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中自然領域（科）編號         (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國中自然科學「素養導向優良試題徵選」試題設計單(單題)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理化科 

適用年級 二年級 

命題範圍 南一版第三冊第3章 

南一版第三冊第4章 

評量目標 

(學習重點) 

科學核心概念(學習內容) 

(1)  聲音的傳播速率。 

(2)  光速的大小。 

探究能力(學習表現) 

 學生能根據聲速和光速的差異(快、慢)，判斷符合科學原理 

 的自然現象。 

試題文本

(題幹) 

1. 報紙刊登一則新聞：布朗先生被歹徒從窗外開槍射擊，當場

中彈身亡，警方逮捕到兩名嫌疑人。嫌疑人 A 說：我在遛

狗，忽然聽到一聲槍響，轉頭看見一道火光朝窗內襲擊，然

後一個黑影消失不見了。嫌疑人 B 說：我在附近的公園慢

跑，我聽到「蹦」的一聲，我以為有人放鞭炮。兩名嫌疑人

有一位“說謊”。請提出你合理的懷疑，指出誰在說謊？ 

   
嫌疑人 A 嫌疑人 B    警察 

 

資料來源

取材說明 

參考 Youtube 偵探解謎影片，改編案件內容。配合案件的情境，

搜尋適合的圖檔，編輯成題目中的示意圖。 

參考答案 聲速不可能比光速快，聽到槍響才看到光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因此，說謊的人是嫌疑人A。 

評分標準 滿分： 2分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於日常生活當中。 

學習內容 Ka—Ⅳ—3 

聲音傳播的速率 

Ka—Ⅳ—7 

光速的大小 

學習表現 pa—Ⅳ—2 

運用思考智能比較已有的數據(聲速與光速)，形成解釋，並獲知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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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是否具備將所習得的知識，進行合理推論

的能力。聲音和光兩者速度不同，其差異性造成視覺與聽覺接

收訊息不同步。藉此判斷哪一位嫌疑人的說詞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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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自然領域（科）編號         (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國中自然科學「素養導向優良試題徵選」試題設計單(題組題)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理化 科 

適用年級 二年級 

命題範圍 南一版第三冊第2章 

南一版第四冊第6章 

評量目標 

(學習重點) 

科學核心概念(學習內容) 

(1) 密度與浮沉、浮力與物重。 

(2) 溶液的概念及百萬分點的表示法(ppm)。 

探究能力(學習表現) 

(1)  學生透過觀察物體在液體中的浮、沉情形，連結之前學 

 到的密度，正確的推論出物體與液體兩者密度的關係。  

(2)  學生懂得運用「力的平衡」概念，探討「物體所受浮力」 

 與「物體本身重量」兩者的關聯性。 

(3)  學生知道以溶質在溶液中的分布情形(兩數值相除之後 

 的比例關係)，作為溶液濃度高低的依據。 

(4)  學生知道ppm的定義，並且能計算出數值。 

試題文本

(題幹) 

第一大題 

1. 賽恩絲老師在課堂上進行下列操作。 

 首先，老師將知名廠牌的鋁箔包運動飲料放入桌上盛水

的容器內，結果如圖(一)所示。接著，分別從水中取出運動

飲料請學生細看印製在鋁箔包上的營養標示。圖(二)為「舒

跑」的營養標示；圖(三)為 「 FIN 」的營養標示。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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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資料來源

取材說明 

選擇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會喝的運動飲料為拍攝物件，透過題目引

導學生將知識學以致用的呈現出來。 

子題一 依據圖(一)的操作結果，完成表格對應欄位的填寫。 

 
作答說明： 

(1)水中浮沉情形，以浮或沉一個字作答。 

(2)與「水」密度的關係，以大、等或小一個字作答。 

(3)浮力(B)與重量(W)的關係，以大、等或小一個字作答。 

參考答案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橫向三格全對才能給分) 

部份給分：1分 

 只有舒跑橫向三格全對或只有FIN橫向三格全對。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於日常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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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Eb—Ⅳ—3 

