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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 酒精刺激對蝸牛記憶與學習行為之影響 

一、摘要 

    我們因為好奇行動緩慢的蝸牛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策略，而針對蝸牛的記憶能力做研

究。我們將進行兩個實驗，實驗一為利用自製的 Y 型裝置引導蝸牛往特定路徑覓食，進行

不同次數的學習訓練，觀察期訓練次數與記憶能力的關係，並記錄過程所花費的時間。在

實驗二中，我們延伸實驗一，分別在「學習前」、「學習中」、「學習後」三個階段以揮

發的酒精刺激蝸牛，觀察在不同階段下酒精的刺激對蝸牛學習狀況與記憶的影響。 

    根據實驗一，我們觀察到學習訓練次數越多，記憶能力越佳，符合假設。在實驗二

中，我們發現蝸牛的學習狀況為學習後刺激>學習前刺激>學習中刺激，且蝸牛在酒精環境

中會出現僵硬、爬行緩慢等症狀。而記憶能力以學習後刺激的記憶能力最佳，其次為學習

前刺激，記憶能力最差者為學習中刺激，與原先假設有所不同，推學習後刺激組的蝸牛在

受到刺激後感知環境能力降低，而減少了探索的動作，使行為模式單一化。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大雨過後的校園，時常可以在操場旁見到蝸牛的身影，蝸牛在人們的印象中時常與行

動緩慢畫上等號，在這競爭激烈的自然生態中，不禁讓人好奇蝸牛是如何在弱肉強食的環

境中生存的。在眾多生存技能中，記憶與學習是重要能力之一，具備這些能力可以有效躲

避外在威脅、協助自身覓食。本實驗將探討蝸牛學習訓練次數與記憶能力的關係，以及在

不同學習階段，以酒精刺激蝸牛是否會對其學習行為與記憶能力造成影響。 

    我們將以食物引導蝸牛朝特定方向前進的方式，對蝸牛進行學習訓練，並觀察學習訓

練的次數與蝸牛記憶能力的關係，接著將學習階段分為「學習前」、「學習中」、「學習

後」三個階段，並觀察在不同階段以酒精刺激蝸牛，是否會對其記憶能力有所影響。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 

（一）、探討蝸牛學習訓練次數與記憶能力的關聯。 

（二）、探討蝸牛在不同學習階段以酒精刺激對其學習行為與記憶能力的影響。 

二、假設 

（一）、學習訓練次數越多，記憶能力越佳。 

（二）、不同階段以酒精刺激後的記憶情況為學習前刺激>學習中刺激>學習後刺激。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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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器材 

     

非洲大蝸牛 Y 型裝置 透明密閉容器 75%酒精 

小碟子 地瓜葉 淨空飼養箱 水 

     

二、研究流程 

 

    三、研究方法 

        （一）、蝸牛的行為觀察 

    取活動力較好的蝸牛，放置於 Y 型裝置中，在兩通道皆不放置食物的情況

下，觀察蝸牛的路徑選擇，重複 10 次，並再取兩隻蝸牛分別重複進行上述實驗。

本實驗目的在於觀察蝸牛在尚未受訓，且無食物引誘情況下的路徑選擇。 

        （二）、記憶實驗 

    取活動力較好的蝸牛分為訓練 10 次、20 次、30 次三組，每組三隻。在 Y 型

裝置右側放置地瓜葉片，透過食物引誘的方式引導蝸牛選擇右側通道，三組分別

進行學習訓練 10 次、20 次、30 次，每次實驗一隻，其中以訓練 10 次為一個單

位，每單位間隔休息 10 分鐘，休息期間將蝸牛置於淨空飼養箱。記錄每次學習所

花費時間。學習訓練結束後，將右側地瓜葉拿出，在兩側通道均無放置食物的情

況下，紀錄蝸牛的路徑選擇與每次爬行所花費時間，觀察學習訓練的次數與記憶

能力是否有關聯。 

文獻探討

•收集、閱讀相關文獻

•整理文獻資料，了解蝸牛學習行為、記憶能力

實驗進行

•蝸牛的行為觀察

•記憶實驗：蝸牛學習訓練次數與記憶的關聯

•酒精刺激實驗：觀察不同學習階段以酒精刺激後對學習行為與記
憶的影響

結果歸納
•確定學習訓練次數與記憶的關聯

•比較不同學習階段以酒精刺激後對學習行為與記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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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酒精刺激實驗 

    根據記憶實驗的研究結果進行延伸，由記憶實驗可知，蝸牛在訓練 30 次後的

學習效果最佳，因此本實驗將蝸牛的學習訓練次數定為 30 次，10 次為一單位，

每單位間隔休息 10 分鐘，休息期間將蝸牛置於淨空飼養箱，訓練與刺激間格不休

息。將蝸牛分為三組，每組 3 隻蝸牛，分別在學習訓練前、中、後以酒精刺激，

刺激方式為將小碟子內裝入 10 毫升 75%酒精，並與蝸牛一同放入密閉容器中，

以揮發的酒精刺激蝸牛 10 分鐘。並於實驗期間紀錄蝸牛的路徑選擇與每次爬行所

花費時間，觀察酒精刺激是否會對蝸牛的學習與記憶產生影響，以及受到刺激時

的行為表現。 

 

