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遇上藝術_彩繪溶鹽畫 

一、 適用學齡：國小一至三年級 

二、 原子能科普知識：輻射照射於農作物品種改良的應用 

市面上各種顏色的聖誕紅，有桃紅色、淡粉紅色等。這些特別顏色的聖誕紅，

有些是經過輻射誘變而改良的品種。利用放射性鈷-60 所釋放出γ射線，讓聖誕

紅的細胞產生有利的突變，因而形成各種深淺不一的顏色增加其觀賞價值，這

種改良品種方式又可稱作花卉誘變育種照射。經過 X光照射的物品和曬太陽一

樣，X光和陽光都不會在物品上殘留，不會變成輻射物品，當然也不具傳染性，

不需要過度擔心輻射曝露問題。 

三、 手作科學原理：鹽具有吸濕性，表示它能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如果吸溼性的物

質吸收了足夠的水份，該物質會融解而變成溶液，又稱為「潮解」。當水蒸氣被

吸收時，水分子會被吸入物質的分子中，常常導致物理變化，如體積增大、顏

色、沸點、溫度和黏度(會結塊)也可能發生改變。 

在生活中除了鹽以外，還有許多具有吸濕性的物質，例如：小蘇打粉、糖、蜂

蜜、氯化鈣及未發芽的種子等。吸濕材料依靠能夠吸收空氣中水分的特性，常

常被製作成乾燥劑，像是在外用餐時，可以發現有些鹽罐或胡椒罐中放有米

粒，原因就是米比鹽更容易吸濕，但是不會潮解，所以鹽罐裡添加米粒，鹽就

能保持乾燥而容易倒出來。 

四、 學習重點： 

1. 了解吸濕性、潮解等名詞定義。 

2. 吸濕材料在生活中的應用。 

五、 所需材料： 

  1.原能會提供：圖畫紙/張、厚紙/張、鹽/包、滴管/根、壓克力顏料(2人共 

    用;使用時須穿著深色衣服或配戴圍裙，避免沾染顏料不易清洗。) 

2.學生自備：鉛筆/支、白膠/罐、紙盒/個、裝水容器/個 

六、 製作說明：提供教學影片 

 

 



骨頭現形記_製作 X光片 

一、 適用學齡：國小一至三年級 

二、 原子能科普知識：輻射於醫療上的應用 

自 1895 年倫琴發現 X光後，輻射的醫療應用已超過百年歷史，在醫院中輻射可

以幫助醫生進行疾病的診斷、治療，大概可以分成以下 3種： 

1.放射診斷：採用低能量的游離輻射穿透人體產生影像，供醫師疾病診斷。例 

       如：胸部 X光機、電腦斷層掃描等。 

     2.放射治療：採用高能量的游離輻射，達到殺死腫瘤的目的。例如：醫用直線 

       加速器等。 

     3.核子醫學：可進行診斷和治療！將核醫藥物用口服、吸入或注射方式進入人 

       體，產生核子醫學影像進行診斷或利用釋放的輻射進行治療。 

有些人會疑惑，X光會對人體有害嗎？  

其實放射性的診斷跟治療，都必須使輻射應用所產生的⭐利益大於傷害⭐ 

🔺診斷是在｢合理劑量｣下，讓醫生可以看到最清晰的影像 

🔺放射治療，也是會小心照的不多不少，僅可能減少副作用的產生 

在輻射的醫療中，除了醫事人員的專業技術外，原能會也會為大家所使用的

設備、品管及輻射安全加緊把關喔！。 

三、 手作科學原理：主要利用油、水不相溶的原理，蠟筆中主要的兩種成分為色粉

與石蠟。蠟筆屬於油性染料，本身沒有滲透性，是靠附著力固定在紙上，因此

蠟筆創作的內容具有排水性，所以先用蠟筆畫出主要部分，再用水彩顏料塗抹

一層，有用蠟筆畫過的地方水覆蓋不上去，而沒有畫過的地方則會塗滿水彩的

顏色。 

為什麼油和水無法相互融合，原因在於分子間的作用力，分子間的作用力可以

分成 3種： 

1.極性分子與極性分子間：偶極偶極力，因結合成分子的元素，彼此間電負度   

  (即吸引電子的能力)差異大，造成分子間電荷分布不均勻，這時，正電端和 

  另一個分子的負電端互相吸引的作用力，就稱為「偶極偶極力」。 

2. 極性分子與非極性分子間：偶極誘發偶極力，因為極性分子的電荷分佈不 

   均，誘發非極性分子的電荷分佈不均，此時兩分子互相吸引的力稱之為「偶 

   極誘發偶極力」。 



3. 凡得瓦爾力：當非極性分子相遇的時候，因為分子會運動，產生暫時性的電 

   荷分佈不均勻，這時兩分子的交互作用力稱之為「凡得瓦爾力」。 

因為水與水之間的作用力遠大於水與油脂間的作用力，所以當水遇上油時，水

無法拆散彼此跟油互溶，這也就是為何油與水之間不互溶的原因。 

四、 學習重點： 

1.認識蠟筆的主要成分。 

     2.了解為什麼水和油無法相互融合。 

五、 所需材料： 

  1.原能會提供：印有骨骼線條的圖畫紙/張、水彩筆/支、水彩顏料/盒(2 人共 

    用;使用時須穿著深色衣服或配戴圍裙，避免沾染顏料不易清洗。)、白色蠟 

    筆/支 

2.學生自備：裝水容器/個 

六、 製作說明：提供教學影片 

 

 

 

 

 

 

 

 

 

 

 

 



環境永續 前進大海，離岸風機知多少 

一、 適用學齡：國小四~六年級 

二、 原子能科普知識：風機的發電原理與種類 

風力發電機是藉由空氣的氣動力作用轉動葉片，將風的動能轉換成電能。風能

與風葉掃描面積及風速三次方成正比，風速愈大，風能愈高，可產出的電力也

愈多，因此選擇良好的風場極為重要。風力發電機由以下基本部件所組成：葉

片，支撐塔，齒輪箱(內含發電機)，且不論是陸域或是離岸風力發電場，都由

許多單獨的風力發電機所組成，各自連接到電力傳輸網路，最後到達每個家

庭。 

除了在陸地上的風機外，海上也會有風機，以下簡介 3種不同場域的風機： 

1.陸域風機：設置在陸地上的風力機，技術成熟，但土地有限取得不易。 

2.離岸固定式風機：通常設置於海上，水深 50 米以內 

3.離岸浮動式風機：通常設置於海上，水深 50 米以上 

三、 學習重點： 

1.風機的發電原理。 

      2.認識不同的風機種類。 

四、 課後學習：另設計「原子能科普課程體驗心得單」，提供參與學校自主運用， 

     完成心得單的學生，由原能會提供學習獎勵乙份，以鼓勵學生可將原子能科 

     普知識與生活經驗結合，並發揮多元思考能力與創作力，並提升對科學學習 

     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