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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於 2017/2018 學年實施的高中基本學力要求，當中對學生

的主要要求是希望學生能具備有批判性思維與改革創新的能力，通過知識教學

激發學生“學生活、學活用”，不使知識流於表面。而學生在初中階段時只有

科學科，因此其化學知識屬於初步階段，而且教科書上的內容大多以學術性質

為主，容易讓學生產生錯覺，以為化學知識與日常生活關聯性不大，不能應用

於日常生活之中。一旦知識未能結合生活經驗，並以學生的日常接觸作為基

礎，學生對未知事物的學習動機便會大大減退，其探索及創新的慾望亦會因此

而日漸消磨殆盡。1–3 

   

  為加強學生對化學科的興趣以及化學應用的專業知識，此單元會讓學生運

用已有的溶解度知識製作“天氣瓶”。此實驗是通過製作學生日常可見的商

品，讓學生發現原來化學科與生活息息相關，從而培養學生對化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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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教學內容 教學日期 

第一節 溶液的性質和分類 1. 複習純物質和混合物

的分別 

2. 正確配制溶液的方法 

3. 溶液的分類 

4. 溶液的性質 

5. 溶液的組成 

2017/02/06) 

（40min） 

第二節 溶解度 1. 濃度的表示法 

2. 溶解度的意義和表示

法 

3. 溶解度曲線圖 

4. 影響溶解度的因素 

2017/02/08 

（40min） 

第三節 合作學習 1. 分辨飽和、未飽和與

過飽和溶液 

2. 分析溶解度曲線圖 

3. 構想實驗過程（天氣

瓶） 

4. 創作個人化天氣瓶 

2017/02/10 

（40min） 

第四、五節 實驗：天氣瓶 DIY 1. 探索結晶的形狀 

2. 製造一個自己的天氣

瓶 

2017/02/13 

（8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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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A. 知識目標：   

1. 瞭解飽和溶液，能正確區分飽和溶液及未飽和溶液與溶液的濃與稀

這兩組概念  

2. 瞭解溫度對一些固體溶解度的影響，瞭解溶解度曲線的意義和簡單

應用溶解度曲線。  

B. 情意目標：  

1. 通過實驗讓學生加深瞭解飽和溶液和準確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 誘導學生反思，並加強學生對科研的興趣  

C. 技能目標：  

1. 誘導學生思考，探索並改良實驗的方法，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及邏輯推理能力。  

2. 提升學生對實驗用品的正確用法。  

3. 通過實驗探究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描述實驗現象的能力。  

4. 引導學生利用互聯網去完成其實驗，並加強學生辨認這些資訊準確

性的能力。 

D. 生命教育：  

1. 在醫學上溶解度的重要性。  

2. 在工業上溶解度對環境，例如海水污染的影響 

E. 基本學力要求 4 

1. 理解一切獨立解決問題的活動都是探究，探究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

和生活態度。（基力編號：A1） 

2. 理解以批判性思維處理證據的重要性，包括證據在支持、修正或反

駁所提出科學理論中的重要作用。（基力編號：A2） 

3. 初步學會提出適切的科學問題和社會性科學議題，並辨識問題的關

鍵所在。（基力編號：A3） 

4. 初步學會利用事實、經驗或科學理論進行邏輯推理作出假設。（基力

編號：A4） 

5. 通過圖書館、互聯網、多媒體資源庫等不同途徑搜尋所需科學資

訊，並初步學會對這些資訊進行分類與概括。（基力編號：A6） 

6. 嘗試評估所獲資訊和觀測結果的品質，並明辨影響品質和可靠性的

因素。(基力編號：A7) 

7. 學會通過小組合作完成某項科學探究活動，並知道分工與合作對進

行探究的重要性。(基力編號：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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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初步瞭解科學與技術的區別和聯繫。(基力編號：B1) 

9. 討論城市化、工業化與環境保育三者間的平衡關係。(基力編號：C6) 

10. 瞭解通訊設備和網路技術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基力編

號：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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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內容 

