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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雙語教學教案 

 
 

壹、設計理念 
本教案設計在學習完水溶液的溶解、運用石蕊試紙、紫色高麗菜汁的酸鹼定義與檢驗方式

後，再規畫成真實性評量的統整教學，目的在呈現學生是否具備實際生活中問題解決的能力。

不同於傳統式的講述，希望藉由學生進行 PODE 探究模式，藉由提問來引導小組設計實驗，預

測、觀察各種水溶液其酸鹼性為何及是否可以導電。進而將水溶液的性質運用於生活情境中。 
貳、教學分析 

一、 學生分析 
自然領域–此單元規畫盡量採取主題式教學；而學習表現帶有真實性評量的意義，學生學習

細部的科學方法後，如何實際操作，運用於生活情境中。本教案設計在學習完水溶液的溶解、

運用石蕊試紙、紫色高麗菜汁的酸鹼定義與檢驗方式後，再規畫成真實性評量的統整教學，

目的在呈現學生是否具備實際生活中問題解決的能力。 
英語領域–此單元在水溶液的酸鹼性、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水溶液的導電性等主要學

習內容使用雙語教學，期待透過水溶液相關英文字詞的學習，學生能在實驗預測、觀察討論、

實驗操作，以及結果解釋的過程中，有充份聆聽和閱讀目標字詞的機會，並使用老師所提供

的語言鷹架進行溝通學習，達成各節學科內容及語言目標。 
 

二、 教學資源分析 
國小自然五上水溶液單元延續三上單元四廚房裡的科學所教的溶解概念，進行再加深與

加廣的學習，包含了水的溶解量、水溶液的定義，以及檢驗透明水溶液的酸鹼性、導電性等

科學定義內容，可惜的是缺乏整合統整的生活應用方式，本教案設計著重在運用生活情境與

學習內容的互相搭配，看到學生學習成果的表現，作為真實評量的其中一種方式。 
三、 教學方法分析 

本課程設計採 PODE 探究模式，依照探究教學中，邏輯推理的過程進行主題的規劃執

行，情境問題的創新應用。課程內容緊扣問題解決流程，從觀察定題、計畫執行、結果分析，

到溝通傳達，將學習表現一一呈現。 
四、 情境脈絡分析 

課程設計藉由實驗逐一驗證、釐清觀念，使得學生判斷出誰可以成為酸鹼指示劑，瞭解

除了化學實驗室裡可以取得的指示劑之外，在生活中，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這些隨手可得，又

方便使用的各種溶液作為酸鹼指示劑。並將水溶液的導電性與生活情境中的用電安全進行結

合，以增加學科內容與生活的結合。 
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Unit Title 

水溶液 課程時間 
Unit Length 

共 1 節  40 分鐘 

學生年級 
Grade Level 

五年級 學生人數 
Number of Students 

26 人 

設計者 
Designer(s) 

陳映均、蔡雅惠 

指導教授姓名 
Name of Consultant 

李松濤教授 
柴素靜教授 

指導教授服務單位 
Institute of Consultant 

台中教育大學 

配合融入之學科領域 
Integrated 

Subject/Content Area 

□數學         ■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藝術       □社會              

配合融入之議題 
Integrated Issue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國際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 □戶外教育     ■無     

領域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ies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續探

索自然。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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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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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設備及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自然

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本單元學習重點 
Learning Focus 

學習表現 
Student 

Performance 

i-Ⅲ-1 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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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

技設備及資源。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

錄。 
ti-Ⅲ-1 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會因為某些

改變而產生差異，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想像可

能發生的事情，以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成

品。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

間的關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 

INa-Ⅲ-2 物質各有不同性質，有些性質會隨溫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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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任務 
Performance Task(s) 

自然領域– 
1. 學生能透過觀察與先備知識，預測實驗結果。 
2. 學生能設計實驗並確實進行實驗。 
3. 學生能分析結果，說出實驗結論，並與他人分享。 
英語領域– 
1. 學生能聽懂水溶液的相關字詞。 
2. 學生能看懂各項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3. 學生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各項實驗的結果。 
4. 學生能用簡易的句型回答各項實驗的相關提問。 
5. 學生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各項實驗得到的結論。 

  



