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學五上單元 3活動 2教案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林傳吉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280分鐘 

單元名稱 水溶液 

活動名稱 水溶液的酸鹼性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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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Ⅲ-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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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Ⅲ-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

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po-Ⅲ-2 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

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究

之問題。 

tc-Ⅲ-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

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

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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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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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

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

心與行動力。 

學
習
內
容 

INa-Ⅲ-3 混合物是由不同的物質所混合，物質混合

前後重量不會改變，性質可能會改變。 

INd-Ⅲ-2 人類可以控制各種因素來影響物質或自然

現象的改變，改變前後的差異可以被觀察，改變的快

慢可以被測量與了解。 

INe-Ⅲ-2 物質的形態與性質可因燃燒、生鏽、發酵、

酸鹼作用等而改變或形成新物質，這些改變有些會和

溫度、水、空氣、光等有關。改變要能發生，常需要

具備一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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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科技教育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 E7 認識生活中不公平、不合理、違反規則和健康受到傷害等經驗，並知道如何尋求

救助的管道。 

●資訊教育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安全教育 

安 E4 探討日常生活應該注意的安全。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國語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五上單元3活動2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水晶杯、紅茶、白開水、檸檬汁、各種不同的水溶液、量匙、石灰水、小蘇打粉、檸

檬酸粉、食鹽、砂糖、醋、純水、石蕊試紙、平底試管、滴管、紫色高麗菜、濾網、

蝶豆花茶包、燒杯。 

學習目標 

1.了解水溶液的顏色、氣味、味道等都有所不同。 

2.學會配製各種水溶液。 

3.了解石蕊試紙的使用方式。 

4.藉由實驗知道，石蕊試紙檢測不同水溶液顏色變化，了解水溶液的酸鹼性。 

5.知道水溶液的酸鹼性可以分為酸性、鹼性與中性。 

6.自製紫色高麗菜汁和蝶豆花茶，檢測水溶液的酸鹼性質。 

7.實驗紫色高麗菜汁和蝶豆花茶滴入不同性質的水溶液，覺察水溶液的顏色變化具有規律性。 

8.藉由實驗酸性和鹼性的水溶液混合後有可能是中性、酸性或鹼性。 

9.知道生活中酸、鹼水溶液的應用和安全注意事項。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2-1】水溶液的各種性質 

➤觀察 

▸觀察各種不同的飲料。 

1.不同飲料喝起來的味道都相同嗎？看起來都相同嗎？ 

‧各種不同的水溶液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顏色、氣味及味道等都可

能會有所不同。 

➤討論 

▸根據觀察結果進行討論。 

‧不同的水溶液除了顏色、氣味及味道不同外，還有其他不同的性質嗎？ 

→有聽說過酸鹼性、導電性等不同的性質。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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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討論進行解釋。 

2.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水溶液，仔細觀察這些水溶液有什麼不同？溶解在

水中的物質不同，水溶液的性質也不一樣。 

➤提問與發現 

▸從五官觀察進而延伸提出其他的觀察方式。 

3.除了觀察顏色或搧聞氣味，還可以利用哪些方法分辨？ 

‧學生可能回答： 

⑴可以查包裝上的成分標示說明，再由包裝成分表找尋上面標示的成

分內容，發現都是由許多物質所組成，有些甚至能點出「酸」和「鹼」

等名詞。 

⑵還有查資料、利用工具檢驗等。 

➤閱讀小知識 

4.小知識ˇ混合物 

有些東西是由單一物質所組成，但有些東西是由多種物質所組成，由兩

種以上的物質所混合而成的物品稱為混合物。混合物除了液態水溶液

外，也有固態及氣態的混合物，例如：不鏽鋼就是由不同金屬混合的固

態混合物；空氣是由不同氣體混合的氣態混合物。 

➤討論 

▸如何製作水溶液。 

5.如果想要利用身邊材料自製水溶液，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結合先前所學，製作水溶液時要有溶質和溶劑。 

