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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創意教學活動～水的魔法 

摘要 

本計畫這次主題為水資源與環保，搭配此主題，興雅自然教師群設

計許多相關課程，每位教師擔任 6-9 節課，教師專業且富創意，如:認識水

的特性、水的相關動手做實驗、銅管船製作、水做濾水器、水力發電…等

首座課程，學生可以從動手做中學習到許多跟水有關的知識，更可以從中

得到許多樂趣。也設計了三次校外活動與參訪，如:參觀汙水處理廠、虎山

進行溪流踏查以及馬岡潮間帶進行認識潮間帶生物與淨灘體驗活動，水資

源的保育與生態息息相關，我們期許藉由此次課程將愛護水資源的概念早

日深植學生心理。學生從活動中體驗科學原理，再從行動中找到自己可以

為環境付出的行動，從成果發表中，後設認知了解自己的學習，並能統整

與分享，學會跟同儕合作與交流。 

 

 

 

     關鍵詞 : 水資源保育、動手做、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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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設計緣起與理念 

一、緣起 

興雅課後班鮮少科學性社團，自然教師群因忙於課務也常無法分心

照顧學生這方面的需求，學校科展學生作品多半無特殊創意，因此期望藉

由科學菁英種子班的成立，可以培養優秀的科學表現的學生可以從動手做

中學習到許多科學知識，更可以培養其探究科學的興趣和樂趣。同時也希

望藉此活動，讓本校自然科教學群組，投入新動能，能重新燃起培育科學

菁英的熱情，凝聚自然教師社群向心力，讓本校科學教育更蓬勃，期能在

師生合作下有更好的科展表現。 

二、課程設計理念 

1. 此次計畫主題為水資源，本校為能源教育中心學校，更能提供適當的

學習主題與環境，使學生可以在每週二下午進行科學學習活動，來一

場科學饗宴。 

2. 學校自然領域教師，無論在創意教學或發展課程上，均有專業能力，

藉此計畫協助並輔導科學社團指導老師運用各種教學策略及適當的教

學方法，提升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的熱情。 

3. 本次課程繞著三個主軸: 手做動腦探究、眼見為憑體驗、解說素養展

能，設計多元化課程。預期學生可以從動手做中學習到許多跟水有關

的知識，更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樂趣。水資源的保育與生態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將愛護水資源的概念早日深植學生心理。學生從活動中體驗

科學原理，再從行動中找到自己可以為環境付出的行動，從成果發表

中，後設認知了解自己的學習，並能統整與分享，學會跟同儕合作與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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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規劃說明 

一、課程目標： 

學生可以從動手做中學習到科學探究的方法，並喜歡進行科學探究，且從

活動中習得科學智能，進一步內化後願意與同儕分享討論學習經驗。 

二、課程架構圖或流程圖： 

 

三、課程內容： 

週次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一 

3/6 

水能載舟也能覆

舟 

▓水資源 

介紹水的重要性，水的特質、淡水與海水 

二 

3/13 

EURICA-阿基米

德 

▓向科學經典致敬 

浮浮沉沉，”阿基米德大發現”體驗活動 

三 

3/20 

水的魔法(一) 基礎扎根課程-酸鹼水溶液與蝶豆花 

解說素
養展能

眼見為
憑體驗

手做動
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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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27 

水的魔法(二) 基礎扎根課程-碘液與維他命C等水溶液實

驗 

五 

4/3 

水的魔法(三) 基礎扎根課程-水跟油的奧秘-漂浮星球 

六 

4/10 

玩大泡泡 利用甘油等製作耐久肥皂水，形成親水

膜，讓學生探究大泡泡的形成。 

八 

4/24 

手作濾水器 用不同的濾材設計濾水器，動手實驗污水

處理的效果，體驗水的過濾流程。 

九 

5/1 

學習博覽會設攤

體驗 

配合學校學習博覽會，進行成果發表與交

流分享。 

十 

5/4 

擁抱海洋 潮境公園-潮間帶體驗活動、淨灘  

十一 

5/8 

海洋生態 學生用平板查閱資料，將臺灣沿海生態做

網路上的調查與分享。 

十二 

5/22 

溪流調查 附近溪流調查水質與污染情形  

十三 

5/29 

水力發電 結合本校學校本位課程-能源教育，進行

水力發電動手做的課程。 

十四 

6/5 

銅管船製作 現在海洋能成為未來綠能開發標的之一，

本實驗為溫差動力體驗、利用水溫差推動

船前進。 

十五 

6/12 

成果發表 進行學習檔案分享與回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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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教具或教材： 

