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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教學科學活動設計 

－澱粉檢測技術之應用 

陳秀芬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數理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壹、前言 

現今科學教學活動設計因教學時數的限制與升學主義的盛行，科學教學活動

多採用講述式教學法，即是教學者對學習者做單向的科學知識、科學技能的傳

授，以達在最短時間內，學習者能學習到最多的科學知識與科學技能；可是這不

但違反了科學學習的精神、也無法讓學習者習得解決問題的經驗與能力；且科學

教學活動應能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在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總諮議報

告書(行政院，民 85)第一章 第一節 教育現況與教育問題中提到「偏重智育的考

試文化仍待導正」。另外，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對自然與生活

科技學習領域教學方法作了如下的說明：應以學生活動為主體，引導學生做科學

探究，並依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流程進行設計與製作專題，而教學活動的

設計應以解決問題策略為中心(教育部，民 90)。 

日前看到小女依循巧連智兒童雜誌操作實驗時，從疑惑到解決的滿足神情，

因此讓筆者興起設計一個具備實驗室教學法及問題解決教學法優點的科學活

動，並依據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分段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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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期望學習者經由本科學教學活

動學得實驗操作技術及問題解決的能力。 

本科學教學活動將利用有趣的澱粉檢測實驗，讓學生藉由實驗過程中察覺澱

粉存在於哪些食物之中，並了解維生素 C 和碘液在有無澱粉存在時的反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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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隱形字的問題，讓學生利用實驗所得出的結果，藉著小組合作討論的方

式，對待解的問題提出假設，驗證假設，得到解決的方法，以習得解決問題的步

驟。評量的部份，則以學習單的方式，呈現實驗的結果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貳、活動設計架構圖

 

無

字

天

書 

對象：國小三年級

時間：3 節，共 120 分鐘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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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3-2-0-1 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來查核想法  

活動內容  

材料：碘、維生素 C、鹽、醋、糖、小蘇打試劑、八種食物  

階段一  

階段二  

活動成果：完成學習單一  

活動一：無字天書「隱形字現形」

活動成果：完成學習單二  

課後評量  態度評量記錄單  

活動二：無字天書「隱形字隱形」

活動前準備課程二：使用維生素 C 試劑測試  

活動前準備課程一：使用碘試劑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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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活動目標 

依據上述所列活動設計架構圖，將本科學教學活動預達成之活動目標設定如

下： 

《活動前準備課程一》活動目標： 

1. 能藉由實驗操作的過程，利用碘試劑檢測出哪些食物裏含有澱粉。 

2. 能分享、討論含有澱粉食物對人體有哪些影響。 

《活動前準備課程二》活動目標： 

3. 能經由實驗操作的過程，利用維生素 C 試劑使因加入碘試劑而呈現的藍黑色

反應消除。 

《活動一》活動目標： 

4. 能對如何使隱形字出現的問題提出假設、驗證假設、得到解決方法。 

《活動二》活動目標： 

5. 能對如何使文字再度隱形的問題提出假設、驗證假設、得到解決方法。 

6. 能藉由討論、分享心得的過程習得解決問題的步驟。 

肆、課前準備、注意事項 

材料準備(教師)： 

1. 準備八種(米飯、麵包、小黃瓜、餅乾、牛奶、豆漿、糖、鹽)日常生活中常

見的食物。 

2. 碘試劑、維生素 C 試劑(檸檬汁)(濃度 6%)。 

3. 鹽水、醋水、糖水、小蘇打水試劑(濃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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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滴管、實驗皿、攪拌棒。 

5. 用麵粉水寫上文字的紙張。 

6. 實驗結果學習單、無字天書學習單。 

材料準備(學生)： 

1. 由每組學生準備五種日常生活中常見的食物。 

2. 水彩筆。 

課堂安全及注意事項 

雖然本教學活動所使用的試劑及物品沒有強酸、強鹹、腐蝕性，但仍須注意

以下幾點： 

1. 試劑是用來檢測的，不能拿來食用。 

2. 滴過試劑的食物，不能食用。教學活動完成後要打包丟棄。 

3. 實驗時不可用手直接接觸眼晴、鼻子、嘴巴等有黏膜的器官。 

4. 若實驗時口鼻不慎沾到試劑，請立刻以清水沖洗。若沖洗後仍感覺不適，請

立即就醫。 

伍、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無字天書  

適用年級：國小三年級 

教學總時間：3 節，120 分鐘 

活動前準備課程一：使用碘試劑檢測哪些食物裏含有澱粉。 (20 分鐘) 

