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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

物理考科

臺中一中   吳溪泉 老師

　　100 年指考物理科試題內容可謂四平八穩，平易近人，沒有特殊艱難的問題，也沒有

繁雜的數學計算，有記憶性（一般物理知識）的問題（如 15 題），大部分是具有思考性、

簡單計算的問題，也有深具挑戰性的複雜思考問題（如 21 題），一般來說，難易度應該是

中間或中間偏易。

　　物理科試題分布均勻，重點偏重在近代物理（占 11 分）、功與能（占 18 分）、靜力

學，轉動沒有命題，高二必修物理共占 47 分，高三選修物理共占 43 分，實驗占 10 分（屬

於波動），若含實驗選修物理的分量占 53 分，必修物理占 47 分，可見命題分布是相當均

勻的。依 95 課綱順序，命題分布及配分如下表：

課　別 命題分布 配分∕題目

壹、物理：47 分

一、靜力學 0

二、運動學 0

三、牛頓運動定律 3 分，5

四、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之應用 9 分，3，4，6

五、轉動 0

六、萬有引力定律 3 分，7

七、功與能 18 分，8，a，非選二

八、碰撞 3 分，9

九、流體的性質 3 分，q

十、熱學 8 分，2，s

貳、選修物理：43 分	

（若含實驗共 53 分）

一、波動 3 分，1

二、聲波 0（若含實驗：10 分）

三、幾何光學 6 分，q，w

四、物理光學 3 分，e

五、靜電學 6 分，u，i

六、電流 6 分，r，p

一、綜合評析一、綜合評析

二、試題分布及配分二、試題分布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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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修物理：43 分	

（若含實驗共 53 分）

七、電流磁效應 3 分，o

八、電磁感應 5 分，d

九、近代物理 11 分，t，y，f

十、現代科技簡介 0

參、 實驗 10 分，非選一

　　大部分試題難易適中，一般考生均能做答，但要考高分也不容易，有些題目有陷阱，

誘答性很高，容易誤入歧途，有的題目牽涉很多觀念，思考起來很複雜，茲舉數例如下：

1	第 21 題：這是物理觀念結合日常生活很好的考題，坊間課本、參考書，北、中、南模

擬試題都常常出現，但大部分都是考摩擦力的方向，本題卻是考作功，能量與動量的問

題，確實是一題創新的好題目。B腳踏車行進時要保持等速很困難，會時快時慢，要保

持系統的動量守恆是很困難的；CD作功的選項沒有問題，一般考生均能正確解答，但

筆者提些問題，讓看官們想想吧！

1	騎腳踏車的動能是由地給車輪的摩擦力作正功所提供嗎？

	 （錯，是腳肌肉內力作功轉變成動能）

2	如何在最短距離內把車停住？

	 （1是兩輪同時鎖死？（錯）2點煞：即煞—放—煞—放⋯⋯？3先煞前輪再煞後

輪？4先煞後輪再煞前輪？⋯⋯想想看吧！）

2	第 6 題：此題可經由計算求出正確解答（參閱試題解析），但這必須有良好的數學基礎

才能算出 P2
-m2g2t2

=m2v0
2 是一條雙曲線，又須有正確的物理觀念 t>0，P 為正值才能

正確選戊這條雙曲線。一般考生可藉由簡單物理觀念（p=mv）與正確邏輯推理，可在

丁、戊之間猜出正確答案。猜法如下：1 t=0 時，p=mv0，故甲、乙錯；2隨著時間 t 

增加，p 也逐漸增加，但 p 是慢慢增加（即 p-t 圖的斜率較小，選戊），若 p 急速增加

（即 p-t 圖的斜率較大，選丁）；3考生應能判斷 p 隨 t 慢慢逐漸增加，故應選戊這條

曲線；4至於丙：p丙=mv0+mgt，當 t → 9 時 mv0 可忽略，∴p b t，即 t 很大時，p-t 

才成直線（即戊之雙曲線的漸近線為直線）。

3	第 8 題設計的誘答性很高，題目設計的非常好：

1	誤認為 U=mgh 的考生會算出 
R
2

 選B。

2	粗心的考生算出最高點距星球中心為 2R。

3	細心的考生會注意到距星球表面的距離是 R。

4	第 14 題：用刪去法找答案：本題初看之下很難判定答案，可用刪去法找到正確答案！

A超導體在常溫下不存在。B絕緣體電阻很大。C導體電阻很小，但由題意知溫度升

三、試題特色三、試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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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

