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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我們看見許多小黃家蟻忙著搬運餅乾碎屑，排著隊，很有順序的往巢穴走；在無意中

看見小黃家蟻的路上有一小段空隙，很多小黃家蟻聚集在一起，有點亂，有的不敢過去，走

回起點；有些小黃家蟻很勇敢，一次一次的堆在一起，於是我們設計空隙實驗，觀察小黃家

蟻會怎樣行動。 

首先從觀察小黃家蟻頭部的觸角和胸部的前、中、後腳的構造，來探索和運動築橋功能

的相關性。 

其次觀察小黃家蟻遇到路上的間隙不同及路面角度不同時，如何築橋回家。 

結果發現：小黃家蟻走在木片的間隙時是非常小心的，牠們會利用身體的構造去適應路

上的環境，而且利用巧妙的方法，合作的方式，以身體為橋，溝通間隙之間的道路，最後使

全部的小黃家蟻都能通過有間隙的橋梁。 

壹、研究動機 

在一次整理菜園的活動，發現許多小黃家蟻忙著搬運餅乾碎屑，有的是一隻小黃家蟻咬著一

小口的顆粒；有的是 2~5 隻小黃家蟻共同抬著大塊的餅乾屑；但是大家都排著隊，有順序的

往巢穴走；有的是向前走，有的是拉著倒退走，真得很有趣。在無意中看見小黃家蟻的路上

有一小段的空隙，很多小黃家蟻聚集在一起，有的小黃家蟻不敢過去，走回頭路；有些小黃

家蟻很勇敢，一次一次的堆在一起，下面是我們在設計下觀察小黃家蟻會怎樣通過空隙。 

貳、研究目的 

一、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來探索和運動築橋功能的相關性。 

二、從觀察小黃家蟻的成群排隊覓食、搬運食物及回到巢中來探究小黃家蟻生活中的社會化

行為。 

三、觀察小黃家蟻在路上遇到空隙，怎樣築橋才安全的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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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器材 

一、製作橋的小工具：小木片、木塊、量角器、透明膠帶 

二、記錄工具：筆、筆記本、方格紙、尺 

三、觀察工具：複式顯微鏡、實體顯微鏡、培養皿、方格紙、放大鏡、尺 

四、拍攝工具：照相機、攝影機、三腳架 

五、捕捉工具：水彩筆、培養皿 

六、食物：肉鬆、麵包屑、餅乾屑、糖、小蛆屍體 

七、障礙物： 

（一）固體物：小木頭、橡皮擦、小螺帽、餅乾片 

（二）液體物：水、醬油、米酒、清醋 

 

肆、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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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一】：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一）目的：從實體顯微鏡下觀察校園裡的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及各部位的長度，以瞭

解小黃家蟻怎樣利用身體的構造來運動。 

（二）器材：培養皿、水彩筆、放大鏡（2.5X）、實體顯微鏡、複式顯微鏡、尺、載玻片（有

凹槽）、蓋玻片 

（三）方法： 

1、 準備採集材料到校園中尋找小黃家蟻。 

2、 用水彩筆將小黃家蟻沾進培養皿裡。 

3、 把小黃家蟻放入載玻片凹槽內，再用蓋玻片蓋住。 

4、 分別利用實體顯微鏡和複式顯微鏡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並畫圖。 

5、 請老師拍照並放大。 

6、 從放大的照片裡觀察和測量小黃家蟻各部位的長度。 

7、 畫出小黃家蟻身體各部位的構造，頭、胸、腹、觸角、前腳、中腳和後腳。 

  

校園中找尋小黃家蟻 利用水彩筆把小黃家蟻沾到培養皿中 

  

利用實體顯微鏡觀察並請老師拍照 列印放大小黃家蟻照片，測量各部位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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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察及測量結果： 

1、 觀察、描繪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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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察及測量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單位：mm 

編號 全身長 頭長 頭寬 胸長 腹長 腹寬 觸角長 前腳長 中腳長 後腳長 

1  2.60 0.65 0.60 0.80 1.10 0.60 1.00 0.95 1.00 1.45 

2  2.20 0.65 0.60 0.65 0.95 0.55 0.85 1.10 0.95 1.45 

3  2.30 0.55 0.50 0.75 1.05 0.55 0.80 1.00 0.90 1.45 

4  2.50 0.60 0.60 0.75 1.05 0.55 0.90 1.10 0.90 1.40 

5  2.30 0.60 0.50 0.80 0.90 0.50 1.20 1.10 1.30 1.50 

6  1.75 0.50 0.40 0.75 0.85 0.35 1.10 1.10 1.20 1.40 

7  2.20 0.45 0.40 0.57 0.70 0.35 1.00 0.90 0.95 1.55 

8  1.60 0.40 0.35 0.65 1.05 0.32 0.90 0.80 0.90 1.30 

9  2.00 0.60 0.50 0.45 0.70 0.40 1.10 1.00 1.00 1.40 

10  2.30 0.65 0.50 0.60 0.90 0.45 1.10 1.10 1.20 1.40 

11  2.20 0.60 0.45 0.65 0.95 0.40 1.00 1.00 1.00 1.50 

12  2.08 0.60 0.58 0.63 0.95 0.55 1.30 1.20 1.40 1.60 

13  1.85 0.55 0.50 0.55 1.05 0.35 0.95 1.00 1.20 1.40 

14  2.00 0.60 0.50 0.60 0.75 0.45 1.00 1.10 1.30 1.50 

15  1.85 0.56 0.50 0.65 0.95 0.36 1.00 1.10 1.20 1.50 

16  2.00 0.60 0.50 0.47 0.70 0.40 1.00 1.10 1.00 1.40 

17  2.05 0.60 0.45 0.60 0.83 0.38 1.00 1.10 1.20 1.50 

18  1.98 0.55 0.48 0.65 0.80 0.40 1.00 1.10 1.20 1.50 

19  2.00 0.60 0.45 6.00 0.87 0.40 1.00 1.10 1.20 1.50 

20  2.05 0.60 0.45 0.55 0.85 0.40 1.00 1.10 1.20 1.45 

21  1.65 0.45 0.30 0.60 0.85 0.32 0.95 1.00 1.10 1.20 

22  1.85 0.55 0.45 0.60 0.90 0.35 0.90 1.10 1.20 1.40 

23  1.65 0.45 0.35 0.55 0.70 0.30 0.85 0.85 0.95 1.20 

24  2.15 0.55 0.40 0.75 0.70 0.40 1.10 1.20 1.30 1.50 

25  2.10 0.55 0.40 0.60 0.80 0.38 1.00 1.10 1.20 1.40 

26  2.30 0.70 0.50 0.65 0.90 0.48 1.00 1.20 1.30 1.50 

27  2.28 0.58 0.50 0.55 0.95 0.50 1.20 1.10 1.20 1.50 

28  1.75 0.50 0.45 0.70 1.00 0.40 0.90 0.90 1.10 1.20 

29  2.20 0.60 0.55 0.70 1.00 0.45 1.15 1.10 1.20 1.50 

30  2.00 0.55 0.50 0.75 0.70 0.40 1.00 1.10 1.30 1.50 

31  2.00 0.65 0.52 0.70 0.95 0.45 1.10 1.10 1.30 1.45 

32  1.70 0.45 0.35 0.55 0.90 0.32 0.90 1.00 0.90 1.20 

33  1.70 0.45 0.36 0.45 0.80 0.30 0.90 0.90 1.00 1.20 

34  1.70 0.45 0.35 0.55 0.75 0.30 0.90 0.90 1.00 1.30 

35  2.05 0.55 0.45 0.40 0.75 0.40 0.95 0.90 1.10 1.40 

36  1.95 0.50 0.45 0.55 0.70 0.40 0.95 0.90 1.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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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65 0.40 0.35 0.55 0.70 0.30 0.85 0.90 1.00 1.20 

