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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電腦輔助實驗是把感應器(sensor)和數據收集器(data-logger)接駁到電腦。感應

器的工作是把數據收集及轉換成電腦可以作分析或測量的單位。電腦的工作是

收集、處理、整理、展示及存貯數據。數據收集器通常可以量度㆒些「極高速」

或「極緩慢」的變化，包括動力、光、生長、熱傳遞、聲音的高低、溫度的改

變和食物變壞的情況等等(蘇詠梅，2000)。  

數據收集器是可應用在香港小學課程㆗的科學課題，它可以用在課室內外。在

小學科學㆗最常用的感應器是探測光、溫度及聲音。感應器經數據收集器連接

至電腦，並讓數據直接顯示在電腦螢光幕㆖。隨時間變化，數據會以圖表如棒

形圖或折線圖等作顯示。若有任何改變便會即時及清楚㆞顯示出來。例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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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探測到有強大的聲音發出，折線圖便會顯示㆒顯著的頂點。Willis(1998)
計劃及試驗數個探究活動，讓學生：  

1. 學習有關感應器及其使用方法;  
2. 適當㆞及有效㆞，使用感應器來得出更具體的探究結果。  

探究活動㆒︰不易溶解的雪㆟！ 

 問題：雪㆟被蓋㆖外衣後，會對雪㆟有什麼影響呢？  

假設：外衣會作為隔熱體以防止(或是加快)雪㆟溶解。  

在探究前先作預測，有部分學生會認為衣服是隔熱體，令雪㆟不會溶解。亦有

學生會認為衣服會令雪㆟溶解。利用真雪、碎冰或雪㆟形狀的冰磚來作為雪㆟

進行測試，為了使測試更準確，應確保兩個雪㆟的體積、大小及重量相同，而

為其㆗㆒個雪㆟穿㆖外衣。觀察雪㆟在㆒段時間內的變化。使用兩個溫度感應

器直接比較兩個雪㆟溶解時的溫度變化。亦可以在探究完成後，量度兩個雪㆟

溶解後的體積，以驗證溶解的份量是否㆒樣。 

 

探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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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結論︰穿㆖外衣的雪㆟溶解得較慢。 

探究活動㆓︰飲品太熱了！ 

 問題：如何令㆒杯熱飲快速降溫？  

假設㆒：用風扇可以令熱飲快速降溫。  

假設㆓︰用冰水可以令熱飲快速降溫。 

探究方法︰ 

 用不同的方法來令熱飲降溫；  

 從圖表觀察出熱飲溫度隨時間㆘降的速度；  

 分析圖表㆗所觀察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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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㆒︰利用風扇令熱飲降溫 

測試時間︰十分鐘 

探究實驗㆒︰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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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㆓︰利用冰水令熱飲降溫 

測試時間︰十分鐘 

探究實驗㆓︰ 

 

結果︰ 

 

結論︰用風扇吹及用冰水均可令熱飲快速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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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㆔︰學校的環境 

 問題：在學校不同的位置㆘，音量、光度及溫度是否不變？  

假設：在學校內不同的㆞方所量度到的音量、光度及溫度是不同的(如在操場的

音量是最高的、課室是最光的、有蓋操場是最熱的)。  

探究方法︰利用數據收集器在學校㆕個不同的位置記錄數據；然後透過電腦記

錄及存取從不同位置得到的數據。  

㆞點㆒︰運動場 

 

㆞點㆓︰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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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㆔︰課室 

 

結果︰光度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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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溫度的探究 

 

結果︰聲音的探究 

 

結論︰室外運動場是最光、最熱和音量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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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㆕︰計時光閘 

 問題：斜面的表面會否影響車子行駛的速度？  

假設：路面愈斜，車子行駛的速度愈快。  

探究方法︰由於沒有速度感應器，要利用光感應器連接數據收集器及電腦來量

度車子的速度。利用數據收集器作為簡單計時器，探究玩具車子在㆕個不同的

斜面㆖，行駛固定距離所需的時間。  

測試㆒︰斜台高度為 5cm 

 

測試㆓︰斜台高度為 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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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斜台高度為 5cm 

 

結果︰斜台高度為 9.5cm 

 

結論︰斜台愈斜車子行駛的速度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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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收集器的優點 

  軟件容易安裝，而硬件則容易接駁及操作；  

 不用㆒邊觀察探究現象，㆒邊記錄結果；  

 可於同㆒時間觀察及記錄不同的變項；  

 學生往往在量度、記錄及畫圖表時出現困難，數據收集器避免學生錯過了實

驗的過程變化，而不會減低了學生對探究的樂趣；  

 探究的結果可被列印及複印，並可附載於學生的調查記錄㆗。鼓勵學生分析

圖表㆖顯示的資料。  

 若學生熟識使用數據收集器，可增加活動時的樂趣及激發想像力，產生更多

意念進行探究。  

由電腦控制數據的處理和展示的方式可以減少重覆運算的時間和圖表的繪

畫，教師及學生可騰出多點時間來進行分析實驗結果，來預測、改善和使用另

㆒個變數來再進行測試(蘇詠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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