1. 溶液的性質和分類： 

(a) 透過生活常見的物品加強學生對純物質和混合物的了解。 

(b) 利用多個簡單小實驗介紹溶液的特徵，從而讓學生容易理解溶

質和溶劑的功能。 

(c) 學生需在課堂上思考怎樣將溶液分類，如依溶劑、依導電性和

物態分類。 

2. 溶解度： 

(a) 學生需解釋自製的概念圖（Mind Map）。 

(b) 用簡單例子讓學生理解濃度的意義。 

(c) 學生需在課堂上分辨出不同濃度溶液的用途。 

(d) 透過生活例子加強學生對溶解度的興趣。 

(e) 派發關於溶解度曲線圖的資料給學生，學生需在下節課前先預

習一次。透過翻轉教室的教學法可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為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此次翻轉教室教學會以小組比賽形式進

行。 

3. 合作學習： 

(a) 通過前測分析學生預習的進度。 

(b) 學生需在互相協助下解答老師提出的課題。 

(c) 通過小測分析學生在此合作學習的進度。 

4. 天氣瓶實驗 

(a) 學生可透過實驗探索不同物質的結晶。 

(b) 學生需要利用已有知識製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天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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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天氣瓶是近年的潮流物品，而且價格高昂。其起源於日本，瓶內的溶液會

因為溫度和氣壓的改變而改變其結晶的形態，因此可以根據瓶內的結晶形態來

推斷當日的天氣。5 此實驗是通過製作學生日常可見的商品，讓學生發現原來化

學亦能貼近生活，從而提升學生對化學的興趣。天氣瓶看似神奇和昂貴，但其

實當中只是簡單的化學原理。製作天氣瓶時可提議學生利用已有的化學知識將

天氣瓶調配成其他不同的顏色，另為加強學生在探索及創新的能力，可鼓勵學

生將已有知識結合互聯網使用。 

 

  現今網絡資訊發達，但網絡資訊往往沒有受監控，造成真假資訊的大染

缸。6,7 所以在課堂上除了教導學生知識外，亦應教導學生分辨真偽的方法和能

力，而最快捷和深刻的方法便是讓學生親身體驗。市面上天氣瓶的廣告推銷手

法有很多錯誤之處，學生通過自己製作天氣瓶的經驗及相關知識，再與廣告內

容作對比，便可讓學生判斷互聯網和書本上資訊的真偽，令學生能夠獨立和正

確地運用多媒體資源和互聯網解決問題。 

 

四、教學重點 

1. 溶液的種類 

2. 電解質與非電解質的分別  

3. 溶解度的定義 

4. 溶解度曲線圖  

5. 飽和、未飽和、過飽和溶液的分別  

6. 溶解度在生活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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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教案設計 

A. 第一節 （試教日期：2017/02/06） 

科目 化學 

年級 高一理 

課題 溶液的性質和分類 

已有知識 1) 純物質和混合物的分別 

2) 物理特徵 

學習目標 A 認知： 

A.1 理解溶液的分類 

A.2 分辨出不同溶液的性質 

A.3 解釋溶液的組成 

A.4 配制溶液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B 情感： 

B.1 互相討論 

B.2 明白化學和生活上的關係，從而在生活中體驗化學 

B.3 引導學生思考，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邏輯推

理能力。 

C 生命教育： 

C.1 在生活上溶液的用途和重要性。 

教學用具 電腦、投影機、維生素溶液、電路板、相關講義、工作紙、

Mind Map 

教學流程 1) 複習純物質和混合物的分別(3min)  

2) 溶液的組成（6min） 

3) 正確配制溶液的方法（7min） 

4) 溶液的分類和性質 

A. 依溶劑分類（6min） 

B. 依導電性分類（6min） 

C. 依物態分類（10min） 

5) 總結（2min） 

 

課業設計 3 個學生一組，每組需畫出一個關於溶液的概念圖  

（下堂會隨機抽一組用 2 分鐘介紹自己的概念圖，作重溫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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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節 （試教日期：2017/02/08） 

