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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影響自製黏土的因素。由於擔心市售黏土是否有化學添加物？進而讓

我們有自製安全無毒黏土的念頭。查資料時發現，大家寫的材料比例、作法都不相同，且都

需再自行增添麵粉或水量，這讓我們感到疑惑，所以想用科學方法來測量，提供大家一個適

合的比例與作法。 

我們利用自製的「黏度」、「延展性」與「柔軟度」裝置來測試黏土的性質，再將結果與

市售黏土做一比較，並記錄黏土靜置後的情形，藉此判斷出適合的比例與作法。 

另方面，選出測試結果較合適的兩種自製黏土，與市售黏土一同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

大家對自製黏土的看法。對照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實驗觀察的紀錄，提出建議的自製黏土比例

與作法，讓大家可以安心享受玩黏土的樂趣！ 

 

 

壹、研究動機 

    

色彩多變的黏土可捏塑成各種形狀，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但是我們有好幾次的經驗，

在玩過黏土後，部分皮膚都會起小疹子，不知道是我們本身的體質太過敏感？還是這些黏土

所含的化學成分所造成的？ 

上網查資料時發現，中文裡的「黏土」，英文叫「play dough」，而「dough」指的就是生麵

糰。此外，網路上也有不少媽媽擔心黏土的安全問題，而提供了以麵粉來製作黏土的配方，

但是網路上每位媽媽的作法，其麵粉、水、和油的份量都不太一樣，連製作方式都有些出入。 

於是我們決定要研究出安全無毒的黏土作法，並利用五上「力的測量」單元裡所教到的

一些知識，來檢驗我們所做出來的黏土性質，藉此提供一個適合小朋友在家製作黏土的方式，

讓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到玩黏土的樂趣。 

 

 

★與課程相關單元：1.三上第四單元「廚房裡的科學」 

2.五上第四單元「力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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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比較「市售黏土」的特性。 

二、瞭解「自製黏土」的比例與作法。 

三、設計測試黏土「黏度、延展性與柔軟度」的裝置。 

四、探討麵粉的種類（低中高筋的差別），對於「自製黏土」性質的影響。 

五、探討製作方式（加熱與否），對於「自製黏土」的影響。 

六、探討麵粉、水、食鹽與油之間的基本比例。 

七、探討塔塔粉對於「自製黏土」性質的影響。 

八、調查大眾對自製黏土的接受情形。 

九、探討自製黏土的保存期限與方式。 

 

 

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黏度測試裝置 竹筷、橡皮筋、塑膠量杯（雙開口）、壓克力板、木板、泡棉膠帶、彎勾、

椅子、砝碼。 

延展性測試裝置 塑膠杯（30cc）、透明壓克力盒（一公升）、透明壓克力板、藍色數學積

木、黃色數學積木、橘色數學積木、透明格子板。 

柔軟度測試裝置 皮尺、塑膠棍、氣球插座、小台車、油土、絕緣膠布、木板、U 形磁鐵、

透明壓克力盒（一公升）、透明壓克力盒（100c.c.）、鐵尺、大型量角器。 

製作黏土材料 麵粉（低筋、中筋、高筋）、食鹽、水、沙拉油、塔塔粉、檸檬、糯米粉。 

其他器材 量筒、燒杯、電磁爐、鍋子、塑膠盤、湯匙、電子秤、塑膠袋、培養皿、

「培 X 多」黏土、樹脂土、數位照相機、冰箱、計時器、保鮮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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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圖1：研究流程圖 

【研究三】 

設計測試黏土「黏度、

延展性、柔軟度」裝置 

大家材料的比例

和作法都不同，所

以開始實驗，測試

最佳比例和作法。 

市售黏土 

【研究四～七】 

◆麵粉種類之影響 

◆加熱與否之影響 

◆麵粉、水、食鹽

與油的基本比例 

◆塔塔粉之影響 

決定比較對象 

【研究一】 

比較市售黏土特性 

【研究二】 

瞭解自製黏土

的比例與作法 

查詢歷屆相關科展作品 

文獻探討 

確定自製黏土的最佳比例和作法 

【研究八】 

進行黏土觸摸及問卷調查，以瞭解大眾對自製黏土的接受情形 

自製黏土和市售黏土

性質比較 

【研究九】 

觀察自製黏土的保存期限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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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 

（一）比較「市售黏土」的特性 

    為了研究出適合小朋友在家製作的安全無毒黏土，我們先調查市面上適合小朋友使用的

黏土種類，瞭解其特性並作一比較（表1）： 

 

