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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當下起雨時，小蝸牛都會陸續從岩石邊、樹上或花圃旁緩慢的爬出來，牠們在爬行時，通

常會以蠕動腹足的方式來移動。因為牠們的爬行方式十分特別，所以我們想要更深入的去研

究小蝸牛。在這的研究中，我們仔細的去觀察牠們的習性，也幫小蝸牛設計了一些危險的道

路，例如：樹木鬚根、凹凸不平的樹根…等。最後我們發現小蝸牛喜歡躲在陰暗、潮濕的地

方，也發現當牠們行走在危險的道路時，不會馬上就放棄，而是會耐心的向前進。 

壹、 研究動機

暑假時下了幾天大雨，科學中心門口兩旁的樹叢下出

來了好多小蝸牛，身體小，圓圓扁扁的殼，攀附在樹

枝上、石頭邊及落葉堆的葉片上。有的靜止不動、有

的慢慢爬行。身體前端的觸角，左右搖擺好像在探索

前進的路線，真的很好玩。 

一旁的老師只有再三告訴我們，「不可以用手去碰

牠」「也不可以抓來玩」。 

學校午休的科學活動，我們就以「小蝸牛的爬行」為

主題：探究小蝸牛怎樣走在坎坷的路上。下面是我們研究的過程。 

(作品與教材相關性：南一五下-動物的生活) 

貳、 研究目的

一、 利用下雨天時，走在校園的花圃旁，矮樹草叢中，仔細觀察校園裡小蝸牛的特徵。 

二、 從校園的觀察中，知道小蝸牛是怎樣運動，如爬行在樹幹上、岩石邊。 

三、 在花圃中，仔細觀察小蝸牛怎樣行走危險的道路，如樹根、長形葉片、樹木鬚根等。 

四、 布置小蝸牛飼養箱，讓小蝸牛行走在木條上，並設計一些較難爬行的障礙物，觀察小

蝸牛怎樣通過。 

五、 從觀察小蝸牛的爬行活動中，學習小蝸牛遇到坎坷的道路會耐心向前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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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環境與設備 

一、 科學中心前方的小樹木叢林區 

二、 校園的花木區（甲、乙、丙、丁區） 

廁所後面 側門出口旁 校門口右側 垃圾場邊 

三、 飼養箱（塑膠製品）、泥土、木條、樹枝、落葉、小石子、噴水器……. 

肆、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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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過程 

一、 活動一：校園裡的小蝸牛 

（一） 開學後不久，接連下了幾天雨，打掃的地方正好是科學中心的前庭。仔細觀察在樹

枝上、虎尾蘭的葉片上、岩石邊都可以看見小蝸牛。一種是殼尖尖的；一種是扁扁

的，牠們伸出肉足慢慢的爬行。

（二） 我們觀察記錄（在下雨後的觀察）

1. 觀察地點：教室前面左邊的榕樹下

小蝸牛在榕樹的支持根爬行 小蝸牛在夾縫間爬行   岩石邊的一角也有小蝸牛爬行 

2. 下雨後小蝸牛怎樣在樹枝上爬行

（1） 下雨後，大部分的小蝸牛都聚集在樹根密集的地方，少數小蝸牛在樹幹上。

（2） 經過 10~15 分鐘後，會看見停在樹枝上的小蝸牛慢慢伸出腹足。

（3） 當伸出腹足時，頭部的大觸角先緩慢的伸出，再停頓一下子後繼續伸長觸角，並且

左右搖動。

（4） 小蝸牛是用蠕動腹足的方式緩慢移動，轉彎時小蝸牛會先將前腹足轉向，再緩慢移

動，殼也跟著轉向移動。

（5） 當小蝸牛在前進時，遇到小空隙，會抬起頭部，移動腹足爬過去；遇到大空隙時，

小蝸牛會伸長腹足直到對面，再把伸長部分收回。

剛開始前進時，伸出大觸角 大觸角左右搖擺，找目標。 伸出小觸角並附著在氣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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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蝸牛伸出很長的腹足，並

且固定在樹幹上 

小蝸牛的腹足穩定了，把腹

足上的殼，慢慢向前移動。 

小蝸牛利用腹足的蠕動讓身

體向前進。 

（三） 小蝸牛的身體構造 

1. 小蝸牛的身體軟軟的，底部是肉質的「腹足」，可以使身體蠕動爬行。凡走過會留下黏

液痕跡。 

 
2. 小蝸牛的殼是半透明灰褐色，有小點點的花紋；從殼頂向下看，是順時針旋轉，開口

在右邊，所以叫右旋殼。 

    
3. 小蝸牛頭部前端有二對觸角，可以伸縮自如，頭部背上的是一對大觸角，末端有黑色

的圓形小眼球；口器二邊是小觸角，用來分辨食物味道。 

       
4. 小蝸牛遇到環境惡劣時，會分泌黏液形成一層碳酸鈣薄膜，把殼口封住，身子縮回殼

內。等環境適合時，再重新出殼活動。 

          
5. 小蝸牛的口器中，有齒舌，像一把挫刀用來刮取食物。 

6. 小蝸牛同時有雌性和雄性的生殖器官，生殖孔在右大觸角後方。 

7. 根據我們觀察的特徵與書本圖鑑比對後，小蝸牛的學名是：扁蝸牛 Bradybaena simi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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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蝸牛休眠時，經過人工下雨需要多久的時間，才會爬出來？ 

1. 當天氣乾燥和寒冷的這段時間，我們發現小蝸牛都躲在樹林、花園裡、石頭等陰暗的

地方不出來。 

2. 所以我們嘗試利用人工下雨的方式，想瞭解到底需要經過多少時間，小蝸牛才會從樹

叢裡爬出來。 

3. 結果與發現： 

（1） 花圃裡的小蝸牛，經過多久的人工下雨後，才會爬出來。   單位：分鐘 

編號 噴水後出現時間 出現地點 編號 噴水後出現時間 出現地點 

1 10：03 樹根下 11 2:16 地上 

2 8：12 樹根旁 12 2:17 樹根 

3 5：04 石頭旁 13 5:48 葉子 

4 6：22 樹枝上 14 10:28 花盆 

5 3：16 樹幹上 15 1:13 欄杆 

6 4：24 磁磚上 16 1:32 樹根 

7 3：09 氣根上 17 1:51 樹根 

8 5：15 鐵樹葉上 18 1:56 花 

9 1：28 鐵樹葉背 19 1:56 花盆 

10 11:34 石頭 20 2:00 樹根 

（2） 小蝸牛休眠的地方有很多，好像沒有固定，當牠覺得有危險時，就會把腹足和頭部

縮回殼中，然後慢慢分泌碳酸鈣的物質將殼口封起來；並且黏在停留的地方。 

（3） 當我們用水噴灑樹叢時，一開始小蝸牛好像都不受影響，而且黏的地方也很牢固；

大約經過一、二分鐘後，有一些小蝸牛會慢慢地將殼口的白色碳酸鈣溶解，然後大

觸角、頭部就先慢慢探出頭來。 

（4） 有時候有一些小蝸牛似乎已經休眠很久，我們連續噴水十多分鐘，都沒有反應。 

（5） 噴水時，小蝸牛的觸角會一伸一縮，水停下來之後，小蝸牛才會開始爬行；爬行

時，先把腹足伸到前方，再慢慢蠕動把後方的殼和腹足移動到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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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二：觀察樹幹、樹枝上的小蝸牛爬行方式 

