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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出火 
類別：自然與科技 

模組單元名稱：玩出火 

模組設計人：田思親                        研習編號：WOLF11061 

模組教學年段：國小五到六年級              模組教學時間：12 小時 

 

一、傳承傳統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 主要學習概念     

 1)認識大自然的恩賜-天然瓦斯。 

  2)原住民火的神話傳說、習俗及涵義。 

  3)原住民能善用自然界的物質在日常生活中。  

2.教材細目 

    燃燒與滅火 

3.學習活動目標   

  1) 讓學童提起興趣主動調查出火的原理。 

  2) 請部落耆老講述火神傳說，引起學童對原住民習俗與天然科    

     學連結的興趣。 

        3) 讓學童說出對手動生火及天然出火的奧妙。 

4.能力指標 

國 5-3-8  社 5-3-3  

 

  (二) 學習活動    

     1.認識神秘的地底瓦斯-司馬限部落。 

       1)先帶學童看神秘的地底瓦斯影片，讓學童先行了解天然瓦斯的原理與作用。 

        影片來源 

     2.分享原住民火神的傳說及習俗。 

       1)用互動式教學請學童說出有關原住民火神傳說及習俗，鼓勵學童多表達自我觀

點，後補充內容。 

     3.事前準備講義及相關圖片(本文引用圖片，出處來源皆附於文後參考資料)。 

       1)出火的原由：出火是地底冒出來的 天然氣，天然氣儲藏於泥岩層中，從裂隙

竄出至地表，經點燃後而形成的天然景象，故名「出火」。而天然氣是一種主要由甲烷組

成的氣態化石燃料。它主要存在於 油田和天然氣田，也有少量出於煤層。 

 

 

 

 

 

 

http://hichannel.hinet.net/media.do?id=196394
http://hichannel.hinet.net/media.do?id=1963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A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A5%E5%B2%A9%E5%B1%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2%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6%80%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9%E7%94%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94%E7%94%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5%A4%E7%8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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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家戶接管子燃火                  圖二 天然瓦斯出   

  資料來源 

    2)火的神話傳說：有一天族人遙望山峰時，突然燃起了煙火，心中起了驚奇又敬

畏的心，走進了煙火燃起的地方，聞到了獸物肉被火烤的味道，燻煙撲鼻。這時族人認

為是祖靈的保佑並賜下了熟噴噴的食物。族人經歷了這事之後，族人試想用枯草與乾木

嘗試搓揉，試以取火，但經幾次的嘗試皆未能成功。有一天，泰雅的勇士上山打獵，經

過一條河流時，不慎撞動河床的石頭，石頭滾動摩擦撞擊出火花來，回想高山山峰燻烤

之肉味，乃想起枯枝乾葉可以用擊石燃燒它。因此，急於帶回從河中所取之石頭，撞擊

出火花，觸燃枯葉而生火，火源燃燒起來之後就興奮歡呼，並感激祖靈護佑與啟示，伏

地膜拜許久，從此以後族人就用火熟食及日常生活使用。 

 另一則是說早起泰雅族人當火源燃起時，就不能輕易的讓它熄滅。所以在泰雅族自

已的傳說和文化傳統裡有維持火源的習慣及事實。根據報導人稱：在收獲小米的季節裏，

每家都需要保持自已的火繼續燃燒，火的所在地是灶，如果火停止燃燒，則所收的小米

就不會發芽生長。因此，如果在收獲前夕而火停止燃燒，第二天就不能收獲，得馬上停

止收獲的打算，改期再收獲。 

 

二、表達自我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 主要學習概念  

  1) 分別思考原住民原始生火方式及天然氣燃燒的原理。 

  2) 了解火對原住民及科學的重要性。 

3) 表達對原住民生火及天然出火的看法。 

2.教材細目 

   燃燒與滅火 

3. 學習活動目標  

1) 對原住民生火與天然出火不同的點作思考。 

2) 討論火對原住民及科學的重要性。 

3) 個別研究或分組討論生火及天然出火的差異。 

      4.能力指標 

      社 3-3-4  自 1-3-1-3 

 

(二) 學習活動 

      1.讓學童分成 3 人為一組進行討論題目以『神秘的出火』為主，讓學童主動自行

找資料學習，啟發學童閱讀及找尋問題點，後請每組派 1 人上台分享看法，鼓勵學童多

多分享自我心得。 

 

三、探索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http://www.wretch.cc/blog/ixionwheels2/267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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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地底天然瓦斯與早期原住民手動生火的差異。 

