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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室裡可以輕易製造出彩虹的色光，利用太陽光源最棒，其次是投影機的燈、手電筒，LED

手電筒不行哦! 

實驗中：驗證教室中利用彩虹實驗箱製造彩虹色光的設計用意，並解開在彩虹實驗箱上遮光

紙的條件，水量越多遮光紙要貼高一點，水量少，遮光紙就可貼低一點，這樣可使彩虹實驗箱遮

光效果更好，又能清晰快速找到彩虹。 

實驗中更有效證明光線行經實驗箱的路線，並且更精準掌握給光的角度，水量多給光角度

大，水量少給光角度小；另外在使用三稜鏡找出彩虹色光時，我們也能精準找到使用的角度，使

製造彩虹色光更加方便。 

    教室中，可以透過多邊形的透明盒，製造出多個一字形的彩虹色光，若用圓柱體更可輕易做

出弧形的彩虹，更特別的是：它是一個向上翹的彩虹呢! 

    最後更值得推薦的是：我們利用切割過的白色珍珠板，幫助我們找出光線在裝水公升杯中的

行經路徑，讓我們清楚看到光經過二種透明物質，發生二次偏折後，出現彩虹色光的秘密。 

 

壹、 研究動機： 
    四年級上到美麗的彩虹時，我發現課本上有一個實驗很有趣也讓我產生質疑，有趣的是利用

透明盒、珍珠板、遮光板就可以製造教室裡的彩虹，懷疑的是為什麼這樣就可以做出彩虹來？更

讓我產生懷疑的是平時看到的彩虹這麼美麗，而此時做出來的彩虹卻是如此黯淡？這簡易彩虹實

驗箱為什麼要貼上三面的珍珠板呢？為什麼要貼遮光板……？因此雖然已經學過一段時間，我們

仍回過頭來探討，以免把疑問帶著走，不知何時能解？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彩虹實驗箱內彩虹形成的因素。 

二、探討教室中三稜鏡下的彩虹成像。 

三、探究影響彩虹形狀和大小的因素。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透明杯子(各種材質)、投影機、投影機上塑膠板、公升杯、手電筒、燈泡、量角器、尺、 

彩虹實驗箱(由公升杯、三塊珍珠板、一張黑紙組成) 

 

 
 

 

                        
教室裡的彩虹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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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研究一、探討彩虹實驗箱內彩虹形成的因素。 

實驗一：尋找彩虹實驗箱內的彩虹成因。 

想法： 

1、使用手電筒照入彩虹實驗箱，看到的彩虹不清楚，我們猜可能是光不夠 

   強，因此換上投影機當作製造彩虹的光源。 

2、課本裡的彩虹實驗箱為什麼要這要組裝呢？我們想一片一片的拆卸掉珍 

   珠板，看看還會產生彩虹嗎？ 

方法：分別拆卸甲、乙、丙、丁四塊保麗龍板， 

      再觀察會不會影響彩虹的成像？ 

 

結果： 

 

 

拆卸彩虹實驗箱各邊隔板的實驗紀錄表： 

 

發現： 

1、當彩虹實驗箱放在投影機上時，會產生一道接近一字形的彩色色光。 

2、當拆卸甲片時，發現在丙珍珠板上有彩色色光。 

3、再拆卸乙片時，仍維持丙、丁片上的色光。 

4、當拆卸丙片時，水杯上因為沒有珍珠板，所以有色光投影在我的身上 

5、當全部拆卸時，透明盒上沒有色光，倒是在白板上、身上等四周出現了四個彩虹。 

 

 
 

  

    

 

 

 

拆卸

隔板 
甲 乙 丙 丁 全拆 

結果 

     

甲 
丁 

乙 
丙 

四周保麗龍板和遮板拆卸後有四個色光 

 

彩虹實驗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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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探討公升杯在投影機上的彩虹行進路徑。 

想法：投影機只有一個燈泡，怎麼會產生四道彩虹呢？ 

方法：尋找四個彩虹光線行進路線 

步驟： 

1、將透明盒裝水高度5公分放置在投影機上。 

2、打開燈可見四道彩虹般的色光。 

3、取白色珍珠板接近色光與透明盒。 

4、使用課本遮蔽投影機面板，分別只留下甲、乙、丙、丁各區。 

5、尋找光的來源和色光所走的路徑。 

結果： 

投影

機面

別 

甲 乙 丙 丁 

色光

行經

路線 

    

