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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發現水中的吸管會受到容器的形狀，和吸管放置的位置所影響，為了進一步瞭解光

的偏折，我們利用吸管、螢光棒、雷射筆在不同容器的觀察實驗，和透過不同容器觀察

小豆子的變化，瞭解吸管在水中是怎樣偏折，也從中知道了吸管會在水中偏折的原因。 

壹、研究動機： 

上自然與生活科技的課時，老師發給我們水晶杯和吸管，大家把吸管垂直的插入裝水的

杯裡。突然間，有人大叫「你的吸管變粗了！」；「你的吸管折斷了！」；「你的吸管不但

變粗，也折斷了！」。仔細觀察，發現插入水中的吸管真的發生變化了，於是在同學的合

力操作、觀察和討論下，經過老師指點，終於找到吸管變大和偏折的答案了。 

(與教材相關性：自然生活與科技，南一版，五上 戴眼睛為什麼可以矯正視力。) 

貳、研究目的： 

一、從觀察裝水的壓克力容器（各種形狀）中，垂直插入吸管的活動，瞭解吸管會怎樣

的變粗或變細及偏折的現象。 

二、瞭解從雷射筆發出的一束光，照射在不同形狀的裝水容器，冰塊及洋菜凍所產生行

進路線的變化。 

三、利用凸、凹透鏡來觀察小豆豆的放大、變小和偏折的活動，來推想杯子裡的吸管是

怎樣折斷的。 

參、研究器材與設備： 

一、不同形狀的容器： 

(一)玻璃製品：培養皿、凸透鏡、凹透鏡。 

(二)壓克力製品： 形、 形、 形、 形(共 4個)、 形(共 4個)、 形(共 5
個)、 形(共 3個)等。 

(三)鋁片模型： 形、 形、 形、 形(共 4個)、 形(共 4個)、 形(共 2個)、
形(共 2個)等。 

二、其他：吸管、雷射筆、螢光棒、觀測器、洋菜、冰箱、加熱器、塑膠盆、矽膠。 

肆、研究問題： 

活動一：觀察吸管、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水的容器中，會有怎樣的變化？ 

活動二：觀察雷射筆的光經過裝水的容器、冰塊和洋菜凍，行經路線的變化？ 

活動三：用凸透鏡和凹透鏡觀察小豆豆的排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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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 

一、活動一：觀察吸管、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水的容器中，會有怎樣的變化？ 

(一)實驗器材： 

1、裝水容器： 

(1) 玻璃容器：培養皿。 

(2) 壓克力容器： 

a) 、 、 、  

b) 、 、  

c) 、 、  

d) 、 、  

e) 、 、 、  

2、其他：有色吸管、螢光棒、自製觀測器、色筆、尺 

(二)實驗方法： 

1、方法 1：垂直插入吸管 

(1) 將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容器中。（容器形狀分別： 、 、 、 、

、 、 ） 

(2) 插入的位置： 、 、 、 、 、 、  

(3) 利用觀測架觀察吸管在容器水中的變化。 

(4) 把吸管在水面上和水面下的位置、粗細，仔細的描繪下來。 

(5) 利用色筆把畫好的吸管塗上顏色，方便
觀察。 

(6) 測量水中的吸管移動的距離。 

2、方法 2：垂直插入螢光棒（和方法 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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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果： 

1、吸管在水中的變化 

(1) 容器是雙凸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丁 戊 

b) 向外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3.0 2.0 0 2.0 4.0 
乙 3.5 1.5 0 1.5 4.0 
丙 1.5 0.5 0 0.5 2.0 
丁 0.5 <0.5 0 <0.5 1.0 
戊 1.5 0.5 0 0.5 1.0 

0

1

2

3

4

5

左2 左1 中 右1 右2

甲

偏
移
距
離

 

0

1

2

3

4

5

左2 左1 中 右1 右2

乙

偏
移
距
離

 

