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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裡的科學：煮膨糖」──國小資優班

科學實驗課程之設計 

黃馨誼 
彰化縣泰和國民小學教師 

 

壹、前言： 

大多數孩子都有「好奇」與「好問」

的特質，在資優生的身上尤其明顯，他們

願意投入時間，探究事實背後的原因，而

根據學者的歸納分析，發現上述的特質也

正是科學家的特點(Gallagher, 2009)，因此

教師應引導資優生像專家一般的學習與思

考，避免直接告知結論。 
近年來，因為學校自然課程不重視實

驗，坊間「資優科學課程」、「科學實驗教

室」、「科學營隊」等等應運而生。包羅萬

象的科學實驗課程設計得非常有趣，也能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然而，主題豐富卻

側重在動手做科學這一部分，似乎未能引

導學生深入探索，較為可惜。資優教育重

視學生獨立研究，鼓勵資優生成為知識生

產者，但資優教師不能混淆資質與技能，

認為孩子不用引導，單靠聰明才智就能獨

立進行研究(Brown, 2008)，如此不但澆熄

孩子的學習興趣，也導致教師的教學窒礙

難行。資優教師仍應用心設計區別課程，

在實驗之外並透過問題與策略引導學生思

考與探究。下文就筆者在資優班進行科學

課程所依據的理念元素、以及設計的流程

與內容，進行實例分享。 

貳、資優生科學課程教學的

重要元素 

科學課程教學，有趣與有效同樣重要，

對資優生而言，還要重視深入的探索。資

優生的科學課程教學包含以下元素： 

一、了解科學概念，建立知識基礎 

在資優教育著名的課程模式中，由

Renzulli 提出的三合充實模式，透過一般

探索活動的安排，即強調要讓學生接觸廣

泛的主題以作為後續真實問題研究的基礎

(毛連塭，2001)。因為資優生是一塊能不

斷吸收知識的海綿，然而目前網路資源取

得容易且迅速，年幼的資優生往往因為學

習沒有系統而導致知識基礎薄弱或變成一

知半解。因此教師要設計系統化的課程內

容，並在教學過程中隨時注意學生的概念

是否正確，俾能以此為基礎發展更深入的

知識探究，以進行獨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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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手」學習科學，深入探索原

理 

任何學習都不能單靠背誦，科學更要

避免只側重知識灌輸，教師應該引導學生

透過動手操作的探究學習，以了解科學原

理原則與因果關係(賴翠媛，2000)。動手

做強調學生利用觀察、提問、假設、驗證、

提出結論等科學過程技能，對問題主動提

出自己的觀點，再步驟化設計實驗以驗證

自己的想法。唯在進行實驗前，教師仍必

須斟酌學生能力與課程難易度，適時展示

實驗步驟，並提醒注意事項與提示欲觀察

的科學現象，如此較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以及維持其注意力，也較能避免危險(鐘
建坪，2009)。 

三、統整科學學習，進行科際整合 

知識如此多元而豐富，沒有任何人能

成為全才，任何科學新知的面世與傳播，

少不了語文、資訊、法律等專業的合作；

科學研究的方向，更經常受到政治社會的

影響。因此，在科學課程中資優學生也要

關注一些與科學有關的社會議題以及從事

科學研究所需之倫理學(VanTassel-Baska, 
2003) 