（一） 目的： 

1. 從實際觀察中知道小蝸牛在樹枝、樹幹上的運動方式。 

2. 小蝸牛爬行到樹枝末端會怎樣轉回來。 

（二） 地點：教室前面左邊的榕樹下 

（三） 材料：尺、放大鏡、噴水器、相機、不同粗細的樹枝、鑷子、塑膠的透明手套 

（四） 觀察過程： 

1. 觀察 1：觀察小蝸牛在樹枝上怎樣爬行 

（1） 地點：科學中心教室前左側前面的榕樹下 

（2） 主要樹木：榕樹、葡萄樹 

（3） 小蝸牛在樹幹上的爬行 

甲. 因為一大早剛下過雨，在榕樹的主幹上發現了三隻小蝸牛在樹皮上爬行 

     

 小蝸牛在榕樹的主幹上慢慢爬行，而且都往上爬；口器不停的在吸取附著在樹皮上

的水溶液，伸出腹足自由自在、左右搖擺，爬行時還會不斷以大觸角向四處探尋。 

乙. 小蝸牛在榕樹的氣根上爬行 

   

 榕樹長滿細小的氣根，小蝸牛也會爬在細小的氣根上，整個腹足黏貼、夾住在氣根

上，緩緩地爬行，大觸角也會不時地左右轉啊轉，伸長縮短，十分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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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觀察小蝸牛在葡萄藤爬行 

       

 榕樹旁邊栽種一顆葡萄藤，表皮比較粗糙，下雨過後，會附著小水滴，小蝸牛就出

來覓食，也會爬到葉片上。 

2. 觀察 2：觀察小蝸牛在粗細不同的樹幹上爬行 

（1） 地點：在前庭榕樹下的樹幹 

（2） 粗細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3） 選擇粗細不同的樹枝，來觀察小蝸牛的爬行，樹幹直徑分別為：約 1.3cm,1.2 cm,1.0 

cm ,0.9cm,0.8cm,0.7cm,0.6cm 

（4） 仔細觀察小蝸牛的爬行 

樹

幹

粗

細 

直徑 1.3cm 直徑 1.2cm 直徑 1.1cm 直徑 1.0cm 

    

小蝸牛爬行時，喜歡在枝幹的上方，慢

慢的爬行，殼會在上面移動，走起來穩

定，即使枝條搖動也不會掉下來。 

因為枝條細一點，小蝸牛在爬行時背上的

殼會微微的傾斜，比較不穩定，可是小蝸

牛的肉足緊緊的貼在樹皮上也很平穩。 

樹

幹

粗

細 

直徑 0.9cm 直徑 0.8cm 直徑 0.7cm 直徑 0.6cm 

    

比較小隻的小蝸牛，殼比較小，喜歡在

細一點的枝條爬行，因為樹皮上有細小

的凸起物。適合小蝸牛行走。有的小蝸

牛的殼會在枝條下面比較平穩。 

小蝸牛個子小，很喜歡在細嫩的枝條上爬

行，牠的殼會在肉足的下方，能保持身體

的平衡，而且肉足會包住樹枝，不會掉下

來。 



8 
 

3. 觀察 3：小蝸牛爬行到樹枝末端時會怎樣爬行 

（1） 地點：榕樹下 

（2） 樹枝：2 根樹枝，一枝向上；另一枝向下 

（3） 爬行過程記錄 

（4） 結果記錄： 

甲. 向上爬到頂端時： 

(甲) 小蝸牛爬到木條的頂端時，會用大觸角向四方探尋，再用小觸角接觸頂端的圓

周，找到可以固定的位置，身體的肉足就貼在上面，殼也就跟著轉動上去。 

(乙) 小蝸牛緊貼著圓木條的周圍往上爬行，有時向左轉，有時又向右彎，很少一直向

上爬行；也會看見小蝸牛繞著圓木條轉彎前進。 

 

 

 

(丙) 當小蝸牛一開始接觸木條時，爬行的方向沒有一定。不一定會往上爬行，也許會

繞著底端，就離開了；但是多做幾次會有小蝸牛往上爬行的。當小蝸牛爬行時，會

吐出黏液，使腹足緊緊的貼住圓木條，而不會掉下來。 

(丁) 小蝸牛在圓木條的頂端，經過一陣子會往下爬行，也許是小蝸牛向上爬行時會在

枝條上留下液體的痕跡。所以向下爬行時，會順著爬過的舊路線前進，會很順利的

回到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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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向下爬到末端 

(甲) 小蝸牛從枝條的上端往下爬行時，背上的殼會往下傾，好像要掉下去；可是小蝸

牛都會撐住牠的殼。小蝸牛爬行時，會慢慢的，大觸角不時的在左右

探索；小觸角和前額就很快的貼住，尤其是肉足會緊密的貼住枝條表

面，才不會掉落下來。 

(乙) 小蝸牛爬到枝條的末端，身體是倒立的，腹足會緊緊的貼住，頭部的大觸角會不

時的左右搖擺，小觸角和前額會隨著移動，也會隨時貼住木條末端，所以小蝸牛不

會掉落下來。 

 

(丙) 小蝸牛爬到末端，身體是懸空的，不能再往下爬行，所以一陣子後會再往上爬

行。在木條末端上的小蝸牛，身體會在末端上轉動，肉足上的殼也會跟著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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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爬到樹枝末端 

小蝸牛會慢慢向前爬行，大小觸角左右擺動，爬到末端時探測到下面可以向前，頭部

就向前伸長，前腹足貼在樹幹上，慢慢向前蠕動，殼也跟著轉動方向，觸角碰到地面

時，頭部跟著往前，後腹足再慢慢地收回，這時會看見蝸牛的黏液。 

        

（五） 發現與討論： 

1. 我們發現蝸牛在樹幹、樹枝或是頂端爬行時，都不一定會保持在同一面上，上下左右

四個面上都會爬；其他以左右兩側的次數最多，在枝條的下面爬行次數比較少。 

2. 小蝸牛爬到樹枝末端時，會先用大觸角和小觸角四處探測，感覺到下方有路可以爬

行，就會將前腹足黏上去，接著整個腹足就會黏上去，殼跟著移動後，後腹足最後收

尾，有時還會看見一條透明的黏液黏在上面。 

三、 活動三：小蝸牛在難走的道路爬行 

（一） 目的：想知道小蝸牛在崎嶇的樹枝上會怎樣爬行 

（二） 材料：彎彎曲曲的樹枝、凹凸不平的樹枝 

（三） 地點：榕樹下的小實驗室 

（四） 實驗方法： 

1. 方法 1：觀察小蝸牛在彎曲弧度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2. 方法 2：觀察小蝸牛在凹凸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五） 實驗過程： 

1. 實驗 1：小蝸牛走在傾斜度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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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蝸牛在傾斜的樹枝上爬行時，不管是哪一種傾斜的角度，小蝸牛都可以順利爬上

爬下。爬行時，大觸角都會不時地在左右搖擺探索，而爬行的動作都是左左右右慢

慢向前進。 

（2） 小蝸牛爬行時的路線不一定會爬直線，路線有時會彎彎曲曲，繞著樹幹爬行，爬過

的路都會留下黏液的痕跡。 

（3） 小蝸牛在爬行時，有時會把前腹足拉得好長，探出樹枝外或朝向樹枝下方，接著還

會把頭部轉 180 度，頭部在爬行過程中，都是不停地在晃動。 

2. 實驗 2：小蝸牛走在凹凸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1） 目的：想瞭解小蝸牛在遇到不同凹槽的樹枝時，會怎樣爬過去。 

