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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16 分) 
1. （  ）滅火器在使用時要拔出安全插梢，然後瞄準火源，

壓握把使泡沫或氣體噴出來滅火。 

2. （  ）北極星只有在北半球看得到，南半球看不到。 

3. （  ）北極星屬於小熊座的一顆星，中國古代的名稱為

「勾陳一」。 

4. （  ）氧氣有幫助燃燒的特性，而線香、蠟燭可以在空氣

中燃燒，由此可推論空氣中有氧氣。 

5. （  ）室溫下，乾冰會融化成液態的二氧化碳，再蒸發成

氣態的二氧化碳。 

6. （  ）當天色剛剛暗下來時，阿利在西方天空看見很亮的

天狼星，表示這個時候天狼星剛從西方升上來。 

7. （  ）燃燒是可燃物在達到燃點時，與氧氣作用的反應，

而鐵生鏽也是鐵製品與氧氣反應的結果。 

8. （  ）泡沫滅火器的滅火原理，主要是利用隔絕助燃物來

滅火。 

二、選擇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32 分) 

1. （  ）星座盤上標示的日期指的是什麼？ ○1 國曆日期 

○2 農曆日期 ○3 單月是國曆日期，雙月是農曆日期 ○4 國

曆日期或農曆日期都可以。 

2. （  ）在地面上觀測，一天中，大部分的星星都會由東向

西移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1 地球自轉 ○2 地球公轉 

○3 眾星繞地球公轉 ○4 眾星繞北極星公轉。 

3. （  ）北斗七星的哪一個部位總是朝向北極星？ ○1 斗口 

○2 斗柄 ○3 勺子底部 ○4 北斗七星一直轉動，不會固定朝

向北極星。 

4. （  ）夜晚在戶外行走時，如果發現北極星在我們右手

邊，由此可以知道我們正往哪一個方位前進？ ○1 東方 

○2 西方 ○3 南方 ○4 北方。 

5. （  ）下列哪一種滅火原理和其他三者不同？ ○1 發生油

類火災時，用泡沫滅火器滅火 ○2 兩棟大樓間的防火巷保

持淨空 ○3 做完實驗，用酒精燈蓋蓋熄火焰 ○4 烤完肉，

用沙土覆蓋火焰。 

6. （  ）將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放入下列哪一個廣口瓶中會

最快生鏽？ ○1 甲廣口瓶：充滿從汽水中收集到的氣體 

○2 乙廣口瓶：充滿空氣 ○3 丙廣口瓶：充滿金針菇和雙氧

水所產生的氣體 ○4 丁廣口瓶：抽出所有空氣。 

7. （  ）小琴面向北方觀測星空，晚上 10 時他發現一顆很

亮的星星恰好在對面大樓的正上方，那麼這一天晚上 8

時，從小琴的同一個位置看過去，同一顆星星應該在下列

哪一個位置？ ○1 一樣在大樓的正上方 ○2 在大樓右上方

的天空 ○3 在大樓左上方的天空 ○4 這顆星星還沒升上地

平線。 

8. （  ）在火災現場，下列哪一項是不正確的應變方法？ 

○1 採低姿勢、沿著牆壁爬行，往逃生方向逃生 ○2 在窗口

或陽臺，揮動明顯的衣物，等待救援 ○3 用手直接轉開金

屬製的門把 ○4 如果在瓦斯、電源開關附近，應就近關閉

開關。 

9. （  ）「用打火機點燃酒精燈」這個燃燒現象中，所具備

的燃燒三個條件，哪一項敘述是不正確的？ ○1 打火機是

助燃物，使可燃物持續燃燒 ○2 酒精是可燃物 ○3 周遭空

氣中的氧氣是助燃物 ○4 打火機點火是使可燃物達到燃

點。 

10. （  ）要檢驗一個未知的氣體是二氧化碳或是氧氣，下列

哪一種方法無法達到目的？ ○1 將氣體收集起來，用點燃

的線香檢驗 ○2 用澄清石灰水檢驗 ○3 用燃燒的蠟燭檢驗 

○4 用眼睛觀察顏色，並聞氣味。 

11. （  ）鐵生鏽時會用掉一種氣體，這種氣體具有以下哪種

特性？ ○1 使麵包蓬鬆 ○2 幫助熄滅火焰 ○3 使澄清石灰

水變混濁 ○4 供生物呼吸。 

12. （  ）在中國神話故事中，牛郎和織女會在七夕這一天相

