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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討以閱讀文本方式塑造情境，透過情境式學習活動，對學生科學知

識及技能的影響。本教學策略係由閱讀活動單中的小故事，引導學生思考且模擬情境，

後根據情境學生提出文本中想要探究的問題，再由師生討論提出可能的假設，進一步實

驗求證假設，再由學生寫下歸納結果。從活動單中，看出學生閱讀時在腦中所形成故事

景象是建立在既有的生活經驗上；透過現場模擬融入情境，學生很容易的提出探究問

題；實驗求證過程後，實驗記錄正確率也很高，唯統整後對概念的描述僅部份學生能作

完整的敘述，由此顯示出學生在科學傳達的書寫能力上須加強。 

【關鍵字】情境式學習、閱讀文本、科學傳達能力 

 

一、研究背景 
在國小的自然科課程中，閱讀是很薄弱的一環，翻開課本除了照片、圖示，就剩幾

個問題。這樣的教科書對於動手做階段的學童而言是應很受用的，但往往在師生共同享

受操作的樂趣後，面臨紙筆測驗時卻出現了學習成就上的落差，也影響了學生爾後對於

學習自然的興趣。因此在自然學習中，培養讀與寫的語言能力是需要被重視的。 
 
而語言可分為「人工語言」與「自然語言」，人工語言是專業的、嚴謹的、被定義

的；自然語言則是屬於生活的、人性的、模糊的（柯籙晏，2003），在自然科的學習上

「人工語言」有時會和「自然語言」相衝突形成迷思（如：燒開水時可看到的霧 vs 水

蒸氣），且人工語言的艱難與嚴格也常造成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退縮。 
 
根據「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的論點，學習是來自人們對日常生活認知活

動的探討，學習者應該在真實情境的互動歷程中，透過實際的活動使學習者學習知識、

技能，並對知識建構合理化及有意義的詮釋，這才是一完整的知識（Scuchman,1987）。

鑑於此，營造適合的學習情境，讓學生從情境中感知及建構，才能達到有意義的學習。

且根據許瑛玿、廖桂菁（2002）的研究，學習如果脫離了情境，將造成學生只會記憶零

碎知識、技能，而無法應用到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上。 
 
因此，本文嘗試以自編的文本-「小故事」提供學生閱讀，希望學生融入虛擬情境

中學習相關知識、技能，而從學習單分析學生閱讀理解的情形，及了解閱讀文本的情境

式學習成效，期待為閱讀文本找到更明確的教學策略。 
 

二、文獻探討 
（一）情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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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學習理論發現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思考活動是發生於文化脈絡之中。情境學習的

教學策略，主要是在幫助學生觀察、參與、發現或發展像專家般的解決問題的策略

（Brown, Collines & Duquid,1989）。蔡秉宸，靳知勤（2004）也提出情境學習教學主軸

必須強調學習者「參與實務環境」的過程，如在真實社會文化或情境中觀察、模仿、獲

取經驗才能獲得學習的機會。因此，情境學習教師在教學上設計應提供豐富的學習環

境，透過操作的探索、角色扮演、小組研究、腦力激盪等多樣化方式，讓學生有機會去

經歷思考，使學習的事物意義化（吳宗立，1997）。 
 

（二）科學文本與科學傳達能力 
    科學文本泛指廣義的敘事學，包括了故事敘事與科普敘事，而科普敘事則包含了科

學知識（故事）及科普敘事論述（柯籙晏，2003）。依 Thistel 所提，在將科學知識傳

達給大眾時，可將這些知識以人們能感覺、能看見的熟悉事物，編成完美的「小故事」

告知給大家，因為講故事會比專業論文更能透露知識發展的人文景觀，使學習者意識到

自己與現代科技間的共生關係（引自柯籙晏，2003）。且對國小學童而言，聽故事是一

種很有吸引力的學習活動。 
 
    雖然故事的呈現方式很多元，但閱讀文本方式是最常見的，Osborne 指出在科學教

育中閱讀雖然很重要，但卻是很不普遍的學習活動，成為一位科學家必須大量閱讀，而

我們的科學基礎課程卻很少閱讀活動，且從閱讀活動中培養小心謹慎的閱讀、批判的思

考、合理懷疑的態度，也是培養科學素養的重要因素（Osborn,2001）。 
 
    科學傳達能力指的是閱讀、書寫、口說的能力，Vogotsky（1962）指出兒童是用語

言來發展其概念的（引自全中平，2004）。 
 
    因此，本文藉由自行設計的科學文本「小故事」，引導學生從閱讀文本來建構情境，

並且從情境中找到問題，學習實驗求證，並寫下結論，培養正確的科學探究態度及科學

讀、寫、說的傳達能力。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1.學生對於閱讀科學文本的理解情形為何？ 
2.情境式學習是否可以促進學生進行探究學習？ 
3.以閱讀進行情境式學習的學習成效為何？ 

