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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教育融入式教案能源意識 

教案名稱 熱鬧滾滾 

融入領域 國小高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學時間 17分鐘 

設計理念 

教學目標 

本教案名為「熱鬧滾滾」，臺灣位屬於熱帶與副熱帶地區，日照充足，夏季炎

熱。如何有效降低熱能由牆壁或窗戶進入屋內，就能降低屋內溫度，減少電

扇與冷氣的使用，達到節能減碳、綠建築的目標。如何減少屋外的熱傳導進

入屋內呢?這跟房屋的建材與是否建置雙層牆有很大的關係！因此，設計此

「熱鬧滾滾」教案，讓學生透過簡單的實驗器材，清楚的觀測不同材質對熱

傳導的快慢，並能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如何選擇適當的建材，以減少熱能的

傳遞。 

能源教育 

能力指標 

4-3-1能體認能源使用必須提高使用效率。 

教育部自然與

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能力指標 

2-3-6-2 認識房屋的結構與材料 

建議融入時機 
版本 年級 單元 次單元 次次單元 課本提及內容(融入點) 頁碼 

南一 6下 2熱和我們

的生活 

活動 3炎熱地

區的房屋建築 

3-1房屋外表的顏色 

3-2房屋的建材 

3-3窗戶的採光、通風

與隔熱 

3-4房屋的通風和遮陽 

介紹在日照強的臺灣，如何設計一棟裡想的房屋，使

住處空氣流通、屋內涼爽。 

46-51 

翰林 5上 3熱對物質

的影響 

延伸閱讀  節能房子，介紹北投圖書館。 66-67 

南一 6下 3永續家園 活動 1自然資

源的開發與利

用 

1-2資源的應用－以發

電為例 

提到水力、風力、火力、潮汐、太陽能板、地熱、生

質能等發電方式，臺灣近年發電量、發電比例，以及

節約能源的方法。 

58-61 

南一 6下 3永續家園 活動 2綠色行

動愛地球 

2-2珍愛地球，人人有

責 

使用低汙染、高效能的器具，多用低污染的能源及節

能電器；碳足跡；節能減碳。 

71-73 

翰林 5上 3熱對物質

的影響 

3-2熱的傳播 熱的對流 提到冷氣機、暖爐運用的對流原理。 62 

翰林 5上 3熱對物質

的影響 

3-3保溫裝置  降低熱的傳播機會就可以減少熱的散失。 64-65 

翰林 6下 3生物、環境

與自然資源 

3-2環境改變與

生物生活 

 人類為了生活便利卻產生各種環境問題。 57-61 

翰林 6下 3生物、環境

與自然資源 

3-3自然資源  介紹可以轉換為電力或動力的自然資源，例如水力發

電、風力發電、火力發電、核能發電等，附臺灣發電

比例圖。另提到節能減碳、綠色消費、綠色生活等。 

62-66 

 

教學準備 

1.自製不同材質溫度測量板(內建液晶溫度感應器) 

2.雙層牆實驗器材 

(1) 購置簡易液晶溫度計(數支) 

(2) 將要實驗的材質(木頭、鐵片、磚頭、草地、壓克力……等)取適當大小

固定於厚紙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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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溫度計感應頭用透明膠帶固定於要實驗的材質上。 

(4) 照射太陽光(或照射鹵素燈)用以觀察不同材質溫度的變化。 

3.模擬室內通風空氣粒子動畫影片 

 

教學活動內容 時長 教學資源 

【引導】 

思考：臺灣(炎熱)地區建築材料哪種最好? 

讓學生思考位於熱帶覆熱帶地區的臺灣，在房屋建材的選擇上應以

何種材質較為適合?又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選擇? 