   

鹽度梯度-鹽與雞蛋 水的浮力-黏土、彈簧

秤 

、球、木頭 

蝶豆花 

 

  

壓克力顏料 石頭活性碳等濾材 水力發電馬達 

  

 

明膠 銅管水力船 甘油、沙拉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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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進行過程及成果 

課程名稱 教學簡述 教學過程照片 教學成果照片 

淡水與海

水 

1.海水與淡水有何不

同，觀念釐清與辯證， 

2.再提出 海水生物與淡

水生物有何不同?讓學生

思考 

3. 提問:鹽加入水中改變

了甚麼?學生思考回答 

4. 以雞蛋放入不同濃度

的鹽水中為例，看發生

甚麼現象? 

5. 將不同顏色分別加入

不同濃度的鹽水中，會

形成色層分布嗎? 

6. 海水中的鹽度梯度造

成甚麼現象? 

7. 海水中的生物分布除

了鹽度梯度還與甚麼有

關? 

 

學生思考回答

問題，填寫學

習單並進行預

測 

 

動手做實驗並

思考討論回答

問題 

 

尚未加鹽前，蛋是

沉入水中的。 

 

逐步改變鹽的濃

度，蛋慢慢浮起來

了。 

浮浮沉沉 1.阿基米德 ~ 生平簡

介。 

2.什麼是浮力 ~ 認識浮

力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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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 1 

~ 以彈簧秤秤重測量。 

4.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 2 

~ 以排開的水體積計算

測量。 

5.真假皇冠如何辨識 ~ 

以黏土(替代金子) 及 內

部包藏保麗龍球的黏土

(替代銀子)進行實作測

量，以驗證真假皇冠重

量雖然相同但是體積並

不會相同。(真皇冠體積

較小) 

用排開液重來

證明體積秤 

 

塞入保麗龍

球，製作假皇

冠 

秤看皇冠的重量與

體積 

 

真假皇冠比一比 

蝶豆花 1.什麼是水溶液？ 

讓學生配製檸檬酸

水、小蘇打水、糖

水、食鹽水。 

2.如何分辨水溶液？ 

讓學生觀察食用醋、

檸檬酸水、糖水、食

鹽水、小蘇打水、鹼

性離子水、蝶豆花

水。 

3.介紹蝶豆花，說明蝶

豆花水製作方法。 

 

配置檸檬酸等

水溶液 

 

介紹蝶豆花與

其製作方法 

 

加入蝶豆花水後，

各種水溶液變色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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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各種水溶液中加入

蝶豆花水，觀察水溶液

的顏色變化。 

5.歸納水溶液顏色變化

的規律，介紹水溶液有

酸性和鹼性的性質。 

漂浮星球 1. 複習上一堂課程-與

水相容的蝶豆花水溶液 

2. 什麼是不能與水相

容：油 

3. 油、水的密度大

小：水比油重 

4. 利用不同物質的密

度與相容性製作漂浮星

球 

 

 

利用不同物質

的密度與相容

性製作漂浮星

球 

 

 

親水膜大

泡泡 

1. 介紹甘油的特性：無

色無臭有甜味，具有

黏性，吸水性高 

2. 甘油在生活中的運

用：吸水性強，因此

能製造皮膚油、面霜

及臉部化粧品等保濕

 
 



10 
 

產品，但不宜直接使

用，亦將皮膚中的水

分也帶走。 

3. 如何製作親水膜：

水、甘油、洗碗精以

８：１：１的比例去

攪拌實際操作－吹出

大泡泡 

 