38  1.90 0.50 0.45 0.65 0.85 0.40 1.00 1.00 1.10 1.30 

39  1.95 0.50 0.45 0.60 0.85 0.40 0.95 0.90 1.00 1.40 

40  2.05 0.55 0.45 0.65 0.85 0.40 1.05 0.90 1.10 1.40 

41  2.05 0.55 0.45 0.65 0.85 0.42 1.00 0.90 1.10 1.30 

42  1.95 0.55 0.42 0.60 0.80 0.38 1.00 0.90 1.10 1.35 

43  2.10 0.60 0.50 0.65 0.80 0.45 1.20 1.10 1.30 1.50 

44  1.77 0.52 0.42 0.65 0.90 0.35 1.00 0.90 1.00 1.20 

45  2.70 0.70 0.60 0.60 0.75 0.60 1.20 1.30 1.50 1.70 

46  1.90 0.60 0.40 0.60 0.90 0.35 1.10 1.10 1.20 1.50 

47  2.20 0.60 0.45 0.50 0.75 0.45 1.20 1.10 1.30 1.50 

48  1.85 0.45 0.40 0.80 1.20 0.38 1.00 1.00 1.20 1.40 

49  2.05 0.55 0.52 0.65 0.95 0.38 1.00 1.10 1.30 1.50 

50  2.40 0.70 0.55 0.65 0.90 0.45 1.20 1.20 1.40 1.60 

51  2.15 0.55 0.50 0.65 0.80 0.45 1.10 0.90 1.20 1.50 

52  2.45 0.65 0.55 0.60 0.80 0.50 1.20 1.20 1.20 1.50 

53  2.25 0.65 0.50 0.65 1.05 0.45 1.10 1.20 1.30 1.50 

54  2.30 0.65 0.50 0.70 1.00 0.40 1.10 1.10 1.30 1.50 

55  2.25 0.70 0.55 0.75 1.05 0.45 1.20 1.20 1.30 1.60 

56  2.35 0.70 0.60 0.65 1.00 0.45 1.10 1.10 1.20 1.50 

57  2.25 0.65 0.55 0.75 0.80 0.45 1.10 1.10 1.20 1.50 

58  1.97 0.52 0.45 0.70 0.95 0.32 1.00 0.90 1.00 1.30 

59  2.25 0.55 0.50 0.70 0.85 0.45 1.20 1.20 1.40 1.50 

60  1.90 0.50 0.40 0.55 0.70 0.35 0.80 1.00 1.10 1.30 

合計 123.48 33.93 28.2 43.27 146.4 24.84 61.6 62.6 69.15 85.45 

平均 2.06 0.57 0.47 0.72 2.44 0.41 1.03 1.04 1.15 1.42 

（五）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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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現與討論： 

1、 從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我們發現有下面特殊功能的特徵。 

（1） 小黃家蟻的身體分頭部、胸部和腹部。頭部的前端是口器，有一對大顎，用來咬

住物品或打鬥；緊鄰大顎的上方有一對長長的觸角，在實體顯微鏡下可以清晰的

看到一節一節，共有 12 節；最前端的一節比較長且粗粗的，形狀像棉花棒，長滿

細毛；接著二節較短，下方的七節短短的，而且長出細細的剛毛，再接上一個長

節，所以轉動時很靈活擺動，在基部是長長的一大節，接在大顎的上端，也密生

剛毛，小黃家蟻就以前端的環節及密生的剛毛接觸周圍的物品得以覓食。 

（2） 小黃家蟻在運動時，先以前端的觸角向四面八方旋轉晃動，在探索著環境的變化，

而後才決定是否向前運動。 

（3） 小黃家蟻的胸部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圓球形，前端以半圓柱狀和頭部相接，

是前腳的基部著生的地方；接著是圓柱型，是中腳和後腳基部著生的地方。長出

的六隻腳。前腳是一節一節的，前二節是粗粗的而且很長，接著是像關節似的、

短短的支架，外表表面都是剛毛，在最前端是二個堅硬而尖銳的鉤，可以鉤住任

何物體使身體不易脫落，而有利於在覓食的時候，可以穿插在微小的食物上，再

和觸角的相互作用，把食物又快又穩定的取回來。 

（4） 小黃家蟻的中腳也在最後一節的前端，也有二個鉤，特別大而彎曲；後腳末端的

一節長滿了剛毛，前端是三個比較平直尖銳的凸出物，可以和中腳合作，用來抵

住物體，使在拉動食物時，固定不移。 

（5） 小黃家蟻的六隻腳都長在胸部，如果仔細的觀察（在實體顯微鏡下）可以明顯的

看到整個胸部都是一體的，而且六隻腳的基部是緊密的靠在一起，非常堅固；加

上六隻腳的第一節又粗又大，所以是不容易受傷的。 

（6） 胸部的後端和腹部相接的地方，是二個圓形塊狀的前、後腹柄節，相接處細小，

可以任意彎曲使腹部靈活運動。接著是腹部，在外表長出剛毛，亮晶晶的有光澤，

可以向四方轉動，很靈敏；因為有剛毛，所以可以幫助小黃家蟻運動時攀住在物

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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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二】：觀察小黃家蟻怎樣搬運食物 

（一）目的：想從小黃家蟻在搬運食物時，怎樣運用身體各部位構造來相互配合搬運食物；

並從搬運食物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化的行為。 

（二）器材：餅乾屑、小蛆屍體、放大鏡、照相機 

（三）裝置： 

    

（四）方法： 

1、 把餅乾屑、小蛆屍體放置在地面的磁磚上，等待小黃家蟻來覓食。 

2、 觀察一隻、二隻或多隻小黃家蟻，怎樣搬運食物。 

3、 小黃家蟻搬運餅乾時是怎樣運動的。 

（五）結果： 

  

在磁磚上放置餅乾屑，很快的就有許多小黃

家蟻過來覓食，也會搬運食物。 

大塊的餅乾外圍小黃家蟻多，小塊的小黃家

蟻少，就可以搬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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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小塊餅乾屑的周圍有很多隻小黃家