科目 化學 

年級 高一理 

課題 溶液度 

已有知識 1) 溶液的組成 

2) 溶液的分類 

3) 不同溶液的性質 

4) 摩爾數；體積摩爾濃度 

學習目標 A 認知： 

A.1 理解溶解度的定義 

A.2 利用不同濃度形容溶液 

A.3 明白溫度和極性對溶解度的影響 

B 情感： 

B.1 互相討論 

B.2 明白化學和生活上的關係，從而在生活中體驗化學 

B.3 誘導學生思考，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邏輯推

理能力。 

C 生命教育： 

C.1 在生活上溶液的用途和重要性。 

教學用具 電腦、投影機、相關講義、工作紙、不同濃度的硫酸銅溶

液、Mind Map 

教學流程 1) 隨機抽一組解釋上堂完成的溶液概念圖(5min)  

2) 濃度的表示法（2min） 

A. 質量百分比濃度（6min） 

B. 體積百分比濃度（7min） 

3) 溶解度的意義和表示法（3min） 

4) 溶解度的影響因素（7min） 

5) 溶解度的分類（3min） 

6) 過飽和溶液（6min） 

7) 小組分組（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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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節 （試教日期：2017/02/10） 

科目 化學 

年級 高一理 

課題 溶液度 

已有知識 1) 溶解度 

2) 溶液的分類 

3) 不同溶液的性質 

4) 摩爾數；體積摩爾濃度 

學習目標 A 認知： 

A.1 理解溶解度曲線圖 

A.2 利用不同濃度形容溶液 

A.3 理解溶解度的分類 

B 情感： 

B.1 互相討論 

B.2 互相聆聽 

B.3 引導學生思考，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邏輯推

理能力。 

教學用具 電腦、投影機、相關講義、工作紙 

教學流程 1)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前測(5min)  

2)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專家小組（12min） 

溶液依溶解度分類 

A. 飽和溶液 

B. 未飽和溶液 

C. 過飽和溶液 

3)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小組和老師討論（12min） 

4)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個別測驗（10min） 

5) 競賽結果（1min） 

 



2016/2017 

參選編號: C065 

8 

 

D. 第四、五節 （試教日期：2017/02/13） 

科目 化學 

年級 高一理 

課題 溶液度 

已有知識 1) 溶解度 

2) 濃度 

3) 摩爾數；體積摩爾濃度 

學習目標 A 認知： 

A.1 理解溶解度的分類 

A.2 不同溫度對溶解度的影響 

A.3 不同溶劑的分別 

B 情感： 

B.1 提升學習興趣 

B.2 培養操作能力 

B.3 誘導學生思考，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邏輯推

理能力。 

教學用具 氯化銨、樟腦、硝酸鉀、酒精、蒸餾水、實驗室用具 

教學流程 1) 提問關於天氣瓶的相關資料(5min)  

2) 製作溶液：（25min） 

A. 氯化銨溶液 

B. 樟腦溶液 

C. 硝酸鉀溶液 

3) 探索結晶的形狀（20min） 

4) 自製天氣瓶（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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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過程 

A. 第一節 （試教日期：2017/02/06） 

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B.1 

B.2 

 

1） 複習純物質和混合物的分別(5min)  

 

 
學生答題狀況： 

學生已經在初三學習了分辨純物質和混合物，所以要從生

活的物品中解釋純物質和混合物的分別大致問題有大。 

 

ppt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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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4 

2） 溶液的組成（5min） 

 
3） 正確配制溶液的方法 （5min） 

 
由於溶液的體積會因不同的溶質和溶劑有所改變，所以要

學生知道正確配制溶液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ppt 

 

 

 

 

 

 

 

ppt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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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1 

B.1 

4） 溶液的分類和性質（5min） 

A. 依溶劑分類 

 
教學特點： 

利用實驗（將不同的維生素溶於水和油中）讓學生知道

溶劑分為水溶及非水溶性 

 

 

ppt 

 

 

 

 

 

 

 

 

 

 

 

 

 

 

 

實驗 

 

 

 

 

 

 

 

 

 

 

ppt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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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1 

A.2 

B.1 

A. 依導電性分類（5min） 

 

 

 
教學難處： 

學生往往不太懂得分辨哪些溶液能導電，通過實驗重

溫電解質和離子的特性，從而分辨出其導電性的強

弱。 

 

 

實驗 

 

