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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王廷祐

我的閱讀主題是:  熱、大氣壓力、絕對溫度 

㇐、同學可以從旺宏科學獎歷屆獲獎作品、科學雜誌(如科學人或科學月刊)、科學電影或科學小說....

等讀物當成閱讀標的，選擇㇐篇自己感興趣的科學文章。 

◎我閱讀的文章標題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種 「熱」

文章出處(網址或書名):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熱」 - 科學月刊 Science Monthly

 文章內容： 

將氣球稍微充氣，綁住吹氣口，浸泡在 60℃以上的熱水中，會發生什麼事呢？答案是，氣球會鼓起來。

相反的，如果放進冰水裡，氣球就會馬上消氣。由此可知，空氣等氣體在受熱時會膨脹，遇冷時會收縮，

氣體體積與絕對溫度成正比。 

其實，物理學所使用的「理想氣體溫度計」，就是運用理想氣體的體積與絕對溫度成正比的特性， 來測

量溫度。理想氣體的體積 V 與絕對溫度 T（單位為 K〔Kevin， 克耳文〕）成正比，用公式來表示， 即為

V ＝ kT（k 為比例常數）。 

除了溫度以外，還有其他方法可改變氣球的體積。你可以試試看，用手抓著綁住吹氣口的氣球， 快速向

內擠壓，可使它的體積變小，因為這麼會做讓氣球承受的壓力變大。實際上，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若要

讓氣球體積減半，壓力就要加倍。相反的，若要讓氣球體積加倍，壓力就要減半。設壓力為 p，體積為

V，則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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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常數 

另外，p、V 及 T 的關係可以用 pV ＝ nRT 這個公式來表示。這個公式就是理想氣體方程式（Ideal gas 

law），n 是物質的量（Amount of substance），R 是氣體常數。 

 

氣球的體積會因熱脹冷縮等因素而改變，是因為氣球內外的空氣壓力趨於相等。氣球外的空氣通常是 1 

大氣壓，所以氣球內的壓力也是 1大氣壓。 

 

 
 

為什麼蓋子很難打開？ 

大家應該都遇過瓶蓋或味噌湯碗蓋卡得很緊、打不開的情況， 其實這也是「熱」造成的。瓶蓋或碗蓋打

不開，是因為裡面的空氣（或味噌湯、果醬等）變冷了。內容物變冷之後，瓶中的空氣也會因冷而收縮。

但因瓶或碗的結構堅固，體積無法變小，迫使理應變小的體積維持原狀，導致壓力下降。如此一來，瓶外

的壓力（1 大氣壓）就比瓶內大，使蓋子很難打開。 

 

反過來說，要輕鬆打開味噌湯碗蓋或瓶蓋，就要讓內部的空氣膨脹，以提高內部壓力。也就是說，加熱內

容物就可以了。不過， 要打開的如果是碗，很難只加熱味噌湯。這種情況就要用手把蓋子弄彎，亦即讓

蓋子變形，把空氣送進去，使內部達到 1 大氣壓。 

 



 
 
 
 
 

5 
 

既然提到碗，我想問問大家，有沒有遇過碗在桌上滑來滑去的情況？這種現象也可以用物理學中「熱」的

原理來解釋。 

 

味噌湯碗裡因為有裝東西，照理說應該很重、不易移動。但是， 支撐碗的部分（底部）與桌子之間的空

氣因熱湯而膨脹，便形成力的作用，把碗稍微向上頂。如果底部沾到一點水，碗和桌子間的摩擦力就會變

小；而底部的水又會使碗往上浮，摩擦力就更小了，所以碗才會亂滑。 

 

不過，貼紙很難撕掉時，用吹風機去吹，背後的原理則稍有差異。因為吹風機加熱的不是空氣，而是貼

紙。 

吹風機的熱風會加熱貼紙用的黏膠，黏膠變熱後，分子運動會加速。簡單來說，就是黏膠變軟，所以比較

容易撕開，跟摩擦力無關。 

 

 

 

 

 

二、請同學根據所閱讀的科學文章，利用 AI 工具（ChatGPT、Copilot、Gemini、Claude…等）設

計出㇐個高中生可操作的科學實驗，並將 AI 工具設計的實驗的主題、目的、變因、流程等實驗內容

填寫至下方。(結果或討論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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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選擇的 AI 工具是   Gemini 