 
（二）教學設計 

本教學單元目標是讓學生了解虹吸現象與連通管原理，囿於理解力的成熟度在國小

階段僅作現象觀察與形成的要件的探討，而未對水位、壓力等深入的說明；至於教科書

中常以水族箱換水、排開屋頂積水等為例，和學生的生活經驗（家中不養魚、住在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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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少有連結，這樣強迫輸入的知識、技能的模式，是很難變成有意義的學習，亦即是

不利於學習的。 
 
因此，本教學設計理念是希望學生透過閱讀小故事，看出生活上的問題，並從文章

中的敘述找出形成現象的可能要件，學習將個人的想法寫成實驗假設，再透過實驗求

證，用文字記錄實驗結果，最後寫出「虹吸現象」的敘述，本研究則根據所填寫的學習

單分析學生學習的情形。教學的流程如下： 
 
 
 
 
 
                            圖 1：教學流程 

 
本教學的小故事，乃是在教學前，老師根據科學概念（虹吸現象）用生活中的事例

寫成一篇情境故事，文本內容則請同儕共同修正後，將一個故事分為二部份，分別以二

張學習單（如附件）呈現： 
 
第一階段：故事內容是說明情境、找出問題。學生在閱讀文章後，根據自己的理解

與判斷，畫下自己想像的情境，並寫出從情境中提出自己認為的問題或現象。 
 
第二階段：老師帶領學生依照學習單第一張的敘述，現場模擬故事中的情節，學生

觀察所發生的現象，再發下第二張學習單，學生閱讀情境故事的後半部，然後師生共同

討論提出可探究的問題（什麼條件下會產生虹吸現象？），學生根據探究問題提出實驗

假設，針對實驗假設學生進行實驗活動求證，記錄實驗結果後，寫下「虹吸現象」的描

述。 
 
根據 Joseph 等認為「在可知的未來，書面文字仍是主要的知識溝通之形式….寫下

自己所觀察到的或者所研究的，能夠令你對於所尋求呈現的知識有更深層的反省」，因

此，本研究是以閱讀文本、輔以模擬情境幫助學生理解並融入情境，而情境式學習引導

學生針對問題進行探究式學習，教學的過程在培養學生讀、寫、說的能力。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研究者所任教的班級實施教學，對象為高雄市某國小四年級三個班共 90
位學生，此為常態、且隨機分派的班級。 
 
（四）資料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乃是由學生所填寫的學習單，及課堂上師生對話進行質的分析。第一張學習

閱讀小故事 模擬故事情境 找出問題及策略 實驗求證及歸納

建構知識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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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學生閱讀內容後畫出自己認為的情境，並且用文字敘述情境中的問題；第二張學習單

為故事的後半部，師生模擬現場及討論後找出探究的問題，並討論出問題的假設，小組

進行實驗，個人寫下實驗的結果；實驗後，每一個人寫下「我知道了」有關虹吸現象的

描述。 
 
四、研究結果 
（一）分析學習單一：根據閱讀內容，畫出故事情境 

學習單一設計是讓學生閱讀文章後，畫出內容的情境，並寫出情境中的問題。根據

學習單從學生畫出來的情境圖來看，學生閱讀後每個人所建構的意象並不同。而依照國

際學生評量計畫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學生閱讀

短篇故事，網路信件、雜誌報導、及統計圖表等各種形式的資訊後回答問題，可以從三

個層面來衡量他們的閱讀能力： 
1.擷取資訊：能否從所閱讀的文字資料中找到所需資訊。 
2.解讀資訊：閱讀後能否正確解讀資訊的意義。 
3.思考和判斷力：能否將所讀內容與自己原有的知識、想法和經驗相連結，綜合判