0

1

2

3

4

5

左2 左1 中 右1 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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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2 左1 中 右1 右2

戊

偏
移
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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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是單凸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b) 向外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5 0.5 0 1.0 1.0 
乙 3.0 0.5 0 1.0 3.5 
丙 1.5 0.5 0 0.5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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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器是雙凹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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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內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2.5 1.0 0 1.0 1.5 
乙 2.0 1.0 0 0.5 2.0 
丙 1.0 0.5 0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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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器是單凹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b) 向內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2.5 1.5 0 1.0 2.0 
乙 1.0 1.0 0 0.5 2.0 
丙 1.0 0.5 0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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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容器是三角形和正方形：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移的距離(mm)： (+：向右偏移   -：向左偏移)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3.5 -6.5/+14.0 -10.0/+10.5 -14.0/+7.5 +3.0 
乙 0 0 0 0 0 
丙 -5.0 -6.5 -9.0/+9.5 +7.5 +4.5 
丁 0 0 0 0 0 

 

2、螢光棒在水中的變化 

(1) 容器是雙凸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b) 向外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5.0 1.0 0 2.5 3.5 
乙 2.0 1.0 0 1.0 3.0 
丙 1.5 0.5 0 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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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是單凸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b) 向外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0 0.5 0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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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器是雙凹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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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內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2.5 1.0 0 1.0 1.5 
乙 1.0 0.5 0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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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器是單凹的：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b) 向內偏移的距離(mm)：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0 0 0 0 0 
乙 3.5 1.0 0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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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容器是三角形和正方形： 

a) 吸管在水中看起來的移動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移的距離(mm)： (+：向右偏移   -：向左偏移) 
吸管的位置 

距離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3.5 -4.0 -10.5/+11.0 +3.0 +3.0 
乙 0 0 0 0 0 
丙 -3.5 -7.5 -8.5/+9.0 +5.5 +5.0 
丁 0 0 0 0 0 

 

(四)討論： 

1、在裝水容器中插入吸管的變化。 

(1) 當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圓形透明容器，再從觀測器的一端觀察時，如果
吸管插在圓心，會發現水中的吸管看起來變粗了；插入的吸管向右移

1.5cm時，會發現水中的吸管看起來不但變粗了，也向右偏折；插入的
吸管向右離圓心 3.0cm時，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向右偏折的更遠。如
果插入的吸管向左移動，也會有相同的效果，也就是在水中的吸管，看

起來會向左偏折。 

(2) 當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 、 、 、 透明容器。從正前方的觀測

器觀察時，會發現到： 

a) 吸管插在正中心時，水中的吸管看起來只會變粗，不會偏移；中心的
厚度越大，吸管看起來變得越粗。 

b) 吸管插在容器的位置，離中心越遠時，在水中的吸管會偏離得越遠；
水中的吸管偏折的方向和插入吸管離中心的方向相同。 

c) 吸管插入不同容器的相同位置時，如果容器的厚度越大，從觀測器看
見水中的吸管會偏折得越遠，也變得越粗。 

(3) 當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 、 、 、 透明容器，從正前方的觀測

器觀察時，會發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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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吸管插在中心線的中間時，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變粗，但是不會偏折。 

b) 當吸管插在中心的兩側時，插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向兩側偏折，也
會變粗。 