2.實驗主題：球你別再氣我(諧音:求你別再氣我) 

2.5 實驗主題名稱說明：此實驗探討氣球內空氣對於溫度影響而導致氣球膨脹或縮小的目的，取名由

來是源自於人生氣時會鼓起嘴巴表現出兩側臉頰鼓鼓的樣子，就好像氣球加熱後膨脹的感覺；委屈時

會將嘴巴撅起來使兩側臉頰呈現向內凹陷的樣子，而這個動作對應著氣球冷卻後縮小的感覺，故此名

稱由來。 

3.實驗目的：(條列式說明) 

● 驗證氣體受熱膨脹、遇冷收縮的現象： 這個實驗的主要目的是觀察氣體（在氣球內）在不同溫

度下的體積變化。透過將氣球置於熱水和冰水中，我們可以驗證氣體是否如理論所說，受熱時

體積會膨脹，遇冷時體積會收縮。 

 

● 了解溫度對氣體體積的影響： 這個實驗旨在探討溫度與氣體體積之間的關係。透過測量在不同

溫度下氣球的周⾧變化，我們可以了解溫度變化對氣體體積的影響程度。 

● 驗證理想氣體方程式的正確性 (間接)： 理想氣體方程式 (pV = nRT) 描述了壓力 (p)、體積 

(V)、物質的量 (n) 和溫度 (T) 之間的關係。雖然這個實驗無法直接驗證方程式，但透過觀察氣

體體積隨溫度變化的情況，我們可以間接驗證理想氣體方程式的正確性。 

 

● 培養科學探究能力： 這個實驗可以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包括觀察現象、提出假設、設計

實驗、收集數據和分析結果。透過實際操作，學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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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對物理學的興趣： 透過有趣的實驗現象，可以激發學生對物理學的興趣，讓他們更主動地

去探索和學習相關知識。 

 

 

4. 操縱變因(㇐項)：    水溫    

    控制變因(多項)：氣球材質、氣球初始大小、氣球充氣量、環境溫度、水量 

    應變變因(㇐項)：氣球體積 

5. 實驗操作流程：（條列式說明） 

實驗設計： 

1. 材料: 

○ 氣球數個 

○ 燒杯或量筒 

○ 溫度計 

○ 熱水 

○ 冰水 

○ 尺或繩子 

○ 標記筆 

2. 步驟: 

○ 將氣球充氣至中等大小，並用繩子綁緊吹氣口。 

○ 使用尺或繩子測量氣球的初始周⾧，並使用標記筆在氣球上做記號。 

○ 在燒杯或量筒中裝入熱水 (60℃ 以上)，並使用溫度計測量水溫。 

○ 將氣球放入熱水中，觀察氣球體積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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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氣球體積不再變化時，使用尺或繩子測量氣球的周⾧，並記錄水溫。 

○ 將氣球從熱水中取出，放入冰水中。 

○ 觀察氣球體積的變化。 

○ 當氣球體積不再變化時，使用尺或繩子測量氣球的周⾧，並記錄水溫。 

○ 重複以上步驟數次，以確保實驗結果的可靠性。 

實驗紀錄表： 

 

 

 

 

注意事項： 

● 每次實驗使用的氣球大小應盡量㇐致。 

● 測量氣球周⾧時，應盡量保持在同㇐位置測量。 

● 實驗過程中，應注意安全，避免被熱水燙傷。 

 

三、檢視上面 AI 設計的實驗內容是否合符自己的想法，加入自己的想法(進㇐步追問 AI)後，再利用

AI 工具優化、調整上面的實驗內容。 

1.我選擇的 AI 工具是    Gemini 

2.實驗主題：心情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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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實驗主題名稱說明：將氣球比喻為膠囊，裝載著不同的情緒，隨著溫度變化而釋放。 

3.實驗目的：(條列式說明) 

● 驗證氣體受熱膨脹、遇冷收縮的現象 

● 了解溫度對氣體體積的影響 

● 驗證理想氣體方程式的正確性 (間接) 

● 培養科學探究能力 

● 激發對物理學的興趣 

4. 操縱變因(㇐項)：    水溫    

    控制變因(多項)：氣球材質、氣球初始大小、氣球充氣量、環境溫度、水量 

    應變變因(㇐項)：氣球體積 

 

