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30 

考生：劉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二十一)為某一種化學品的危險警示圖，根據危害程度低至高標示數值，數值範圍為 0～4，並以符號標示特殊危害性。 

圖(二十一)的化學品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鈉  

(B)乙醇  

(C)硝酸鉀  

(D)二氧化錳  

 

 

 
圖(二十一) 



 

疑
義
內
容 

圖(二十一)是 NFPA 704 (鈉) 

1.題目並沒有明確說明每一個等級的意思，僅標示其(格子)的意思 

如健康危害等級是 3 =>短時間的暴露可能導致嚴重的暫時性 or 持續性傷害 

而反應活性等級是 2 =>在加熱加壓條件下發生劇烈化學變化 or 與水劇烈反應 

可能與水混合後發生爆炸。那為什麼不是 3(鈉)？ 

2.就算是 W，我們也不清楚硝酸鉀的特性 

3.國中教材僅在電池那邊提到硝酸鉀可作為鹽橋材料， 

因此無法判斷是否為硝酸鉀或是鈉 

說
明 

1. 圖(二十一)為鈉的 NFPA704 標示符號，是美國消防協會制定的危險品緊急處理系統鑑別標準，各項數值的規範可參考相關制

定文件。 

2. 學生在國中學習內容可了解鈉和水會發生劇烈反應，而溶解度實驗，以硝酸鉀為實驗對象，探討溫度對硝酸鉀溶解度的影響，

應可理解硝酸鉀和水不會發生劇烈反應，而是溶於水形成硝酸鉀水溶液。 

3. 本題維持原答案(A)。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34 

考生： 

教師：張老師、陳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住在北緯 35 度的阿義希望在夏至正午時，太陽可以直射頂樓的太陽能板，以收集最大能量，故

將太陽能板朝向正南方放置，如圖(二十二)所示。關於圖中太陽能板與水平屋頂間的夾角θ，下

列何者最符合阿義的需求？  

(A) 11.5° 

(B) 23.5° 

(C) 35° 

(D) 47° 

 

 

 圖(二十二) 



 

疑
義
內
容 

1. 這題若要完整解釋就必須有以下的先備知識.「地球表面上某一點的緯度是以連接該點與地球中心的線段和赤道面的夾角來

表示。」但此知識並未在課本內容中有講述。學生只能以死記的方式來推斷，故此題應不予計分。 

2. 太陽在天空中位置變化為了解會有角度變化及南北差異、不應涉及角度的計算. 

可參見教材內容細目 212-4b. 且課本的太陽運動軌跡示意圖(嘉義為例)亦僅提及夏至正午仰角是 90 度.冬至仰角最小.沒有提

到確切的角度數字. (翰林版課本 p233) 

3. 在地科課程教學概念.不同緯度星空及角度計算是在高中課程如翰林版高中地球科學(全一冊 2-2-3 不同緯度的星空)及基礎

地球科學下冊.南一版第 1章中由竿影計算地球圓周大小.才有需由地球的形狀(圓形)與不同緯度的夾角概念.可知 34題為高中

範圍 

說
明 

1. 在各版本課本中，皆提及夏至正午時陽光直射北回歸線的成因與現象，並會以圖示輔助，比較陽光直射與斜射地面的差異。

學生可從太陽直射或斜射北回歸線時，正午太陽仰角與緯度的關係，推論得出每當緯度變化時，其太陽仰角的角度也就隨之

變化，作答本題無需具備疑義者所提之先備知識，亦不用靠死記的方式來推斷。 

2. 如疑義者所述，課本是由北回歸線所在位置為例(嘉義)，以北回歸線與不同緯度位置在夏至時受太陽直射之情形來介紹陽光

直射與斜射的能量差異(翰林版第五冊 p.227)，學生可從此示意圖得知陽光直射不同緯度與太陽仰角的角度關係。 

3. 在國中課程中一直都有提及太陽軌跡運動的現象，高中課程中會在此基礎上再加深加廣。學生從國中各版本教材中皆可瞭解

陽光直射與斜射不同緯度的太陽仰角關係(翰林版第五冊 p.227~p.233、康軒版第五冊 p.241~p.245、南一版第五冊 p.221~p.223)，

融會貫通後即可作答。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36 

考生： 

教師：吳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老師在課堂上以一張海報來讓學生分組上臺說明某一類型板塊交界的各項特徵，如圖(二十三)所示。圖(二十四)為老師提供學生

使用的貼紙，並告訴學生這些貼紙上的箭頭或文字的用途，是用來說明兩板塊相對運動方向與海洋地殼年齡的關係，若要正確

呈現這類型板塊交界的特徵，下列哪一種黏貼方式最為合理？ 

 
 

 

(A)             (B)  

  

(C)             (D)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疑
義
內
容 

1. 題幹文字中，沒有關於判斷板塊交界類型的參考敘述。 

2. 圖(二十三)中僅示意為一個高聳的地形位於板塊交界處，且其高度低於海平面。 

3. 圖(二十三)中未標示尺標，無法得知此地形的高度寬度作為判斷參考。 

4. 張裂性板塊交界帶的中洋脊，其頂峰區、裂谷區、崎嶇險峻的地形為重要特徵，亦未出現在此示意圖(二十三)中。 

5. 位於板塊交界處的高聳地形亦可能為錯動性和聚合性板塊交界帶，若為聚合性板塊交界帶，則 A 答案也應給分。 

說
明 

1. 題幹中圖(二十三)將板塊交界繪於海底隆起之處，符合中洋脊的地形特徵，且各版本教材皆提及中洋脊為大西洋中央的海底

山脈，為張裂型板塊交界上獨特的現象。國中階段的教材並未提及中洋脊的細部地形特徵，僅以海底山脈來描述中洋脊特徵，

故不會將細部地形特徵作為評量之重點。圖(二十四)提供板塊運動方向與海洋地殼年齡關係的貼紙，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連