蟻，在搬運食物。 

一群小黃家蟻平均分佈在蛆的周圍，搬運小

蛆。 

（六）討論： 

1、 小黃家蟻一發現食物不會立刻搬運，隊伍開始出現很凌亂的樣子，有的會在食物上

爬一爬，靠近食物，不會搬，然後就走掉，一會兒來了更多的小黃家蟻,這時就會看

見小黃家蟻合力的搬運食物。遇到大塊餅乾，就會把食物咬碎，然後才慢慢的帶回

巢穴。 

2、 小黃家蟻的覓食行動： 

（1） 小黃家蟻發現餅乾屑的速度較慢，當牠發現時，會先用觸角邊走邊碰觸四周的物

品，當觸角碰到餅乾屑時，會停下來，用大顎去接觸咬碎餅乾屑，然後慢慢的移

動。 

（2） 小黃家蟻在行走時，路徑是一條線，有時會分叉，不過最後還是會回到原本的路

徑。 

（3） 小黃家蟻爬滿整塊餅乾塊，大家一直在咬著，使大塊餅乾變成碎屑；然後各自排

隊搬回巢內。在搬運時，會看見 5~10 隻合力搬運較大的碎屑，也看見一大群搬走

大塊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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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三】：小黃家蟻在行走的路上遇到障礙物怎樣通過 

（一）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行走時，常會遇到障礙物，我們利用物品當障礙物，仔細

觀察小黃家蟻是怎樣通過這些障礙物。 

（二）器材： 

1、 固體：小木片、小螺帽、橡皮擦、小餅乾 

2、 液體：水、米酒、清醋、醬油 

（三）裝置： 

  

固體 液體 

（四）方法： 

1、 尋找校園排隊行走的小黃家蟻。 

2、 將不同的障礙物分別放置在小黃家蟻會行走的路線上。 

3、 觀察小黃家蟻會出現什麼反應，通過障礙物。 

4、 把小黃家蟻的反應，仔細的記錄下來。 

（五）結果： 

1、 結果 1：小黃家蟻遇到固體的障礙物時： 

障礙物 小木片 小螺帽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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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物 橡皮擦 小餅乾 

結果 

 
 

2、 結果 2：小黃家蟻遇到液體的障礙物時： 

障礙物 水 醬油 

結果 

  
障礙物 米酒 清醋 

結果 

 

  
（六）討論： 

1、 在小黃家蟻排隊的路上，放置準備的小物品，有小木片、小螺帽、橡皮擦和小餅乾。

小黃家蟻遇到了木片、螺帽都會停頓下來，不知道往哪裡走，所以會越堵越多隻小

黃家蟻；後來有的小黃家蟻會繞木片和螺帽的邊緣，走到對面的路線後，繼續前進。 

2、 小黃家蟻遇到橡皮擦時，會先停頓下來，有的小黃家蟻會從橡皮擦下面的空隙走過

去；最後大部分的小黃家蟻都跟著從細縫走到原來的路上。 

3、 小黃家蟻在行走的路線上，遇到餅乾塊時，先用觸角去碰觸，然後停下來用大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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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餅乾；接著又來了很多隻小黃家蟻都圍在餅乾上，暫時阻斷了排隊的路上。可是

過了 3~5 分鐘，這條通往巢穴的路又通了。 

4、 小黃家蟻在排隊的路上遇到水滴、醬油和清醋後，就會暫停下來，先用觸角碰觸；

再從液體的旁邊繞過去，走到原來回巢的路線。可是在排隊路上，遇到米酒時，前

面的小黃家蟻會停下來用觸角去接觸，不會離開；後來的小黃家蟻也跟著在米酒的

周圍停下來，聚集了越多的小黃家蟻，使回巢的小黃家蟻變少了。還好經過 10 分鐘

後，小黃家蟻漸漸的離開米酒，使排隊回巢的路線又暢通了。 

四、【研究四】：小黃家蟻在行走路上遇到間隙，怎樣築橋通過。 

（一）研究這個問題的原因：在小黃家蟻行走的路上常常會遇到障礙物，牠們會繞來繞去，

再爬過去或另外找別的路。可是當牠們遇到間隙時，會怎麼通過呢？這個問

題引起我們觀察研究的興趣。 

（二）目的：想從小黃家蟻在搬運食物的路上遇到間隙，會用什麼方法走過去。 

（三）器材：塑膠盆：水盆（29*21*7cm）、飼養箱（20*20*8cm），木片：長的（30cm）、      

短的（15cm），雙面膠帶、量角器、米達尺、食物（餅乾屑） 

（四）設計路上的間隙： 

1、 利用木片設計水平的橋梁間隙（間隙大小：0、0.1、0.2、0.3、0.4、0.5cm）。 

2、 利用木片設計傾斜的橋梁間隙（間隙大小：0、0.1、0.2、0.3、0.4、0.5cm）。 

傾斜角度（和地面成 30°、60°、90°） 

3、 利用木片設計不同夾角的橋梁間隙（間隙大小：0、0.1、0.2、0.3、0.4、0.5cm）。 

二木片夾角（150°、120°、90°、60°，反向夾角 100°） 

   

水平的橋梁 傾斜的橋梁 夾角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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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觀察、研究的基本想法： 

1、 我們在（研究一）利用實體顯微鏡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仔細的描繪並且請老

師拍照、放大。 

2、 我們測量小黃家蟻各部位的長度及特殊構造，知道小黃家蟻的身長(包括頭、胸、腹

部的長度)及身上的剛毛；也特別觀察小黃家蟻的觸角構造及長度；前腳、中腳和後

腳的特殊構造。也就是腳上長滿了剛毛，前端都有尖銳的鉤，腳上都有很多節，可

以自由伸縮和彎曲。 

3、 我們在觀察研究中，都以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為基礎來和牠的運動相連接，觀察小

黃家蟻怎樣走過橋梁間的空隙。 

（六）小黃家蟻怎樣築橋及通過木片間隙過程 

1、 情境 1：小黃家蟻怎樣通過水平橋梁的間隙 

（1） 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水平的木片上，怎樣築橋通過不同長度的間隙。 

（2） 材料：參考（研究四）的器材 

（3） 裝置：（實作方法） 

 

 

（4） 實作、觀察的方法： 

甲. 按照上面（3）的裝置布置情境。 

乙. 分別調整橋上的間隙（二片木片的距離）：0、0.1、0.2、0.3、0.4、0.5cm 

丙. 在大木片的前端放置餅乾屑。 

丁. 仔細觀察、記錄小黃家蟻怎樣通過橋上的間隙。 

戊. 請老師拍照、攝影小黃家蟻怎樣築橋及通過的情形。 

（5） 結果：小黃家蟻走過間隙的過程 

間隙 0cm 間隙 0.1cm 間隙 0.2cm 

間隙 0.3cm 間隙 0.5cm 間隙 0.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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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甲）：小黃家蟻走在間隙 0cm 的橋上 

 

 

 

 

 

（結果乙）：小黃家蟻走在間隙 0.1cm 的橋上 

 

 

 

 

（結果丙）：小黃家蟻走在間隙 0.2cm 的橋上 

 

 

 

 

（結果丁）：小黃家蟻走在間隙 0.3cm 的橋上 

 

 

 

 

