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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面調查居家環境後發現：家裡的細菌相對少，再擴大探討 75%酒精及肥皂洗手效果，

結果肥皂洗手的效果明顯優於 75%酒精。肥皂洗手在 72.5%的學童中明顯降低細菌量，統計有

顯著差異。比較不同年級學童手上細菌量發現，低或中年級學童手上細菌明顯多於高年級，

統計有顯著差異。而低年級的學童不管使用酒精洗手或肥皂洗手，都能明顯降低細菌量。問

卷調查學童不洗手的原因，發現 59%的學童不洗手是因為「忘記洗手｣；做完手部細菌培養實

驗，明顯提升學童在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也提高了學童願意正確執行洗手步驟的動機，兩

項統計都具有顯著差異。家中環境的細菌量明顯比外面公共場所低很多，防疫期間建議是留

在家中會相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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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台灣氣候溼熱是細菌孳生的溫床，而這些細菌容易透過觸摸後沾黏在雙手並且孳生，沒

有保持雙手的乾淨，容易將這些細菌吃進身體中導致生病，為了避免病從口入，從小到大媽

媽最常跟我說的一句話就是:『去洗手』，洗手已經是回家後以及吃飯前必做的一件事情，但

是明明我的手就很乾淨，為什麼一定非得要洗手不可，特別是在家裡面，明明家裡就很乾淨

而且也不是公共場所，為何吃飯前一定要在洗手一次？特別我有汗皰疹的毛病，常常洗手或

過度使用洗手乳會讓我的汗皰疹更加嚴重，因此我想要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物品

是否真的有那麼多細菌?我手上真的有那麼多細菌嗎?另外!也想要知道只用清水洗手與用洗手

乳洗手真的會有很大的差別嗎?藉由這次實驗結果希望可以找到如何減少病從口入的機會，適

逢新冠肺炎侵襲延後開學，我也探討學校小朋友的洗手習慣，從實驗檢討低、中、高年級學

童洗手習慣，希望對於減少疾病的傳染能有所幫助。 

相關教材單元：康軒版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六下第二單元「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貳、研究目的 

 細菌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這次的實驗目的是調查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物品是否真的

存在很多的細菌，同時找到日常生活中細菌的溫床，讓細菌無所遁形，而打掃家裡也是每個

家庭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做的事情，然而要怎麼打掃?以及打掃那些重點區域才能很有效的減少

細菌量，讓居家生活清潔工作事半功倍。另外；雖然我們都知道用肥皂、洗手乳或酒精洗手

可以很有效的去除掉手上的細菌，但是太頻繁的使用這些清潔用品反而會導致皮膚的不適，

特別是有過敏體質的人更是如此，我們的結果可以提供做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正確且有效

的洗手觀念。在本次實驗中，我們將逐項完成以下實驗與目標，藉由下面的實驗結果我們希

望可以找到一個正確適當的洗手觀念: 

一、 建立採集細菌的方法以及觀察手上的細菌分布 

二、 調查日常生活中會接觸物品所含的細菌量。 

三、 探討用清水洗手以及肥皂洗手的差異性。 

四、 擴大調查低年級、中年級以及高年級用肥皂洗手以及 75%酒精洗手除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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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洗手衛教觀念與洗手意願。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培養基:購買市面上配置好的培養基粉末。 

二、 燒杯：配置培養基時所需。 

三、 電子秤：量取適當的培養基粉末時所需。 

四、 瓦斯爐：配置培養基以及製備無菌水所需。 

五、 培養皿：配置培養基容器。 

六、 奇異筆一支：標示實驗條件時所需。 

七、 棉花棒：利用無菌的棉花棒作為採取細菌檢體的器具。 

八、 封口膜：將培養皿封口作簡單固定。 

九、 微小玻璃珠:將微小玻璃珠以沸水煮過後滅菌，最為均勻塗抹細菌樣品之用 

十、 微量吸管: 吸取細菌樣本之用 

十一、 微量離心管: 採檢細菌檢體所需 

十二、 培養箱: 將細菌放置於攝氏 37 度培養箱中培養 24 小時 

十三、 照相機：利用相機紀錄實驗結果的影像，將細菌長情況做一記錄。 

十四、 電腦：利用 Word 撰寫實驗報告，PowerPoint 編排影像以及 Excel 做簡單圖表分析。 

 