表1：市售黏土比較表 

特性 陶土 油土 紙黏土 培╳多 樹脂土 超輕土 

成分 矽酸、 

氧化鋁 

碳酸鈣、

黏劑、 

滑石粉 

紙漿、  

樹脂、  

石粉  

麵粉糰、

食鹽 

白膠、 

澱粉、 

防腐劑、

凡士林 

膨脹樹脂 

、黏劑、 

水 

是否會硬化 會 不會 會 會 會 會 

成型方式 燒製 靜置 靜置 靜置 靜置 靜置 

黏合方式 用水 直接黏合 用白膠 直接黏合 用白膠 用白膠 

可否再重製成作品 未燒製前

即可 

可 不可 可 不可 不可 

整體而言，小朋友在學校美勞課裡使用的黏土種類多為陶土、紙黏土和油土等，其中，

陶土的重量較重，且作品還需進窯燒製才能保存；紙黏土容易龜裂、且不易保存；油土雖然

不易變乾，但觸感較硬，不易塑形，所以這些都不是我們想比較的黏土種類。 

坊間才藝班多使用樹脂土或超輕土等，這類黏土的質地較輕軟，所以較易塑形，但其成

分為廠商的專利，較難模仿到相似的階段。而爸媽常選購讓孩子在家中使用的是像「培╳多」

這類的麵糰黏土，其成分較接近我們的自製黏土。 

考量「培╳多」的成分與自製黏土相似，較易達到相似的性質；而「樹脂土」易塑形的

特質是我們想要效仿的性質。因此，我們選定「培╳多」作為研究時主要的比較對象，而「樹

脂土」為參考對象。 

（二）瞭解「自製黏土」的比例與作法 

    我們上網查詢了自製黏土的相關資料（整理如表2），主要是以麵糰來製作安全的黏土，

這些配方的材料多是食材，麵粉和水是主要的材料，加入食鹽是為了防腐，油是為了避免黏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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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網路自製黏土配方表 

作法代號 A B C D E F 

麵粉 低筋麵粉

（2 杯） 

中筋麵粉 

（200g） 

麵粉 

（一杯） 

麵粉 

（400g） 

中筋麵粉

（400ｇ） 

麵粉 

（3杯） 

食鹽 1 杯 100g 半杯 200g 100ｇ 半杯 

油 2 湯匙 1 大匙 1 大匙 3 湯匙 不需要 1/4杯 

水 水 2 杯 冷水 

（300cc） 

水  

（一杯） 

滾水

（500ml） 

水 

（250ｇ） 

水 

（1杯)  

塔塔粉 4 湯匙 2 茶匙  1 大匙 不需要 ２匙 不需要 

加熱拌勻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需要 不需要 

 

從上表，我們發現： 

（1）這些材料有的是用容量來計算，有的是以重量來計算。但用容量計算的「量杯」，

又未說明是哪一種量杯。（標準量杯依國家不同又分數種，200cc、220cc、240cc、250cc等。）

且麵粉及食鹽顆粒排列的鬆緊不一，會影響其容量大小，所以我們決定用「重量」計量，來

進行自製黏土比例的相關實驗。 

（2）部分作法並未說明麵粉種類，而麵粉之所以有低中高筋之分，就在於麵粉裡的蛋白

質成分多寡。「高筋麵粉」含有約 11.5 ~ 14% 左右的蛋白質，筋度大、黏性強；「中筋麵粉」

含有約 9.5 ~ 11.5% 左右的蛋白質，含量適中，因此筋度及黏度較均衡，是適用範圍最廣泛的

麵粉種類；「低筋麵粉」含有約 6.5 ~9.5% 左右的蛋白質，由於含量是所有麵粉中最低的，

因此不論筋度及黏度較低。到底低、中、高筋麵粉對黏土性質有何影響呢？進行【研究四】。 

（3）這些作法大致可分為有兩類：一類是不需加熱拌勻的作法；另一類需經加熱拌勻，

且多需加入塔塔粉。但這兩種不同的製作方式，會對黏土造成何種影響呢？進行【研究五】。 

（4）這些作法雖然都告知各種材料的量，但都建議麵粉和水的量要自行增減，直到不黏

手為止。由於這些作法的麵粉與食鹽比例皆接近2：1，且食鹽的作用在於防腐，油的作用在

於不黏手，因此，我們將進行【研究六】，針對麵粉與水量進行實驗，以瞭解麵粉與水量對

黏土性質的影響。 

（5）「塔塔粉」的學名為「酒石酸氫鉀」，在製作糕點時加入塔塔粉是為了幫助蛋白打

發，烘焙專家建議若沒有塔塔粉，可以用三倍量的檸檬汁代替。但自製黏土的配方中並沒有

蛋白，且未說明塔塔粉的功用。由於有需加塔塔粉配方的作法，皆需加熱，到底塔塔粉的性

質是否需經加熱才得以發揮？對黏土性質又有何影響？進行【研究八】。 

 