調配親水膜泡

泡水 
 

成功做出大泡泡 

自製濾水

器 

1.怎麼去除水中的雜

質？學生討論、發表 

2.何謂「過濾」？ 

讓學生觀察學校飲水

機汰換下來的濾心，

利用汰換濾心做過濾

實驗，觀察濾水效果 

3.如何有效過濾？ 

分別用濾網（網眼

大）和紗布（網眼

小）過濾汙水，比較

網眼大小和過濾效果

關係。 

4.觀察粗石子、細石

子、活性炭等濾材。  

5.討論不同濾材的過濾

效果，思考針對汙水

 

觀察汰換濾心 

 

製作濾水器 

 

 

做出來的濾水器比

一比 

說一說 

討論為什麼 



11 
 

中顆粒大小不同的雜

質，應該怎麼設計濾

水器內濾材放置的位

置才能有效過濾各種

雜質。 

6.製作濾水器。 

潮境公園

參訪 

乘坐遊覽車到潮境公

園，進行潮間帶生物觀

察，並進行淨灘活動 

特別聘請零碳生活工作

室執行長兼生態作家(著

作有海平面下、一個潮

池的秘密等)陳揚文博士

協助導覽解說。 

 

進行下水前安

全說明 

 

開始觀察潮間

帶生物 

 

僅僅半個小時淨灘

成果豐碩 

 

 

認識潮間帶生物-螃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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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許多驚

喜，如海兔 

虎山溪親

山步道行 

1.搭公車至虎山親山步

道 

2.介紹四獸山 

3.介紹朱文錦、台灣馬

口魚、台灣石賓魚  

到達虎山親山

步道 

 

步道小憩 

 

進行步道解說 

 

認識步道植物 

引水向上 1.各組學生討論並操作

如何用手持透明塑膠

管，成功的將水桶 

  裡的水向上引出。 

2.探討並解說塑膠管

〝引水向上〞的原理。

(氣壓的作用) 

3.利用吸管及竹筷製作

能將水盆裡的水向上引

出的器具(吸管 

  幫浦)。 

 

吸管幫浦體驗 

 

 

 

大口徑水管也能成

功喔! 



13 
 

4.探討並解說〝吸管幫

浦〞能將水向上引出的

原理。 

  (離心力及慣性的作用) 

 

肆、教學活動設計及成果 

一、EURICA-阿基米德--真假皇冠大發現 

課程名稱 阿基米德〝真假皇冠〞大發現  ~ 認識浮力  

教學對象 中年級  教學時間 共 2節  

教學 

目標 

一、藉由操作認識水具有浮力的性質。 

二、藉由工具的使用，能測量出物體在水中的浮力大小。 

三、透過實作及討論，能知道辨識真假皇冠的方法及原因。 

相關 

能力 

指標 

1-2-1-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2-2-2-3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6-2-1-1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提

出可探討的問題。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教學 

活動 

設計 

一、認識阿基米德 ~ 生平簡介。 

二、什麼是浮力 ~ 認識浮力的性質。 

三、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1 ~ 以彈簧秤秤重測量。 

四、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2 ~ 以排開的水體積計算測量。 

五、真假皇冠如何辨識 ~ 利用浮力(體積)的不同，來辨別說明 

    真假皇冠的差異與不同。 

教學 

活動 

一、認識阿基米德及真假皇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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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1.教師以影片或口述故事的方式，介紹阿基米德及真假皇冠

的故事，以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二、認識水具有浮力的性質。 

  1.學生將數種物品放入水中，觀察物品在水中會是沉入或浮

起。 

  2.教師引導學生探討物品會浮起的原因，進而引入水具有浮

力(向上)的性質與現象。 

三、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1) ~ 以彈簧秤秤重測量。 

  1.先以彈簧秤測量出鐵塊的重量(A)。 

  2.再以彈簧秤測量出沉入水中的鐵塊重量(B)。 

  3.教師指導學生計算出鐵塊在水中減少的重量，即為鐵塊在

水中的浮力大小→ (A-B)。 

四、物體浮力的實作測量2 ~ 以排開的水體積計算測量。 

  1.將燒杯放在塑膠盤內，並在燒杯裡裝滿水。 

  2.將鐵塊慢慢放入裝滿水的燒杯中，發現燒杯裡的水會溢出

至塑膠盤裡來。 

  3.將塑膠盤裡的水倒入量筒中，並測量出溢出水的體積大     

   小。 

  4.教師解說溢出水的體積(重量)大小即為鐵塊在水中的浮力大

小。 

五、真假皇冠的辨識探討即實作。 

  1.教師與學生說明並約定:以紙黏土模擬替代金子，保麗龍球

則模擬替代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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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先做出重量相同(C公克)的兩個紙黏土球甲和乙，紙黏土球

