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蠟的科學-探究與實作教學活動設計 

壹、設計理念 

蠟燭燃燒，水位上升實驗曾被引用來證實或說明空氣中的氧氣約占 20 %，當然此種推論

是不正確的。但因實驗條件較難控制，故從小學到高中，甚至英文物理辯論競賽，一直有人

想去一探究竟。本單元以「蠟燭燃燒，水位上升」，利用實驗並分析數據研判可能成因，盼能

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分析 

學生來源為本校國中部三年級學生，五位數理資優同學有參與獨立研究或科學活動競

賽的經驗，對於實作課程有較純熟的技巧，且因同學學習能力差異性不大，故以探究配合

實作進行教學活動設計。 

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課程概念架構圖： 

 

 

 

 

 

 

 

 

 

 

 

 

 

 

 

 

 

 

 

 

 

 

 

 

學生經驗： 

本單元以蠟燭燃燒，導致杯內水位上升為研究核心。造成水位上升的原因可能有兩項：

 

文獻閱讀 

1. 1/5 疑惑-悶熄蠟燭實驗的探討 

中華民國第 4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書/高中化學組 
2. 洞燭先機－如何延長瓶中蠟燭的燃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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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與探究 

1. 研究燃燒蠟燭造成水位上升的原因   

2. 探討蠟燭數量對水位上升高度的影響及原因  

3. 探討蠟燭長度對水位上升高度的影響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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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燭燃燒耗氧假說，及氣體熱脹冷縮假說。但究竟何者才是成因？亦或兩者都是成因，各貢

獻水位上升高度。 

再者分別探討蠟燭數量、蠟燭長度對水位上升高度的影響。探討 

1. 蠟燭燃燒造成水位上升的成因? 

(1) 耗氧理論  

(2) 氣體熱脹冷縮   

2. 蠟燭數量越多，則水位上升高度越大? 

3. 蠟燭長度越長，則水位上升高度越小? 

 

上課座位表： 

 

 

 

 

                

                   同學 A,C,E                     同學 B,D, 

三、教學方法分析 

（1）問題發展（problem development）：蠟燭燃燒會消耗空氣中的氧氣，當蠟燭將瓶內

氧氣消耗完後，蠟燭熄滅。因瓶內氧氣被消耗完，氣壓減小，瓶外大氣壓力大於瓶內氣壓，

將水壓入瓶內，造成水位上升。 

 

（2）問題起始與探索（initiation of PBL events, inquiry, and investigation）：蠟

燭燃燒產生的熱能使蠟燭周圍的空氣因升溫而膨脹，空氣密度變小? 

蓋上燒杯，蠟燭在瓶中燃燒一段時間後熄滅，瓶內氣體冷卻收縮，氣壓變小，瓶外水受大

氣壓力擠壓進瓶內，使瓶內水位上升。 

 

（3）問題解決（problem solution）：如果考慮蠟燭本身體積，蠟燭數量越多，則燒杯內

氣體量較少，能用來燃燒的氧氣也相對較少，按耗氧假說，水面上升高度應較小，與實驗

結果不符。請學生提出解決方案 

 

參、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

名稱 

蠟的科學-探究與實作 適用年級 國三 

教學

時間 

45分鐘 教學節數 1節 

教材

版本 

自編 設計者 洪世皇 

教學

準備 

預約實驗室及實驗所需物品、器材、學習單。 

學習 1. 能具備科學實作的技能、了解科學實驗背後的簡單科學原理。 

講桌 

實驗桌一 實驗桌二 



目標 2. 能說出現象發生時化學原理。 

3. 能由探究實作中，分析結果，探討現象可能的原因。 

核心

素養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 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善用生活

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學習

表現 

po-Ⅳ-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中，進行各

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o-Ⅳ-2 能辨別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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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Ab-Ⅳ-3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Bb-Ⅳ-5熱會改變物質形態，例如：狀態產生變化、體積發生脹縮。 

Bb-Ⅳ-3化學反應中的能量改變，常以吸熱或放熱的形式發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量

方式 

教材

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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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學閱讀以下文獻資料： 

1. 1/5 疑惑-悶熄蠟燭實驗的探討 

中華民國第 4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作品說明書/高中化學組 

2. 洞燭先機－如何延長瓶中蠟燭的燃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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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準備活動 

一、準備器材 

1.不同長度的蠟燭 

2.大型燒杯 

3.水盆 

二、教材準備：投影片、學習單。 

三、教學活動講義 

四、師生共同佈置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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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將蠟燭點燃，然後吹熄蠟燭。 

2.立刻將點燃的火柴接近燭芯，結果還沒碰到燭芯，蠟燭又被點燃

了，看起來就像是隔空點火。 

二、分組實作與教學 

(1) 實驗一：蠟燭數量 n 對水位上升高度 h 的影響 

1. 分別將 1~5 支相同粗細(長度皆為 10 cm、直徑皆 

為 1.3cm)的蠟燭以紙黏土黏立在盤子上，點燃蠟燭 

10 秒後，用燒杯蓋住蠟燭。 

2. 待水位上升到停止後，以尺紀錄水位上升高度。 

 

(2) 實驗二：蠟燭長度 L 對水位上升高度 h 的影響  

1. 分別將 6 ~ 12 公分相同粗細(直徑皆為 1.3cm)的蠟燭立在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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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點燃蠟燭後，用燒杯蓋住蠟燭。 

2. 待水位上升到停止後，以尺紀錄水位上升高度。 

 

三、教師提問 

(1)請大家將實驗一、實驗二的結果繪製成關係圖 

(2)蠟燭數量 n 對水位上升高度 h的關係為何? 

(3)蠟燭長度 L 對水位上升高度 h 的關係為何? 

 

 

四、實驗器材復原與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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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總結 

1. 蠟燭燃燒造成水位上升的成因有： 

(1) 耗氧理論 

(2) 氣體熱脹冷縮 

2. 蠟燭數量越多，則水位上升高度越大。 

3. 蠟燭長度越長，則水位上升高度越小。 

4. 密閉容器內的氣體熱脹冷縮現象已應用在中醫拔罐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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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反思與建議 

   

 

 

 

 

 

 

 

 

 

 

 

 

 

 

 

 

 

 

 



蠟的科學探究與實作學習單     姓名： 

一、請說明蠟燭的主要成分? 

 

 

二、請寫出蠟燭燃燒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三、若燒杯中氣體的體積為 750mL，燒杯的半徑為 5.4cm，請推算燃燒完水位上升的高度？ 

 

 

 

 

 

四、請繪出實驗一蠟燭數量 n 對水位上升高度 h的關係？ 

 

 

 

 

 

 

 

 

五、請繪出實驗二蠟燭長度 L 對水位上升高度 h 的關係？ 

 

 

 

 

 

 

 

 

六、由實驗一、實驗二的結果，蠟燭數量 n 越多，水面上升高度 h 越大，蠟燭越長，水位

上升高度愈小，請由結果(繪圖)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