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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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品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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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探究與實作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臺南口味到底有多甜？從糖度地圖看南北口味差異 

二、授課時數 

300 分鐘(高中 50 分鐘/節，2 節/週，連續 3 週共六節課)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大眾對於臺南的印象，許多人會說食物習慣很甜，網路上更有許多關於臺南飲食習慣的

笑話與梗圖，社群與媒體也常以此來開玩笑，然而臺南口味的甜到底是多甜？南北飲食差異

到底是謠言，還是事實呢？ 

    本課程藉由網路話題帶出地理問題：臺南食物口味有無存在區域差異？以 STEAM 教育

理念為基礎，將引導學生操作糖度計進行測量實驗，以此理解糖度計原理，並透過小組任務

安排學生進行糖度數據蒐集，最終使用 GIS、Excel 等工具製作調查地區之糖度地圖，並分

析「OO 地區口味有多甜？」、「臺南口味是否真的比較甜？」，最終將成果與他人分享。 

四、教學目標 

1. 透過生活議題建立學生跨領域知識 

(1) 能說明糖度計的原理－司乃耳定律、透鏡成像、糖度與折射率 

(2) 能區別糖度與甜度之不同的意涵 

(3) 能將獲取的糖度數據進行分析與解讀 

2. 培養學生應用新工具解決生活情境之技能 

(1) 能使用糖度計與雷射筆進行折射率測定實驗 

(2) 能應用糖度計採集數據 

(3) 能操作地理資訊系統(GIS)將數據轉繪為地圖 

3. 透過議題促進學生對於跨領域的學習態度 

(1) 增強對網路流言、新聞報導具備的媒體識讀 

(2) 增強對其他學科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 

4. 透過議題建立學生團隊合作與溝通表達 

(1) 能與同儕合作完成糖度測量任務及地圖繪製 

(2) 能與同儕討論並將糖度地圖統整成報告 

(3) 能與同儕分享糖度地圖成果且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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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對象 

高中二年級社會組學生（臺南一所高中、北部地區一所高中）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週次 主題 教學設計 教學歷程 

第
１
週 (

第
１
節) 

 

台
南
食
物
很
甜
？
事
實
還
是
謠
言 

引起動機 

1. 請學生分組，2-3 人為一組，分 12 組，並備妥實驗器材。 

2. 教師解說：同學們有聽過臺南食物口味很甜的說法嗎？你有

看過這些梗圖嗎？臺南蔚為美食之都，每當外地人嘗到臺南

食物時卻總會說很甜，不論是羹湯、炒麵，連醬油膏都是甜

的；反觀在臺南生活的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並且喜歡這樣的口

味。引起網友創作出各種梗圖，更開玩笑地嘲諷「在臺南呼

吸，連空氣都是甜的」，並給臺南全糖城市的稱號！ 

  

媒
體
報
導
是
真
的
嗎
？ 

提出探究

因子 

1. 播放影片《【三立新聞】甜度標準差很大！》，請學生觀察

「媒體怎麼談南北甜度差異呢？」南部 3 分糖=北部 7 分糖 

 
 【三立新聞】甜度標準差很大！北部飲料半糖實測… 

2. 向學生發問：影片中記者如何實測飲料糖度？預期學生回答

「隨機挑選路上民眾試喝飲料並猜測糖度」，進一步引導學

生回答「個人偏好口味主觀，實驗不客觀」。 

3. 常聽到人家說飲料很甜，卻很少有人說飲料糖度高，甜度跟

糖度有什麼不同呢？解釋甜度屬於主觀感受，因每個人對甜

度的感受不同而有所差別；糖度則是透過儀器測出液體中的

含糖量，液體溶解的糖量越多，糖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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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週 (

第
１
節) 

檢
測
糖
含
量
的
方
法 

發展活動 

1. 介紹「手持式糖度計」構造、測量單位、量測區間。 

2. 觀看影片《甜度計 0-32%使用方法》指導學生糖度計的操作

步驟-如何量測與校正。 

 
 《精準儀錶》甜度計 0-32% 使用方法 

3. 發給各組糖度計、滴管、裝白開水的杯子，請學生以滴管吸

取白開水進行糖度校正，使糖度刻度為 0 度。 

 

