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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氣球的秘密

單元目標
科學內容
•海洋就是熱能儲存庫
•密度以及洋流以及空氣的運動
•水循環

科學應用
•從證據提出解釋
•利用模型

科學本質
•科學解釋根基於證據
•�在蒐集新的證據方面，科技扮演
重要角色

科學語言
•利用科學字彙
•參加以證據為基礎的討論

海洋素養範圍與系列以及氣候素養原則相關
海洋素養 S&S 1.B.4 海水鹽度升高或溫度降低，密度就變大。
氣候素養 5.A 我們對於氣候系統的理解，透過觀察、理論研究以及建立模型，因而精益求精。

第 1-5 節

一 開始，學生目睹 4 個不同顏色的氣球，每個氣球裝著神秘
物質，然後放進水盆。學生發現：有些浮著，有些下沉。
學生為了解開氣球之謎，四個人一組，以不同溫度與顏度

的水灌入氣球，測試氣球在水中沉或浮。本小節將介紹密度的概念，
學生運用這樣的概念解決謎題。接下來的小節，學生還會有許多機會
探索密度。學生的學習聚焦於以下的重要概念：

•任何一種物質，例如水，分子較緊密，密度就變大；分子較稀疏，
密度就變小。

學生也學到：

•不管物質或溶液，分子排列緊密的程度，測量的結果就是密度。

漂浮氣球的秘密 預計時間

利用分子卡介紹密度 10 分鐘

介紹漂浮氣球之謎 10 分鐘

調查秘密 20 分鐘

討論小組結果以及神秘氣球 5 分鐘

總計 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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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你要準備以下項目
全班需要
□ 1 個透明塑膠水盆（5 加侖） □ 4 個氣球，每個不同顏色（老師示範用）
□ 水 * □ 早餐用大小的碗 *
□ 3 個盤子 □ 電熱水壺或熱水
□ 1 袋冰塊 * □ 冰櫃或冰桶
□ 1 滿匙的鹽 □ 2 張壁報紙
□ 4 種不同顏色的麥克筆 □ 1 枝油性麥克筆
□ 紙膠帶 □ 播放設備 *
□ 連結網路的電腦或教學資源光碟 * □ 5 張 1-5 小節投影片
□ 1-1 小節的 5 張投影片 □ （選擇利用）影印包
每個組學生需要
□ 2 套分子卡 □ 2 個迴紋針 *
□ 1 個自助餐餐盤 □ 1 個湯匙
□ 1 個漏斗 □ 1/4 杯（4 匙）鹽
□ 1 個透明塑膠杯（9 盎司） □ 1 個紙杯（8 盎司）
□ 3 個氣球（同色） □ 1 個水箱（1.5 加侖）
□ 3 張便利貼 □ 1 張資料單以及 1 張指引單
每個學生需要
□ 調查筆記本：（選擇利用）第 24 頁
□ （選擇利用）影印包：解開漂浮氣球之謎

* 不包含於教材

準備上課了
本小節上課前一天的準備工作
1. 架設好投影設備或視聽設備：架設完成並且進行測試，確保學生上課當時能

夠看到投影的資料。花幾分鐘檢視需要的教具以及補充資源，請參考 mare.
lawrencehallofscience.org/oss68 或是資源光碟。

2. 準備冰氣球：將 4 個不同色的氣球放置一邊，以備教師展示用。把 4 個氣球的
其中一個裝水，確保裡頭沒有空氣。用漏斗以及杯子灌水，直到氣球寬度達到
1 1/2 吋到 1 3/4 吋。把這個氣球放進碗中，然後放進冰庫將氣球凍住，直到展
示時才取出。其他 3 個展示用氣球，保持同樣大小，也就是寬度 1 1/2 吋到 1 
3/4 吋。

3. 製冰：你需要一袋冰，或等量的冰塊。為了保持冰在教室維持低溫，把冰放進
冰櫃。

4. 準備盤子：每組都需要把下列器材放在盤子上（參考第 54 頁圖 1-5）：
＿ 1 根湯匙 ＿ 1/4 杯的鹽，放進 9 盎司的塑膠杯
＿ 1 個漏斗 ＿ 1 個紙杯
＿ 3 個氣球（以油性麥克筆標示 1、2、3）