2) 天然瓦斯的化學成分形成。 

3) 如何手動生火。 

2.教材細目 

   燃燒與滅火 

3.學習活動目標  

 1) 如何理解學習為什麼會有火。 

2) 觀察生火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3) 能說明天然瓦斯的形成及用處。 

4.能力指標 

      自 7-3-0-1、自 1-3-1-1 

 

(二) 學習活動 

    1.以提問的方式說明天然氣與生火的好處： 

    1) 對於大自然的火與人為的火共同點在哪。 

      2) 原住民是如何生火。 

      3) 因現今時代進步，有打火機、瓦斯爐方便人使用，如天災來臨時，打火機、

瓦斯爐都壞了，請問該怎麼辦? 

    2.教師製作說明出火相關事項 

      1) 出火的地點-司馬限部落。 

      2) 出火的清理與準備-先行把地點之附近雜草清除及勘查地點有無危險。 

      3) 體驗出火之旅具備的工具-一根水管及雜草或可燃物。 

4) 體驗時該注意之事項-做實驗時不得任意嘻戲，須尊重當地文化，按步驟進

行體驗。 

      3.學童以 5 人為一組，進行分組體驗 

        1) 工具的使用及安全。 

        2) 每一組在進行點燃火時，須有老師或耆老在旁觀看才可進行。 

3) 於現場準備急救箱、大量水、滅火器。 

 

四、形成新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 天然瓦斯點燃的條件:可燃物、助燃物、燃點 

2) 天然瓦斯的滅火原理及方法 

3) 成功生火的方法 

2.教材細目 

  燃燒與滅火 

3.學習活動目標   

1) 可以說出天然瓦斯點燃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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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有效滅火的知識 

3) 教學童如何找自然界的資源，例如尋找薪柴，架柴的方法，其他生火柴。 

4.能力指標 

  自 7-3-0-2 

 

(二) 學習活動 

     1) 先簡單介紹天然瓦斯燃燒的點，促進燃燒的原理： 

天然氣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甲烷是最短和最輕的烴分子。它也可能會

含有一些較重的烴分子，例如乙烷（C2H6）、丙烷（C3H8）和丁烷（C4H10），還有一些

不定量的含有氣體的硫磺，參見天然氣冷凝物。儘管天然氣是無色無味的，然而在送到

最終用戶之前，還要用硫醇來給天然氣添加氣味，以助於泄漏檢測。天然氣不像一氧化

碳那樣具有毒性，它本質上是對人體無害的。不過如果天然氣處於高濃度的狀態，並使

空氣中的氧氣不足以維持生命的話，還是會致人死亡的，畢竟天然氣不能用於人類呼吸。

作為燃料，天然氣也會因發生爆炸而造成傷亡。雖然天然氣比空氣輕而容易發散，但是

當天然氣在房屋或帳篷等封閉環境里聚集的情況下，達到一定的比例時，就會觸發威力

巨大的爆炸。 爆炸可能會夷平整座房屋，甚至殃及鄰近的建築。甲烷在空氣中的爆炸

極限下限為 5%，上限為 15%。 

2)簡單介紹燃燒的要素： 

須有可燃物與助燃物才會點燃火，增加物體與火的接觸，增加接受平均受熱面積極增

加助燃物。 

 

五、連結原住民族世界觀與學科世界觀 

（一）主要學習概念、學習活動目標、教材細目與分段能力指標 

1.主要學習概念  

1) 連結原住民族運用生火在日常生活，例如:煮食、烤火、烘衣物等。 

2) 連結用火安全知識，建立消防安全觀念。 

2.教材細目 

  燃燒與滅火 

3.學習活動目標   

1) 知道其他原住民族對火的祭儀、禁忌。 

2) 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心用火安全。 

4.能力指標 

     自 1-3-1-2  自 4-3-2-1  自 7-3-2-1   

 

(二) 學習活動 

   1) 請部落婦女準備當地傳統食材(樹豆排骨湯、山蘇菜)，讓學童學習怎麼把生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2%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9%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1%E7%83%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A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7%84%B6%E6%B0%94%E5%86%B7%E5%87%9D%E7%8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1%AB%E9%8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6%B0%A7%E5%8C%96%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6%B0%A7%E5%8C%96%E7%A2%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86%E7%82%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86%E7%82%B8%E6%A5%B5%E9%99%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86%E7%82%B8%E6%A5%B5%E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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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成熟食。 

   2) 請消防員及部落青年準備燃燒的木頭、滅火器、或大量的水或可滅火材料，讓

學童討論如何把火熄火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