（結果戊）：小黃家蟻走在間隙 0.4cm 的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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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境 2：小黃家蟻怎樣通過傾斜的橋梁間隙 

（1） 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傾斜的木片橋梁上，怎樣築橋通過不同傾斜的間隙。 

（2） 材料：參考（研究四）的器材 

（3） 裝置：（參考情境 1） 

（4） 實作、觀察的方法：（參考情境 1） 

（5） 結果： 

（結果甲）：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 3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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ㄉ、木片間隙 0.4cm 

（結果乙）：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 6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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ㄉ、木片間隙 0.4cm 

   

（結果丙）：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 9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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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3、 情境 3：小黃家蟻怎樣通過不同夾角的間隙 

（1） 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拱型的夾角橋梁上，怎樣通過木片間的空隙。 

（2） 材料：參考（研究四）的器材 

（3） 裝置：（參考情境 1） 

（4） 實作、觀察的方法：（參考情境 1） 

（5）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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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甲）：二片木片的夾角 15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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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乙）：二片木片的夾角 12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21 
 

（結果丙）：二片木片的夾角 9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22 
 

（結果丁）：二片木片的夾角 6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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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戊）：二片木片夾角反向 100 度。 

ㄅ、木片間隙 0cm 

   

ㄆ、木片間隙 0.1cm 

   

ㄇ、木片間隙 0.2cm 

   

ㄈ、木片間隙 0.3cm 

   

ㄉ、木片間隙 0.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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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 

1、 小黃家蟻在沒有間隙的小木片橋梁上行走，不論是水平或傾斜的橋上，都會按部就

班的排隊前進，不會推擠、超越，很有秩序，也不會在木片交接處停留。有時走的

快，也有時走得慢。當遇到對方來的小黃家蟻時，會用觸角碰觸，交頭後，就各自

向前走。可見當拱型的木片橋梁時，雖然木片下方是沒間隙，可是木片上方會隨著

拱型的角度越小，上方的間隙會越大，所以小黃家蟻會因為上方間隙的大小，而在

用觸角去碰觸，然後彎著身體爬到橋的頂端，再向前走，而停頓下來。 

2、 小黃家蟻在水平、傾斜的木片橋上，當間隙 0.1~0.2cm 時，最前方的小黃家蟻，走到

間隙前行走的速度會慢下來，並停頓一下，先用觸角的前端去碰觸間隙、對方的木

片，接著用前腳尖端的鉤子去鉤住前方木片；然後身體一躍就走過間隙了，然後小

黃家蟻就很快的跟著走過去。可是在拱型橋上的小黃家蟻就不是這樣了；當木片下

方的間隙在 0.1~0.2cm 時，木片上方的間隙就更大了，約 0.3~0.4cm 之間，小黃家蟻

走到間隙前會停頓下來，後方來的小黃家蟻也停下來，結果擠在一起，大家都會用

觸角去碰觸四方，探索前面的木片，然後一齊用前腳鉤住前方木片，用中腳、後腳

的推力，往上一躍而向前走，結果大家都向前走，可是也有少數小黃家蟻會走回頭

路。 

3、 小黃家蟻不論在水平或傾斜的橋梁上，當木片間隙在 0.3~0.4cm 時，前方的小黃家蟻

會停頓下來，先用觸角去碰觸四周，接著就走回頭路，前方的小黃家蟻會停頓下來，

先用觸角去碰觸四周，別的小黃家蟻就走回頭路，後方的小黃家蟻也一樣的動作，

可是這些小黃家蟻來回幾次後，大家都停留在間隙間和對方的小黃家蟻互動，各自

伸出觸角碰觸，接著用前腳鉤住對方前腳，互相拉住，並各自用中腳和後腳把身體

向前推動。也有雙方面拉住對方的前腳不放，後腳鉤住木片，使雙方的身體變成一

座肉橋，讓其他小黃家蟻也跟著走過去，一直到小黃家蟻都過去，牠們才在同伴的

幫助下走到對面。在垂直的橋上，木片的間隙在 0.4cm 時，雖然上下木片都擠滿了

小黃家蟻，可是沒有小黃家蟻走過間隙，真得很可惜。 

4、 小黃家蟻走在拱型的橋上，當二木片的間隙在 0.3cm 時，雙方的小黃家蟻，走到木

片交接的地方，會停頓下來，用觸角去碰觸四方，接著到木片的下端，先用後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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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木片上端，有時後面的小黃家蟻會用前腳鉤住前面小黃家蟻的後腳，使牠的身體

可以向前越近，甚至騰空搖擺；這時候正好對方的小黃家蟻也有相同的動作，二隻

小黃家蟻就互相拉住，有時候會用盪鞦韆的方式盪過去；有時候會形成一座肉橋使

其他同伴走過去。小黃家蟻是互助合作的走過橋的間隙，也發現小黃家蟻很有耐心

的來回走在間隙的路上好多次，失敗了很多次，可是最後成功的走過去了。當木片

的間隙在 0.4cm 時，我們觀察了 1 小時，雖然很多小黃家蟻一直在嘗試，可是都沒

有成功，真可惜。 

5、 當兩木片間距為 0.5cm 時，小黃家蟻會聚集在間隙的兩端；即使小黃家蟻一直在向

前伸展躍進，可是都沒有辦法通過間隙，真的讓我們失望。 

6、 下面是小黃家蟻通過 0.4cm 間隙的精彩畫面及描述： 

  

（1） 在木片右邊的小黃家蟻利用後腳鉤住右邊的小木片；另一隻在木片左邊的小黃

家蟻也利用後腳鉤在左邊的木片，而兩邊的小黃家蟻的前腳鉤在一起，讓其他

小黃家蟻通過。也會有其他的小黃家蟻，疊在二隻小黃家蟻的上面，利用前腳

和後腳鉤在二邊的小黃家蟻身上，使肉體橋梁更堅固。 

（2） 有些小黃家蟻會在木塊下方支撐正在當橋的小黃家蟻；有些小的小黃家蟻過不

去，大的小黃家蟻會用大顎咬住小黃家蟻的腹部往前推，幫忙小黃家蟻過橋。 

（3） 很多小黃家蟻重疊在一起，有可能是要搭橋，在重疊的上面會有好多隻小黃家

蟻通過；也有一些小黃家蟻用觸角鉤在另一隻小黃家蟻的腹部，一起走在小黃

家蟻的肉體橋面，最後大家都走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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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橋的兩端都來了約 4~5 隻小黃家蟻，右邊的一隻小黃家蟻的後腳鉤住木片的前

端，再利用觸角鉤住左邊一隻小黃家蟻的觸角，二隻小黃家蟻的身體就連接在

一起，互相拉住，讓其他小黃家蟻過去另一邊。 

（5） 小黃家蟻從左邊木片的右方，架在前面的小黃家蟻的身上，腳抓著其他小黃家

蟻通過橋。 

 

 

 

 

 

