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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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考生： 

教師：高老師、陳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在超市買到的蘋果可能是幾個月前就已經採摘下來了。為了長時間保存，會在蘋果表面塗上食用蠟，減少與氧氣接觸。蘋

果熟化過程會將澱粉轉成糖，過程中會需要氧氣並產生二氧化碳，所以可藉由調整蘋果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減緩蘋果的

熟化過程，延長保存期限。上述提及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其示意圖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疑
義
內
容 

1. 題幹中提問：「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其示意圖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個人認為可能的答案例如：N2佔 98%，O2佔 2%但解答(D)選項所表示的意義是 O2佔 20%然後經過數天後漸漸下降，CO2

佔 0%，並漸漸上升。(D)選項並未回答到題目的問題！ 

  

2. 第一段講塗上食用蠟可以減少與氧氣接觸，第二段講熟化過程會消耗氧並產生二氧化碳，依照題目敘述，應該是要設法

減少氧氣濃度，所以(B)、(C)已經明顯不合理，但是： 

 (1)題目並沒有提及塗上食用蠟之後可以減少蘋果氧化的程度有多少？ 

(2)另外橫軸為時間，單位為天，但是並沒有數字刻度供參考，所以是一、兩天內的變化還是一、二十天的變化？這不符

合科學數據圖的呈現方式，題目也沒有提及何時開始計算天數。 

如果以一般學生國中課本所學到的是以填充氮氣以降低氧氣濃度還保鮮，答案似乎要選(A)，其比例與空氣的比例接近沒

有調整，但是如果學生認為蘋果塗蠟可以〝幾乎隔絕〞與氧氣接觸，而且儲存空間夠大，那存放環境氣體是以接近空氣比

例是比較可行的方法，那選(A)也是感覺合理 

學生選(D)選項的前提是：蘋果塗蠟可以減少〝部分〞與氧接觸的機會，而且蘋果存放數量夠多，其消耗的氧氣與釋放的

二氧化碳對空間氧氣濃度可以造成某種程度的變化，但是此為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不是〝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

但是： 

(1)題目敘述為〝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但是(D)選項讓人感覺是〝放入蘋果後，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所以消耗

氧氣濃度降低，釋放二氧化碳而濃度升高。如果(D)選項仍表示〝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那為何不是一開始就

降低氧氣濃度？為何要提高二氧化碳的濃度？ 

(2)如果答案是(D)，那為何二氧化碳的濃度是明顯波動？難道採收後的蘋果還會行光合作用與呼吸作用？ 

如果答案仍為(D)，請給我們一個可以跟學生解釋的說明，謝謝。 

 



說
明 

1. 題幹提及塗上食用蠟，是減少與氧氣接觸，而非完全能隔絕氧氣，因此需透過其他方法，如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以

減緩蘋果的熟化，因熟化需消耗氧氣並產生二氧化碳，故只要能減少反應物(O2)濃度的都是適合的方法，如(D)選項氧氣

濃度從 21%下降至 2〜3%。而(A)選項氧氣濃度從頭到尾都維持在約為 20%，氮氣濃度維持在接近 80%，此為一般空氣

的氧氣與氮氣濃度，並不符合題意須調整氧氣比例的要求。  

2. 本題四個選項的氧氣起始濃度均在 20%左右，之後濃度開始增加或減少，故可知蘋果放入倉庫，氣體控制器開始運作後

為橫軸的起始時間。 

3. 本題問的是，根據「上述提及調整存放環境的氣體比例」的要求，則下列四個選項的示意圖何者最符合題意，並不需要

考慮到蘋果存放前就先降低氧氣濃度的議題。蘋果採摘下來後，細胞仍會進行呼吸作用與文中提及的熟化反應，且存放

環境難以達到百分之百密閉，故存放環境仍會有微幅波動。 

4. 綜上所述，本題維持原答案(D)。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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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考生： 

教師：劉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砒霜是一種毒物，主成分為三氧化二砷(As2O3)。古代製作砒霜的技術較不成熟，砒霜中會含有少量的不純物質――硫或