斷後，提出自己的觀點（齊若蘭，2002）。 
 
因此，閱讀後能根據所讀的內容，將文中所出現的物件畫出來，乃是擷取資訊的

能力；而說出情境問題與「水」有關，則是解讀資訊的能力；進而根據個人原有的知識、

想法和經驗判斷情境問題，則可看出學生的思考和判斷力。 
從學生所畫的情境圖分析：約 97%的學生畫出水盆、94%畫出故事中的人（小樂

樂）、 85%畫出水管、64%畫出紙船、88%畫出水龍頭、58%畫出水流出來，40%還畫

了其它自己想像添加的事物，如電視機、窗戶、櫥櫃等，擷取資訊的能力平均達 8 成以

上。如下列圖 2 至圖 5 所示。 
 

    
圖 2：畫出水盆中的水從水管流出來      圖 3：畫出地上有水、但未畫出水管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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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畫出水管和水龍頭都在滴水         圖 5：畫出在牆上看到彩虹 

 
從學生提出情境中的問題分析：有 6%的學生寫出「水盆的水減少了，地上的水增

加了」或「水盆中的水從水管中流出來了」；14%認為水會從水管裡流出來；20%認為

水會從水盆裡流出來；9%認為大水盆的水沒了；6%認為水流到地板上了；6%認為水在

地板上（打翻了），其餘 39%的學生則有千奇百怪的答案（如：有壞蛋進入他家、紙船

濕了、紙船吹走了…）。整體來看，學生寫出情境問題和「水」有關約佔六成，顯示解

讀的能力需加強。 
 
雖然學生大部份均能在閱讀故事後畫出故事的情境，包括畫出主角是小女生、水

管、水龍頭、水盆...等物件，但對於未知的情境問題，則顯現出各人不同的判斷或是猜

測，而這些判斷或猜測很顯然的與學生的背景經驗相關聯，如圖 3：這位學生畫出地上

一灘水，說明水管中的水會流到地上，只要拿拖把拖乾淨就好；圖 4：雖畫出水管的一

端和水龍頭在滴水，但說明的情境問題卻是紙船破破爛爛的沉在水底；圖 5：認為情境

問題是看到彩虹，他畫出牆上有彩虹，為了說明彩虹的產生，還添加畫出了一扇窗戶，

窗外有太陽，但對於故事中「拔掉水管…」等情節卻沒有任何交代；正確的畫法如圖 2：

雖未畫出所有的物件，但很清楚的抓住了情境中的重點，畫出水盆中的水減少了，水管

在地上的一端卻有一大灘水，表示盆中的水從水管流到地上了。 
 

    因此，能根據自己的想法、知識、經驗來寫出情境問題及理由的僅有 3 成，像「水

沒了」是因為「水被太陽蒸發了」；「水面變成平的」因為「在家洗澡時有看過」；但

也有特殊的答案是「因為這是我們現在要上的課文」。雖然同樣都是「水流出來」，但

理由可能是「有寫水快放滿了，所以應該會流出來」或是猜測的「水龍頭沒有關緊」；

如圖 6 所示「水從水盆流出來了」，原因是「水放滿了，所以會流出來」；圖 7 也寫「水

流出來了」，因為「水管放掉時水管裡有水，一端在水盆、一端在地上，就會產生虹吸

現象」。           



AAPPEERRAA  CCoonnffeerreennccee  22000066      2288  ––  3300  NNoovveemmbbeerr  22000066  HHoonngg  KKoonngg 

  

66  

  

    
圖 6：學生寫出情境問題及推測的理由       圖 7：學生寫出情境問題及推測的理由    

  
     由此讓我們了解到學生在科學的語言（人工語言）能力上還需要再練習，才能正

確無遺描述觀察到的現象。 
 
（二）師生對話：模擬現場、提出情境問題 
     在第一階段學習單教學後，為了增進學生的理解，老師一邊請學生口述故事的內

容，一邊用實物（水管、水盆…）模擬現場情節，以下節錄部份師生對話： 
師:：好，老師呢要帶你們重回現場，上次呢我們是用想像的，那現在呢我們要用做

的，我們要到走廊上做，…。 

接著，老師用水管接水龍頭放水到水桶中，放到八分滿時，老師提醒小朋友這時候

發生了什麼事？學生答：鈴…鈴…..（模仿電話鈴聲），老師就請學生繼續述

說然後操作，將水龍頭關緊，拔掉水管並將其掉在地上，然後假裝要去聽電

話…，此時學生觀察現象。 

生：水流出來了 

生：水管在尿尿耶！（用童真的語言形容所看到的現象） 

生：哈！我猜對了！ 

生：帥呆了！我也對了！ 

師：好，告訴老師你們看到了什麼？ 

生：虹吸現象（有預習的小朋友常從課本中找出標準答案）。 

師：虹吸現象。 

生：抽水現象（開始發揮個人創意）。 

生：滿水現象。 

師：再告訴我你們看到什麼？ 

生：水從水管裡…（根據老師要求試圖說出自己看到的現象）。 

生：水會由高到低。 

生：水桶裡的水會由水管裡流出來。 

生：水管裡的水帶動水管裡的水流出來（小朋友根據自我的詮釋用了很傳神的語句

來敘述自己看到的現象）…… 

 