四、發掘學習興趣，探究真實問題 

科學的學習目標在應用，知識的活用

是促成世界進步的動力。Betts 的自主學習

者模式、Renzulli 的三合充實模式、問題

本位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簡稱

PBL) 都非常強調研究「真實世界」

(real-world)的問題。資優教師要隨時關注

社會脈動，將最新的訊息引入教學中，鼓

勵資優生觀時事動態，以此發展有建設性

的研究主題。 

參、資優班科學實驗課程之

設計 

本文所介紹之課程依據上述元素為基

礎來進行設計。以下是分項說明本課程設

計理念、架構與重要內容。 

一、設計理念 

(一)培養學生成為知識專家：科學對

人類生活有極重大的意義，科學

讓生活更為便利，許多科學的產

物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例如電

腦、智慧型手機、各類交通工具

等皆屬之。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接

受科學教育，目的在於讓他們學

習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並將之

應用於解釋或解決日常生活所見

的問題，以及培養對自然與人文

環境的關懷。本教學活動透過動

手做實驗、觀察、測量、推理等

科學方法，及教師口述澄清，期

望學生從中能建構豐富科學知識

與正確科學態度。 
(二)鼓勵學生成為行動專家：此行動

關注兩個層面。從生活的角度來

看，許多的孩子因家長的過度保

護，許多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

裁剪東西、洗器具、拖地、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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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裡的科學

——煮膨糖

膨糖動手做

※甜在心的不同面貌

※膨糖DIY

用心動腦話科學

※內行人看門道

※用心看動腦想

小蘇打粉的奧妙

※科學新聞報導

廚房科學計畫

廚房科學計畫

※我的新發現

※我的科學計畫

※實驗中勿打擾

等等，都很生疏，從小沒有培養

「動手」來探索，如何進行深度

探討？從研究角度來看，學校因

為教學時數不足，大多忽略實驗

操作，科學如果只是口頭的陳述

與背誦，學生背了也很快忘記，

無法引發他們對現象的觀察與興

趣。所以本活動即希望透過實驗、

觀察與討論，鼓勵學生主動發現

問題，並獨立進行研究探索。 
(三)引導學生成為思考專家：笛卡爾

有一名言「我思故我在」，亦即採

用「懷疑的方法」，以求證「知識」

的來源是否可靠。科學學習的過

程中，我們要肯定學生對現象的

好奇，引導他們分析與思考。因

此本活動過程中會提出一些問題，

讓學生思考後嘗試推論原因，再

透過蒐集資料或實驗來印證。 

二、課程架構 

(一)活動主題：本教學活動主題為「廚

房裡的科學——煮膨糖」，分為四

大部分：「膨糖動手做」、「用心動

腦話科學」、「小蘇打粉的奧妙」，

以及「廚房科學計畫」。 
(二)學習領域：本教學活動所涉及之

主要學習領域為「自然與生活科

技」，並結合「語文」、「資訊」、「數

學」領域中的概念，以引導資優

學生透過自然實驗，統整學習知

識與經驗。 
(三)適用對象：本教學活動主要設定

為國小中年級資優班學生，但也

能作為高年段或國中階段學習分

子式的引起動機活動。 
(四)教學時間：學習主題分為 5 週進

行，其中「膨糖動手做」2 節、「用

心動腦話科學」2 節、「小蘇打粉

的奧妙」2 節，以及「廚房科學

計畫」4 節，共 10 節。時間的安

排是根據筆者實際進行教學的經

驗，教學者應視學生學習情形進

行調整。 
 

 
 
 
 
 
 
 
 
 
圖 1.「廚房裡的科學——煮膨糖」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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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目標 

(一)能按照正確步驟成功製作膨糖。 
(二)能觀察紀錄實驗過程中產生的現

象。 
(三)能延伸知識，透過蒐集整理資料，

進行清晰的口頭報告。 
(四)能分析影響膨糖製作的原因，並

設計實驗來檢驗。 

四、對應分段能力指標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

果未必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

結果的原因。 
1-2-3-3 能在試驗時控制變因，做定性

的觀察。 
1-2-4-1 由實驗的資料中整理出規則，

提出結果。 
1-2-4-2 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

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

料及登錄資料)。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

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1-2-5-3 能由電話、報紙、圖書、網路

與媒體獲得資訊。 
(二)國語文 
2-2-2-3 能發展仔細聆聽與歸納要點

的能力。 
3-2-3-5 說話用詞正確，語意清晰，內

容具體，主題明確。 
5-2-14-3 能從閱讀的材料中，培養分

析歸納的能力。 
(三)數學 
N-2-18 能做容量的實測，認識容量常

用單位，並能做容量之比較與

計算。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然

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四)資訊 
3-3-2 能利用簡報軟體編輯並播放簡

報。 
4-3-1 能應用網路的資訊解決問題。 

五、教學設計 

 

