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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解質」是化學教材中相當重要的單

元之一，從中小學乃至於大學有關化學的課

程，該相關概念皆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

時，電解質中所涵蓋的酸鹼相關概念對於其

他重要化學單元的學習，也具有深遠的影

響，並且在實用的事物上，更與生活息息相

關。 本教具的設計是基於製作簡便且在日常

生活中容易取材的精神為出發點，同時，更

提供學生親身體驗製作教具的機會，以及由

實際動手作實驗，可以藉由物理化學現象的

觀察，以幫助學生培養主動探索的研究能

力，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目的

本實驗裝置之製作希望拋磚引玉，幫助

國中教師在目前國中理化教材中有關電解質

的教學，此外，也期望教師在教學的過程

中，提供機會給學生一個實地自製實驗儀器

的體驗，以幫助學生發展多元化生活科技的

技能。

二、材料與器材

(一)電解質實驗裝置(I)所需器材：

LED燈(9V)                                                1個

電解質的檢驗：亮不亮與叫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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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鳴器                                                      1個

焊槍及焊錫                                            各1個

鑽孔機                                                       1個

方形電池(9V)                                             1個

電池扣                                                       1個

電線                                                           1捆

可變電阻調鈕                                             1個

小藥盒(數格裝)                                          1個

磁片盒                                                       1個

注射針頭                                                    2支

圓形塑膠罐                                                1個

(二)改良後之電解質實驗裝置(II)所

需器材：

LED燈(9V)                                                1個

蜂鳴器                                                       1個

迴紋針                                                       2支

電池扣                                                       1個

方形電池(9V)                                             1個

紅色導線(約30cm)                                     1條

黑色導線(約30cm)                                     2條

大塑膠盒(10 x 5 x 2cm)                              1個

小塑膠盒(1.5 x 1x 1cm)                              1個

電解質溶液                                               數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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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具製作步驟

 圖  形

電解質實驗裝置(I)

圖一

圖二

圖三

改良後的電解質實驗裝置(II)

圖四

設計說明

(1)將蜂鳴器與LED燈並聯，與電池連接，再

與兩注射針頭連接，作為電極。線路簡圖

如圖一所示。

(2)在圓形塑膠罐的蓋子上以鑽孔機鑽6個

孔，分別為注射針頭、蜂鳴器與LED燈的

接頭出口。

(3)將注射針頭、蜂鳴器與LED燈個別穿過盒

蓋的6個小孔，再將三者與電池如圖一線

路簡圖焊接。作品如圖二所示。

(4)將小藥盒以熱熔膠固定於磁片盒上，即完

成溶液槽之製作。溶液槽主要用來分裝各

類電解液以作為導電性的辨別與比較之

用。(圖三)

(1)先以串聯方式分別將蜂鳴器、電池與LED

燈串聯，但電路暫不完全做成通路，而外

加兩條導線各接上迴紋針以充當電極。線

路簡圖如圖四所示。(在使用時盡量保持兩

電極間的距離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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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四、教學實驗步驟

電解質實驗裝置(I)：

取不同溶液(包括酸、鹼、鹽等)置入圖三之

各個小溶液槽中。

另準備一個裝有蒸餾水的燒杯，以供清洗

兩根電極(注射針頭)之用。

隨即可將兩注射針頭放入各個小溶液槽

中，逐一測試各小溶液槽中的溶液是否具

有導電性。

同步驟3，藉由調整可變電阻的大小，測

(2)分別將各個電器(蜂鳴器、電池與LED燈)

以及小塑膠盒以雙面膠黏貼，固定在大塑

膠盒內。作品如圖五所示。

(3)分別製備數瓶待測之未知溶液，以供教學

時測試。

[註] 在教學時，此裝置適用於電解質溶液，

且在同體積及同濃度的條件下，比較不

同溶液是否有導電性，以及相對的導電

性。

出各溶液之導電性大小。

電解質實驗裝置(II)：

隨意取裝有各種不同溶液(包括酸、鹼、鹽

等)的塑膠瓶(如照片二中所示)，滴數滴未

知溶液於小塑膠盒中。

另準備一裝有蒸餾水的燒杯及一支塑膠吸

管，以供清洗兩根電極(迴紋針)及小塑膠盒

之用。

隨即可將兩迴紋針置入小塑膠盒，逐一測

試各小溶液槽中的溶液是否具有導電性。

五、電解質實驗裝置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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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兩套實驗裝置皆可方便測試溶液之導電

性，有助於理化教師在「電解質」單元課程

教學中，進行實作教學的示範或者提供學

生親自實地操作的體驗。

現今理化課程的學習與以往以「知識的學

習」為本位的課程有所不同，著重學生七大

能力的開發，因此，為因應課程內容的革

新，教師教學方式理應有所改變，否則端賴

傳統教學模式，已難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本實驗裝置的設計極簡化，期盼可使致力於

教學策略之中小學教師，配合新穎的教學型

態，以增進學生學習的趣味﹔並藉由教師示

範實驗或提供方便學生操作的簡易實驗，真

正落實實驗課程的教學，如此，則可抒解教

學時限與學生課業壓力，又能節省時間，而

可達到讓學生親眼目睹化學實驗所產生之各

種現象的教學目的。

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是以「能力的開

拓」為基本理念。本教具的製作亦可與「生

活科技」課教師配合，鼓勵學生自己動手

製作教具，以發揮課程統整及手腦並用之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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