 

 

 

 

 

 

 

 

 

 

 

 

 

 

ppt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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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1 

A.2 

B.2 

C.1 

A. 依物態分類（5min） 

 
教學難處： 

學生較難理解化學中的溶液與日常生活所指的溶液（一般

液體）的分別。將學生分成三個小組，分別是： 

1.固態溶液 

2.液態溶液 

3.氣態溶液 

透過五分鐘的小組討論，每組需分別對不同溶質狀態的特

定溶液舉出一個生活例子。完成後每組需向其他同學和老

師解釋其答案。透過此活動可培養學生的互動協調能力和

表達能力。 

 

pp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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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B.1 

B.3 

 

 
 

5） 總結：重提課堂上重點 

課業：  

3 個學生一組，每組需畫出一個關於溶液的概念圖  

 

 

 

 

 

 

 

 

 

 

 

 

 

 

 

 

白板 

(列點) 

 

 

 

 

 

 

 

 

 

 

 

 

 

 

 

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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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節 （試教日期：2017/02/08） 

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2 

B.1 

B.3 

 

1） 隨機抽一組解釋上堂完成的溶液概念圖（5min） 

教學難處： 

學生常常不善於表達和總結事情，通過短短幾分鐘可加強

學生的自信心和表達能力。 

2） 濃度表示法 

 
學生能因顏色的深淺馬上辨認出那瓶溶液的濃度較高。 

 
由於提供的資料不同，大多學生會胡亂猜測。此時可引入

濃度的重要性。 

 

Mind Map 

 

 

ppt 

5min 

 

 

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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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2 

B.2 

 

A. 質量百分比濃度 

 

 

ppt 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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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2 

B.2 

 

B. 體積摩爾濃度 

 

 

 

 

 

 

 

 

 

 

 

 

 

 

 

ppt 

 

 

 

 

 

 

 

 

 

 

 

 

 

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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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1 

B.2 

B.3 

 

3） 溶解度的意義 

 

4） 影響因素 

 
 

 

 

 

 

 

 

 

 

ppt 

 

 

 

 

 

 

 

 

 

 

 

 

ppt 

 

 

 

 

 

 

 

3min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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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3 

B.2 

B.3 

C.1 

  

5） 溶解度的分類 

 
 

 

 

 

 

 

 

 

 

ppt 

 

 

 

 

 

 

 

 

 

 

 

 

ppt 

 

 

 

 

 

 

 

4min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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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3 

C.1 

 

6） 過飽和溶液 

 
教學難處： 

學生較易理解未飽和和飽和溶液，但較難理解過飽和溶

液，通過一個小實驗（醋酸鈉溶液）可令學生對過飽和溶

液更了解，同時也讓學生知道放熱反應的效果。 

 
 

 

 

 

 

Ppt 

 

 

 

 

 

 

 

 

 

 

 

 

 

6min 

 



2016/2017 

參選編號: C065 

21 

 

 

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3 

C.1 

 

 
教學難處： 

學生不清楚過飽和溶液的用途，所以失去對此題目的興

趣，但其實生活中有很多地方會用到過飽和溶液。學生知

道暖暖包和結晶聖誕樹都可在家自製後，明顯可加強學生

的學習動機。 

7）合作學習：小組分組 

教學難處： 

第三堂是以翻轉教室的方式，8,9 要學生先在家準備，再和

老師討論。此方法可加強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學生可因

此變得更獨立，但本校學生大多的學習動機較弱，而且依

賴性強，不懂自主學習。如果只依賴文章材料，大多學生

會在上課前的小息快速瀏覽，單單只用翻轉教室的方式不

能提升學生的自主能力。所以會融合合作學習的小組遊戲

競賽法教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本科學生共有 9 名，分三組。 

先以能力分組，每組有一個學習能力強的學生，負責小隊

長角色，要完全理解遊戲規則，控制流程和隊員的發言次

序。一個學習能力弱的學生，此學生的角色為談判員，負

責代表自己的隊員和老師討論。第三個學生是談判員的助

手，協助談判員。這樣可提升學生之間的合作能力和加強

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10 

 

 

 

 

 

 

 

