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讀自然？



自然

生物(七年級)

物理(八、九年級)

化學(八年級)

地球科學(九年級)



生活化的學科
食：食品科技、有機化合物

衣：衣料纖維、清潔劑

住：地質結構、力學

行：運動學、燃料科學、

氣象學、天文學

(衛星定位)



生活化的學科

育：光學(眼鏡、投影設備)

樂：遊樂園設施(功與能)、

手機平板(電學、材料科學)

科學無所不在，
文明科技的進步！



學好理化的前瞻性？

進入實驗室：
藥物、化妝品研發人員

物質的世界：
飲料調配 & 調酒員

波動與聲音：調琴師

光：驗光師、攝影師

相關職業種類多



化學反應：化學工程師

元素與化合物：藥劑師

酸鹼鹽：清潔用品研發人員

氧化還原：金屬表面處理人員

有機化合物：食品工程師

力與壓力：土木工程師

相關職業種類多



直線運動：航空駕駛員

力與運動：營建構造人員

功與能：工具機操作人員

基本電路：電機工程師

電流與磁：電子通訊工程師

高科技產業界的最愛！

相關職業種類多



生活智慧王

生活中處處是科學
已知沖泡牛奶的最適溫度為40~600C
，超過600C將會破壞營養成分。家中
熱水瓶供水溫度為1000C，冷水壺的
溫度為200C。欲調配600C的水180
c.c.來沖泡牛奶，則需
要熱水、冷水各多少？

Q24



洗手台的字遇水放大，類似
何種光學儀器與作用原理？

（A)凹面鏡，會聚 （B)凸面鏡，發散
（C)凸透鏡，會聚 （D)凹透鏡，發散

Q23



Q22

此建築類似何種光學儀器與原理？
建築缺失：朝南的這一面牆

英國摩天大樓

（A)凹面鏡，會聚 （B)凸面鏡，發散
（C)凸透鏡，會聚 （D)凹透鏡，發散

英國摩天大樓.mp4


（A)傳導 （B)對流 （C)輻射

飛機窗戶抽真空

Q16可以隔絕那些熱量的散失？



 地球人未來想探測(移民)火星？

 金星太熱(表面460oC)，氣體CO2為主，溫
室效應強烈

 火星雖大氣層稀薄，但有固態水，可能有
生命現象

火星探測器

人類發展（移民火星，溫室效應）

Q15



如何讀自然？

會考的趨勢？



能力等級 108年自然科 109年自然科

精

熟

A++ 52-54 52-54

A+ 50-51 50-51

A 46-49 47-49

基

礎

B++ 38-45 39-46

B+ 31-37 31-38

B 20-30 20-30
待

加

強

C 0-19 0-19

錯8題以內

錯34題以內

錯7題以內

錯34題以內

會考能力等級 總題數：54題

要拿A++只能錯2題



歷年會考各科試題分布與出題數

各 冊
題 數

107年 108年 109年
各科
題數

7上生物 7題 7題 8.5題
14-15題

7下生物 7題 7題 7題

8上理化 10題 10題 8題
19-25

8下理化 9題 15題 11.5題

9上理化 6題 5題 6題
7-9題

9下理化 3題 2題 2題

9上地科 9題 8題 8題
11-13題

9下地科 4題 3題 3題

跨科考題

八年級理化
約佔一半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必考



新聞：109年會考自然

計算題明顯減少
(僅3題，難題只有1題)

觀念的重要性拉高
(理解題>記憶題)

全卷有39題都放圖表

計算題僅3題創新低

答題更仰賴實驗室經驗



實驗題有11題，注重實作精神

出現很多「生活情境素養題」

顯著展現108課綱的精神

跨科考題，整合不同學科概念

新聞：109年會考自然



基本圖表判讀

長條圖

控制變因法



能與點燃的線香發生化學反應的
氣體百分率之總和，約為多少？

圓餅圖

(百分比)

基本圖表判讀

(108會考)Q14



用心做實驗
了解原理！

熟記結果！



實驗操作題
小瑩想以量筒量取30.0 mL的溶液，虛
線箭頭所指的位置為量筒中目前已量取
的溶液體積。小瑩使用下列哪一種器材
裝取溶液後，再加入量筒內，最能避免
體積超出3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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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實驗題注重科學方法

上升溫度 (oC)

加熱時間 (分)0      1       2       3

2

4

6

過原點斜直線

橫軸(操縱變因)：加熱時間

縱軸(應變變因)：上升溫度

控制變因：相同的酒精燈

實驗記錄：訓練基本繪圖能力

Q7

成正比Q5



實驗題注重科學方法
座標x,y軸與操作變因的關係
將A、B兩物質以相同的酒
精燈加熱，得到溫度與時
間關係如右圖，
若A、B兩物質均為水，
則何者質量較小？

比較性質的題型：相同前提才能比較
相同加熱時間下：質量愈小，

水溫度變化愈大

Q13



基礎觀念
請認真聽



109會考-聲波的特性 (基礎觀念)