 糖度計(左)與校正後(右)示意圖 

糖
度
計
怎
麼
進
行
測
量
？ 

實驗操作 

1. 講解反射定律基本觀念 

(1) 說明法線（怎麼畫法線）。 

(2) 說明反射定律（入射角、反射角、折射角）。 

2. 指導學生進行實驗。 

(1) 發給各組實驗盒、針筒以及裝有糖水的杯子。 

(2) 請學生依序將不同介質倒入測量杯，觀察空氣（不裝

水）、糖水和白開水的折射角度變化；並用糖度計測量

其糖度，最終將數據紀錄於學習單。 

(3) 提醒學生操作雷射筆切勿嬉戲。 
 

 

 

 

 

 

 

 

 

 

 

 

   教師自製實驗盒(左)                反射定律概念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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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週 (

第
１
節) 

糖
度
計
怎
麼
進
行
測
量
？ 

實驗操作 

學生課堂實驗情形 

3. 糖度計的運作原理 

(1) 請各組回報糖度數據，教師針對數據進行統整和討論。 

(2) 向學生提問「根據實驗，糖度與折射角度的關係？」 

(3) 預期學生觀察出折射角度關係為「糖度>白開水>空氣」；

並且「糖度越高，折射角度越大」。 

 

 

 

 

 

 

 

第
１
週 (

第2

節)  

糖
度
計
原
理
大
解
密 

實驗結果

與討論 

1. 介紹司乃耳定律與透鏡 

(1) 說明司乃耳定律(光密/疏介質、折射率)。 

(2) 說明光的全反射現象。 

(3) 說明凹/凸透鏡成像原理與應用。 

(4) 介紹生活中常見的折射案例。 

2. 糖度計如何運用司乃耳定律與透鏡檢測糖度。 

(1) 在糖度計的光線路徑為溶液→稜鏡→蓋板，由於光線經

過不同介質時，因折射率不同而發生不同程度的折射與

部分反射，當入射角超過臨界角，則產生全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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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週 (

第2

節) 

 

糖
度
計
原
理
大
解
密 

實驗結果

與討論 

(2) 也利用透鏡成，將刻度數值的畫面放大，方便數值判讀。 
 

 

 

 

 

 

課
程
總
結 

教師進行課程總結 

(1) 糖度計原理為折射、全反射(司乃耳定律)與透鏡成像。 

(2) 糖度計會受液體濃度、溫度、甜味劑等影響數據。 

(3) 與學生討論糖度計的用途與限制。 

糖
度
蒐
集
任
務 

課後任務 

1. 教師解說：傳言臺南飲料半糖喝起來像是北部全糖，接下來

讓我們用糖度計來看看平常喝的飲料有多甜？這個研究會

跟(北部)臺南的學校一起蒐集數據進行討論。 

2. 任務說明：分配每人蒐集數據之店家。 

(1) 請購買一杯手搖飲料店的紅茶，指定微糖去冰。 

(2) 協助學生 Excel 分配購買飲料店家(例如:麻古公館分店) 

請學生下週課程前，上傳糖度數據於 GoogleForms。 

第2

週 (

第1
-2

節) 

G
IS

軟
體
操
作 

發展活動 

1. 教師解說：上週學習了糖度計的使用和原理，今天我們要交

大家怎麼用分析我們蒐集的飲料數據。 

(1) 簡介 GIS(以 Qgis 軟體為例) 

(2) 地理資料類型、臺灣常用投影座標、GIS 格式 

(3) Qgis 介面 -選單列、工具列、圖層管理、狀態列 

2. 教師示範並讓學生操作 GIS  

(1) 請學生下載 [南北糖度數據].zip 並解壓縮(教師已將數

據彙整成壓縮檔) 