6 
 

（三）設計測試黏土特性的裝置 

為了檢測「自製黏土」的性質是否接近「市售黏土」？在考量黏土所應具備的性質後，

我們決定以「黏度」、「延展性」以及「柔軟度」等項目來測試自製黏土。為了研究出最適

合自製黏土的測試裝置，我們先調查全國科展作品有關的裝置後，分析如下表： 

表3：科展作品相關裝置分析表 

作品名稱 相關裝置 可應用的優點 需改良的地方 

黏土萬用在哪裡？ 黏度裝置 ˙利用重力來測試黏度 ˙應控制好定量的黏土來進

行測試。 

 

 

 

好玩的鼻涕蟲 

黏度裝置 ˙使用固定重量的螺帽來作

為測試單位，可方便比較

黏度。 

˙以瓶蓋選取鼻涕蟲的量，

可使測試量穩定。 

˙裝螺帽用的底座，容易被

手碰到而掉落。 

˙選取鼻涕蟲的瓶蓋為不透

明的，很可能內部角落未

填滿測試量而不自知。 

延展性裝置 ˙以體積來選取定量的測試

物。 

˙使用格子紙可方便計算延

展面積的大小。 

˙按壓的壓克力板是從側面

往下壓，非正向力。 

˙僅讓兩片壓克力板疊合，

不能控制好每次下壓的力

量大小。 

QQ變形蟲 延展性裝置 ˙以重量來選取定量的測試

物。 

˙使用格子紙可方便計算延

展面積的大小。 

˙加壓的砝碼可能會因重心

偏移而傾斜下壓。 

˙加壓時間僅10秒，稍嫌不

足。 

「零漬靈」－－大

家一起來玩黏巴達 

延展性裝置 ˙以重量來選取定量的測試

物。 

˙使用有格子的切割墊，可

方便計算延展面積的大小。 

˙僅以裝水的燒杯下壓，燒

杯的重心易偏移而傾斜。 

 

綜合上表結果，在黏度裝置方面：我們決定以透明的盒子選取黏土，以幫助我們確認所

選取的黏土量是否相同？另方面，我們利用砝碼的重力，來檢驗每種黏土的黏度。 

在延展性裝置方面：為了解決「下壓重物的重心會傾斜」的問題，我們利用學校教具中

的數學積木盒來固定下壓重物的方向。此外，數學積木盒的凹痕，也方便我們計算黏土的延

展面積。 

在柔軟度裝置方面：由於沒有較適合的參考作品，所以我們決定應用五年級自然課所學

到「力與運動」的相關知識，利用台車受重力下滑時的力量，來測試黏土的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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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有效運用學校的資源，會盡量以學校現有的教具來製作測試裝置，本研究使

用的測試裝置如下：  

1.黏度測試裝置 

（1）製作黏度測試板 

a.取一透明壓克力板，以泡棉膠帶固定在木板

上。 

b.將彎勾固定在木板之中心點上。 

 

（2）製作黏土量杯 

a.取一雙開口之塑膠量杯。 b.以橡皮筋將棒子固定在凹陷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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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行黏度測試實驗 

a.先取出適量的自製黏土放

於黏土量杯中，並按壓在黏

度測試板上。 

b.清除多餘黏土，以取得定量

的黏土。 

c.將黏度測試板置於等高的

椅子上。 

d.在黏度測試板下方的掛勾

上掛上砝碼。 

 

 

 

 

 

 

 

 

 

e.依序加上砝碼，直到黏度測

試板與黏土分離為止。將板子

分離前的砝碼數記為該黏土

的黏度。 

 

2.延展性測試裝置 

a.以30cc的塑膠杯取出定量

的黏土。 

 

 

b.將黏土搓成圓形。 

c.在一公升的透明壓克力盒

底部先放上藍色數學積木，再

墊上一片透明壓克力板，最後

將搓圓的黏土置於其上。 



9 
 

 

 

 

 

 

 

 

 

d.放上黃色數學積木。 

 

 

 

 

 

 

