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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化學是科學的基礎學科，在生活中無處不見。而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物質會因

為環境因素的改變而發生化學變化，在化學變化的同時，除了可以增廣我們對化學

反應的知識以外，融入多元的玩法和讓化學有更多不同的樂趣。 

【情境故事】 

一位擁有四十年料理經驗的料理達人，遺失了她的食譜祕方，讓我們一同來找出

可疑的嫌犯吧! 

【線索一】犯人之手 

旨趣 利用酸鹼中和的化學實驗，找出犯人遺留的可疑線索 

使用器材  檸檬酸、小蘇打粉、塑膠手套、顏料、水 

活動過程 

 

【找出犯人之手】 

拍打桌上的已經裝有

小蘇打粉和檸檬酸

水，使其充份混合，產

生顏色，藉此知道犯人

的線索。 

   

【動手自製】 

步驟一 

準備材料 

步驟二 

獎小蘇打

粉、顏料和

檸檬酸裝入

塑膠手套中 

步驟三 

搖晃塑膠手套，直到

膨膠並顯現出 

顏色 

 

科學原理 酸鹼中和，所產生的化學變化過程中一定會產出二氧化碳此一原

理下，不斷的反覆實驗驗證。 

碳酸氫鈉（化學式：NaHCO3），白色細小晶體，在水中的溶解

度小於蘇打。50℃以上開始逐漸分解生成碳酸鈉、二氧化碳和水，270

℃時完全分解。碳酸氫鈉是強鹼與弱酸經中和作用後生成的酸式鹽，

因此溶於水時呈現弱鹼性。 

碳酸氫鈉加入酸（如醋酸），會發生化學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化學反應式如下：ＣＨ３ＣＯＯＨ＋ＮａＨＣＯ３→ＣＨ３ＣＯＯＮａ＋

ＣＯ２＋Ｈ２Ｏ 

    另一方面，小蘇打經由加熱會產生二氧化碳，因此常利用此特性作為食品製



作過程中的膨鬆劑，其化學反應式如下：2NaHCO3 → Na2CO3 + H2O + CO2 

活動啟示    察覺生活周遭某些物質的性質會改變。能利用氣味、觸覺、味覺

簡單區分常見食物的酸鹼性。知道及區辨常用酸鹼物質的特性，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 

 

【線索二】水面上的訊息 

旨趣 利用白板筆墨水中會加入聚乙烯醇縮丁醛之類的成膜樹脂成分，這些

成分能幫助色料均勻分散，還有調節墨水黏度等功能，在筆跡乾掉後

還可以形成一層薄膜。加水之後，我們就會看到這層薄膜被整個冲起

來漂浮在水面。藉此提供第二道線索。 

使用器材 1.白板筆（選擇墨水成份為酯類） 

2.玻璃片 or 小鏡子 

3.一盆水 

活動過程 

 

 
 

  
 

步驟一 

猜出浮在

水面上的

題目答案 

 

步驟二 

動手做，請為

下一位猜題

者出題。用白

板筆在玻璃

圖卡上上填

入+或- 

步驟三 

圖案乾了以

後，把玻璃片

斜斜地插進

水中 

 

步驟四 

顏料碰到水的

地方會慢慢脫

落，浮在水面

上。 

步驟五 

取得下一關 

線索 

科學原理 白板筆的筆跡可以被水沖掉，也可以很容易地被擦掉，這和它

特殊的墨水配方有關。一般的書寫用筆會希望筆跡盡可能牢固

持久，但白板筆卻不一樣，它會在墨水中刻意添加降低附著力

的東西——脫模劑（release agent）。脫模劑是一些「油乎

乎」的物質，例如液體石蠟，或是酯類。這些脫模劑會和其他

添加成分一起溶解在溶劑中（溶劑一般是乙醇等容易揮發的醇

類），形成均勻的墨水。而當墨水被書寫到表面上之後，隨著

溶劑揮發，這些油油的脫模劑可以在有色的筆跡和書寫表面之

間起到隔離的作用，阻止筆跡與表面緊密結合。因此，在被水

沖或是被擦拭的時候，筆跡就很容易脫落了。與白板筆不同，

人們希望油性記號筆的筆跡更持久，因此它的墨水會採用附著

力更強的配方，也不會添加脫模劑，因此不容易被擦掉或是沖

掉。 

? 



活動啟示 一般白板筆的成份有墨水、樹脂、定著劑。墨水部分，大多使用醇類(酒

精)墨水或酯類墨水樹脂用來將墨水凝固形成黏膜，浮到表面，定著劑

會在墨水與白板之間酯類是不溶於水的，碰到水後定著劑會融化，墨

水會完整浮在水面，醇類會溶於水，一接觸到水就會融化 

 

【第三關】消失的食譜祕方 

旨趣 碘液的原本的顏色為黃褐色，當碘液加於不含澱粉的溶液中，

呈黃褐色，但若有澱粉則呈深藍色。由廚房中留下一張透明的

紙張找出消失的食譜祕所在。 

使用器材 碘液、麵粉、棉花棒、水、紙張、噴霧器 

活動過程 

 

【找出消失的食

譜祕方】-利用 

噴霧器內裝碘液

水，面對無字天

書噴灑，即可出

現線索。 

【動手自製】 

步驟一 

將麵粉和水再用棉花棒沾取麵粉水，並在紙張上寫 

上文字，放其晾乾。 
步驟二 

對其紙張噴灑碘液水，即可呈現文字。 

 

科學原理 碘液測定澱粉反應：碘會與澱粉形成錯合物，碘加入直鏈澱粉形成藍

色，碘加入支鏈澱粉形成紫色，由於澱粉不容易溶解在室溫的水中，

碘液滴入後會與沈澱在底部的澱粉粒形成藍紫色。 

活動啟示 可以學到樣品 ＋ 碘液 → 深藍色（有澱粉） 

                                                           ↓ 
                                                      黃褐色（無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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