	 阻下降可判知甲為非金屬。D純鍺的電阻=
1

5000
*1000 kW=200 W，故判斷應為摻有

	 雜質的半導體。

　　今年的命題方式已經趨向合理化，去除了煩雜的計算（如 99 年指考非選第一題），也

降低了記憶性題目的數量（今年只有第 15 題），大部分都是簡單的知識應用、邏輯推理，

只要一些簡單的公式計算都可得出正確的答案。筆者認為這是一份不錯的題目。

　　未來物理命題趨勢也是趨向基本物理觀念的應用，簡單的邏輯推論。命題的重點仍在

力學和電磁學，例如今年力學占 47 分，電磁學占 20 分，兩大領域就占 67 分，近代物理內

容不多，但命題占 11 分，所以考生只要好好把握重點：力學、電磁學、近代物理，把內容

讀熟，觀念想通，要考高分實在不難。至於要讀哪些教材呢？近年來指考的命題依據是教

育部公佈的課程綱要，從來沒有超出課綱過，也沒有偏坦哪一教科書版本，所以只要熟讀

某一版本的教科書，把觀念弄通，把前因後果弄懂，多做些練習題，行有餘力，做些考古

題，指考要考高分應已足矣！	

四、試題走向四、試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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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80 分）

一、單選題（60 分）

說明：	第1題至第p題，每題 5 個選項，其中只有 1 個是最適當的選項，畫記在答
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得 3 分，未作答、答錯、或畫記多於 1 
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	一條長度為 5.0 m、兩端固定的繩上所形成的駐波，其示意圖如圖 1。此駐波是
由波形相同，但行進方向相反的二波重疊而成，此二波的波長為何？

	

	 圖 1

	 A 1.0 m	 B 1.5 m	 C 2.0 m

	 D 2.5 m	 E 3.0 m

	 答 案 	C

	 出 處 	選修物理（上）：一、波動，6駐波

	 測驗目標 	理解（駐波的意義）

	 解 析 	形成駐波時，相鄰兩波節（腹）之間距為 
l
2
=

5.0 m
5
　∴l=2.0 m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62 頁第 14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54 頁主題 17。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48 頁第 9 題、第 51 頁非選擇題第一題。

2	下列有關熱的敘述何者正確？

	 A當兩物體接觸時，熱量一定由溫度高的物體流向溫度低的物體

	 B互相接觸的兩物體在達到熱平衡後，一定含有相同的熱量

	 C溫度高的物體比溫度低的物體一定含有更多的熱量

	 D物體吸收熱量之後，其溫度一定會升高

	 E熱容量的因次與能量的因次相同

	 答 案 	A

	 出 處 	物理（下）：十、熱學

	 測驗目標 	理解（了解溫度、熱的基本性質）

臺中一中  吳溪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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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析 	A正確。B達熱平衡，溫度相同，熱量不一定相同。C溫度高，含熱量

	 	 不一定多。D相變化時，吸收熱量但溫度不升高。E熱容量的因次：

	 	
能量

溫度
，與能量因次不同。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26 頁第 12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48 頁主題 15。

3	一個物體掛在彈簧下，如圖 2 所示。當物體沿鉛直方
向振動時，其質心位置的最高點為甲，最低點為戊，

且物體的質心在甲點時，彈簧的長度大於其自然長

度。在振動過程中，彈簧作用在此物體上的力在哪一

點最小？

	 A甲

	 B乙

	 C丙	 圖 2
	 D丁

	 E戊

	 答 案 	A

	 出 處 	物理（上）：四、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之應用，5簡諧運動

	 測驗目標 	應用（虎克定律的應用）

	 解 析 	由虎克定律：F=kZx，在甲位置彈簧伸長量 Zx 最小，故作用力最小。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7 頁第 3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 頁主題 1、第 21 頁主題 6。

4	假設繫住高空彈跳者的繩索可近似為質量可忽略的理想彈簧，而空氣阻力亦可忽

略。一彈跳者甲自高處鉛直落下，最後以頻率 f 作上下的小振幅簡諧振盪。若換
成一個體重為甲的 2 倍之彈跳者乙，以同一繩索重覆相同的過程，則乙最後作簡
諧振盪的頻率為下列何者？

	 A 2f	 B Q2f	 C f	 D 
f
Q2
	 E 

f
2

	 答 案 	D

	 出 處 	物理（上）：四、動量與牛頓運動定律之應用，5簡諧運動

	 測驗目標 	應用（簡諧運動）

	 解 析 	T=2pZ
m
k
=

1
f
　∴f b 

1
Q Wm
，m 變 2 倍，f 變 

f
Q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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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53 頁第 5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21 頁主題 6。