    國小四年級的學生對操作，還是極高度的興趣與依賴，老師要求學生用精確的

字句描述所觀察的現象，讓學生感受到語言的精確度在科學傳達上是非常重要的。 
 
生：老師，小樂樂到底要講幾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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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什麼意思？ 

生：就是她講電話要講幾分鐘？ 

師：小樂樂回來了沒？  

生：還沒！（小朋友根據自己的理解安排故事的發展） 

生：還沒！水還沒流完！ 

生：還沒流完，不能回來，知不知道？… 

    學生融入了故事中的情境，開始安排故事的發展，也期待並觀察現象的變化。  

師：○○，請你把水管拿高一點，再高一點，再高一點，好，停！ 

生：倒流，倒流回去！ 

師：○○，把水管放下來一點點，再放下來，再下來，好，整個放在地上。 

生：ㄟ？出來了。 

師：看到什麼？ 

生：倒流，老師這是倒流現象嗎？ … 

老師指導小朋友操作演示故事中 part2 的情境內容。 

師：再問一個問題，水會流到什麼時候？  

生：流到水沒了。（小朋友憑直覺回答問題） 

生：流到水面跟水管一樣低（有小朋友提出自己的看法） 

師：水面在哪裡？ 

生：這裡！（用手指出來） 

師：跟水管的位置，哪一個水管？ 

生：這個！ 

師：一樣什麼？ 

生：一樣高低！ 

生：是嗎？（小朋友彼此間開始質疑） 

生：對 

生：不是 

生：應該是會流到最後就沒了吧？  

師：會流光光嗎？ 

生：不會 

生：不可能 

生：應該會剩下一點點！…… 

觀察現象後，老師引導學生擬定探究問題。 

師：如果你想要做實驗來証明的話，我們要有問題，那你的探究問題的題目定什麼

會比較好？你覺得小樂樂她看到奇怪的現象是什麼？ 

生：水從水管裡流出來。（第 1 種） 

生：水是怎麼從水管裡流出來？ （第 2 種） 

生：還不都一樣！ 

生：水為什麼會從水管裡流出來。（第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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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還有呢？ 

生：好像三個都一樣！ 

生：水桶裡的水為什麼會減少？ （第 4 種） 

師：目前有這四種說法，那你覺得小樂樂看到這些現象，她真正想要了解的問題哪

一個比較恰當？ 

生：第 4 種！ 

師：你覺得這問題清楚嗎？（老師提醒小朋友再次檢視） 

生：不清楚 

師：哪裡不清楚 

生：再加一個水管 

生：水桶裡的水為什麼會從水管裡流出來？（找到可進一步探討的的問題） 

師：這樣好不好？同意嗎？ 

生：同意！ 

 

對情境有了充份的理解後，學生很容易的就找出情境中的可探究問題，經過討論學

生學習精確的用語，找到可探討的現象。 

 

（三）分析學習單二：擬定探究問題、提出假設並實驗求證 

師：上次我們看了小樂樂的故事，那也模擬了實際的情形，那我們也產生了一個問

題，這個探究的問題是.. 

生：水桶裡的水為什會從水管裡流出來嗎？ 

師：好棒！你們都還記得，「水桶裡的水為什麼會從水管裡流出來？」這是我們要

探究的現象，那針對問題我們想要從當中求得一些訊息，想想看：水桶裡的

水是隨時隨地、不管什時候、不管什麼狀態下都會從水管裡流出來嗎？ 

生：不一定。 

師：喔！不一定，那所謂的不一定就是可能有，那什麼條件之下它才會流出來？  

……。 

生：水管裡要充滿水。 

師：有人提出來「水管裡要充滿水，水桶裡的水才會流出來？」，你覺得是這樣子

嗎？你為什會這樣判斷，有沒有什麼根據？（老師引導學生說出自己的判斷

標準及觀察到的情形） 

生：小樂樂在放水的時候，水管裡就會有水。 

師：喔，你覺得小樂樂在放水的時候，水管裡就會有水，所以你認為水會從水桶中

流出來是因為水管裡有水，好，很好。還有沒有？ 

生：水桶裡的水要裝滿。 

師：好，你為什麼會這樣說？你的理由是什麼？有沒有人和他持相同的意見呢？ 

生：因為電話響的時候水快要放滿了。 

師：所以你的判斷是水桶的水要裝滿水才會流出來？沒有裝滿就流不出來是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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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不一定！ 