c) 當透明的 形狀容器的中間越厚時，插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變得

越粗，插在中心兩側的吸管，看起來也會向兩側偏折。 

(4) 當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 、 、 、 透明容器，從正前方的觀測器

觀察時，會發現道： 

a) 吸管插在 、 形狀容器的中間時，不論插在什麼位置，插在水中

的吸管看起來都沒有變化。 

b) 吸管插在 、 形狀容器的正中間時，插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分

別向兩側偏離成兩支；插在中間兩側的吸管，看起來也一樣的向兩側

偏離成 2支。 

(5) 當吸管垂直插入裝水的 、 透明容器，從正前方的觀測器觀察時，

會發現： 

a) 吸管插在 形狀容器正中間時，插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變細，沒

有偏折；吸管插在兩側時，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變細，也會向內側

偏折。 

b) 當 形狀容器的弧度越大時，插入兩側的吸管，在水中的部分，看

起來向內側偏離得越遠。 

c) 吸管插在 形狀容器時，它的弧度只有一邊，吸管插在兩側時，在

水中的部分也會向內側偏離，只是偏離的距離比較小。 

2、在裝水的容器中插入螢光棒 

(1) 在 、 、 、 的透明容器中插入螢光棒，在水中發出的黃色光

看起來會有變粗或偏折的現象，和插入吸管有相同的效果。 

(2) 在 、 、 、 等透明容器中插入螢光棒，在水中的部分看起來

和插入吸管的效果是一樣的。 

(五)我們的想法： 

1、把吸管或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水的圓形 或圓弧形 容器的中央時，在水中

的吸管或螢光棒看起來會有變粗的現象；如果垂直插入中央的兩側時，在水

中的吸管和螢光棒看起來就會向兩側偏折。我們認為水中的吸管或螢光棒看

起來會偏折是因為容器是圓弧形，從觀測器看過去，容器邊緣是弧形，所以

光線經過時會偏折。 

2、當容器的形狀是 、 的圓弧形時，正好和 、 的圓弧形相反。 是

向內凹； 是向外凸，所以看起來偏折的方向相反；粗細也相反。 

3、其他形狀容器如： 、 形狀，裝入水，在垂直插入吸管和螢光棒，看起來

也是會有偏折的效果。我們認為從觀測器觀察容器中的吸管或螢光棒，也正

好透過斜面觀察，所以光線經過時，也會偏折，吸管、螢光棒看起來也偏折。 



 11

二、活動二：觀察雷射筆的光經過裝水的容器、冰塊、洋菜凍，行進路線的變化。 

(一)實驗器材： 

1、裝水容器： 、 、 、 、 。 

2、製冰器具：鋁片做成的模型。 

3、製作洋菜凍器具：鋁片做成的模型。 

4、其他：雷射筆、紅筆、尺、量角器。 

(二)實驗製作： 

1、製作不同形狀的模型： 

(1) 在紙上畫出不同形狀的圖形（參考上
面的製冰器具）。 

(2) 在鋁片上畫出圖形的邊長（高 6cm）。 

(3) 根據圖形，把鋁片折成所要的圖形。 

2、利用模型製作冰塊：從失敗的冰塊 → 到成功的冰塊。 

(1) 把自來水注入塑膠盆中，再放入模型盆。 

(2) 把裝水的塑膠盆放進冰箱冷凍庫。 

(3) 經過 24小時，取出塑膠盆，模型盆都已經結冰。 

(4) 第一次失敗：把塑膠盆放入自來水中。（結果冰塊都碎了） 

(5) 第二次失敗：第二次讓有結冰的塑膠盆放在教室，自然解凍，模型的冰
塊完整，可是冰都變成白色和氣泡。 

(6) 成功的冰塊：從上網知道，透明的冰塊要用蒸餾水，煮沸放冷再倒入模
型中，先放入冷藏室一天，再放入冷凍庫一天，結成的冰塊，比前面的

透明（可是下層有些針狀的氣泡）可以再試試看。 

3、利用模型製作洋菜凍： 

(1) 將洋菜粉 1小包，加一些水攪拌。 

(2) 把蒸餾水（1000ml）注入鍋子裡，在電熱爐上加熱煮沸。 

(3) 再將攪拌好的洋菜倒入鍋子內。 

(4) 加熱煮沸約 10分鐘後，倒入塑膠盆裡。 

(5) 把設計好的鋁製模型放入盆中。 

(6) 把盆子放在教室裡自然冷卻，約 2~3小時後就會結凍成型。 

(7) 倒出模型就可以實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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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方法： 