⑴製作水溶液時，水溶液的溶劑是什麼？ 

⑵要準備什麼當溶質？ 

➤實作 

▸實際製作水溶液。 

6.準備各種水溶液，進行「水溶液的配製」。 

⑴固體的物質各取一平匙加入20毫公升的純水中。 

⑵液體的物質各取2毫公升加入20毫公升的純水中。 

➤討論 

‧不斷加入可以被溶解的物質，都可以溶解在水中嗎？ 

→不可以，當加入水中的物質超過一定的量時，就無法繼續溶解。 

➤歸納 

1.兩種以上的物質所混合而成的物品稱為混合物。 

2.能利用溶解現象，調配水溶液。 

～第一節結束/共7節～ 

 

【2-2】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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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可以用石蕊試紙檢測水溶液酸鹼性。 

1.水溶液除了顏色、氣味不同，還有其他不同的性質，例如：酸鹼性。從

成分標示可以知道水溶液的酸鹼性，還可以用石蕊試紙來檢驗，讓我們

來認識石蕊試紙的正確使用方法。 

➤閱讀小知識 

2.小知識ˇ石蕊試紙的使用方法 

➤蒐集資料 

▸關於石蕊試紙可以檢測水溶液性質的資料。 

3.根據查到的資料，依據石蕊試紙顏色的變化，可以將水溶液分成哪些情

形？ 

‧石蕊試紙的變色情形： 

⑴酸性水溶液：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使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 

⑵中性水溶液：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都不變色。 

⑶鹼性水溶液：使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藍色石蕊試紙不變色。 

➤實驗 

▸將水溶液分別滴在石蕊試紙上。 

4.不同的水溶液會讓石蕊試紙產生不同的顏色變化嗎？我們來檢驗看看會

有什麼變化。進行「用石蕊試紙檢測水溶液的酸鹼性」的實驗。 

‧將調配好的水溶液裝在平底試管中，用不同的滴管吸取水溶液，分別

滴在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上。 

➤結果 

▸記錄實驗結果。 

5.依據實驗結果，有什麼發現？將實驗結果記錄在習作簿中。 

➤討論 

▸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使紅色和藍色石蕊試紙都不變色的是哪些水溶液？ 

→純水、糖水、食鹽水。 

⑵使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的是哪些水溶液？ 

→檸檬酸、醋。 

⑶使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的是哪些水溶液？ 

→石灰水、小蘇打水。 

⑷哪些是酸性水溶液？哪些是鹼性水溶液？哪些是中性水溶液？ 

→酸性：醋、檸檬酸水。 

鹼性：石灰水、小蘇打水。 

中性：純水、食鹽水、糖水。 

⑸只使用藍色石蕊試紙測試水溶液，是否可以確認水溶液是酸性、鹼性還

是中性？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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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用藍色石蕊試紙測試鹼性和中性水溶液的結果是一樣的因此

須用2種顏色的試紙同時測才得到結果。 

➤結論 

▸能根據實驗結果和討論，獲得完整的結論。 

6.酸性水溶液碰到紅色石蕊試紙不會變色，藍色石蕊試紙會變紅色。鹼性

水溶液碰到紅色石蕊試紙會變藍色，藍色石蕊試紙不會變色。中性水溶

液碰到紅色石蕊試紙和藍色石蕊試紙都不會變色。 

➤延伸 

7.可以只使用一種色石蕊試紙進行檢測嗎？ 

⑴只用一種石蕊試紙測試，無法確認水溶液的酸鹼性。 

⑵如果只使用藍色石蕊試紙，只能檢測酸性水溶液時會變紅色，鹼性和

中性水溶液都不會變色，因此無法確認是鹼性或中性水溶液。 

⑶如果只使用紅色石蕊試紙，只能檢測鹼性水溶液時會變藍色，酸性和

中性水溶液都不會變色，因此無法確認是酸性或中性水溶液。 

8.可以檢測生活中其他常見水溶液的酸鹼性嗎？ 

‧可以，不過選用的水溶液盡量選擇顏色接近透明的為主，以避免滴在

石蕊試紙上不易判讀變色狀況。 

➤歸納 

1.水溶液可分為酸性、鹼性和中性三類。 

2.中性水溶液：使紅色藍色石蕊試紙都不變色。 

3.酸性水溶液：使紅色石蕊試紙不變色、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 

4.鹼性水溶液：使藍色石蕊試紙不變色、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 

～第二-四節結束/共7節～ 

 

