使大氣壓力產生差異。


4. 實驗觀察大氣壓力之存在。


5. 科學史上如何發現大氣壓力。


6. 大氣壓力於生活上之應用。


7. 大氣壓力與空氣壓力之對應關係。


8. 透過對大氣壓力之認識思考應用解決問題。



		情意領域

		1.透過對壓力的認識與瞭解，能夠從生活中養成良好的觀察與思考習慣，並適度的利用運用學到的原理解決問題。


2.適時應用資訊科技，培養主動學習的能力。



		技能領域

		1. 能操作實驗過程並觀察記錄實驗結果。


2. 瞭解壓力的定義及其影響因素。


3. 瞭解大氣壓力的意義。


4. 將大氣壓力原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5. 瞭解何使用瀏覽器搜尋大氣壓力之相關知識。


6. 能知道實驗的結果，是一種智慧財產，不得隨意抄襲。



		相關主題


單元名稱

		



		教學資源

		1、 硬體設備：單槍投影機、電腦、互動式電子白板、小型實驗器材、

2、 數位資料及參考網站：


1. 多媒體簡報─南一版，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四)投影片。

2. 數位影片─國立教育資料館，「氣體壓力」。

3. 地球的照片─Google Earth



		教學


活動

		活動步驟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媒體



		

		1、 準備工作及引起動機

(1)、 呈現本節課程架構，並概述本節課程的教學重點。


(2)、 利用裝滿水的燒杯及壓克力板(或培養皿)，進行簡單大氣壓力的實驗，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

4’



		

		



		

		2、 發展活動

(1)、 大氣壓力的定義

1. 利用地球表面的圖形，說明大氣的重量所造成的壓力就是大氣壓力。

2. 利用上述簡易實驗說明大氣壓力的存在，以及無特定方向及接觸面垂直的特性。


3. 利用圖片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高山地區與平地大氣壓力的不同

		10’



		能正確說出大氣壓力的定義及特性


能正確說出離地平面的高度與大氣壓力變化

		[image: image1.jpg]



		

		(2)、 馬德堡半球實驗


4. 說明馬德堡半球實驗的科學史


5. 利用吸盤的教學實驗影片說明馬德堡半球的實驗，藉以說明大氣壓力是很大的。




		8’

		能說出馬德堡半球實驗用來解釋大氣壓力的意義

		[image: image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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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托里切利實驗


6. 利用教學影片介紹托里切利的實驗。


7. 利用托里切利的實驗，說明「一大氣壓力(1 atm)」的定義


8. 利用試題說明大氣壓力的計算及換算。並讓學生上台進行回答及解釋。



		17’

		能正確說出一大氣壓力的定義


能正確換算出大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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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綜合活動

(1)、 討論並提出以大氣壓力之特性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實例

(2)、 交待習作作業範圍及下次課程的進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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