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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格式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羅俊彥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教案題目 

AI輔助探究與實作-彈力球製作與恢復係數的測量 

二、授課時數 

6節課 (50分鐘/1節課)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此教案設計旨在結合理論與實作，通過「彈力球製作與恢復係數測量」的實驗，提
供㇐個實驗情境和框架 ‒ 利用聚㇠烯醇和硼砂製作彈力球，令學生每組自行設計配方比

例與實驗步驟，讓學生有㇐真實情境進行科學探究。最後引導學生使用 AI系統找尋測量

恢復係數的方法以決定彈性大小。 

    此㇐過程幫助學生將化學與物理知識應用於實際問題，提升實踐與解決問題能力。引

入 AI技術（如 ChatGPT等生成式 AI）輔助實驗設計，培養學生的數位素養及批判性思維

能力，讓他們適應未來數位社會需求。 

    此㇐課程除了跨學科學習，將科學、數學與科技素養的結合，發展學生的整合性思維

外，學生必須通過小組合作進行實驗並進行口頭發表，學生能提升社交合作技能與表達能

力。 

四、教學目標 

1. 了解並應用聚合物交聯反應和恢復係數的概念。 

2. 應用生成式 AI設計實驗步驟，並且分析、評估可行性，進而完成實驗設計與執行。 

3. 評估並設計實驗報告(投影片架構)，完成口頭報告。 

五、教育對象 

參與探究與實作課程的學生(高二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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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前準備 

教師準備好實驗所需材料，包括膠水、硼砂、量筒、燒杯、標尺等。此外，請學生準

備筆電或手機以進行資料的搜尋和報告的撰寫。 

2. 課堂講解(1 節課，共 50 分鐘) 

(1) 引言與目標說明（10分鐘）： 

教師向學生介紹本次課程的目的，強調通過自製彈力球和測量恢復係數，來探討
不同配方比例對彈性大小的影響。 

(2) 科學理論講解（20分鐘）： 

教師講解彈力球的基本原理，特別是膠水中聚㇠烯醇（PVA）與硼砂發生交聯反
應的過程，使膠水固化成為彈力球。接著，介紹恢復係數的公式和應用場景，例

如彈力球的恢復係數如何反應其彈性，和棒球的恢復係數對打擊的影響等。 

(3) AI 工具介紹（20分鐘）： 

介紹 AI工具種類(如 ChatGPT、perplexity、Claude、Gemini、Copilot等)和特色，

並說明使用此些工具時的注意事項，如提問(prompt)的技巧和如何驗證其回答的正

確性。  

 

 

 

 

 

        

            圖㇐、彈力球      圖二、恢復係數應用實例     圖三、AI工具的介紹和應用限制 

 

ChatGPT、claude、perplexity分別參

加 XX高中高三上學期化學期末考

測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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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實驗和製作預報(1 節課，共 50 分鐘) 

學生根據上述的課堂講解進行小組討論，適用各種生成式 AI搜尋測量彈力球恢復係數

的方法和步驟。使用電腦開始製作簡報，預報內容須包含實驗目的、實驗原理、實驗
器材和藥品、實驗步驟。 

4. 實驗操作和統整報告(2 節課，共 100 分鐘) 

(1) 材料製備： 

學生按照指示準備好膠水和硼砂溶液，並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製作彈力球。每組設

計 3種以上不同的配方，並記錄其配方細節。 

(2) 彈力球製作： 

學生將混合好的材料揉搓成球狀，並確保其形狀和大小㇐致。(直徑介於 3~5公

分，由各組自訂。) 

(3) 恢復係數測量： 

學生依照上㇐節課參考 AI答案而訂定的步驟，測量實驗數據(反彈高度)，計算出

每顆彈力球的恢復係數。 

(4) 統整實驗報告(簡報檔)： 

將實驗結果和實驗討論部分加入上㇐節課的預報中，以完整整份報告。並要求在

實驗結果的部分應盡量思考圖像化的呈現，而在實驗討論部分中應提及該組利用

生成式 AI的過程，例如，如何驗證生成式 AI給出的答案？ 

 

 

 

 

 

            圖四、利用 AI制定實驗流程                    圖五、根據制定的流程執行實驗 

 

5. 小組口頭報告與交流(2 節課，共 95 分鐘) 

請各組輪流上台報告，並與台下的師生問答、交流。此㇐過程亦為評量。(評量細項如
後所述。) 

 

 

 

 

 

               圖六、小組口頭報告Ⅰ                           圖七、小組口頭報告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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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總結(5 分鐘) 

教師總結彈力球實驗的關鍵理論點與實驗操作技巧(如思考測量誤差的來源，例如：彈

力球形狀不均、測量角度偏差等)。回顧 AI工具在科學探究中的應用價值，並對學生的
報告給予反饋。 

 

使用教材的內容： 

教材包括理論講解部分和實驗操作指導。具體為教師自編的 PPT簡報教學檔：內容包含

PVA交聯反應的化學基礎、恢復係數的定義和應用，以及如何使用 AI。 

 

七、學習評量內容 

根據小組報告評分，評分細項與標準如下：。 

1. 投影片製作和口頭報告： 

(1) 內容是否有清楚呈現實驗過程和結果？ 

(2) 教師要求的各個大項(實驗目的、原理、器材與藥品、步驟、結果、討論)是否有缺

漏？ 

(3) 投影片製作是否排版簡潔？是否有效運用視覺設計，將結果以整理圖或表呈現？ 

(4) 報告者在口頭說明時，是否清晰流暢地講解重點，使聆聽者易於理解？ 

2. AI 應用反思： 

學生反思 AI工具在問答和搜集資料中的作用，探討 AI是否提升了實驗的效率與準確
性，並討論 AI系統給出的答案是否合理，如何進行查證與修正。這樣的評量方式能全

面評估學生的實驗設計和操作能力、AI技術應用能力以及表達能力。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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