 

 

 

e.在黃色數學積木上方放1公

斤重的橘色數學積木，並靜置

2分鐘。 

f.取出黏土，並以透明格子板

覆蓋其上，數一數有幾格格子

被蓋到，即可得知該黏土之延

展性。 

備註：（1）使用透明壓克力盒是為了讓黃色數學積木在往下壓時，能固定往下的方向，使其

平均的壓在黏土上，而不至於傾斜下壓。（請見步驟d之圖） 

      （2）藍色數學積木上方所放的透明壓克力板，是為了避免在將黏土取出時，黏土會同

時陷在上方的黃色數學積木以及藍色數學積木的細縫中，因而影響實驗結果之判

讀。（請見步驟d之圖） 

（3）在透明壓克力盒之底部，先放置一塊藍色數學積木，為的是讓實驗完的黃色數學

積木能高於透明壓克力盒，好方便取出黃色數學積木及黏土。（請見步驟e之圖） 

 

3.柔軟度測試裝置 

（1）製作測試台車（如圖2） 

a.取一塑膠棍，將皮尺固定其上，製成皮尺棍，以方便測量黏土之下陷情形。 

b.另取一台小台車，在前方固定一個氣球插座，其內塞入適量的油土，將前面製作好

的皮尺棍固定在氣球插座上。 

c.在台車內放上一個U形磁鐵（950克重）以增加其重量。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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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試柔軟度 

a.以透明大燒杯為底，鋪上

保鮮膜以避免黏土黏在其

上。 

b.以100c.c.之透明壓克力盒裝

入適量的黏土，並按壓在大燒

杯上，以取出一平整面之黏

土。 

c.取一60公分長的木板作為

跑道，木板一端下方墊兩個1

公升之壓克力盒，使得木板固

定在離桌面約15度。 

d.將黏土放在木板底端 e.將皮尺棍對準跑道中線，以

鐵尺固定台車起跑位置。 

f.放開台車後計時兩分鐘，再

測量皮尺棍之下陷深度，即可

得知該黏土的柔軟度。 

 

（四）自製黏土製作過程 

1.不需加熱的自製黏土製作步驟 

 

 

 

 

 

 

 

 

 

a.先取麵粉、食鹽、水和油備

用。 

 

 

 

 

 

 

 

 

 

b.將食鹽溶入熱水中。 

 

 

c.將油和鹽水加入麵粉中攪

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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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繼續加麵粉或水，直到可將

麵糰揉至三光（手光、麵光、

盆光）為止。 

e.完成自製黏土。 

 

 

2.需加熱的自製黏土製作步驟 

 

 

 

 

 

 

 

 

a.先取麵粉、食鹽、水和油備

用。 

 

 

 

 

 

 

 

 

b.將食鹽溶入熱水中。 
 

c.將油和鹽水加入麵粉中攪

拌。 

d.拌勻後開始加熱。 e.麵糰變色且不易攪動時熄

火。 

f.取出揉勻後即為成品。 

（五）自製黏土測試過程 

1.針對欲研究的變因進行黏土製作。 

2.進行「黏度、延展性、柔軟度」測試，每種項目均進行三次測試，再取平均值作為該

黏土的數據。（若有較大差異時，會進行五次測試，刪除兩個極端值後再取平均。） 

3.將測試結果與市售黏土做一比較。 

4.進行自製黏土靜置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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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六）問卷調查過程 

綜合實驗結果，選定兩種測試結果較佳的自製黏土，與培X

多和樹脂土放入箱子中，讓201位同學測試黏土的觸感，並請同

學填寫問卷（如附件）。問卷收回統計時，第一名給4分，第二

名給3分，第三名給2分，第四名給1分。最後對照總分與同學對

該黏土的感受，以瞭解同學對自製黏土接受情形。（如圖3）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探討麵粉的種類（低中高筋的差別）對於「自製黏土」性質的影響 

（一）實驗控制 

實驗前初試，自製黏土能達到三光之比例初步定為：麵粉（100g）、食鹽（50g）、水（100ml）、

油（4ml）。為了要瞭解不同麵粉種類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本次實驗的操縱變因：「麵粉種類」

（高、中、低筋麵粉），控制變因：麵粉（100g）、食鹽（50g）、水（100ml）、油（4ml）、

不加熱。 

（二）實驗結果 

1.8

16.315.7

2.6

19.7

15.3

4.57

22

15

0

5

10

15

20

25

黏度 延展性 柔軟度
     （單位：個）                  （單位：格）                （單位：公分）

高筋麵粉

中筋麵粉

低筋麵粉

 