色光

光源

來源 

 
遮蔽甲、乙、丁 

 
遮蔽甲、丙、丁 

 
遮蔽乙、丙、丁 

 
遮蔽甲、乙、丙 

色光

行經

路線

示意

圖 

    

發現： 

1、在甲、乙、丙、丁四處都可以找到色光行經的路徑。 

2、當遮蔽甲、乙、丁三面的投影機面板，則只剩甲面的白板有色光，可知需要丙面的光源。 

3、當遮蔽甲、丙、丁三面的投影機面板，則只剩丁面的白板有色光，可知需要乙面的光源。 

4、當遮蔽乙、丙、丁三面的投影機面板，則只剩丙面的白板有色光，可知需要甲面的光源。 

5、當遮蔽甲、乙、丙三面的投影機面板，則只剩乙面的白板有色光，可知需要丁面的光源。 

6、光線從杯緣進入水中，產生第一次偏折，再從杯子上方第二次偏折出去，產生色光。 

 

 

 

 

 

 

 

投影機 

乙 

甲 

丙 

白板 

投影機各區區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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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探討彩虹實驗箱遮光量對彩虹成像的影響。 

想法：在實驗二中發現：直接投射在白板上的色光比較大而且清楚，所以在此只遮蔽左右兩側的 

      光避免干擾。 

方法：1、將遮有二面的彩虹實驗箱放置在投影機上。 

      2、打開投影機的燈。 

      3、取一塊遮板慢慢往下遮光。 

      4、在實驗箱上每二公分會一條橫線。 

      5、觀察遮光量不同對彩虹成像的影響。 

結果： 

遮光情形 不遮光 遮光2公分 遮光4公分 遮光6公分 

產生色光

情形 

 
 

  
遮光情形 遮光8公分 遮光9公分 遮光9.5公分 遮光10公分(全遮) 

產生色光

情形 

    
發現： 

1、遮光0-8公分時，在白板上投射的色光幾乎沒有差異。 

2、遮光8-9公分時，在白板上投射的色光變暗了。 

3、全部遮完時，白板上沒有投射的色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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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探討公升杯的水量會影響彩虹行經路徑嗎？ 

方法：1、在公升杯內分別裝水0、2、4、6、8、10公分高。 

      2、打開投影機的燈，並在面板上方放置擋光的簿本，只留前面一道光來實驗。 

      3、將裝有各種水量的公升杯放置在簿本上。 

      4、調整公升杯的位置，讓它能在白板上產生彩虹。 

      5、設計一塊能同時插入杯內、外的珍珠板，能在有彩虹時插入，並固定位置。 

      6、紀錄光線在不同水量公升杯的行進路徑。 

結果： 

水位高

度 
2公分 4公分 6公分 8公分 10公分 

光經過

不同水

位的路

徑      
杯緣距

簿本邊

緣距離 

0.3公分 0.5公分 0.7公分 0.9公分 1.1公分 

光線進

入公升

杯高度 

0.3公分 0.9公分 1.1公分 2公分 3公分 

光線行

近示意

圖 

      

發現： 

1、公升杯水位高低會影響光線行進路線。 

2、當水位較低時，水杯邊緣必須要很靠近簿本邊緣才會有色光出現。 

3、當水位慢慢升高時，水杯邊緣必須離簿本邊緣遠一點，才會出現色光。 

4、水位較低時，色光投射在白板的位置較低，水位較高時，投射位置較高。 

5、水位越高，光線進入公升杯的位置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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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 

1、光線經過彩虹實驗箱時，在水中產生第一次偏折，離開水面出現第二次偏折，進而產生像彩 

   虹般的色光。 

2、教室用的實驗箱為了使光線更清楚，可以將四周遮住，只要在杯底留進光處三公分縫隙即可。 

3、彩虹實驗箱內的水位高低會影響光線行進的路線與彩虹投射的位置。 

4、實驗箱內的水位高時，光入射角度大、光要在較高的位置才能進到水中、投射的彩虹較厚。 

5、實驗箱內的水位低時，光射入的角度小、光要在較低的位置才能進到水中，投射的彩虹變薄。 

6、使用手電筒時，若水位低，需較靠近杯緣；水位高則遠離杯緣來照射就能產生彩虹。 

 