單元名稱 膨糖動手做 教學時間 2 節，共 80 分鐘 

教材來源 台中教育大學 科學遊戲實驗室 教學對象 中年級資優學生 

單元目標 
1-1 能認識糖的種類。 
1-2 能獨立操作製作膨糖的正確流程。 
1-3 能注意實驗秩序與安全。 

教學資源 1.教師自編講義與教學簡報。 
2.煮膨糖短片：府城天后宮~達人煮超大膨糖(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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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 
1.講義、學習單與教學簡報。 
2.實驗材料：各種糖、粗木棒、小蘇打粉、卡式爐、咖啡攪拌匙。 
◎學生準備： 
1.盛湯用的大湯勺。 
2.便當盒或盛裝容器。 

區分設計 
◎A 組：能成功製作出膨糖的學生，鼓勵其研究如何製作膨脹更大的膨糖。 
◎B 組：製作時不容易成功的學生，引導其檢討失敗的原因，找出成功製作 
        的訣竅。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1-1 
 
 
 
 
 
 
 
 
 
 
 
 
 
 
 
 
 
 
 
 
 
 

壹、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 youtube 短片：府城天后宮~達
人煮超大膨糖。並提出問題與學生討論： 
1.整個過程中，湯勺中的物體產生什麼樣的

變化？ 
2.產生此變化的原因在於什麼？ 
 
 
貳、發展活動 
一、甜在心的不同面貌 
1.教師準備各種不同的糖：砂糖、冰糖、黑

糖、果糖等，並利用 ppt 介製糖原料與糖

的種類。講解中讓學生觀察各種糖的外

觀、聞糖的氣味，並嘗一嘗。 
2.介紹製作膨糖主要的使用的兩種糖：紅砂

糖、黑糖 
 
二、膨糖 DIY 
1.教師說明製作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 
  (A)卡式爐的使用 
  (B)桌面鋪上報紙，材料整齊擺放在方便取

     得之處。 
  (C)製作後場地恢復與器材整理 
2.教師示範膨糖的做法： 
  (A)在湯勺中加入 1 匙紅砂糖與 1/5 匙黑 
     糖。 
  (B)倒入少許的水，讓糖稍微浸濕即可。 
  (C)將湯勺放在卡式爐上煮，一邊輕輕攪 
     拌，煮到沸騰且用木棒勾起會「牽絲」。

 
5’ 
 
 
 
 
 
 
 
10’ 
 
 
 
 
 
 
 
 
5’ 
 
 
 
 
5’ 
 
 
 
 
 
 
 
 

 
單槍 
電腦 
 
 
 
 
 
 
各種類糖 
教學 ppt 
 
 
 
 
 
 
卡式爐 
紅砂糖 
黑糖 
粗木棒 
咖啡攪拌

棒 

 
 
 
能說出液體轉

為固體，且膨

脹。 
觀察到要加入

白色粉末並快

速攪拌 
 
學生能簡述對

於糖的觀察心

得 
 
 
 
 
 
 
 
 
學生能自行安

裝瓦斯罐並打

開爐火 
 
學生必須專心

觀 察 教 師 示

範，如有問題可

以隨時舉手提

問，但不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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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D)將湯勺移出火外，加入一小匙小蘇打

     粉，開始迅速攪拌，感覺液體開始變得

堅硬後停止。 
  (E)移出木棒，觀察膨糖是否成功膨脹。 
  (F)膨糖製作完成後會黏在湯勺，要利用小

     火烤一下，才能倒出來。 
3.學生開始製作 
  (A)學生一開始在老師引導下製作。 
  (B)能獨立成功製作的學生鼓勵其找出兩 
     種糖的比例，以製作出更大更漂亮的

