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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與磁教學單元活動設計~化學小偵探 

 

教案名稱 化學小偵探 設計者 尤士哲 

適用階段  國小  

適用年級  五年級  上課地點 
自然專科教室 

班級教室 

教學總時間  11節 

關鍵字  水溶液、酸鹼作用、指示劑 

價值定位 

一.學生學習觀察水溶液的方法，並能藉由觀察認識生活中不同水

溶液的特性。 

二.學生學習檢驗水溶液酸鹼性及導電性的方法，並能利用石蕊試

紙及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檢驗未知水溶液的酸鹼性，以及利用

連接 LED燈的電路檢驗未知水溶液的導電性。 

三.學生能比對觀察和檢驗結果所得的資料，經由共同討論分辨出

未知水溶液的名稱，培養分析和推論後能小心求證的科學態度。 

核心素養 自-E-A2 能運用好奇心及想像能力，從觀察、閱讀、思考所得的資

訊或數據中，提出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並能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像可能發生

的事情，以及理解科學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E-A3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力，並能初

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進行自然科學實驗。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

作及和諧相處的能力。 

單元目標 一、學生能學習觀察水溶液的方法，運用好奇心，從觀察中認識生

活中不同水溶液的特性，提出對未知水溶液名稱的判斷。 

二、學生能培養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索科學問題的能力，經由操作

石蕊試紙及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檢驗未知水溶液的酸鹼性，以

及利用連接 LED燈的電路檢驗未知水溶液的導電性。。 

三、學生能透過比對觀察和檢驗結果所得的資料，共同討論分辨出

未知水溶液的名稱，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

處的能力以及分析和推論後能小心求證的科學態度。 

 

教學活動 1 （什麼是水溶液？） 

學習表現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

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

的差異。 

pe-Ⅲ-1能了解自變項、應變項並預測改變時可能的影響和進行適

當次數測試的意義。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



 2 

探究的計畫，並進而能根據問題的特性、資源（設備等）的有

無等因素，規劃簡單的探究活動。 

pe -Ⅲ-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

備與資源。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pa -Ⅲ-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

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他人的的結果（例如：來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

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學習內容 
INa-Ⅲ-2 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改變。 

INe-Ⅲ-4 物質溶解、反應前後總重量不變。 

學習目標 

一、能從預覽課本內容中，察覺有關物質溶解於水中形成水溶液的

相關問題。 

二、能從閱讀課本內容中發現單元的重點項目，並繪製成心智圖。 

三、能將自己對鹽水和糖水的觀察經驗與習得的「溶質」和「溶劑」

概念互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 

四、能在教師及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了解探究的計畫，提出驗

證「物質溶解前後總重量不變」的實驗設計內容。 

五、能正確安全操作器材進行鹽的溶解實驗。能進行客觀的溶解情

形觀測及前後水溶液重量的量測並記錄。 

六、能將自己及他人對未知水溶液所觀察、記錄的性質與對常見水

溶液已知的性質互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對

未知水溶液的臆測。 

七、能從鹽水溶解實驗觀察到物質溶解、反應前後總重量不變，形

成「水溶液中的溶質溶解後雖然看不見，但仍存在於溶液中」

概念。 

教學時間 4節課 

先備知識 
一、知道有些物質能溶解在水中。 

二、常見食物的酸鹼性有時可利用氣味、觸覺、味覺簡單區分。 

教學步驟 1  

時間分配  1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指導學生預覽本單元課本內容，提出單元相關問題 3個在筆記最

後一頁空白頁並相互分享，回家蒐集資料回答自己所提的問題形

成報告。 

2.引導學生思考本單元主要的重點內容，共同繪製成心智圖。 

3.引導學生回憶三年級對於物質溶解學過的印象並發表，包括物質

溶解在水中會有的現象以及物質能溶解和不能溶解的差異之處。 

4.學生閱讀課本對「溶解」、「溶質」和「溶劑」的介紹，教師以鹽

水和糖水為例，請學生判斷「溶質」和「溶劑」，並完成習作。 

教學設備 黑板 

教學評量 

1.學生能在筆記中提出 3個本單元相關的預習問題。 

2.學生能在共同討論出本單元主要的重點內容，繪製成心智圖。 

3.學生能以鹽水為例對應說出鹽水和糖水的「溶質」和「溶劑」，

並完成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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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2 

時間分配  1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學生閱讀課本實驗說明，思考實驗設計。 

2.學生在筆記寫出實驗名稱，接著共同討論寫出下列實驗設計項目 

(1)實驗目的：確認鹽在水中沒有消失。 

(2)實驗器材：在課本上的步驟中圈出要領用的器材。 

(3)實驗記錄：根據實驗目的討論要記錄的結果，做成表格。  

3.閱讀課本最後頁實驗注意事項之量筒的測量。說明塑膠量筒的讀

取方式。提醒學生要得到正確的實驗結果，實驗時要細心精確。 

教學設備 黑板 

教學評量 學生能在共同討論出實驗設計的內容，並記錄在筆記上。 

教學步驟 3 

時間分配  1.5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學生依照實驗設計內容領取實驗器材，提醒學生按照實驗步驟

