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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湘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shange88@yahoo.com.tw

壹、前言

「咻」的一聲，不明物體劃過校園的操場，直接向遠方飛去。「哇!好高⋯好

遠⋯.」。校園內學生此起彼落的驚訝聲，來自於自然科教師的水火箭實驗課程，

喚起了很多國中生的童年回憶。因為不能登上月球，更不能隨地放沖天炮，這個

以水為動力來源的寶特瓶製火箭，滿足了很多學生的實現小小太空人的夢想。

水火箭升空是藉由將空氣灌入密閉寶特瓶內，在此之前寶特瓶已裝入一部分

的水，這時灌入的空氣產生高壓，在鬆開氣閥的同時，水從保特瓶底部噴出，而

水火箭就藉由對所噴出水的反作用力而飛向天際。

在電影「十月的天空」中描述 1960 年美國幾位高中學生受到當時蘇聯第一次

發射衛星的啟蒙，憑著一股製作火箭的熱誠，不畏艱難的四處蒐集資料，研究與

火箭相關的數學、物理及化學知識，因為資金不夠，利用就地取材的方式，經過

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最後終於完成夢想，成為美國太空總署製作火箭的人才之一，

除了情節感人外，還富有科學教育精神。在校園中若有理論與實作結合的課程，

相信對於孩子們有很好的啟發及影響作用。

筆者本身任教於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國中與水火箭最相關的單元就是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力與反作用力」，在此藉由訓練學生小組一起製造水火箭、

舉辦各小組水火箭的射程競賽過程，促進學生對水火箭的相關理論了解，並與學

生現實生活經驗相結合，這個以水取代火藥為動力的水火箭，不但提高學生活動

的趣味性同時也降低了危險性，實屬於寓教娛樂的科學活動之一。

貳、教學活動課程設計

一、活動主題：小小太空人–水火箭

二、活動理念：結合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力與反作用力」

課程，讓學生瞭解製作水火箭原理並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在小組合作參與

火箭射程競賽活動的過程中，學生不但能將所學理論實際運用於生活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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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團體合作的過程中，培養人際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教學對象：國中三年級學生

四、教學目標：

   (一)了解水火箭的製作方法。

   (二)小組能合作完成水火箭製作。

   (三)藉由小組競賽水火箭的射程，了解影響水火箭射程的各因素。

   (四)透過以上活動，了解水火箭的原理。

五、能力指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否具有關鍵性。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6-1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的轉換變動與平衡。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綜合活動領域】

  3-2-2 參加團體活動，了解自己所屬團體的特色，並能表達自我以及與人溝通。

【國語文學習領域】

  1-2-4-3 能聽出別人所表達的意思，達成溝通的目的。

  2-2-3-3 能轉述問題的內容，並對不理解的問題，提出詢問。

  3-6-8-2 能靈活應用各類工具書及電腦網路，蒐集資訊、組織材料，廣泛閱讀。

  3-7-10-4 能將閱讀內容，思考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

【生活課程學習領域】

  8-1-2 察覺到每種狀態的變化常是由一些原因所促成的，並練習如何去操作和

       進行探討活動。

  9-1-6 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9-1-10 喜歡將自己的構想，動手實作出來，以成品來表現。

【資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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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3-4-6 能規劃出問題解決的程序。

  3-4-9 能判斷資訊的適用性及精確度。

六、教學節數：共六節課（每節 45 分鐘）

七、課程架構：

八、活動流程：

   (一)水火箭啟蒙工廠：

        1.請學生先分好組別。

    2.蒐集相關水火箭製造方法的文獻並討論。

        3.教師引導各小組發表與討論水火箭製作方法。

        4.各組別分配好需要帶來學校製作水火箭的材料。

   (二)火箭監造工人：各小組合作完成各組水火箭的製作，並試射。

   (三)我們家的火箭最厲害：

        1.各組進行試射並探討可能影響射程的因素。

        2.教師引導各組發表討論「如何增加射程問題」的各要素。

        3.給予修正的時間，將水火箭射程調整到最佳狀況。

        4.展開各小組水火箭的射程競賽，取三次平均值當總成績。

小
小
太
空
人

水
火
箭

水火箭啟蒙工廠

(了解水火箭製造)

火箭監造工人

(與小組完成水火箭製造)

我們家的火箭最厲害

(水火箭射程競賽)

水火箭原理 追追追

(了解影響水火箭射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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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水火箭原理 追追追：