 

 
 

 

  

 

       教室中製造的各式彩虹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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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探討教室中三稜鏡下的彩虹成像。 

實驗一：探討在投影機上光經過三稜鏡產生彩虹的路徑。 

想法：老師分發三稜鏡讓我們使用，我們做出的彩虹都很小，有時候還只有光線，因此決議先找 

      出三稜鏡的操作方式。 

方法：取三稜鏡放在投影機上操作下產生類似彩虹的色光。 

步驟：1、設計一個放置三稜鏡的架子，旁邊附上量角器。 

      2、適當調整三稜鏡的角度，觀察牆壁上何時產生彩虹。 

      3、紀錄角度 

結果：  

 

三稜鏡偏轉情形 三稜鏡向右邊偏轉 三稜鏡呈現90度 三稜鏡向左偏轉 

調整三稜鏡面向

光的角度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調整三稜鏡面向

光的角度 

   
產生色光的範圍 面向光源最多可偏至120度 偏到90度最清楚 最多偏到70度 

發現： 

1、 三稜鏡成倒三角形方式會形成彩虹。 

2、倒三角形靠近光源處70-120度時均產生彩虹，但是90度處的彩虹最清楚。 

 

 

 

量角器 

三稜鏡 

光源 

投影機 

面板 

 

三稜鏡放置在投影機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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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探討是哪道光經過三稜鏡產生色散呢？ 

方法1：尋找光經過三稜鏡的哪一面？ 

步驟： 1、在三稜鏡的一邊貼上黑紙遮光，旋轉三稜鏡。 

       2、找出光是從哪一面進入三稜鏡中。 

       3、找出光是從哪一面離開三稜鏡。 

結果： 

項目 甲邊貼黑紙 乙邊貼黑紙 丙邊貼黑紙 

光進

入三

稜鏡

方向

示意

圖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光進

入三

稜鏡

方向

照片 

 
  

光線

穿透

三稜

鏡在

尺上

投射

路徑  
  

結果 

 

有彩虹色光 沒有彩虹色光 沒有彩紅色光 

 

發現： 

1、光線由丙邊進入，當甲邊被遮住時，仍有彩虹色光。 

2、當乙、丙邊分別被遮住時，都沒有彩虹的色光。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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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尋找光進、出三稜鏡的面。 

步驟：1、將貼在三稜鏡甲面的黑紙依序打開一點點。 

      2、分別觀察白板上是否有色光產生，並找出光進三稜鏡的面。 

      3、將貼在三稜鏡乙面的黑紙依序打開一點點。 

      4、分別觀察白板上是否有色光產生，並找出光離開三稜鏡的面。 

結果： 

 

 

光

進

入

三

稜

鏡

的

路

徑

  

項目 黑紙緊貼三稜鏡 黑紙向下張開一點 黑紙向上張開一點 黑紙向下張多一點 

改變

黑紙

所在

位置

示意

圖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投影機面板 

產生

色光

情形 

 不會產生色光    會產生色光    不會產生色光   會產生色光 

光

離

開

三

稜

鏡

的

路

徑 

項目 黑紙緊貼三稜鏡 黑紙向上張開一點 黑紙反向張開一點 黑紙向上張開更多 

改變

黑紙

所在

位置

示意

圖 
 

 
   

產生

色光

情形 

  

 不會產生色光 

   

  會產生色光 

   

  不會產生色光 

   

   會產生色光 

 

發現： 

1、三稜鏡的丙面貼上黑紙，不會有色光產生。 

2、當丙面的黑紙向下張開一點或張開更多時，白板上會出現色光。 

3、當丙面的黑紙向上張開時，白板不會產生色光。 

4、三稜鏡的乙面貼上黑紙，不會有色光產生。 

5、當乙面的黑紙向上張開一點或張開更多時，白板上會出現色光。 

6、當乙面的黑紙向上且向右開時，白板不會產生色光。 

 

 

 

 

 

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丙 乙 

丙 

乙 

丙 

甲 

乙 

丙 

甲 

乙 

甲 

甲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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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尋找光進入及離開三稜鏡的面。 