五、【研究五】：橋上間隙對岸的食物對小黃家蟻築橋的誘惑 

（一）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對食物的愛好，會不會影響通過橋上間隙的誘惑力。 

（二）材料：實驗支架（水平支架）裝置、食物（餅乾屑、糖、小蛆的屍體） 

（三）裝置：（參考研究四情境 1） 

（四）實作方法： 

1、 把水平實驗架裝置好（二片木片間是緊密的，沒有間隙），在間隙右方分別放置食物

（餅乾屑、糖、小蛆的屍體）。 

2、 利用廣告顏料（藍色）做為標定的顏色，塗在紙片上；當小黃家蟻走過時，腳上就

會沾上藍色，馬上拿開色紙片。 

3、 觀察小黃家蟻在間隙 0cm 時，經過間隙後，對食物的愛好情形。 

（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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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果 1）：二片木片的間隙 0cm，食物分別為餅乾屑、糖、小蛆屍體。 

（1） 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間隙 0cm，沒有食物時。 

   

（2） 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間隙 0cm，食物為餅乾屑、糖時。 

   

（3） 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間隙 0cm，食物為小蛆屍體時。 

   

（六）討論： 

1、 被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橋上木片相接的地方後，一直在橋面的另一邊來回的走，對

木片上方放置的食物：餅乾屑、糖都不會去碰觸，也沿著橋的底座走下去就不見了。

可是經過 4~5 分鐘後，標定的小黃家蟻有回到橋面上，經過相接的地方，也不會去

碰觸餅乾屑和糖，就走到原來的塑膠盒裡。接著又有好多隻（5~7 隻）的小黃家蟻

走在橋面上，來回的走著，不會停留在木片上。 

2、 在橋上木片相接的另一端放置小蛆屍體。很快的（約 3 分鐘）有一隻被標定的小黃

家蟻走過相接的地方，就被小蛆屍體擋下來，停在小蛆屍體的上面，用大顎咬住屍

體，沒有走動。接著有 5~7 隻的小黃家蟻也走過來，也都停在蛆的屍體旁邊，沒有

離開。 

（七）再實作：利用標定的小黃家蟻來試試看，當木片的間隙在 0.3~0.4cm 時，小黃家蟻會

不會因為小蛆屍體的引誘，使小黃家蟻遇到間隙時，會更活躍的通過間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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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果： 

1、 （結果 1）：二木片的間隙 0.3~0.4cm 時，食物為小蛆屍體的誘惑力。 

 

   

   

   

（九）討論： 

1、 當橋上木片兩端的間隙在 0.3cm 時，第一隻標定的小黃家蟻走到木片的左端時，會

停下來，用觸角的晃動去碰觸四周的物體，可是碰不到。牠會慢慢的把身體頭部向

前伸，觸角、前腳同時往前方擺動。在這個時候，後方又來了一隻小黃家蟻，把前

面的標定小黃家蟻往前推，結果牠的觸角、前腳就鉤住對面的木片，標定的小黃家

蟻就上岸了，後方的小黃家蟻也跟著上岸。這二隻小黃家蟻上岸後就用觸角接觸小

蛆屍體，也用大顎咬住，不會走動，一直在小蛆屍體上。 

2、 在前面二隻小黃家蟻爬在小蛆屍體後，後面又來了 3~5 隻小黃家蟻走過間隙圍著小

蛆屍體，所有的小黃家蟻都只顧著小蛆屍體，不會走動。這時候我們把橋上木片的

間隙變大（約 0.4cm），後面又來了一隻標定的小黃家蟻，也跟著 3~5 隻小黃家蟻，

小黃家蟻通過間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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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走到間隙的一端時，每一隻小黃家蟻都一直把身體向前伸展，觸角、前腳不停

的顫動，大約過了 4~5 分鐘，都沒有小黃家蟻走過間隙。我們一直注意著對岸的小

黃家蟻會不會來幫助，就是被標定的小黃家蟻也不理會，結果後來的小黃家蟻就暫

時不能通過間隙到對岸。 

3、 我們接著把對岸的小黃家蟻用刷子趕回左岸，在重新把橋上的木片架好，間隙是

0.4cm，也在右岸前端放置同一隻小蛆屍體；結果很快的（不到一分鐘）就有原來的

2 隻標定小黃家蟻及 5~7 隻的小黃家蟻走到間隙的左岸邊，因為間隙太大（0.4cm），

所以小黃家蟻不能一下子就走過去，都用中腳、後腳及腹部鉤住左岸的木片，身體

向前擺動，振動得很快；可是沒有很快的爬到對岸，這些小黃家蟻都沒有退縮，一

直在向前推，最後有 2~3 隻爬到對岸了。可是當這些爬到對岸的小黃家蟻，並不會

回頭幫助別的小黃家蟻走過間隙，實在可惜。 

陸、結論 

一、小黃家蟻的個子雖小，但是動作靈巧。在實體顯微鏡下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有頭、

胸和腹部，頭部的前方有一對大顎，上方有一對觸角和一對複眼；胸部有三對腳：前腳、

中腳和後腳，每一隻腳上都有節，外圍有剛毛，在腳的前端有鉤子，可以幫助小黃家蟻

的身體固定在物體上。 

二、從小黃家蟻在水平的木片上行走，發現當小黃家蟻通過橋上的間隙時，會先利用頭部前

端的觸角去晃動碰觸前方的物體，再利用前腳前端的鉤子去鉤住物體並用腳上的剛毛去

貼緊身體，使它不會滑落下去。 

三、當小黃家蟻前腳鉤住物體時，中腳及後腳會用腳的鉤子去鉤住物體，向後用力使身體前

進。這些運動，表示了小黃家蟻的身體運動和牠全身的構造是相互為用的。 

四、從小黃家蟻走在木片橋上的間隙時，可以發現小黃家蟻行走時是非常小心的，利用身體

的構造去適應路上的環境，而且會利用巧妙的方法，合作的方式，以身體來銜接空隙的

兩端，溝通間隙之間的道路，最後使全部的小黃家蟻都能通過有間隙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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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感想 

 我們在觀察小黃家蟻通過間隙時，覺得小黃家蟻的動作和反應真的很有趣；因為在研究

和實驗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許多以前沒發現螞蟻通過間隙的行為和舉動的細節。大家

都覺得螞蟻會合作，但在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中，我卻有了不同的想法，因為有一些螞蟻

通過間隙到對面的木條上後，並不會理會其他想要通過間隙，卻無法通過的螞蟻。所以

我覺得螞蟻合作是為了把食物搬回巢中，因為先到食物旁邊的螞蟻，會守在食物旁等待

同伴一起搬運，並不會幫助同伴通過間隙。 

做完了這些實驗和研究後，令我們非常感動，因為小黃家蟻在通過很大的空隙時，會不

顧一切通過木片之間的間隙，不怕危險和困難，一次又一次的試著通過空隙，真不簡單。 

 

 我一開始是因為好奇才研究螞蟻，然而經過一次次的實驗，我發現小黃家蟻不可思議的

地方。小黃家蟻每隻腳末端有兩個鉤子，可以讓小黃家蟻在通過間隙時鉤住對面的木條，

而且牠們會互助合作，充分利用身上的特殊構造，這讓我十分驚訝。 

捌、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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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0318  