（2） 材料：不同凹槽的樹枝（U 型、V 型、WW 型）、小蝸牛 

（3） 裝置： 

  

（4） 方法 

甲. 將 2cm 直徑的樹枝，請老師利用美工刀將樹枝挖出凹槽。（U 型、V 型、WW 型） 

乙. 戴上手套取出一隻活動中的小蝸牛，放在樹枝的起點上。 

丙. 觀察小蝸牛會有什麼反應。 

丁. 每種凹槽各做五次。 

（5） 結果： 

形狀 1 2 3 4 5 

U 型 間隙通過 旁邊通過 爬進凹槽通過 旁邊通過 下面通過 

V 型 間隙通過 回頭沒通過 間隙通過 回頭沒通過 間隙通過 

WW 型 回頭沒通過 走到一半回頭 從旁邊通過 停一陣回頭 馬上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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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爬行過程： 

（7）  

 

甲. U 形凹槽：一開始，小蝸牛的肉足先伸出來，接著牠試著用大觸角去接觸凹槽，在

牠接觸到凹槽時，腹足會懸空；當牠爬到凹槽後，將殼轉動，再將頸伸長，身體和殼

慢慢托起來，就通過凹槽了。不過有時牠並不會從凹槽通過，而是從旁邊爬過去。 

 

 

乙. V 形凹槽：剛開始，小蝸牛的頭部直直的伸往凹槽，往上抬了一點，伸出肉足和大

觸角，先向四面八方不停地上下左右搖動大觸角，接著在凹槽邊緣停頓一下，再伸長

前肉足，並一直嘗試用大小觸角去碰對面的樹枝；當小觸角碰到對面時，尾端肉足沒

有固定，但是前肉足變長往前而且變寬，這時再慢慢地將殼順著肉足移動到凹槽對

面，等到殼完全過去後，再將下垂的尾端肉足慢慢的收過去，最後看見一條半透明的

黏液在凹槽邊緣。 

 

 

丙. WW 形凹槽：小蝸牛先伸出大小觸角和肉足，大觸角接觸到第一個小凹槽的對面，

接著將肉足稍微伸長，接近到第一個突出物上，中間懸空，接著小蝸牛把前肉足抬高

起來，改用肉足的中段碰觸第一個突出物，很快就跨過第一個凹槽；接著小蝸牛頭部

偏轉，大觸角碰觸到最後凸起物，就把肉足伸到最長，這樣牠就通過了 WW 形凹

槽。在這次實驗中，小蝸牛完全通過的次數並不多。 

  

方法 1：U 形凹槽 

方法 2：V 形凹槽 

方法 3：WW 形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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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四：小蝸牛遇到設計的障礙物會怎樣通過 

（一） 目的：從觀察運動中的小蝸牛，遇到障礙物時，瞭解牠會怎麼通過。 

（二） 材料：障礙物的種類：木條（長 30cm×寬 1.5cm×厚 1.0cm） 

（三） 地點：榕樹下的小實驗室 

（四） 實驗裝置： 

 

（五） 實驗方法： 

1. 利用木條設置成障礙物（三種） 

2. 把小蝸牛放在有障礙物的起點上。 

3. 觀察小蝸牛怎樣分別走過障礙物的道路。 

4. 每個障礙物走五次。 

（六） 實驗結果： 

次數 1 2 3 4 5 

半圓形 1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半圓形 2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半圓形 3 爬過去 旁邊爬過去 爬過去 爬過去 旁邊爬過去 

柱狀體 1 爬上去 旁邊繞過去 爬上去 爬上去 旁邊繞過去 

柱狀體 2 旁邊繞過去 爬上去 爬上去 旁邊繞過去 邊緣繞過去 

柱狀體 3 旁邊繞過去 邊緣繞過去 旁邊繞過去 邊緣繞過去 爬上去 

傾斜體 1 爬上去 爬一半 旁邊繞過去 旁邊繞過去 旁邊繞過去 

傾斜體 2 旁邊繞過去 爬上去 旁邊繞過去 爬一半 邊緣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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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發現與討論 

1. 小蝸牛如何走過半圓形的路徑： 

（1） 小蝸牛一伸出頭就碰到第一個圓弧形障礙物，小蝸牛直接用小觸角及前肉足黏貼上

去，肉足伸長後再往前一點後，殼就開始往上移，移到一半的時候，尾端肉足就收

縮進殼裡，最後直直的爬上去，頸往下伸，碰到底端上後，殼和肉足一起往下移。 

     

（2） 小蝸牛一開始會先把頭和肉足伸出來，接著把殼往前移動，再移動肉足到半圓形木

塊上，然後從木塊的側邊爬到木塊的對面，再伸長肉足，爬到圓形木塊上，在爬行

過程中，牠的殼會一直晃動，直到牠爬過圓弧。 

      

2. 走在高高低低的柱子 

（1） 小蝸牛一開始會先停在起點的地方，並不會馬上就往前爬行。當牠爬到柱子的前端

時，大觸角會左右探測後，小觸角和前肉足黏貼在垂直的木條上，再把前腹足拉長

往上爬行；往上爬行時，有時會從木條的側面通過。當牠爬到頂端時，會將頭部拉

得長長的，大觸角四處晃動，最後才將前腹足的頭部接觸底面，黏貼在木柱上；大

部分都黏貼在木柱的側面，偶爾才會黏貼在頂端上，之後就會開始轉動殼的方向和

位置，腹足也開始移動，慢慢往下爬行。 

（2） 當小蝸牛從柱子上往底面爬行時，幾乎都不會走直角，而是斜斜地往下懸空移動，

頭部可以接觸底面了。 

 



15 
 

3. 走在傾斜的柱子 

（1） 小蝸牛一開始，牠在傾斜的木條旁時，牠先從側邊往上爬，快爬到頂端時，牠再爬

過去另一邊的側面。牠在爬行時會不時去搖動大小觸角來偵測前方的物體。 

（2） 小蝸牛會沿著木條往上爬行，來到頂端時，會用大觸角左右搖晃，再用前肉足去接

觸，前肉足就會往前伸長爬行，背上的殼就跟著往前移動。在頂端時，前肉足總會

伸得好長，四處晃動，爬下去時到了底部，都會以一定角度爬下去。 

       

 

 

 

五、 活動五：小蝸牛怎樣越過有間隙的道路。 

（一） 目的：從觀察小蝸牛在樹枝(或木條)上行走時，遇到空隙是怎麼通過的。 

（二） 材料：樹枝二段、圓木條、方木條、支架、尺、小蝸牛、塑膠盆 

（三） 實驗方法： 

1. 兩條樹枝固定在支架上，樹枝的高度保持一定。 

2. 將兩條樹枝從間隙 0cm，小蝸牛放置在起點，觀察牠的爬行運動。 

3. 再將樹枝分開為間隙：0、0.5、1.0、1.5、2.0、2.5cm。 

4. 仔細觀察小蝸牛在樹枝上爬行，怎樣通過間隙。 

5. 同樣的方法，在利用圓木條和方形木條試試看。 

6. 利用樹枝鋸出不同間隙的寬度，也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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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結果：∨：爬過去，×：沒有爬過去 