結地形特徵、地殼年齡與板塊運動方式的關係。 

2. 若為海底的聚合性板塊交界，其地形特徵上應有一明顯的凹陷處來表示海溝，與圖(二十三)不符；再者，如菲律賓海板塊與

太平洋板塊交界處(馬里亞納海溝)，即為聚合性板塊交界的實際例子，其兩側海洋地殼的年齡關係亦與(A)選項不符。而錯動

型板塊交界其板塊運動方向及地殼年齡關係，與所有選項皆不符。故本題題幹中呈現的即為中洋脊，而以選項(D)的黏貼方式

最符合中洋脊的特徵。 

3. 本題維持原答案(D)。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39 

考生：吳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在一大氣壓下，甲、乙、丙、丁四組實驗中的容器內分別裝有一支溫度計及冰或水，當四組實驗分別達熱平衡時，如圖(二十八)

所示。已知此時其中一支溫度計的溫度顯示為 4°C，則此溫度計應屬於哪一組實驗？  

  

圖(二十八) 

(A)甲    (B)乙    (C)丙    (D)丁  

 



 

疑
義
內
容 

本試題有些疑問請教： 

1、完全結冰的水，溫度計如何插入？ 

2、乙、丙圖形中，若已達熱平衡，冰塊絕無可能還保持正立方體形狀，且上下大小不一才是。 

3、丁圖若顯示 4℃，是在接近表面的水(不太 OK)。(4℃的水密度最大，若已達熱平衡，不應出現在表面，而是底部) 

說
明 

試題敘述情境皆為真實可發生的狀況，圖形只是表達當熱平衡時的狀態，主要目的是輔助題意理解，無法將過程細節一一呈現。

以下分別針對提問列舉可能的方式或解釋： 

1. 實驗甲可在水結冰前將溫度計放在定位，待其結冰之後，再使其達成熱平衡狀態。 

2. 實驗乙、丙將不同數量 0℃的正立方體形狀冰塊放入 0℃水中，即可在維持冰塊外型的狀況下達成熱平衡。 

3. 當實驗丁達成熱平衡時，不管容器何處的水皆為 4℃。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48 

考生： 

教師：黃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某次小哲寒假出國旅行途中，發現飛機上方無雲，但下方卻有一片雲海，此時東方的

滿月剛好升起。他朝向座位右側窗外拍攝了一張照片，如圖(三十二)所示，此時飛機位於

北緯 35 度附近、高度約為 1 萬 2 千公尺。小哲回家查詢資料後，認為拍攝此照片時，飛

機高度大致位於大氣分層中的甲層頂部和乙層底部之交界附近。 

 

 

 

 

 

 

關於小哲拍攝此張照片時，他所在位置的當地時間與當時飛機航行的方向，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傍晚 6 點，航向北方        (B)傍晚 6 點，航向南方 

(C)清晨 6 點，航向北方        (D)清晨 6 點，航向南方 

圖(三十二) 

 



 

疑
義
內
容 

題幹中無限定小哲向右側拍的照片就是面向東南方拍的滿月.第一句與第二句話中用”句號”隔開，故照片中的圓形也可能為西方

太陽，或者其他物體。既.考題無法判斷拍攝方向.便不能判別航行方向. 

說
明 

1. 題目已述明小哲搭機途中看到東方的滿月剛升起，學生從上下文關係即可得知小哲所拍攝的照片就是滿月。疑義者所述照片

中的圖形可能為太陽或其他物體，但這樣與上下文的脈絡不相符。若小哲往座位右側窗外拍攝的照片為太陽，內文應提及太

陽相關資訊，而非僅提及滿月。因此，小哲所拍攝的照片應為滿月的照片才合理。 

2. 本題維持原答案(A)。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自
然
科 

52 

考生：吳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竹筍是一種常見的食材，竹筍帶有苦味是因為含有化合物 X，若化合物 X 在酵素參與下和水反應，產物之一為有毒的

氫氰酸(HCN)，可避免被動物取食，是植物本身的一種保護機制。 

當竹筍從地下莖冒出土，筍尖被陽光照射後會轉為綠色，俗稱「出青」。竹筍的尖端嫩芽，尤其是出青的竹筍嫩芽，含

有較多的化合物 X，所以此部位更易帶有苦味。有鑒於此，農民常在竹筍生長處事先覆蓋土壤或使用其他方式，以避免竹

筍出青，對品質和口感帶來影響。 

 

已知化合物 X 是含有−OH 原子團的有機化合物，上述畫線處的反應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催化反應，化合物 X 最多含有 3 種元素 

(B)是催化反應，化合物 X 最少含有 4 種元素 

(C)是脫水反應，化合物 X 最多含有 3 種元素 

(D)是脫水反應，化合物 X 最少含有 4 種元素 



 

疑
義
內
容 

選項中的脫水反應、催化反應在國中生物及理化課本皆未提及，只大約描述現象而已。 

因為「脫水反應」及「催化反應」本是專有名詞，有其定義，實不宜出現在國中教育會考上，不然就應該註記在題目敘述中才妥

當。 

我在自然課本上沒有讀過「催化反應」及「脫水反應」 

說
明 

1. 學生在國中學習內容可了解酵素是一種催化劑，酵素參與的反應是催化作用，應可連結催化作用是催化反應；濃硫酸具有脫

水性，可使碳水化合物失去水分，應可連結碳水化合物失去水分的反應是脫水反應。 

2. 催化反應及脫水反應，從詞中的催化和脫水可解讀其意涵是和催化劑有關的反應，及和脫水有關的反應，並非學生無法理解

的名詞，若試題中有較難以理解的詞彙，則會於試題中加註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