靜力平衡狀態的物體，其所受的合力為零。 

學習表現 tr—Ⅳ—1 

能將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並推論出其

中的關聯。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是否清楚明瞭下列敘述所涉及的學科知識： 

(1) 靜力平衡狀態的物體，其所受合力為零。 

(2) 當物體密度大於液體密度時，物體向下沉，直到接觸容器底 

      部才靜止，此時浮力小於物重。 

(3) 當物體密度小於液體密度時，物體浮於液面上，此時浮力等 

      於物重。 

子題二 班上的康樂股長說：「鋁箔包裝的 FIN 容量較多，所以鈉離子濃

度較高。」你同意康樂股長的說法嗎？請用數學運算式作為佐證

資料，決定你同意或不同意。 

參考答案 從營養標示得知 

舒跑  FIN  

42 毫克 
＞ 

117毫克 

100毫升 300毫升 

舒跑的鈉離子濃度比 FIN高，因此我不同意康樂股長的說法 

備註：舒跑「42mg／100ml」可用「105 mg／250ml」取代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部分給分：1分 

列式正確，但計算錯誤。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學習內容 Jb—Ⅳ—4 

溶液的概念 

學習表現 pa—Ⅳ—2 

 能運用數學方法，整理所得的數據形成解釋，並將自己的探究結 

 果與同學的結果相互檢核。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對溶液濃度高低的觀念是否正確。以本試題

為例：「單位體積的溶液所含溶質的毫克數」可以合理的呈現

「溶質在溶液中的分布情形」，也就是所謂的「濃度」。數值越

大，濃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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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 ppm百萬分數( part  per  million )為溶液濃度的表示法。當1公升的

溶液中含有1毫克的溶質時，其溶液濃度為 1 ppm。試問：鋁箔

包裝的舒跑運動飲料，其鈉離子濃度為若干ppm？ 

參考答案  

舒跑鈉離子濃度＝ 
42 

   ＝ 420 ppm 
(100／1000) 

或 

舒跑鈉離子濃度＝ 
105 

   ＝ 420 ppm 
(250／1000)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部分給分：1分 

列式正確，但計算錯誤。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於日常生活當中。 

學習內容 Jb—Ⅳ—4 

溶液的濃度表示法ppm (百萬分點) 

學習表現 pa—Ⅳ—1 

能分析歸納、使用資訊及數學方法等方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是否能根據 ppm 的定義，從包裝上的營養標

示演算出指定成分正確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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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自然領域（科）編號         (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國中自然科學「素養導向優良試題徵選」試題設計單(題組題) 

領域/科目 自然領域／理化 科 

適用年級 二年級 

命題範圍 南一版本第四冊第1章 

南一版本第四冊第2章 

南一版本第四冊第4章 

評量目標 

(學習重點) 

科學核心概念(學習內容) 

(1)  生活中常見的氧化還原反應與應用。 

(2)  物質的變化和化學反應常見的現象。 

(3)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探究能力(學習表現) 

(1)  學生能將化學反應常見的現象與物質變化的概念作適當 

 的連結。 

(2)  學生能從學習活動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 

(3)  學生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概念，想像當實驗方法 

 改變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 

 

試題文本

(題幹) 

第二大題 

1. 理化老師の第一堂美術課 

老師發牙籤給學生，讓他們用牙籤在香蕉皮刺出自己想

展示的圖案，老師對學生唯一的要求是學生必須刺上由班級

和座號組成的五個阿拉伯數字將作品交給老師拍照。圖(一)為

八年四班19號同學美術課當天放學前所繳交的作品；圖(二)則

是同一作品被放置一晚後圖案呈現出來的效果。 

 
圖(一) 圖(二) 

 
 

資料來源

取材說明 

香蕉皮像蘋果一樣有褐變現象，盛產期常作為學校營養午餐的水

果。以學生跨領域課程實作的成品為本題組的中心架構，最大的

考量是學生可經由實作，進一步驗證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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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 圖(一)的美術作品，其實是香蕉皮氧化了。“氧化”是物理變化

還是化學變化呢？寫出你判斷的依據。 

參考答案 香蕉皮被牙籤刺到的地方，顏色變為褐色，這說明有新物質的產

生。因此氧化是一種化學變化。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部分給分：1分 

 只寫「顏色變」並沒有強調變成另一種顏色。 

【說明】：舉例來說，色素溶解是物理變化，會造成顏色變淡， 

                    所以答案寫「顏色變」不能得滿分。寫顏色變為…， 

                    就一定是有產生另一種物質，這樣的描述才符合化學 

                    變化的定義。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學習內容 Ja—Ⅳ—3 

化學反應中常伴隨沉澱、氣體、顏色及溫度變化等現象。 

學習表現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進而運用

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是否具備分辨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的能力。