1、方法 1：雷射筆的光在水溶液中的變化。 

(1) 在不同形狀的容器中加入等量的咖啡水溶液，再把容器放在觀測的紙
上。（方便看清楚雷射筆的光在水中的行進路線） 

(2) 利用雷射筆的光照射不同容器（照射的位置不同）。 

(3) 把雷射筆的光經過的路線畫下來。 

2、方法 2：雷射筆的光照射冰塊的路線變化。 

(1) 把不同形狀的冰塊，分別放在觀測紙上，並描繪冰塊的形狀。 

(2) 利用雷射筆的光照射在不同形狀的冰塊。（照射的位置不同） 

(3) 把雷射筆的光經過的路線畫下來。 

 

3、方法 3：雷射筆的光照射洋菜凍的路線變化。 

(1) 操作方法和（方法 2）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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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結果： 

1、雷射筆的光在水溶液中的變化。 

(1) 容器是雙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21.0° +12.0° 0° -14.0° -21.0°
乙 +17.0° +14.0° -10.0° -23.0°
丙 +14.0° +11.0° 0° -12.0° -14.0°
丁 +8.0° +4.0° 0° -3.0° -7.0°

 

 

(2) 容器是單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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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28.0° +18.0° 0° -19.0° -30.0°
乙 +17.0° +9.0° 0° -9.0° -16.0°
丙 +15.0° +9.0° 0° -9.0° -15.0°
丁 +9.0° +5.0° 0° -4.0° -9.0°

(3) 容器是雙凹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9.0° 0° +19.5° 
乙 -25.0° 0° +16.5° 
丙 -33.0° -12.5° 0° +14.5° +29.0°
丁 -16.0° -5.0° +3.0° +10.0°

(4) 容器是單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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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射筆的光照射在冰塊的路線變化。 

(1) 容器是雙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8.5° +5.5° -5.0° -17.5° -23.0°
乙 +23.5° +10.5° 0° -12.5° -22.5°
丙 +18.0° +9.0° 0° -9.5° -19.0°
丁 +9.5° +4.5° 0° -5.0° -7.0°

 

(2) 容器是單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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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9.5° +10.5° 0° -10.5° -19.0°
乙 +16.5° +9.0° 0° -9.0° -17.0°
丙 +9.5° +5.0° 0° -5.0° -9.0°
丁 +7.0° +3.0° 0° -4.5° -6.5°

(3) 容器是雙凹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0.0° -6.0° -0.5° +11.0° +12.5°
乙 -15.0° -7.5° 0° +8.5° +13.5°

(4) 容器是單凹：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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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8.5° -15.5° 0° +4.0° +12.5°
乙 -12.5° -9.5° 0° +8.0° +13.5°
丙 -18.5° -15.5° 0° +4.0° +12.5°

3、雷射筆的光照射在洋菜凍的路線變化。 

(1) 容器是雙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7.0° +8.5° 0° -10.5° -15.5°
乙 +21.5° +8.0° 0° -11.5° -22.5°
丙 +22.5° +11.5° 0° -13.0° -20.0°
丁 +9.0° +5.5° 0° -4.5° -9.0°

(2) 容器是單凸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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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8.0° 0° -8.0° -15.0°
乙 +13.0° +7.0° 0° -5.5° -14.5°
丙 +11.0° +6.5° +1.5° -3.5° -8.0°
丁 +6.0° +2.0° -3.0° -7.0°

(3) 容器是雙凹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

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7.0° -13.5° -9.0° +13.0° +14.0°
乙 -16.0° -8.5° 0° +7.0° +14.5°
丙 -19.5° -11.0° -3.0° +2.0° +11.5° +17.5°

(4) 容器是單凹的： 

a) 偏折的情形：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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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偏折的角度： (+：向右偏折   -：向左偏折) 
雷射光位置