膨糖；製作失敗者引導分析失敗原因。

   
 
參、綜合活動 
  1.分享：請學生分享成功製作的心得與方

法；分析可能失敗的原因。 
  2.場地恢復與器材整理 
 
-------第一~二節結束------- 
 

 
 
 
40’ 
 
 
 
 
 
 
 
15’ 

先開始做 
 
 
 
 
 
 
 
學生要注意用

火安全； 
A 組：成功製作

並找出製作大

膨糖的比例 
B 組：分析製作

失敗的原因 
 
學生能主動發

表 
 
能分工合作有

效率的整理 
 
 

單元名稱 用心動腦話科學 教學時間 2 節，共 8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對象 中年級資優學生 

單元目標 

2-1 能利用感官進行觀察，並以具體的文字敘述。 
2-2 能投入同儕討論中，發表並聆聽彼此意見。 
2-3 能了解小蘇打粉遇熱會釋放二氧化碳。 
2-4 能分析並記錄影響膨糖製作的相關因素。 

教學資源 1.教師自編學習單。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 
1.學習單。 
2.實驗器材：紅砂糖、黑糖、粗木棒、小蘇打粉、卡式爐、咖啡攪拌匙。 
◎學生準備： 
1.盛湯用的大湯勺。 
2.便當盒或盛裝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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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設計 A 組：蒐集資料並設計實驗來檢驗製作膨糖過程中產生的氣體是二氧化碳。 
B 組：蒐集資料以了解製作膨糖過程中產生的氣體。 

單 元 目

標 教學活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2-1 
2-2 
 
 
 
 
 
 
 
 
 
 
 
2-2 
2-3 
2-4 

壹、引起動機 
    請學生回想上回製作膨糖的過程，從準

備材料、操作卡式爐開始，在教師監督下，

讓學生獨立操作一次。 
 
 
 
貳、發展活動 
 一、內行人看門道 
    發下學習單 A，請學生小組討論下列問

題並記錄： 
1.當我們將小蘇打粉加入糖漿一起攪拌時，隨

著黏度增加，移出竹筷，這時有什麼現象發

生？ 
2.觀察一下製作完成的膨糖的外觀，有什麼特

殊的地方？ 
3.觀察製作成功的膨糖內部，你發現什麼？為

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討論之後請各組發表他們的討論結果。

 
 
 二、用心看動腦想 
    發下學習單 B，讓學生嘗試解釋觀察到的

現象，並找出方法來檢驗： 
1.為什麼膨糖煮好冷卻後需要再溫熱才能將

它取出？ 
2.膨糖會膨脹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你如何證

明？ 
3.煮膨糖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響？ 
    請 A 組學生分享第二題他們的驗證方

式，教師澄清相關概念。 
 
 
 
 

 
10’
 
 
 
 
 
 
20’
 
 
 
 
 
 
 
 
 
 
 
 
40’
 
 
 
 
 
 
 
 
 
 
 
 
 
 
 
10’

 
紅砂糖、 
黑糖、 
粗木棒、 
小 蘇 打

粉 、 卡 式

爐、 
咖 啡 攪 拌

匙 
 
學習單 A 
 
 
 
 
 
 
 
 
 
 
 
 
學習單 B 
 
 
 
 
 
 
 
 
 
 
 
 
 
 

 
學生須能獨立

完成整個製作

膨糖的流程 
 
 
 
投入討論，完

成學習單 A 的

撰寫 
能觀察到膨脹

現象 
 
堅 硬 、 會 裂

開、內部有小

孔洞；推測內

部小孔洞是氣

體造成 
 
 
 
 
 
 
1.糖遇熱軟化

就不會黏在湯

勺。 
2.A 組：在資料

蒐集後設計小

實驗來驗證；B
組：針對第二

問題上網蒐集

資料回答。 
3.糖種類、攪拌

次數、溫度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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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活動 
    請學生課後利用訪問、網路、書籍或報