步驟：1、將三稜鏡直立在實驗桌上。 

      2、將投影機放置距桌面約1公尺處。                    

      3、打開燈後，觀察在桌面的彩虹成像。 

      4、在桌面畫出有彩虹色光的範圍，用量角器量出角度。 

結果：                                                                

 

項目 尖角面向光 尖角與光平行 尖角與光平行 尖角不與光平行 尖角不與光平行 

彩虹色

光成像 

     
產生色

光情形 

有兩道彩虹 有光卻沒有彩

虹 

有光卻沒有彩

虹 

  有一道彩虹  有一道彩虹 

發現： 

1、三稜鏡尖角正對光源時，其餘兩角都能偏折出一道彩虹。 

2、調整三稜鏡兩角與光源平行，沒有彩虹色光產生。 

3、若兩角沒有和光源平行或一角正對時，則會產生一道較明顯的彩虹色光。 

4、發現向左右偏轉30度可以有彩虹色光的產生。 

 

 

 

 

 

 

 

 

 

 

 

 

 

 

 

 

 

 

 

 

光線從三稜鏡進入左右偏折 30 度有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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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二： 

1、三稜鏡放置在投影機上時，以倒三角形方式放置最能找出彩虹般的色光。 

2、以下圖而言，光線是從三稜鏡的甲面進入產生第一次偏折，從乙面出去產生第二次偏折。 

3、光線進入三稜鏡必須在適當的角度，以中間90度而言，向左偏到120度、向右偏到70度都能找

到彩虹般的色光，超過範圍就找不到。 

4、給光角度垂直，可在向左右偏轉30度內找到彩虹。 

 

 

 

 
 

  
 

                

 

 

 

 

白

板 

 

光

源 

三

稜

鏡 

光線經過三稜鏡示意圖 

利用量角器找出三稜鏡最適當產生彩虹色光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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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探究哪些因素會影響教室裡彩虹的形狀和大小。 

實驗一：透明物的形狀會影響彩虹的形狀和大小嗎？ 

方法：在學校教具室中找到有不同形狀的壓克力模型，因此以各形壓克力為探討重心。 

步驟：1、取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圓錐、角錐、圓形等壓克力。 

      2、在各形壓克力裝水高均為5公分。 

      3、紀錄各形壓克力所形成的彩虹形狀和大小。 

結果： 

 三角形 四邊形 五邊形 六邊形 圓錐 角錐 圓柱 

彩

虹

形

狀 

 

 

 

 

 

     

 

   無 

 

彩

虹

相

片 

    
   

彩

虹

長

度 

5公分 8公分 8公分兩側

還個多一長

條的彩虹，

長48公分 

6公分兩

側還個多

一長條的

彩虹，長

25公 

48公分  

 

   無 

48公分 

彩

虹

厚

度 

8公分 5公分 8公分 6公分 5公分  

 

   無 

5公分 

 

發現： 

1、容器的形狀會影響彩虹的形狀，容器單面是一字形的都會呈現方形或梯形。 

2、圓柱形容器和圓錐形容器產生的彩虹是弧形的。 

3、圓柱和圓錐形透明容器產生的色光比較長，也比較像真正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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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透明物裝水的水量會影響彩虹的形狀和大小嗎？ 

方法：取正方形和水晶杯改變裝水的量，來改變透明物的厚薄。 

步驟：1、取方形杯和水晶杯。 

      2、分別改變方形杯和水晶杯內的水位高度。 

      3、水位高度分別為0、2、4、6、8、10㎝。 

      4、測量在白板上彩虹的大小和厚度。 

結果： 

方形杯裝水量不同改變透明物厚薄實驗紀錄 

水位高度（㎝） 0 2 4 6 8 10 

成像情形 

      
彩虹形狀 

 

無      

彩虹長度 

 

0公分 7公分 7公分 7公分 7公分 7公分 

彩虹厚度 

 

0公分 2.5公分 3.5公分 5公分 6.5公分 7.5公分 

 

水晶杯裝水量不同改變透明物厚薄實驗紀錄 

水位高度

（㎝） 
0 2 4 6 8 10 

成像情形 

      
彩虹形狀 

 

    無      

彩虹長度 

 

0 67公分 91.5公分 160公分 165公分 165公分 

彩虹厚度 

 

0 2公分 3公分 4.5公分 6公分 7公分 

 