     
木造屋       水泥屋           鐵皮屋 

 

【活動】 

1.不同材質傳熱系數不同。 

本實驗選擇在臺灣地區較常見的房屋建材，如：木頭、磚頭、鐵

皮……等，製作成簡易的溫度量測版，將每一種建材樣品接上溫度

計，用以觀察不同材質在照射太陽光後，傳熱的係數快慢。傳熱係

數大者，很快就把牆外吸收的太陽光熱能傳入屋內，則屋內溫度上

升就快；反之，傳熱係數小者不易將屋外的熱能傳入屋內，則屋內

溫度就較不易上升。 

◎觀察並記錄不同材質的實驗樣品在未照射鹵素燈前的溫度？ 

 

 

◎將實驗樣品用鹵素燈照射 3 分鐘，用以代表提供各種材質建

材太陽的熱能，3 分鐘後，觀察並記錄各種材質樣品的溫度？ 

 

 

實驗結果，溫度上升較多者，代表傳熱係數較大，比較能夠進行熱

的傳導；反之，溫度上升較少者，代表傳熱係數較小，較不易進行

熱能的傳導。 

◎試比較木頭、磚塊和鐵皮這三種材質傳熱係數的大小，請由

小到大排列？ 

 

 

2.臺灣(炎熱)地區建築材料的選擇。 

2分 

 

 

 

 

 

 

 

 

 

13分 

 

 

 

 

 

 

 

 

 

 

 

 

 

 

 

 

 

 

 

 

 

 

 

 

 

 

 

 

 

木頭 磚塊 鐵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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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實驗，我們發現，在臺灣（炎熱）地區建材的選擇，應選

用傳熱係數較低的建材，例如：木頭，這樣才能減少屋外的熱透過

建材傳入屋內，使屋內溫度不至上升很多，如此一來，屋內溫度會

較舒適，減少電扇和冷氣的使用。儘量避免使用鐵皮的建材，因鐵

皮傳熱係數高，很快就把牆外的熱能，傳導進入屋內，那麼屋內溫

度很快的上升，會感到悶熱，則會增加電扇和冷氣的使用。 

3.雙層牆能達到室內降溫效果。 

觀賞雙層牆教學影片，透過影片讓學生知道，雙層牆的設計有二個

功能。1.雙層的設計避免熱能的傳導，將熱能留在外牆上。2.利用

空氣流通達降溫效果的原理，知道雙層窗的設計，亦可達空氣流通

降溫之效果，使學生能透過模擬影片，知道空氣在雙層窗中流動情

形及其產生之功效。 

4.除了選用傳熱系數較低的建材外，使用雙層窗和雙層牆也可以減

少熱能傳入屋內。 

認識雙層窗和雙層牆 

雙層窗就是在牆的內外兩邊都裝上一邊的窗戶，目的是把窗戶之間

空氣當做隔熱層。此隔熱層的產生，能阻斷窗外的熱能，直接傳入

窗內。而雙層牆則是在西曬的內牆面與加設的松木壁板間填充岩

棉、玻璃球、泡沫玻璃，有效隔阻外牆傳導近來的熱能。 

 

【總結】 

臺灣地區位處熱帶與副熱帶地區，若能減少屋外熱能傳入屋內，則

可減少很多電扇和冷氣的使用。透過「熱鬧滾滾」，這個課程，我

們知道若是我們可以多多採用傳熱係數較低的建材，再搭配雙層窗

和雙層牆的使用，並使室內空氣流通，則可以有效降低室內溫度，

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一起為地球的永續發展奉獻心力！ 

 

 

 

 

 

 

 

 

 

 

 

 

 

 

 

 

 

 

 

 

 

2分 

 

 

 

 

參考資料 
康軒、南一、翰林版生活與自然科技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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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觀察並記錄不同材質的實驗樣品在未照射鹵素燈前的溫度? 

 

實驗樣品 木頭 壓克力板 草地 磚塊 鐵片 

溫度 
     

 

 

◎將實驗樣品用鹵素燈照射 3分鐘，用以代表提供各種材質建材太陽的熱能，5

分鐘後，觀察並記錄各種材質樣品的溫度？ 

 

實驗樣品 木頭 壓克力板 草地 磚塊 鐵片 

溫度 
     

 

 

◎試比較木頭、磚塊和鐵皮這三種材質傳熱係數的大小，請由小到大排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