活動一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1.觀察日常生活中各種不同的水溶液。 
2.觀察物質溶解在水中的現象。 
3.察覺水溶液中的水分蒸發後，可以取回溶解在水中的物質。 
4.認識生活中，將溶解在水中的物質取出再利用的例子。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2. 能聽懂各種水溶液的相關字詞。 
3. 能以正確的發音說出六種水溶液的名稱。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1-1物質的溶解現象 
 引起動機 
預測（Prediction） 
教師展示：教師用透明玻璃杯裝一

杯熱茶，另外準備一包砂糖，將砂

糖放進熱茶中攪拌。 
教師提問：砂糖顆粒不見了，砂糖

到哪裡去了呢？你怎麼知道？ 
 發展活動 
教師說明： 
1.有些物質可以溶解在水中，變成

水溶液。例如砂糖溶解在水中變成

糖水，食鹽溶解在水中變成食鹽

水。糖水和食鹽水都是一種水溶

液。 
2.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使用到各

種不同的水溶液。溶質和溶劑–在水

溶液中，被溶解的物質稱為溶質，

水稱為溶劑，當溶質溶解在溶劑

中，就形成水溶液。 
操作 (Operation) 
實驗設計： 
砂糖或食鹽溶解於水後，顆粒慢慢

不見了，怎樣證明它們還在水中？ 
→指導學生把食鹽加入水中進行實

驗，觀察當溶質溶解後，產生的水

溶液和之前的水相比，水位高度和

重量是否有差異。 
→大部分物質溶解在水中後，水位

高度、水溶液的重量、濃度或是顏

色都會改變。水溶液重量＝水（溶

劑）的重量＋溶質的重量。 
‧操作：溶解後水溶液的重量。 
1.用量筒裝30毫升的水倒入燒杯

中，再用磅秤測量水和燒杯的重

量，並記錄下來。 
→使用常溫下的冷水進行食鹽的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QNyQGTHa2hM 
 
T: Let’s watch the video and 
learn how to say “溶質, 溶劑, 
水溶液” in English. 
After watching the video, do you 
know what sugar and salt are? 
Are they solutes or solvents? 
Ss: They are solutes. 
T: What is a solute? 
Ss:(學生隨機回答，可用中文) 
T: How about water? Is it a 
solute or solvent? 
Ss: It’s a solvent. 
T: What is a solvent? 
Ss:(學生隨機回答，可用中文) 
T: Very good. When we add 
some sugar to the water, how do 
we call the sugar water? 
Ss: It’s a solution. 
T: What is a solution? 
Ss:(學生隨機回答，可用中文)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解實驗即可。 
2.加入一平匙的食鹽。 
→用玻璃棒平移刮掉匙面上的食鹽

顆粒，即為一平匙的食鹽。 
3.每次攪拌至食鹽顆粒完全溶解

後，再繼續加入下一平匙的食鹽。 
→進行食鹽溶解實驗時，因食鹽溶

解的速率較慢，可以加快攪拌速

度，且需要提醒學生耐心的攪拌。 
4.直到食鹽的顆粒無法溶解為止，

再記錄燒杯內的水位高度及燒杯和

食鹽水的重量。 
→為了比較加入食鹽前、後水溶液

重量的變化，必須測量裝有30毫升

水的燒杯重量及裝有飽和食鹽水溶

液的燒杯重量進行比較。此外，須

觀察飽和食鹽水溶液的水位高度是

高於、等於還是低於燒杯上的30毫
升刻度。 

討論 (Discussion) 
‧實驗討論：食鹽溶解在水中變成食

鹽水後，水位高度和水溶液的重量

有什麼變化？ 
→食鹽溶於水後，藉由實際測量結

果，察覺食鹽水溶液的水位高度和

重量都會增加，由此可以驗證食鹽

還是在水中。 
‧說一說：溶解在水中的食鹽，還能

變回食鹽顆粒嗎？ 
→引導學生從「如果水分消失了，

溶解的物質會不會出現？」來思考

這個問題。 
‧說明：將實驗後的食鹽水溶液倒入

面積較大的容器裡，放在通風處，

觀察水分蒸發後的情形。 
→鼓勵學生觀察與比較溶解後再析

出的食鹽顆粒，與溶解前食鹽顆粒

的異同。學生可能會發現顏色和氣

味都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食鹽顆

粒的大小有些不一樣。 
→再析出的食鹽顆粒會有不同的結

晶大小與觸感。教師可讓學生自由

發表意見，最後歸納溶解的食鹽是

可以再回收的即可。 
‧說明：將食鹽水溶液中的水蒸發

後，可以取回溶解在水裡的食鹽。

生活中，也有許多將溶解在水中的

物質取出再利用的例子。 
 認識水溶液的相關英語單字和句

 
 