甲不參雜任何物質(模擬真皇冠)，紙黏土球乙則內部包藏一

個小保麗龍球(模擬假皇冠)。 

  3.將真(甲)假(乙)皇冠分別以彈簧秤測量出在水中的重量，真  

    皇冠(甲)重D公克，假皇冠(乙)重E公克。 

  4.教師指導學生計算真假皇冠在水中的浮力大小(在水中減少

的重量)，發現真皇冠(甲)的浮力《C-D》小於假皇冠(乙)的

浮力《C-E》。【※真皇冠(甲)體積較小，假皇冠(乙)體積

較大】 

  5.教師引導學生探討並了解~辨識真假皇冠的方法及原因 

   【※真假皇冠的重量雖然相同，但是浮力卻不相同】，因為

假皇冠參雜了密度較小的銀，所以體積比真皇冠(金)大，浮

力也較大。 

教學 

評量 

1.能說明水具有浮力的特性。 

2.能利用工具正確的測量物體在水中的浮力大小。 

3.能清楚並解說真假皇冠辨識的方法及原因。 

教 

學 

成 

果   

※學生使用彈簧秤 ~ 測量物體在水中重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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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彈簧秤 ~ 測量真假皇冠在水中重量(浮力)有何不同 
 

教學 

省思 

1.本班(科學班)學生的自我思考及發表能力佳，故可適度的加深

問題提問的難度；另時間若充裕，可多進行小組討論共學活

動，以落實並提升學生自我學習的成效。 

2.紙黏土使用時雖然方便且容易施力塑形，但浸水後易溼軟、

沾手，故需事先備妥溼布以隨時擦拭，保持桌面清潔。 

二、水的魔法(一)酸鹼水溶液與蝶豆花 

課程名稱 酸鹼水溶液與蝶豆花  

教學對象 中年級  教學時間 共 2節  

教學 

目標 

一、觀察物質溶解在水中的現象。 

二、經由實驗發現蝶豆花水加入不同的水溶液中，會顯現不同顏

色。 

三、知道水溶液可分為酸性、鹼性和中性三種。 

相關 

能力 

指標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提出結果。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2-2-3-1 認識物質除了外表特徵之外，亦有性質的不同，例如溶

解性質、磁性、導電性等。並應用這些性質來分離或結

合它們。知道物質可因燃燒、氧化、發酵而改變，這些

改變和溫度、水、空氣可能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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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2-3-3-3 探討物質的溶解性質、水溶液的導電性、酸鹼性、蒸

發、擴散、脹縮、軟硬等。 

教學 

活動 

設計 

一、什麼是水溶液？ 

二、如何分辨水溶液？ 

三、介紹蝶豆花，說明蝶豆花水製作方法，製作蝶豆花水。 

四、在各種水溶液中加入蝶豆花水，觀察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五、歸納水溶液顏色變化的規律，介紹水溶液有酸性和鹼性的

性質。 

教學 

活動 

歷程 

一、什麼是水溶液？ 

讓學生配製檸檬酸水、小蘇打水、糖水、食鹽水。 

二、如何分辨水溶液？ 

(一)讓學生觀察食用醋、檸檬酸水、糖水、食鹽水、小蘇打

水、鹼性離子水、蝶豆花水。 

(二)讓學生先利用水溶液的顏色、氣味分辨水溶液。 

(三)想想看，無色無味的水溶液要怎分辨呢？ 

三、介紹蝶豆花，說明蝶豆花水製作方法，製作蝶豆花水。 

觀察乾燥蝶豆花，觀察老師事前製作好的蝶豆花水，

實際製作蝶豆花水。 

四、在各種水溶液中加入蝶豆花水，觀察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五、歸納水溶液顏色變化的規律，介紹水溶液有酸性、中性和

