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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洪瑋、許飛思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其他              

教案題目： 

毛細現象 

授課時數：  

40分鐘*6節=240分鐘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毛細現象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現象，舉凡用抹布擦拭桌面、蠟燭燃燒與彩色筆的構造...等，

從觀察到應用與生活息息相關。然而在教學現場迫於進度壓力，往往僅用幾節課講解毛細現象，對

於這個與生活應用高度相連的主題，我們認為正好是培養學生探究能力的契機，毛細現象因為內容

簡單、容易觀察、對小學生來說也不難理解，因此更適合就此機會放入探究活動，培養學生探究能

力與科學素養。 

  此探究教學活動包含認知的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一）毛細現象

的觀察，包涵記憶與理解層面。教師使用 POEC 教學法，引導學生透過親自操作，以觀察各種不同

材質所造成的毛細現象差異，並且在過程中認識並理解毛細現象。在（二）隙縫大小對毛細現象的

影響中，教師使用結構式探究活動，讓學生自己選擇實驗變項的內容，透過觀察學習隙縫大小對毛

細現象的差異。（三）日常生活中的毛細現象，將所學概念與生活做連結，進入應用的環節，並能

利用定義分辨是否為毛細現象，處理學生容易出現的迷思概念。（四）毛細現象材質的應用，我們

介紹不同材質毛細現象的效果不同，以此延伸出吸水與防水兩項應用面向。分析材質、縫隙大小等

等，會如何影響毛細現象，透過分析後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並以(五)創造：尿布設計的活動讓學生

構思使用不同材質融合，透過創造層次加深學習效果。老師也會引導學生看各組的尿布設計，讓學

生評鑑各組尿布的設計。 

教學目標： 

1.對日常生活常見的事情具備觀察力、進行思考 

2.正確的態度面對實驗，與組員互動溝通 

3.進行科學、科學理解 

4.口語能力：能說出毛細現象為何 

教育對象： 

國小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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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壹、 毛細現象的觀察(40分鐘)【第一堂課】 

一、引起動機 

問大家有沒有去遊樂園玩過，麗寶火山冒險、六福村火山歷險(急流泛舟)……等等，問大家在玩

之前有沒有去買雨衣。 

問題一：「那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雨衣可以防水？」 

問題二：「大家覺得水有什麼特性？」 

老師引導，想要知道雨衣跟其他材質有什麼不同，那就來做實驗找找看原因吧！ 

二、誰是間諜【POEC 教學】 

1.教師說明實驗操作 

(1)準備跟雨衣材質相同的塑膠、報紙以及衛生紙，跟學生說明要找出三者中最不同的間諜。 

(2)說明須把三種材質裁切成尺寸相同的長條形，並將三種材質夾在支架上，放入染色水盆中。 

(3)讓學生拿材料(三種材質、支架、水盆、夾子)、架設實驗裝置 

2.讓學生先進行預測（Prediction）【POEC 教學策略】 

老師在學生實驗開始之前，讓學生先對實驗結果進行預測，並記錄於自然習作。 

3.學生進行操作、觀察（Observation）【POEC 教學策略】 

學生操作，老師下去巡堂，特別注意學生安全以及控制變因是否維持，並適時給予提示。 

4.學生發表(解釋（Explanation）【POEC 教學策略】 

請學生將器材收拾，各組同學輪流發表解釋，每組不超過一分鐘。 

5.教師歸納、進行比較（comparison）【POEC 教學策略】 

「聽完各組的發表後，大家都找到了跟其他兩個不一樣的間諜就是塑膠了！那請問塑膠跟其

他兩個材質有什麼不同呢？」 

定義毛細現象：水沿著縫隙移動，這個現象就叫做毛細現象。 

三、統整活動 

今天我們教了毛細現象，毛細現象是因為水與物體接觸時會有附著力，附著力讓水可以在隙縫

中移動。所以可以讓水移動的物品都有縫隙。那水移動速度會不會有所不同呢？我們下節課揭

曉！ 

貳、 隙縫大小對毛細現象的影響(80 分鐘)【第二、三堂課】 

一、引起動機、給予生活情境 

1. 回顧舊經驗：上節課做了實驗歸納出來，可以讓水移動的物品都有縫

隙，這個現象我們稱作毛細現象。上節課最後老師問你們水的移動速度

會不會有所不同呢，我們這節課一起來解答他吧！給學生看右圖圖片，

問學生在哪裡看過。 

答：水杯底下造成的水漬。 

2. 老師引導：「水杯邊緣一碰到水灘，水杯拿起來時卻看到整個杯底的水漬，是因為什麼現

象？」答：水杯與桌子間有隙縫，水沿著隙縫移動為毛細現象。 

3. 引導學生覺察問題：「老師的杯底碰到水灘時都是立刻拿起來，但卻看過這三種情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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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跑很快，一下子就跑完一圈了(最右)，但有時候差一點跑完一圈(中間)，還有時候跑一