口語表達豐富，充分利用自製影片檔進行口頭說明，看得出對

小黃家蟻的研究熱忱。利用相當多的實驗條件，來探討利用身體構

造和合作機制走過自製的間隙，主軸明確。 

F:\中小科展_57屆\排版\080318-評語 

 



研究動機壹：
在一次整理菜園的活動，發現許多小黃家蟻忙著搬運餅乾碎屑，有的是一隻小黃家蟻咬著一小口的顆粒；有的是2~5隻小
黃家蟻共同抬著大塊的餅乾屑；但是大家都排著隊，有順序的往巢穴走；有的是向前走，有的是拉著倒退走，真得很有
趣。在無意中看見小黃家蟻的路上有一小段的空隙，很多小黃家蟻聚集在一起，有的小黃家蟻不敢過去，走回頭路；有些
小黃家蟻很勇敢，一次一次的堆在一起，下面是我們在設計下觀察小黃家蟻會怎樣通過空隙。

研究 目的貳：
一、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來探索和運動築橋功能

的相關性。
二、從觀察小黃家蟻的成群排隊覓食、搬運食物及回

到巢中來探究小黃家蟻生活中的社會化行為。
三、觀察小黃家蟻在路上遇到空隙，怎樣築橋才安全

的走回家。

研究過程與方法肆：

【研究一】：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一）目的：從實體顯微鏡下觀察校園裡的小黃家蟻的身

體構造，及各部位的長度，以瞭解小黃家
蟻怎樣利用身體的構造來運動。

（二）觀察及測量結果：

●觀察及測量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單位：mm

（三）結果比較：

   1、小黃家蟻的身體分頭部、胸部和腹部。頭部的前端
是口器，有一對大顎，用來咬住物品或打鬥；緊鄰
大顎的上方有一對長長的觸角，在實體顯微鏡下可
以清晰的看到一節一節，共有12節；最前端的一節
比較長且粗粗的，形狀像棉花棒，長滿細毛；接著
二節較短，下方的七節短短的，而且長出細細的剛
毛，再接上一個長節，所以轉動時很靈活擺動，在
基部是長長的一大節，接在大顎的上端，也密生剛
毛，小黃家蟻就以前端的環節及密生的剛毛接觸周
圍的物品得以覓食。

   2、小黃家蟻在運動時，先以前端的觸角向四面八方旋
轉晃動，在探索著環境的變化，而後才決定是否向
前運動。

   3、小黃家蟻的胸部分為二大部，第一部分是圓球形，
前端以半圓柱狀和頭部相接，是前腳的基部著生的
地方；接著是圓柱型，是中腳和後腳基部著生的地
方。長出的六隻腳。前腳是一節一節的，前二節是
粗粗的而且很長，接著是像關節似的、短短的支
架，外表表面都是剛毛，在最前端是二個堅硬而尖
銳的鉤，可以鉤住任何物體使身體不易脫落，而有
利於在覓食的時候，可以穿插在微小的食物上，再
和觸角的相互作用，把食物又快又穩定的取回來。

   4、小黃家蟻的中腳也在最後一節的前端，也有二個
鉤，特別大而彎曲；後腳末端的一節長滿了剛毛，
前端是三個比較平直尖銳的凸出物，可以和中腳合
作，用來抵住物體，使在拉動食物時，固定不移。

   5、小黃家蟻的六隻腳都長在胸部，如果仔細的觀察
（在實體顯微鏡下）可以明顯的看到整個胸部都是
一體的，而且六隻腳的基部是緊密的靠在一起，非
常堅固；加上六隻腳的第一節又粗又大，所以是不
容易受傷的。

   6、胸部的後端和腹部相接的地方，是二個圓形塊狀的
前、後腹柄節，相接處細小，可以任意彎曲使腹部
靈活運動。接著是腹部，在外表長出剛毛，亮晶晶
的有光澤，可以向四方轉動，很靈敏；因為有剛
毛，所以可以幫助小黃家蟻運動時攀住在物體上。

（四） 發現與討論：
從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發現有下面特殊功能的特徵。

【研究二】：觀察小黃家蟻怎樣搬運食物

（一）目的：想從小黃家蟻在搬運食物時，怎樣運用身體
各部位構造來相互配合搬運食物；並從搬運
食物的過程中，發現社會化的行為。

（二）方法與結果：
 

（三）討論：

 

研究架構參：

（三） 討論：

頭部

胸部

腹部

觸角

後腳
前腳

中腳

0

0.5

1

1.5

2

2.5

全身 頭長 頭寬 胸長 腹長 腹寬 觸角長 前腳長 中腳長 後腳長

長
度
：
m
m

小黃家蟻身體各部位名稱

小黃家蟻身體各部位構造長度

1、在小黃家蟻排隊的路上，放置準備的小物品，有小

木片、小螺帽、橡皮擦和小餅乾。小黃家蟻遇到了
木片、螺帽都會停頓下來，不知道往哪裡走，所以
會越堵越多隻小黃家蟻；後來有的小黃家蟻會繞木
片和螺帽的邊緣，走到對面的路線後，繼續前進。

2、小黃家蟻遇到橡皮擦時，會先停頓下來，有的小黃

家蟻會從橡皮擦下面的空隙走過去；最後大部分的
小黃家蟻都跟著從細縫走到原來的路上。

3、小黃家蟻在行走的路線上，遇到餅乾塊時，先用觸

角去碰觸，然後停下來用大顎吃餅乾；接著又來了
很多隻小黃家蟻都圍在餅乾上，暫時阻斷排隊的路
上。可是過了3~5分鐘，這條通往巢穴的路又通了。

4、小黃家蟻在排隊的路上遇到水滴、醬油和清醋後，

就會暫停下來，先用觸角碰觸；再從液體的旁邊繞
過去，走到原來回巢的路線。可是在排隊路上，遇
到米酒時，前面的小黃家蟻會停下來用觸角去接
觸，不會離開；後來的小黃家蟻也跟著在米酒的周
圍停下來，聚集了越多的小黃家蟻，使回巢的小黃
家蟻變少了。還好經過10分鐘後，小黃家蟻漸漸的
離開米酒，使排隊回巢的路線又暢通了。

1、小黃家蟻一發現食物不會立刻搬運，隊伍開始出現
很凌亂的樣子，有的會在食物上爬一爬，靠近食
物，不會搬，然後就走掉，一會兒來了更多的小黃
家蟻,這時就會看見小黃家蟻合力的搬運食物。遇
到大塊餅乾，就會把食物咬碎，然後才慢慢的帶回
巢穴。

2、小黃家蟻的覓食行動：

    

在磁磚上放置餅乾屑，很

快有許多小黃家蟻過來

覓食，也會搬運食物。 

大塊的餅乾外圍小黃家

蟻多，小塊的小黃家蟻

少，就可以搬運食物。 

每一小塊餅乾屑的周圍

有很多隻小黃家蟻，在

搬運食物。 

一群小黃家蟻平均分佈

在蛆的周圍，合作地搬

運小蛆往巢穴走。 

 

