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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堂課就從閱讀一段短文開始~

「…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淨水裝置。為了能夠說明水中確實含有一些雜
質，銷售人員還在現場以礦泉水、純淨水以及自來水為實驗物件用水
電解器來做電解水的實驗。只見銷售人員打開開關幾秒鐘，水中便出
現了黃褐色的絮狀物質，還有的出現綠色絮狀物質。這時他們解釋說，
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質,並開始推銷自己的產品。但事實的真相果
真如此嗎? 」

短文問題：
看完這段敘述，請寫下小組討論後的想法？實驗真或假？
如果要破解業者促銷伎倆，有哪些方向可以設計？

參考資料：http://dws.epa.gov.tw/inform/infor03.htm



• 水的種類(RO、自來水)

• 電解質(無添加、有NaCl)

延伸變化：NaCl 的量與其他電解質NaOH

• 電極材料(碳棒、迴紋針、鋁箔)

延伸變化：正負極不同電極與其他電極



設計理念

•電解(電流化學效應)=電子得失(廣義氧化還原)+記憶結果？

•電解是一種操作能力，針對電解水(H2O)，跳脫記憶或操
作證實H與O的比例為2比1。

•本課程設計重點：

1. 讓學生透過「水」進行電解實驗，破解商人促銷伎倆。

2. 小組合作討論操作，並學習「如何進行探究」！



課程名稱
電流的化學效應

~電解水的現象與生活應用
配合單元 國三下 電流的化學效應

科學概念 電解、電解質、電極 適用對象
常態分班國中三年級
國一國二也適用

先備知識 酸與鹼電解質 教學時間 90分鐘

地點 普通教室 人數 35人 實施時間 105年3月

教學方式 分組合作學習、探究教學、POE 分組方式 分7組，每組5人

課程規劃
第一節：電解水真的可以透過一些方法使其產生黃渣。
第二節：商人電解水實驗產生黃渣的原因、綜合整理與比較。





•閱讀短文後的討論：

天馬行空、發散



第一堂課 ¼
探究實驗一：RO水的秘密與導電的關係

• 學生先預測通電後的結果。

• 實際進行實驗，通電時間不超
過1分鐘。

• 觀察記錄兩極與溶液變化。

• 討論問題與思考。

• 以蒸餾水清洗電極及器材。

正極：碳棒(C)，負極：碳棒(C)，電解溶液：RO逆滲透水



• RO水能否會讓電極上產生化學變化？

•

•如何讓RO水發生反應，或是讓反應更激烈呢？

•

**

學習單一次發送一張，可控制實驗與討論 時間，
也避免讓學生事先知道要做什麼。



第一堂課 2/4
探究實驗二：電解質與電解的關係

正極：碳棒(C)，負極：碳棒(C)，電解溶液：RO逆滲透水，加少許食鹽

•根據實驗結果，能否導電
的關鍵在哪裡？

•實驗有出現黃褐色浮渣嗎？
能否破解商人實驗？



第一堂課 ¾
探究實驗三：是誰造成黃渣？part1

•進行探究實驗四：是誰造成黃渣？part2
預測改變電極的結果是否會產生黃渣
實際進行實驗，通電時間不超過1分鐘。
觀察兩極與溶液的變化，並詳細記錄在學習單上。

討論探究四問題。以蒸餾水清洗電極及器材。
教師巡視，觀察引導學生實驗或討論，發現特別的討論結果可以請學生發表

正極：碳棒(C)，負極：碳棒(C) 電解溶液：自來水
(若沒有反應，添加少許食鹽或氫氧化鈉。)

•用自來水了喔~

有黃色浮渣出現嗎？

為什麼會這樣？

•如何再修正這個實驗？



有黃色浮渣出現嗎？為什麼會這樣？

黃色浮渣呢？
真的有黃色渣渣嗎？
文章在騙我們嗎？



•如何再修正這個實驗？



常常問學生~

•真的是這樣嗎？

•光這樣就夠了嗎？

•還可以怎麼做？



第一堂課 4/4
探究實驗四：是誰造成黃渣？part2

正極：鐵棒(迴紋針)，負極：鐵棒(迴紋針)

電解溶液：自來水(若沒有反應，添加少許食鹽或氫氧化鈉。)

• 此實驗開始會有黃綠渣出現，
隨著加入不同量的NaCl，產
生浮渣顏色略有不同。

• 結束在剛好製造出變色，學
生對此很興奮，延續此議題
的興致至下一堂課程。



•改變電極的結果是否會產生黃渣？為什麼會這樣？跟之前碳棒實
驗比較。



小組討論後覺得如何？這樣就解決問題了嗎？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堂課 認清促銷伎倆─電解棒的真象



•延續學生發現新事物的新奇感，引導學生想想看可能原因？
如果說要確定這是誰的問題還可以怎麼做？

能破解商人的伎倆是很大的成就感



第二堂課 1/2
探究實驗五：別種電極也有黃渣嗎？

正極：鋁箔，負極：鋁箔，自來水。
(若沒有反應，添加少許食鹽或氫氧化鈉。) 

• 比較碳棒、鐵、鋁箔的差異，
你們發現什麼？



•根據上面的實驗結果，你們能夠破解或踢爆商人的實驗嗎？

電極棒會影響自來水出現黃渣，
破解實驗還少了什麼呢？



第二堂課 2/2
探究六 RO水也會產生黃色浮渣嗎？

正極：鐵，負極：鐵，RO逆滲透水，
並添加少許食鹽或氫氧化鈉。



•根據上面幾個的實驗，小組討論為何以商人用電解棒電解自來水
後會產生黃褐色浮渣，但用它來電解RO逆滲透處理後的水卻不會
產生浮渣嗎？

關鍵：鐵棒、電解質
出現黃渣不能代表水質好壞。



•不夠開放嗎？

•帶這類課程，老師要能掌控，並在適當時機允許學生嘗試。但不
是亂試。學生用錢幣當電極或交換電極，同意。

•材料簡便，要回家做也不難，想電解啥？回家再做。



綜合比較



隱藏的第三節課…

[電化學] 電解水探究教案分享(下)驗證與破解、補充影片、教學心得@zfangの科學小玩意

http://n.sfs.tw/12216


總結：

1. 本課程實際執行三個班，觀察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的討論與反應。

2. 讓學生透過「水」進行電解實驗，並藉由合作討論來學習「如
何進行探究」！雖然不是以課本知識為主的探究式教學，但課
程結束之後仍能與正規課本結合。

3. 透過本活動學習到的並非是純知識，而是推理討論與實驗探究。
操作觀察、討論推理、實驗驗證。



4. 學生事先討論後才拿到學習單，實作後又接觸到新問題，再討論，直
到最後自己獲得結果。

雖然實驗結果都在老師的預料之中，但學生自己會認為是他們想出來的，
甚至會覺得自己很厲害，想到老師想教的東西。



探究，不是只有操作實驗才是探究，

我們希望學生能在操作與思考之間，合作學習與激盪。

不只是做，還要想，

想後再做，再想再做！



看似為學生設計的探究課程，

其實也是老師探討自身教學設計可行性

與驗收學生反應的探究實驗。

學生觀察實驗，
老師觀察學生，
同時也觀察自己。



第二部分科學活動與探究課程(設計範例)

一元硬幣電池coin Battery ~ 伏打電池課程執行與規劃@zfangの科學小玩意

http://n.sfs.tw/1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