5. 影印學生學習單：從影印包影印以下學習單。
＿分子卡（每兩個學生一張）；把 6 張卡剪開，用迴紋針把成套的卡固定住
＿氣球調查資料學習單（每組 1 張）
＿氣球調查指南（每組 1 張）；附上 3 張便利貼

6. 製作圖表：利用麥克筆以及壁報紙，製作以下圖表：
＿漂浮氣球謎題展示（第 59 頁圖 1-6；只寫標題並且畫出沒有氣球的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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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氣球的秘密第 1-5 節

（圖 1-5）把器材放進各別盤子，好方便配發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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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準備上課了（接上頁）
＿氣球調查結果（參考第 63 頁圖 1-7；只寫標題並畫出沒有便利貼的水箱）。
把圖表放在學生唾手可得、方便紀錄之處。

上課前的一點時間
1. 設置好各水站 利用盤子，設置好 3 個水站，每個水站都可以讓幾個學生立刻

操作。標識每個盤子的水溫：
＿冷水：把水和冰放在一個盤子，冰的量要夠、讓水夠冷，但是水的量也要夠。
＿熱水：用很熱的自來水，或把水放進電熱壺加熱，把熱水放在另一個盤子。
水摸起來很熱，但是不要熱到燙傷。
＿室溫的水：另一個盤子放自來水，讓水達到室溫，約攝氏 22 度。

2. 測試水盆裝水 把溫水（攝氏 34 度）放進 5 加侖水盆（教師展示用），並且標
識「微溫的淡水」。把溫水（攝氏 34 度）加進學生的水箱，加到約 5 吋深（幾
乎到滿水位）。

3. 準備剩下的展示用氣球： 別讓學生發現氣球內灌什麼。利用漏斗（或滴管）把
水站的水灌進去，如同學生的操作方式。確定每個氣球大小相同（寬度不要超
過 1 1/2 吋到 1 3/4 吋）。注意：綁緊氣球，確定裡頭沒有空氣：
＿冷水氣球：從冷水站裝冷水；把氣球放進冷水盤，讓氣球維持低溫；
＿熱水氣球：從熱水站裝熱水；把氣球放進熱水盤，讓氣球維持高溫；
＿鹽水氣球：以杯子裝室溫水（攝氏 22 度），裝到 1/3。加 1 滿匙的鹽，水
和鹽充分混合，灌進氣球。

4. 集中 4 個教師展示用氣球 本小節課程開始前，把冰氣球從冰庫取出，並且把
其他 3 個氣球（冷水、熱水和鹽水氣球），與教師用展示 5 加侖水盆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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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氣球的秘密

學生學習單

調查筆記本第 6 頁

第 1-5 節

利用分子卡介紹密度
1. 水與分子 提醒學生：所有物質，包括水與空氣，都由分子組成。

讓學生回想氣瓶與水瓶活動的分子模擬，並且問學生：「水分子
或空氣分子，哪個分子間的距離較遠？」（同樣的溫度下，空氣
分子間的距離，比水分子間的距離遠得多）

2. 介紹分子卡 告訴學生：每組都會發到一組「分子卡」（Molecule 
Cards）。這些卡片，表示水與空氣分子關在密封瓶子的狀態，如
同在水瓶／氣瓶的分子一樣。學生兩兩一組，分辨哪張卡片的狀
態屬於水分子、哪張屬於空氣。把成套卡片發給各組，提醒學生
要討論他們的推論。

3. 小組分享 過些時間，請學生拿出代表水分子的卡片，再拿出代表
空氣分子的卡片。舉牌的時候，提醒學生觀看其他人的卡片。

4. 向學生解釋：沒有標準答案 各組可能挑選不同的卡片，這時告訴
他們，選項有許多種。不管他們選擇哪兩張卡片，代表水分子的
那張，就是分子排列比空氣緊密的那張。

5. 播放投影片並介紹引導問題 播放新的引導
問題，讓學生大聲朗讀。

6. 介紹密度 告訴學生，「密度」就是測量物
質或溶液分子緊密的程度，例如水分子的
緊密程度。告訴學生：他們在小節的所有
後續活動，會學到更多水與空氣密度的課程。