 

 

 

 

 

                             

      圖一：食物引誘蝸牛選擇右側路徑    圖二：學習後刺激蝸牛的實驗階段 

組別 學習訓練後實驗 

10 次組 訓練 休息 實驗  

20 次組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實驗  

30 次組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實驗 

組別 實驗方式 

學習前 刺激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實驗 

學習中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訓練階段均在密閉容器內進行） 

實驗 

學習後 訓練 休息 訓練 休息 訓練 刺激 休息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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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結果 

 圖三：尚未受訓且無食物引誘下路徑選擇長條圖   圖四：不同學習訓練次數對蝸牛記憶能力的影響長條圖 

 

 

 

 

 

  

  

   

   圖五：不同學習階段下刺激的學習訓練狀況         圖六：不同學習階段刺激刺激後的記憶情況 

 

 

 

 

 

 

      

    一、研究結果 

        （一）、蝸牛的行為觀察 

由圖三可知，蝸牛在尚未接受學習訓練且無食物引誘的情況下，在 Y 型裝置

中的行走路徑為隨機選擇。 

 

（二）、記憶實驗 

由圖四可知，蝸牛具備學習與記憶的能力，學習訓練次數越多，選擇原先放

置食物的右側通道的次數也越多，且每組平均耗時的差距並不大。 

 

（三）、酒精刺激實驗 

由圖五可知，選擇右側通道次數：學習後刺激>學習前刺激>學習中刺激。 

每次學習訓練平均耗時：學習中刺激>學習前次刺激>學習後刺激。 

由圖六可知，在學習訓練後的記憶實驗中，學習後刺激的記憶能力最佳，其

次為學習前刺激，記憶能力最差的組為學習中刺激。 

路徑選擇平均用時：學習中刺激>學習後刺激>學習前刺激。 

二、研究分析 

（一）根據圖三，蝸牛於無訓練無引誘情況下在 Y 型裝置中的路徑選擇為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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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此證明了 Y 型裝置的可行性，而且蝸牛在隨機選擇通道的過程中，可使兩

側通道都沾上蝸牛黏液，可避免通道上黏液的存在與否，成為可能影響之後實驗

的因素之一。 

 

（二）根據圖四，學習訓練的次數越多，記憶能力也越佳，在平均花費時間差距

不大的情況下，推論學習訓練的次數與記憶能力具有正相關。 

 

（三）根據圖五，在學習後刺激組中，由於該組的蝸牛尚未受酒精刺激，所以學

習訓練的結果與記憶實驗相似，訓練期間向右行走的次數最多、平均耗時最短。

在學習前刺激組中，透過酒精的刺激，學習訓練初期的蝸牛表現出僵硬、爬行更

加緩慢的情況，感官受到刺激導致覓食時選擇右側通道的次數較低，之後這些特

徵也隨著時間而漸漸改善，學習訓練的平均耗時較學習後刺激組更長。在學習中

刺激組中，由於學習訓練均在酒精環境中操作，所以僵硬、爬行更加緩慢與反應

更加遲鈍等特徵最為明顯，向右側通道覓食的次數也是三組中最低，平均耗時則

是三組之中最長。 

 

（四）根據圖六，可推論學習中刺激組在受酒精刺激期間，並無法有效地學習並

產生對特定路徑的記憶，實驗結果顯示其路徑上的選擇更相似於隨機選擇，平均

耗時最長。在學習前刺激組中，由於為三組中最早接受刺激的組別，所以舒緩時

間最長，在實驗時最接近正常狀態，所平均耗時為三組之中最短。隨著實驗的進

行，僵硬等特徵漸漸改善後，開始出現覓食與學習行為，總體實驗結果顯示其學

習效果雖然並不顯著，但仍具備記憶能力。學習後刺激組中，平均用時介於另外

兩組之間，實驗前猜測該組應為平均用時最久、記憶能力第二佳的組，但實驗結

果發現其選擇右側通道的次數為三組中最多，向右次數甚至比同樣訓練 30 次、未

受酒精刺激的組多。推測蝸牛在舒緩時間最短、感官無法有效感受環境的情況

下，減少了向四周或不同道路探索的動作，使行為模式更加單一。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壹、結論 

（一）蝸牛在無引誘、無訓練情況下於 Y 型裝置中的路徑為隨機選擇，不具備特定偏好，

也證明了 Y 型裝置的可行性。 

 

（二）學習訓練的次數與記憶能力為正相關關係。 

 

（三）於不同學習階段刺激的學習狀況中，學習效果最佳為學習後刺激，其次為學習前

刺激，效果最不顯著者為學習中刺激。受刺激期間，蝸牛表現出僵硬、行動更加遲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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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加遲鈍等特徵。 

 

（四）不同學習階段刺激的記憶狀況中，記憶能力最佳者為學習後刺激，其次為學習前

刺激，記憶能力最不顯著者為學習中刺激。學習後刺激的記憶能力較受過訓練、未受刺

激的組佳，推測蝸牛因感官影響而減少向環境探索的動作，使自身行為模式單一化。 

貳、生活應用 

透過本次的實驗發現酒精對記憶與學習行為有所影響，因此可進而延伸到人類的行為，

也可以用於健康教育幫助民眾理解酒精對學習與記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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