1. 爬過樹枝間隙的次數 

次數 

間隙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0.5cm ∨ × ∨ ∨ ∨ ∨ × ∨ ∨ ∨ 8 

1.0cm ∨ ∨ ∨ ∨ ∨ ∨ ∨ ∨ × ∨ 9 

1.5cm × ∨ × ∨ ∨ ∨ ∨ ∨ × ∨ 7 

2.0cm ∨ × × × ∨ ∨ ∨ × ∨ ∨ 6 

2.2cm ∨ ∨ ∨ × × × ∨ × ∨ ∨ 6 

2.5cm × × × × ∨ × × × ∨ × 2 

2. 爬過圓形木條間隙的次數 

次數 

間隙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0.5cm ∨ × ∨ ∨ ∨ ∨ × ∨ ∨ ∨ 8 

1.0cm ∨ ∨ ∨ ∨ ∨ ∨ ∨ ∨ × ∨ 9 

1.5cm × ∨ × ∨ ∨ ∨ ∨ ∨ × ∨ 7 

2.0cm ∨ × × × ∨ ∨ ∨ × ∨ ∨ 6 

2.2cm ∨ ∨ ∨ × × × ∨ × ∨ ∨ 6 

2.5cm × × × × ∨ × × × ∨ × 2 

3. 爬過方形木條間隙的次數 

次數 

間隙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計 

0.5cm × × ∨ ∨ ∨ ∨ ∨ ∨ ∨ ∨ 8 

1.0cm ∨ ∨ ∨ ∨ ∨ ∨ ∨ ∨ ∨ ∨ 10 

1.5cm ∨ ∨ ∨ ∨ ∨ ∨ ∨ ∨ ∨ ∨ 10 

2.0cm ∨ ∨ × ∨ ∨ ∨ ∨ × ∨ ∨ 8 

2.2cm ∨ ∨ ∨ × × ∨ ∨ × ∨ ∨ 7 

2.5cm × × ∨ ×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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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現與討論 

1. 小蝸牛越過間隙時不同的爬法 

 



18 
 

（六） 發現與討論 

1. 小蝸牛要通過間隙時，會先用大觸角去探索，之後就會用小觸角去接觸，再伸長前腹

足，靠上對面的木塊後，就會將殼慢慢地向前移動；當殼一到前面時，後腹足再慢慢縮

回，最後會拖曳著一條黏液，這可能是在越過間隙過程中，小蝸牛會分泌出更多的黏

液，固定自己。 

2. 當小蝸牛跨越較長的間隙時，殼通常都會在下方；而間隙較短時，牠的殼會上揚，並

且很快通過，這樣可以保持平衡，而穩定通過間隙。 

3. 從小蝸牛越過不同距離的間隙活動中，發現小蝸牛會用大觸角去探索再伸長肉足，並

試著利用大觸角上下左右擺動，探觸有沒有向前依靠的物體，大觸角有碰到物體後，就

會將前肉足伸長，小觸角接著黏貼，前端肉足黏到對面的木條，牠再將肉足慢慢移動。

殼大部分會從下面移動到對面，再慢慢收回腹足，留下一條透明黏液在間隙中。 

 

六、 活動六：小蝸牛在榕樹的氣根上是怎樣爬行 

在小蝸牛生活的花圃裡，有許多特別的環境和障礙物，像密密麻麻的氣根、交錯繁雜的樹

枝、彎彎曲曲的樹瘤枝條。當牠們碰到時會怎樣爬行呢？這讓我們很好奇。 

    

（一） 密生的氣根 

1. 當小蝸牛遇到氣根時，會先直線爬行，整個肉足會包住氣根，前肉足伸長，大觸角會

上下移動，呈現旋轉的方式往上移動。當碰到其他的氣根時，一邊的觸角就會向內縮，

這時前肉足就會伸長黏住旁邊的氣根，殼垂在下面，跟著是變長的後肉足移動過去，尾

端肉足才慢慢過去。過程中會分泌白色透明黏液，讓自己可以更堅固地在氣根上。 

2. 因為氣根很密集，所以當牠一開始直線沿著氣根爬行時，也會開始試著從原來的氣根

爬到旁邊的氣根。小蝸牛會先用大觸角去接觸對面的氣根，再伸長前肉足，並附著在上

面，接著把殼轉彎 45 度，在繼續往上緩慢爬行，殼也就過去了，尾端肉足最後也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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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收回殼裡。 

3. 小蝸牛在氣根爬行時，腹足會緊緊的包覆著氣根，動作十分緩慢，頭會抬高伸長，如

果有地方可以接觸，就會將頭部接觸，黏上去，再慢慢往前，殼接著會轉動或移動，最

後尾端肉足收過去；這似乎是小蝸牛一直在爬行時重複的動作。 

4. 在氣根爬行的小蝸牛，殼在尾端的肉足呈波浪狀，偶爾會懸空肉足；在這些氣根上的

牠們，肉足的伸長、轉動最精彩，一會兒前腹足 90 度轉彎橫跨到旁邊的氣根，伸得長

長的肉足就慢慢黏貼上另一條氣根，穩定後，殼就慢慢地移動過去，最後才把原來後面

的腹足縮過去，過程真可以感受到小蝸牛肉足的柔軟功夫和攀附的能力。 

 

（二） 彎曲的樹瘤 

當大觸角碰到樹枝上的凸起物時，小觸角就會和肉足黏上去；這時大觸角還是不斷地上下左

右、伸長縮短的探測，前腹足慢慢伸長向前移動，殼也跟著向上移動，前腹足繼續向前爬行

越過凸起物，殼和後腹足繼續向前移動；有時小蝸牛到凸起物前時，會先停頓，然後大觸角

四處探測，肉足包住凸起物側邊，從側面慢慢爬行下去。 

    

（三） 交錯的樹枝 

當小蝸牛碰到樹枝上交錯的地方，牠會先停下來，用大小觸角碰觸障礙物，再伸長前肉足，

抬得高高的搖擺，再放下，大觸角也伸得好長，接著轉動小觸角和前肉足黏在另一條樹枝

上，肉足慢慢伸長向前，殼也跟著慢慢轉動，移到另一條樹枝上，後肉足再跟著向前，小蝸

牛就順利地從交錯的樹枝上，移動另一條樹枝後繼續向前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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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樹根瘤 

當小蝸牛在樹根瘤上爬行時，大觸角四處搖擺，碰到圓圓的根瘤時，就伸長前肉足，並附著

在根瘤上面；移動時，牠的殼會一直上揚，並且會隨著肉足在根瘤上爬行而左右擺動，應該

是讓自己在根瘤上保持平衡。小蝸牛不時地晃動大小觸角，好像在尋找可以附著的地方。 

在根瘤上的爬行，小蝸牛並不是直線運動，牠會用觸角四面八方晃動，碰到物體就會試著爬

過去。我們發現小蝸牛在根瘤上爬行時，留下好多的黏液。 

      

 

七、 活動七：小蝸牛怎樣走在粗細不同的圓木條上 

（一） 目的： 

1. 想知道當小蝸牛走在粗細不同的圓木條上時，會怎樣爬行。 

2. 當圓木條轉動時，在上面的小蝸牛又會怎樣爬行。 

（二） 材料：圓木條、三接水管、重物、膠帶、碼錶、水晶杯 

（三） 裝置： 

    

