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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科學科探究活動︰ 
怎樣使糖在檸檬茶中溶解得快些？ 公平測試 

 
範疇 物質、能量和變化 
課題 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 
年級 三年級 
學習重點 知道一些加快物質在水中溶解的因素 

 
此探究活動包含三個部分，所需的時間和資源也頗多。教師可因應班本的情況，分

次進行或選擇只做某些部分，也可讓全班分組做不同的部分。 

 
引言： 
喝檸檬茶時，我們會喜歡加點糖，可是糖通常不是立即溶解的，

有時會快些，有時卻要等很久。究竟是甚麼因素影響糖的溶解快

慢？我們試試從以下的探究活動找出答案。 
 
學生在小二已認識有些物質能夠溶解於水中（這活動用的例子是糖）。喝檸檬茶時加

點糖也是學生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經驗，學生並不會感到陌生。因此，當問到學生甚

麼因素會影響糖溶解的快慢時，學生大概也能說出他們的一些觀察，例如：用熱一

點的水、攪一下檸檬茶等。教師可開放給學生討論，讓學生提出他們的見解，作為

引入這個活動的起點，然後再界定要探究的問題。 

 
教師可用以下的問題來引發學生的討論： 
1. 如我們想令糖在檸檬茶中溶得快一點，你建議可怎樣做？ 
［用熱一點的水／攪一下檸檬茶／用幼一點的砂糖。］ 

 
探究問題： 
甚麼因素會影響糖在水中溶解的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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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水溫會影響溶解的快慢嗎？ 
在訂定了探究問題後，學生應能自行作出假說。教師可提問學生，或安排小組討論

讓學生組織想法，教師再歸納他們的想法成為以下假說。 

 
假說︰ 
水溫愈 高，糖會溶解得愈快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需要和課時的投放量，加入不同程度的學生參與，如設計實驗中

所需的材料、步驟和變量的辨識。 
 

材料： 
2 個燒杯（250 毫升）、一個量筒（250 毫升）、一隻量匙、砂糖、 

2 個計時器、室溫水、熱水 

 
- 若不用燒杯，可改用透明、耐熱和杯底較闊的膠杯，方便學生也可以從杯側觀察

糖的溶解情況。 

- 量匙為小茶匙的大小便可。一平口匙的砂糖份量大約是 0.5 克。 

- 兩杯中宜採用溫度差異較大的水，結果會更為明顯，時間也可以縮短。但要注意

熱水的溫度不宜高過 60 °C，免生危險。另一個做法是使用冷水（約 10 °C）代替

室溫水。 
 

步驟： 

1. 在燒杯（1）和燒杯（2）內分別注入 100毫升的室溫水和熱水。 

2. 用量匙量度一平口匙的砂糖，加入燒杯（1）的室溫水中。啟

動計時器計時。 

3. 用量匙量度一平口匙的砂糖，加入燒杯（2）的熱水中。啟動

計時器計時。 

4. 細心觀察兩個燒杯中砂糖的溶解情況。量度並記錄每個燒杯

中的砂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注意熱水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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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杯（1） 燒杯（2） 

砂糖 
 
燒杯 
 
100 毫升室溫水 

砂糖 
 
燒杯 
 
100 毫升熱水 

 
為學生操作上的方便，此實驗在量度糖的份量時採用了較為粗略的方式，只是用量

匙來量度，而沒有用電子磅來準確地量度。如教師認為適宜給學生掌握多一點精確

實驗的理念和技巧，教師可因應班本的需要，讓學生使用電子磅。 

 
因小三學生尚屬初步接觸變量的階段，因此，這裡故意把變量的辨識放在實驗步驟

之後，讓學生可以跟據步驟較易地辨識各種變量。此外，這裡也故意把學生需要考

量的變量減少一些，如糖粒的大小和容器的種類等便沒有考慮（因在實驗步驟的設

計中，我們已使用了相同的糖和相同的容器來做實驗）。 

 
變量表： 

要探究其影響的因素 水的溫度 

要觀察或量度的因素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要保持不變的因素 
 攪拌與否  水的份量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水的溫度  
 砂糖的份量  

 
為甚麼兩個杯中要放入相同份量的砂糖？ 
砂糖量是一項需要保持不變的因素。砂糖量相同才能公平地測試水溫對

溶解快慢的影響。 

 
可怎樣用量匙量度一平口匙的砂糖？ 
用量匙舀起一些砂糖後，用間尺刮平量匙中的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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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燒杯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1）：室溫水 （參考時間：4 分 45 秒 