【2-3】自製酸鹼指示劑檢測水溶液的酸鹼性 

➤觀察 

▸從生活中各種花茶中觀察。 

1.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花茶。曾經喝過哪些花茶呢？不同花茶的氣味、

顏色好像各有特色。 

‧學生可依生活經驗回答。 

2.喝花茶時，常常會在茶中加些檸檬汁，讓花茶的味道更好。可是蝶豆花

茶遇到檸檬汁後，顏色好像會產生變化。 

‧此時暫時不用進行實驗，學生可以透過課本照片看到原本藍色的蝶豆

花茶加入檸檬汁後底層變成偏紫色。 

➤提問 

▸根據蝶豆花茶變色狀況，提出疑惑。 

3.除了蝶豆花的汁液遇到不同的水溶液，顏色會產生變化之外，還有其他

植物汁液也有類似的情形嗎？顏色會怎麼改變呢？ 

⑴可以引導學生回想三年級時，有些植物汁液會碰到水溶液會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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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引導學生思考是否只需要花茶就可以，還是花茶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讓

花茶碰到酸時，產生顏色的變化，進而引發蒐集資料的動機。 

➤蒐集資料 

▸依照舊經驗或蒐集可以檢測水溶液酸鹼性質。 

4.依照提問的想法進行資料的蒐集植物汁液裡有哪些成分可以讓汁液作為

天然的指示劑。 

⑴上網利用關鍵字「植物汁液變色」搜尋，知道「植物花青素的萃取與

變色實驗」、「用植物的汁液做酸鹼試劑」、「試劑要隨酸鹼變色」、

「至少有酸性、中性、鹼性三種變化」等。 

⑵紫色高麗菜、紅鳳菜、蝶豆花等植物含有花青素，植物汁液遇到不同

水溶液顏色會產生變化，可以作為天然指示劑。 

➤假設 

▸透過資料提出適當的假設。 

5.含有花青素的植物汁液能用來辨識不同酸鹼性質的水溶液。 

➤實驗 

▸將紫色高麗菜汁和蝶豆花茶分別滴在水溶液的平底試管裡。 

6.含有花青素植物汁液遇到不同酸鹼水溶液會產生哪些顏色變化？ 

7.進行「自製紫色高麗菜汁辨識不同酸鹼水溶液的情形」的實驗。 

⑴先調製要實驗的紫色高麗菜汁。 

⑵再將紫色高麗菜汁分別滴入水溶液中。 

8.進行「自製蝶豆花茶辨識不同酸鹼水溶液的情形」的實驗。 

⑴先泡製蝶豆花茶。 

⑵再將蝶豆花茶分別滴入水溶液中。 

➤結果 

▸記錄實驗結果。 

9.檢驗實驗結果是否支持假設？將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討論 

▸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當紫色高麗菜汁滴入酸性、中性、鹼性水溶液時，水溶液的顏色有什麼

變化？ 

→酸性會偏紅色，中性不變色（紫色），鹼性會偏藍色或綠色。 

⑵當蝶豆花茶滴入酸性、中性、鹼性水溶液時，水溶液的顏色有什麼變化？ 

→酸性會偏紫紅色，中性不變色（藍色），鹼性會偏藍綠色到綠色。 

⑶可以從紫色高麗菜汁或蝶豆花茶滴入水溶液的顏色變化，判斷是哪一種

酸鹼性質的水溶液嗎？ 

→可以。 

⑷你選擇的植物汁液遇到不同酸鹼水溶液的顏色變化也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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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實際狀況作答）我選的是紅鳳菜汁，遇到酸性水溶液會變紅色，