7. 播放投影片；學生紀錄重要概念 播放重要
概念的投影片，讓學生大聲朗讀。接著請
學生翻開調查筆記本第 6 頁的重要概念，
請他們把概念抄錄在引導問題 3 下方的欄
位。收回分子卡，以備下次再用。

對於任何一種物質，例如水，如果
物質的分子靠的近，它的密度就會
更大，如果分子相較遠，密度就會
較低。

重要概念

引導提問：
什麼是密度？



海洋科學序列教材 
—G6-G8 進階海洋素養

第一單元56 57

教師注意事項

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每日書面反思
到目前為止，你從模擬以及活動，發現分子與熱能有什麼關係？ 
這個提示在調查筆記本第 24 頁，要學生思索觀察以及先前關於分
子與熱能的活動。這樣的思索，讓學生做好準備，進入本小節更深
入的密度主題。

科學註記
關於非分子組成的物質 有些物質，例如純金屬，是由單一、非鍵
結的原子而非分子構成，因此以分子來描述這樣的物質，並不夠精
確。在這個小節，若不要細究，也還可以接受；學生將在後續的學
習接觸原子與分子。

教學常規
分子卡 在本小節的所有教學過程，學生都會用到分子卡。分子卡
等於是視覺化的教具，讓學生可以討論密度。特定卡片來表示水分
子或空氣分子的推論，比選了哪張卡片來得重要。以下的訊息，不
需要在上課場合傳遞：最少分子的卡片，表示空氣分子；兩種分子
的卡片，表示水溶液，例如鹽水。其他 3 張卡片，表示水分子在不
同溫度的狀態。

教學方針
為什麼我們要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密度 在本單元，學生投入關於分
子距離的觀察與討論，學習密度的概念。這樣一來，等於鼓勵他們
測試自己的想法，並且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以及應用理解的機會，
讓他們學習這個通常都是困難的主題。如果學生的經驗夠多，教師
也可以介紹密度的方程式，但是我們還是建議教師，學生有更多經
驗浸淫在密度的課程後，再介紹方程式。

評量
快速理解篩檢：兩兩分組討論分子卡 學生兩兩討論分子卡、決定
卡片代表水分子或空氣分子之際，請教師聆聽他們的理由。學生應
該會提到兩個加熱的瓶子（水瓶／氣瓶），並應該提到同樣大小的
瓶子之內，水的物質（分子）應該多過於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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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氣球的秘密第 1-5 節

介紹漂浮氣球之謎
1. 介紹漂浮氣球的展示 告訴學生：以 4 種不同的水，將氣球灌滿，

再把氣球放進裝溫淡水的透明水箱，並且標識裝著的是淡水。提醒
學生：「淡水」是沒有含鹽分的水。告訴學生：待會把 4 個氣球
的狀態，以畫圖的方式紀錄在「神秘氣球展示」圖表上（圖 1-6）。

2. 把氣球放進水箱 把氣球放進水箱，一次一個，請學生細心觀察。
（別讓學生發現，教師從何處取來氣球，也別讓學生觸摸氣球，
免得露餡）氣球放進去 30 秒後，以素描的方式畫出氣球最後在水
箱的位置、讓標識出氣球的顏色，在圖表上紀錄結果。請學生仔
細畫出氣球的位置，有可能兩個氣球都在水箱表面，但是一個浮
出的高度稍微高些，這樣的差異都要反映在圖表上。

3. 再次審視氣球位置 讓學生持續觀看水箱片刻，觀察任何的變化。
（幾分鐘過後，冷水球會些微上浮）

4. 輪流發表 讓學生進行輪流發表，根據氣球的沉浮以及在水箱的相
對位置，與夥伴討論差異的原因。

5. 宣布下次的調查 告訴學生：老師不會公布到底氣球裡頭裝了什麼；
相反的，學生要進行同樣的觀察，然後蒐集證據。學生待會要作
出和老師同樣的結果。

調查秘密
1. 解釋程序 向學生解釋：4 個人一組，決定哪種液體裝進哪個氣球，

並且預測在溫淡水中沉浮的狀況。他們有這些選擇：(1) 冷水；(2)
熱水；(3) 室溫的淡水。如果學生預測加鹽與教師展示有關，他們
也可能把鹽加入任何一個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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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教學方針
理解密度的期待 這是本單元第一次正式用到「密度」這個名詞，根
據學生的經驗，這可能也是學生第一次聽到概念的科學解釋。不過
在此請老師安心，在這個階段不一定非得讓學生完全理解密度。在
本單元後續課程，學生會調查密度的不同面向。學生將理解分子運
動以及在不同密度下分子間的緊密程度。最後，學生會接觸密度讓
大氣以及海流運動的介紹。