章雜誌等方式，蒐集小蘇打粉的相關資料，

並製作 PPT 於下週上台報告。引導學生思考

PPT 應包含的項目： 
1.封面。 
2.小蘇打粉是什麼？它有哪些不同的名稱？

酸或鹼？有什麼特性？ 
3.蒐集到的小蘇打粉妙用分享。 
4.針對其中有興趣的其中一種妙招，實際進行

試驗並照相或短片。 
5.其他。 
 
-------第三~四節結束------- 
 

 
學習單 B 

 
學生能在引導

下發展報告大

綱 

 
單元名稱 小蘇打粉的奧妙 教學時間 2 節，共 8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對象 中年級資優學生 

單元目標 

3-1 能製作完整的小蘇打粉介紹 PPT 簡報。 
3-2 能具體而清晰的進行口頭報告。 
3-3 能專心聆聽其他同學的報告。 
3-4 能記錄同學報告的重點，並適時提問。 

教學資源 日常清潔小訣竅短片：廢物變成寶...食衣住行都能省！(youtube) 

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 
1.單槍投影機 
2.電腦 
3.短片 

◎學生準備： 
1.PPT 簡報 
2.筆記本 

區分設計 A 組：除完整清晰的口頭報告，能實際進行演示。 
B 組：完整進行口頭報告。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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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壹、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短片「廢物變成寶...食衣住行都

能省！」，並與學生討論： 
   1.小蘇打粉除了清潔，是否還有其他用途？

   2.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廢物利用的例子，你

     知道哪些？ 
 
貳、發展活動 
 一、科學新聞報導 
   1.請學生個別依序上台報告，每人 5~10 分

鐘。 
   2.台下的學生要記錄報告者重點，並在科學

     新聞報導評量單中針對其報告內容或台

風等給予評鑑與建議。 
   3.每一位學生報告後，允許台下學生提問

 
 
參、綜合活動 
   教師總結與評價： 
   1.與學生一同評出發表最佳者，給予獎勵。

   2.提出學生口頭報告時應改進的事項。 
   3.提示下週需帶學習單 B。 
 
-------第五~六節結束------- 

 
8’ 
 
 
 
 
 
 
60’ 
 
 
 
 
 
 
 
 
12’ 

 
單 槍 投 影

機 
電腦 
 
 
 
 
 
單 槍 投 影

機 
電腦 
評量單 C 
筆記本 
 
 
 
 
 
評量單 C 

 
學生能分享

經驗 
 
 
 
 
 
完成評量單

C，並提出量

好建議 
A 組：除完整

清晰的口頭

報告，能實際

進行演示。 
B 組：完整進

行口頭報告。 
 

 
單元名稱 廚房科學計畫 教學時間 4 節，共 16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對象 中年級資優學生 

單元目標 

4-1 能完成研究計畫撰寫。 
4-2 能以個人或小組合作的方式設計具體研究步驟。 
4-3 能以個人或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實驗操作。 
4-4 能記錄研究結果。 
4-5 能根據研究結果發展結論。 

教學資源 1.教師自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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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 
1.學習單 D 
2.基本實驗器材：紅砂糖、黑糖、粗木棒、小蘇打粉、卡式爐、咖啡攪拌匙。 
◎學生準備： 
1.盛湯用的大湯勺。 
2.便當盒或盛裝容器。 
3.試驗過程中所需器材。 
4.筆記本 

區分設計 

A 組：研究方式採個人進行。 
B 組：研究方式採團體進行，最多不得超過 3 人，且實驗項目需較複雜(例如：

若研究糖種類的影響，就必須準備 5 種以上的糖)。 
A 組：實驗操作較有效率，可撥一部分時間製作 PPT，或在報告時直接呈現

製作成果。 
B 組：在老師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實驗與學習單 D，直接進行口頭報告。 