(  )樂譜上常用f、p 等力度
記號來表示樂曲在此處的音量
(響度)大小應該如何變化，此
類力度記號與聲波的下列何種
特性最相關？
(A)波長 (B)波速
(C)頻率 (D)振幅

Q12



109會考-原子的屬性(純記憶題型)
(  )右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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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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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



化學式為化學的基礎，不背就看不懂！

右圖為地球地表附近乾燥

大氣組成百分率圖，根據

此圖，關於大氣氣體的組

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單原子組成的氣體分子，約占78.1％

(B)以雙原子組成的氣體分子，約占99.0％

(C)以單原子組成的氣體分子，約占 0.1％

(D)以雙原子組成的氣體分子，約占79.1％

N2

O2
Ar

其他氣體
Q20 (108會考)



有機物？無機物？

含碳元素的物質，大多為有機物

不含碳元素的物質，為無機物



108會考-有機物的判別(基本觀念)

市售防曬霜依其阻擋紫外線的原理

，分為物理性和化學性兩種。物理性防
曬霜的主要成分為二氧化鈦(TiO2)或
氧化鋅(ZnO)；化學性防曬霜的主要
成分為柳酸酯(C15H22O3) 或肉桂酸酯
(C18H26O3)，均為酯類。根據上述，
判斷物理性和化學性防曬霜的主要
成分分別屬於有機或無機化合物？

Q21



108會考-有機物的判別(基本觀念)

(A)物理性和化學性皆屬於有機化合物

(B)物理性和化學性皆屬於無機化合物

(C)物理性屬於有機化合物，化學性屬
於無機化合物

(D)物理性屬於無機化合物，化學性屬
於有機化合物

會考常有結合生活物質與新聞時事等議題。

別害怕沒看過的題型。

掌握基礎概念，其實沒考很難！



不死記公式
基本定義
單位、代號

記熟！



成正比、成反比

理解分數中分母與分子的
定義是什麼？

公式



密度的基本定義

)(

)(
   D   

)(

)(

3cmV

gM
=

=
立方公分體積

公克質量
密度

D

M
VVDM

V

M
D === 或或

1cm3

1cm3

1cm3

代號
方便性

不用全部死背
X

Density Volume

Mass

代號為英文第一個字母大寫



109會考-密度的計算
( )取一質量10kg材質均勻的合金，
將其分成兩塊，其中一塊製成一個
邊長為10cm的實心正立方體，另一
塊製成一個質量為2kg的實心球，則
此實心球的體積應為多少？
(A)200 cm3 (B)250 cm3

(C)4000 cm3 (D)5000 cm3

10-2=8kg

密度D= =8g/cm3

Q19

實心球體積V= =250cm3



公式-成正比的概念
甲、乙、丙三條完全相同
的彈簧。甲彈簧無懸掛物
品。乙彈簧懸掛重量為
W1公克重的砝碼，丙彈
簧懸掛重量為W1公克重
及W2公克重的砝碼。請
判斷W1：W2應為下列何
者？
(A)1：2 (B)2：1 

(C)2：3 (D)3：2 

根據虎克定律：
彈簧所受外力與伸長量成正比，
所以W1 : W2＝ 2 : 1。

Q6



ff2f

2f

鏡前 鏡後
平
行

凸透鏡成像



107會考題
-透鏡成像

( )右圖為小芸作凸透鏡成像觀察的實驗

裝置圖，凸透鏡的焦距為10 cm。她將原本

擺放在甲區的蠟燭，移至丙區的位置，若

她想觀察移動位置後蠟燭所成的像，則以

下列哪一個方式進行最可能達成目的？

Q4



(A)將紙屏移動至丁區，找尋蠟燭所成的像

(B)將紙屏移動至己區，找尋蠟燭所成的像

(C)將紙屏移動至甲區或乙區，找尋蠟燭所

成的像

(D)移除紙屏，由丁區、戊區或己區以眼睛

透過透鏡觀察蠟燭所成的像



( )小華從凸透鏡與

凹透鏡中任意選擇一

個透鏡，利用選擇的

透鏡進行透鏡成像實驗，將蠟燭放在距離透

鏡左側6cm處，他無論如何調整紙屏的位置

，都無法清晰成像於紙屏上，改以眼睛由紙

屏端經透鏡望向蠟燭，觀察到正立縮小的蠟

燭像。

109會考題-透鏡成像

Q3



109會考題-透鏡成像

若仍使用此透鏡，且將蠟燭

移動至距離透鏡左側 13 cm

處，則此時所觀察到的蠟

燭像其性質應屬於下列何者？

(A)正立縮小的像 (B)正立放大的像

(C)倒立縮小的像 (D)倒立放大的像



109會考題-溶解度
( )圖(十一)是甲、乙兩種物質的溶解度與溫度之關係圖。

曉明依據此資料進行溶解度實驗，在各裝有10g水的

X、Y兩杯中，分別加入甲、乙兩種物質，過程中水

未蒸發減少，且溶液的溫度維持40°C，如圖(十二)