 
 
 
 
 
 
 
 
 
 
 
 
 
 
 
 
 
 
 
 
 
 
 
 
 
 
 
 
 
 
 
 
 
 
 
 
 
 
 
 
 
 
 
 
 
 
 
下一節課，我們會用英語來學

習六種不同水溶液的特性。 
T: Next class, we’re going to use 
English to learn six different 
water solutions, including sugar 
water, salt water, baking 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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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綜合活動 
解釋 (Explanation) 
教師歸納 

‧有些物質可以溶解在水中，變成水

溶液。 
‧大部分物質溶解在水中後，水位高

度和水溶液重量會增加。 
‧食鹽水溶液中的水分蒸發後，可以

得到食鹽的結晶顆粒。 
 

water, lime water, vinegar, and 
soda water. Now, let’s learn how 
to say these words. 
T: Look! This is 糖水. We call it 
“sugar water.” What’s this? 
Ss: It’s sugar water. 
(反覆用此句型詢問學生，直

到學生熟悉六種水溶液的名

稱。) 
 
最後可用此影片總結該節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2EoyDYamg 
 

 
 

活動二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1. 觀察生活中各種水溶液的顏色、氣味、酸鹼等性質。 
2. 根據石蕊試紙的顏色變化，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質，水溶液可

以分為鹼性、酸性和中性。 
3. 利用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察覺紫色

高麗菜汁滴入不同酸鹼性的水溶液中時，水溶液的顏色變化具

有規律性。 
4. 察覺酸性水溶液和鹼性水溶液混合後，水溶液的酸鹼性可能會

改變。 
5. 認識日常生活中酸和鹼互相作用的例子。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各種水溶液的相關字詞。 
2. 能看懂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3. 能聽懂水溶液酸鹼性實驗的步驟。 
4.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水溶液酸鹼性實驗的結果。 
5. 能用簡易的句型回答水溶液酸鹼性實驗的相關提問。 
6. 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實驗得到的結論。 
7. 能聽懂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實驗的步驟。 
8.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實驗的結果。 
9. 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實驗得到的結論。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2-1 各種水溶液的酸鹼性 
 引起動機 
1. 教師提問：展示活動一學習過的

各種不同水溶液。請學生透過觀

察，猜一猜，下列6種分別是哪一

種水溶液？ 
→眼睛觀察：請說學生學透過用視

覺嘗試辨水溶液。 
學生回答：看起來黃色的是醋、有

氣泡的是汽水…等。 
→鼻子嗅聞：請說學生學過用鼻子

嗅聞氣味嘗試辨水溶液。進一步帶

入科學進行嗅聞食用用手掌搧聞，

避免水溶液氣味過於刺激被嗆傷。 

Good morning, Class! 
Please look at the words on the 
board. These are the six 
solutions we learned from last 
week. Baking soda water, soda 
water, vinegar, lime water, salt 
water, and sugar water. 
 
T: There are six kinds of 
solutions in front of me. Can you 
identify what they are? What 
solution is it? (Teacher holds up 
one solution.) 
Ss: (學生隨機回答) 
T: How do you know it’s 
vinegar? You can answer the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生回答：醋聞起來酸酸的、汽水

有香氣、食鹽水聞起來有點消毒水

的味道…等。 
→其他：依照生活經驗或觀察，嘗

試辨水溶液。 
學生回答：石灰水表面有一層薄

末…等。(進一步，提醒學生觀察時

應留意各種水溶液的酸鹼性，以免

皮膚碰觸到強酸或強鹼。不知名的

水溶液，千萬不能用口嘗或與皮膚

接觸。) 
 發展活動 
水溶液的酸鹼性 
教師提問：除了觀察顏色或搧聞氣

味，還可以利用哪些方法分辨不同

的水溶液？ 
→引導學生提出水溶液還有酸鹼性

的不同，較無法用看或聞直接得

知。 
石蕊試紙的用法 
教師說明：介紹石蕊試紙，及石蕊

試紙的使用方法。 
→石蕊試紙分為紅色與藍色兩種，

使用的時候，須以鑷子夾取，以免

汙染試紙，影響實驗結果。 
石蕊試紙檢驗水溶液酸鹼性 
預測（Prediction） 
學生預測6種水溶液的酸鹼性，並將

預測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上。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1. 將水溶液分別滴在紅色、藍色

