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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概念的具體化教學﹕以莫耳概念為例 
 

  *黃寶鈿  **李武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化學系 
**臺中縣立大里高級中學

在中學階段學生所學習的科學概念中，

「莫耳概念」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其他

化學課程的學習，例如莫耳濃度、溶液的粒

子性（依數性質）、化學計量、化學反應與質

量間的關係等，都必須以莫耳概念作基礎，

且也都需要運用莫耳概念來作連結。但對國

中學生而言，「莫耳」是相當抽象的一個概

念，不易從微觀的觀點去瞭解其所代表的意

義；許多國中學生在學習該概念時，都感到

相當困擾且不容易瞭解或接受。本教學活動

在設計一生活化之情境，結合學生的生活經

驗，透過學習環式的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

建立正確的莫耳概念。 

 

一、適用範圍： 
1.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自然界的組成

與特性」課題。 

2.國中理化教材第二冊第九章9-5莫耳（民

89年版）。 

 

二、材料及工具： 
小量杯（5 mL）     一 個 

量杯（100 mL）     一 個 

塑膠盤(10 X 15 X 4 cm)      一 個 

紅糖            一 包 

三、莫耳的教學問題： 
(一)原子量、分子量、莫耳、莫耳濃度

等概念向來一直是國中學生學習理化課程時

最感抽象而難懂的單元之一，因為原子、分

子等粒子極為渺小而不可見，故大部分學生

仍無法或較難跨過具體操作期，而能以抽象

思考的模式來理解莫耳概念。 

(二)此概念較抽象化，教師的教學若僅

採講述式教學，學生不僅聽起來枯燥乏味，

且也較難真正瞭解莫耳所代表的意義及其應

用！教師在進行此一概念之教學時應設計一

理想的情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思考，才

能主動學習，真正瞭解，並獲致良好的學習

效果與教學品質。 

 

四、教學原理： 
本教學活動設計乃是利用紅糖顆粒大小

略同，且紅糖顆粒本身細小之特性，作為粒

子的比喻，並藉助紅糖能溶解於水中，濃度

不同，則溶液的顏色就不相同的特性，藉以

說明「莫耳濃度」概念，使學生易於觀察、

瞭解具體的物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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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莫耳概念的教學步驟： 

(一)問題探究 

1. 引起動機：教師進入教室上課前，預先以

量杯 (100mL)將紅糖約(100-150 mL)倒入

塑膠盤中，並準備一個小量杯（約5 mL），

帶入教室，引起學生注意。 

2. 教師引入問題：利用桌上的現有工具，誰

能計算出塑膠盤中，大約有幾「顆」紅糖？ 

3. 待學生提出各種想法而百思不得其解

後，再提出解決方法。 

(二)概念引入 

4. 解決方法： 

(1)將小量杯裝滿紅糖，再倒出來數一數杯

內共有幾顆紅糖。 

(2)以此量杯重複裝盛塑膠盤內的紅糖，並

計算必須裝幾次量杯才能將塑膠盤中

的紅糖裝完。 

(3)將一個小量杯內的紅糖數乘以杯數，即

可求出塑膠盤中的紅糖顆粒數。 

5. 引喻說明： 

(1)以紅糖顆粒而言，每顆紅糖大小約略相

同，且體積小，此恰可比喻為原子或分

子等粒子；而紅糖的顆粒數即相當於粒

子數，而「一小量杯所含的紅糖顆粒

數」，恰可比喻為「一莫耳物質所含有

的粒子數」。此時，「杯數」即相當於莫

耳數，而「杯內所含的紅糖數目」即比

喻相當於「6×1023個」紅糖粒子。 

(2)就粒子重量而言，教師可以問學生：「一

『顆』紅糖有多重？」即相當於問學生

一個原子或分子有多重是相同的道理。 

(3)藉由上述之比喻，不僅可使學生更易於

接受原子、分子之粒子化概念及原子

量、分子量之概念，更能使學生實際體

會一個原子或分子其質量及體積之渺

小，以引領學生進入微觀的原子世界。 

(三)概念應用 

6. 相關概念之引入應用： 

(1)藉由紅糖可溶於水中，且糖水溶液具有

顏色易於觀察之特性，可請學生一次將

小量杯一杯、二杯、三杯⋯等紅糖分別

倒入等量的水中（如 100 毫升），完全

溶解後，請學生比較溶液顏色的深淺變

化。 

(2)透過日常生活中，「糖加越多，溶液會

越甜」的概念，即「糖加越多濃度越大」

的先備知識及經驗，引入「莫耳濃度」

的概念。此時，「杯數」即可比喻為「莫

耳數」，而莫耳濃度則可比喻為〔莫耳

濃度〕＝〔紅糖杯數〕÷〔水的體積〕。

如此之比喻，不僅可使學生易於接受，

更能使學生瞭解「莫耳濃度越大，溶液

中所含的粒子數（紅糖的顆粒數）越多」

的概念，這種教學設計是一種較能符合

九年一貫課程中「結合日常生活經驗的

學習」的方向。 

 

六、結論： 
1. 本活動單元透過學習環式的教學活動設

計，取材自生活中的事例，使學生可藉由

日常生活經驗，來學習科學概念，並透過

親自操作的方式，培養學生的科學過程技

能，以激發學生創造力，主動學習。 

2.國中九年一貫課程即將於九十一學年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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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實施，其精神之一即強調學生主動學

習，本教學活動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不僅

可激發學生多元思考智慧與多元學習，也

提供教師多元教學的一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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