（四） 實驗方法： 

1. 在實驗室的桌子布置一個可以自在轉動的圓木條。 

2. 穿戴手套後，將一隻小蝸牛放置在起點上。 

3. 一開始圓木條沒有轉動，觀察小蝸牛的爬行行為。 

粗細不同圓木條 轉動中的圓木條 小蝸牛在圓木條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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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動圓木條（順時針和逆時針），小蝸牛放置在起點上。 

5. 觀察小蝸牛怎樣爬行在轉動或不轉動的木條上。 

    

小蝸牛放置起點 圓木條沒有轉動時 觀察小蝸牛的爬行 畫出爬行的路線 

 

（五） 結果討論： 

1. 在圓形木條上的爬行行為（不會轉動） 

（1） 小蝸牛一開始，會從殼裡慢慢伸出腹足，接著大小觸角再慢慢伸出。在圓木條行

走，會先用小觸角碰一下木條，然後開始向前爬行，先爬行一段直線（約 9cm），

就會順著圓木條繞行一圈，再繼續向前；走 3cm 又繞一圈，一路上都是走一小段直

線，就繞圈圈，最後沒走完，返回原點。 

（2） 行走的過程中，小觸角都會不停的去接觸木條。 

（3） 爬行過程中，會一直重複性的抬頭，腹足在爬行過程中，如果遇到比較細的圓木條

（1.7cm），有時會有懸空的動作。 

（4） 小蝸牛在行走時，大觸角和小觸角會一直不停的晃動，腹足的一部份也會懸空（在

細的圓木條上）；牠的頭部會一直不停的轉來轉去。 

2. 在圓形木條上的爬行行為（會轉動） 

（1） 小蝸牛在會轉動的圓木條上爬行，一開始直直爬行，之後就慢慢地偏右，向木條轉

動的方向前進，不會橫向爬行；在轉動的木條上，小蝸牛爬行的速度很慢，而且常

常停下來，靜止不動。爬行的路線沒有規律。 

（2） 小蝸牛在會轉動的圓木條上的爬行路線是彎彎曲曲的。不過不會繞圈圈，有時也會

直直前進。 

（3）  小蝸牛在很細轉動的木條上爬行，常常會用繞圈圈的方式來移動。 

（4） 如果快掉下來時，牠會趕緊用腹足黏在木條上來讓自己不會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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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蝸牛在細細的木條（轉動中）（4mm）行走時，腹足在木條正上方，殼會在下

方，看起來好像快要掉下去；不管是什麼姿勢，看起來快跟腹足分離了。 

（6） 圓木材轉動時小蝸牛從起點移動 3cm 後，就靜止不動。當我們停止轉動時，牠的肉

足才慢慢縮了一下又伸出來。 

 

八、 活動八：小蝸牛在彎彎曲曲的鋁條上行走 

（一） 目的：從設計不同彎彎曲曲的鋁條上，觀察小蝸牛會怎樣爬行。 

（二） 材料：鋁條、小木塊、膠帶、碼錶、水晶杯、小蝸牛、水管 

（三） 裝置： 

    

（四） 實驗方法： 

1. 利用鋁條設計製作二種不同造型彎彎曲曲的道路（ 型、W 型）。 

2. 分別將這二種鋁條固定在水管上。 

3. 取出一隻小蝸牛放置在彎曲的鋁條道路起點上。 

4. 觀察小蝸牛會怎樣通過這些造型道路。 

（五） 結果與討論： 

1. 結果 1： 

 

 小蝸牛都不一定按照鋁條的方向來爬行，常常回頭並爬回起點。

爬的過程中，大觸角不斷

的四處搖晃，前後腹足會

緊緊的包覆在鋁條上，十

分小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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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蝸牛在爬行 W 的鋁條時，遇到較寬的地方，會確

實地從鋁條下面爬過

去；但在比較窄的凹

槽，牠會直接跨過去。  

2. 當小蝸牛遇到這二種不同造型的鋁條時，小蝸牛有時候會全部爬完，大部分爬到一半

就回頭。在爬行過程中，小蝸牛的動作不會全部都一樣，有時候會從旁邊，有時候會從

下面，有時候從上面爬行。 

3. 不管是哪一種造型的爬行過程，小蝸牛的觸角和頭部都會不時地伸長向各處探尋，牠

的爬行過程好像也會因此改變。爬行時腹足都會和鋁條緊緊貼在一起。 

        

（六） 發現與討論： 

1. 小蝸牛在爬行時，並不會按照我們設計製作的鋁條路線來爬行，牠常常回頭並爬回起

點。 

2. 小蝸牛在爬行 W 的鋁條時，遇到較寬的地方，會確實地從鋁條下面爬過去；但在比較

窄的凹槽，牠會直接跨過去。 

3. 我們發現小蝸牛要爬到其他地方時，會先用大觸角去碰觸，確認後再爬到上面。 

 

九、 活動九：小蝸牛的點點滴滴 

（一） 小蝸牛特別柔軟的腹足，讓牠可以在各種障礙物間爬行。 

     

（二） 小蝸牛的產卵行為： 

1. 經過交配後的小蝸牛，我們把他們分別放在盒子裡，有些經過二、三天就會產下白白

的卵，有些經過一星期，有些直接休眠沒有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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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下的卵顏色是白色大約 1mm 大小，光滑沒有紋路。每隻小蝸牛約產下二十幾顆卵。

3. 小蝸牛大多把卵產在土中，卵大部分是集中在一起，黏成一塊。

4. 這些卵如果在泥土保持濕潤的環境，大約經過一星期後，就會孵化為小小蝸牛。

（三） 小蝸牛行走時常會看見透明的黏液，我們想可能是：

1. 幫助記憶：每次小蝸牛爬完之後，我們發現牠爬過的地方會有黏液，我們覺得很好

奇，所以就把牠放到起點，結果牠竟然照著黏液走。

2. 幫助固定：當小蝸牛要經過間隙時，我們發現當牠的前腹足過去後，尾腹足會牽出一

條透明白色的黏液，讓小蝸牛能夠更堅固地在路面，而不會掉落下去。

3. 保護肉足：當小蝸牛每次在崎嶇的道路時，小蝸牛爬行後，總會在爬行過後的道路上

看見大量的黏液，我們想這些黏液除了可以固定小蝸牛在崎嶇的路上不會摔下來，也可

以保護自己的肉足不會受傷。

（四） 小蝸牛的殼並不會一直保持同一個方向，常會隨著身體的爬行，轉換不同的位置，

讓小蝸牛的身體不會掉下來，看起來似乎具有平衡的作用。

陸、 結論

一、 小蝸牛平常都住在隱密的樹叢裡、石頭堆的細縫中，以及花盆底下的空隙等。身體經

常躲在殼內，分泌一層白色的碳酸鈣物質把殼口蓋住，防止其他小動物的侵害。 

可是等到一場雨，地面都潮濕了，樹木、石頭都被清洗了。小蝸牛就會打開殼口，伸出

大觸角四處搖擺、探測外面的景物，再把肉足伸出殼外，開始活動，進行覓食，到各處

旅行去了。 

二、 小蝸牛在活動的過程中，就是靠著肉足前進，會利用大觸角探索，肉足伸出，再把小

觸角和頭部前端貼緊在前面的物體上前進。在前進的路上會遇到許多坎坷的路面，小蝸

牛很有耐心、細心的爬過或繞過這些地方。 

三、 在觀察小蝸牛爬行的過程中，最讓我們驚奇的是，小蝸牛遇到路面的空隙是怎樣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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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常有趣。經過多天的觀察是：只要路上的空隙比牠的肉足短，小蝸牛都會耐心地