石蕊試紙上，紅色石蕊試紙可

能會變藍色或不變色；藍色石

蕊試紙可能會變紅色或不變

色。 
2. 準備小蘇打水、石灰水、醋、

汽水、食鹽水、糖水等不同水

溶液，分別將水溶液滴在紅色

和藍色石蕊試紙上，觀察並記

錄試紙的顏色變化。 
實驗結果 
1.小蘇打水、石灰水會使紅色石蕊

試紙變藍色，藍色石蕊試紙不變

色。 
2.醋、汽水會使藍色石蕊試紙變紅

色，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3.食鹽水、糖水滴在紅色、藍色石

蕊試紙上，試紙都不會變色。 

questio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s: (學生隨機回答) 
 
 
T: (Teacher passes out the 
worksheets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do the matching. ) Now, 
I’ll give each group six 
solutions. Let’s match the 
solution with the English name. 
You can look closer and smell 
the solution. Then, place the 
solution on the English word. 
 
What is litmus papers? 
T: In science lab, we often use 
special papers to test the 
solutions. Have you seen these 
papers before? Does anyone 
know what they are? 
Ss: (學生隨機回答) 
T: These are called litmus 
papers. Look at this paper, what 
color is it? 
Ss: It’s red. 
T: Very good. This is a red 
litmus paper. What color is this 
one? 
Ss: It’s blue. 
T: Awesone! Do you know what 
it is called? 
Ss: A blue litmus paper. 
T: Great! Today, we’re going to 
use litmus papers to test the 
solutions. 
 
Prediction 
T: Take a guess. Is the vinegar 
acidic, neutral, or basic? Cirle 
your prediction. Now, you have 
one minute to make prediction 
of the other five solutions. 
 
Operation 
Acid and Base Test 
T: How to do Acid and Base 
Test?  
First, use the dropper to take 
some solution. 
Second, place several drops onto 
the red and blue litmus papers. 
Third, wait and see if the papers 
change color. 
Then, paste the litmus paper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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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性水溶液，會使紅色石蕊試紙

變藍色；藍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討論 (Discussion) 
石蕊試紙變色與酸鹼性的關係 
1.酸性水溶液，會使藍色石蕊試紙

變紅色；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鹼性水溶液，會使紅色石蕊試紙變

藍色；藍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中性水溶液，滴在紅色、藍色石蕊

試紙上都不會變色。 
2.依據石蕊試紙顏色的變化，可以

將水溶液分成鹼性水溶液、酸性水

溶液和中性水溶液三種。 
3. 鹼性水溶液-小蘇打水、石灰水 
酸性水溶液-醋、汽水 
中性水溶液-食鹽水、糖水 
 綜合活動 
解釋 (Explanation) 
1. 水溶液除了顏色、氣味不同外，

還可依據酸鹼性分為鹼性水溶

液、酸性水溶液和中性水溶液。 
2. 日常生活中的水溶液可以使用紅

藍石蕊試紙進行測試酸鹼性。 
 
 
 
 
 
 
 
 
 
 
 
 
 
 
 
 
 
 
 
 
 
 
 
 
 
 
 
 
 

the worksheet. 
Finally, write Yes/No to tell me 
if the colors have changed. 
T: Now, one person from each 
group.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to get one tube of red papers and 
one tube of blue papers. Once 
you get back to your group,  
you can start. You have 10 
minutes to finish the tests. 
 