角度 
編號 

左 2 左 1 中 右 1 右 2 

甲 -17.0° -4.5° 0° +3.5° +9.5°
乙 -19.0° -4.5° 0° +4.5° +10.0°
丙 -8.5° -3.5° +3.5° +9.5°

(五)討論： 
1、雷射筆的光照射在裝水的容器： 

(1) 雷射筆的光經過裝水的 、 容器，兩邊的光線都會往內偏折，經過

圓心或中心的光線會直線前進。 

(2) 當裝水的容器是 、 、 、 形狀時，雷射筆的光分別從容器的

中心及兩側 等經過時，會在容器的另一邊交會於一點，再直線前進，

這一點叫焦點。焦點和容器中心的距離叫焦距。容器的形狀越凸時，如：

、 雷射筆的光線經過後，形成的焦距越短；容器的形狀越扁時，

如： 、 ，雷射筆的光經過時形成的焦距會越長。 

(3) 當雷射筆的光照在 、 的裝水容器時，兩側的光線，經過容器的水

時，會向外偏折，使光線散開；經過中心的光線，仍然直線前進。 

(4) 當容器 的弧度越凹時，光線經過的偏折越大，弧度越平時，光線經過

的偏折會越小。 
(5) 疑難問題：雷射筆的光照在裝水的容器時，容器的壁上會形成偏折，我
們認為會影響光的行徑路線。 

2、雷射筆的光照在冰塊時： 
(1) 當雷射筆的光照在壓克力或玻璃製品的容器時，會發生干擾，所以就用
特製的冰塊來試試看。結果第一次製作的冰有空氣泡變成白色冰塊，不

適合照射。經過改進，製成透明冰塊再試試看。 

(2) 雷射筆的光照射在不同形狀的冰塊上，如： 、 、 、 和 、

、 、 光線經過時，會有向內偏折，也會在另一邊交會在一點，

雷射筆的光照射冰塊的形狀是 、 ，光線經過時會向外偏折。 

(3) 用這個方法來操作觀察，最大的優點是光線直接照在成形的冰塊上，不
會干擾，路線明顯，光線進入冰塊或從冰塊出去，偏折的角度明顯。 

(4) 利用冰塊的缺點：用雷射筆的光源照射冰塊時，冰塊會融化成小水滴，
不容易在紙上做記號；時間一久會變形，使桌面濕濕的，不太方便。 

(5) 我們的另類想法：利用洋菜凍做成各種形狀的模型來試試看。 
3、洋菜凍的模型上： 

(1) 利用雷射筆的光照射在洋菜凍的模型，如： 、 、 、 和 、

、 、 時，也和冰塊一樣會有向內偏折和聚光的現象；照射在 、

的洋菜凍模型時，也和冰塊一樣會有向外偏折的散光現象。 
(2) 雷射筆的光照射洋菜凍的模型時，光線很明顯，容易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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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三：用凸透鏡和凹透鏡觀察小豆豆的排列變化。 

(一)實驗器材： 

1、觀察器具：凸透鏡、凹透鏡、近視眼鏡、老花眼鏡、 
照相機。 

2、其他：紙片上的排列的小豆豆（繪畫的小圈圈）。 

(二)實驗裝置：紙片上的小豆豆 

   
 (一) (二) (三) (四) 

(三)實驗方法： 

1、（方法 1）：利用凸透鏡來觀察。 

2、（方法 2）：利用凹透鏡來觀察。 

3、（方法 3）：利用近視眼鏡和老花眼鏡來觀察。 

(四)觀察的步驟： 

1、把紙片（一）∼（四），分別放在桌面的邊邊。 

2、分別用凸透鏡、凹透鏡、近視眼鏡、老花眼鏡靠近桌子邊緣，使鏡片的中心
線（或直徑）和桌面對齊。 

3、從鏡片上觀察紙片上的小豆豆，會有怎樣的變化。 

(五)實驗結果： 

1、結果 1: 

    

2、結果 2： 

    



 21

3、結果 3： 

  