5	質量為 2000 kg 的轎車，原本在水平地面上以等速度前進，接著駕駛急踩煞車，
使車輪迅速停止轉動，在車輪不轉的情況下，轎車隨即減速滑行至靜止。若地面

與輪胎間的動摩擦係數為 0.4，且取重力加速度 g=10 m∕s2，則減速滑行時的加

速度量值為多少？

	 A 0 m∕s2
	 B 0.4 m∕s2

	 C 4 m∕s2

	 D 80 m∕s2
	 E 800 m∕s2

	 答 案 	C

	 出 處 	物理（上）：三、牛頓運動定律

	 測驗目標 	應用（F=ma 之應用）
	 解 析 	動摩擦力為使車減速之作用力

	 	 fk=mmg=ma ! a=mg=0.4*10=4（m∕s2）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42 頁第 4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9 頁主題 2。

6	原來靜止於高處的質點，在時間 t=0 時沿水平方向
被拋射出去，假設在其後的運動過程中僅受重力作

用，且重力加速度為定值。在質點落地前，其動量

的量值 p 隨時間 t 的變化，可用圖 3 中的哪一條圖
線來描述？

	 A甲

	 B乙

	 C丙	 圖 3
	 D丁

	 E戊

	 答 案 	E

	 出 處 	物理（上）：四、動量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分析動量與時間之函數關係）

	 解 析 	設拋出之初速為 !v0，經 t 秒之速度 !v= !v0+ !g t
	 	 ∴v=│!v│=Av0

2S+Sg S2t2

	 	 p=mv=mAv0
2S+Sg S2t2

	 	 p2
-m2g2t2

=mv0
2
=k=常數

	 	 故 p-t 為雙曲線　∵t>0，p 為正值，故選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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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易 度 	中偏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62 頁第 6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24 頁主題 7。

7	已知某行星自轉週期為 T，半徑為 R。環繞它的某一衛星之圓軌道半徑為 32R，
繞行週期為 8T。則環繞該行星運行的同步衛星，其圓軌道半徑應是多少？

	 A 16R	 B 8R	 C 4R

	 DQ8R	 EQ2R

	 答 案 	B

	 出 處 	物理（下）：六、萬有引力定律

	 測驗目標 	應用（克卜勒第三定律之應用）

	 解 析 	克卜勒第三定律 
R3

T2 =k ! 
r3

T2 =
（32R）3

（8T）2  ! r=8R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71 頁第 7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27 頁主題 8。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12 頁第 12 題、第 43 頁第 16 題。

8	一個半徑為 R、沒有大氣的星球，在其表面處的重力加速度為 g。若由該星球表
面以 v=Qg WR 的初速，垂直向上發射一個沒有推進力的物體，則此物體上升的最
高點與星球表面的距離，為下列何者？

	 A 
R
4
	 B 

R
2
	 C R

	 D 
3R
2
	 E 2R

	 答 案 	C

	 出 處 	物理（下）：七、功與能，4力學能守恆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力學能守恆）

	 解 析 	力學能守恆：Ek+U=E=定值

  
1
2

 m（QgWR）2
+（-

GMm
R
）=-

GMm
r
　

	 	 ∵g=
GM
R2 　∴r=2R

	 	 距星球表面距離 h=r-R=R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80 頁第 8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33 頁主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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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圖 4 所示，水平光滑桌面上的甲球向右等
速滑行，過程中無滾動，接著與靜置於桌邊

的乙球作正向（面）彈性碰撞。碰撞後兩球

各自落於水平地面上，落地過程中兩球僅受

重力。已知甲、乙兩球半徑相同，質量分別

為 2m 及 m，落地點與鉛直桌邊底部的水平

	 距離分別為 P 和 Q，則 
P
Q

 之值為何？	 圖 4

	 A 2	 B 1	 C 1／2	 D 1／4	 E 1／8

	 答 案 	D

	 出 處 	物理（下）：八、碰撞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正向彈性碰撞與自由落體）

	 解 析 	正向彈性碰撞 v18=
m1-m2

m1+m2
 v1，v28=

2m1

m1+m2
 v1

  v甲=
2m-m
2m+m

 v=
1
3

 v，v乙=
2*2m
2m+m

=
4
3

 v　∴
v甲
v乙
=

1
4

	 	 桌高 h 相同，落地時間 t，t=
2h
g

 相同

  P=v甲‧t，Q=v乙‧t　∴
P
Q
=

v甲
v乙
=

1
4

	 難 易 度 	中偏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97 頁第 9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39 頁主題 12。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25 頁第 18 題、第 26 頁非選擇題第一題、	