鹼性的性質。 

教學 

評量 

一、能將溶質溶入水中，配製水溶液。 

二、利用水溶液的顏色、氣味分辨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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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識蝶豆花，學習製作蝶豆花水。 

四、觀察各種水溶液加入蝶豆花水的顏色變化，辨識水溶液的

酸鹼性。  

教 

學 

成 

果 

 

 

乾燥蝶豆花 配製檸檬酸水、糖水、食鹽

水、小蘇打水等水溶液 

 

 

加入蝶豆花水後，各種水溶液

變色的情形 

學習單 

 

教學 

省思 

一、學生喜歡思考而且發表踴躍，對實驗操作積極參與，也

對蝶豆花水加入不同水溶液後的顏色變化感到驚奇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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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時間允許，可讓學生將不同水溶液混和，讓學生觀

察酸鹼中和的現象。 

三、因燒杯、量筒、攪拌棒等器材不少，操作過程中有學生

手忙腳亂不小心打翻水溶液，要準備抹布與備用材料，

方便收拾與補充。 

 

三、引水向上 

課程名稱 引   水   向   上  

教學對象 中年級  教學時間 共  2 節  

教學 

目標 

一、藉由塑膠管將水上引的操作與現象，了解氣壓的存在與作用。 

二、藉由吸管幫浦的操作，了解離心力及慣性的作用。 

相關 

能力 

指標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

趣。 

6-2-1-1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提

出可探討的問題。 

教學 

活動 

設計 

1.各組學生討論並操作如何用手持透明塑膠管，成功的將水桶裡 

 的水向上引出。 

2.探討並解說塑膠管〝引水向上〞的原理。(氣壓的作用) 

3.利用吸管及竹筷製作能將水盆裡的水向上引出的器具。 

  (吸管幫浦)  

4.探討並解說〝吸管幫浦〞能將水向上引出的原理。 

  (離心力及慣性的作用) 

教學 【活動一】使用透明塑膠管將水桶裡的水向上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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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歷程 

 1.各組準備1支透明塑膠管(直徑約 1吋 )及裝了半桶水的水

桶。 

 2.學生先討論用什麼方式能利用透明塑膠管，成功的將水桶裡

的水向上引出。 

 3.學生實際操作用手持透明塑膠管，試著將水桶裡的水向上引

出。 

 4.由成功者(或老師)解說塑膠管〝引水向上〞的原理。(氣壓的 

  作用) 

 
 

【活動二】製作〝吸管幫浦〞，將水盆裡的水向上引出。 

 1.學生利用吸管及竹筷製作能將水盆裡的水向上引出的器具  

  (吸管幫浦)。 

 2.學生使用自製的吸管幫浦，實際操作將水盆裡的水向上引

出。 

 3.由成功者(或老師)解說〝吸管幫浦〞能將水向上引出的原

理。(離心力及慣性的作用) 

教學 

評量 

1.能實際操作使用塑膠管將水向上引出。 

2.能製作並實際操作吸管幫浦將水向上引出。 

3.能了解並說明氣壓的特性及離心力、慣性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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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成 

果 

  

※以塑膠管將水上引 ※以吸管裝水感受氣壓的存在 

  

※製作吸管幫浦 ※轉動吸管幫浦將水引出 
 

教學 

省思 

1.本活動操作因為水會噴出水盆外，所以應盡可能在室外進 

  行，以免噴水後造成桌面太濕，或地面過於濕滑影響安全。 

2.在〝吸管幫浦〞製作時，使用橡皮筋或魔帶將竹筷及吸管 

  捆綁固定，似乎對於中年級學生有些難度，可先使用透明膠 

  帶貼住後再進行魔帶的捆綁，較容易順利完成。 

 

四、手作濾水器 

課程名稱 手作濾水器  

教學對象 中年級  教學時間 共 2節  

教學 

目標 

一、理解物理性過濾水中雜質的原則。 

二、觀察比較不同濾材的特性與過濾效果。 

三、設計並製作濾水器。 

相關 1-2-1-1 察覺事物具有可辨識的特徵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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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指標 