 

（三）討論 

    1.由「圖4」可知，不同麵粉種類的黏度比較：高筋＞中筋＞低筋，但差異不大；延展性

比較：低筋＞中筋＞高筋；柔軟度比較：低筋＞中筋＞高筋。 

    2.在整個製程中，由於高筋麵粉的蛋白質含量較高，筋度較高，所以揉捏過程較為費力；

而低筋麵粉過的蛋白質含量較低，筋度較低，其所製成的黏土過於柔軟；相形之下，中筋麵

粉所製成的黏土不會太硬也不會太軟。所以，我們決定以中筋麵粉為材料，進行其他實驗。 

圖 4：麵粉種類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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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不加熱時，麵粉、水、食鹽與油之間的基本比例 

（一）實驗控制 

本次實驗的操縱變因：中筋麵粉量（100g、125g、135g）；控制變因為：食鹽（50g）、

水（100ml）、油（4ml）、不加熱。 

（二）實驗結果 

15.3

19.7

2.6

12.3
13.7

1.47

10.3 10.7

1.03

6.3

13

1.07

12
14

2.9

0

5

10

15

20

25

黏度 延展性 柔軟度
(單位：個)                          (單位：格)                         (單位：公分)

中筋麵粉100g

中筋麵粉125g

中筋麵粉135g

培X多

樹脂土

 

 

表4：不同麵粉量之自製黏土靜置後的比較表 

 
中筋麵粉（100g） 中筋麵粉（125g） 中筋麵粉（135g） 

 

 

當天樣貌 

   

 

 

兩天後樣貌 

   

圖 5：麵粉量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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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 

1.不同麵粉量的黏度：麵粉量越多，黏度越低。其中，以中筋麵粉125g的比例較接近樹脂

土的黏度。 

    2.不同麵粉量的延展性：麵粉量越多，延展性越小。其中，以中筋麵粉125g的比例較接近

培X多與樹脂土的延展性。 

    3.不同麵粉量的柔軟度：麵粉量越多，柔軟度越低。其中，以中筋麵粉100g的比例較接近

樹脂土的柔軟度；以中筋麵粉135g的比例較接近培X多的柔軟度。 

4.整體而言，中筋麵粉125g的黏土性質較接近市售黏土。因此，我們決定以中筋麵粉

（125g）、食鹽（50g）、水（100ml）、油（4ml）為基本比例進行其他實驗。 

5.從「表4」看來，無論哪種麵粉量的黏土，在靜置一天後其表面就出現光澤，表示有出

水的現象，推論是由於自製黏土中的鹽粒尚未完全溶解，且黏土仍為生麵糰，置於空氣中易

因受潮，而使黏土有出水的現象，因此進行需加熱的作法之相關實驗。 

三、探討有無加熱對於「自製黏土」性質的影響 

（一）實驗控制 

若以不加熱的材料比例進行加熱，則會因水量太少而無法攪動，所以，在需加熱的作法

中，水至少要調整到120ml才能攪拌；但不需加熱的作法中，若水量也調整為120ml時，會因

水量太多而無法達到三光的情形。因此，操縱變因雖為「加熱方式」，但這兩者的水量會有

所差異（無加熱，水量100ml；有加熱，水量120ml）。控制變因為：中筋麵粉（125g）、食

鹽（50g）、油（4ml）。 

（二）實驗結果 

12.3

13.7

1.47

0

9.7

1.5

6.3

13

1.07

12

14

2.9

0

5

10

15

黏度 延展性 柔軟度
(單位：個)              (單位：格)               (單位：公分)

無加熱

有加熱

培X多

樹脂土

 

 

圖 6：有無加熱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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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有無加熱之自製黏土靜置後的比較表 

 無加熱 有加熱 

 

 

當天樣貌 

  

 

 

靜置一天樣貌 

  