第 97 頁非選擇題第一題、第 110 頁非選擇題第二題。

0	X、Y、Z 三根上方開口的垂直管子，	
管內半徑之比為 1：2：1，底部由一
水平導管連接成連通管，注入水後以

質量可忽略的活塞封蓋著，並將質量

為 MX、MY 和 MZ 的物體依序置於 
X、Y、Z 三管的活塞上，此時三者

的液面等高。當施一外力 F 於 MX 上
	 時，X、Y、Z 三根管子的液面高度分
	 別為 h、2h 和 2h，如圖 5 所示。若水	

圖 5	 的密度為 d，重力加速度為 g，則下列
	 選項何者正確？



�0

試題解析

	 A外力 F 對 X 管液面產生的壓力為 
1
2

 dgh

	 B外力 F 對 X 管液面產生的壓力為 dgh
	 C外力 F 對 X 管液面產生的壓力為 2dgh
	 D MX：MY：MZ=1：2：1
	 E MX：MY：MZ=1：8：1

	 答 案 	B

	 出 處 	物理（下）：九、流體的性質，1靜止液體的壓力

	 測驗目標 	應用（靜止液體的壓力）

	 解 析 	管子內半徑之比為 1：2：1，截面積之比為 1：4：1
	 	 1 當液面等高時表示壓力相同

	 	 	 	∴
MXg

A
=

MYg
4A

=
MZg

A
 ! MX：MY：MZ=1：4：1

	 	 2 由帕司卡原理可知：當平衡時，連通管底部壓力相同

	 	 	 	∴
F
A
+

MXg
A

+dgh=
MYg
4A

+2dhg=
MZg

A
+2dhg　∴

F
A
=dgh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14 頁第 11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45 頁主題 14。

q、w 為題組
　　如圖 6 所示，一光束由甲介質進入乙介質，再進入丙
介質，q1、q2 與 q3 為該光束與各界面的夾角。已知丙介質
為空氣，其折射率為 1。

q	當 q1=45n，q2=60n，q3=30n 時，甲、乙兩介質的折
	 射率 n甲、n乙分別為下列何者？	

圖 6
	 A n甲=

1
Q2
，n乙=

1
Q3
	 B n甲=Q2，n乙=Q3

	 C n甲=
1
2
，n乙=

1
3
		 D n甲=2，n乙=3

	 E n甲=Z
3
2
，n乙=Q3

	 答 案 	E

	 出 處 	選修物理（上）：三、幾何光學，3折射現象

	 測驗目標 	應用（折射率的應用）

	 解 析 	司乃耳折射定律 n1 sinq1=n2 sinq2



��

物理考科

	 	 n甲‧sin（90n-45n）=n乙‧sin（90n-60n）
	 	 n乙‧sin（90n-60n）=1‧sin（90n-60n）

	 	 ! n甲=Z
3
2
，n乙=Q3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83 頁第 16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0 頁主題 19。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46 頁第 2 題、第 48 頁第 10 題。

w	若光束在乙、丙間的界面發生全反射，則 sinq1 的範圍為下列何者？

	 A sinq1N
1
Q2
	 B sinq1N

1
Q3
	 C sinq1NZ

2
3

	 D sinq1M
1
Q3
	 E sinq1M

1
Q2

	 答 案 	B

	 出 處 	選修物理（上）：三、幾何光學，4全反射

	 測驗目標 	應用（全反射）

	 解 析 	全反射的條件要 i>qc

	 	 在乙、丙界面全反射∴Q3‧sin（
p
2
-q2）31‧sin90n

	 	 在甲、乙界面折射

	 	 ∴Z
3
2
‧sin（

p
2
-q1）=Q3‧sin（

p
2
-q2）　∴sinq12

1
Q3

	 難 易 度 	中偏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83 頁第 16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0 頁主題 19。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47 頁第 6 題、第 93 頁第 6 題。

e	以波長為 l 的平行光，垂直入射單狹縫作繞射實
驗。單狹縫的上端為甲，下端為乙，如圖 7 的示
意圖所示。若圖中屏幕距狹縫極遠，且屏幕上 P 

	 點為第二暗紋，則甲、乙二點到 P 點的光程差為
	 下列何者？

	 A 
l
2
	 B l	 C 

3l
2
	

圖 7
	 D 2l	 E 

5l
2
	

	 答 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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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處 	選修物理（上）：四、物理光學，2光的繞射