Discussion 
Talk about the result 
T: Have you all done with your 
tests? Ok, let’s talk about the 
result. Solution number 1. Is 
vinegar acidic or basic? (T 
shows the sentence patterns on 
the board and encourages Ss to 
answer questions in English.) 
Ss: It’s acidic. 
T: How do you know? 
Ss: Because the blue paper 
turned red, and the red paper is 
still red. 
T: That’s right. Now in your 
worksheet, you can write 
“Acidic” for the result. 
T: Talk in your group and write 
down the result for each 
solution. You have 1 minutes. 
Go! 
T: Now, I’m going to ask one 
person from your group to tell 
me the result. You can use the 
sentence patterns on the back of 
your worksheet to help you. 
Group one, is soda water acidic 
or basic? 
Ss from group one: It’s acidic 
because the blue paper turned 
red, and the red paper is still red. 
T: Good job! Group two, is 
baking soda water acidic or 
basic? (T continues asking for 
the results.)  
 
Explanation 
T: Look at your worksheet. What 
solutions are acidic? What are 
basic? Is there any solution 
neutral? 
Ss: Vinegar and soda water are 
acidic. Baking soda water and 
lime water are basic. Sal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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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製指示劑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引起動機 

‧說明：有些植物的汁液遇到不同酸

鹼性的水溶液，顏色會發生變化。

我們可以利用植物汁液的這種特

性，來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發展活動 

‧想一想：有哪些方法可以取得植物

的汁液？ 
→取得植物汁液的方法有很多種，

例如搗碎、用熱水浸泡、用水煮，

或是使用果汁機、榨汁機，都可以

取得植物汁液。 
‧操作：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 
1.將紫色高麗菜切成細絲。 
2.用熱水浸泡紫色高麗菜絲一段時

間。 
3.等紫色高麗菜汁液冷卻後，將紫

色高麗菜汁倒出來並用篩網過濾後

即可使用。 
‧操作：用指示劑檢驗水溶液的酸鹼

性。 
預測（Prediction） 
學生從活動2-1的實驗中，已經了解

所收集的各種水溶液酸鹼性。利用

已知的水溶液進一步觀察不同酸鹼

性的水溶液和植物汁液交互作用的

變化。 
教師提問：請先預測各種水溶液會

呈現怎樣的顏色變化？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1. 分別在試管中，滴入等量的紫

色高麗菜汁，觀察並記錄水溶

液的顏色變化。 
2. 將滴完指示液的水溶液按顏色

進行分類。 
討論 (Discussion) 
實驗結果： 
1.紫色高麗菜汁滴入鹼性水溶液

（小蘇打水、石灰水）時，水溶液

會偏藍綠色。 
2.紫色高麗菜汁滴入酸性水溶液

（醋、汽水）時，水溶液會偏紅

and sugar water are neutral. 
T: (Teacher concludes the 
lesson.) 
 
 
 
How to make a red cabbage pH 
indicator? 
 
 
 
 
 
 
 
 
 
 
Procedure: 
Step 1: Cut the cabbage into 
small pieces. 
Step 2: Put the cabbage in hot 
water for 5 minutes. 
Step 3: Use the strainer to 
separate the liquid and the 
cabbage.  
First, put the strainer on the 
beaker.  
Second, pour the liquid into the 
beaker. The liquid is very hot. 
Please be careful!  
Now, this is your red cabbage 
indicator. 
 
 
Use the dropper to take some red 
cabbage indicator. Place 3 drops 
in each solution. Wait to see if 
the solutions change color. 
 
Then, put the six solutions into 
groups by color. 
 
Q1: How many groups did you 
make? Why? 
Ss: (學生隨機回答) 
Q2: What solution becomes 
purple (purplish)? 
Ss: Salt water becomes purple, 
so it’s neutral. (Or, Salt water 
and sugar water become purple, 
so they’re neutral.) 
Q3: What solution becomes pink 
or red? 
Ss: Vinegar becomes pink, so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 2 
 
 
 
 
 
 
 
 
 
實作評量 
 
 
 
 
 
 
 
 
 
 
 
 
 
 
 