(六)討論： 

1、透過凸透鏡觀察一粒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近也會變大；可是透過凹透
鏡觀察一粒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遠，也會變小。 

2、透過凸透鏡觀察一排（橫的排列） 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大，

兩旁的小豆豆會向外偏離；如果 3粒小豆豆是直的排列，看起來小豆豆也都
會變大，而且越後面的越大。 

3、利用凹透鏡觀察 3粒橫的排列的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小，也會向內靠
近；3粒小豆豆是直的排列，小豆豆看起來變小了，也遠離了。 

4、利用凸透鏡觀察三排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大，而且越後面會越大也越
模糊；兩旁的小豆豆會向兩側偏離，越後面的小豆豆偏離的越遠。 

5、利用凹透鏡觀察三排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小，而且越後面會越小，但
是不會模糊；兩旁的小豆豆會向內偏，越後面的小豆豆會偏得越大。 

6、我們也利用近視眼鏡，看起來的小豆豆和凹透鏡是一樣的效果，小豆豆變
小，兩側的也向內偏；在利用老花眼鏡觀察，小豆豆和凸透鏡一樣的會變大，

兩側的小豆豆也向外偏離。 

(七)我們的想法： 

1、在前面的實驗裡，我們把吸管或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有水的圓形或 、 形

容器中間，從外面觀察，在水中的吸管或螢光棒看起來也會變粗，還會向兩

側偏離。在小豆豆的實驗，小豆豆原來是 ，透過凸透鏡觀察會變成 ，

小豆豆看起來變大了，兩旁的小豆豆也偏離。所以從小豆豆的實驗觀察中，

我們知道了，透過凸透鏡觀察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大，兩側的小豆豆

也會偏離，這個效果和插在裝水的杯子裡的吸管或螢光棒會變大和偏折的道

理是一樣的。 

2、當吸管或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水的 或 形狀容器中，從外面觀察水中的吸

管或螢光棒，看起來是變細的，也向中間偏折；利用凹透鏡觀察小豆豆，也

發現小豆豆看起來會變細，也向中間偏折。所以從小豆豆實驗觀察中，知道

或 容器中的吸管或螢光棒是怎樣偏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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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把吸管或螢光棒垂直插入裝有水的容器中，當容器的形狀是： 、 或 在水中

的吸管看起來會變大，也會向外側偏離；形狀是 或 ，在水中的吸管看起來會

變細，會向內側偏離。 

二、吸管和螢光棒垂直插入 或 容器水中做實驗，從外面觀察水中吸管看起來會變

粗，向外偏折。如果容器是 或 形狀，垂直插入水中的吸管或螢光棒，看起來

會變細，也向內偏折。主要的原因是光線照射到吸管，反射光經故水和斜面，產生

偏折在進入眼睛，所以看到的物體會偏折。 

三、當一束光線經過 、 或 的裝水容器時，光線會發生偏折，而交於一點；如果

是 、 或 的冰塊、洋菜凍時，光線經過也會發生偏折，也交於一點。在冰塊

洋菜凍內可以清楚的看見一束光線，也看見偏折。 

四、利用凸透鏡來觀察紙片上的小豆豆，發現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大，越後面的變得越大

也越模糊；兩旁的小豆豆看起來會向兩側偏離，越後面偏離角度越大。利用凹透鏡

來觀察紙片上的小豆豆，小豆豆看起來會變小，越後面變得越小；兩旁的小豆豆看

起來會向內偏。 

柒、參考資料： 

一、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52003816如何製作透明清亮的冰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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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裡的吸管是怎麼折斷的？ 

 

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 

 

評語： 

1. 作者解說態度大方，表達清晰、操作實驗熟練 

2. 能夠實驗不同的方式，尋求資料的蒐集 

建議： 

作品中呈現的實驗方式，例如做各式凹凸圖案的

模型，很多都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替代品，可以隨

手取用，讓科學概念應用於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