(2) 開啟 Qgis 匯入圖資，並設定投影座標為 EPSG3826 

(3) 縮放圖層畫面或調整比例-連結大小比例尺概念 

(4) 完成三種地圖並匯出 

1. 點子圖：變更點子圖樣式 

2. 泡泡圖：Properties>>符號學>>大小>>泡泡圖 

3. 熱區圖： Properties>>符號學>>熱區圖 

4. Layout 地圖>>儲存工作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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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S

軟
體
操
作 

實際操作 

  

 

 

 

 

學生實際操作 GIS 情形 

第2

週 (

第2

節)  

課
程
總
結 

課程收斂 

3. 教師進行課程總結 

(1) 請學生根據糖度地圖進行分析：引導學生在解讀數據

時，點子圖應描述為「多聚集於 OO 地區，與蒐集店家

分布有關」、泡泡圖應解釋為「OO 地區糖度較高，泡

泡較大，與蒐集店家數量有關」、熱區圖則需指出「熱

區聚集於 OO 地區，冷區分散，與蒐集店家聚集有關」。 

請學生將六張地圖和分析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第3

週 (

第1

節)  

E
x
cel

分
析
工
具
操
作 

發展活動 

1. 教師解說：上週我們完成糖度地圖，但也有發現在地圖討論

有限，因此今天我們會從統計上討論南北糖度有沒有差異 

2. 基礎統計簡介 

(1) 平均數：代表資料集中所有數值的平均值，用於了解整

體資料集的中心趨勢。 

(2) 標準差：是每個數據與平均值之差的平方的平均值。用

來測量一組數據的離散程度。 

(3) 顯著：「顯著」指在樣本中觀察到的差異或關聯性。 

(2) T 檢定：假設群體之間沒有差異或關聯性（虛無/對立假

設），經計算差異或關聯性發生的機率（p 值），p 值小

於 0.05 時，代表顯著差異或顯著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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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週 (

第1
-2

節)  

E
x
cel

分
析
工
具
操
作 

實際操作 

3. 教師示範並讓學生操作 Excel 

(1) 請學生下載南北數.xlsx(已由教師進行前處理)。 

(2) 計算平均數、標準差、T 檢定 

(3) 製作折線圖(需具圖名、圖例、座標軸名稱、單位) 

南
北
糖
度
到
底
有
沒
有
差
異
？ 

課程收斂 

4.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南北糖度 

(1) 臺南和北部地區的飲料糖度，哪裡比較甜？為什麼？ 

(2) 同一連鎖品牌的飲料，在不同地區糖度會不同嗎？ 

糖度最高為老賴茶棧、最低為路易莎；南北差異最大的

品牌為鮮茶道與 85 度 C，呈現出北部糖度高於南部的

趨勢；萬波、清心福全呈現南部糖度高於北部的趨勢。 

(3) 學生推理影響南北地區糖度差異的因素 

1. 地區產業與早期文化發展、居民的飲食習慣差異，早

期南部產糖，讓南部居民偏好較甜的飲食口味。 

2. 南部氣候炎熱，流汗需要補充糖分，習慣重口味。 

3. 各分店的員工、SOP 可能導致兩地糖度的差異。 

(4) 教師總結 

1. 由糖度地圖反思網路流言：本課程結果顯示，臺南與

北部飲料糖度相比兩者略有差異，但統計上無顯著

差異，因此媒體「南部 3 分糖=北部 7 分糖」說法並

不正確。在連鎖品牌方面，店家之間差異不大，但有

些店家在北部較甜，有些則在南部較甜。對此結果，

學生提出的觀點，包括品牌配方、人為失誤（來自店

員或測量者）、在地口味調整（符合地方喜好）等，

另外總體樣本數不足也是造成此差異的重要關鍵。 

2. 未來可延伸議題：店家配方、消費者客群、選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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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評量內容 

本課程評量方式採用多元評量，包含以下項目： 

(1) 學習單 

(2) 課堂問答表現 

(3) 實作評量 

 

學習單與實作評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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