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五上)   第三單元 水溶液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林廷堯 

實施年級 五年級 教學節次 共 9 節 360 分鐘，本次教學為第 3 節 

單元名稱 水溶液的酸鹼性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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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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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測並詳實紀錄。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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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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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ai-Ⅲ-3 參與合作學習並

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 

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核心 

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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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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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內容 

⚫ 自 I-Nb-III-2 應用性質的不

同可分離物質或鑑別物質。  

⚫ 自 I-Ne-III-5 常用酸鹼物質

的特性，水溶液的酸鹼性質 

及其生活上的應用。 

教學設備/資源 實驗溶液: 鹽水、糖水、醋、石灰水、小蘇打水、碳酸飲料(汽水)、學 生自行準   

                   備水溶液 

實驗器材: 吸管(取代滴管)、鑷子、膠帶 

其他:平板、學習單、投影設備 

 

學習目標 

⚫ 了解石蕊試紙與水溶液交互作用後，可分辨水溶液的酸鹼度。 

⚫ 認識生活當中的一些水溶液的酸鹼度。 

⚫ 了解日常生活中一些水溶液的功能與運用。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一、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1. 展示桌上的水溶液，請學生觀察，是否能分辨水溶液彼

此的特性，發表個人的意見。 

2. 自然界中有許多液體並不能用以上方法來分辨，甚至直

接觸碰或口嘗會傷害我們的身體。 

3. 引導出水溶液有中性、酸性、鹼性三種性質等不同。 

4. 生活中有些狀況需要了解液體酸鹼性，所以得需要其他

方法來分辨。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介紹檢驗方式 
拿出紅藍石蕊試紙： 

＊我們可用許多方式來測試水溶液的酸鹼，今天老師教大家

以石蕊試紙來測驗看看下列 6種溶液到底是酸性、鹼性、或

是中性溶液。(含學生自行準備水溶液) 

＊簡單介紹石蕊試紙由來、保存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項。 

＊石蕊試紙分成紅色石蕊試紙與藍色石蕊試紙 

＊藍色石蕊試紙若變成紅色 ，表示溶液為酸性；若不變  

  色，表示溶液為鹼性或中性 

＊紅色石蕊試紙若變成藍色，表示溶液為鹼性若不變色，表  

  示溶液為酸性或中性 

#若石蕊試紙不變色 (如 : 藍色石蕊試紙呈藍色)則再拿另

一種顏色的石蕊試紙的石蕊試紙 再檢測一次，又不變色，

則此溶液為中性溶液。 

 

活動二：石蕊試紙檢測 
做一做，如何用石蕊試紙知道哪些水溶液是酸性哪些是鹼性 

又有哪些是中性呢？ 

1. 發給各組學習單，還有其他一些實驗器材(紅藍石蕊試

紙、吸管、鑷子、學習單)。 

 

2. 請學生先把石蕊試紙貼在學習單上，然後用吸管吸取 6 

   種水溶液，再把石蕊試紙沾濕，觀察試紙的變化，並將 

   6種溶液的結果記錄在學習單與習作上。 

   (學生可加碼實驗自己準備的水溶液) 

 

三、綜合活動: 

1. 實驗完成後，由各組學生自行發表並紀錄在學習單與習 

作 上，教師統一檢核實驗結果。 

 

2. 全班一起歸納不同的酸鹼溶液，哪幾種溶液會使石蕊試

紙產生怎麼樣的顏色變化。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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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聽講、回答問題、發表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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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聽講，分組實驗，完成

學習單 

 

 

 

 

 

 

 

 

 

口頭發表，完成學習單與習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