 

 

ppt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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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節 （試教日期：2017/02/10） 

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 

A.2 

 

 

 

 

 

 

A.1 

A.3 

B.1 

B.2 

B.3 

 

1)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前測 

 
前測功能： 

測試學生課堂前準備得是否足夠，賽後可給每個學生作反

思之用 

2)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專家小組 

A. 專家小組 A 應利用互聯網找出飽和溶液的特性，以

及說出可否在溶解度曲線圖上識別出飽和溶液  

B. 專家小組 B 應利用互聯網找出未飽和溶液的特性，

以及說出可否在溶解度曲線圖上識別出飽和溶液 

C. 專家小組 C 應利用互聯網找出過飽和溶液的特性，

以及說出可否在溶解度曲線圖上識別出飽和溶液 

 

專家小組功能： 

小隊長需控制流程和隊員的發言次序，防止隊員有爭吵。

談判員負責代表自己的隊員在第三環節和老師討論，要記

錄及理解隊員所提出的答案。談判員助手需協助談判員，

如談判員有疑問時，可幫忙作答。這樣可提升學生之間的

合作能力和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前測卷 

 

 

 

 

 

 

 

 

 

Ipad 

互聯網 

 

 

 

 

 

 

 

 

5min 

 

 

 

 

 

 

 

 

 

1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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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A.1 

A.3 

B.1 

B.2 

B.3 

 

3) 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之小組和老師討論 

各專家小組應用 7 分鐘時間做總結 

討論功能： 

在做總結同時，如學生有表達不清，老師會馬上提問及加

以討論。此環節和口頭報告 (Presentation) 不同之處在

於，口頭報告通常會等學生報告完畢才發出提問，但此討

論環節會馬上發問讓學生更深刻知道自己哪裡表達不足，

也可以加強學生的臨場應變能力。 

 

4) 競賽結果（1min） 

A. 前測：10％ 

B. 小組討論：35％ 

C. 總結：35％ 

D. 角色表現：20％ 

 

競賽總結：11–13 

雖然比賽是以隊制形式，但最後競賽結果是以個人分決

定。學生可從比賽中理解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同時也要知

道只靠同學，自己不努力是不可能贏得比賽。 

白板 

 

 

 

 

 

 

 

 

 

21min 

 

 

 

 

 

 

 

 

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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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五節 （試教日期：2017/02/13） 

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B.2 

 

 

B.1 

B.2 

B.3 

A.1 

A.2 

A.3 

1) 提問關於天氣瓶的相關資料 14 

功能： 

測試學生課堂前準備得是否足夠，提醒學生要注意的事項 

2) 製作溶液以及： 

3 個專家小組，每組製作三個溶液，配制完成後再以

保鮮膜密封靜置。 

A. A1 氯化銨溶液  

360g 硝酸鉀加水 1.5kg 至完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A2 硝酸鉀＋氯化銨溶液 

180g 硝酸鉀加水 750g 至完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A3 硝酸鉀＋氯化銨＋樟腦溶液 

60g 硝酸鉀，60g 氯化銨，樟腦 60g 加水與酒精各

250g 至完全溶解 

B. B1 硝酸鉀溶液 

360g 硝酸鉀加水 1.5kg 至完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B2 硝酸鉀＋樟腦溶液 

180g 硝酸鉀加 180g 樟腦加水與酒精各 750g 至完

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B3 硝酸鉀＋氯化銨＋樟腦溶液 

60g 硝酸鉀，60g 氯化銨，樟腦 60g 加水與酒精各

250g 至完全溶解 

C. C1 樟腦溶液 

360g 樟腦加酒精 1.5kg 至完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C2 氯化銨＋樟腦溶液 

180g 氯化銨加 180g 樟腦加水與酒精各 750g 至完

全溶解再平分成三份 

C3 硝酸鉀＋氯化銨＋樟腦溶液 

60g 硝酸鉀，60g 氯化銨，樟腦 60g 加水與酒精各

250g 至完全溶解 

功能： 

加強學生製作溶液的能力 

白板 

 

 

 

實驗器材 

5min 

 

 

 

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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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時間 

 

