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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计算机辅助实验是把感应器(sensor)和数据收集器(data-logger)接驳到计算机。

感应器的工作是把数据收集及转换成计算机可以作分析或测量的单位。计算机

的工作是收集、处理、整理、展示及存贮数据。数据收集器通常可以量度一些

「极高速」或「极缓慢」的变化，包括动力、光、生长、热传递、声音的高低、

温度的改变和食物变坏的情况等等(苏咏梅，2000)。  

 

数据收集器是可应用在香港小学课程中的科学课题，它可以用在课室内外。在

小学科学中最常用的感应器是探测光、温度及声音。感应器经数据收集器连接

至计算机，并让数据直接显示在计算机萤光幕上。随时间变化，数据会以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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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棒形图或折线图等作显示。若有任何改变便会实时及清楚地显示出来。例如：

当感应器探测到有强大的声音发出，折线图便会显示一显著的顶点。

Willis(1998)计划及试验数个探究活动，让学生：  

1. 学习有关感应器及其使用方法;  
2. 适当地及有效地，使用感应器来得出更具体的探究结果。  

探究活动一︰不易溶解的雪人！ 

 问题：雪人被盖上外衣后，会对雪人有什么影响呢？  

假设：外衣会作为隔热体以防止(或是加快)雪人溶解。  

在探究前先作预测，有部分学生会认为衣服是隔热体，令雪人不会溶解。亦有

学生会认为衣服会令雪人溶解。利用真雪、碎冰或雪人形状的冰砖来作为雪人

进行测试，为了使测试更准确，应确保两个雪人的体积、大小及重量相同，而

为其中一个雪人穿上外衣。观察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使用两个温度感应

器直接比较两个雪人溶解时的温度变化。亦可以在探究完成后，量度两个雪人

溶解后的体积，以验证溶解的份量是否一样。 

探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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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结论︰穿上外衣的雪人溶解得较慢。 

探究活动二︰饮品太热了！ 

 问题：如何令一杯热饮快速降温？  

假设一：用风扇可以令热饮快速降温。  

假设二︰用冰水可以令热饮快速降温。 

探究方法︰ 

z 用不同的方法来令热饮降温；  

z 从图表观察出热饮温度随时间下降的速度；  

z 分析图表中所观察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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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一︰利用风扇令热饮降温 

测试时间︰十分钟 

探究实验一︰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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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二︰利用冰水令热饮降温 

测试时间︰十分钟 

探究实验二︰ 

 

结果︰ 

 

结论︰用风扇吹及用冰水均可令热饮快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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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动三︰学校的环境 

 问题：在学校不同的位置下，音量、光度及温度是否不变？  

假设：在学校内不同的地方所量度到的音量、光度及温度是不同的(如在操场的

音量是最高的、课室是最光的、有盖操场是最热的)。  

探究方法︰利用数据收集器在学校四个不同的位置记录数据；然后透过计算机

记录及存取从不同位置得到的数据。  

地点一︰运动场 

 

地点二︰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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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三︰课室 

 

结果︰光度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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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温度的探究 

 

结果︰声音的探究 

 

结论︰室外运动场是最光、最热和音量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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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动四︰计时光闸 

 问题：斜面的表面会否影响车子行驶的速度？  

假设：路面愈斜，车子行驶的速度愈快。  

探究方法︰由于没有速度感应器，要利用光感应器连接数据收集器及计算机来

量度车子的速度。利用数据收集器作为简单定时器，探究玩具车子在四个不同

的斜面上，行驶固定距离所需的时间。  

测试一︰斜台高度为 5cm 

 

测试二︰斜台高度为 9.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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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斜台高度为 5cm 

 

结果︰斜台高度为 9.5cm 

 

结论︰斜台愈斜车子行驶的速度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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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器的优点 

 z 软件容易安装，而硬件则容易接驳及操作；  

z 不用一边观察探究现象，一边记录结果；  

z 可于同一时间观察及记录不同的变项；  

z 学生往往在量度、记录及画图表时出现困难，数据收集器避免学生错过了实

验的过程变化，而不会减低了学生对探究的乐趣；  

z 探究的结果可被打印及复印，并可附载于学生的调查记录中。鼓励学生分析

图表上显示的资料。  

z 若学生熟识使用数据收集器，可增加活动时的乐趣及激发想象力，产生更多

意念进行探究。  

由计算机控制数据的处理和展示的方式可以减少重复运算的时间和图表的绘

画，教师及学生可腾出多点时间来进行分析实验结果，来预测、改善和使用另

一个变量来再进行测试(苏咏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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