 

 

 

 

 

 

 

圖一、本次研究所需要用到的實驗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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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方法 

培養基製備:取 10 公克營養性培養基(Lysogeny broth，LB)以及 6 公克的洋菜膠，並加入 400 毫

升的水後加熱煮沸 5 分鐘，將滅過菌的培養基放置室溫慢慢冷卻到溫熱後，將培養基倒入培

養皿中並且蓋上培養皿冷卻後即凝固為固態培養基，將培養基儲存於攝氏 4 度的冰箱中。 

無菌水製備: 將 400 毫升的水放入廣口瓶中並且加熱煮沸 5-10 分鐘，冷卻後備用。 

物品採集細菌: 每次採集細菌都準備 0.5 毫升的無菌水微量離心管中，並且用無菌棉花棒沾溼

後，擦拭固定面積(10 公分 X10 公分)的待測物品，之後將棉花棒放入裝有 0.5 毫升的無菌水中

充分攪拌後靜置 5 分鐘後，將 0.5 毫升的細菌檢體均勻塗在培養基上，並且標示檢體採集地點。 

手指採集細菌: 每次採集細菌時都準備 0.5 毫升的無菌水微量離心管中，並且用無菌棉花棒沾

溼後，固定擦拭 30 次，之後將棉花棒放入裝有 0.5 毫升的無菌水中充分攪拌後靜置 5 分鐘後，

將 0.5 毫升的細菌檢體均勻塗在培養基上，並且標示檢體採集地點。 

塗抹菌液的方法: 加入滅過菌的小玻璃珠 5-10 顆到培養皿中，將菌液置入培養皿後蓋上蓋

子，前後左右來回擺動讓玻璃珠均勻在培養基上均勻滾動，藉此就可以將菌液均勻塗抹在培

養基上。 

細菌培養: 將培養基放置室溫攝氏 20 度 2 天(約 48 小時)之後取出拍照，並且紀錄實驗結果。 

細菌量判別: 挑出 5 個細菌生長盤分別為最多細菌量、次多細菌量、中等細菌量、少細菌量、

最少細菌量以及無細菌最為判分為標準，並分別給予分數，最多細菌量給 5 分、次多細菌量

給 4 分、中等細菌量給 3 分、少細菌量給 2 分、最少細菌量給 1 分以及無細菌生長給予 0 分，

如下圖二所示，每一個培養皿細菌量都經過四個人依據上面的標準判分，最後四人的分數再

取平均作為此盤培養皿中細菌生長的情況。 

 

 

 

 

 

 

圖二、依據細菌生長情況依序挑出 6 個不同細菌量的培養皿，做為之後判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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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本次實驗將採集日常生活中 15 個常會碰觸的地點以及物品，每一個地點做三重複 

以下則是要調查細菌的物品以及地點: 

1. 車門把、 2. 電梯大門門把、3.家裡臥室門把、4. 電視遙控器、5. 洗手台、6. 馬桶沖水

7. 手機、8. 市內電話、9. 餐桌、10. 玩具-1、11. 玩具-2、12. 書桌、13. 檯燈 

 

伍、研究結果 

一、 先行測試採集細菌的方式 

 

 

 

 

 

 

 

 

圖三、利用棉花棒採集物品表面細菌並培養的流程與方法 

 

目標一: 測試採集細菌的方法以及手部細菌的分布 

本次實驗先測試採集細菌以及培養細菌的方法，參考之前的科展資料(如圖三所示) 

實驗先分為三組: 1. 控制組 2. 手指的細菌 3. 滑鼠上的細菌 

依照圖(三)的步驟採集細菌後並且在攝氏室溫培養 24 小時候觀察細菌生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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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圖四、測試利用棉花棒採取物品以及手指上的細菌檢體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結果發現 : 