多次的嘗試，其中在有危險的時候，小蝸牛會伸出肉足，靠著小觸角、肉足（前端）的

黏性，緊緊的貼住，再把背上的殼移動到前端，收回肉足，並分泌白色的一條黏液，以

拉住身體，等到整個身體都通過了，才斷掉，這時小蝸牛已安全通過間隙了。 

四、 小蝸牛很有耐心，在我們設計的障礙物中，都能耐心的嘗試，有直接越過，有從旁邊

繞過去，有時也會走回頭路；但是在觀察中很少有這樣的情形。 

五、 最後我們想起了，「小蝸牛的旅行」的歌曲：「我馱著我的小房子爬樹，我馱著我的小

房子旅行，慢慢地、慢慢地，不怕也不屈，我馱著我的小房子旅行。」這是對小蝸牛最

好的描述與讚美。 

柒、 參考資料 

 謝伯娟 （2013）‧蝸牛不思議：21 個不可思議主題&100 種臺灣蝸牛圖鑑‧台北：遠流。 

南一書局（2014）。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下(動物的生活)。臺南市：南一。 

臺灣陸生蝸牛資訊網。取自 http://landsnail.biodiv.tw/gallery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AC%9D%E4%BC%AF%E5%A8%9F/adv_author/1/
http://landsnail.biodiv.tw/gallery


作品海報 

【評語】080315 

本作品是觀察小蝸牛是如何爬行並設計一些較難爬行的障礙

物，觀察小蝸牛怎樣通過。 

1. 蝸牛行為觀察、觀察仔細、紀錄詳實，但結果幾乎描述

性質，客觀數據相對較少，也建議對內容詳實未見生物

學門重要議題待探究。

2. 設計不同路線及障礙物並詳細記錄其爬行足跡，建議增

加蝸牛樣本數來觀察足跡並增加不同種類的蝸牛比較其

爬行的相似及差異性。

3. 對於觀測現象的描述應要更注意用字遣詞。

4. 研究中的操作行實驗較少有量化的結果分析以及以物理

性的因子來探討爬行行為是較為可惜之處。

D:\NSF\中小科展_60 屆\排版\080315-評語 



研究 動機壹
暑假時下了幾天大雨，科學中心門口兩旁的樹叢下出來了好多小蝸牛。有的靜
止不動、有的慢慢爬行。身體前端的觸角，左右搖擺好像在探索前進的路線，
真的很好玩。
學校午休的科學活動，我們就以「小蝸牛的爬行」為主題：探究小蝸牛怎樣走
在坎坷的路上。下面是我們研究的過程。

研究 目的貳
一、 從校園的觀察中，知道小蝸牛的特徵及怎樣運動。
二、 在花圃中，仔細觀察小蝸牛怎樣行走危險的道路，並設計一些較難爬行的

障礙物，觀察小蝸牛怎樣通過。
三、 從觀察小蝸牛的爬行活動中，學習小蝸牛遇到坎坷的道路會耐心向前進的精神。

研究 架構參

研 究流 程與結 果肆

校園裡的小蝸牛活動一:

小蝸牛在夾縫間爬行 小蝸牛在岩石邊爬行小蝸牛在支持根爬行

（二） 下雨後小蝸牛怎樣在樹枝上爬行

(一)觀察地點：教室前面左邊的榕樹下

我們觀察記錄（在下雨後的觀察）

（1）下雨後，大部分的小蝸牛都聚集在樹根密集的地
方，少數小蝸牛在樹幹上。

（2）小蝸牛慢慢伸出腹足。
（3）頭部的 ，並且左右搖動。大觸角先緩慢的伸出
（4）小蝸牛是用 ，蠕動腹足的方式緩慢移動 轉彎時小

蝸牛會先將前腹足轉向，再緩慢移動，殼也跟著
轉向移動。

剛開始前進會伸出大觸角 大觸角左右搖擺，找目標

小蝸牛伸出很長的腹足，

並且固定在樹幹上

小蝸牛的腹足穩固後 再，

將殼慢慢向前移動。 身體向前進。

（三） 小蝸牛的身體構造

1. 小蝸牛的身體軟軟的，底部是肉質的「腹足」，可以使
身體蠕動爬行。凡走過會留下黏液痕跡。

2. 小蝸牛的殼是半透明灰褐色，有小點點的花紋；從殼頂
向下看，是順時針旋轉，開口在右邊，所以叫右旋殼。

3. 小蝸牛頭部前端有 ，可以伸縮自如，頭部背上二對觸角
的是一對大觸角，末端有黑色的圓形小眼球；口器二邊
是小觸角，用來分辨食物味道。

4. 小蝸牛遇到環境惡劣時，會分泌黏液形成一層碳酸鈣薄
膜，把殼口封住，身子縮回殼內。等環境適合時，再重
新出殼活動。

5. 小蝸牛的口器中，有齒舌，像一把挫刀用
來刮取食物。

6. 小蝸牛同時有雌性和雄性的生殖器官，生
殖孔在右大觸角後方。

7. 根據我們觀察的特徵與書本圖鑑比對後，
小蝸牛的學名是：
扁蝸牛Bradybaena similaris

觀察樹幹、樹枝上的小蝸牛爬行方式活動二:

（一） 觀察過程：

甲.因為一大早剛下過雨，在榕樹的主幹上發現了三隻
小蝸牛在樹皮上爬行

（1） 小蝸牛在樹幹上的爬行

小蝸牛在榕樹的主幹上慢慢爬行；口器不停的在吸取
附著在樹皮上的水溶液，伸出腹足自由自在、左右搖
擺，爬行時還會不斷以大觸角向四處探尋。

乙. 小蝸牛在榕樹的氣根上爬行

榕樹長滿細小的氣根，小蝸牛也會爬在細小的氣根
上， ，緩緩地爬行，大整個腹足黏貼、夾住在氣根上
觸角也會不時地左右轉啊轉，伸長縮短，十分靈敏。

丙. 觀察小蝸牛在葡萄藤爬行

榕樹旁邊栽種一顆葡萄藤，表皮比較粗糙，下雨過
後，小蝸牛就出來覓食，也會爬到葉片上。

樹

幹

粗

細

直徑 1.3cm 直徑 1.2cm 直徑 1.1cm 直徑 1.0cm

小蝸牛爬行時，會在枝幹的上方，慢慢的爬行，殼會在上面移動，走起來

穩定，即使枝條搖動也不會掉下來。

 

樹

幹

粗

細

直徑 0.9cm

 

直徑 0.8cm

 

