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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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倩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張藝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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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案題目 

液體的記憶：探索非牛頓流體與渦流的神奇現象 

二、授課時數 

135 分鐘(每節 45 分鐘，共 3 節)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液體一般被認為是「無法記憶」的物質，但透過科學實驗，我們可以發現某些液體能

夠暫時「記住」它們的形狀或運動方式。本教案希望透過非牛頓流體的形狀記憶，讓學生

動手操作，並透過探究活動理解背後的物理原理。本課程不僅能提升學生對流體力學與材

料科學的興趣，也能讓他們將這些現象連結日常生活與永續發展-良好健康與福祉(SDG 3)

的應用，找出可運用於運動護具的合適材料。 

四、教學目標 

⚫ 科學理解 

能清楚區分牛頓與非牛頓流體的差地，並說明非牛頓流體的「記憶效應」如何產生。 

⚫ 跨域連結 

能將非牛頓流體和日常現象(如颱風、龍捲風)相連結，思考其在生活中的潛在價值，並結

合 SDGs 議題，討論非牛頓流體在運動護具的應用。 

⚫ 實驗技能 

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讓學生透過實驗操作、變因控制與數據觀察來獲得科學結論。 

⚫ 溝通表達 

能透過小組討論與多元報告，清楚傳達實驗設計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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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對象 

108 課綱國民中學一、二、三年級學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節次 主題 課程內容 

第 

1 

節 

課 

非 

牛 

頓 

流 

體 

的 

形 

狀 

記 

憶 

引起動機(5 分鐘) 

⚫ 透過問題引導：「液體能記住它的形狀嗎？」 

⚫ 示範非牛頓流體在受到不同力道下(快速敲打 vs 慢慢觸碰)的反應。 

⚫ 引導學生思考：「這種液體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種反應？」 

學生實驗操作(30 分鐘) 

⚫ 實驗材料：玉米粉、水、塑膠碗、攪拌棒、量杯、手套、電子秤、溫度計 

⚫ 活動流程： 

1.讓學生動手混合玉米粉與水(固定配比)，製作非牛頓流體。 

2.測試不同方式的施力，並記錄流體如何保持或改變形狀。 

討論與延伸(10 分鐘) 

⚫ 小組分享實驗結果。 

⚫ 延伸至材料科學，如「能夠記憶形狀的材料」。 

⚫ 討論與日常應用，如智慧防震材料、運動護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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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挑戰(5 分鐘) 

⚫ 提出：「設計一種新型的非牛頓流體，讓其更適合應用於護具中。」 

學生實驗操作(40 分鐘) 

 提供不同材料，如麵粉、蘇打粉、食用油等。 

⚫ 學生根據設計挑戰嘗試不同配比製作非牛頓流體(如:玉米粉比例、水溫、加

入其他物質等)。 

⚫ 記錄製作配比、流程等數據，以及製作出的流體對不同受力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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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與反思(25 分鐘) 

⚫ 小組利用多元方式報告其實驗成果(方式可為海報、簡報等，內容須包含實

驗原理、實驗過程、實驗結果等)。 

進階挑戰(10 分鐘) 

⚫ 利用各組所做出最適當的非牛頓流體包覆於雞蛋表面進行防摔測試，用以

演示實際應用於護具時的狀況。 

統整觀念(5 分鐘) 

⚫ 統整非牛頓流體的原理及應用，再次與學生們說明。 

七、學習評量內容 

本課程的評量方式採多元表現評量，評分依據包含以下項目： 

⚫ 課堂參與積極度(10%) 

⚫ 實驗操作參與度(15%) 

⚫ 多元報告呈現內容(50%) 

⚫ 各組間互評分數(10%) 

⚫ 組內工作互評分數(15%) 

額外加分項目: 

⚫ 非牛頓流體護具測試實驗(成功者可額外加 10%) 

參考資料 

⚫ 【中央大學】物理演示實驗－非牛頓流體(Non-Newtonian fluid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sqBeBeO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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