色。 
3.紫色高麗菜汁滴入中性水溶液

（食鹽水、糖水）時，水溶液呈紫

色。 
‧說明：當紫色高麗菜汁滴入不同酸

鹼性的水溶液中，水溶液的顏色變

化具有規律性。 
→紫色高麗菜汁滴入鹼性水溶液

（如小蘇打水、石灰水），顏色偏

藍綠色系；紫色高麗菜汁滴入酸性

水溶液（如醋、汽水），顏色偏紅

色系；紫色高麗菜汁滴入中性水溶

液（如食鹽水、糖水），則維持紫

色系。 
→教師亦可引導學生察覺，紫色高

麗菜汁能當指示劑是因為將它滴入

不同酸鹼性的水溶液中，其顏色變

化具有規律性，才可以辨識水溶液

的酸鹼性。 
解釋 (Explanation) 
‧生活中常見的酸鹼指示劑： 
哪些植物的汁液可以用來檢驗水溶

液的酸鹼性？ 
→許多植物的汁液中含有花青素的

成分，會隨酸鹼性質不同而變化顏

色，可以作為檢驗酸鹼性的指示

劑。一般而言，顏色深的指示劑效

果較易觀察，顏色淺的指示劑效果

較不明顯。 
→很多植物的汁液遇到酸鹼性質不

同的水溶液，顏色會發生規律的變

化，這部分可以讓學生查資料。例

如蝶豆花花瓣、紫葡萄皮、紅鳳菜

葉等。 
3.歸納 

‧有些植物汁液遇到酸鹼性質不同的

水溶液，會有規律的顏色變化，利

用這樣的特性，可將植物汁液製成

指示劑，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2-3 酸與鹼的作用 
1.引起動機 
預測（Prediction） 
教師提問：當酸性水溶液和鹼性水

溶液混合後，水溶液的酸鹼性會改

變嗎？ 
2.發展活動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酸性、鹼性水溶液的混

it’s acidic. 
Q4: What solution becomes blue 
or green? 
Ss: Lime water becomes green, 
so it’s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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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用量筒量取等量已加入紫色高麗

菜汁的醋和小蘇打水。 
→本操作讓學生自由取用等量已加

入紫色高麗菜汁的醋和小蘇打水混

合，利用混合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來觀察酸鹼性的變化情形。 
2.將兩個量筒中的水溶液混合，觀

察混合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討論 (Discussion) 
實驗結果： 
1.混合後的水溶液顏色有什麼變

化？ 
→混合後的水溶液可能是偏紅色

（酸性），可能是偏藍綠色（鹼

性），也有可能是紫色（中性），

請學生依照實驗結果回答即可。 
2.根據實驗結果，混合水溶液的酸

鹼性改變了嗎？ 
3.混合後的水溶液是酸性、鹼性或

中性？ 
→學生依照混合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情形，可以判斷混合水溶液的酸鹼

性。 
‧說一說： 
1.如果混合水溶液是酸性，要把它

變成中性，應加入哪一種水溶液

呢？ 
→要把酸性的混合水溶液變成中性

水溶液，須繼續加入鹼性水溶液

（如小蘇打水）。 
2.如果混合水溶液是鹼性，要把它

變成中性，應加入哪一種水溶液

呢？ 
→要把鹼性的混合水溶液變成中性

水溶液，須繼續加入酸性水溶液

（如醋）。 
→除了利用紫色高麗菜汁，亦可用

石蕊試紙來測試。 
解釋 (Explanation) 

‧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利用酸和

鹼互相作用，來降低物質的酸鹼

性，或使其變成接近中性的例子？ 
→例如胃酸分泌過多，會造成胃部

不適，而胃藥裡通常含有鹼性物

質，可以中和胃酸，減緩不適。在

酸化的土壤裡，拌入鹼性的石灰

粉，可以調整土壤的酸鹼性。用酸

性清潔劑如鹽酸，可以清潔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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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垢。熱水瓶中的水垢含鹼性的

鈣，使用檸檬酸等酸性清潔劑清

洗，檸檬酸會與鈣反應，形成可溶

於水的檸檬酸鈣，藉此去除水垢。 
3.歸納 

‧酸性水溶液與鹼性水溶液混合後，

水溶液的酸鹼性會改變。 

 
 
 
 
 
 
 
 

活動三 First Period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科內容目標 
Content/Subject-

specific 
knowledge 
objectives 

1.透過實驗操作過程，了解有些水溶液具有導電性。 
2.透過實驗操作過程，檢驗各種水溶液是否具有導電性。 

溝通/語言目標 
Communication/ 

Language 
objectives 

1. 能聽懂水溶液導電性的相關字詞。 
2. 能看懂通路裝置設計圖學習單的內容。 
3. 能看懂水溶液導電性實驗記錄單的內容。 
4. 能聽懂水溶液導電性實驗的步驟。 
5. 能用簡易的英文單字記錄水溶液導電性實驗的結果。 
6. 能用簡易的句型回答水溶液導電性實驗的相關提問。 
7. 能用簡易的句型說出水溶液導電性實驗得到的結論。 