教學建議
不要透露氣球的內容物 不要告訴學生展示氣球的內容物，直到下
個小節，這點很重要。也要小心，避免讓學生發現教師從何處取來
氣球，也不要讓學生觸摸氣球。教師保守秘密，等於是鼓勵學生用
自己的實驗證據，了解神秘氣球的內容物。

有些教師這樣做：個別學生完成圖表 教師也可以讓個別學生完成
自己的圖表，也就是每個學生都有一張氣球調查資料學習單（收錄
於影印包），而不是小組完成調查。

（圖 1-6）學生比較圖表與結果的差異

漂浮氣球的秘密

紅色

黃色

藍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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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

學生學習單

第 1-5 節

2. 學生一次測試一種物質 學生把溶液灌滿氣球並且把氣球放進水箱，
小組觀察 30 秒，並且紀錄氣球沉下或浮起，還是在液面或箱底中
間載浮載沉。接下來，小組再測試另外的液體。這個實驗的重點
是，要測試氣球內的物質是否符合預測，而不是單單嘗試而已。
如果氣球的行為和先前的展示氣球相同，證據可能透露出水箱中
氣球的內容物。

3. 指定水站 向學生說明：冷水、熱水與室溫水的水站位置，並且告
訴他們：如果想試試鹽水，可以用一匙鹽加入 1/3 杯的水，再把鹽
水灌入氣球。請向學生強調：必須先混合鹽和水，再灌入氣球，
而不是把鹽直接加入氣球。

4. 展示小組器材 每組都有 1 張任務說明、1 個測試用水箱（裝了溫
淡水）、1 根湯匙、1 個漏斗、3 個氣球，還有 1 杯鹽。請注意：
別讓學生把雜質混入水箱中的水。

5. 播放投影片；發下學生資料圖表與說明單 
播放第一個氣球調查說明投影片，並且發
下 1 張氣球調查資料學習單以及氣球調查
說明給每組。教師解釋投影片之際，運用
例子說明小組如何完成學習單：

•如果小組決定在氣球內灌冷水，就要在「物質」這個欄位填寫「冷
水」

•接下來，在旁邊的「預測」欄位，寫下「漂浮」、「下沉」或「載
浮載沉」，還要寫下推論來支持預測

6. 播放投影片；示範灌氣球的程序 向學生示
範，如何使用盤子上的紙杯，從水站取得
液體。學生取完水後，回到自己桌邊灌氣
球。教師示範：如何利用杯子和漏斗灌水，
下方的盤子則接住漏出的水。請向學生解
釋：氣球內不可以有氣體，因為有了氣體，
灌了哪種液體都會讓氣球浮起來。學生把液體灌到氣球頂端，然
後擠掉一點水，確保氣球內部沒有氣體，然後綁起氣球。請向學
生解釋：氣球內一定要「沒有」氣體，這點非常重要。提醒學生：
他們一次只能測試一個氣球、灌一種溶液。

氣球調查指導：1

氣球調查指導：2

1. 從氣球 #1	開始，選擇一種物質灌入氣球
中：（1）熱水；（2）冷水；（3）室溫水，
另種選擇是在三種水中的任何一種物質中
加鹽。

2. 在數據表上紀錄你的物質和小組的預測，
當你將裝滿水的氣球放入測試箱中時，它
會有什麼反應？是沉入水底、浮在水面
上，還是借於兩者之間？

3.	使用小組的杯子從貼有標籤的容器中，取
出所選擇的水，並將紙杯跟水帶回小組。

4. 如果要在氣球中加入有鹽的物質，請事
先在杯中將一勺的鹽攪拌好，再灌入汽球
內。

5. 接著請在托盤上作業，利用漏斗將水灌
入汽球內，要灌滿氣球需要讓水溢出氣球
口，並且為確保沒有空氣殘留，縮緊氣球
口時需要再擠出一些水，然後綁好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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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英文學習者
提升母語的運用 鼓勵英文學習者運用母語，有助於學生接受科學
內容並且在課堂上更自在。對於需要討論、複雜解釋以及推理的活
動，特別是這個活動，運用母語尤其重要。可能的話，指定同樣母
語的學生待在同一組，並且鼓勵他們以母語討論，共同解開氣球之
謎。