1. 教師提問學生平時吃的食物對人體日常活動有哪些影響？學生分組討論，並

對全班同學分享；最後共同歸納能提供人體活動所需要的熱量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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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講述澱粉能提供身體活動所需要的熱量，引導學生探索之前所歸納的食

物是否含有澱粉。 

3. 教師將已準備的八種日常生活中常見食物，實驗器具(滴管、實驗皿、攪拌棒)

分配給每一小組。 

4. 各小組也拿出組員所準備的五種日常生活中常見食物。 

5. 教師取將碘試劑適量分配給每一小組。 

6. 小組分工合作將碘試劑分別滴入十三種食物中，並觀察結果、紀錄於學習單

一。 

7. 小組報告分享實驗結果。 

8. 教師與學生依據實驗結果，總結出食物若含有澱粉成分，使用碘試劑，澱粉

和碘結合，使食物呈現藍黑色反應。 

完成實驗活動後，藉由學生報告分享實驗結果的活動，學生可以發現米飯、

麵包、餅乾、小黃瓜等呈現藍黑色反應，表示這些食物裏含有澱粉。牛奶、豆漿、

糖、鹽等不會呈現藍黑色反應，表示這些食物裏不含澱粉。 

活動前準備課程二：使用維生素 C 試劑使因滴入碘試劑而呈現藍黑色反應的食

物，藍黑色反應消除。(20 分鐘) 

1. 教師將維生素 C 試劑(檸檬汁)取適量分配給每一小組。 

2. 小組分工合作將維生素 C 試劑分別滴入呈現藍黑色反應的食物(米飯、麵包、

餅乾、小黃瓜)裏，並觀察結果、記錄於學習單一。 

3. 小組報告分享實驗結果。 

4. 教師與學生依據實驗結果，總結出維生素 C 試劑能原還因加入碘液而呈現藍

黑色反應食物，使食物還原原色。 

完成這項實驗活動後，藉由學生報告分享實驗結果的活動，學生可以發現原

本呈現藍黑色反應的食物，再滴入維生素 C 試劑後，藍黑色反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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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無字天書「隱形字現形」－從碘、維生素 C、鹽水、醋水、糖水、小蘇

打水等試劑中，找出哪一種試劑可以使隱形字出現。(40 分鐘) 

1. 教師將用麵粉水寫上文字，且已乾燥的紙張分配給每一個小組，並告訴學生

紙上已經用麵粉水寫上文字，並乾燥。(每一小組不限給一張紙張，至少要比

試劑的數量多) 

2. 教師將準備好的碘、維生素 C、鹽水、醋水、糖水、小蘇打水等試劑放置於

講桌，供小組成員依需要取用。 

3. 小組分工合作，一同討論並提出如何能讓隱形字出現的方法。 

4. 依據組員提出、決議之解決問題的方法進行實驗，以得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方

法。 

5. 小組報告分享解決問題的經過(討論的過程)及方法，並記錄於學習單二。 

活動二：無字天書「隱形字隱形」－從碘、維生素 C、鹽水、醋水、糖水、小蘇

打水等試劑中，找出哪一種試劑可以使隱形字再度隱形。(40 分鐘) 

1. 每個小組使用碘試劑讓紙張上的文字出現。 

2. 小組分工合作，一同討論提出如何能讓隱形字再度隱形的方法。 

3. 依據組員提出、決議的方法進行實驗。 

4. 小組報告分享解決問題的經過(思考的模式、方向，和同組成員討論時的心路

歷程、討論的過程)及方法，並記錄於學習單二。 

5. 清潔實驗過程中所使用的器具，並將器具歸回器材櫃。將檢測過的食物打包

丟棄。 

陸、評量方式 

採用以下的評量方式來檢測學生是否能完成實驗活動，是否能與同學進行

討論、分工合作，是否能提出解決問題的策略，是否習得問題解決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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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量：學生能在課堂上確實檢測各種食物是否含有澱粉，完成實驗記錄學習