會，如果七夕當天晚上連續三小時觀察這兩顆星之間的距

離，可以看見什麼變化？ ○1 越來越近 ○2 越來越遠 ○3

距離不變 ○4 忽近忽遠。 

13. （  ）天文學家用「星等」來表示星星的亮度，下列哪一

顆星最亮？ ○1 天狼星，-1.5 等星 ○2 織女星，0 等星 

○3 牛郎星，1 等星 ○4 北極星，2 等星。 

14. （  ）利用下列哪一項器材或物品可以檢驗氧氣是否具有

助燃性？ ○1 未點燃、乾燥的火柴棒 ○2 點燃的線香 ○3

裝在盒子裡未點燃的蠟燭 ○4 尚未點燃的酒精燈。 

15. （  ）下列有關滅火器使用方法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

的？ ○1 第一步就是壓下握把，直接噴出泡沫或氣體 ○2

一般物品著火時，噴嘴要對著火焰上方 ○3 油類著火時，

可用水取代滅火器滅火 ○4 使用滅火器時，與火焰至少應

保持 3 公尺以上距離，以免被高溫燙傷。 

16. （  ）住在下列哪一種氣候環境的人們，所使用的鐵製品

最不容易生鏽？ ○1 熱帶雨林 ○2 時常下酸雨的都市 ○3

空氣潮溼的地區 ○4 長年乾燥的沙漠。 

三、看圖回答問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8 分) 
1. 下圖是明華在晚上的觀星紀錄，請回答下列問題。 

  
(1)明華面對的方位是？（   ）方 

(2)明華看到了一個可以方便用來尋找北極星的星座，是

什麼星座？（      ） 

(3)承上題，請利用此星座尋找北極星，並用箭頭在圖中

標示出北極星的位置(4 分)。 

四、活用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26 分) 
1. 小新將 2 個鋼絲絨球，其中一個浸泡醋後，放入夾鏈袋

內，在標籤紙上寫「A」；另一個浸泡清水後，放入夾鏈

袋內，在標籤紙上寫「B」，請依照題目引導，回答下列

問題。 

(1)請問這個研究的實驗想探討的是： 

（                 ）對鐵生鏽速度的影響。 

(2)以下是做實驗時要考慮的因素，請判斷這個因素要改

變還是要保持不變？請把代號寫下來。 

甲.2 個鋼絲絨球的大小；乙.燒杯內水溶液的水量； 

丙.浸泡的時間；        丁.水溶液的種類； 

戊.夾鏈袋的大小；   己.鋼絲絨球放在夾鏈袋內的天數： 

答：要改變的：（        ）保持不變：（         ） 

(3)承上題，20 分鐘後，小新將 2 個鋼絲絨球從夾鏈袋取

出，觀察表面，記錄如下表。請問浸泡過醋的鋼絲絨球，

生鏽的速度比泡過清水的鋼絲絨球＿＿＿(填快或慢)。 
夾鏈袋 鋼絲絨球生鏽情形 

A 
鋼絲絨球表面很快就有很多

棕色的鐵鏽碎屑 

B 
鋼絲絨球一段時間之後看到

一點鐵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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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有關太陽系中星球的敘述，正確的請打○，不正確的

請打╳。 

（ ）(1)太陽本身會發光、發熱，屬於恆星。 

（ ）(2)地球本身不會發光，但是會繞著發光的太陽運

行，稱為行星。 

（ ）(3)地球和月球一樣，本身都不會發光、發熱。 

（ ）(4)夜空中所看到的滿天星星，大多是恆星。 

（ ）(5)月球本身會發光、發熱，所以是繞著地球轉的

恆星。 

3. 秋、冬季節的夜晚，如何利用仙后座尋找北極星？請在下

圖中標示出北極星的位置。 

 

 
4. 看一看滅火器的構造，請將正確代號填入(  )中。 

A.安全插梢  B.皮管 C.握把 

 

甲.(   ) 
丙.(   ) 

乙.(   ) 

 

五、科學閱讀：(每個答案 2 分，共 18 分) 