科學註記
關於神秘氣球的結果：別向學生透露訊息	冰氣球在水面高高浮起，
室溫鹽水氣球沉到底部，熱水氣球浮在表面（比冰氣球略低），而
冷水氣球一開始下沉、待會增溫後上浮。冰氣球以及熱水氣球以水
平方向浮，而冷水氣球以垂直方向浮，直到溫度上升才停止。學生
仔細調查之際，教師或許想仔細瞧瞧水箱，當冷水氣球開始上浮、
從垂直變到水平，請學生過來觀看。

科學預測的重要 科學家通常在觀察模型、在研究室或自然界進行
觀察之前，會先預測。不過，他們也曉得從觀察當中，將得到更多
證據，可能發現先前的預測是錯誤的。預測的目的，並非要猜對正
確答案，而是要澄清想法：怎樣的方式可行？科學家藉著預測讓思
路變得清晰。如果觀察結果與預測符合，可能表示證據是支持先前
想法的；如果觀察結果與預測牴觸，表示可能要修正先前的想法。

簡化變因 在科學的領域，一次測試一項事情（變因），表示彰顯
這項變因對實驗結果的效應，讓你更加篤定這項變因造成了這個結
果。在實驗過程，如果只改變一個變因，這表示任何引發的效應，
都與該變因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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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播放投影片；在兩個地點描述紀錄結果 小
組在測試水箱測試過氣球，並且觀察 30
秒後，就可以在「結果」欄位依照實際狀
況記錄，並且針對況狀解釋。小組也要在
資料學習單的測試水槽圖，另外畫出氣球
位置。請提醒學生：看到實驗實際狀況後，
不要更改起先的預測內容。不過，如果氣球的起始位置改變了，
可以在圖畫上添加箭頭。

8. 介紹氣球調查結果圖表 教師展示張貼的圖表（圖 1-7），並且告訴
學生：完成氣球調查後，希望每組派出１人，在班級共同的圖表
記錄各組結果。如何利用便利貼紀錄水的類型，教師也需要向學
生描述。學生紀錄完後，把便利貼公布在班級圖表，展現氣球是
否下沉、上浮，或者載浮載沉。在測試水箱觀察氣球３０秒後，
鼓勵學生把便利貼放在圖表，以呈現氣球的相對位置。如果氣球
在調查過程改變位置，也可以記錄於圖表。

9. 小組開始調查 教師問學生，是否還有問題。教師也提醒讓學生注
意：實驗的過程不須趕時間，因為待會每個人都必須分享結果，
就算只完成一個氣球測試都無妨。教師告訴學生：待會有１２－
１５分鐘可以操作，說完就讓學生開始動作。

10. 教師四處遊走 教師在教室內四處移動，鼓勵小組討論預測，並且
在資料學習單紀錄推理的內容。教師也要提醒學生，在班級圖表
紀錄結果。給學生５分鐘時間收拾用具，並且最後１分鐘時發出
警告提醒。如果學生尚未在大張班級圖表紀錄結果，也請提醒他
們。

11. 終止活動 本小節結束前５分鐘，或者每組至少完成並記錄一個氣
球測試，讓活動結束。請各組派１人移動水箱與分盆的教具，移
動到沒有學生的區域；令每組保存各自的數據學習單。

氣球調查指導：3
6. 將氣球放入測試罐中，30 秒後記錄氣球靜止

的位置，並將其繪製在數據表的示意圖上。	
寫下你認為氣球以這種方式做出反應的原因。	
如果氣球的位置在您進行調查時發生變化，請
用箭頭標示。	別忘了將氣球編號也寫上。

7. 將氣球中的物質寫在便利貼紙上，也將氣球在
水缸中 30 秒靜止的位置紀錄在便利紙上，最
後將氣球調查的結果貼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
及討論。