5. 實驗操作流程：（條列式說明） 

準備氣球： 

● 將氣球充氣至適中大小，用繩子綁緊吹氣口。 

● 使用尺或繩子測量氣球的初始周⾧，並用標記筆在氣球上做記號。 

準備水： 

● 準備數盆水，調整水溫至不同溫度，例如：20°C、30°C、40°C、50°C、60°C。 

● 使用溫度計測量並記錄每盆水的溫度。 

測量氣球體積： 

● 將氣球放入其中㇐盆水中，待氣球體積穩定後，使用尺或繩子測量氣球的周⾧，並換算出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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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積。 

● 記錄水溫和氣球體積。 

重複實驗： 

● 重複步驟 3，將氣球放入不同溫度的水中，測量並記錄不同水溫下的氣球體積。 

數據分析： 

● 分析表格中的數據，觀察水溫與體積之間的關係。 

 

實驗紀錄表格 

 

數據表格 

 

注意事項 

● 每次實驗使用的氣球大小應盡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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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氣球周⾧時，應盡量保持在同㇐位置測量，並換算出體積。 

● 水溫應盡量保持穩定，避免實驗過程中水溫發生變化。 

● 記錄數據時，應仔細核對，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實驗結果分析 

1. 觀察表格中的數據，分析水溫 (T) 與體積 (V) 之間的關係。 

2. 繪製水溫-體積關係圖，觀察曲線的形狀。 

3. 討論氣體體積與水溫之間的關係，並嘗試用理想氣體方程式解釋實驗結果。 

實驗討論 

1. 討論實驗中可能存在的誤差，例如：氣球材質不均勻、測量誤差等。 

2. 探討如何改進實驗設計，減少誤差。 

3. 思考實驗結果的實際應用，例如：氣象學、熱力學等。 

延伸活動 

1. 使用不同材質的氣球進行實驗，比較不同材質對水溫-體積關係的影響。 

2. 探討其他因素（例如：氣壓）對氣球體積的影響。 

3. 設計其他實驗，探討氣體的其他性質。 

實驗安全 

● 請在老師或家⾧的指導下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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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熱水時，應注意安全，避免燙傷。 

● 若氣球破裂，應及時清理碎片，避免造成危險。 

 

四、請比較「原始 AI 設計的實驗」和「優化過的實驗」這兩個實驗內容有何差異? 並就原本文章閱讀

內容和優化的實驗內容寫出自己的心得感想。 

 

結：比較「原始 AI 設計的實驗」和「優化過的實驗」，兩者在內容上面幾乎可以說是大同小異，比

較不㇐樣的地方是優化過後的表格設計比原始 AI 設計的表格還要清楚明瞭，其實驗也更細緻，將溫

度分為兩高兩低附加㇐個中間值做對照組的手法更能直觀地看出熱漲冷縮的變化，其實驗內容更能與

文章內容結合並做出比起原始 AI 設計得更好理解的作品。 

 

在實驗的主題名稱上對應實驗內容我覺得是我非常看重的㇐點，因為我認為過度白話的標題會乏人眼

球，讓觀眾看到這個 title 不會被吸引進來，而標題獨特雖然會很吸睛，但如果實驗內容與標題脫節

就會導致有點文不對題，好比㇐快牌匾，即使布置設計得有多華麗，而標語才是吸引人目光聚集的根

據，但話又說回來，如果標題夠突出，能在許多相同類型的實驗裡別出心裁，才是吸引人願意去聆聽

實驗的㇐項很重要的指標，而標題也恰好需要精彩的內容加以輔佐，才能襯托出整個的氛圍感(整

體)，所以我認為標題與內容密不可分，這兩項同時扮演著互助互惠的角色，我才如此重視標題的名

稱。 

 

之所以會選擇這篇文章是因為非常的生活化，用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便可以談論很多跟自然

科學有關的現象很理論，但我們很多時候可能不留心在這些變化上面，導致我們錯過了大自然的奧

妙，所以我特此挑出來用 AI 設計實驗，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原來這些日常的東西也是充滿著玄妙跟

有趣，而這篇文章也讓我重新激起對於自然科學的喜愛跟熱忱，因為這些自然現象非常的有趣，所以

我也認為這份有趣可以分享給其他人，讓大家對自然科學充滿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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