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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檢查桌上器材與下列器材清單是否相符】 

 

器材名稱/規格 數量 

橡皮筋(不可剪開) 3 條 

油黏土 1 團 

小礦泉水瓶 1 瓶 

砝碼(10 克) 1 個 

砝碼(20 克) 2 個 

砝碼(50 克) 2 個 

長尾夾(中型) 2 個 

A4 白紙(可任意使用) 2 張 

剪刀 1 把 

細棉線(縫衣線) 1 捲 

粗棉線 1 段 

膠帶(透明膠帶，寬約 2cm) 1 捲 

支架(一般用，附直角夾及 30cm 長之橫桿) 1 座 

夾鏈袋(中) 1 個 

直尺(長 30 公分，最小刻度 1mm) 1 支 

透明燒杯(500ml，裝水約 400ml) 1 個 

【上列器材不一定全部用到，若有缺失，請立即反應】 

【測驗結束後，器材請回復原狀】 

【請將答案整齊地寫在答案卷上，否則不予計分】 

 

 

 

 

 

 

 

 

 

 

 

 

 

 

 

 

 

考試開始後，請先檢查試題卷(共5頁)、答案卷(共4頁) 

是否有缺頁或漏印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3學年度科學班甄選 

實驗實作【物理科】器材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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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利用橡皮筋測量物體重量】 

一、實驗說明： 

  我們可利用彈簧受力產生形變，來測量力的量值。如下左圖所

示，在光滑水平面上將物體連接至彈簧上，當彈簧長度等於原長時(即

彈簧形變量�⃗�為零)，物體所受彈性力為零，這個位置稱為平衡點。用

手將物體拉離平衡點，就會感受到與位移相反的彈性力�⃗�： 

�⃗� = −𝑘�⃗� 

  上式中�⃗�是彈簧的形變量，負號指出彈性力�⃗�與形變量�⃗�的方向相

反，所以也稱為回復力。而關係式中的比例常數k，稱為該彈簧的彈性

常數，與彈簧的材質與形狀有關。此關係式最早由科學家虎克發現， 

故稱為虎克定律。需留意只有在比例限度內， 如下右圖所示，彈性力

的量值與形變量成正比，方適用虎克定律。而橡皮筋也有類似彈簧的

彈力特性，因此在某些拉伸範圍內也可利用虎克定律來測量橡皮筋的

彈力大小。 

 

     
 

二、請利用桌上的器材，依據以下實驗步驟，完成實驗表格及圖表： 

步驟1：用棉線將橡皮筋懸吊在支架橫桿上，橡皮筋下方用棉線固定長

尾夾(夾住夾鏈袋)，並在夾鏈袋內放入一個50克砝碼，記錄此

時的橡皮筋長度，訂為”原始長度”。 

【注意】橡皮筋共3條，實驗時不可剪開橡皮筋，一次只能使用1條橡皮

筋，其餘2條為備用，若3條皆毀損則不再補發。 

 

步驟2：依序在夾鏈袋中，放入外加砝碼10(gw)、20(gw)….、

100(gw)，記錄下不同重量的外加砝碼之橡皮筋長度。 

【注意】請重複變更配重及測量，確認橡皮筋已達穩定的拉伸長度。 

步驟3：將橡皮筋長度記錄於答案卷的表格內，計算橡皮筋伸長量(相對

原始長度)、彈性常數k。（力的單位請使用公克重gw） 

步驟4：請依據實驗數據，畫出外加砝碼重量F(gw)−伸長量x(cm)圖形

之數據點。 

【注意】x軸為操縱變因，y軸為應變變因，記得寫單位，否則將扣分 

步驟5：長尾夾下保留夾鏈袋與50克砝碼，拿掉所有外加砝碼，再將外

加黏土用棉線懸掛在長尾夾上，記錄此時橡皮筋長度，計算橡

皮筋伸長量(相對原始長度)，及增加的彈力。 

步驟6：將懸掛的黏土完全浸入燒杯的水中，記錄此時橡皮筋長度。 

步驟7：利用橡皮筋的伸長量變化，計算黏土的質量、體積、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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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利用重心的特性測量物體重量 】 

一、實驗說明： 

  水平直線上有兩個質點，其重量分別為𝑊1與𝑊2，位置則為𝑥1與

𝑥2。系統的重心位置𝑥𝐺定義如下：對任一參考點O而言，將各質點的重

力力矩加總，恰好等於重力合力作用於重心處𝑥𝐺的力矩。以雙質點系

統來說，𝑊1𝑥1 +𝑊2𝑥2 = (𝑊1 +𝑊2)𝑥𝐺，可解出重心位置為： 

𝑥𝐺 =
𝑊1𝑥1 +𝑊2𝑥2
𝑊1 +𝑊2

= (
𝑊1

𝑊1 +𝑊2
) 𝑥1 + (

𝑊2

𝑊1 +𝑊2
)𝑥2  

 

 

  由上式可知，重心位置𝑥𝐺可視為各個質點以其重量比例（質點重

量除以總重量），乘以質點所在位置，加總所得的位置平均值。根據重

心的定義，各質點重力力矩的和，等於重力合力作用於重心處的力

矩。若是將參考點取在重心處（或通過重心的鉛垂線上任一處），重力

合力造成的力矩為零（因為力臂為零），因此各質點重力對重心(參考

點)的力矩和也等於零。 

     

 