透過這次的實驗，我們建立了一個標準採集手上以及物品上面細菌並且培養的標準步驟，

採集手上細菌時，我們會固定取 0.5 毫升的無菌水在微量離心管中，再利用無菌棉花棒沾

取無菌水後，固定在手指上擦拭 30 次，再將沾有細菌的棉花棒放入微量離心管充分攪拌

並靜置 5 分鐘後，均勻塗抹在培養基上培養至細菌長出為止，而細菌長出明顯菌落到肉眼

可判斷約需要 1 天的時間(圖四)。同樣的方法我們利用棉花棒採取物品時，會固定在約 10

公分 X10 公分的區域來回擦拭 30 次，如此可以成功培養出滑鼠上孳生的細菌(圖四)。 

比較左手、右手以及每根手指頭的細菌量有無不同 

~利用棉花棒沾滅菌水後在手指上固定擦拭 30 次後，再放入 0.5ml 滅菌水中靜置 5 分鐘後，

均勻塗抹在培養皿上放置攝氏 37 度培養箱中 24 小時後，觀察細菌生長情況、拍照並且計

數菌落數。 

 

 

 

 

 

 

 

 

 

 

 

         圖五、採集雙手十根手指上的細菌並且培養觀察細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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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 

在手上的細菌每一根手指頭都可以採集到細菌的存在，但是所採集到的細菌量會有明顯的不

同(圖五)。要避免誤差的方法，我們將會進行兩次以上的實驗。 

目標二: 調查日常生活中會接觸物品所含的細菌量 

實驗流程設計:  

 

 

 

 

 

 

 

 

 

 

 

 

 

 

 

 

 

 

 

 

圖六、測試利用棉花棒採取居家中可能接觸的物品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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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圖七、測試利用棉花棒採取居家中可能接觸的物品上的細菌檢體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結果發現: 

在這次實驗中，我利用目標一所建立的採取物品上細菌的方法，針對從學校回到家裡後可能

接觸的物品以及居家環境作一通盤的調查(圖六)，我的結果顯示(圖七):從學校回到家裡過程中,

可能接觸到細菌最多的地方分別是: 車子門把；洗手台以及餐桌這三個地方，其他的地方看

起來細菌滋生的情況都不多，而這次的實驗我只有做一次，因此還無法有確定的結論，這個

結果需要再重複以上的實驗，並且每個實驗要有三重複，另外;除了陰性對照組(無菌)之外或

許也需要一個陽性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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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三、探討用清水洗手以及肥皂洗手的差異性。 

實驗設計: 

 

 

 

 

 

 

 

 

 

 

圖八、比較清水以及肥皂清洗不同清洗次數下次對於降低細菌量的方法與流程 

 實驗結果:  

第一次結果:第一天 

 

 

 

 

 

 

 

 

 

 

圖九、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一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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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圖十、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兩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第三天 

 

圖十一、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三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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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結果:第一天 

 

 

 

 

 

 

 

 

 

 

 

 

圖十二、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一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第二天 

 

 

 

 

 

 

 

 

 

 

圖十三、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兩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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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圖十四、測試棉花棒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培養三天並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圖十五 觀察細菌培養 0 天、1 天、2 天以及 3 天後的細菌生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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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 

    因為這個實驗是在家裡做的，回到家裡之後我都會先洗手，因此造成我一開始手上的細

菌就不多，導致一開始的實驗失敗，因此無法比較不同洗手的方式對於手上細菌量的相關性。

後來的實驗我就一回家就先做洗手的實驗，實驗的結果發現利用清水洗手並沒有效的將手上

細菌清除(圖九~十四)，而用肥皂清洗時會隨著清洗的次數增加，細菌滋生的情況會減少，同

時在這次實驗中我們也發現我將培養基放置一天時就會滋生出明顯的菌落，放置第二天會有

另外的一群細菌再明顯的孳生，第三天時又會發現有些菌落會慢慢呈現黑色，因此推測環境

中的細菌依照其生長速度可以區分至少三大類 (圖十五)，之前在做居家環境調查時，我只有

觀察一天就結束，由這次實驗讓我知道，可能需要再放置到第三天才可以完全了解細菌滋生

的情況，以上的實驗也讓我了解，在室溫中培養細菌大約兩天左右可能是較合適的時間。 

 

