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流急急棒 

前言: 

目前國小的教學多數透過磁鐵讓小朋友認識磁學；透過電池認識電學，在這過

程中，孩童所習得的電磁學相關概念，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嗎? 跟隨國小自

然科學的課程與編排，幫助國小學生建立正確的科學概念、電磁學概念的重要

性，我們使用可愛的小動物動畫，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將教科書上的知識轉

化為活潑生動的內容，帶領小朋友認識這些原理，讓他們更有印象，也能對在

生活中所應用到的原理嫻熟於心。 

 

電磁學概念: 

一. 透過日常生活了解磁性。 

生活中磁的現象隨處可見，例如能夠吸附在冰箱上的磁鐵，能夠吸起螺絲釘的

螺絲起子前端、靜音行駛的磁浮列車，但這種看不見的概念並不直覺，必須藉

助事物彼此產生的現象來了解。 

 

磁性與磁鐵的定義： 

1.磁性：具有能夠吸引磁性物質的性質，稱為磁性。 

2.磁性物質：能夠被磁鐵吸引；且經過磁化後可以成為磁鐵的物質，稱為：磁

性物質，包括：鐵、鈷、鎳、氧化鐵粉及其合金等物質。 

3.磁鐵：凡具有磁性的物質皆可稱為磁鐵，但磁鐵不一定是鐵金屬製成。 

4.不能被磁鐵吸引的物質有：非金屬及大部份的金屬（鐵、鈷、鎳等除外）。 

 

二.指出「磁鐵具有磁力，物體透過磁場感受到磁力」，並且解釋「磁場的方向

性」。 

磁場就是磁力作用的範圍，也是磁力分布的範圍，可以用磁力線來表示。 

 

磁力線: 

1.磁力線是用來表示磁場形狀、強弱及方向等特性的假想線條。 

2.磁力線具有方向性，即小磁針的 N極在磁場中受力的方向。 

3.每條磁力線均為封閉的平滑曲線，在磁鐵外部方向是從 N極指向 S極，在磁

場內部是由 S極指向 N極。 

5.任意兩條磁力線彼此不會相交。 

6.磁力線的疏密程度代表磁力的強弱，磁鐵的兩端磁力線最密，故在兩極磁場

最強，而磁鐵的中央區域則因為磁力線稀疏，故磁場較弱。 

7.磁力線是一種循環的封閉曲線，沒有起始點也沒有終點。 



地球磁場： 

（一）地球磁場的特性： 

地球本身是具有磁場的星球，簡稱『地磁』。凡進入地球磁場範圍內的磁性物質

或小磁針都會受到地磁的影響而指向地球磁場的南北方向。 

（二）地磁與磁力線分佈： 

1.地球的磁場其磁力線分佈有如地球內部的一塊長條形磁鐵所建立的磁場一

般，在南半球磁力線由地殼中穿出地面，指向北半球，在北半球磁力線由空中

指向地面。 

2.地球磁場的南北軸線稱為磁軸，磁軸與地面的交點稱為：地磁北極、地磁南

極，地磁北極與地理北極並非同一點。地磁的磁軸線並非與地球自轉軸重疊，

兩軸線的夾角稱為磁偏角，磁偏角最多可達 11°。 

  

 

 

三.了解「電可以產生磁」，並列舉出實驗。 

1. 通電的長直導線會讓指北針旋轉。2.通電線圈能吸引迴紋針。 

 

電流的磁效應： 

任何通有直流電的導線，在導線的周圍會建立磁場，此種現象稱為電流的磁效

應。 

電磁鐵原理： 

1.電磁鐵所運用的原理是：電流的磁效應。 

2.空心螺線圈通以直流電時即有磁性產生，用安培右手定則可以判斷磁極和磁

場方向。 

 



 

 

四.使用右手來解釋電流方向與磁場方向的關係性(安培右手定則)。 

安培定律 ： 

磁場強度和通過導線的電流大小和距離有關。 

安培右手定則： 

磁場是有方向性的物理量，依據安培右手定則可以判斷導線所產生的磁場方

向，運用於「長直導線」和「螺旋形線圈」兩種類型的判斷上。 

1.長直導線:通以直流電時，其周圍會產生圓形磁場分佈情形繪製成磁力線。 

（1）長直導線因電流而產生磁場，且這些磁力線皆是以導線為圓心的同心圓。 

（2）長直導線所建立的圓形磁力線，磁場平面與導線垂直。  

2.螺旋形線圈─安培右手定則：用以判斷螺旋形線圈所建立的磁場，通以直流

電的螺旋圈，以大姆指代表線圈內的磁場方向，以四指旋轉方向代表流電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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