半而已(最左)，老師都是馬上拿起來哦，那為什麼有這種差異呢？」 

 

 

 

 

二、引導討論、確定問題 

讓學生思考可能是因為什麼？ (預設回答：杯子底部/重量/桌子材質不同→教師追問杯子底部/

重量/桌子材質的不同，會不會影響到桌子與杯底細縫的不同？) 

△確定問題為縫隙的不同或水的不同。 

三、發下學習單、進行實驗設計 

1.一組一張學習單，老師帶領學生簡單看過一次學習單。 

2.老師告知實驗器材有哪些，提示縫隙的不同可以透過夾不同東西來製造。 

3.規定各組至少需製造出兩種不同的縫隙，統一對照組為用一條橡皮筋將壓克力板綁起之設置。 

△寫下兩種縫隙如何製造的，老師確認過後才可進行實驗 

四、分工合作進行探究 

老師確認過實驗設計可以後，給予各組材料以及進行實驗。老師須巡堂，隨時注意學生安全以

及進度。 

五、確認各組實驗結果、場復。各組須將器材整理乾淨回收至前方。 

六、分享經驗，整合成果：教師請各組發表(學習單)，每組三分鐘內。 

△發表者 1：「我們這組認為縫隙/水的不同會影響到水移動的速度，所以我們設計用 EX:①頭

髮、②牙籤 來探討縫隙的大小是否會影響水移動的速度。」 

△發表者 2：「經過實驗過後，我們將水移動的速度進行排序： EX:對照組 最快、 頭髮  次之、 

牙籤  最慢。」 

△發表者 3：「所以我們認為： 縫隙的大小會影響水移動的速度 。」 

七、教師統整 

透過實驗，我們可以發現：縫隙越小，水移動速度越快；縫隙

越大，水移動速度越慢。 

八、影片補充 

【生活裡的科學】20130715 - 水往高處爬(影片截圖如右) 

九、紙花操作 

  步驟：1.將圓形紙張對折三次，平分成八小塊。 

2.將圓形紙張攤平，對折處都剪一刀，剪至內圈處。 

3.將花瓣往內折，收成花朵的樣子。 

老師解說：紙張纖維當中有孔隙，紙花遇水，水沿著孔隙移動，為毛細現象；而被折的紙張遇

到水會有回復原狀的傾向而張開，變成開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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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日常生活中的毛細現象(40分鐘)【第四堂課】 