目標四、擴大調查低年級、中年級以及高年級用肥皂洗手以及 75%酒精洗手除菌的效果。 

    在實驗進行過程中，全球突然爆發武漢肺炎的疫情，而防止武漢肺炎疫情最佳方式就是

戴口罩以及勤洗手，目前在學校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利用肥皂洗手或是 75%酒精清洗雙手，因

此接下來我想進一步探討，在學校中利用 75%酒精以及肥皂清洗後，對於減少雙手細菌量的

效果如何?因此我挑選了三個班級分別為低年級、中年級以及高年級，每班再分成兩組，一組

用 75%酒精清洗，另外一組則用肥皂清洗，詳細的實驗設計以及流程如圖十六。 

 

 

 

 

 

 

 

 

 

 

 

 

圖十六、比較不同年級用 75%酒精以及肥皂清洗雙手對於降低細菌量的方法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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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低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觀

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圖十八、低年級學生利用肥皂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觀察其

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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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中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觀

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圖二十、中年級學生利用肥皂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觀察其

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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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高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

觀察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圖二十二、高年級學生利用肥皂清洗前、清洗後分別採取手上的細菌檢體並培養兩天後觀察

其細菌形成菌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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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低、中、高年級利用 75%酒精或是肥皂清洗前與清洗後細菌生長判分結果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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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低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 (左)或肥皂(右) 清洗前、清洗後細菌量變化情況 

 

 

 

 

 

 

 

 

 

 

 

 

 

 

 

 

 

 

圖二十四、中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 (左)或肥皂(右) 清洗前、清洗後細菌量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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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高年級學生利用 75%酒精 (左)或肥皂(右) 清洗前、清洗後細菌量變化情況 

 

 

 

 

 

 

 

 

 

 

 

 

 

 

 

 

 

 

 

 

 

 

圖二十六、比較全部學生 75%酒精 (左)或肥皂(右) 清洗前、清洗後細菌量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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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比較低、中、高年級洗手前其手上細菌量的情況 

 

 

 

 

 

 

 

 

 

 

 

 

 

 

 

 

 

 

圖二十八、比較男生與女生洗手前其手上細菌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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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比較男生與女生利用 75%酒精 (左)或肥皂(右) 清洗前、清洗後細菌量變化情況 

 

結果發現: 

經過這次全校大規模的實驗之後我得到以下幾個發現: 

1. 低年級利用 75%酒精清洗在 12 個小朋友中有 8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約 66.6%)，酒

精清洗細菌下降量的效果也具統計差異。用肥皂清洗在 13 個小朋友中有 9 個手上細菌量

有下降的情況(約 69.2%)，實驗結果顯示肥皂清洗下降細菌量的效果同樣具有統計差異 (圖

二十三)。 

2. 中年級利用 75%酒精清洗在 13 個小朋友中有 9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約 62.9%)，酒

精清洗下降細菌的效果在統計上僅有邊緣差異。用肥皂清洗在 14 個小朋友中有 8 個手上

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約 57.1%)，實驗結果顯示肥皂清洗下降細菌量的效果同樣統計僅有

邊緣差異(圖二十四)。 

3. 高年級利用 75%酒精清洗在 11 個小朋友中有 4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約 36.4%)，酒

精清洗無下降細菌量的效果。用肥皂清洗 14 個小朋友中有 12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

(約 92.3%)，實驗結果顯示肥皂清洗具有很好的下降細菌量效果，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圖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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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分年級下情況下，利用 75%酒精清洗在 36 個小朋友中有 21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

(約 58.3%)，酒精清洗顯示仍然是有下降細菌量的效果，但統計上僅有邊緣差異。用肥皂

清洗在 40 個小朋友中有 29 個手上細菌量有下降的情況(約 72.5%)，實驗結果顯示肥皂清

洗具有相當好的下降細菌量效果，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圖二十六)。 

5. 比較不同年級小朋友手上細菌的含量發現，低或中年級的小朋友手上細菌明顯多於高年

級，特別是低年級的小朋友手上細菌量最多，並且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圖二十七)。 