3) 組結晶的形狀 

溶液製造完成後每組應有 7 個溶液，從溶液中用玻璃

滴管滴 15 滴於戳洞的透明盒內靜置乾燥。以顯微鏡、

底片盒和視訊組成自製拍攝裝置，放大 4 倍觀察晶形

並拍照。 

功能： 

理解天氣瓶為什麼會在不同的天氣下結晶有所改變。 

通過此實驗學生理解不同的結晶是由不同的溶質在溫度的

變化下形成的，所以學生應理解網上流傳天氣瓶可預測天

氣是不正確的說法。 

4) 自製天氣瓶（20min） 

A. 溶液 1：2.5g 硝酸鉀和 2.5g 氯化銨倒入 33ml 的蒸

餾水中、攪拌至完全溶解。 

B. 溶液 2：10g 天然樟腦粉倒入酒精中、攪拌至完成

全溶解。 

C. 將溶液 2 倒入溶液 1 中充分攪拌再倒入瓶子中 

D. 如想要綠色的天氣瓶可滴入 3 滴甲基紅 

E. 如想要淡紅色的天氣瓶可滴入 3 滴甲基紅再加入小

量氯化銨調節 pH 值至 5 

F. 顏色調節完後可用熱熔膠封好蓋子 

功能： 

自製天氣瓶可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同時可提升學生對化

學的興趣。 

  
圖一： 

溶液 2 倒入溶液 1 中後晶體馬上形成 

 

 

 
圖二： 

溶液 2 倒入溶液 1 中後兩小時後形成白

色羽毛形狀 

實驗器材 

 

 

20min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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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高中化學往往會給學生一個不貼近生活，難以理解的感覺。加上傳統教學

大多是“老師說，學生聽”，外加工作紙做練習。此教學較為貧乏，學生是被

動的角色，欠缺自學能力。透過翻轉教室教學法和合作學習教學法學生由被動

變成主動學習。他們不光是聆聽和跟隨指令學習，而是自己安排學習過程，主

動分享已有知識，老師大多數時間只需扮演陪伴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在比賽中

學生除學了化學知識外，也學習了照顧同伴。較聰明的學生明白到只有自己理

解課題是不足以取勝的，需要好好幫助同濟。理解能力較弱的學生也通過演講

和討論加深了對題目的了解。在課程設計上加入多方和生活有關的例子，讓學

生有更容易明白。透過遊戲，提升學生興趣及解說的趣味，同時培養學生思

考、觀察和探究能力。在課堂中進行簡單易做的迷你實驗，讓學生較易理解其

定義。讓學生明白看似深奧的化學原理其實並不難理解。設計課程時也會預先

設計問題，刺激學生們的腦筋，希望在擴大學生知識面的同時，也能培養他們

有系統地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習慣。每一個課程前五分鐘都有安排一

個小回顧，讓學生回憶上節課的內容，從而加強學生對此課題的記憶。同時可

讓成學生課前複習的習慣。和傳統教學相比學生們在課堂上的表現較為主動；

而從學生們面上一張張的笑臉也不難看出，他們著實享受這麼一個學習的過

程。在自製天氣瓶過程中有學生自行思考怎樣可自製自己喜歡的顏色，以及提

出建議，此表現能反映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已學會探索能力，同時可利用已有知

識創造新的物品。 

雖然新的教學方法可提升學生對化學的興趣，但在課時嚴重不足的情況

下，控制課堂時間就變得非常重要。有時會因時間不足而需要先暫停學生較深

入的提問，雖然改為課堂後解答，但這樣可能導致學生失去興趣或感到不受關

注。為了改善此問題，日後如要運用翻轉教室教學應要利用互聯網，如

facebook，開啟聊天室，在指定時間先和學生討論部份問題，這樣也可以預先

解決學生才課文閱讀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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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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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A. 第二堂：溶解度曲線圖的資料 

溶解度的定義： 

溶解度的定義是在定溫時，定量溶劑所能溶解溶質的最大量，稱為該溶質在該

溫度下的溶解度。此時的溶液為飽和溶液。符號以『S』表示。 

 