遇到中性水溶液不變色（紫色），遇到鹼性水溶液會變綠色，變化情

形和紫色高麗菜汁和蝶豆花茶的變化雷同。 

➤結論 

▸能根據假設、實驗結果和討論，獲得完整的結論。 

10.自製酸鹼指示劑滴入不同酸鹼性的水溶液，水溶液的顏色變化具有規律

性。紫色高麗菜汁在鹼性水溶液會偏藍色或綠色，酸性水溶液會偏紅

色，中性水溶液則偏紫色。蝶豆花茶原本的顏色是藍色，當加入其他水

溶液檢驗時，水溶液顏色不變色（藍色）的是中性水溶液、變紫紅色的

是酸性水溶液、變藍綠色到綠色的是鹼性水溶液。 

11.有些植物汁液遇到酸鹼會產生不同顏色變化，但都有規律，可以作為酸

鹼的指示劑。 

➤歸納 

1.與紫色高麗菜汁作用，顏色接近紫色的是中性水溶液，顏色變為偏紅色是

酸性水溶液，顏色變為偏藍色或偏綠色的是鹼性水溶液。 

2.與蝶豆花茶作用，顏色接近紫色的是中性水溶液，顏色變為偏紫紅色是酸

性水溶液，顏色變為偏藍綠色到綠色的是鹼性水溶液。 

3.有些植物汁液遇到酸鹼會產生不同顏色變化，但都有規律性，可以作為酸

鹼的指示劑。 

～第五、六節結束/共7節～ 

 

【2-4】酸鹼溶液的作用 

➤思考推論 

▸延續前一個活動知道可以用很多方式來檢測水溶液酸鹼性。 

1.如果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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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麼檢驗呢？ 

⑴學生可以先推論或預測混合後的水溶液是哪一種性質，教師可以先做

好統計。 

⑵利用前面所學，可以利用石蕊試紙、紫色高麗菜汁或蝶豆花茶，由學

生討論要選擇哪一種指示劑。 

➤實驗 

▸進行酸鹼水溶液混合後的酸鹼檢測。 

2.進行「混合酸性和鹼性水溶液」的實驗。 

⑴取等量的小蘇打水和檸檬酸水，並加入紫色高麗菜汁，觀察兩個試管

內的水溶液顏色。 

⑵將兩個試管的水溶液，逐一加入同一個燒杯中，觀察水溶液的顏色變

化。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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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混合後的水溶液顏色有什麼變化？ 

→（請依實際狀況作答）顏色變成紫色了。 

⑵根據結果，兩種水溶液的重量加總跟混合後的水溶液總重量是否相同？ 

→相同。 

⑶根據結果，混合後的水溶液酸鹼性質是酸性、鹼性還是中性？ 

→（請依實際狀況作答），中性。 

➤提出想法 

▸怎麼讓混合溶液接近中性。 

3.將等量的酸性、鹼性水溶液加在一起，混合後的水溶液是中性嗎？想一

想，怎麼做才能讓混合水溶液接近中性呢？ 

‧混合後的水溶液不一定會是中性，可能會是酸性或是鹼性，這是因為

酸性水溶液和鹼性水溶液的濃度不一定相同，所以混合後也不一定會

是中性。 

➤問題解決 

▸透過討論或實驗解釋剛剛的想法。 

4.混合後的水溶液如果是酸性，繼續加入小蘇打水或檸檬酸水，觀察混合

水溶液顏色變化。 

‧混合水溶液呈現酸性（偏紅色），可以加入鹼性水溶液（例如：石灰

水和小蘇打水），可以讓混合水溶液接近中性。 

5.混合後的水溶液如果是鹼性，繼續加入小蘇打水或檸檬酸水，觀察混合

水溶液顏色變化。 

‧混合水溶液呈現鹼性（偏藍色或綠色），可以加入酸性水溶液（例如：

醋和檸檬酸水），可以讓混合水溶液接近中性。 

➤討論 

▸根據科學方法進行討論。 

⑴怎麼判斷混合水溶液是不是中性的？ 

→利用酸鹼指示劑來檢測。 

⑵如果不加紫色高麗菜汁，酸性、鹼性水溶液混合，也能看出這樣的變化

嗎？ 

→看不出來，因為水溶液都是透明的，混合後的水溶液也是透明的。 

➤結論 

▸能根據實驗結果和討論，獲得完整的結論。 

6.混合後的水溶液酸鹼性可能是中性、酸性或鹼性。酸性的混合水溶液加

入鹼性水溶液，可以接近中性。鹼性的混合水溶液加入酸性水溶液可以

接近中性。 

➤推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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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們有時會利用酸性和鹼性水溶液互相作用，來降低物質的酸鹼性，或