	 測驗目標 	理解（單狹縫的繞射）

	 解 析 	單狹縫的光程差 P甲-P乙=
n
2

 l

	 	 第二暗紋 n=4　∴P甲-P乙=
4
2

 l=2l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99 頁第 17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3 頁主題 20。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50 頁第 14 題、第 87 頁第 9 題。

r	有兩個形狀與大小完全相同的實心圓柱體，分別由純矽與甲材質做成，下表為兩

圓柱體的溫度、電阻及施加於其兩端的電壓關係。已知在 20nC 時純矽的電阻率
約為純鍺的 5000 倍，則甲材質在常溫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圓柱材質 溫度 圓柱兩端電壓 圓柱電阻

純矽 20nC 10 V 1000 kW

甲材質 20nC 10 V 5 W

甲材質 100nC 10 V 3 W

	 A超導體

	 B絕緣體

	 C金屬導體

	 D純鍺半導體

	 E P 型或 N 型半導體

	 答 案 	E

	 出 處 	選修物理（上）：六、電流，3電阻

	 測驗目標 	知識、理解（材料的電阻）

	 解 析 	常溫（20nC）下，絕緣體電阻很大，金屬導體電阻很小，純鍺半導體的

	 	 電阻 R=
1

5000
*1000k W=0.2k W=200 W，故ABCD錯。因 R=r 

l
A
，

	 	 r=r0（1+at），由表知甲材質溫度上升，電阻下降，可知 a 為負值，
即甲為非金屬，又 20nC 時甲材質的電阻為 5 W 應是摻有雜質的半導體，
故選E。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81 頁第 24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99 頁主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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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五位同學談到他們最敬佩的科學家在近代物理上的貢獻：

甲同學說：「普朗克首提量子論，完整解釋黑體輻射能量分布的實驗結果，開啟

近代物理研究之門」

乙同學說：「拉塞福由 a 粒子的散射實驗，發現了原子核內的中子與質子，使
人類對原子核結構的了解更為深入」

丙同學說：「侖琴發現 X 射線，對近代科學的發展及醫學上的應用，貢獻極大」
丁同學說：「波耳依據德布羅依的物質波假說，提出氫原子角動量與能量的量子

化，使人類對原子結構的了解跨進一大步」

戊同學說：「愛因斯坦不但以光量子說完美解釋光電效應的實驗結果，又提出相

對論，開啟近代物理的新頁」

	 以上五位同學的談話內容，正確的為哪幾位？

	 A僅有戊	 	 B僅有甲、丙

	 C僅有甲、丙、戊	 	 D僅有甲、乙、丙、戊

	 E甲、乙、丙、丁、戊

	 答 案 	C

	 出 處 	選修物理（下）：九、近代物理

	 測驗目標 	知識、記憶（近代物理科學的知識）

	 解 析 	乙：拉塞福 a 粒子散射實驗發現原子核的存在，未發現核內有質子、中
子。丁：波耳依據德布羅依的物質波假說，提出氫原子有穩定態存在，

	 	 即 2pr=nl，njN，t=
h
r
。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57 頁第 22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87 頁主題 28。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76 頁第 12 題

y	日本福島核電廠因大地震及海嘯而產生核災變，凸顯核能發電與其安全使用在現

代生活上的重要性。23
9

5
2U 原子核吸收熱中子後產生核分裂，分裂後減損的質量轉

換成能量而可用來發電。下列有關核能基本知識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核衰變產生的 g 射線、a 與 b 粒子，穿透物質能力的順序為 g>b>a
	 B 23

9
5
2U 原子核吸收熱中子後，每次核分裂後僅可釋出 1 個中子

	 C 23
9

5
2U 原子核分裂後的碎片不再具有放射性

	 D太陽輻射的能量主要來自核分裂反應

	 E 23
9

5
2U 約占天然鈾元素中的 99%

	 答 案 	A

	 出 處 	選修物理（下）：九、近代物理，7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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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目標 	知識、記憶（原子核分裂）