師：不一定？ 

生：水桶裡的水要比水管高。 

師：你要不要來畫圖說明會更清楚。 

生：我知道！水桶裡的水不能比外面的水管口還要低。 

生：水管口要一邊高一邊低。 

 
經過討論後提出了二項假設（1.水管要充滿水 2.出水口比水位低），學生根據假設，

進行實驗求證，並寫下結果。如圖 8、圖 9。 
         

       

圖 8：寫出探究問題、假設及實驗結果        圖 9：寫出探究問題、假設及實驗結果 

 
 實驗求證假設一後，學生填寫實驗結果的情形：有 73%的學生寫出「水管裡要裝

（充）滿水，水才會流出來」、10%表示「水管裡要充滿很多水，才會從水管流出來」、

7%用畫圖表示、7%描述不完全（如：水會從水管裡流出來）、3%是沒有回答。實驗求

證假設二學生填寫實驗結果：71%正確表示「出水口在位置 A 時，水會一直流出來」、

73%正確表示「出水口在位置 B 時，水會停止不動」、71%正確表示「出水口在位置 C
時，水會倒流回去」。另學生在實驗後結論寫出什麼是「虹吸現象」，有 29%寫「水會

往上爬，再往下流（如圖 11）」、有 16%寫「是容器中的水，沿著彎曲裝滿水的管子

先上升再流到低處的情形（如圖 10）」、有 13%「從高處流下來」、有 9%寫「一個容

器放置一個倒 U 型管，在水管中充滿水，出水口比水位低的條件下，水往上流再下去」、

22%沒有回答、11%為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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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實驗後學生寫出結論              圖 11：實驗後學生寫出結論    

     

在實驗前師生討論產出實驗假設的過程很順利，實驗時學生也能掌握觀察重點，因

此學生自己寫出實驗結果也很容易，正確率達七成以上。然而，要學生在求證兩個實驗

假設後自行下一個結論的情形則較不理想，有近三成的人僅描述動態的部份「水會往上

流再往下流」，而靜態的條件「管子裝滿水、水位的高低…」則沒有說明，可見學生在

科學書寫記錄的能力需要再加強。 
 

五、結論與建議 
根據情境學習理論，強調知識是蘊涵在情境中，必須透過個體在情境裡，以其既有

的認知架構主動建構知識。因此情境學習的目的即在提供一種較真實的學習情境，以便

學習者能夠從學習的歷程中建構自己一套問題解決的策略，達到「學習如何學習（learn 
how to learn）」 目標（鍾毓瑾，2002）。然學校的教學活動，是按能力指標、課程綱

要系統的規劃內容與進度，上課模式常常是直接說明現象或是舉例（水族箱的水髒了如

何換水？）提問後，實驗證明結論，就完成了一個概念的學習，學生的學習總是比較被

動的；本研究以閱讀小故事的方式讓學生自己思考可能的情境，用此方式引起學習動

機；從學生努力的畫出情境、寫下自己的想法，看出學生的思考是豐富、富有想像力的

（如:產生彩虹、紙船沉了、小偷闖進來…）；接著，老師讓大家依故事的敘述模擬現

場，學生在觀察實際現象時變成了主動的學習（如:安排講電話時間的長短），此時學

生的學習也開始產生了意義；因此，在師生討論情境中可探究的問題時，學生很容易的

就提出了問題的題目，經過引導也提出實驗假設，在進行實驗求證時，就發現學生非常

清楚自己進行實驗的目的與觀察的項目；在實驗過後，學生寫下「虹吸現象」的定義時，

雖然只有 9%的寫法和科學家相符，16%的清楚寫出虹吸現象，但有 3 成的學生僅作水

的動態的描述，甚至有 3 成無法寫出虹吸現象是什麼，可見學生在統整及書寫能力上尚

待加強。 
 
一個好的學習情境會讓人輕鬆的學習；有意義的學習過程會讓人留下深刻的記憶。

本研究透過一個故事的情境，讓學生學習面對問題，用科學的態度與實驗的方法解決問

題、建構科學的知識，從而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所運用的讀、寫、說的語言能力，也