直徑 0.7cm 直徑 0.6cm

比較小 的小蝸牛，殼比較小，

能保持身體的平衡，而且肉足會包住樹枝，不會掉下來。

1. 向上爬到頂端時：

（1）小蝸牛會用大觸角向四方探尋，再用小觸角接觸
頂端的圓周，找到可以固定的位置，身體的肉足
就貼在上面，殼也就跟著轉動上去。

2. 向下爬到末端

（1）小蝸牛從枝條的上端往下爬行時，也許會受到重
力的影響，背上的殼會往下傾，好像要掉下去；可
是小蝸牛都會撐住牠的殼。

觀察3：小蝸牛爬行到樹枝末端時會怎樣爬行

(2)當小蝸牛爬行時，會吐出黏液，使腹足緊緊的貼住
圓木條，而不會掉下來。

(2)小蝸牛爬到末端，身體是懸空的，不能再往下爬行，
所以會轉向往上爬行。在木條末端上的小蝸牛，身體
會在末端上轉動，肉足上的殼也會跟著轉動上去。

觀察1：觀察小蝸牛在樹枝上怎樣爬行

觀察2：觀察小蝸牛在粗細不同的樹幹上爬行

在細嫩的枝條上爬行，牠的殼會在肉足的下方，

馱著小房子去旅行的小蝸牛

教室左側花園 教室前面花園 教室右側花園

小蝸牛的身體構造

小蝸牛爬行
在樹上枝條

小蝸牛爬行
在榕樹根上

小蝸牛爬行在
搖晃樹根上

小蝸牛爬行
通過間隙

小蝸牛爬行時，
尾巴的白色線
條的功能

小蝸牛爬行時，
腹足和間距的
相關

小蝸牛爬行的
方式—步驟

小蝸牛爬行時，
腹足伸長時背上
的殼怎樣前進

小蝸牛背上的殼
怎樣保持平衡

小蝸牛在爬行時，怎樣保持身體平衡，和身體的機能、構造的相互關係

小蝸牛爬行
在危險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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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過程：

其他方式爬過間隙或回頭沒有爬過去

（五）發現與討論

0.5cm的間隙

1.0cm的間隙

2.5cm的間隙

小蝸牛越過間隙時不同的爬法

從下面爬過去

從側面爬過去

從上面爬過去

肉足接觸後爬過去

（四）實驗結果：爬過樹枝間隙爬過去的次數

間隙 0.5cm 1.0cm 1.5cm 2.0cm 2.2cm 2.5cm

樹枝間隙 8次 9 次 7 次 6次 6次 2次

圓形木條 8次 9 次 7 次 6次 6次 2次

方形木條 8次 10次 10次 8次 7次 4次

小蝸牛怎樣越過有間隙的道路活動五:

（一）目的：從觀察小蝸牛在樹枝(或木條)上行走時，遇到空隙
是怎麼通過的。

（二）裝置：

1. 當小蝸牛跨越較長的間隙時，殼通常都會在下方；而間隙較
短時，牠的殼會上揚，並且很快通過，這樣可以保持平衡，
而穩定通過間隙。

2. 從小蝸牛越過不同距離的間隙活動中，發現小蝸牛會用大觸
角去探索再伸長肉足，並試著利用大觸角上下左右擺動，探
觸有沒有向前依靠的物體，大觸角有碰到物體後，就會將前
肉足伸長，小觸角接著黏貼，前端肉足黏到對面的木條，牠
再將肉足慢慢移動。殼大部分會從下面移動到對面，再慢慢
收回腹足，留下一條透明黏液在間隙中。

小蝸牛遇到樹枝上的障礙物會怎樣通過活動四:

（一） 目的：觀察小蝸牛，遇到障礙物時，瞭解牠會怎麼通過。
（二） 實驗裝置：

（四） 發現與討論

1. 小蝸牛如何走過半圓形的路徑：

2. 走在高高低低的柱子
當牠爬到柱子的前端時，大觸角會左右探測後，小觸角和前肉足黏
貼在垂直的木條上，再把前腹足拉長往上爬行；往上爬行時，有時
會從木條的側面通過。當牠爬到頂端時，會將頭部拉得長長的，大
觸角四處晃動，最後才將前腹足的頭部接觸底面，黏貼在木柱上。

3. 走在傾斜的柱子

小蝸牛會沿著木條往上爬行，來到頂端大觸角左右搖晃，再用
前肉足去接觸，前肉足會往前伸長爬行，背上的殼跟著往前移
動。 ，爬到了底在頂端時，前肉足總會伸得好長，四處晃動
部，會以一定角度爬下去。

1 2 3
1

2
3

1
2

小蝸牛一伸出頭就碰到第一個圓弧形障礙物，小蝸牛直接用小
觸角及前肉足黏貼上去，肉足伸長後再往前一點後，殼就開始
往上移，移到一半的時候，尾端肉足就收縮進殼裡，最後直直
的爬上去，頸往下伸，碰到底端上後，殼和肉足一起往下移。

小蝸牛在難走的道路爬行活動三:

（一） 目的：想知道小蝸牛在崎嶇的樹枝上會怎樣爬行
（二） 地點：榕樹下的小實驗室
（三） 實驗過程：

實驗1：小蝸牛走在傾斜度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1）目的：小蝸牛在遇到不同凹槽的樹枝時，會怎樣爬過去。

（2）爬行過程：

實驗2：小蝸牛走在凹凸不同的樹枝上爬行。

方法1：U形凹槽

一開始，小蝸牛的肉足先伸出來，接著牠試著用大觸角去接觸
凹槽，在牠接觸到凹槽時，腹足會懸空；當牠爬到凹槽後，將
殼轉動，再將頸伸長，身體和殼慢慢托起來，就通過凹槽了。

剛開始，小蝸牛的頭部直直的伸往凹槽，往上抬了一點，伸出
肉足和大觸角，先向四面八方不停地上下左右搖動大觸角，接
著在凹槽邊緣停頓一下，再伸長前肉足；當小觸角碰到對面
時，這時再慢慢地將殼順著肉足移動到凹槽對面，等到殼完全
過去後，再將下垂的尾端肉足慢慢的收過去，最後看見一條半
透明的黏液在凹槽邊緣。

小蝸牛先伸出大小觸角和肉足，大觸角接觸到第一個小凹槽的
對面，接著將肉足稍微伸長，接近到第一個突出物上，接著小
蝸牛把前肉足抬高起來，改用肉足的中段碰觸第一個突出物，
很快就跨過第一個凹槽；接著小蝸牛頭部偏轉，大觸角碰觸到
最後凸起物，就把肉足伸到最長，這樣牠就通過了WW形凹槽。

方法2：V形凹槽

方法3：WW形凹槽

（1）小蝸牛在傾斜的樹枝上爬行時，不管是哪一種傾斜的角度，
小蝸牛都可以順利爬上爬下。爬行時，大觸角都會不時地在
左右搖擺探索，而爬行的動作都是左左右右慢慢向前進。

（2）小蝸牛爬行時的路線 ，路線有時會彎彎曲不一定會爬直線
曲，繞著樹幹爬行，爬過的路都會留下黏液的痕跡。

（3）小蝸牛在爬行時，有時會把 ，探出樹枝外或前腹足拉得好長
朝向樹枝下方，接著還會把頭部轉180度，頭部在爬行過程
中，都是不停地在晃動。

3.爬到樹枝末端

小蝸牛爬到樹枝末端時，牠會先用大觸角和小觸角四處探測，當
感覺到有路可以爬行，就會將前腹足黏上去，接著整個腹足就會
黏上去，殼跟著移動後，後腹足最後收尾，最後看見一條透明的
黏液黏在上面。

發現與討論

1.蝸牛在樹幹、樹枝或是頂端爬行時，
不一定會保持在同一面，上下左右四
個面都會爬；以左右兩側的次數最
多，在枝條的下面爬行次數比較少。

2.小蝸牛爬到枝條的末端，腹足會緊緊
的貼住，頭部的大觸角會不時的左右
搖擺，小觸角和前額會隨著移動，也
會隨時貼住木條頂端，所以小蝸牛不
會掉落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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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伍
一、小蝸牛平常都住在隱密的樹叢裡、石頭堆的細縫中，以及花盆底下的空隙等。身體經常躲在殼