（三）討論 

1.從「圖6」可知，有加熱的自製黏土其黏度為0，表示其黏度小於黏度測試板的重量，可

能是水分太少的緣故，從其表面仍可見麵粉碎屑可見一斑（表5中的右上和右下圖）。 

2.由「圖6」可知，有加熱的自製黏土其延展性較差，但柔軟度與無加熱的自製黏土則差

異不大。 

3.由「表5」看來，靜置一天後，無加熱的黏土其表面出現光澤，表示有出水的現象，但

有加熱的黏土狀況仍然很不錯，推論自製黏土若想在常溫下保存，則需經加熱的過程。 

4.由於有加熱的自製黏土在水量120ml的狀況下的黏度不理想，因此進行需加熱時的理想

水量實驗。 

四、探討加熱時，麵粉、水、食鹽與油之間的基本比例 

（一）實驗控制 

由表二中網路上的各種作法可知，需加熱的作法皆需加入塔塔粉，因此我們以前項實驗

之比例，並皆加入塔塔粉進行實驗。操縱變因：水量（120ml、140ml、160ml、180ml）；控制

變因：中筋麵粉（125g）、食鹽（50g）、油（4ml）、塔塔粉（2.5g）、需加熱。 



16 
 

（二）實驗結果 

0

9.7

1.5

7

11.3

1.8

12.6

1.97

10.7

14.7

2.4

6.3

13

1.07

12

14

2.9

7.6

0

5

10

15

20

黏度 延展性 柔軟度
(單位：個)                         (單位：格)                      (單位：公分)

水量120ml

水量140ml

水量160ml

水量180ml

培X多

樹脂土

 

（三）討論 

1.由「圖7」可知，水量越多，黏度越高，但水量140ml與160ml的黏度差異不大，皆較接

近培X多的黏度。水量越多，延展性越大，其中，以水量160ml與180m的比例較接近培X多與

樹脂土的延展性。水量越多，柔軟度越高，其中，以水量180m的比例較接近樹脂土的柔軟度。 

2.整體而言，水量160ml的比例較為接近我們欲參考的培X多性質。因此，我們決定以中

筋麵粉（125g）、食鹽（50g）、水（160ml）、油（4ml）、塔塔粉（2.5g）為需加熱的基本

比例。 

五、探討塔塔粉之功用 

（一）實驗控制 

為了瞭解自製黏土中塔塔粉的功用，本次實驗操縱變因：塔塔粉的量（0g、2.5g、5g），

控制變因為：中筋麵粉（125g）、水（160ml）、食鹽（50g）、油（4ml）、需加熱。 

（二）實驗結果 

10.3 10

0.9

7.6

12.6

1.97
1

9.7

0.4

6.3

13

1.07

12

14

2.9

0

5

10

15

黏度 延展性 柔軟度
(單位：個)                      (單位：格)                    (單位：公分)

無塔塔粉

塔塔粉2.5g

塔塔粉5g

培X多

樹脂土

 

圖 7：水量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圖 8：塔塔粉量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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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三）討論 

1.由「圖8」看來，在有加熱的情形下，無塔塔粉的黏土與加2.5g塔塔粉的黏土黏度，皆

接近市售黏土的黏度。但若塔塔粉加至5g時，黏度則過低。加2.5g塔塔粉的黏土其延展性與柔

軟度皆較為接近市售黏土的性質。 

    2.整體而言，有加塔塔粉的黏土其延展性與柔軟度皆較佳，但若加過多會變得過硬，因

此約加2.5g即可。 

3.加2.5g塔塔粉的黏土，在搓揉時較有彈性。因此在下一個取代試驗中，將以糯米粉來進

行實驗，以瞭解糯米粉是否也具有同樣的功用。 

六、探討塔塔粉之取代性 

（一）實驗控制 

所查詢的資料中專家建議，若沒有塔塔粉可用約三倍量的檸檬汁代替，但由於檸檬汁為

液體，因此為了瞭解檸檬汁的替代效果，會將水量減少為150ml；而加塔塔粉（2.5g）、糯米

粉（2.5g）的黏土，水量則維持在160ml。本次實驗的操縱變因：塔塔粉（2.5g）、糯米粉（2.5g）、

檸檬汁（10ml），控制變因為：中筋麵粉（125g）、食鹽（50g）、油（4ml）、需加熱。 

（二）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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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粉

糯米粉

檸檬汁

培X多

樹脂土

 

（三）討論 

1.黏度比較：塔塔粉＜糯米粉＜檸檬汁，而加塔塔粉的黏度

與培X多較接近；加糯米粉和檸檬汁的黏度與樹脂土較接近。 

2.延展性與柔軟度比較：塔塔粉＜糯米粉＜檸檬汁，但差異

不大。 

3.整體而言，添加塔塔粉的黏土會有一股淡淡的酸味；而加

檸檬汁的黏土，即使已減少的部分水量，但仍較為柔軟易捏，且

有檸檬的清香。而加糯米粉的黏土在測試性質時，其效果雖然不

錯，但兩天後其表面就已有光澤且會黏手（如圖10），所以不建議用來取代塔塔粉。 

圖 9：添加物與黏土性質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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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查大眾對自製黏土的接受情形 