6. 比較男生與女生手上細菌的含量發現，男女之間手上細菌量並無明顯差異(圖二十八)，另

用 75%酒精或是肥皂清洗後除菌的狀況，與圖二十六的結果一樣，利用肥皂清洗的除菌效

果明顯比酒精清洗效果好很多(圖二十九)。 

 

目標五、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洗手衛教觀念與洗手意願 

    希望透過問卷調查進一步了解低、中以及高年級學生不洗手的原因，並且比較經過細菌

實驗後，學生對於洗手衛教觀念以及意願是否有提升進行調查，本調查採取問卷方式，在細

菌實驗前進行問卷前測，以及做完實驗並觀察到洗手後的細菌結果後再進行問卷後測，問卷

內容如圖三十所示: 

 

 

 

 

 

 

 

 

 

 

圖三十、問卷前測與後測的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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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一、低、中、高年級自覺手部髒的程度 

 

 

 

 

 

 

 

 

 

 

 

 

 

 

 

 

圖三十二、問卷前測調查小朋友不洗手的原因，上圖為低、中、高年級不洗手原因各項百分

比，下圖為全部小朋友不洗手原因各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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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三、問卷後測了解洗手概念程度統計，上圖為低、中、高年級了解洗手概念程度各項

百分比，下圖為全部小朋友了解洗手概念程度各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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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透過細菌實驗前、後小朋友對洗手步驟了解程度 

 

 

 

 

 

 

 

 

 

 

 

 

 

圖三十五、透過細菌實驗前、後小朋友對洗手時機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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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施測結果 

    手部細菌培養之前，我們分別對低、中、高年級做實驗前施測(前測)，調查小朋友沒

有洗手的原因分別為：1.覺得自己的手不髒(占 30%)2.洗手浪費太多時間(占 26%)3.常洗手

手會不舒服(占 33%)4.不覺得洗手很重要(占 8%)5.沒有洗手的習慣(占 18%)6.忘記洗手(占

59%)7.找不到洗手台(占 12%)8.洗手台的位置不恰當(占 28%)(圖三十二)。 

     採集完手部細菌，並給予低、中、高年級的小朋友看手上的細菌培養結果後再施測(後

測)，我們發現小朋友在看完自己手上的細菌培養結果後，發現自己的手部雖然沒有明顯

髒污，卻藏有許多看不見的細菌，這樣的結果也提升小朋友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由 66.2%

提升至 77.6%)，在統計上具有顯著差異(圖三十五)。 

    透過實驗我們也讓小朋友了解有關洗手的衛教知識(1~8 項)，讓洗手常草草了事、時

間過短的小朋友，發現 1.沒有明顯髒污的手，不見得乾淨(已了解此概念占 84%)，2.洗手

效果與洗手時間長短有關(已了解此概念占 87%)，3.只要用肥皂洗手至少 60 秒以上，就能

清除手上大部分的細菌(已了解此概念占 72%)，4.正確洗手即可以減少手上的細菌量(已了

解此概念占 96%)，5.洗手能預防感染及降低被傳染疾病的機會(已了解此概念占 92%)，讓

小朋友了解確實執行正確的洗手方式很重要(已了解此概念占 92%)，小朋友也願意在學校

有提供乾式洗手液(如酒精)的場所配合使用(已了解此概念占 95%) (圖三十三)。 

    做完手部細菌培養實驗明顯提升小朋友在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由 66.2%提升至

77.6%)(圖三十五)，也提高了小朋友願意正確執行洗手步驟的動機(由 69%提升至 82%)(圖

三十四)，這兩項在統計上都具有顯著差異。 

陸、討論 

1. 目標一的結果顯示:在手上的細菌每一根手指頭所採集到的細菌量會有明顯的不同。這有

可能是因為我使用手指習慣性所造成，也有可能是我採集的步驟技術不夠純熟或標準化，

假如我可以重複進行此實驗或找更多人一起進行，應該可以提高這個實驗的可信度。 

2. 目標二的結果顯示: 從學校回到家裡過程中,細菌最多的地方分別是: 車子門把；洗手台以

及餐桌這三個地方，其他的地方看起來細菌滋生的情況都不多，而這次的實驗我只有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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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因此還無法有確定的結論，這個結果需要再重複以上的實驗，並且每個實驗要有三重

