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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會考自然科的試題分為生物、理化、地科

三部分，有時也會跨科整合試題，搭配表格比較

、圖形判讀與實驗流程等多元概念的呈現，因此

須具備基礎概念的整合與活用能力，以及比較相

關線索進行推論的能力，才能在眾多資訊中整理

出清晰的思路，獲得佳績。

專有名詞不死背  但要理解熟悉
自然科是最重視「實做」的一科，在國小階段

以探索、活動為主，到了國中就出現很多專有名

詞與抽象概念，歷屆大型考試考的都是這些重要

概念，因此每個單元都必須澈底弄清楚。有些單

元的知識是下個新單元的「先備知識」，沒弄懂

，下個單元也學不來。

很多人誤以為自然科「不需要背」。其實，「

記憶」對自然科是必須，但是「死背」無效。雖

然考試不直接考記憶，但是對於試題提供的式子

、專有名詞，如果不熟悉，很難看懂題目要問什

麼。所以重要的專有名詞、化學式、定理等還是

要背，但不需要逐字背，重要的是記憶之後的理

解與應用。例如 110 年自然科會考題第 48 題，

仔細比較圖表中數據的變化，即可選出最佳答案

（C）若要撲殺甲蚊，選擇 X 牌殺蟲劑較 Y 牌殺

蟲劑有效！因為根據生物科演化章節所學的基本

概念，原本具抵抗力的族群存活下來，經過繁殖

，使抗殺蟲劑基因留存，因此可以判斷出正確答

案為（C）蚊子族群中有個體的變異，因此少數

蚊子原本就具有抵抗力。

別再算了！ 
搞懂基本觀念更重要 

會考衝刺系列

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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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要明白實驗步驟及目的
生物科各章節的實驗，必須明白每個實驗步驟

的目的。實驗中會用到的化學藥品，需要跟理化

的觀念結合。生物考題趨勢不再是偏重記憶，而

必須明白各章節的重點概念，分析歷年會考的生

物考題，每個單元都會出題，因此必須釐清各個

觀念，並且留意課本重點、圖表分析，以及實驗

中重要步驟的操作與目的，包含：（1）細胞（2

）酵素（3）植物構造與生理（4）動物的循環、

感應與排泄（5）遺傳（6）演化（天擇實驗）及

生物分類（7）生態與環保。

理化重知識靈活運用  結合時事
理化試題著重訊息的判讀，知識的靈活運用。

在讀課本的理論知識時，要能反思生活中哪個部

分會用上。許多生活的議題皆與理化相關，建議

可以跟著新聞來複習理化概念。實驗題是近幾年

的熱門趨勢，為了因應新課綱與探究教學，無論

課本的探索活動、示範實驗或正式實驗，以及前

後相關課文，都應有所準備。例如：110 年自然

科會考題第 46 題：根據本文，「柔珠」屬於下列

何種物質 ?（A）天然聚合物（B）合成聚合物（C

）碳水化合物（D）無機化合物。你會發現題目中

有表示聚乙烯由乙烯（C2H4 ）聚合而成，因此可

以輕易推斷出答案為（B）合成聚合物。而 47 題

考的是聚合物結構 > 分子結構 > 原子結構的概念

，故正確答案為（A）碳原子 < 乙烯 < 柔珠。

地科得分關鍵  圖表判讀占八成
地球科學的熱門考題有以下幾個要點，（1）地

質：板塊運動與地震（2）天文：四季與公轉、月

相與潮汐（3）大氣：氣團與鋒面、天氣變化（4）

水文：地下水、洋流。因疫情的緣故，天然災害

與全球變遷不納入大考範圍，故地下水和水循環

的出題機率大為提升。地科的考題中，圖表判讀

約占了八成，因此理解題目和判讀圖表是地科得

分的決勝關鍵，準備時，務必將觀念和圖表進

行統整。此外，即使是單純文字敘述的題目，

也可能需要自行作圖判斷。

先寫素養題  以時間換思考空間
素養題有愈來愈多題目結合圖表，答題時要

先確認圖表縱座標、橫座標所代表的意義，再

去分析圖形曲線的變化，然後找出相應的變化

關係，判斷它們是同步增加或相互抑制。以專

業術語來說，就是找出控制變因、操縱變因，

以及相應變因之間的相對關係，才容易解出正

確答案。

素養題需要花時間研判，建議拿到題本後先 

作答。如不能立即判斷出答案，可先跳過，最

後再回來作答。作答時先閱讀子題的問題敘述

，再回頭找題幹，會找到相類似的句子，答案 

往往就在上下句的敘述中。例如 110 年自然科 

第 50 題 ：小敏複製「茶包天燈」的科學實驗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小敏想探討的關係？依據

題目中的表 ( 十一），你會發現數據要求是灰

燼最大飛行高度與茶包長度，進而推論小敏想

探討的是（C）灰燼最大飛行高度與茶包長度

的關係；你再繼續作答第 51 題：根據本文，若

小敏在向同學說明「茶包天燈」成因後，想要

再舉一個科學原理相同的例子，則下列何者最

合適 ? 詳讀文章內容，則可以推測出（B）冷

氣機裝在房間較高處為最佳答案。 ( 完整試題

請參考「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市面上多款強調去角質、深層清潔的柔珠洗面乳，內含的「柔珠」就是
塑膠微粒。這些微粒的主要材質是聚乙烯，顆粒直徑大小為 0.01 mm ～
1.0 mm，使用後會經由汙水處理系統進入河川與海洋。
國際期刊文獻提及，這些塑膠微粒會吸附數種有機汙染物，且可能在海
洋中經由浮游生物的攝食，進入食物鏈而危及生態，因此許多地區開始
立法禁用塑膠微粒。

聚乙烯由乙烯 (C2H4) 聚合而成
小敏複製網路上「茶包天燈」這個科學實驗，其流程如圖 ( 二十四 )
所示。她在無風的環境進行實驗，當實驗進行到最後，茶包燃燒後的
灰燼會飄向空中，如同一個小天燈。小敏認為此現象的成因應該與熱
對流有關，茶包上方的空氣受到加熱而上升時，周圍的冷空氣遞補而
形成熱對流，茶包灰燼因重量很輕而受到空氣的帶動飄向空中。

圖 ( 二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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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榮為了研究 X 牌、Y 牌殺蟲劑對不同種類蚊子存活數量的影響。他先把
甲、乙兩種蚊子都分成兩組，並放置在四個相同的封閉環境中，每種蚊子
分別噴灑 X 牌或 Y牌殺蟲劑，之後記錄存活蚊子的數量，存活的這些蚊子
還會再繁殖，因此每隔一個月都重新噴灑一次殺蟲劑並記錄，三次的實驗
結果如表 ( 十 ) 所示。 表 ( 十 )

蚊子
種類

甲蚊

乙蚊

殺蟲劑
廠牌

X 牌

Y 牌

X 牌

Y 牌

第一次噴灑前的數量
( 隻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存活的蚊子數量 ( 隻 )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35 143

406

57

62

705

2404

109

128

25

30

80

請注意考試時間和答題時間的配置，盡量將

題目的所有選項都看完後再決定答案，比較不

容易因大意而失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