常用的表示法是每 100g 溶劑中所含溶質的克數(單位：g /100g)。 

例：20℃，100g 的水最多可溶 37g 的 NaCl ，S20（NaCl）＝37g/100g 

        

例題： 

在一定溫度下，將 50g 的無水硫酸銅（CuSO4）溶於 200g 水中，所得的溶液

正好飽和。 

1) 請計算出 CuSO4的溶解度。 

 
答：S20（CuSO4）＝25g/100g 

2) 現將溫度升至 80℃，S80（CuSO4）＝70g/100g，請問應加入多少克

CuSO4才能再達到飽和？ 

 

不變，所以仍是 200g， 則設為 x。 

 

 

溫度升至 80℃時，需要 140g的 CuSO4才能達至飽和。但溶液中已有 50g 

CuSO4，所以只需加入 90g的 CuSO4。 

答：需加 90g的 CuSO4。 

  Solubility (溶解度) 

S20（NaCl）＝37g/100g 

   

T＝20℃   溶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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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度曲線圖： 

溶解度曲線圖的縱坐標表示溶解度，橫坐標表示溫度，根據物質在不同溫度下

的不同溶解度而畫出的物質溶解度隨溫度變化的平滑曲線。 

 

一、溶解度曲線圖上的點 

1) 溶解度曲線上的點：表示在該點所示溫度下某物質的溶解度。如 A點表示

當溫度為 t2時，物質 R的溶解度為 50g/100g(溶劑)。 

2) 兩條曲線的交點：表示在該點所示溫度下，兩種物質的溶解度相同。如 B

點表示當溫度為 t1時，物質 R和 N的溶解度相等，都為 20 g/100g(溶

劑)。 

二、溶解度曲線圖上的線 

每一條曲線都表示這種物質的溶解度隨溫度變化而變化的總趨勢，主要有： 

1) 陡升型：絕大多數固體物質的溶解度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大，曲線陡峭。如

曲線 R，代表物質有 KNO3、NH4NO3等。 

2) 緩升型：少數固體物質的溶解度受溫度的影響較小。如曲線 X，代表物質

有 NaCl。 

3) 下降型：極少數固體物質的溶解度隨溫度的升高而減小。如曲線 N，代表

物質有 Ca(O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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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溶解度曲線圖上的面 

1) 在溶解度曲線上方平面上的任何點：表示在該點所示溫度下形成了含有部

分固體溶質的飽和溶液，即按照該點所示溫度和溶質質量，在 100g溶劑中

配制得到的溶液是飽和溶液，且還有未溶解完的溶質存在。如 C點。 

2) 在溶解度曲線下方平面上的任何點：表示在該點所示溫度下形成了未飽和

溶液，即按照該點所示溫度和溶質質量，在 100g溶劑中配制得到的溶液是

未飽和溶液。如 D點。 

B. 第三堂：前測測驗卷 

(1) 林老師在超級市場買了一瓶濃度為 60%原漿野生藍莓汁果汁飲料，一

瓶重量為 1.5L (ρ=1.02kg/L)。請問一瓶藍莓汁中已溶解的原漿野生藍莓

汁的重量是多少？ 

A）900g  B）900ml C）918g   D）600g 

(2) 已知樟腦對水溶解度在 20℃為 201 克/100 克酒精，50℃為 313.5 克

/100 克酒精，求 20℃時，240 克樟腦飽和溶液，溫度升至 80℃，應加

入多少克樟腦才能再達到飽和？ 

 


	簡介
	目次
	教學進度表
	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二、主要內容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四、教學重點

	貳、教案
	一、教案設計
	A. 第一節　（試教日期：2017/02/06）
	B. 第二節　（試教日期：2017/02/08）
	C. 第三節　（試教日期：2017/02/10）
	D. 第四、五節　（試教日期：2017/02/13）

	二、教學過程
	A. 第一節　（試教日期：2017/02/06）
	B. 第二節　（試教日期：2017/02/08）
	C. 第三節　（試教日期：2017/02/10）
	D. 第四、五節　（試教日期：2017/02/13）


	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一、教學相片
	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A. 第二堂：溶解度曲線圖的資料
	B. 第三堂：前測測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