一、引起動機 

1. 複習上週活動：紙花、隔板中水往上流......這些現象是『毛細現象』 

2. 問學生什麼是『毛細現象』？答：液體延著物體隙縫移動的現象。 

二、簡報呈現課本中的舉例 

1. 海綿吸水：各組桌上有塑膠淺盤，由老師盛ㄧ點水，讓學生把海綿放在水上，觀察淺盤中

的水『不見』。 

老師做引導：(1)桌上的水遇到海綿之後發生什麼事？答：水不見了、水被吸掉了(2)讓學生

把海綿掐一掐，又掐出水來。(3)水去哪裡了？答：水被海綿吸掉了。 

解釋海綿碰到水之後，水沿著海綿中的細孔移動，所以海綿靠著毛細現象吸水。 

2. 毛筆沾墨水：墨水沿者毛筆前端隙縫往上爬，是一種毛細現象。 

3. 酒精燈燃燒：酒精沿著棉線上升，使棉線頂端充滿酒精，點火靠近就產生火焰。 

4. 流汗衣服濕了：請同學回答為什麼衣服會濕，答：汗水沿著衣服的細孔移動，也就是毛細

現象，所以衣服濕透了。 

三、照片找找看 

請同學在照片中尋找可能形成毛細現象的物品。 

  （一）毛巾與衛生紙 

照片中的毛巾與衛生紙是乾的，但如果我們把毛巾其中一邊放到水中，會發生什麼事呢？ 

1. 讓各組一位同學將淺盤裝滿水，桌上有乾抹布與一疊衛生紙，由老師示範將一邊放進淺盤

水中，學生仿照，觀察水從抹布下緣網上的現象。 

問：抹布一邊放進水裡，卻半條濕掉這是什麼原理？（答：毛細現象，因為水沿著邊邊從

細縫爬進整條抹布中） 

2. 把濕毛巾放在這裡，結果濕毛巾一直滴水，水滴到衛生紙捲上，會發生什麼事呢？ 

3. 讓學生將濕掉的抹布放到一疊衛生紙上，觀察衛生紙整疊濕掉。 

4. 為什麼衛生紙捲整疊濕掉了、而不是只有表層濕掉呢？（答：因為水沿著上層的孔隙爬進

內層裡，是毛細現象） 

  （二）植物 

告訴同學，植物內也有毛細現象，請同學試著回答為什麼？ 

答：植物的根裡有孔隙，水沿著孔隙向上爬，所以植物能吸收到水份。（強調植物吸收水不單

靠毛細現象，還有別的原理幫助它） 

  （三）蠟燭 

如果老師在這些蠟燭上點火，也會有毛細現象喔！ 

但是，毛細現象是『液體』在物體『隙縫』中移動的現象，蠟燭不是固體嗎？ 

1. 各組桌上有一根蠟燭，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蠟燭的『液體』在哪裡，又可能是沿著『什麼

的隙縫』移動。 

*提示：同學們還記得剛才酒精燈的例子嗎？酒精燈是靠著酒精沿著綿線上升，遇火點燃，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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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也很像喔！ 

2. 第一桌到第三桌學生先圍到中間的桌子（第二桌），老師介紹三種準備的蠟燭：正常有棉

線的蠟燭、沒有棉線的蠟燭、沒有棉線並插上鐵線的蠟燭（解釋鐵線中間沒有隙縫、液體

上不去） 

3. 老師示範將正常蠟燭點燃、介紹旁邊融化的是蠟油；對沒有綿繩的蠟和鐵線蠟燭點火，讓

學生回組別討論為什麼三種蠟燭不同，毛細現象在哪裡？ 

4. 換第四到六桌圍到第五桌看示範 

解釋：當老師把點火槍靠近蠟燭，蠟燭會融化成蠟油，蠟油會沿著棉線上升，就可以在蠟燭上

點著火焰喔！而沒有棉線的蠟燭與鐵線蠟燭就沒辦法把蠟油往上運送（無法點火） 

  （四）水彩筆與彩色筆 

讓學生回答這兩者為什麼有毛細現象。 

1. 水彩筆：(1)和書法筆一樣，前端的毛沾水彩顏料，水彩顏料可以從隙縫中上升(2)畫在白紙

上時，水彩會從白紙的小小的孔洞吸上去。產生暈開的感覺。 

2. 彩色筆：(1)和水彩一樣，畫在白紙上，白紙中小小的孔隙會像海綿一樣吸住彩色筆顏料，

所以如果你很用力的用彩色筆畫白紙，顏料會透過去喔！(2)第二個毛細現象藏在彩色筆的

構造中喔！ 

各組桌上有一隻白板筆、滴管、白紙，介紹白板筆的構造與彩色筆相同。請同學把白板筆拆開

（旋轉打開筆管） 

介紹：白板筆與彩色筆的前端是像緊密海綿的材質，彩色筆內部的顏料可以藉由這些海綿的孔

隙往筆尖移動、不斷補充顏料到筆的前端喔！ 

四、比較『非毛細現象』 

請同學各組討論下列兩者是不是毛細現象。請其中一兩組回答他們組的想法與原因。 

1. 用吸管喝飲料 2. 用蠟筆畫在白紙上 

答：(1)不是。毛細現象是液體自己在移動，像把衛生紙一角放進水裡，水自己往上爬。用吸管

喝飲料有出力，不是毛細現象。(2)不是，蠟筆不是液體，顏色是畫過白紙時磨出來的粉末，卡

在白紙的孔隙中。 

五、整合活動 

回顧今天介紹了各種物體的毛細現象（海綿吸水、毛筆沾墨水、酒精燈、流汗衣服、毛巾衛生

紙沾濕、植物、蠟燭、擴香瓶、水彩、彩色筆）回家作業：找出生活中的毛細現象（不能與課

本相同）並畫在學習單上。 

肆、 毛細現象的材質與應用(40分鐘)【第五堂課】 

一、引起動機 

  作業分享：請各組彼此之間交流自己的作業，『輪流』向組員敘述自己的作業，請同學按照下列

所述與同學分享。「我發現＿＿是毛細現象，因為（液體）延著（什麼）的隙縫移動。」老師巡堂

給回饋，並從中挑幾位同學與大家分享。 

二、播影片——生活中的毛細現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lTDaAQw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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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內容中提到材質不同會影響毛細現象的強弱。 