複，另外;除了陰性對照組(無菌)之外或許也需要一個陽性對照組，而這個結果可能的原因

是，細菌喜歡孳生在潮濕溫暖的地方，家裡面我們都會除濕保持乾燥，並且很多物品都是

塑膠製成，這些都是不利於細菌孳生的可能原因。 

3. 目標三的結果不如預期，主要的原因是手上細菌量太少，因為這次實驗是在家裡做的，回

家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徹底的洗手，導致手上細菌所剩無幾，下次我應該選擇從學校回來

後馬上作這個實驗，或是假日出去公園玩完後回家馬上作這個實驗。 

4. 目標一中的實驗我培養的時間都不超過 2 天，只要觀察到有一組的細菌菌落長到肉眼可觀

察的程度就結束這個實驗，下次我應該觀察計算完菌落數後再繼續培養，或許我除了觀察

細菌之外也可以順便觀察黴菌孳生的情況。 

5. 這次用的培養基是市面上一般實驗常用的培養基，主要適合大腸桿菌生長的養分，而日常

生活中除了大腸桿菌還有許多種類的細菌，而我們的培養基可能不適合其他細菌生長，因

此培養基上看到的細菌菌落數無法完全反映真實的細菌量，實驗的準確性可能會失真，這

是我們這個實驗的限制。 

6. 目標四的結果發現低年級的小朋友手上細菌明顯較多，同時用肥皂洗手的除菌效果也沒有

像高年級那麼徹底，因此由這結果，我們應該繼續加強宣導低年級小朋友的手部清潔。 

7. 目標四的結果發現，利用 75%酒精除菌的效果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反而是利用肥皂清洗

才是除去手上細菌最佳方式，由我們的結果顯示:在學校時用可以的話盡量還是選擇利用

肥皂洗手，若是沒有洗手台或是不方便利用肥皂洗手的情況下，亦可以選擇利用 75%酒精

清洗手部，仍然會某種程度除菌的效果。 

8. 目標五:手部細菌培養之前，我們分別對低、中、高年級做實驗前施測(前測)，調查小朋友

沒有洗手的原因以期達到改進的目標，分別為：1.覺得自己的手不髒(占 30%)2.洗手浪費太

多時間(占 26%)3.常洗手手會不舒服(占 33%)4.不覺得洗手很重要(占 8%)5.沒有洗手的習慣

(占 18%)6.忘記洗手(占 59%)7.找不到洗手台(占 12%)8.洗手台的位置不恰當(占 28%)(圖三十

二)。結果發現接近六成的小朋友不洗手是因為「忘記洗手｣，我們希望學校能在各個活動

處增加洗手的宣傳標語，達到提醒小朋友的目的；目前在學校中每位老師也都會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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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之前提醒小朋友使用肥皂洗手，我覺得對於降低疾病的傳染很有幫助，從開學至今小朋

友生病的頻率降低許多。而且透過這次實驗也讓小朋友了解到，原來手部有許多看不見的

微生物，做完實驗同學們間都在說原來手好髒喔！因此他們也比較願意增加洗手時間及次

數呢！常洗手會造成手部不舒服的問題，就需要準備紙巾或乾淨的手帕及時把手擦乾及擦

拭乳液來解決。最後也希望學校能將洗手台高度再降低一點，讓低年級的小朋友洗手時不

會濺濕衣物造成洗手意願降低。 

9. 採集完手部細菌，並給予低、中、高年級的小朋友看手上的細菌培養結果後再施測(後測)，

我們發現小朋友在看完自己手上的細菌培養結果後，發現自己的手部雖然沒有明顯髒污，

卻藏有許多看不見的細菌(培養基上面長了許多不同顏色並有臭味的細菌)，這樣的結果也

提升小朋友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由 66.2%提升至 77.6%)，在統計上具有顯著差異(圖三十