發現： 

1、水位高低會影響彩虹的厚度，水位越高，彩虹越厚。 

2、對圓杯而言，水位高會使圓弧形拉的較長。 

3、水位6公分以上彩虹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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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透明物的大小會影響彩虹的形狀和大小嗎？ 

方法：1、選取大、中、小的方形杯，實驗時控制各杯水的高度都相同。 

      2、選取大、中、小的水晶杯，實驗時控制各杯水的高度都相同。 

步驟：1、選取大、中、小的方形杯和水晶杯。 

      2、調整各杯水位都是4㎝。 

      3、放置在投影機上。 

      4、紀錄各杯產生彩虹的大小及厚度。 

結果： 

方形杯大小不同改變透明物大小實驗紀錄 

杯子大小 小杯5*10公分 中杯15*10公分 大杯25*10公分 

彩虹色光

成像情形 

   
彩虹形狀 

 

   

彩虹長度 

 

6公分 25公分 35公分 

彩虹厚度 

 

8公分 8公分 8公分 

 

水晶杯大小不同改變透明物大小實驗紀錄 

杯子大小 小杯直徑4公分 中杯直徑6公分 大杯直徑10.5公分 

彩虹色光

成像情形 

   
彩虹形狀 

 

   

彩虹長度 

 

     120公分      140公分      160公分 

彩虹厚度 

 

    3公分     5公分       7公分 

發現： 

1、透明容器的大小會影響色光成像。 

2、方形杯長度增加會增加色光的長度，但是明亮度不影響。 

3、大圓柱杯的弧形較大、厚又清晰，小圓柱杯的弧形色光較小、薄且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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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四：探討光源種類會影響彩虹的成像嗎? 

方法：選取太陽、投影機、手電筒、LED手電筒等四種不同光源。 

步驟：1、取裝水的水晶杯及方形壓克力杯。 

      2、分別觀察並記錄各種光源經過裝水的水晶杯及方形壓克力杯的彩虹成像。 

結果： 

各種光源經過三稜鏡實驗紀錄 

光源

種類 

太陽 投影機 手電筒(鎢絲燈) LED燈 

彩虹

色光

成像

情形 

  
  

彩虹

形狀 

   

 

沒有 

彩虹

長度 

10.7公分 6公分 10公分 沒有 

彩虹

厚度 

4公分 4公分 0.8公分 沒有 

發現： 

1、不同光源會影響彩虹色光的成像。 

2、太陽光下的彩虹色光最清晰，分色也最漂亮。 

3、投影機的燈呈現的彩虹色光也不錯，如果沒有太陽時，可以用來取代。 

4、手電筒製造出的彩虹色光，必須在暗室中或把附近的光遮蔽，否則不清楚。 

5、LED手電筒無法製造出彩虹色光。 

 

結論三： 

1、在教室裡可以製造大小形狀不同的彩虹。 

2、水杯的形狀會影響彩虹的形狀，有邊角的水杯製造出的彩虹是方形或梯形的；圓柱形造出的 

   則是弧形的。 

3、水杯內裝水的越多可以增加彩虹的厚度；水杯的寬度會使彩虹加長。 

4、直徑大小不同的圓柱體會影響彩虹的厚度、大小與清晰度，大圓柱產生的色光的較厚、弧形 

   大且清晰；小圓柱產生的色光則是較薄、弧形小且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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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一)這次在學姊學長們共同努力下，我們解開了彩虹實驗箱的秘密，我們發現： 

1、光經過彩虹實驗箱時，在水中產生第一次偏折，離開水面出現第二次偏折，進而產生像彩 

   虹般的色光。 

2、為了使實驗箱的彩虹更清楚，可以將四周遮住，只要在杯底留進光處三公分縫隙即可。 

3、彩虹實驗箱內的水位高低會影響光線行進的路線與彩虹投射的位置。 

4、實驗箱內的水位高時，光射入的角度大、光要在較高的位置才能進到水中、投射的彩虹較厚。 

5、實驗箱內的水位低時，光射入的角度小、光要在較低的位置才能進到水中，投射的彩虹變薄。 

6、使用手電筒時，若水位低時，需較靠近杯緣，水位高時，遠離杯緣來照射就能產生彩虹色光。 

7、三稜鏡放置在投影機上時，以倒三角形方式放置最能找出彩虹般的色光。 

(二)實驗時，我們發現：想要在教室裡製造彩虹般的色光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注意到光源強度與