        透過以上活動所看到現象：

        1.探討水火箭升空的原理。

        2.探討影響其射程相關原因的原理。

九、教學活動內容：

活動

名稱

學習目標 節數 教學

型態

教學

資源

教學評

量

對應能力指

標

水
火
箭
啟
蒙
工
廠

1. 分組並透過管道了解水火箭

的製造過程。

2. 知道製造水火箭所需的材料。

3. 能說出水火箭製造流程。

4. 小組能分工去準備材料。

1節 班級

教學

電腦

教室

設備

網路

資源

學習

態度

口頭

評量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4-5-3

6-4-5-2

綜合活動

3-2-2

國語文

3-6-8-2

3-7-10-4

資訊議題

3-4-9

火
箭
監
造
工
人

1. 小組能分工完成水火箭各部

位構造並組裝。

2. 完成後開始試射，並能探討其

影響射程遠近原因。

3. 能透過管道了解有關射程遠

近問題。

2節 班級

教學

電腦

設備

網路

資源

相關

書籍

學習

態度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自然與生活

科技

6-4-5-2

8-4-0-6

國語文

1-2-4-3

生活課程

9-1-6

9-1-10

資訊議題

3-4-6



5

我
們
家
的
火
箭
最
厲
害

1. 能說出如何驗證水火箭射程

遠近的因素。

2. 能設計實驗探究「最佳水火箭

射程」並加以記錄。

3. 能和組員一起參與發射水火

箭的競賽過程。

2節 協同

教學

班級

教學

網路

資源

活動

學習

單

學習

態度

實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4-5-3

6-4-2-1

6-4-5-2

8-4-0-6

綜合活動

3-2-2

國語文

1-2-4-3

2-2-3-3

生活課程

8-1-2

9-1-6

9-1-10

資訊議題

3-4-5

3-4-6

水
火
箭
原
理

追
追
追

1. 了解水火箭能升空的原理。

2. 能根據經驗說出角度、水量、

彈頭質量、尾翼⋯等相關影響

射程的因素。

3. 了解如何配合出「最佳射程的

水火箭」。

1節 班級

教學

活動

學習

單

理化

第五

冊課

本

學習

態度

口頭

評量

自然與生活

科技

1-4-4-2 

1-4-5-3

2-4-6-1

綜合活動

3-2-2

國語文

1-2-4-3

生活課程

8-1-2

資訊議題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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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資
源
網
站

孩子的寶特瓶世界

http://www.sonking.com.tw/index.html

自製水火箭-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https://isp.moe.edu.tw/resources/search_content.jsp?rno=16093

38

水火箭製作教學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OLTdmyYFnc

參、結語

寶特瓶水火箭屬於微型實驗儀器裝置，在國內大學及中、小學推廣已有多年，

成效非常受到教師及學生們的喜愛與肯定。這些微型實驗裝置都是具有環保理念

的綠色實驗，有「體積小、時間省、反應快、效果好、易操 作、又安全、動手操

作機會多、趣味性高、用藥少、污染低」等特性。

此次活動經由一系列水火箭教學活動及實際操作和討論的過程，學生不僅了

解水火箭的運作原理，也藉由調整自製水火箭的「最佳射程」進行相關的觀察、

假設與驗證，再透過活動學習單的紀錄與討論下，讓各組的結果能互相比較，最

後統整出讓水火箭飛出最遠射程的各因素要如何控制，藉而引出學生對其他相關

理論的認知與多角化的學習。筆者建議在學校空白課堂之餘，可讓學生多多參與

此類實作課程，提升相關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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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課程實施計畫

南投縣立瑞竹國中  主題月：「巧奪天工---數理領域」活動實施計劃               

活動主題： 小小太空人 – 水火箭

活動目的：

1.使學生了解水火箭的做法 。

     2.訓練學生小組合作製作水火箭。

     3.小組競賽水火箭的射程。

     4.了解水火箭升空原理及影響其射程的因素。

教學對象：國三學生          

教案設計：許湘怡老師

協同教學：李淑娟老師、王蘭曦老師

實施時間：2008 年 4 月 6、13 日

材料：

1. 保特瓶 × 3 個/組           4. 活塞 × 6 個

2. 防水膠帶 × 6 卷            5. 打氣筒 × 6 個

3. 小刀 × 6 個                6. 氣塞   × 6 個

輔助器材：

  1. 發射台 × 1 組             2. 磚塊 × 3 個

器材剪影：

圖 1 各組準備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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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圖 1 水火箭製作    

圖 2 小組水火箭競賽     



9

活動實施感想

   (一)水火箭啟蒙工廠

        1.可請學生描述沖天炮為何會飛，帶入水火箭會飛的理念。

    2.蒐集資料方面不只侷限在網路方面，可提供學生相關期刊報導資料。

        3.教師引導討論水火箭製作方法並非全部告訴學生該怎麼做。

        4.讓各組發表要準備的材料，其他組聽了可以彌補不足。

   (二)火箭監造工人：

1.引導過程盡量讓各小組成員都能分工合作製作水火箭。

   (三)我們家的火箭最厲害：

        1.引導學生在學習單上所提及的各影響要素做討論發表，接下來才知如

何「嘗試錯誤」地驗證。

        2.其中有關水量、彈頭重量、裝置尾翼利用重複測試即可知道最佳狀況

如何調整。

        3.而角度的說明可用噴水來示範。如下圖所示：

            

            圖 1   角度高射程近      圖 2  角度 45 度左右最遠射程

        4.除了上述原因，還有讓學生去討論及驗證其他因素。

   (四)水火箭原理 追追追：

   透過以上活動所看到現象，去結合水火箭所連帶的知識範疇，可討論的項

目如下：

    1.探討水火箭升空的原理⋯⋯⋯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2.探討水火箭內的水噴出現象⋯⋯⋯空氣壓力

    3.探討水火箭最遠射程的射角⋯⋯⋯物體斜拋運動

4.探討水火箭內的水太多而飛不高⋯⋯合力大小與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5.探討水火箭的尾翼對飛行軌道穩定度⋯⋯⋯流體力學

6.探討水火箭的彈頭重量對飛行軌道穩定度⋯⋯⋯物體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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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學習單

瑞竹國中 97 學年度下學期                             數理領域主題月

                            水火箭    學習單           第____組

看老師的示範，您能動手製作嗎？其實很簡單喔！！

            水火箭原理 ___________ 號 完成圖

水火箭製作過程

   叫我第一名！！ 製作完成後跟其他組比賽看看誰厲害！

第一次昇空(m) 第二昇空(m) 第三昇空(m) 平均距離(m)

   想一想，日常生中有哪些東西是利用此原理？

   彈道分析 :你覺得要幾度角發射最遠？          請參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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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道分析:你覺得要裝滿多少水量發射最遠？    請參與小組討論

   彈道分析:你覺得裝置尾翼有助於射程更遠嗎？   請參與小組討論

彈道分析:你覺得彈頭重量要如何調配則射程最遠？ 請參與小組討論

   你有其他關於影響射程因素的想法嗎？          請參與小組討論

想法一

想法二

想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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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習單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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