所示。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曉明觀察到的結果？

(A)兩杯都有沉澱

(B)兩杯都無沉澱

(C)X杯有沉澱，Y杯無沉澱

(D)X杯無沉澱，Y杯有沉澱

Q18



109會考題-溶解度
( )圖(十一)是甲、乙兩種物質的溶解度與

溫度之關係圖。曉明依據此資料進行溶

解度實驗，在各裝有10g水的X、Y兩杯

中，分別加入甲、乙兩種物質，過程中

水未蒸發減少，且溶液的溫度維持40°C，

如圖(十二)所示。下列何者最可能是曉

明觀察到的結果？

Q18

(A)兩杯都有沉澱

(B)兩杯都無沉澱

(C)X杯有沉澱，Y杯無沉澱

(D)X杯無沉澱，Y杯有沉澱



不要把理化當數學念！
 會考注重觀念理解，不喜歡繁複計算

 理化用到的數學都很基本

 通常不超過三步驟以上的數學。

（數學不好所以讀不好理化？）

 結合複雜數學的題目不需算太多

 只練數學而盲目帶公式，易變成反射動作。

 會考不喜歡考坊間參考書內容，重生活經驗，

故理解重於過多的演練。



108課綱的第一屆-素養題
素養題強調生活應用。

會考題型幾乎都是創新而沒看過，
但都考很基本的“觀念”而已。

不要讓自己成為機器人。

忌死記題型，或者一味把理化當
數學唸，將頭腦複雜化，反而簡
單觀念全無，考簡單的反而想太
多易錯。



閱讀為基礎
 會考題70分鐘考54題，平均1題1.3分

鐘。素養題強調生活情境，描述清楚
時題目內容就會很長。

 “閱讀理解”以及找出“關鍵線索”。

 有些人的閱讀習慣是走馬看花，只看
頭尾不看中間，關鍵線索沒有讀到。

 學會畫關鍵字，有些類似閱讀測驗題，

答案就在文章中！

你是否能掌握讀題關鍵？



化學反應：原子不滅定律

+ +→

反應物 生成物

x

Q17



會考-閱讀理解能力-找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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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至少含C和N
題目說X含OH原子團

X至少含C,N,O,H這4種元素

Q9~10



上述農民「使用其他方式」，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在竹筍生長處覆蓋透明塑膠布，每日陽光較弱時採收
(B)在竹筍生長處覆蓋透明塑膠布，每日陽光較強時採收
(C)在竹筍生長處覆蓋黑色塑膠布，每日陽光較弱時採收
(D)在竹筍生長處覆蓋黑色塑膠布，每日陽光較強時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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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跨科考題-地科結合地理 (109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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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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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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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月(農曆15日左右)
月亮18:00升起，06：00落下

18:006:00

Q1



107會考題-月相的觀察
孝全在整理家中相簿時發現一張過去拍攝的
月亮照片；照片背後有關於拍攝時間地點的
紀錄，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當時月亮所在的
方向？

(A)頭頂正上方 (B)南方地平線附近
(C)東方地平線附近 (D)西方地平線附近

滿月左右

Q24



不要太早放棄理化
 理化單元很多，如：聲，光，熱，電...

等。但每個單元間關聯性不會太大。

 即使在某些單元沒學的很好，並不太會
影響另一個單元的學習。

 化學與地科也有很多純粹記憶的內容。

 理化用到的數學也很簡單。

 放棄了這一科，非常可惜。

 會考拿到C可以選擇的學校變少，要考
前幾志願的人，更是不能拿B。加油！



段考，模擬考，會考前該如
何準備呢？
 將內容與基本觀念全部讀一遍，不懂

的去請教老師，同學。

 不要執著在一堆考卷裡寫錯的，結合
複雜數學的難題，不要讓恐懼與緊張
氣氛充斥而喪失信心。

 會考前看複習講義的公式集錦，將每
個公式的基本定義搞懂。

 複習講義的實驗總整理必看，考很多！



複習講義
公式集錦

實驗總整理



訓練思考能力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

課中、課後多拋出問題。

多訓練思考能力，不死記題型。



將科學融入校園生活



不要丟課本、習作、講義

九年級時的複習講義，
內容是統整與精簡過的。

複習時看到不懂的地方，
翻閱以前的教材，喚回
最熟悉的記憶。



國中理化都是科學的概論
內容豐富，有限的時間要教完，

趕課也是在所難免。

理解、記憶、運算，你必須多花
心思在這一科。

強化自信，適時肯定自己，勇於
戰勝自我！

善用師長與同儕力量。

考卷確實訂正，不懂的一定要問！



相信學校老師的專業
 會考通常不只考課本內容，有經驗的

老師都會補充課內延伸內容。

 認真聽講、勤作筆記、相信老師的專
業，絕對足夠準備會考。

 不要自以為是，已經學過就不聽課，
你真的完全懂了嗎？

 觀念重於複雜計算。

 別斷章取義，而不練習理化基礎計算，
平時紮根很重要！



理化老師的小叮嚀
升九年級的暑假，用心讀生物

把握僅一次的複習機會

強化自己的軟實力

增強閱讀理解能力，找關鍵字

相信理化老師專業

踏實地扎穩根基，認真聽觀念講解

考前不要執著在複雜計算的理化考
題，讓自己慌了手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