單一。 

觀察評量：觀察學生與同組成員互動討論、分享情況，能提出自己的解決策略，

完成實驗記錄學習單二。 

情意評量：觀察學生參與討論情形，面對問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態度。檢視實

驗結束後器具的收拾、環境的整理情況。將上述觀察結果記錄於態度評量記錄

表，並統計態度分數。態度評量記錄表於活動開始之初分給學生，並說明評分標

準，讓學生瞭解評分方式。 

柒、討論 

王美芬、熊召弟(民 94)認為「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導向的教學目的，

是要提高學生實質解決問題的能力，此問題的範疇是科學、科技上的核心，再擴

大至生活上的問題」。因此可知問題解決教學法不僅教導學生如何解決科學上的

問題，藉由科學教學活動的設計可以逐漸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培養問題解

決的精神與態度，以應付日學生活之所需，達到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所提基本能

力十：思考與解決問題，由此可看出問題解決教學法在科學教育的重要性(民 92)。 

依據筆者參閱王美芬、熊召弟(民 94)對於問題解決教學法步驟的論述歸納整

理出問題解決教學的優點有下： 

1. 培養辨認問題的能力，能從問題中找出已知條件、待解問題。 

2. 培養由已具備的知識裏，尋找解決的問題的策略與方法，或創造出新的技技

術。 

3. 透過解決問題的過程，習得相關的知識與技能。 

4. 培養整理、分析資料的能力，將相關的資料或實驗的結果整理分析以找出之

間的關係。 

5.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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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學活動中關於解決問題的策略、科學活動完成後學生的好奇心，兩方

面可能會有以下的情形出現，為了能延續學生對科學學習的態度，以下就教學法

的優點、活動後的討論、教師必需注意的部份提出討論，以期望學生能繼續保有

學習科學的興趣。 

本科學活動是期望學生憑藉活動前準備課程的實驗結果獲得相關科學知

識，接著利用小組討論的過程，讓學生學習到運用已知的知識，對未知的問題提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接著驗證所提出的方法是否可行，以習得解決問題的步驟。 

活動一：從討論解決問題的方法的過程中，學生需考慮紙張上的文字是利用

麵粉加水製造出的麵粉水寫上的，而麵粉裏含有澱粉的成分，澱粉和碘結合會呈

現藍黑色反應，因此找出只有碘試劑才能讓紙張上的文字出現。除此之外，教師

也可以鼓勵學生用其他的試劑再做檢測，並觀察結果。 

活動二：從討論解決問題的方法的過程中，學生需考慮前先是使用碘試劑讓

紙張上用麵粉加水書寫的文字出現，而唯再有使用維生素 C 試劑，才能讓因碘而

產生藍黑色顏色改變的文字反應消除，因此嘗試使用維生素 C 試劑讓紙張上的文

字再度隱形不見。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鼓勵學生用其他的試劑再做檢測，並觀

察結果。  

本科學活動採用問題解決教學策略，是期望學生能經由本科學活動中學習到

問題解決策略，而學生為了解決問題應該會提出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有些是

目前學生能力可行的，有些是目前學生能力無法做到的，或是需要其他設備、材

料的。對於需要其他設備、材料的解決策略，教師可以將活動一、二的內容先告

知學生，並將實際活動時間安排於數周後，讓學生有時間試著準備設備、材料。

對於目前學生能力無法做到的，教師應利用這段準備時間，在學生發現自己能力

無法做到需教師引導時，提供適當的說明及引導學生從其他方向來解決問題，如

此才能達到本科學活動的活動目標，也才能使本科學活動順利的完成。 

在實施完本科學活動後，學生於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可能含有澱粉仍有興

趣，教師可以持續鼓勵學生動手試一試檢測一下。如果學生對於檢測結果仍有懷

疑，教師可引導學生查詢相關書籍、資料，或試著用其他的檢測方式來檢驗。 

科學學習著重的是學習科學的態度與對科學的興趣，而以往講述式教學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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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評量方式，很容易造成學生對科學學習有錯誤的認知，對科學學習產生

排斥；因此科學教學活動應採用多元的教學方式與評量方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使學生能更加貼進科學的世界。期望在本科學教學活動後，學生能培養科學

的態度與科學的精神，對科學有真正的瞭解、對科學學習產生興趣，進而自行進

行科學探究的活動，一改以往對科學的錯誤印象與認知，以達到科學教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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