（一）統計結果 

綜合實驗結果，我們選定添加塔塔粉以及檸檬汁的自製黏土，與培X多和樹脂土等黏土，

讓201位同學進行問卷調查，其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6：黏土問卷統計表 

  

塔塔粉 

 

檸檬汁 

 

培X多 

 

樹脂土 

 

軟硬度

感受 

 

 

    

黏度

感受 

 

    

喜好情

形總分 

556分 584分 428分 370分 

（三）討論 

1.添加塔塔粉的黏土約有55％的同學認為偏軟，76％的同學認為黏度適中。添加檸檬汁的

黏土約有86％的同學認為偏軟，60％的同學認為黏度太黏。培X多約有41％的同學認為軟硬適

中，77％的同學認為黏度適中。樹脂土約有64％的同學認為偏硬，89％的同學認為黏度適中。

但在實際以柔軟度裝置測試時，樹脂土的柔軟度是最軟的黏土，推論會讓同學感到較硬，是

由於樹脂土的成分與其他以麵糰為主的黏土不同，在使用過程中需以保鮮膜密封保存，否則

容易乾硬。而在讓同學觸摸的過程中，無法一直以保鮮膜封存，因此該黏土的性質會較硬。 

2.喜好情形的總分比較：檸檬汁＞塔塔粉＞培X多＞樹脂土。由此可見，大部分的同學較

喜愛軟硬度偏軟的黏土，此外，我們的自製黏土也被大部分的同學所接受。 

八、觀察自製黏土適合的保存期限與方式 

（一）觀察方法 

為進一步瞭解自製黏土的可用期限，以及適合的保存方式，將未加熱、塔塔粉以及檸檬

汁等三種製程的的自製黏土，分別以「保鮮膜密封」和「置於空氣中」兩種方式觀察，進行

一個月的觀察紀錄，以瞭解自製黏土的保存情形。 

（二）觀察結果 

黏 
土 

名 
稱 

評 
比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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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未加熱 加塔塔粉 加檸檬汁 

 

製成樣貌 

 

 

 

 

  

 

 

 

置於空氣中 

隔天就有乾硬的情形，約

一週後開始出水、變形。 

 

 

 

 

表面有淡淡的白色粉末

（如箭頭所示），觸感也

有些乾硬，但仍有彈性。 

一週後表面有一層淡淡

的白色粉末，觸感也有些

乾硬。 

 

 

 

保鮮膜密封 

觸感較「置於空氣中」的

黏土為佳，但摸起來皆有

鹽粒感，兩週後便出水且

會沾黏保鮮膜。 

 

 

 

 

一個月後性質仍佳，依然

很好塑形。 

 

黏土越來越軟，一個月後

黏得無法與保鮮膜分離。 

 

 

（三）討論 

    1.靜置於空氣中的黏土易有乾硬的情形，而有用保鮮膜密封後，再放入冰箱保存的黏土

則可有較長的使用期。 

    2.三種配方中，以加塔塔粉的黏土狀況最佳。在冬天，即使不放冰箱僅以保鮮膜封存，

在30天後仍具有彈性、容易塑形。（圖11為加塔塔粉的黏土，在密封30天後才製成的作品。） 

3.未加熱的黏土會有出水的問題，若做成作品也無法成形超過三

天，因此未加熱的黏土配方僅建議當天使用。 

4.加檸檬汁的黏土，性質會較加塔塔粉的黏土稍軟些，建議若無

塔塔粉時，可以用檸檬汁代替，但使用期約兩週左右。 

 

一週後 一週後 一週後 

一個月後 一個月後 兩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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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麵粉種類的影響：蛋白質含量較高的高筋麵粉，因其筋度較高、黏牲強，所以製成的黏

土黏度較高，但延展性和柔軟度較不足；反之，低筋麵粉製成的黏土，則顯得黏度較低，

延展性和柔軟度較高；而中筋麵粉的性質較為適中，較適合用來製作黏土。 

二、製作方式的影響：未經加熱的黏土會因鹽粒尚未完全溶解，揉捏時會有顆粒感，且因黏

土仍為生麵糰，置於空氣中易因受潮，而使黏土有出水的現象；有經加熱的黏土，則因

鹽粒能充分溶解，所製成的黏土較無顆粒感，且麵糰經煮熟後，即使置於空氣中，也較

不易有出水的情形。 

三、麵粉與水量的影響：麵粉的量越多，黏度越低，延展性越小，柔軟度也越低。水量越多，

黏度越高，延展性越大，柔軟度也越高。 

四、塔塔粉的影響：塔塔粉的量越多，黏度越低；但過多的塔塔粉反而讓延展性變小，柔軟

度也變低。可見，塔塔粉可讓自製黏土更有彈性，但加入的比例不宜過多。 

五、自製黏土的建議配方：本研究提出以下兩種建議配方，如圖 12。 

 