二、請利用桌上的器材，依據以下實驗步驟，完成實驗表格及圖表： 

步驟1：利用棉線懸掛礦泉水瓶，找出礦泉水瓶重心位置與瓶底的距離 

【注意】礦泉水瓶重量已超過橡皮筋彈性限度，請勿直接將礦泉水瓶懸

吊在橡皮筋下方，橡皮筋會被拉壞。 

 

步驟2：設計一個測量礦泉水瓶重量的方法，並在作答區畫出實驗配置

示意圖，請務必註明清楚圖中畫的各物件名稱，否則將扣分。 

【注意】礦泉水瓶重量已超過橡皮筋彈性限度，請勿直接將礦泉水瓶懸

吊在橡皮筋下方，橡皮筋會被拉壞。 

步驟3：請寫出測量的步驟，並寫出測量數據及計算過程，算出礦泉水

瓶的重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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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理論試題】 

一、下圖(一)為一列橫波在 t＝0.6s 瞬間的波形，下圖(二)為這列波通過期間 

P 點（x＝6 cm）從 t＝0s 到 t＝1.5s 間振動位移 y 對時間 t 之函數圖，則： 

 

1. 該列波形的速度(含方向)為何？[3%] 

2. 請畫出 x＝2cm 處的質點，從 t＝0s 到 t＝1.5s 間振動位移的 y-t 函數

圖。[4%] 

 

 

二、不同頻率的光在不同介質中，會具有不同的光速，進而造成光的折射現

象。當光在不同介質間傳播時，光速愈快，光線與法線的夾角(即入射角

或折射角)會愈大。請依光的折射原理回答以下問題： 

1. 如圖(一)所示，有一觀察者自玻璃下方觀察上方的光源S。請在答案卷

上畫出光自光源S發出，透過玻璃進入眼睛的光線路徑。[2%] 

  
 

 

2. 承第1題，此觀察者看到的光源S成像位置，較可能位於圖(二)的哪個

位置上？(A) S  (B) S1  (C) S2  (D) S3  (E) S4  。[2%] 

3. 有一道由兩種單色光所組成的可見光

射入玻璃所製成的三稜鏡中，經過三稜

鏡後會分離為a光與b光，如右圖所示。

若將分離之a光與b光分別進行下表的

物理量比較，其大小關係分別為何？請

將兩種光各物理量的大小關係填入下

表空格中。(可填入之大小關係：a>b、

a<b、a=b、無法判斷)  [每格2%]  

物理性質 
真空中 

光速 

玻璃中 

光速 
頻率 

真空中對相同透鏡 

的焦距 

大小關係     

 

 

三、如圖(一)電路中，7個電阻均為R，已知AB間等效電阻是指，當電流由A

點流入B點流出或B點流入A點流出時，電流所經過的電阻總和。 

     

1. AC間等效電阻為CD間等效電阻的幾倍？[4%] 

2. 若將CD間的電阻改成不計電阻的導線，如圖(二)所示，則AC間等效

電阻為R的幾倍？[4%] 

 

 

 

圖(二) 
圖(一) 圖(二) 

a

b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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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滑輪、彈簧、細繩三者皆不計質量，設重力加速度  g＝10 

m s2⁄ ，質量為 2 kg 及 1 kg 的物體以細線連接跨於滑輪兩側，

滑輪以力常數為 500 N m⁄ 的彈簧懸掛於天花板。 

1. 請列出兩物體的受力與加速度的關係式，計算出細繩張力

為多少N？[5%] 

2. 請計算出彈簧的伸長量為多少cm？[3%] 

 

 

 

五、如圖所示，有一不計質量的彈簧垂直立於桌面上，小

球由彈簧上方A點靜止釋放後，過程中不考慮任何阻

力，小球會落下至彈簧上端B點，接觸彈簧後繼續往下

壓縮彈簧，最終將彈簧壓縮至最低點C。在最低點C時，

因小球受到彈性力大於重力，所以會再由C點向上彈

到B點，最後回到A點，小球會在A、B、C三點間持續

往復運動。根據虎克定律，小球受到的彈性力與彈簧

形變量成正比，且方向相反，也知彈簧彈力位能與形

變量平方成正比。 

小球由C到B的上彈過程中，其速度、加速度、重力位能、彈力位能均會

隨時間變化，請在以下空格中填入變化的情形。(可填入之敘述：增加、

減少、不變、先增加後減少、先減少後增加、無法判斷等) [每格2%] 

過程 C 到 B 

速度量值(大小)  

加速度量值(大小)  

重力位能  

彈力位能  

 

 

 

 

六、有幾位學生在討論物體若放在傾斜角逐漸增加的粗糙斜面上，究竟會先

翻倒還是會先滑下的問題，試回答下列問題： 

 

1. 說明物體在斜面上翻倒的原因為何？[2%] 

2. 說明物體在斜面上滑下的原因為何？[2%] 

3. 今有一個長、寬、高各為 50 cm、50 cm、100 cm 之長方體均勻木塊，

以如圖的方式放在木板面上(木塊的長寬面與木板接觸)，木塊與板面

間之靜摩擦係數為 0.55，當木板傾斜角 θ 逐漸增大時，木塊是先翻倒

還是先下滑？請說明原因。 

【提示：靜摩擦係數是兩接觸面間最大靜摩擦力與正向力的比值，該

係數大小與接觸面間粗糙程度有關】[3%] 

 

 

 

 

 

 

 

 

 

 

 

試題到此結束!! 

50cm

100cm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