【研究三】：小黃家蟻在行走的路上遇到障礙物怎樣通過

（一）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行走時，常會遇到障礙
物，我們利用物品當障礙物，仔細觀察小黃
家蟻是怎樣通過這些障礙物。

（二）結果：

結果1：小黃家蟻遇到固體的障礙物時：

結果2：小黃家蟻遇到液體的障礙物時：

障

礙

物

與 

結

果 

小木片 小螺帽 橡皮擦 小餅乾 

    

 

障

礙

物

與 

結

果 

水 醬油 米酒 清醋 

    

 

（1） 小黃家蟻發現餅乾屑的速度較慢，當牠發現
時，會先用觸角邊走邊碰觸四周的物品，當觸
角碰到餅乾屑時，會停下來，用大顎去接觸咬
碎餅乾屑，然後慢慢的移動。

（2） 小黃家蟻在行走時，路徑是一條線，有時會分
叉，不過最後還是會回到原本的路徑。

（3） 小黃家蟻爬滿整塊餅乾塊，大家一直在咬著，
使大塊餅乾變成碎屑；然後各自排隊搬回巢
內。在搬運時，會看見5~10隻合力搬運較大的
碎屑，也看見一大群搬走大塊餅乾。

單位：mm

項目 全身長 頭長 頭寬 胸長 腹長 腹寬 觸角長 前腳長 中腳長 後腳長 

平均 2.06 0.57 0.47 0.72 0.87 0.41 1.03 1.04 1.15 1.42 

 



【研究四】：小黃家蟻在行走路上遇到間隙，怎樣築橋通過。
（一）研究這個問題的原因：在小黃家蟻行走的路上常常會遇到障

礙物，牠們會繞來繞去，再爬過去或另外找別的路。可是當
牠們遇到間隙時，會怎麼通過呢？這個問題引起我們觀察研
究的興趣。 

（二）想從小黃家蟻在搬運食物的路上遇到間隙，會用什麼方法走
過去。

（三）設計路上的間隙：

（五）小黃家蟻怎樣築橋及通過木片間隙過程

情境3：小黃家蟻怎樣通過不同夾角的間隙

情境1：小黃家蟻怎樣通過水平橋梁的間隙

1.利用木片設計橋梁間隙（水平、傾斜、不同夾角）

2.間隙的大小（0、0.1、0.2、0.3、0.4、0.5cm）

   

水平的橋梁 傾斜的橋梁 夾角的橋梁 

 

（四）研究的基本想法：

1、我們在（研究一）利用實體顯微鏡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
仔細的描繪並且請老師拍照、放大。

2、我們測量小黃家蟻各部位的長度及特殊構造，知道小黃家蟻的
身長(包括頭、胸、腹部的長度)及身上的剛毛；也特別觀察小
黃家蟻的觸角構造及長度；前腳、中腳和後腳的特殊構造。也
就是腳上長滿了剛毛，前端都有尖銳的鉤，腳上都有很多節，
可以自由伸縮和彎曲。

3、我們在觀察研究中，都以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為基礎來和牠的
運動相連接，觀察小黃家蟻怎樣走過橋梁間的空隙。

（1）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水平的木片上，怎樣築橋通過不同
長度的間隙。

（2）裝置：
  

 

 

  

（3）實作、觀察的方法：（參考說明書情境1）

（4） 結果：小黃家蟻走過間隙的過程

（結果甲）：間隙0cm的橋上 （結果乙）：間隙0.1cm的橋上

（結果丙）：間隙0.2cm的橋上 （結果丁）：間隙0.3cm的橋上

（結果戊）：間隙0.4cm的橋上

      

      

   

情境2：小黃家蟻怎樣通過傾斜的橋梁間隙

（1）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傾斜的木片橋梁上，怎樣築橋通過

不同傾斜的間隙。

（2）實作、觀察的方法：（參考說明書情境1）

（3） 結果：

（結果甲）：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30度。

（結果乙）：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60度。

（結果丙）：小黃家蟻走在傾斜角度90度。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ㄉ、木片間隙0.4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ㄉ、木片間隙0.4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ㄉ、木片間隙0.4cm

（1）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在拱型的夾角橋梁上，怎樣通過木片
間的空隙。

（2）實作、觀察的方法：（參考說明書情境1）
（3） 結果：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ㄉ、木片間隙0.4cm

（結果甲）：二片木片夾角150度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ㄉ、木片間隙0.4cm

（結果乙）：二片木片夾角120度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ㄉ、木片間隙0.4cm

（結果丙）：二片木片夾角90度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ㄉ、木片間隙0.4cm

（結果丁）：二片木片夾角60度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ㄅ、木片間隙0cm ㄆ、木片間隙0.1cm

ㄉ、木片間隙0.4cm

（結果戊）：二片木片夾角反向100度

ㄇ、木片間隙0.2cm ㄈ、木片間隙0.3cm

（結果戊）：間隙0.5cm的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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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ㄊ、木片間隙0.5cm

   

 

   

 

   

 

   

 

   

 

   

 

   

 

間隙0cm 間隙0.1cm 間隙0.2cm

間隙0.3cm 間隙0.4cm 間隙0.5cm



一、小黃家蟻的個子雖小，但是動作靈巧。在實體顯微鏡下觀察小黃家蟻的身體構造，有頭、胸和
腹部，頭部的前方有一對大顎，上方有一對觸角和一對複眼；胸部有三對腳：前腳、中腳和後
腳，每一隻腳上都有節，外圍有剛毛，在腳的前端有鉤子，可以幫助小黃家蟻的身體固定在物
體上。

二、從小黃家蟻在水平的木片上行走，發現當小黃家蟻通過橋上的間隙時，會先利用頭部前端的觸
角去晃動碰觸前方的物體，再利用前腳前端的鉤子去鉤住物體並用腳上的剛毛去貼緊身體，使
它不會滑落下去。

三、當小黃家蟻前腳鉤住物體時，中腳及後腳會用腳的鉤子去鉤住物體，向後用力使身體前進。這
些運動，表示了小黃家蟻的身體運動和牠全身的構造是相互為用的。

四、從小黃家蟻走在木片橋上的間隙時，可以發現小黃家蟻行走時是非常小心的，利用身體的構造
去適應路上的環境，而且會利用巧妙的方法，合作的方式，以身體來銜接空隙的兩端，溝通間
隙之間的道路，最後使全部的小黃家蟻都能通過有間隙的橋梁。

結   論伍：

（六）討論：
1、小黃家蟻在沒有間隙的小木片橋梁上行走，不論是水

平或傾斜的橋上，都會有秩序的排隊行走。當遇到對
方來的小黃家蟻時，會用觸角碰觸，交頭後，各自向
前走。

2、小黃家蟻在水平、傾斜的木片橋上，當間隙
0.1~0.2cm時，最前方的小黃家蟻走到間隙前，行走的
速度會慢下來，並停頓一下，先用觸角的前端去碰觸
間隙及對方的木片，接著用前腳尖端的鉤子去鉤住前
方木片；然後身體一躍就走過間隙了。