	 解 析 	B 23
9

5
2U 分裂可釋出 2∼3 個中子。C 23

9
5
2U 分裂後的碎片仍具有放射性。

D太陽輻射的能量主要來自核熔合。E 23
9

5
2U 占天然鈾元素約 0.7％。

	 難 易 度 	中偏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69 頁第 23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93 頁主題 30。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79 頁第 2 題、第 89 頁第 17 題。

u、i為題組

　　有一個半徑為 10.0 cm 的金屬球體，遠離其他導體，而可將其表面的正電荷近
似為均勻分布，經測得其表面與地面間的電位差為 1.0*103 V。已知庫侖常數 
k=9*109 N‧m2∕C2。

u	此帶電金屬球在距其球心 1.0 cm 處的電場量值為多少 V∕m？
	 A 0	 B 1.0*102

	 C 1.0*103

	 D 1.0*104
	 E 1.0*105

	 答 案 	A

	 出 處 	選修物理（上）：五、靜電學

	 測驗目標 	應用（球體的電場分布）

	 解 析 	電荷均勻分布球體表面，故金屬球內無電場。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07 頁第 18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6 頁主題 21。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55 頁第 10 題。

i	此金屬球上所帶的電量大小約為多少庫侖？

	 A 1*10-4
	 B 1*10-5

	 C 1*10-6

	 D 1*10-7
	 E 1*10-8

	 答 案 	E

	 出 處 	選修物理（上）：五、靜電學

	 測驗目標 	應用（球體的變位）

	 解 析 	V=
kQ
R

 ! Q=
V‧R

k
=

1.0*103
*0.10

9*109 =1.1*10-8（C）

	 難 易 度 	易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07 頁第 18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69 頁主題 22。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54 頁第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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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圖 8 所示，一條細長的直導線與水平桌面垂直，
桌面上平放的小磁針沿桌面到導線的距離 R=10 
cm。設導線未通電流時，小磁針保持水平且其 N 

極指向北方；而當導線上的直流電流為 I 時，小磁
針 N 極與北方的夾角為 q。當 R 改為 20 cm 時，
若欲使小磁針 N 極與北方的夾角仍為 q，則導線的
電流大小必須調整成下列何者？

	 A I∕4	 B I∕2
	 C I	 D 2I
	 E 4I	 圖 8

	 答 案 	D

	 出 處 	選修物理（下）：七、電流磁效應

	 測驗目標 	應用（載流長直導線產生的磁場）

	 解 析 	載流長直導線的磁場 BI=
m0I

2pR
，設地磁水平強度為 Be，

	 	 則 tanq=
BI

Be
　∴BI=Be tanq=

m0I
2pR

 ! BI b 
I
R�

	 	 q 不變，當 R 變 2 倍時，I 亦變 2 倍。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33 頁第 20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78 頁主題 25。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70 頁第 13 題、第 87 頁第 5 題。

p	如圖 9 所示，xy 平面上有一半徑為 a 的圓形細線圈，其上的電
荷線密度 l（即每單位長度的電量）均相同。當線圈以 w 的等
角速度繞通過圓心且垂直 xy 平面的轉軸轉動時，則線圈上所
產生的電流 I 為下列何者？

	 A 
al
w
	 B alw	 C 

2pal
w
	

圖 9

	 D 
lw
a
	 E 

alw
2p

	 答 案 	B

	 出 處 	選修物理（上）：六、電流

	 測驗目標 	理解分析（電流的形成）

	 解 析 	電流定義：I：
ZQ
Zt
=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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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圈上總電量 Q=2pa‧l，繞一圈的時間 T=
2p
w

	 	 ∴I=
Q
t
=

2pal
2p
w

=alw

	 難 易 度 	中偏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21 頁第 19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72 頁主題 23。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68 頁第 6 題。

二、多選題（20 分）

說明：	第a題至第f題，每題有 5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 1 個是正確的選項，選出正
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

均答對者，得 5 分；答錯 1 個選項者，得 3 分，答錯 2 個選項者，得 1 分，
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 2 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a	某人於無風的狀態下在水平路面上沿一直線騎腳踏車。若輪胎與路面間的靜摩擦

係數大於動靜摩擦係數，則下列有關其騎車過程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以不同的等速行進時，車速愈快愈費力，主要是需要克服來自空氣的阻力

