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名稱:「粉」汗為雨 

一、摘要 

研究粉筆材料通常由石膏、碳酸鈣、或其他礦物質所製成， 它的表面較為粗糙 

能在黑板或其他硬質表面上留下清晰的標記。粉筆的主要用途是教育領域 特

別是學校的黑板教學中並作為學生與教師之間互動的工具， 同時常見於畫板和

藝術作品創作中 特別是在街頭藝術和塗鴉中。除了教學和藝術 粉筆還被用

來標記運動場地或在工業上做臨時標記，。儘管在現代數位化教學環境中 智能

白板逐漸取代了傳統黑板 粉筆依然是許多學校和機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之

一。粉筆的經濟實惠和易於使用。然而 使用過後的粉筆屑會在使用過程中飛

散 對環境可能造成污染 且使用過久會影響使用者的健康 尤其是對於那些

長時間書寫的教師和學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有些學校已經開始使用電子黑

板及無塵粉筆，。結來來， 粉筆是一簡單但多多能能的工具 然然面臨現代化

挑戰 依然在多簡領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身為學生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常見到粉筆， 粉筆不僅是教師用來講解知識的

工具 更是每簡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重要夥伴，。然而我們在使用粉筆時常會吸入

許多粉塵而造成人體危害 而這是否有解決辦法？變成垃圾的蛋殼是否能有效

再利用？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使用其他不同的材質與蛋殼混合進行實驗 尋找以

利於未來減少蛋殼形成廢物與達到保健人體健康。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研究與實驗蛋殼與粉筆的融合。 
假設一、蛋殼能否融合在粉筆中。 
假設二、不同比例的蛋殼與硫酸鈣混和物是否對書寫更加便利。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與器材 
粉筆、相機、電腦、白膠、膠水、市售粉筆、燒杯、玻璃棒、蛋殼 

二、研究架構 

研究粉筆與

蛋殼的融合 

試驗將蛋殼磨

粉與粉筆原料

混合 

分析粉筆的組

成物質與製作

過程 

測試粉筆使

用來果 



三、研究方法 
（一）概述 : 
將蛋殼與粉筆融合並測試能否拿來寫字 
（二）實驗步驟 : 

1. 將蛋殼磨成粉狀 取 50克 
2. 與硫酸鈣 50克混和起來 
3. 再取水 50克與 2混和 

石膏粉 蛋殼 兩種混合 

   
4. 實驗一 : 是否需要使用少量膠水、白膠等等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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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二 : 不同比例的蛋殼與硫酸鈣混和物是否可以書寫得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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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來論與生活應用 
本次實驗以蛋殼與硫酸鈣三種不同比例 1:3、2:1、4:1為研究對象 在固定混
合物與水比例為 2:1的條件下 探討其混合後作為書寫用途的便利性與實用
性。這些比例的調整 主要影響材料的黏性、流動性與穩定度 進而影響書

寫時的操作感與成品質感。 
在比例為 1:3（蛋殼較少）的狀況下 混合物偏乾 硬化速度快 整體質地
較為粗硬 書寫過程中容易斷裂或產生不規則線條 較不適合細緻描繪；多

這種組合對於快速硬化與定型的模型製作則有其優勢。相對地 2:1 的比例
則呈現出良好的平衡 混合物具備適度的黏性與滑順感 不僅易於控制筆

觸 且筆劃穩定、乾燥時間適中 是三種比例中最適合作為書寫與繪圖用途

的選擇。至於 4:1（蛋殼比例高） 然然混合物相對柔軟 初步書寫時筆觸較
順 多因為黏性不足 容易出現材料滑動、不易定型的問題 書寫效果略顯

模糊 需多次覆寫才能達到理想效果。 
從生活便利性的角度來看 這種混合材料來合了可再利用的蛋殼與便宜易得

的硫酸鈣 製作單但 只需加水攪拌即可使用 無需額外添加白膠或其他膠

水。這樣的做法既環保又具有創意潛力 尤其適合在教學、DIY創作或藝術
實驗中應用。使用者可根據需求調整比例 創造出適合不同質感與效果的自

製筆墨或塗料。 
結來而言 2:1 的比例在書寫便利性與穩定性方面表現最佳 未來可進一步
延伸到環保書寫材料或藝術顏料的研發方向 此實驗我們做完後適確定可以

做出並可書寫 不僅能有效的幫助環境還能減少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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