2-2-3-2 認識水的性質與其重要性。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

現。 

6-2-2-1 能常自問「怎麼做？」，遇事先自行思考解決的辦法。 

6-2-3-1 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教學 

活動 

設計 

一、怎麼去除水中的雜質？ 

二、何謂「過濾」？ 

三、如何有效過濾？ 

四、觀察粗石子、細石子、活性炭等濾材。  

五、製作濾水器。 

教學 

活動 

歷程 

一、怎麼去除水中的雜質？ 

學生討論、發表 

二、何謂「過濾」？ 

讓學生觀察學校飲水機汰換下來的濾心，利用汰換濾

心做過濾實驗，觀察濾水效果。 

三、如何有效過濾？ 

(一)分別用濾網（網眼大）和紗布（網眼小）過濾汙水，比

較網眼大小和過濾效果的關係。 

(二)觀察汙水，分析汙水中雜質的樣貌、顆粒大小等特性，

思考要怎麼過濾會比較有效率。 

四、觀察粗石子、細石子、活性炭等濾材。  

(一)直接觀察不同濾材的外觀、顆粒大小。 

(二)將不同濾材放進水中，觀察各種濾材在水中的狀態。 

(三)討論這三種濾材所產生的縫隙大小，分別適合過濾什麼

顆粒大小的雜質。 

五、製作濾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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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討論不同濾材的過濾效果，思考：在汙水中有顆粒大小

不同的雜質，應該怎麼設計濾水器內濾材放置的位

置，才能有效過濾各種雜質。 

(二)實際製作並測試效果。 

研究發現： 

過濾汙水時，要先讓汙水通過縫隙較大的濾材（粗石

子），過濾掉顆粒較大的雜質，再讓汙水通過縫隙較小的濾材

（細石子），過濾掉顆粒較小的雜質，最後，讓水慢慢流過活

性碳濾材，讓活性碳吸附掉汙水中的細小髒污、色素和異味。

如此，可以有效的過濾汙水。 

教學 

評量 

1.說明過濾汙水的必要性。 

2.觀察飲水機濾心過濾汙水的情形，討論出物理性過濾的方

法。 

3.透過實驗操作和觀察，說明網眼大小和過濾效果的關係。 

4.觀察各種濾材、依照濾材產生的縫隙，討論出過濾汙水中不

同顆粒大小雜質的方法。 

5.實際製作濾水器並過濾汙水。 

教 

學 

成 

果 
 

 

觀察汰換濾心 觀察粗石子、細石子、活性碳

等濾材放在水中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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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活性炭在水中會冒出小泡

泡，可見活性炭中有很多空隙 

製作濾水器 

  

實際過濾汙水 比較濾水效果 

(左為原汙水，右為過濾結果) 
 

