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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任務

■ 第一節：完成發現問題（第二面）
– 訂定問題及可驗證的觀點，於15:00前給老師檢查

■ 第二節：完成規劃與研究（第一面）
– 尋找變因或條件及擬定研究計畫於15:40前給老師檢查

■ 進度較快的組別，可先進行規劃與研究（第二面）



共同問題

■ 提出問題，若認為對結果沒有明顯影響，建議修改
問題或影響因素。

■ 近、中、遠距離，若能測量出距離的大小會更好



規劃與研究

■ 根據提出的問題，擬定研究計畫和進度。辨明影響
結果的變因，選擇或設計適當的工具或儀器觀測，
以獲得有效的資料數據，或根據預期目標並經由測
試結果檢視最佳化條件。



尋找變因或條件

■ 判定與研究問題相關的影響因素，並分析因素間的
關係。
– 挑選適當的操作變因

– 列出控制變因、應變變因

■ 合理的預測探究的可能結果。



擬定研究計畫

■ 依據所提出的問題，計劃適當的方法、材料、設備
與流程。
– 列出使用材料/設備、撰寫步驟流程

– 下週依據自己訂定的步驟進行實驗，教室僅提供燒杯
及量筒，請自行準備相關器材（不同的水杯、手電筒、
雷射筆……等）。

■ 應用或組裝合適的器材與儀器。



科學研究：再現性

■ 在相同控制條件下，以相同分析步驟進行重覆量測，
經由多組分析數據比對其接近程度，即為再現性。
再現性佳表示重覆分析之數據極為接近。

■ 每個數據測5次。



科學研究：定性＆定量

■定性：
– 紀錄或分析其性質（成份、顏色、外觀……）

– 例：顛倒、放大/縮小……

■定量：
– 將觀測量以數值的方法紀錄分析

– 例：原始大小5cm、放大為10cm（變成原本兩倍大）



表格範例1－養晶實驗為例

日期 燒杯 晶體大小 外觀描述

2/24
甲 2 藍色、塊狀、不規則、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乙 2.5 藍色、平行四邊形、乾淨無雜質

2/25
甲 2.3 藍色、塊狀、不規則、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乙 2.8 藍色、平行四邊形、乾淨無雜質

2/26
甲 2.7 藍色、塊狀、不規則、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乙 3.2 藍色、平行四邊形、乾淨無雜質



表格範例2－養晶實驗為例

日期
燒杯甲 燒杯乙

晶體大小 外觀描述 晶體大小 外觀描述

2/24 2
藍色、塊狀、不規則、
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2.5
藍色、平行四邊形、
乾淨無雜質

2/25 2.3
藍色、塊狀、不規則、
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2.8
藍色、平行四邊形、
乾淨無雜質

2/26 2.7
藍色、塊狀、不規則、
晶體內有小顆粒雜質

3.2
藍色、平行四邊形、
乾淨無雜質



實驗規劃方向提示

■凸透鏡成像原理—凸透鏡測量焦距的方法

■燒杯與影像距離、燒杯形狀、大小、底部直
徑、燒杯中裝什麼……



收集資料數據（本週進度）

■ 正確且安全的操作器材設備。

■ 設計適當的紀錄格式並詳實記錄。
– 設計記錄數據的表格

– 表格可先畫在小白板上給老師檢視，沒問題再填入筆記
中。

■ 有系統性的收集定性或定量的資料數據或檢視最佳
化條件。
– 放大或縮小的程度要量化，建議可用手機錄影再量大小

– 每個數據測5次。



實驗前提醒

■ 今天會進行兩個實驗，若變因及步驟不完整請補齊。

■ 顏色深淺需量化，建議可配置一杯某色原液，再使
用滴管滴”幾”滴到水杯中。

■ 距離需用尺量出來，且上週實驗規劃時設定的距離，
可依實際狀況來調整。

– 若今天觀測水杯的焦距是2公分，原本距離設定為2、
4、6、8、10公分，可改成1、2、3、4、5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