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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砂海浮沉 

摘要： 

  我們以自己小時候的液態玩具作例子，復加以學校寒輔中正大學團隊帶的科學小遊戲為

發想，在老師的指導下設計了一連串的實驗成為自己科展的專題。我們用小時候的浮力玩

具為例，發現同狀態但不同密度的物體會依照比重由下而上整齊分層排列，且越在下面的

表示他的密度越大、比重越重；中正大學團隊的科學小遊戲也是利用這樣的原理，只是它

的介質由水變成了砂子；所以我們的實驗就是用砂子作為流動的介質，用乒乓球作為比較

的標準物，能夠越快把乒乓球置換出來就代表物體的密度越重，這樣我們只要碰到無法測

量體積的東西想要算或比較它的密度，就多了一種方法可以嘗試，而且材料容易取得，方

法實用可行唷。 

 

壹、 研究動機 

 

  還記得小時候常常愛玩一種玩具，是一個裝滿多種不同顏色液體的容器；你只要上下調

換它也會迅速的流動，但不管怎樣轉動只要竟置放一陣子它就會恢復原來的顏色排列；後

來我們在課堂中學到這就代表了它們是不同比重(密度)的物體，就像球會浮在水面、鐵塊

會沉入水中一樣；以水為標準，比水密度小的就會浮在水面，比水重的就會沉入水底。 

  這次中正大學團隊來學校進行寒輔，其中有一個遊戲令我們印象深刻，他利用一管砂

子，把乒乓球埋在沙中，要各組去找比乒乓球重的物體，不能用手只能用搖的把乒乓球搖

出來，最快的一組就能得分！當時我們隊輸了，但是這個好玩的小遊戲勾起我對小時候那

個玩具的好奇心，那時我以為只有液體可以玩密度的遊戲，沒想到固體也可以！所以我決

定要用這個來當科學展覽的實驗專題。 

     老師說:「科學的重要精神指標之中最重點的就是觀察、實驗與證明；在日常生活、課 

堂裡甚至遊戲中，小朋友無論甚麼時候想觀察、想實驗、想證明，這就是當一個科學家的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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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想比較測量物的材質、手感以及形態。 

二、想利用砂海對於各種物質進行密度的比較。 

三、想了解砂海的黏滯度(加入水後)是否有利於實驗的進行? 

 

參、 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 研究與蒐集資料的工具： 

 

工         具 名         稱 附註說明 

 

數位相機 學生-Nikon 

老師-Sony  

 

砂海實驗組 透明塑膠杯一個 

測量物- 

石塊 

多角骰子 

彈珠 

塑膠娃娃 

玻璃珠子 

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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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表 CASIO 數位多功能手

錶 

 

 

個人電腦 學校資訊設備 

  

研究學習單 科展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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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理與討論資料的工具： 

 

工         具 名         稱 附註說明 

 

學校網站互動討論

區 

 

 

學校網站相片上傳 學校網站 

 

課後學習討論區 學校數位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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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過程一 

各種測量物的觀察比較，我們以物體材質、外觀狀態以及手觸摸的實感以表格紀錄

呈現如下- 

測量物/項目 材質 外觀狀態 手感 

彈珠    

石塊    

塑膠娃娃    

多角骰子    

玻璃珠子    

(資料組設計表格) 

二、 研究過程二 

（一） 確定好實驗操作變因(待測比重物)與控制變因(標的物-乒乓球)；就兩人一組分次

實驗。 

我們總共收集了彈珠、多角骰子、塑膠娃娃、玻璃珠等來做這次實驗；以下就

是我們分次實驗的項目。 

 

實驗一:砂海實驗 

(1)就彈珠 V.S.乒乓球置換時間 

(2)就石塊 V.S.乒乓球置換時間 

(3)就塑膠娃娃 V.S.乒乓球置換時間 

(4)就多角骰子 V.S.乒乓球置換時間 

(5)就玻璃珠 V.S. 乒乓球置換時間 

 

實驗二:砂子加入水後的置換實驗 

                將水加入砂海後，砂海變成了泥濘狀，就算用力的搖動也不會有流動的情 

    況，所以我們只進行一次實驗就無法再繼續。 

 

 

（二） 請老師在學校網路硬碟開設科展專區以及上傳資料區，讓我們再找到資料的第

一時間就可以儲存跟互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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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使用數位資源情形 

 

 

 

 

 

（四） 實際分組實驗並且把結果整理到科展上傳資料區。 

 

 

學生之實際實驗情況 

 

 

 

 

步驟一:放入標準物-乒乓球 步驟三:放入測量物並開始要搖晃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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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將乒乓球埋入砂海中 步驟四:成功的將乒乓球置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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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我們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 

 

   二、實驗觀察結果- 

     

測量物/項目 材質 外觀狀態 手感 

彈珠 製作材料為高溫熔

融的各色的鈉玻璃

膏 

圓球狀；表面光滑  實心感覺有些重 

石塊 矽錳化合物 表面粗糙；不規則

的形狀較呈扁平 

實心感覺有些重 

塑膠娃娃 氯乙烯化合物 是我喜歡的卡通人

物玩偶；表面光滑 

空心的感覺很輕 

多角骰子 氯乙烯化合物 表面光滑；多角椎

體有八個面 

實心但感覺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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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珠子 二氧化矽化合物 圓球狀；表面光滑 實心感覺普通重 

 

   三、實驗操作結果- 

       

測量物/項目 第一次置換秒數 第二次置換秒數 第三次置換秒數 

彈珠 2.3 2.5 2.42 

石塊 1.5 2 1.24 

塑膠娃娃 6.3 5 7 

多角骰子 3 5 3.2 

玻璃珠子 5 4.2 5.3 

 

   四、其他待解決實驗問題- 

      (一)砂海的砂子顆粒大小是否跟乒乓球置換時間有關? 