硫化物，硫或硫化物接觸到銀，會使銀氧化產生黑色的硫化銀(Ag2S)，這就是古裝劇中常見的以銀針試毒，銀針變黑即

表示有毒。依據上述，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 

(A)硫化物發生還原反應而使銀針變黑 

(B)銀針變黑，是因為三氧化二砷被還原的結果 

(C)砒霜的純度越高，與銀針反應變黑的結果越明顯 

(D)將銀針改成活性較小的金屬如黃金，也會反應產生硫化物 

 



疑
義
內
容 

第 26題第二行「硫或硫化物接觸到銀，會使銀氧化產生黑色的硫化銀(Ag2S)…」 

1. 12年國教課程綱要：Jc-IV-1氧化與還原的狹義定義為：物質得到氧稱為氧化反應；失去氧稱為還原反應。(國中階段) 

2. CJc-Vc-1 氧化還原的廣義定義為：物質失去電子稱為氧化反應；得到電子稱為還原反應。(高中階段) 

    而此題題目描述：「硫或硫化物接觸到銀，會使銀氧化產生黑色硫化銀」已非按 12年國教課程綱要「正常學習」的國

中生所能理解的範圍了。因為照學生國中階段認知是銀要與氧結合才是氧化，硫化銀當中並沒有氧，銀並沒有得到氧，

「正常學習」的學生會認為題目怎麼會說那是氧化呢？ 

    這樣題目的描述真的會造成許多學生答題時的錯亂，更會影響到第一線教師授課內容的取捨，明明 12年國教課程綱

要白紙黑字寫廣義型電子得失的氧化還原移至高中再上，但卻在國中最具規模及代表性的會考出來，是否該按課綱授課？

還是又要回到課綱之前？ 

    建議此題以送分來杜悠悠之口，雖然部分教師有提及電子得失的氧化還原，也或許學生可以用刪去法選出正解，但

這不能當成題目瑕疵的理由！畢竟試題終究要扣著課綱走，不容有任何的模糊地帶，這樣才能讓教師備課及學生學習有

方向有所本。 

說
明 

國中各版本教科書均有提及氧化反應與還原反應必定同時相伴發生，題幹說明硫或硫化物接觸到銀，會使銀氧化產生黑

色的硫化銀，故可知銀發生氧化反應，硫或硫化物發生還原反應，無須使用廣義氧化還原的概念來解題。因此學生可以

從題幹中推論出最合理的答案應為(A)。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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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考生： 

教師：劉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取甲、乙兩種化合物，分別在足量的氧氣中燃燒，反應式分別為： 

甲 + 3 O2 → 2 CO2 + 3 H2O 

乙 + 3 O2 → 2 CO2 + 2 H2O 

關於甲、乙兩種化合物的比較與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甲的分子量大於乙，且甲可能為醇類 

(B)甲的分子量大於乙，且甲可能為烴類 

(C)乙的分子量大於甲，且乙可能為醇類 

(D)乙的分子量大於甲，且乙可能為烴類 

 



疑
義
內
容 

本題甲、乙為化合物的代稱，並非物質的化學式，因此題幹中寫到的反應式： 

甲 + 3 O2 → 2 CO2 + 3 H2O 

僅可說明甲反應時，若消耗 3莫耳的 O2，則會生成 2莫耳的 CO2與 3莫耳的 H2O， 

不能宣稱此時甲恰好消耗掉 1莫耳。 

題幹並非正式的反應式寫法，而將甲當成 1莫耳，也非約定成俗的概念。若要將中文代稱混寫在反應式裡，應在題幹

中進一步說明該物質相對應的莫耳數。同理亦適用另一式的乙中。 

建議命題時注意此節，而思考嚴謹的學生，可能易因上述理由思考更久，甚至選答到(D)。基於公平客觀，建議本題

(A)、(D)都給分。 

說
明 

依題意甲、乙分別為兩種化合物並以代號表示，反應式中物質的係數為 1時，可以省略。由於化學反應是原子間重新

排列組合，反應前與反應後的原子總數不變，甲若表示化合物且含有係數大於 1的正整數時，由碳、氫、氧原子數目

可知明顯不合理，因此乙的分子量不會大於甲，(D)不正確。本題維持原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