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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楊善涵 

課程領域： 

 Ｖ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其他              

教案題目： 

科學神探，神秘的花壇腳印 

授課時數： 

五節課（一節課 40 分鐘，共 200 分鐘） 

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本教案發想自通識課程--犯罪偵查科技之課程，課程中有提到相關重大案件之偵查破案，都是藉

由科學證據之蒐證來找出兇手。而本教案希望透過國小學生較容易理解之鞋印比對配合相關簡易

的物理知識來訓練學生之觀察能力與探究能力，也引導學生尋找科學證據來尋求真相，傳達科學

探究之精神。 

   此教案設計也透過科學探究之模式進行教案編排，讓學生透過預測、解釋、設計與實驗來應證科

學之本質，也結合較有趣之推理應用於教案之中。 

教學目標： 

1.學生能透過推理思考，尋找破案關鍵 

2.學生能自行利用手邊的材料工具，將鞋印轉印至廢紙上 

3.學生能透過實驗過程，觀察並說出影響鞋印之因素 

4.學生能成功比對鞋印與鞋子 

5.學生能設計出合理的實驗來推斷預測結果 

6.學生能了解壓力會因為受力和受力面積而改變 

教育對象： 

國小五年級下學期學生 

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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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節（連續兩堂） 

教師配合 PPT 敘述故事： 

現在學校發生竊案，唯一留下來的線索只有留在花圃上的泥巴腳印，警察來到學校調查，仔細盤

問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跟查看鞋子，現在，輪到你們了，我們要來證明那個鞋印不是你的！ 

 

教師將學生 4~5 人分為一組，發下每人一張的白紙及每組一個的澆水器 

教師示範印鞋印的方法： 

將澆水器轉至水霧→拿起一隻鞋子→在鞋子底部噴兩三下水霧→直接朝著紙印上去 

◈教師須提醒注意水不要噴過多、不要不小心噴到同學、不要拿著沾了水的鞋子亂晃 

（學生操作印下鞋印） 

教師詢問：觀察一下鞋印跟鞋底，長的一樣嗎？ 

（學生討論） 

教師敘述：那有小組願意分享嗎 

（小組分享） 

教師提出對稱圖形的概念，並敘述左右腳方向跟紋路在複印時會有的特點（應用例用印章舉例） 

－－－－－－－－－－－－－－－－－－－－－－－－－－－－－－－－－－－－ 

教師配合 PPT 敘述故事： 

警察把案發現場鞋印的照片跟去鞋店找類似鞋子的照片放在辦公室裡，沒想到一陣大風颳來把幾

個案件的資料都弄混了 

現在地上有 20 份散亂的資料，在前往尋找嫌犯前，警察必須先整理好這些並拿到這個案件的資

料，因此請大家根據剛剛印鞋印時觀察到的比對方法把資料整理起來 

 

教師先敘述活動規則： 

有兩種圖卡，腳印卡跟鞋子卡 

一張腳印卡對應一支鞋子卡，將它們配對起來 

完成的組別舉手告知老師 

（教師發下活動道具並學生小組操作） 

待所有學生完成後教師對答案 

教師敘述：將照片資料整理好後，警察終於可以拿這組照片（PPT 顯示圖片）去找嫌犯 

 

第三節 

教師敘述：跟據鞋印，警察找到了一個身材較為健壯的男子，然而男子一直聲稱並不是他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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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此外，他還說有另外一個人住附近的人跟他穿一樣的同款名牌球鞋，警方根據他的線索找到

了這個人，發現他果真穿著同款球鞋，並且體形瘦弱，如果你是警方，你會怎麼去推斷兩個人誰

才是犯人呢？（學生討論） 

教師敘述：剛剛大家都說的很好，有人提到不在場證明、有人說到審問犯人，但是這些都是比較

主觀的證據，有沒有比較客觀的證據顯示是誰犯案的呢？（學生回答：腳印） 

教師詢問：兩個人的腳印可能會有什麼不同呢？ 

（有學生回答：輕的人會比較淺；重的人會比較深） 

教師敘述：大家都有不錯的想法呢，那請同學小組討論一下你們預測的可能結果，等等老師要請

大家把你們預測的結果呈現出來哦。（學習單）（學生討論） 

教師敘述：大家都寫出了自己小組的預測了呢，那現在請大家運用手邊的材料，設計出你們的實

驗。 

教師提供材料：印章、輕黏土、砝碼、印泥、白紙、水、顏料、尺 

（學生討論並思考設計實驗）（紀錄於學習單之中） 

學生可能的實驗方法: 

1.印章放在黏土上，用砝碼在上面加壓，量測不同的砝碼造成的印痕深度 

2.印章蓋印在白紙上，比較不同力道的印泥/顏料深淺 

 

第四、五節（連續兩堂） 

教師在各組巡堂，各組指導 

（學生分組完成實驗，並記錄於學習單中） 

學生分組上台發表自己的推論 

教師敘述： 

大家都做的很好喔，你們都有發現到腳印之中隱藏的秘密，另外，如果印章比較小，用同樣的力

量去壓印，會有比較深的印痕。 

其實我們生活中也可以發現到這樣的情形喔，譬如說大家把筆拿出來，一支手指抵著筆尖，一支

手指抵著筆尾，大家試試看輕輕的用力，哪邊比較不舒服 

（學生回答筆尖） 

教師敘述：我們把這種力量稱為壓力，力量越大、面積越小，壓力就越大。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喔，大家有沒有用環保吸管的經驗，或者是遇到吸管兩邊都是平平的，如果吸管不過尖，能夠插

進杯子嗎？（學生說不行），吸管的平口跟尖口，是不是一個面積大，一個面積小，所以用同樣

力量去施力，卻可以造成不同的效果喔。（學生分享生活中遇到壓力的相關經驗） 

教師點評結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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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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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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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在刑事鑑識上之應用 - 國立東華大學物理學系 

https://c002.ndhu.edu.tw/ezfiles/25/1025/img/407/15683296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