（水温為 25 °C，0.5 克砂糖）） 

（2）：熱水 （參考時間：2 分 33 秒 

（水温為 58 °C，0.5 克砂糖）） 

 
與室溫水比較，砂糖在熱水中溶解所需的時間 較短／較長／差不

多，即砂糖在熱水中 溶得較快／溶得較慢／溶解的快慢差不多。 
 
結論： 
水溫 會／不會 影響溶解的快慢。探究結果 支持／不支持 「水溫

愈 高，糖會溶解得愈快」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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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攪拌會影響溶解的快慢嗎？ 
 
假說︰ 
攪拌會令糖溶解得較 快 
 
這裡我們假設學生已對變量的辨識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所以讓學生在設計實驗前先

作變量的辨識。若教師認為學生的預備尚不足夠，可把辨識變量的工作放在實驗步

驟設計之後。 
 

變量表： 

要探究其影響的因素 攪拌與否 

要觀察或量度的因素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要保持不變的因素 
 攪拌與否  水的份量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水的溫度  
 砂糖的份量  糖粒的大小 

 
材料： 
2 個燒杯（250 毫升）、一個量筒（250 毫升）、一隻量匙、砂糖、

一支攪拌棒、2 個計時器、室溫水 

 
步驟： 
1. 在燒杯（3）和燒杯（4）內分別注入 100 毫升的室溫水。 

2. 用量匙量度一平口匙的砂糖，加入燒杯（3）中。啟動計時器

計時，直到砂糖完全溶解，並記錄所需的時間。 

3. 用量匙量度一平口匙的砂糖，加入燒杯（4）中。啟動計時器

計時，並用攪拌棒攪動杯中的水，直到砂糖完全溶解。記錄

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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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杯（3） 燒杯（4） 

砂糖 
 
燒杯 
 

100 毫升室溫水 

攪拌棒    砂糖 
 
燒杯 
 

100 毫升室溫水 

 
結果： 

燒杯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3）：沒有攪拌 （參考時間：6 分 05 秒 

（水温為 22 °C，0.5 克砂糖）） 

（4）：有攪拌 （參考時間：1 分 10 秒 

（水温為 22 °C，0.5 克砂糖）） 

 
與沒有攪拌的情況下比較，砂糖在有攪拌的情況下溶解所需的時

間 較短／較長／差不多，即砂糖 溶得較快／溶得較慢／溶解的

快慢差不多 。 
 
結論： 
攪拌 會／不會 影響溶解的快慢。探究結果 支持／不支持「攪拌

會令糖溶解得較 快」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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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糖粒大小會影響溶解的快慢嗎？ 
 
假說︰ 
糖粒愈 細小，糖會溶解得愈快 
 
教師可因應學生對辨識變量的熟悉程度決定把考慮變量的工作放在實驗步驟設計之

前或之後。當學生累積了經驗，教師也可考慮不提供選項，讓學生自行擬定各項變

量。 
 
變量表： 

要探究其影響的因素 糖粒的大小 

要觀察或量度的因素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要保持不變的因素 
 攪拌與否  水的份量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水的溫度  
 糖的份量  糖粒的大小 

 
材料： 
2 個燒杯（250 毫升）、一個量筒（250 毫升）、單晶冰糖（大粒和

碎粒）、熱水、2 個計時器 

- 教師可選用熱水或室溫水，用熱水可縮短實驗所需的時間。 
- 教師可用小錘或研缽把一些單晶冰糖搗碎成碎粒，然後用電子磅量度相同份量的

大粒冰糖和碎粒冰糖，放入瓶中或袋中，活動時分發給學生。 
- 不同種類的糖溶解所需的時間有不同，所以進行這實驗需用同一種糖。 

 
步驟： 
1. 在燒杯（5）和燒杯（6）內分別注入 100 毫升的熱水。 

2. 把一粒大粒冰糖加入燒杯（5）中。啟動計時器計時，直到冰

糖完全溶解，並記錄所需的時間。 

3. 把相同份量的碎粒冰糖加入燒杯（6）中。啟動計時器計時，

直到冰糖完全溶解，並記錄所需的時間。 

注意熱水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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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杯（5） 燒杯（6） 

  大粒冰糖 

 

燒杯 
 

100 毫升熱水 

    碎粒冰糖 
 
燒杯 

 

100 毫升熱水 

 
結果： 

燒杯 糖完全溶解所需的時間 
（5）：大粒冰糖 （參考時間：8 分 02 秒 

（水温為 50 °C，0.33 克糖）） 

（6）：碎粒冰糖 （參考時間：4 分 56 秒 

（水温為 50 °C，0.33 克糖）） 

 
與大粒冰糖比較，碎粒冰糖溶解所需的時間 較短／較長／差不多，

即碎粒冰糖 溶得較快／溶得較慢／溶解的快慢差不多 。 
 
結論： 
糖粒大小 會／不會 影響溶解的快慢。探究結果 支持／不支持  
「糖粒愈 細小，糖會溶解得愈快」的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