使其變成接近中性。生活中有哪些例子呢？ 

⑴胃藥裡通常含有鹼性物質，胃酸過多時服用胃片。 

⑵用酸性的檸檬酸去除熱水瓶的水垢。 

⑶飲食後用鹼性牙膏刷牙，可以中和口中的酸性。 

⑷用酸性溶液（如鹽酸）清洗馬桶的汙垢。 

8.使用水溶液前，一定要仔細看清楚水溶液成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若

是不小心碰觸強酸或強鹼水溶液，馬上用大量清水沖洗並盡速送醫治

療，千萬不能使用酸鹼混合方式，以免造成傷害。 

➤閱讀生活中的科學 

9.生活中的科學「不一樣的混合物ˇ不鏽鋼大不同」 

‧生活中的不鏽鋼也是一種固體的混合物，透過材料不同，有不同的功

能。 

➤歸納 

1.用酸鹼指示劑來檢驗酸性和鹼性水溶液混合的結果，混合液的酸鹼性會改

變。 

2.強酸或是強鹼具腐蝕性，不可以直接碰觸沾到身體或衣物時，應該立即用

大量清水沖洗，不可用酸鹼中和的方式，以免造成二次傷害。 

～第七節結束/共7節～ 

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31 頁（配合課本第 81 頁） 

〈習作答案〉 

二（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 

1. 

 

2.小蘇打、石灰水 

3.醋、檸檬酸水、檸檬汁（自訂的水溶液） 

4.食鹽水、糖水 

5.酸性，鹼性，中性 

〈指導說明〉 

‧透過實驗知道石蕊試紙遇上酸性、中性、鹼性水溶液的變色情形。 

 

配合習作第 32～34 頁（配合課本第 82～85 頁） 

〈習作答案〉 

三 



蒐集資料 

紫色高麗菜、紅鳳菜、蝶豆花等植物含有花青素，植物汁液遇到不同水溶液顏色會產生變化，可

以作為天然指示劑。（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 

實驗結果（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 

 

進行討論（答案僅供參考，請學生依實際情況作答） 

1.2種 

2.紅，紫，藍或綠 

3.紫或紅，藍，藍綠或綠 

4.紅鳳葉，紅，紫，綠 

5.鹼，酸，中 

6.酸鹼 

我的結論 

有些植物汁液遇到酸鹼會產生不同顏色變化，且都有規律性，可以作為酸鹼的指示劑。 

四 

 
〈指導說明〉 

三 

‧將紫色高麗菜汁和蝶豆花茶滴入各種水溶液，由水溶液的顏色變化判讀水溶液的酸鹼性。 

四 

‧已知石蕊試紙、紫色高麗菜汁測試水溶液酸性、鹼性、中性的結果，藉由此判斷未知水溶液的酸



鹼性。 

 

配合習作第 35 頁（配合課本第 87 頁） 

〈習作答案〉 

五 

1. 

 

2.檸檬酸水，小蘇打水 

3.等於 

4.鹼，酸 

〈指導說明〉 

‧知道已加入紫色高麗菜汁的酸性和鹼性水溶液混合，可能是酸性、中性或鹼性。若再加入哪種酸

性或鹼性的水溶液可使趨於中性。 

 

配合習作第 36 頁（配合課本第 88 頁） 

〈習作答案〉 

六 

1.⑶ˇ 

2.⑴ˇ、⑶ˇ 

〈指導說明〉 

‧指導學生閱讀文章後認識咬人貓，並知道利用酸鹼混合的方法來認識誤觸咬人貓之後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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