三、情境中的材質比較 

（一）吸水效果 

桌上一灘水，如何讓它變乾？（答：用抹布擦，為什麼？追問：那可以用塑膠袋擦嗎？為什麼

不行？） 

彩色筆畫在白紙上 v.s 畫在傳單上，效果有什麼差別？為什麼？（答：傳單很滑，彩色筆很難上

色，傳單表面有一層光華的材質，不容易與水形成毛細現象，但油性筆的墨水可以） 

（二）防水材質 

雨傘材質:影片中 1:15 的風衣材質防水，老師帶來一件風衣，讓同學兩組兩組上來觀察風衣淋

水之後不會直接濕掉。 

如果老師今天要你做一個雨傘，你的雨傘布會選擇毛巾還是風衣材質？（答：風衣，毛巾吸水

雨會滴進來。風衣會防水，不容易出現毛細現象） 

如果放學時外面突然下雨，但你沒有雨傘，你可以使用什麼擋雨？請一組一起討論並上台分享

你們如何擋雨。 

四、用毛細現象解決？  

1. 老師發下各組的特製隔板，老師用試管在

各組的隔版中加一滴水，讓學生觀察旋轉

隔板，裡中的小水珠不會掉出玻璃片，問

學生為什麼？答：因為水有附著力，能抓

住玻璃不掉下來。（如右圖） 

2. 情境： 桌上有一灘不小心倒出來的湯，大家會用抹布擦，但如果水流進玻璃與桌子間的縫

隙，你會怎麼處理呢？ 

3. 試用桌上的材料擦掉隔板中的水（提醒學生不能把隔板拆開）（材料：塑膠袋、膠帶、抹

布、衛生紙、紙） 

4. 學生分享使用什麼擦乾水 

五、材質不同的雨傘 

拿出特製雨傘，在上面淋水，會有花樣出現。讓學生按照組別出來試試看。 

請學生討論為什麼淋水會有不同花樣。 

答：因為花樣的材質是較容易出現毛細現象的布織成，所以會吸水有較深的顏色。 

六、統整活動 

回顧不同材質的毛細現象效果各有不同（傳單 v.s 白紙、雨傘材質）試著用毛細現象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伍、 創造(40分鐘)【第六堂課】 

一、引起動機 

大家小時候都有包過尿布吧！因為嬰兒不會自己上廁所，尿布是為了讓嬰兒尿出來時不會沾的

到處都是，所以尿布會有『防水』的一層與『吸水』的一層，這兩層都非常重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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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材料 

（一）今天各組要做一片尿布，老師最後會用水測試哪一組的尿布最不漏、吸水效果最好喔！ 

老師展示自己製作的尿布，有三層結構：一層防水、一層吸收的填充物、一層包覆填充物的材

質，再把這三個黏在一起，同學不見得要照做。 

（二）提供各種材料 

總共有 9 種材料老師分成以下三盒，每種材料有兩份，每一組在一盒內只能選一種材料（也

只能拿一份走），一組在三盒內各選一種總共會拿到三種材質。＊選擇材質的順序就是今

天上課的積分表。(衛生紙、白紙、口罩)(布手套、棉花、報紙)(塑膠袋、傳單、風衣) 

（三）拿到材料後，請組別一起設計，並畫在學習單上，須說明設計的原因。 

（四）畫完再開始製作！老師下去巡，學生可能的發展問題： 

(1)對尿布的構造不熟悉：解釋一面防水、一面吸水，並讓這兩者能固定 

(2)不熟悉各材質的吸水情形：鼓勵學生組合前先用小部分沾水測試 

三、測試時間 

1. 在測試前，先讓各組介紹自己的設計 

2. 使用顏料與水混合，在塑膠盒中依序放：抹布、衛生紙（測試漏出多少）各組尿布，並放上無

尿布、僅有衛生紙（對照組），以量杯裝 30ml 水混顏料，將顏料倒進尿布中。 

3. 比較各組成果，拿起尿布下的衛生紙，看沾到多少顏料。 

四、討論與分享 

1. 請各組同學回去討論結果原因，並寫在學習單上 

2. 請各組上台分享 

＊學生可能不清楚如何陳述最後測試效果：老師以問題引導，如：顏料有沒有透到布上？透的

多還是少？顏料是直接滲下去的還是從外側流下去的？ 

＊學生可能不能推導測試效果原因：老師以問題引導，如：布上有顏料是因為防水不足還是吸

水不足？你覺得哪一種材料吸水／防水效果最好？ 

＊請學生回答如何改進（自由發揮） 

五、整合活動 

利用毛細現象的原理使用不同材質的所做的尿布，效果各有不同，大家回家也可以試著用毛細

現象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與老師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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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內容 

 

參考資料 

【生活裡的科學】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nfiz8ljoIWg 

【生活中的毛細現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lTDaAQwzw 

 

↑第二節課學習單 

↑第四節課學習單 

↑第六節課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