8. 重複 1 到 7 的步驟完成所有的物質氣球調查，
或是直到該清理環境的時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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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室溫的鹽水

（圖 1-7）氣球測試完成後，每組派出一人，把便利貼黏貼在氣球對應的位置，
再把圖表張貼在教室內。這將是分享班級結果過程中，非常有力的視覺工具。

氣球調查結果

熱的
淡水

熱的
淡水

冷的
淡水

冷的
鹽水

室溫的
淡水

室溫的
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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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選擇利用）

第 1-5 節

討論小組結果以及神秘氣球
1. 再次檢視大型水盆與氣球 請學生再次檢驗展示用水箱以及氣球，

檢查是否還有進一步改變。讓自願者描述任何改變，並且紀錄在
「神秘漂浮氣球展示學習單」，並以箭頭表示氣球的運動。（原
本下沉後以垂直方式上升的冷氣球，在表面以水平方式運動，這
是因為冷水氣球的水增溫到室溫；熱水氣球稍稍下沉，這是因為
裡頭的水降溫到水箱的溫度；冰氣球的溫度也增加了，因此稍稍
下沉，這是因為冰融解了、氣球內容物變得較為緊密）

2. 討論證據來源 告訴學生：現在設法解釋神秘氣球的內容物。請這
樣告訴學生：「你有一些證據來源，請用證據說明氣球的內容物
是什麼？可以用觀察得到的資料：氣球的沉浮，或者載浮載沉；
也可以用上密度、分子以及溫度等學到的知識。請應用與組員得
到的氣球觀察。」

3. 小組討論神秘氣球 告訴學生：要解開老師展示的神秘氣球之謎，
解釋內容物是什麼。給小組 1-2 分鐘的討論時間。（如果時間許可，
教師可能會讓小組挑選氣球，並讓他們寫完選擇性完成的學習單）

4. 班級討論神秘氣球 請一位志願者分享展示氣球的內容物，還有支
持想法的證據。教師鼓勵學生針對同儕的立論給予回應，學生可
以提問、同意並提供其他證據，或者不同意並解釋原因。如果時
間許可，回應的數量愈多愈好。告訴學生：下一小節，他們就會
知道內容物是什麼，也會了解分子的密度與氣球的沉浮有怎樣的
關聯。

5. 蒐集資料學習單 蒐集每組的氣球調查資料學習單，以備下個小節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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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科學語言
科學字彙
吸收
大氣
氣候
凝結／凝結作用
海流
密度
蒸發／蒸發作用
證據
熱能
熱能儲存庫
物質
模型
分子
降水
水循環
水蒸氣

科學論證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為什這樣想？
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同意嗎？為什麼？
你不同意嗎？為什麼？
我們有多大的把握？
要怎麼辦，我們才能更有把握？

科學註記
關於水的獨特性質 水是一種特別的物質，固態（冰）的時候，密
度反而變小。這是因為水分子間的氫與氧原子的排列方式，形成
固態時會讓彼此無法緊靠。水變成固態的過程，分子形成的晶格
（lattice）構造，比原先的液態構造較為鬆散。

提供更多經驗
強化：畫圖呈現重要概念 讓學生在本小節的開始，呈現重要概念。
學生應該以標示或文字，解釋畫作內容。

強化：替神秘氣球寫作 可能的話，請每個學生寫下解釋，告訴大
家一個神秘氣球的內容物，並且呈現支持想法的證據。給每個學生
影印一張解決漂浮氣球之謎的學習單（收錄於影印包），讓學生在
課堂上完成，並請他們與組員討論證據。這樣的過程很有助益，也
可以把學習單當作回家功課。

延伸：反思小節的提示
•氣球在水中的沉浮，與密度有什麼關係？
•畫一張圖，並以文字預測，氣球的內容物在室溫的水裡，會下沉

還是浮起──冷鹽水；室溫鹽水；冷水；熱鹽水
•畫一張圖，比較以下內容物的分子會怎樣分布──冷鹽水；室溫

鹽水；冷水；熱鹽水（這個提示，非常適用於進度超前的學生）

（ 圖 1-8） 水 分 子 的 行
為，跟你的想法恰好相
反。水分子在液態時（左
邊），排列比在固態時
緊密。因為冰的水分子
彼此距離較遠（右邊），
因此密度反而比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