教學 

省思 

1.學生喜歡思考如何解決問題而且發表踴躍，對實驗操作能

積極參與。 

2.粗石子、細石子、活性炭等濾材都是細顆粒狀，操作時要注

意避免打翻灑落，不易收拾。 

3.淨水出口(寶特瓶蓋上的洞)要小，讓汙水慢慢過濾，活性

炭才有時間吸附小粒子、色素、異味等等。  

4.需事先備妥溼布以隨時擦拭，保持桌面清潔。 

五、美的冒泡 

課程名稱 美的冒泡  ~ 當二氧化碳遇到水  

教學對象 中年級  教學時間 共 2節  

教學 

目標 

一、藉由醋加小蘇打粉產生二氧化碳。 

二、藉由水 糖粉和二氧化碳，做出簡易的汽水。 

三、透過實作及討論，能知道市售汽水所添加的化學成分提醒

家人及同學，要注意飲食安全。 



25 
 

相關 

能力 

指標 

1-2-1-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2-2-2-3 認識水及二氧化碳的性質。 

6-2-1-1 能由「這是什麼？」、「怎麼會這樣？」等角度詢問，提

出可探討的問題。 

7-2-0-2 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教學 

活動 

設計 

一、認識汽水的成分。 

二、什麼是二氧化碳 ~ 認識二氧化碳的性質。 

三、如何製造二氧化碳 ~ 用食用醋及烘焙用蘇打粉。 

四、用水、糖粉、醋、蘇打粉自製汽水。 

五、觀賞市售汽水製造過程影片，並提醒學生注意食安問題。 

教學 

活動 

歷程 

一、認識汽水的成分。 

  1.教師以市售汽水的成分標示，介紹汽水的組成成分。 

二、認識二氧化碳性質。 

  1.以講解方式讓學生認識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分子式：

CO2）是空氣中常見的化合物，由兩個氧原子與一個碳原

子通過共價鍵連接而成。空氣中有微量的二氧化碳，約佔

0.04％。二氧化碳略溶於水中，形成碳酸，碳酸是一種弱

酸。 

三、如何製造二氧化碳 ~ 用食用醋及烘焙用蘇打粉。 

  1.為了讓學生於實驗後可以品嘗自製的汽水，所以選用食用

醋及烘焙用蘇打粉。碳酸氫鈉（化學式：NaHCO3）俗稱小蘇

打，白色細小晶體，加入酸（如醋酸），會發生化學反應，產

生二氧化碳，化學反應式如下： 

   CH3COOH + NaHCO3 → CH3COONa + CO2 + H2O 

   所以醋與小蘇打反應會產生二氧化碳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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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水、糖粉、醋、蘇打粉自製汽水。 

  1.為避免塑化劑溶解問題，所以使用玻璃瓶。 

  2.在玻璃瓶中先加入2/3瓶的常溫水（冰開水效果會更好）。 

  3.在水中加入細砂糖（依個人喜好的甜度）、蘇打粉（15

克）攪拌至溶解。 

  4.再加入醋（15ml），將瓶口蓋緊後輕輕搖晃。 

  5.靜置10-20分後，打開瓶蓋，除了可以聽到氣體衝出ㄙ的聲

音還可以享用美味的汽水。 

五、觀賞市售汽水製造過程影片，並提醒學生注意食安問題。 

  1.觀賞市售汽水的製造過程影片，看著蘋果汽水沒有蘋果

汁，葡萄汽水沒有葡萄汁，卻有著一堆香料和色素，甚至有些

還有防腐劑…。 

  2.鼓勵自己動手做，科學就在生活中，其實可以在水中加入

各種糖漿or果汁，這樣就會變成各種口味的汽水。可以和

同學及家人一起分享。 

教學 

評量 

1.能說出醋加小蘇打粉會產生二氧化碳。 

2.能做出簡易的汽水。 

3.能知道市售汽水所添加的化學成分，注意飲食安全。 

教 

學 

成 

果   

※學生討論汽水的成分及實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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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製作出來的汽水非常的開心 
 

教學 

省思 

1.本班(科學班)學生的自我思考及發表能力佳，故可適度的加深

問題提問的難度；另時間若充裕，可多進行小組討論共學活

動，以落實並提升學生自我學習的成效。 

2.汽水對孩子說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喝多了對身體不好，

藉由這次的實驗讓孩子能把科學的原理應用於生活中，好玩又

好喝，既科學又健康。 

 

伍、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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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省思 

    此次計畫主題為水資源，本校為能源教育中心學校，更能提供適當的學習

主題與環境，使學生可以在每週二下午進行科學學習活動，來一場科學饗宴。

自然科教師社群已經將此活動作為社群討論主題之一，因此，不僅讓社群討論

更活絡，讓老師們打開心門，願意針對科學菁英種子的培育付出心力，更對教

學創意有所提升。 

學校自然領域教師，無論在創意教學或發展課程上，均有專業能力，藉此

計畫協助並輔導科學社團指導老師運用各種教學策略及適當的教學方法，提升

學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對學習科學的熱情。從學生的心得記錄與回

饋單來看這一點是成功的。 

本次課程繞著三個主軸: 手做動腦探究、眼見為憑體驗、解說素養展能，

設計多元化課程。預期學生可以從動手做中學習到許多跟水有關的知識，更可

以從中得到許多樂趣。水資源的保育與生態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將愛護水資源

的概念早日深植學生心理。學生從活動中體驗科學原理，再從行動中找到自己

可以為環境付出的行動，從成果發表中，後設認知了解自己的學習，並能統整

與分享，學會跟同儕合作與交流。在學生的紀錄與老師討論的分享中，看到三

個主軸的運作安排是成功的，學生不僅動手做獲得知能，更從中培養了對科學

的高度興趣以及對於環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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