 

 

 

 

 

 

 

 

 

 

 

 

                           

 

中筋麵粉（125g） 

水（160ml） 

食鹽（50g） 

油（4ml） 

塔塔粉（2.5g） 

有塔塔粉 

中筋麵粉（125g） 

水（150ml） 

食鹽（50g） 

油（4ml） 

檸檬汁（10ml） 

無塔塔粉 

自製黏土建議配方 

取代 

取代 

拌勻後加熱至麵糰變色 

加入需要的食用色素即可 

放冰箱約可保存一個月 

拌勻後加熱至麵糰變色 

加入需要的食用色素即可 

放冰箱約可保存兩週 

圖 12：自製黏土建議配方圖 



21 
 

柒、研究省思 

一、研究的重要性 

    （一）利用簡單素材製作安全黏土：我們利用了簡單食材所做的麵糰黏土，一個拳頭大

小的黏土成本僅約十元左右；但同樣大小的培 X 多黏土，約要三十多元；樹脂土更貴，約要

五、六十元。因此，我們的配方不僅成本較為便宜，材料也可輕易在市面上買到，讓大家更

方便在家享受玩黏土的樂趣。 

    （二）運用現有教具研發裝置，發揮巧思展現環保精神：廠商每年配發新的教具，因此

教具室堆了不少寶貴、卻不常使用的教具。我們努力研究，希望能結合所學將這些資源加以

運用，我們利用了台車、磁鐵、數學積木、學摩擦力時的木板、皮尺、大大小小的透明塑膠

量杯等教具，組合成黏土測試裝置。在我們完成研究之後，這些教具也多能再回復原貌，提

供學生學習，這份巧思其實也展現了我們愛地球的一份心意。 

二、未來研究的方向 

（一）檢測裝置之改良：在「黏度」測試方面：是比較起其他兩個項目，較需測試到五

次，刪除兩個極端值後再取平均的項目，我們檢討其原因，覺得若將黏度測試板加以改良，

可改進其缺點。而在「柔軟度」測試方面：測試柔軟度裝置的台車，是以絕緣膠布和油土將

棍子固定的，在實驗後期，因長期使用與保存不當的緣故，棍子逐漸會往下垂，常需以手再

次調整其方向，這部分可改良固定棍子的方式，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 

（二）環境影響的考量：我們的研究主要在冬季進行，當時的氣溫較低，因此黏土即使

不放冰箱保存，狀況也很不錯。夏季再次檢視研究成果，多需以冰箱封存才能維持黏土的狀

況，這個環境溫度所造成的影響，是我們目前還未能有確切答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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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黏土喜好大調查 

小朋友，請將你觸摸黏土後的感受寫下來，並排出你對黏土的喜愛順序，

謝謝你協助完成本次的黏土喜好調查工作！ 

1.黏土甲的特性： 

軟硬度（勾選） □偏軟  □偏硬  □軟硬適中 其他感受                            

黏  性（勾選） □太黏  □黏度適中 

2.黏土乙的特性： 

軟硬度（勾選） □偏軟  □偏硬  □軟硬適中 其他感受                            

黏  性（勾選） □太黏  □黏度適中 

3.黏土丙的特性： 

軟硬度（勾選） □偏軟  □偏硬  □軟硬適中 其他感受                            

黏  性（勾選） □太黏  □黏度適中 

4.黏土丁的特性： 

軟硬度（勾選） □偏軟  □偏硬  □軟硬適中 其他感受                            

黏  性（勾選） □太黏  □黏度適中 

5.喜愛程度：（最喜歡的黏土排在最左邊） 

黏土（  ）＞黏土（  ）＞黏土（  ）＞黏土（  ） 

http://homeeconomics.pixnet.net/blog/post/66280333-207
http://blog.roodo.com/michelleoboe/archives/10276621.html


【評語】080814  

1. 環保觀念與無毒環境的推廣，讓作品的重要性突顯。 

2. 作品可供作教具學習與藝術創作用。 

3. 製作過程合乎科學方法，且循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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