	 B如果考慮的系統包括人和腳踏車，則腳踏車行進時，系統的動量是守恆的

	 C腳踏車行進時，地面與輪胎間的正向力，對人和腳踏車構成的系統並不作功

	D腳踏車行進時，地面與輪胎間如有滑動，則動摩擦力對人和腳踏車構成的系統

並不作功

	E如果考慮的系統包括人、腳踏車和地球，則腳踏車在加速、減速時，整個系統

的力學能是守恆的

	 答 案 	AC

	 出 處 	物理（下）：七、功與能

	 測驗目標 	應用（功與能的應用）

	 解 析 	A車速愈快，空氣阻力愈大，故較費力。B腳踏車行進時不一定等速，

故動量不一定守恆。C正向力與位移垂直，故不作功。D動摩擦力對

人、車系統作負功。E力學能=動能+位能，水平路面騎車，位能不

變，車加速，動能增加，減速動能減少，故力學能不守恆。

	 難 易 度 	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42 頁第 4 單元、第 62 頁第 6 單元、第 80 
頁第 8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12 頁主題 3、第 24 頁主題 7、第 30 頁主題 
9、第 33 頁主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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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圖 10 為某生做「波以耳定律」實驗，以密閉容器內氣體壓
力 P 為縱坐標，體積 V 的倒數為橫坐標所作的數據圖，在 
1、2、3 三種不同的狀況下，得到斜率不同的圖形。若以 
n1、n2、n3 與 T1、T2、T3 分別代表三種情況下的氣體分子莫

耳數與氣體溫度，則下列有關容器內氣體狀態的敘述，哪些

	 是正確的？	

圖 10
	 A若溫度 T1=T2=T3，則氣體分子莫耳數的關係為 n1<n2<n3

	 B若溫度 T1=T2=T3，則氣體分子莫耳數的關係為 n1>n2>n3	

	 C若莫耳數 n1=n2=n3，則氣體溫度的關係為 T1>T2>T3

	 D若莫耳數 n1=n2=n3，則氣體溫度的關係為 T1<T2<T3

	 E若溫度一定，且莫耳數一定，則氣體的壓力 P 與體積 V 成反比

	 答 案 	BCE

	 出 處 	物理（下）：十、熱學，5理想氣體方程式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理想氣體的性質）

	 解 析 	 PV=nRT ! P=
1
V
‧nRT，P 與 

1
V

 之關係為直線，其斜率=nRT=定值

	 	 AB T 相同，斜率 1>2>3，故 n1>n2>n3

	 	 CD n 相同，斜率 1>2>3，故 T1>T2>T3

	 	 E 若 T、n 一定，則 P b 
1
V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35 頁第 13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51 頁主題 16。

d	一螺線管置於一固定金屬板的正上方一小段

距離處，螺線管通有電流 I，電流方向如圖 
11 所示。下列哪些情況，可使金屬板產生

逆時針方向（如圖）的感應渦電流？

	 A電流 I 及螺線管的位置均不變動
	 B螺線管不動，但其電流 I 逐漸增大
	 C螺線管不動，但其電流 I 逐漸減小
	 D電流 I 不變，但使螺線管垂直向下移動	

圖 11

	 E電流 I 不變，但使螺線管垂直向上移動

	 答 案 	BD

	 出 處 	選修物理（下）：八、電磁感應

	 測驗目標 	應用（感應電流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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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解析

	 解 析 	冷次定律：感應電流的方向是阻止磁通量變化的方向。

	 	 金屬板有逆時針渦電流即 N 極向上，故螺線管的 N 極須向下增大，故選

BD。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46 頁第 21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84 頁主題 27。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67 頁第 2 題。

f	有一光電效應實驗，以不同頻率 f 的光入射同
一金屬表面，並測量與各頻率對應的截止電壓 
VS，所得結果如圖 12 所示，若 h 代表普朗克

常數，-e 代表電子電荷，下列敘述哪些是正
確的？

	 A截止電壓 VS 對光頻率 f 的關係為一直線，

	 　其斜率為 
h
e
	

圖 12	 B截止電壓 VS 對光頻率 f 的關係為一直線，其斜率為 eh
	 C若入射光的頻率為 3*1014 Hz，則需較長時間照射方能產生光電子
	 D若入射光的頻率為 5*1014 Hz，則即使光強度很弱，光電子仍能立即產生
	E截止電壓 VS 對光頻率 f 的關係為一直線，且此直線與橫軸的交點為 f0，則該

金屬的功函數為 hf0

	 答 案 	ADE

	 出 處 	選修物理（下）：九、近代物理，3量子論的發現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光電效應）

	 解 析 	愛因斯坦光電方程式：hf=
1
2

 mv2
+ef ! hf=eVs+hf0

	 	 ∴Vs=
h
e
（f-f0）

	 	 AB	Vs-f 之關係為直線，斜率為 
h
e

	 	 C	 f<f0 ! 無光電效應
	 	 D	 f>f0 ! 有光電效應
	 	 E	功函數 ef=hf0

	 難 易 度 	中偏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257 頁第 22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90 頁主題 29。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81 頁第 8 題、第 87 頁第 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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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考科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占 20 分）