化學反應常見的現象，有些現象也會出現在物理變化當中。因

此，判定是否為化學變化的關鍵是「新」物質的存在(顏色變

化)。 

子題二 老師詢問學生，為何圖(二)中香蕉皮刺青的圖案顏色明顯較深？

曉嵐和小彬分別提出自己的主張，如下述。老師聽完之後，告訴

全班，兩個人都說錯。請問錯在哪裡？ 

曉嵐說：圖(二)中的香蕉皮含可進行氧化作用的成分較多。 

小彬說：圖(二)中的香蕉皮氧化的反應速率必定變快。 
 

參考答案 (1) 文章中提到“同一作品”，故進行氧化作用的成分“一樣多” 

(2) 圖(二)中的圖案顏色較深，表示生成物變多，這僅能說明氧化 

   反應有持續進行，至於反應速率是否變快不得而知。圖案的 

   顏色較深僅能確認是生成物的量增加。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部分給分：1分 

 只寫對參考答案(1)或只寫對參考答案(2)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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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學習內容 Jc—Ⅳ—4 

生活中常見的氧化還原反應與應用。 

學習表現 ai—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閱讀文本資料時，能否從所得的資訊，導出

正確的因果關係。「反應速率」可根據「單位時間內生成物的變

化量」評估快、慢。當反應時間相等的條件成立時，生成物越多

才可以證實反應速率變快。 

子題三 科學探究主題：香蕉果肉和香蕉皮何者氧化反應速率較快？ 

「勾選」實驗設計表單中，每個項目分別對應何種類型的變因。

才能符合本次科學探究設定的主題。 

 
備註：牙籤每刺一下形成一個點，點和點連成線，線條與線條最 

      終組合成刺青的圖案。 

參考答案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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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滿分：3分 

部分給分： 

 三個橫列的勾選有兩橫列正確，得2分。 

 三個橫列的勾選只有一個橫列正確，得1分。 

【備註】：控制變因的橫列勾選----“全對”才能給分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B1 

 能製作圖表，整理自然科學資訊，並利用科學名詞表達探究之過 

 程。 

學習內容 Je—Ⅳ—1 

 認識化學反應速率及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學習表現 pe—Ⅳ—1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規劃具有可信度的探究活動。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能否依實驗目的進行合理的規劃，知曉「控

制變因」「操作變因」和「應變變因」這三個名詞所代表的意

義。牙籤刺的部位(香蕉果肉、香蕉皮)必為操作變因，當靜置時

間與其餘三項皆為控制變因時，則圖案顏色深淺必為應變變因；

當圖案顏色深淺與其餘三項皆為控制變因時，則靜置時間必為應

變變因。故本試題的答案兩種形式皆可得分。 

子題四 小天將香蕉皮刺青作品帶回家，以保鮮膜覆蓋之。希望兩天後，

外地就學回家的哥哥，看到他的作品時，不會因為香蕉放太久，

導致圖案顏色變太深，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一坨黑，啥也看不清！

你幫小天分析看看，他採用的方式的作法是否可行？ 

參考答案 可行，因為保鮮膜覆蓋住香蕉，使參與反應作為反應物的氧氣被

阻隔，反應(圖案變深)的速率會變慢。 

評分標準 滿分：2分 

部分給分：1分 

 有寫出符合邏輯的理由，但沒有看到下結論的文句。例如：參考 

 答案中「可行」兩個字就是代表結論。 

零分：未作答、無關或不合理的答案。 

核心素養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善用生活

周遭的物品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Je—Ⅳ—1 

 認識化學反應速率及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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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 ti—Ⅳ—1 

依 據 已 知 的 自 然 科 學 知 識 概 念 ， 想 像 當 實 驗 方 法 

改變時，其結果可能產生的差異。 

ah—Ⅳ—2 

 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 

 佳決定。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的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試題概念

與分析 

本試題用來評量學生是否瞭解反應物濃度如何影響反應速率。同

時也可以評量學生是否能推論出只有反應速率變慢才能達到題幹

中想要的效果(圖案顏色不能太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