五)。 

10. 透過實驗我們也讓小朋友了解有關洗手的衛教知識(1~8 項)，讓洗手常草草了事、時間過

短的小朋友，發現 1.沒有明顯髒污的手，不見得乾淨(已了解此概念占 84%)，2.洗手效果

與洗手時間長短有關(已了解此概念占 87%)，3.只要用肥皂洗手至少 60 秒以上，就能清除

手上大部分的細菌(已了解此概念占 72%)，4.正確洗手即可以減少手上的細菌量(已了解此

概念占 96%)，5.洗手能預防感染及降低被傳染疾病的機會(已了解此概念占 92%)，讓小朋

友了解確實執行正確的洗手方式很重要(已了解此概念占 92%)，小朋友也願意在學校有提

供乾式洗手液(如酒精)的場所配合使用(已了解此概念占 95%) (圖三十三)。 

11. 做完手部細菌培養實驗明顯提升小朋友在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由 66.2%提升至 77.6%)(圖

三十五)，也提高了小朋友願意正確執行洗手步驟的動機(由 69%提升至 82%)(圖三十四)，

這兩項在統計上都具有顯著差異，當然正確洗手除了提升動機，還須配合確實執行正確的

洗手步驟，才能有效防堵感染及降低被傳染疾病的機率。實驗時很多小朋友都期待細菌趕

快長出來，可是當在培養基看到自己手上的細菌時，又覺得很噁心很髒，同學說之後一定

要好好地把手洗乾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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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細菌是地球上最多的生物，細菌在居家環境中無所不在有，雖然細菌有好菌與壞菌之分，

細菌對於生態鏈的維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時壞菌也是導致疾病發生的致病源，然而細菌

用肉眼是無法辨識，因此在這次實驗中我利用培養基方式培養，希望可以了解日常生活中常

接觸的一些物品到底有多少細菌的存在，本次實驗我成功用培養基方式培養出手上以及滑鼠

上的細菌，利用建立好的採集與培養細菌方式，我全面調查居家環境後發現：回到家第一個

會接觸到的車門把手是細菌量最多的地方，因此回到家後我需要再去洗一次手才行，另外;家

裡的洗手台的水龍頭也是細菌很多的地方，所以下次洗完手我要記得用水清洗一下水龍頭後

再關水，而這次的實驗在探討正確洗手方式，發現利用肥皂洗手比只利用清水清洗效果好，

並且清洗越多次效果越佳，同時這次實驗也發現，培養基放一天、兩天以及三天可以觀察到

有不同的細菌滋生情況，目前我的實驗結果能跟我說:回到家裡後一定得洗手，而且用清潔劑

清洗多次效果最佳，但是假如我一直都待在家裡其實要吃飯前應該可以不用再洗手了。 

    適逢新冠肺炎侵襲延後開學，我也探討學校小朋友的洗手習慣，從實驗檢討低、中、高

年級學童洗手習慣，希望對於減少疾病的傳染能有所幫助。我們探討 75%酒精及肥皂洗手對

低、中、高年級學生之效果，結果顯示肥皂洗手在各年級中，對於降低細菌量都有相當好的

效果，統計上也有顯著差異。比較不同年級小朋友手上細菌的量發現，低或中年級的小朋友

手上細菌明顯多於高年級，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而低年級的小朋友不管使用酒精洗手或肥

皂洗手，都能明顯降低細菌量。在此建議學校，低年級的小朋友可能因為手部衛教知識不足，

及在執行手部清洗步驟不夠確實導致細菌量明顯較多，低年級小朋友仍然需要再加強手部清

潔來保護自己的健康。 

    問卷調查學童不洗手的原因，發現 59%的學童不洗手是因為「忘記洗手｣，我們希望學校

能在各個活動處增加洗手的宣傳標語，達到提醒小朋友的目的；做完手部細菌培養實驗明顯

提升小朋友在必要時機洗手的意願，也提高了小朋友願意正確執行洗手步驟的動機。透過實

驗我們也讓小朋友了解有關洗手的衛教知識(1~8 項)，讓洗手常草草了事、時間過短的小朋友

明白正確洗手確實能降低手上的細菌量，能預防感染及降低被傳染疾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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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本次實驗結果顯示:家中環境的細菌量明顯比外面公共場所低很多，所以在防疫期間

建議是留在家中會相對安全，若真的需要外出建議要常用肥皂濕洗手，以降低病毒、細菌量，

若不方便用 75％酒精乾洗手也有保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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