操作實驗，才能做出精確的實驗結果。 

(2)學生實驗「鹽的溶解」，驗證「物質溶解前後總重量不變」。 

(3)實驗結束，共同討論實驗結果。教師對於能做出「物質溶解前

後總重量不變」結果的組別給予肯定其細心確實。學生根據筆記表

格結果寫習作。 

(4)學生將鹽水溶液倒在淺盆隔次觀察鹽結晶。 

教學設備 
黑板、量筒*6、塑膠燒杯*6、攪拌棒*6、培養皿*12、電子秤*1、

量匙*6、鹽*1包 

教學評量 
1.能按照實驗規劃步驟正確安全操作器材進行鹽的溶解實驗。 

2.能準確做出前後水溶液重量不變的實驗結果，並記錄。 

 

教學活動 2 （這是哪一種水溶液？） 

學習表現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

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

的差異。 

pe -Ⅲ-2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

備與資源。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測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pa -Ⅲ-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

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

結果和他人的的結果（例如：來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

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學習內容 

INa-Ⅲ-2 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改變。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酸鹼作用等而

改變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溫度、水、空氣、光等

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INe-Ⅲ-5 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水溶液的酸鹼性質及其生活上的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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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測，認識物質各有不同性質。 

二、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

臆測水溶液的名稱。 

三、能正確安全操作石蕊試紙、紫色高麗菜汁液檢驗水溶液的酸鹼

性。 

四、能正確安全操作紫色高麗菜汁液、醋及小蘇打水，觀察水溶液

的酸鹼作用。 

五、能將觀察到的酸鹼作用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察覺彼此

間的關係，對應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水溶液的酸鹼性質及其

生活上的運用。 

六、能正確安全操作 LED燈電路檢驗水溶液的導電性。 

七、能從觀察到的資訊，形成解釋，判斷 6種水溶液的名稱，並能

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的結果比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

否有相近的結果。 

八、能從蒐集到的資料中形成解釋，嘗試說明水溶液能導電的原理。 

教學時間 4節課 

先備知識 
一、知道有些物質能溶解在水中。 

二、常見食物的酸鹼性有時可利用氣味、觸覺、味覺簡單區分。 

教學步驟 1  

時間分配  1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學生閱讀課本最後頁：搧聞水溶液方式及其他化學實驗注意事

項。認識觀察水溶液的正確方式。 

2.學生將水溶液觀察紀錄表畫在筆記上。 

3.教師先秀出 6罐保特瓶，分配給各組一點點水溶液在水晶杯中，

學生按編號分組或分排觀察 6種水溶液在目視及鼻聞的特性並記錄

在筆記。(第 1組先觀察第 1種，第 2組從第 2種觀察起，以此類推，

每隔 1分鐘換組) 

4.學生發表以眼或鼻觀察到的水溶液特徵，並記錄。 

5.學生臆測各杯水溶液的名稱，思考不容易判斷的水溶液可以用什

麼方式確認？教師提出下次利用石蕊試紙檢測的方法。 

教學設備 
黑板、保特瓶裝水溶液*6(1.糖水,2.汽水,3.石灰水,4.小蘇打水,5.

醋,6.鹽水)、水晶杯*6(簽字筆標上 1~6) 

教學評量 

1. 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測，記錄 6種水溶液在外觀及氣味的性質。 

2.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初

步臆測水溶液的名稱。 

教學步驟 2  

時間分配  1.5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 學生閱讀課文中石蕊試紙的介紹。 

2.學生根據課本介紹回答習作問題。 

3.分組觀察石蕊試紙檢驗 6種水溶液的變色情形，記錄在筆記上次

的表格中。 

4. 學生第二次臆測各杯水溶液的名稱，思考如何分辨出還不確定的

水溶液名稱，以及更確認各水溶液的酸鹼性？教師提出下次利用

紫色高麗菜汁液檢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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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黑板、石蕊試紙、保特瓶裝水溶液*6(1.糖水,2.汽水,3.石灰水,4.