單元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4-1 
 
 
 
 
 
 
4-2 
 
 
 
 

壹、引起動機 
    請學生拿出學習單 B，回顧第 3 個問

題：「煮膨糖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哪些因

素的影響？」引導學生思考： 
   1.你覺得哪一個因素你最想了解？ 
   2.你如何假設此因素對煮膨糖的影響？

   3.如何設計具體實驗步驟來檢驗此因

素？ 
   4.需要哪些設備與材料？ 
   5.你如何記錄實驗過程與結果？ 
   6.實驗結果能解決你的問題，或回應你

     的假設嗎？ 
 
貳、發展活動 
  一、我的科學計畫 
   1.請學生針對其有興趣研究的因素，完

     成 1~3 題。 
   2.請每個學生大略報告一下自己的研究

     方向，並決定要個人操作還是小組合

     作，如要小組請向老師報告小組如何

     分工。 
 
參、綜合活動 

 
10’ 
 
 
 
 
 
 
 
 
 
 
 
 
 
15’ 
 
10’ 
 
 
 
5’ 
 
 
 
 

 
學習單 B
 
 
 
 
 
 
 
 
 
 
 
 
學習單 D 
 
 
 
 
 
 
 
 
 
 
 

 
此部分旨在與學

生討論，主要觀

察學生回答狀況

與其對實驗操作

的相關概念 
 
 
 
 
 
 
 
 
學生個人完成學

習單 D的 1~3題； 
依學生風格區分

個人或小組進行

研究 
 
 
 
 
 
 



 

67 

「廚房裡的科學：煮膨糖」—國小資優班科學實驗課程之設計 

 
 
 
 
 
 
 
4-3 
4-4 
4-5 

  1.教師批改學習單 D，指導學生修改不夠

具體或有問題的內容。 
2.請學生依照實驗設計準備所需材料。 
 
-------第七節結束------- 
(此部分時間經過彈性調整：為了讓學生個

別準備所需實驗材料，原本的兩節課可以調

整為一節，之後連續進行三節。若時間無法

調整，教師需在進行學習單 B 的時候，提

早和學生討論，並請他們準備材料。) 
 
二、實驗中勿打擾 
   1.請學生按照個人或小組，準備材料後

     開始進行實驗。 
   2.實驗後將結果記錄在學習單 D 上。 
   3.將結果進行歸納，統整出研究的發現。

 
 
-------第八~九節結束------- 
 
三、我的新發現 
   1.討論並練習上頭口頭發表的內容。   
   2.請各組上台報告實驗心得與研究發 
     現。 
   3.台下學生需將其他人的研究結果記錄

     在記本上。 
 
參、綜合活動 
   1.整理器材、恢復場地。 
   2.請學生整理筆記後繳交。 
 
-------第 10 節結束------- 

 
 
 
 
 
 
80’ 
 
 
 
 
 
 
 
 
 
30’ 
 
 
 
 
 
10’ 

 
 
 
 
 
 
學習單 D 
 
 
 
 
 
 
 
 
 
學習單 D 
筆記本 

 
 
 
 
 
 
 
注意實驗安全； 
A 組：觀察個人

是 否 能 獨 立 實

驗，若因人力問

題 ， 教 師 可 協

助；B 組：觀察

小組分工與溝通

是否良好。 
 
 
能依據實驗結果

歸納出符合假設

的發現。A 組：

搭 配 實 物 或

PPT；B 組：直接

報告。 

 

肆、結語 

科學是資優班的重要課程之一，也是

最能引起學習興趣和未來進行獨立研究的

主題來源。沈浸在琳瑯滿目、熱熱鬧鬧的

科學活動之餘，學生究竟能否從中獲得啟

發？是從事資優教育的我們應當深思的問

題。分享筆者教學經驗，以拋磚引玉，期

待更多有志之士投入，為資優教育的正常

化、有效化、精緻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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