說明：	本大題共有二題，作答務必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且不得使用

鉛筆。答案必須寫在「答案卷」上，並於題號欄標明題號（一、二）與子題

號（1、2、3 ⋯）。作答時不必抄題，但必須寫出計算過程或理由，否則將
酌予扣分。每題配分標於題末。

一、	某生在物理實驗室做「氣柱的共鳴」實驗，儀器裝置如圖 13 所
示，包括鉛直豎立的細玻璃圓筒、儲水器、連通管、支架、音

叉、擊槌、橡皮筋等。細玻璃圓筒的管長約 75 cm，其上並附
有刻度尺，且玻璃圓筒的管口位置刻度為零。將頻率為 620 Hz 
的振動音叉置於管口上方，再上下移動儲水器以調整玻璃圓筒

中的水面高低，實驗上測得產生共鳴的水面刻度有三，分別為 
13.0、41.0 與 69.0 cm。

	 1	依據題目所給定的產生共鳴時水面刻度的實驗數據，在答

	 	 案卷作圖區畫出玻璃圓筒中空氣分子的位移出現波腹與波	 圖 13
	 	 節的位置，並標示其刻度。（4 分）

	 2	依據題目所給定的產生共鳴時水面刻度的實驗數據，計算當時的聲速。	

（3 分）

	 3	若使用某一音叉卻始終無法找到任何共鳴的位置，應該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3 分）
	 答 案 	見解析

	 出 處 	選修物理：實驗二、共鳴空氣柱

	 測驗目標 	應用（聲波的駐波）

	 解 析 	1	

	 	 	 	

	 	 2	（x2+e）-（x1+e）=
l
2

	 	 	 	∴l=2（x2-x1）=2（41-13）=0.56（m）
	 	 	 	 v=fl=620*0.56=347.2（m∕s）
	 	 3	若音叉頻率太低，即無法產生共鳴。

	 	 	 	若 
l
4
>l ! 無法產生共鳴



�0

試題解析

	 	 	 	
v
f
>4l ! f<

v
4l
=

347.2
4*0.75

=116（Hz）

	 	 	 	即音叉頻率小於 116 Hz，即無法產生共鳴。
	 難 易 度 	中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174 頁第 15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57 頁主題 18、第 105 頁主題實驗 2。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51 頁第 18 題、第 94 頁第 10 題。
二、有一個斜角為 q、長度為 L 的固定斜面，其底端設
有一與斜面垂直的牆面，如圖 14 所示。一個質量為 
m 的小木塊從斜面上端滑下，其初速度為零。小木

塊滑至斜面底端與牆面發生彈性碰撞，設小木塊與

斜面間的動摩擦係數為 m，重力加速度為 g。

	 1	求小木塊從斜面上端滑到斜面底端時，碰撞前瞬

	 	 間的動能。（4 分）

	 2	計算第一次碰撞牆面後，小木塊沿斜面向上滑行	 圖 14

	 	 的加速度。（3 分）

	 3	計算第一次碰撞牆面後，小木塊沿斜面向上滑行的最大距離。（3 分）
	 答 案 	見解析

	 出 處 	物理（下）：七、功與能，八、碰撞

	 測驗目標 	推理分析（能量等恆）

	 解 析 	1 能量守恆：重力位能=動能+摩擦力所作的功

	 	 	 	mgL sinq=
1
2

 mv2
+mmg cosq‧L ! Ek=

1
2

 mv2
=mgL（sinq-m cosq）

	 	 2 木塊上滑：摩擦力沿斜面向下

	 	 	 	∴F=mg sinq+mmg cosq=ma ! a=g（sinq+m cosq）↙
	 	 3 設上滑最大距離為 L8，則：Ek=Wf+U
	 	 	 	mgL（sinq-m cosq）=mmg cosq L8+mgL8 sinq

	 	 	 	! L8=
sinq-m cosq
sinq+m cosq

 L

	 難 易 度 	難

	 類 似 題 	《大滿貫復習講義‧物理》第 42 頁第 4 單元、第 80 頁第 8 單元。
	 	 《指考關鍵 60 天‧物理》第 9 頁主題 2、第 27 頁主題 9、第 30 頁主題 

10。

	 	 《指考週復習‧物理》第 41 頁第 3 題、第 107 頁第 11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