3、小黃家蟻不論在水平或傾斜的橋梁上，當木片間隙在
0.3~0.4cm時，前方的小黃家蟻會停頓下來，先用觸角
去碰觸四周，後方的小黃家蟻也一樣的動作，可是這
些小黃家蟻來回幾次後，大家都停留在間隙間和對方
的小黃家蟻互動，各自伸出觸角碰觸，接著用前腳鉤
住對方前腳，互相拉住，並各自用中腳和後腳把身體
向前推動。也有雙方面拉住對方的前腳不放，後腳鉤
住木片，使雙方的身體變成一座肉橋，讓其他小黃家
蟻也跟著走過去。在垂直的橋上，木片的間隙在
0.4cm時，雖然上下木片都擠滿了小黃家蟻，可是沒
有小黃家蟻走過間隙，真得很可惜。

4、小黃家蟻走在拱型的橋上，當二木片的間隙在0.3cm
時，雙方的小黃家蟻，走到木片交接的地方，會停頓
下來，用觸角去碰觸四方，接著到木片的下端，先用
後腳鉤住木片上端，有時後面的小黃家蟻會用前腳鉤
住前面小黃家蟻的後腳，使牠的身體可以向前推進。
當木片的間隙在0.4cm時，我們觀察了1小時，雖然很
多小黃家蟻一直在嘗試，可是都沒有成功，真可惜。

5、當兩木片間距為0.5cm時，小黃家蟻會聚集在間隙的兩
端；即使小黃家蟻一直在向前伸展躍進，可是都沒有
辦法通過間隙，真的讓我們失望。

6.下面是小黃家蟻通過0.4cm間隙的精彩畫面及描述：

（1）在木片右邊的小黃家蟻利用後腳鉤住右邊的小木片；
另一隻在木片左邊的小黃家蟻也利用後腳鉤在左邊的
木片，而兩邊的小黃家蟻的前腳鉤在一起，讓其他小
黃家蟻通過。也會有其他的小黃家蟻，疊在二隻小黃
家蟻的上面，利用前腳和後腳鉤在二邊的小黃家蟻身
上，使肉體橋梁更堅固。

（2）有些小黃家蟻會在木塊下方支撐正在當橋的小黃家
蟻；有些小的小黃家蟻過不去，大的小黃家蟻會用大
顎咬住小黃家蟻的腹部往前推，幫忙小黃家蟻過橋。
很多小黃家蟻重疊在一起，有可能是要搭橋，在重疊
的上面會有好多隻小黃家蟻通過；也有一些小黃家蟻
用觸角鉤在另一隻小黃家蟻的腹部，一起走在小黃家
蟻的肉體橋面，最後大家都走過去了。

（3）橋的兩端都來了約4~5隻小黃家蟻，右邊的一隻小黃
家蟻的後腳鉤住木片的前端，再利用觸角鉤住左邊一
隻小黃家蟻的觸角，二隻小黃家蟻的身體就連接在一
起，互相拉住，讓其他小黃家蟻過去另一邊。

（4）小黃家蟻從左邊木片的右方，架在前面的小黃家蟻的
身上，腳抓著其他小黃家蟻通過橋。

【研究五】：橋上間隙對岸的食物對小黃家蟻築橋的誘惑

（一）目的：想知道小黃家蟻對食物的愛好，會不會影響

通過橋上間隙的誘惑力。 
（二）實作方法：

1、把水平實驗架裝置好（二片木片間是緊密的，沒有
間隙），在間隙右方分別放置食物（餅乾屑、糖、
小蛆的屍體）。

2、利用廣告顏料（藍色）做為標定的顏色，塗在紙片
上；當小黃家蟻走過時，腳上就會沾上藍色，馬上
拿開色紙片。

3、觀察小黃家蟻在間隙0cm時，經過間隙後，對食物
的愛好情形。

（三）結果：二片木片的間隙0cm，食物分別為餅乾屑、
糖、小蛆屍體。

1、當橋上木片兩端的間隙在0.3cm時，第一隻標定的小
黃家蟻走到木片的左端時，會停下來，用觸角的晃動
去碰觸四周的物體，可是碰不到。牠會慢慢的把身體
頭部向前伸，觸角、前腳同時往前方擺動。在這個時
候，後方又來了一隻小黃家蟻，把前面的標定小黃家
蟻往前推，結果牠的觸角、前腳就鉤住對面的木片，
標定的小黃家蟻就上岸了，後方的小黃家蟻也跟著上
岸。這二隻小黃家蟻上岸後就用觸角接觸小蛆屍體，
也用大顎咬住，不會走動，一直在小蛆屍體上。

2、在前面二隻小黃家蟻爬在小蛆屍體後，後面又來了
3~5隻小黃家蟻走過間隙圍著小蛆屍體，所有的小黃
家蟻都只顧著小蛆屍體，不會走動。這時候我們把橋
上木片的間隙變大（約0.4cm），後面又來了一隻標
定的小黃家蟻，也跟著3~5隻小黃家蟻，可是走到間隙
的一端時，每一隻小黃家蟻都一直把身體向前伸展，
觸角、前腳不停的顫動，都沒有小黃家蟻走過間隙。

3、我們接著把對岸的小黃家蟻用刷子趕回左岸，在重新
把橋上的木片架好，間隙是0.4cm，也在右岸前端放
置同一隻小蛆屍體；結果很快的（不到一分鐘）就有
原來的2隻標定小黃家蟻及5~7隻的小黃家蟻走到間隙
的左岸邊，因為間隙太大（0.4cm），所以小黃家蟻
不能一下子就走過去，都用中腳、後腳及腹部鉤住左
岸的木片，身體向前擺動，振動得很快；最後有2~3隻
爬到對岸了。可是當這些爬到對岸的小黃家蟻，並不
會回頭幫助別的小黃家蟻走過間隙，實在可惜。

小黃家蟻通過間隙的過程

（六）結果：
      二木片的間隙0.3~0.4cm時，食物為小蛆屍體的誘惑力。

1、被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橋上木片相接的地方後，一
直在橋面的另一邊來回的走，對木片上方放置的食
物：餅乾屑、糖都不會去碰觸，也沿著橋的底座走
下去就不見了。可是經過4~5分鐘後，標定的小黃家
蟻又回到橋面上，經過相接的地方，也不會去碰觸
餅乾屑和糖，就走到原來的塑膠盒裡。接著又有好
多隻（5~7隻）的小黃家蟻走在橋面上，來回的走
著，不會停留在木片上。

2、在橋上木片相接的另一端放置小蛆屍體。很快的
（約3分鐘）有一隻被標定的小黃家蟻走過相接的地
方，就被小蛆屍體擋下來，停在小蛆屍體的上面，
用大顎咬住屍體，沒有走動。接著有5~7隻的小黃家
蟻也走過來，也都停在蛆的屍體旁邊，沒有離開。

（五）再實作：利用標定的小黃家蟻來試試看，
當木片的間隙在0.3~0.4cm時，小
黃家蟻會不會因為小蛆屍體的引
誘，使小黃家蟻遇到間隙時，會
更活躍的通過間隙。

（四）討論：

（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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