1.  大部分金屬在天然狀態下都已經與氧氣結合（氧化）而

成為氧化物，所以在天然狀態下純金屬非常罕見，例如：

鐵礦、鋁礦等，其實是鐵的氧化物和鋁的氧化物。想要獲

得純鐵或純鋁，必須透過精煉的過程。金屬純化後，大部

分材料在自然狀況下都有趨向回到最自然狀態（氧化）的

趨勢。 

 西元 1914 年，德國人克服了鐵會氧化的缺點，成功製

造出不鏽鋼，不鏽鋼是由鐵與碳、鉻、鎳等混合熔合產生

的，其中的鎳可以增加鋼的韌性和抗腐蝕能力，鉻易與氧

結合成鉻氧化物，在鋼的表面形成一層薄膜，具有防鏽作

用。不鏽鋼具有耐高溫、不易腐蝕的特性，被大量用來製

造廚房用具、醫療器材，並用在化學工業及石油工業上。 

（ ）(1)下列有關純金屬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 從

地底開採出來的鐵礦都是純鐵 ○2 透過精煉的過程才會獲

得純金屬 ○3 天然狀態下純金屬非常罕見 ○4 大部分材料

在自然狀況下都有趨向氧化的趨勢。 

（ ）(2)下列有關不鏽鋼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 不

鏽鋼是由鐵與碳、鉻、鎳等熔合產生的 ○2 不鏽鋼中的碳

可以增加鋼的韌性和抗腐蝕能力 ○3 不鏽鋼中的鉻易與氧

結合成鉻氧化物，在表面形成一層防鏽的薄膜 ○4 不鏽鋼

具有耐高溫、不易腐蝕的特性。 

2.  瑞士科學家普斯特利發現，把植物的綠葉浸入水中，放

在陽光下，葉子會不斷釋放出一個個小氣泡，那就是氧

氣。謝尼伯繼續實驗，若在水中通入二氧化碳，綠葉所排

出的氧氣也隨著增加，因此他獲得一個結論：「在陽光的

照射下，綠色植物靠著二氧化碳製造營養，而排出氧

氣」。我們現在知道植物的葉子含有葉綠體，葉綠體內含

有葉綠素，葉綠素負責吸收光能進行光合作用。 

 依據科學家的計算，三棵大桉樹一天所吸收的二氧化

碳，約等於一個人一天所吐出的二氧化碳。所以，每年全

世界的綠色植物可從空氣中吸收大約幾百億噸的二氧化

碳，並產生相對應體積的氧氣，維持大氣中氧氣和二氧化

碳的平衡。不過，自然界中氧氣和二氧化碳的平衡已因人

類破壞森林，以及在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大量釋出二氧

化碳而遭到破壞。 

（ ）(1)瑞士科學家普斯特利發現，把植物的綠葉浸入

水中，放在陽光下，葉子會不斷釋放出一個個小氣泡，那

是什麼？ ○1 氫氣 ○2 氧氣 ○3 氮氣 ○4 二氧化碳。 

（ ）(2)綠色植物製造營養時需要吸收哪一種氣體？ 

○1 氫氣 ○2 氧氣 ○3 氮氣 ○4 二氧化碳。 

（ ）(3)下列何者不是造成自然界中氧氣和二氧化碳失

衡的原因？ ○1 森林遭受破壞 ○2 工廠林立 ○3 人工造林 

○4 現代化交通工具大量排放廢氣。 

3.  根據美國 海洋與大氣局「地球系統研究實驗室」2016

年 3 月 10 日的報告，2015 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出現

空前增幅，年度增加率躍增 3.05ppm，是 56 年前開始研

究這個問題以來的最大年度增幅（先前的最大增幅是

1998 年的 2.93ppm），更是大氣二氧化碳年度增幅連續

第四年超過 2ppm。 

 1800 年以前，大氣二氧化碳含量是 280ppm，美國 海

洋與大氣局在 1950 年代開始這項測量時是 320ppm，目

前已增加到 403.50ppm，比工業時代以前巨幅上升。 

 美國 海洋與大氣局「全球溫室氣體參考網」首席科學

家譚斯說：「現在二氧化碳增加的速度比過去幾十萬年都

快，主要是人類持續使用有史以來最大量的化石燃料，每

年向大氣注入百億立方公噸二氧化碳。」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也表示：「雖然大自

然本身有其增加大氣二氧化碳的因素，例如聖嬰現象，但

此種影響是自然且相對短暫的現象，主要的長期推手是人

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而且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含量，一

年之中或各年間比較雖有起伏現象，但大趨勢是不斷上

升。」 

（註解：ppm 為濃度單位，一公升（L）的溶液中有某物

質一毫克，則某物質含量即為 1ppm）。 

（ ）(1)根據研究，哪一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最

高？ ○1 西元 1800 年前 ○2 西元 1950 ○3 西元

1998 年 ○4 西元 2015 年。 

（ ）(2)目前二氧化碳增加的速度比過去幾十萬年都

快，主要原因是什麼？ ○1 聖嬰現象 ○2 人類持續使用大

量的化石燃料 ○3 人類持續不斷的造林 ○4 人類的生育率

降低。 

4.  哈雷是英國人，年輕時致力研究南半球的星星，在西元

1679 年製作「澳洲星體目錄」。1718 年，他最先注意到

恆星會移動位置，17 世紀後半期，牛頓認為彗星的軌道

是橢圓形或拋物線，哈雷就利用牛頓提出的方法計算分析

彗星的觀測記錄資料，他特別注意到有一顆彗星大約每

76 年就出現一次，因此他大膽預測這顆曾在西元 1682 年

觀測到的彗星，將於 1758 年再次出現，在哈雷死後，這

個預測真的應驗了，為了紀念他，那顆彗星就被命名為

「哈雷彗星」。之後，哈雷彗星果然在固定周期的 1834

年、1910 年和 1986 年再次出現，下一次哈雷彗星將在

2062 年出現，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 ）(1)哈雷彗星是為了紀念哈雷而命名的，其原因為

何？ ○1 哈雷彗星是哈雷最早發現的 ○2 哈雷製作了澳洲

星體目錄 ○3 哈雷成功預測該彗星再次出現的時間 ○4 哈

雷彗星是全天空尾巴最長的彗星。 

（ ）(2)依你的推測，哈雷本人終其一生看過幾次哈雷

彗星？ ○1 0 次 ○2 1 次 ○3 2 次 ○4 3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