小蘇打水,5.醋,6.鹽水) 、水晶杯*6(簽字筆標上 1~6) 、培養皿*6、

6滴管、鑷子*6、抹布 

教學評量 

1. 能正確安全操作石蕊試紙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2.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再

次臆測水溶液的名稱。 

教學步驟 3 

時間分配 3.5節課 

活動步驟說明 

1. 教師引導學生共同設計自製指示劑實驗(寫目的、器材及重要步

驟)。 

‧目的：利用紫色高麗菜判斷水溶液的酸鹼 

‧器材：紫色高麗菜*1、剪刀*2、培養皿*2、燒杯*1、透明杯*2、

梅花盤+編號對應圖卡*1、水溶液+滴管、RO水 

‧步驟： 

(1)將紫色高麗菜在培養皿中剪碎倒入透明杯 

(2)泡 RO水 10分鐘後平分倒入透明杯(學生看課本介紹變色情形，

寫習作) 

(3)將菜汁倒入梅花盤半滿(下次實驗前示範說明) 

(4)領水溶液+滴管，對照編號滴 5滴在梅花盤，記錄結果 

2. 教師引導學生共同設計酸鹼作用實驗設計 

‧目的：利用紫色高麗菜汁觀察酸鹼作用的變化 

‧步驟： 

(1)菜汁倒一半到透明杯 

(2)滴酸輕搖至紅色，(    )滴 

(3)滴鹼輕搖至藍色，(    )滴 

(4)輪流重覆 

(5)滴回紫色，酸(  )滴，鹼(  )滴 

3. 學生朗讀自製指示劑實驗步驟。 

4.學生進行紫色高麗菜汁製備。 

5.學生閱讀課文認識指示劑變色情形，回答習作問題。 

6.學生利用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檢驗 6種水溶液的酸鹼性，將結果記

錄在筆記。 

7.學生朗讀酸鹼作用實驗步驟。 

8.學生根據實驗步驟進行酸醶作用實驗。 

9. 教師示範 2杯混合，實驗前學生先臆測混合後顏色。 

10.學生將實驗結果記錄在習作上。 

11. 學生提出生活中應用酸鹼作用的例子，回答習作問題。 

12. 學生根據實驗結果第 3次臆測水溶液的名稱，思考如何分辨出

還不確定的水溶液名稱？教師提出下次利用水溶液的導電性檢測的

方法。 

教學設備 
黑板、紫色高麗菜*1、剪刀*2、培養皿*2、燒杯*1、透明杯*2、梅

花盤+編號對應圖卡*1、6種水溶液+滴管、RO水 

教學評量 
1. 能正確安全操作紫色高麗菜汁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2. 能正確安全操作紫色高麗菜汁液、醋及小蘇打水，進行水溶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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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鹼作用實驗，成功讓水溶液變酸、變鹼再變回中性。 

3. 能將觀察到的酸鹼作用現象對應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提出水溶

液的酸鹼性質及其生活上的運用實例。 

4.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結，第

3次臆測水溶液的名稱。 

教學步驟 4 

時間分配  1.5節課 

活動步驟說 

1. 討論上次實驗結果(學生應該大多能判斷出各種水溶液了，石灰

水和小蘇打水可由紫色高麗菜汁的顏色區分出來，只剩糖水和鹽

水，在沒有用嘴巴嘗的情形下還是無法判斷)。 

2. 教師引導學生共同設計水溶液導電實驗： 

‧目的：觀察不同水溶液的導電性 

‧器材：LED燈*1、電線連接夾*1、雙電池盒*1、電池*2、電線*1 

‧步驟： 

(1)接電路確認燈泡發光 

(2)2條電線分開放入水溶液，看 LED發光程度 

3. 學生閱讀課文認識 LED燈。教師說明 LED的接法，長腳要連接電

池正極，短腳連接電池負極。 

4. 學生先領取電路和 LED，每個人都觀察發光和不發光的連接法。 

5. 學生領取水溶液，教師提醒學生測試水溶液後，要將電路和水溶

液一起傳給下一組，避免同一電路沾到不同水溶液造成結果不正確。 

6. 學生根據實驗結果確認 6種水溶液的名稱。 

教學設備 LED燈*1、電線連接夾*1、雙電池盒*1、電池*2、電線*1 

教學評量 
1. 能正確安全操作 LED燈電路檢驗水溶液的導電性。 

2. 能從觀察到的實驗結果，判斷區分出糖水和鹽水。 

教學步驟 5 

時間分配  1節課 

活動步驟說 

1.教師引導學生為何同是中性水溶液，糖水不導電，鹽水卻可以？ 

(1)鹽本身會容易導電嗎？ 

(2)純水本身容易導電嗎？ 

2.教師示範用鹽以及純水連接電路，測試是否導電。 

3.學生觀察教師示範實驗後，思考提出個人解釋。 

4.學生分組進行小組內分享於單元初自己所提問的問題蒐集的解答

資料，各組推派一位提出一個問題及解答分享給全班同學。同學聆

聽後可對該問題給予補充。 

5.學生報告完後，教師請學生思考所蒐集到的資料是否能解答糖水

和鹽水在導電上的差異？ 

教學設備 
LED燈*1、電線連接夾*1、雙電池盒*1、電池*2、電線*1、鹽、純

水 

教學評量 
1. 能蒐集到的資料回答自己的提問，並聆聽同學報告後思考再嘗試

說明水溶液能導電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