擺放透明物的角度，就能輕易的製造出彩虹般的色光。 

 1、選擇光源： 

   (1)太陽光的強度製造出得彩虹最美麗、最鮮艷，如果有太陽，最好還是使用它來當作光源。 

   (2)投影機的光源很適合在教室裡製造彩虹，但是要知道它的光都是從四周往中間集中，所以 

     可以把三邊的光遮住，留一邊的光束才不會製造出太多的彩虹而弄不清楚彩虹的成因。 

   (3)手電筒是很方便取得的光源，可惜光不夠強，若想用它製造彩虹，就得費心遮住多餘的光。 

 2、擺放角度： 

   (1)使用三稜鏡時，光線進入三稜鏡必須在適當的角度，以中間90度而言，向左偏到120度、向 

     右偏到70度都能找到彩虹般的色光，超過範圍就找不到。 

   (2)方形杯只要邊對準光源就可以。 

   (3)圓柱體最方便，只要裝水擺在投影機的光源上就能找到彩虹。 

(三)實驗中，我們也發現在教室中可以製造大、小、厚、薄、不同形狀等不同特性的彩虹色光。 

 1、水杯的形狀會影響彩虹的形狀，有邊角的水杯製造出的彩虹是方形或梯形的；圓柱形造出的 

    則是弧形的。 

 2、水杯內裝的水越多，彩虹越厚；水杯越寬，彩虹就越長。 

 3、直徑大小不同的圓柱體會影響彩虹的厚度、大小與清晰度，大圓柱產生的色光的較厚、弧形 

    大且清晰；小圓柱產生的色光則是較薄、弧形小且不清晰。 

(四)實驗後，我們深深感覺到：課本裡的實驗也許是經過專家學者的設計，可是我們並不知道他 

   .設計的道理，很高興有這次實驗的機會，解開彩虹實驗箱的秘密，也解開我心理的疙瘩。 

       更高興把原本做不好的彩虹成像，透過量角器與多次的實驗，終於能夠找出三稜鏡規律 

    的使用方法，三稜鏡放在光源上用倒三角的方式來使用就能快速找到彩虹色光。 

.陸、檢討： 
一、實驗中，我們嘗試著找到光行進的路線，起先使用白色珍珠板來接光，雖然可以看出光離開 

    水面的路徑，卻找不到公升杯前段及中間的路徑，感覺很懊惱，後來靈機一動，把珍珠板切 

    了小縫後，卡在公升杯中，不就可以接到光線進出的位置嗎？然後可以清楚看出光線進入水 

    中偏折、離開水面偏折的路徑，真是太棒了! 

二、實驗後原本有些遺憾”抓不到”光進入三稜鏡的路線，經過這個月的努力，我們發現把三稜 

    鏡放在桌面，投影機放遠一點替代陽光，竟然能快速找出光線進出三稜鏡的路線，更再次驗 

    證使用三稜鏡的方法，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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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考資料： 
1、南一書局(96)。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手冊(4下)，50-88。 

2、南一書局(96)。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4下)，5-17。 

3、康軒文教事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專用課本(4上)，38-51。 

4、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小牛頓科學百科(4)，104-117 

4、台師大物理系黃福坤老師物理示範實驗室  

"http://www.phy.ntnu.edu.tw/class/demolab/java/Rainbow/index.html" 

  

 

 

 
光線行經路徑 

 
量量看彩虹有多大 

 
公升杯上的彩虹 

 

利用三合一隔板清楚找楚光線行經的路徑 

 

 

 

實 驗 花 絮 

這是我們的

創舉哦!超好

用的! 

�x�v�j���z�t���֩[�Ѯv���z�ܽd�����%20%20%22http:/www.phy.ntnu.edu.tw/class/demolab/java/Rai
�x�v�j���z�t���֩[�Ѯv���z�ܽd�����%20%20%22http:/www.phy.ntnu.edu.tw/class/demolab/java/Rai


 

【評語】081503 

好奇心是探索的動力，能實際動手了解教具設計。 

本作品雖然有系統的說明彩虹形成的因素及影響彩虹大小

等因素，然而這些實驗比較普遍的存在目前科普書中，原創

性稍嫌不足，尚有進步的空間。 

是否能製造隨身測高機，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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