      (二)如果測量物的外表是圓弧狀或者較為光滑是否跟乒乓球的置換時間有關? 

 

陸、 討論 

 

       從課本的知識中我們可以知道，要計算出一個物體的密度，要先知道物體的體積以及 

   它的重量，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計算密度的公式-也就是密度=重量/體積；但是我們可以發 

   現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物體的體積是難以測量的，像是我們這次做實驗用的石塊或者塑膠娃 

   娃等等；很高興老師讓我們有機會自己去嘗試自己的想法並且做出這個專題的結果，依照 

   實驗的結果我們做出以下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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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物/項目 材質 外觀狀態 置換時間 乒乓球比重 比重排名 

彈珠 製作材料

為高溫熔

融的各色

的鈉玻璃

膏 

圓球狀；表

面光滑  

2.41 D 約等於

0.3g/cm3 

2 

石塊 矽錳化合

物 

表面粗糙；

不規則的形

狀較呈扁平 

1.58 D 約等於

0.3g/cm3 

1 

塑膠娃娃 氯乙烯化

合物 

是我喜歡的

卡通人物玩

偶；表面光

滑 

6.1 D 約等於

0.3g/cm3 

5 

多角骰子 氯乙烯化

合物 

表面光滑；

多角椎體有

八個面 

3.73 D 約等於

0.3g/cm3 

3 

玻璃珠子 二氧化矽

化合物 

圓球狀；表

面光滑 

4.83 D 約等於

0.3g/cm3 

4 

 

       也就是說大約花了半小時的時間，我們得出實驗物體的比重順序，同時也得到了做科 

     學實驗的樂趣，真是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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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首先我們想說說我們的實驗心得: 

      

資料組 我們選這個實驗是要簡單,道具很輕就可以到手,應用幼兒園的沙和自

己帶的物品輕鬆就可以做完這一個實驗,一直失敗。可是失敗為成功

之母,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成功,遇到困難一定可以解決的,只要努力一

定可以成功,希望這次比賽可以得到好成績。 

實驗組 這次的實驗我覺得很有趣’不過在實驗時因為同伴不正經做實驗把我

氣道一直打她’不過最後實驗終於做好了’如果下次還有機會的話我

還要繼續參加’下次我要選擇更難的實驗來做’不過我應該要有耐心

一點’不然下次我又要跟組員吵架了。我也希望我們這次的科展可以

得到一個很不錯的成績。這次的實驗我們也失誤了很多次，其中我的

夥伴搞不懂我的意思在那裏煩我最後搞懂，真的讓我很無言，密度也

真的讓我感到很有興趣，我也想要做更多有關密度的實驗，學習更多

的知識。這次是要測密度所以這些測量的物品最大的差別就是重量因

為越重密度就越高越輕則密度越低。           

         

        另外老師也教了我們很多關於科學的二三事，我們分列如下: 

一、 科學知識方面-  

  (一) 我們學會了甚麼叫做科學實驗。  

       如觀察與實驗:  

           1.觀察活動：觀察是科學知識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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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驗跟證明活動是理解科學知識的重要方法。  

  

 (二) 科學技能:  

           我們學會了使用網路儲存設備跟文書編輯。  

同學使用網路儲存設備上傳資料 同學使用電腦編輯科展文件 

  

 

 

 

 

 

 

 

 

    

 

 

  

 

二、科學本質:  

 (一) 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瞭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二) 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三) 察覺有時實驗情況雖然相同，也可能因存在著未能控制的因素之影響，使得產生  

         的結果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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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參考資料及其他 

 

一、 網路資源 

奇摩網站(無作者)。奇摩知識(無作者)，取自 

http://search.yahoo.tw。 

      科學小芽子電子報(無作者)。科學小遊戲(無日期)，取自: 

  http://www2.jdps.tyc.edu.tw/~ta18122/play.htm。 

     

 

二、 單篇文章 

  中正大學急救社團(民 103)。寒輔急救營隊-過場小遊戲。載於中正大學急救社主編， 

  國小寒輔手冊(6-7 頁)。嘉義縣：中正大學急救社。 

     

 三、書籍資料 

      南一書局（民 102）。自然與生活科技科技 三上。臺南市：南一。 

      南一書局（民 102）。自然與生活科技科技 六上。臺南市：南一。 

 

http://search.yahoo.tw/
http://www2.jdps.tyc.edu.tw/~ta18122/play.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