正是科學傳達的重要管道。 
 
因此，建議老師在教學上可運用此一模式，用簡短的故事或文章讓學生閱讀，後給

予任務，學生多半樂於協助他人解決問題，因此會融入情境、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再讓

學生寫下自己統整後的概念，便可了解學習成效，也培養了學生在科學傳達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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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看看故故事事學學科科學學--小小樂樂樂樂玩玩紙紙船船  

                      PPaarrtt  11  

小小樂樂樂樂剛剛學學會會摺摺紙紙船船，，她她想想要要用用水水放放紙紙船船來來玩玩，，於於是是拿拿

了了洗洗澡澡用用的的大大水水盆盆到到陽陽台台上上，，並並用用了了水水管管接接水水到到大大水水盆盆。。當當水水快快放放滿滿的的時時候候，，屋屋內內的的電電

話話響響了了，，她她趕趕緊緊關關水水龍龍頭頭、、並並從從水水龍龍頭頭處處拔拔掉掉了了水水管管，，然然後後就就進進屋屋內內去去聽聽電電話話了了。。  

過過了了一一會會兒兒，，小小樂樂樂樂聽聽完完電電話話回回到到陽陽台台，，有有奇奇怪怪的的事事情情發發生生了了，，你你知知道道發發生生了了什什麼麼

事事嗎嗎？？  

你你認認為為小小樂樂樂樂看看到到了了什什麼麼？？請請畫畫下下來來。。  

  

我我想想小小樂樂樂樂遭遭遇遇到到的的問問題題是是::  

  

我我這這樣樣推推測測的的原原因因是是：：  

我我認認為為可可以以解解決決的的方方法法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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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故故事事學學科科學學--小小樂樂樂樂玩玩紙紙船船  

PPaarrtt  22  

小小 樂樂 樂樂 仔仔 細細 觀觀 察察 水水 盆盆，，她她 看看 到到 水水 盆盆 中中 的的 水水，，正正 從從 水水 管管 源源 源源 不不 斷斷 的的

流流 到到 地地 板板 上上 ，， 因因 此此 她她 蹲蹲 下下 來來 拿拿 起起 水水 管管 來來 看看 ，， 這這 時時 候候 水水 變變 小小 了了 ，， 她她 就就 把把 水水 管管

放放 下下 來來 ，， 水水 又又 流流 出出 來來 了了 ，， 就就 這這 樣樣 一一 上上 一一 下下 ，， 水水 流流 就就 變變 大大 變變 小小 ，， 小小 樂樂 樂樂 覺覺 得得

好好 神神 奇奇 ！！ 但但 是是 在在 什什 麼麼 情情 況況 下下 ，， 水水 才才 會會 這這 樣樣 流流 出出 來來 呢呢 ？？ 小小 朋朋 友友 你你 能能 做做 個個 實實 驗驗

幫幫 小小 樂樂 樂樂 找找 到到 答答 案案 嗎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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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朋朋友友，，你你知知道道這這是是怎怎麼麼一一回回事事嗎嗎？？讓讓我我們們一一起起做做實實驗驗來來試試試試看看！！  

探探究究活活動動開開始始    問問題題：：    

假假設設一一：：    

  

實實驗驗裝裝置置：：                                        實實驗驗步步驟驟：：  

11..  將將管管

子子                                    。。  

22..  放放入入有有水水的的水水族族箱箱內內，，管管

子子一一端端在在                          ，，

      另另一一端端在在                        。。  

33..  觀觀察察：：    

  結結果果：：  

假假設設二二::  

實實驗驗裝裝置置：：                                        實實驗驗步步驟驟：：  

11..將將管管子子                ，，一一端端放放入入

水水族族箱箱的的底底部部，，另另一一端端出出水水

口口用用手手控控制制高高低低。。  

22..觀觀察察：：                                  

                  ，，水水流流動動的的情情形形。。

  結結果果：：  

11..  出出水水口口在在位位置置 AA::  

  

  

22..  出出水水口口在在位位置置 BB::  

  

  

33..  出出水水口口在在位位置置 CC::  

我我知知道道了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