內， ，防止其他小動物的侵害。分泌一層白色的碳酸鈣物質把殼口蓋住
可是等到一場雨，地面都潮濕了，樹木、石頭都被清洗了。小蝸牛就會打開殼口，伸出大觸角
四處搖擺、探測外面的景物，再把肉足伸出殼外，開始活動，進行覓食，到各處旅行去了。

二、小蝸牛在活動的過程中，就是靠著肉足前進，會利用大觸角探索，肉足伸出，再把小觸角和頭
部前端貼緊在前面的物體上前進。在前進的路上會遇到許多坎坷的路面，小蝸牛很有耐心、細
心的爬過或繞過這些地方。

三、在觀察小蝸牛爬行的過程中，最讓我們驚奇的是，小蝸牛 ，非常遇到路面的空隙是怎樣越過的
有趣。經過多天的觀察是：只要路上的空隙比牠的肉足短，小蝸牛都會耐心地多次的嘗試，其
中在有危險的時候，小蝸牛會伸出肉足，靠著小觸角、肉足（前端）的黏性，緊緊的貼住，再
把背上的殼移動到前端，收回肉足，並分泌白色的一條黏液，以拉住身體，等到整個身體都通
過了，才斷掉，這時小蝸牛已安全通過間隙了。

四、小蝸牛很有耐心，在我們設計的障礙物中，都能耐心的嘗試，有直接越過，有從旁邊繞過去，
有時也會走回頭路；但是在觀察中很少有這樣的情形。

五、最後我們想起了「小蝸牛的旅行」的歌曲：「我馱著我的小房子爬樹，我馱著我的小房子旅
行，慢慢地、慢慢地，不怕也不屈，我馱著我的小房子旅行。」這是對小蝸牛最好的描述與
讚美。

小蝸牛的點點滴滴活動九:

（一）小蝸牛特異柔軟的腹足，讓牠可以在各種障礙
物間爬行

（二）小蝸牛的產卵行為：

1. 交配後小蝸牛有些經過二、三天就會產下白白的
卵，有些經過一星期，有些直接休眠沒有產卵。

2. 每隻小蝸牛約產下二十幾顆卵，卵顏色是白色大約
1mm大小。

3. 小蝸牛大多把卵產在土中，卵大部分是集中在一
起，黏成一塊。

4. 這些卵如果在泥土保持濕潤的環境，大約經過一星
期後，就會孵化為小小蝸牛。

（三）小蝸牛行走時常會看見透明的黏液，
我們想可能是：

（四）小蝸牛的殼並不會一直保持同一個方向，常會隨
著身體的爬行，轉換不同位置，讓小蝸牛的身體
不會掉下來，看起來似乎有平衡的作用。

小蝸牛在彎彎曲曲的鋁條上行走活動八:

（四）結果與討論：

（一） 目的：從設計不同彎彎曲曲的鋁條上，觀察小
蝸牛會怎樣爬行。

（二）裝置：

（三） 實驗方法：

1. 利用鋁條設計製作二種不同造型彎彎曲曲的道路。
2. 分別將這二種鋁條固定在水管上。
3. 取出一隻小蝸牛放置在彎曲的鋁條道路起點上。
4. 觀察小蝸牛會怎樣通過這些造型道路。

小蝸牛在爬行W的鋁條時，遇到較
寬的地方，會從鋁條下面爬過去；
但在比較窄的凹槽，牠會直接跨爬
過去。

小蝸牛不一定按照鋁條的方向來爬
行，常常回頭並爬回起點。爬的過
程中，大觸角不斷的四處搖晃，前
後腹足會 。緊緊的包覆在鋁條上

1. 當小蝸牛遇到這二種不同造型的鋁條時，小蝸牛有
時候會全部爬完，大部分爬到一半就回頭。在爬行
過程中，小蝸牛的動作不會全部都一樣，有時候會
從旁邊，有時候會從下面，有時候從上面爬行。

2. 不管是哪種造型的爬行過程，小蝸牛的觸角和頭部
都會不時地伸長向各處探尋，爬行過程好像也會因
此改變。爬行時腹足都會和鋁條緊緊貼在一起。

小蝸牛怎樣走在粗細不同的圓木條上活動七:

（一）目的：

1. 當小蝸牛走在粗細不同的圓木條上時，會怎樣爬行。
2. 當圓木條轉動時，在上面的小蝸牛又會怎樣爬行。

（二）裝置：

粗細不同圓木條 轉動中的圓木條 小蝸牛在圓木條

（三）實驗方法：

（四）結果討論：

1. 在圓形木條上的爬行行為（不會轉動）

2. 在圓形木條上的爬行行為（ ）會轉動

（1）行走的過程中，小觸角都會不停的去接觸木條。
（2）爬行過程中，會一直重複性的抬頭，腹足在爬行

過程中，如果遇到比較細的圓木條（1.7cm），
有時會有懸空的動作。

（3）小蝸牛在行走時，大觸角和小觸角會一直不停的
晃動，腹足的一部份也會懸空（在細的圓木條
上）；牠的頭部會一直不停的轉來轉去。

    
小蝸牛放置起點 圓木條沒有轉動時 觀察小蝸牛的爬行 畫出爬行的路線 

 

小蝸牛在榕樹的氣根是怎樣爬行活動六:

小蝸牛 前肉足伸長，大觸角上下整個肉足包住氣根，
移動，呈現 。旋轉的方式往上移動

當大觸角碰到樹枝上的凸起物，小觸角會和肉足黏上
去；前腹足慢慢伸長向前移動，爬行越過凸起物，殼
也跟著後腹足向上向前移動。

小蝸牛在不同粗細的樹枝上爬行，是直線爬行；碰到
樹枝上交錯的地方，牠會先停下來，用大小觸角碰觸
障礙物，再伸長前肉足。

（四） 樹根瘤

當小蝸牛在樹根瘤上爬行時，會慢慢地在上面爬行，
牠的大觸角四處搖擺，碰到圓圓的根瘤時，就伸長前
肉足，並附著在根瘤上面；移動時，殼會一直上揚。

（1）小蝸牛在會轉動的圓木條上爬行，爬行的速度很
慢，而且常常停下來，靜止不動。爬行的路線沒
有規律。

（2）如果快掉下來時，牠會趕緊用腹足黏在木條上來
讓自己不會掉下去。

（3）小蝸牛會順著轉動的木條斜線爬行。

（三） 交錯的樹枝

（二） 彎曲的樹瘤

（一） 密生的氣根

1. 幫助記憶：每次小蝸牛爬完之後，我們發現牠爬過
的地方會有黏液，我們覺得很好奇，所以就把牠放
到起點，結果牠竟然照著黏液走。

2. 幫助固定：當小蝸牛要經過間隙時，牠的前腹足過
去後，尾腹足會牽出一條透明白色的黏液，讓小蝸
牛能夠更堅固地在路面，而不會掉落下去。

3. 保護肉足：當小蝸牛每次在崎嶇的道路時，小蝸牛爬
行後，總會在爬行過後的道路上看見大量的黏液，
我們想這些黏液除了可以固定小蝸牛在崎嶇的路上
不會摔下來，也可以保護自己的肉足不會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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