學習活動 
Learning 
activities 

教學內容與步驟  
Procedures 

跨語言實踐 
Use of Translanguaging 

學習檢核 
Assessment 

 

3-1 測試水溶液的導電性 
1.引起動機 

‧說一說：利用電池、電線、發光二

極體，怎樣連接成通路呢？除了迴

紋針外，還有哪些物品接到通路

上，發光二極體也能發亮呢？ 
→這部分屬於學生的舊經驗，讓學

生自由回答。例如鐵尺、硬幣接到

通路上，能使發光二極體發亮。 
‧說明：認識發光二極體及實驗的方

法。 
→發光二極體和傳統小燈泡最大的

不同就是需要的電壓較小，只要大

於1.5V就可以，因此需要串聯兩個

電池以上。使用的時候，長的一端

要連接到電池的正極；短的一端要

連接到電池的負極。 
‧閱讀：「知識庫——發光二極

體」。 
→教師可向學生介紹常用的科技產

品中，有發光二極體的應用情形。 
2.發展活動 
預測（Prediction） 
說一說： 

1.哪些水溶液較容易導電？ 
2.用什麼方法來證明水溶液的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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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呢？ 
3.要準備哪些物品和器材？要怎樣

進行實驗？ 
→學生在中年級的課程中，已經學

過用電池、電線和燈泡形成通路的

方法，並利用電路測試物品的導電

性。因此測試水溶液的導電性前，

只要稍作說明，引導學生回溯舊經

驗的測試方法。 
實驗設計：請學生利用中年級已經學

過用電池、電線和燈泡形成通路的方

法，設計測試水溶液是否導電的通路

裝置。 
操作 (Operation) 
實驗操作： 
 1.請各小組拿取通路裝置的實驗器

材。 
2.拿取食鹽水、小蘇打水、砂糖水

和醋四種水溶液。 
4.接通電路，測試發光二極體會不

會發亮。 
討論 (Discussion) 
實驗結果： 
接通電路後，哪些水溶液比較容易

使發光二極體發亮？ 
→食鹽水、小蘇打水和醋比較容易

導電，糖水比較不容易導電。 
→如果還有時間，教師可請學生蒐

集其他水溶液進行實驗，例如汽

水、檸檬水、肥皂水、酒精等。 
→教師可播放教學影片，歸納、說

明水溶液的導電性。 
→理想狀況下，糖水、純水、酒精

不容易導電；食鹽水、汽水、氨

水、檸檬水、肥皂水、小蘇打水、

醋等容易導電。 
→引導學生認識水溶液導電的特

性，簡單說明電解質是水溶液中含

有的導電媒介，教師可視情形，彈

性說明電解質及其導電的情形，請

參閱教學相關知識。 
解釋 (Explanation) 
3.歸納 
‧酸性和鹼性水溶液容易導電，有些

中性水溶液，例如食鹽水也容易導

電，但有些中性水溶液，例如糖水，

則不容易導電。 
‧水溶液導電性與用電安全 

 
 
 
 
 
 
 
 
 
T: Let’s design an electric circuit 
that can make an LED glow. 
Look at your worksheet. Please 
use the four items to make an 
electric circuit that can make an 
LED glow. Now, talk in your 
group and draw your design. 
Ss: (小組討論並完成設計圖) 
T: Now, one person from each 
group,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to get four items: salt water, a 
paper clip, an LED, and a 
battery. Once you go back to 
your group, test your design. 
Observe first and then see/watch 
if the LED glows or not. 
Ss: (小組實驗操作) 
T: Now, one person from each 
group, please come to the front 
to get three different solutions 
and do the same test. Observe 
and see/watch if the LED glows 
or not. Record (write) the result 
on your worksheet. 
Ss: (小組實驗操作) 
T: Are you done with all of your 
tests? Let’s talk about the 
results. You can use the sentence 
patterns on the worksheet to hel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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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多媒體教學資源、教材、學習單、評量單等，請依節次順序排列） 
學習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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