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七美國小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一次定期評量試卷 
六年甲班  座號         姓名：           得分： 

 

一、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22分 

1.(     ) 空氣中的水會以液態、氣態、固態等不同形態呈現

的主要原因為何？ ○1 所在位置不同 ○2 形成時間

不同 ○3 地形差異 ○4 溫度改變。 

2.(     ) 寒假時小羲和家人到合歡山旅行，小羲在山上不可

能觀察到下列哪一個現象？○1 夜晚氣溫降低時，葉

片邊緣結了霜○2 天空飄下白白的雪花○3 沒有雲的天

空，降下傾盆大雨○4 日出時，看到壯觀的雲海。 

3.(     ) 下列四位小朋友正討論著大氣中與水有關的天氣現

象，哪一位小朋友說錯了？ ○1 小澤：「雪是地面

氣溫很低時，從天空降下的透明小水滴。」 ○2 小

衡：「雨是飄浮在空中的灰塵聚集變大、變重而降

落地面，是透明無色的。」 ○3 小瑜：「晴朗無風

的夜晚，當氣溫夠低時，水蒸氣會凝結在車窗玻璃

上變成露。」 ○4 小彤：「霜通常出現在寒冷冬季

的高山上。」 

4.(     ) 天氣冷時，張開嘴巴呵氣會產生許多白煙，白煙的

產生和下列哪一種天氣現象形成的原因類似？ ○1

起霧：空氣中的水蒸氣冷卻凝結成小水滴，飄浮在

地面附近 ○2 下雪：雲中的冰晶降落到地面而沒有

融化 ○3 下雨：飄浮在天空中的小水滴聚集成大水

滴，降落到地面 ○4 結霜：夜晚氣溫接近或低於 0

℃時，地面附近的水蒸氣附著在低於 0℃的物體表

面，直接變成冰晶。 

5.(     ) 在「模擬霜的形成」實驗中，下列哪一項敘述關於

實驗各步驟所模擬的自然現象是錯誤的？○1 杯子是

模擬自然界中的冰冷物體表面○2 冰塊加食鹽是為了

使杯子的溫度低於 0℃○3 杯子外面產生的白色冰晶

是模擬自然界中的霜○4 食鹽是模擬自然界中的雪。 

6.(     )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

知處。」(唐‧賈島‧《尋隱者不遇》)。請問這首詩

中，哪一個人實際遇到了「霧」的天氣現象？ ○1 與

童子對話的人 ○2 師父 ○3 童子 ○4 賈島。 

7.(     ) 下列哪一種例子是熱脹冷縮現象的應用？ ○1 把生

雞蛋煎成荷包蛋 ○2 揉捏黏土塑成造型娃娃 ○3 在

凹陷的乒乓球表面持續沖熱水，使球殼復原 ○4 米

飯煮熟時會變軟。 

8.(     ) 夏天騎腳踏車可是一件非常「熱人」的事情，下列

散熱的方法和原理，哪一個是正確的？ ○1 穿薄外

套可以吸收身體的熱量 ○2 女生將頭髮綁起來，可

以增加身體散熱的面積 ○3 騎快一點可以減少太陽

熱輻射的吸收 ○4 戴太陽眼鏡可以減少熱透過傳導

對眼睛的傷害。 

9.(     ) 下圖是利用同一個空錐形瓶以及留有一段顏色水的

玻璃管瓶塞，放入不同溫度的甲、乙水盆中，觀察

物質體積變化實驗的結果，下列哪一項敘述不正

確？ ○1 顏色水位置的高低變化主要是由於水盆熱

脹冷縮造成的 ○2 乙盆中的水溫比較低 ○3 將乙盆

的錐形瓶放回甲盆中，玻璃管中的顏色水又會上升 

○4 這個實驗證明空氣體積會因為溫度影響而改變。 
甲.            乙. 

   

10.(     ) 在寒冷的天氣泡溫泉，不但能讓身體更加溫暖，也

能舒緩疲勞。溫泉水為什麼能維持一定的溫度呢？ 

○1 太陽熱輻射造成的 ○2 上方受熱的泉水上升

後，一直保持在上方 ○3 泉水一直是熱的 ○4 下方

受熱的泉水上升，上方較冷的泉水同時下降，不停

循環流動。 

11.(     ) 小廷跟爺爺到廟裡燒香，看見香爐裡的煙不斷往上

飄，這是什麼原因？ ○1 只要是白色的空氣都會往

上升 ○2 廟裡的人太多使煙往上擠 ○3 香爐的煙

是熱的空氣會往上升 ○4 線香產生的煙比較濃郁。 

二、 依照題目回答下列問題：每格 2分，共 48分。 

1. 小軒把三杯等量且等溫的熱水放入自製的保溫裝置（編號

Ａ、Ｂ、Ｃ）中，等待 20 分鐘後再次測量水溫，並記錄成

下表。 

 

裝置 

項目 
Ａ Ｂ Ｃ 

開始時的 

水溫（℃） 
90 90 90 

20 分鐘後的

水溫（℃） 
80 85 75 

  
(1) 由紀錄表可以發現，編號（       ）裝置保溫效果最好； 

編號（       ）裝置的保溫效果最差。 

(2) 小軒準備的保溫裝置如下，請你將裝置名稱跟編號配對： 

○1 編號（       ）是沒有蓋子的鐵盒。 

○2 編號（       ）是有蓋子的塑膠盒。 

○3 編號（       ）是有蓋子的保麗龍盒。 

2. 小新找到了一本他小時候寫的日記，其中一天寫到：「今

天的氣象報告上，看到臺灣上空出現了一排藍色的牙齒，

它咬著臺灣，並且滴著冷冷的口水。後來它走了，我卻冷

得發抖。」 

請依據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1）請你推測當天通過臺灣上空的是什麼鋒面？ 

    （                            ） 

（2）這種鋒面通過期間和通過後，臺灣天氣有什麼變化？ 

① 通過期間：（                            ） 

② 通過後：（                            ） 

3. 下圖是山坡上的農場，圖中有人、牛、羊、大樹等動物、

植物。請依照圖中的情景回答問題。 
 

 
(1)天上的雲是水蒸氣冷卻形成的，上圖中的哪些地方有水

可以蒸發成水蒸氣呢？ 

大樹：（                ）、 

牧童：（                ） 

(2)請從上圖中的雲開始，寫出一個完整的水循環。 

雲(降落）（     ）匯聚成（     ）受

到蒸發變成（     ）受冷凝結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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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情況哪些變化是屬於物質受熱後，性質沒有改變，形

態可以復原的變化？請在（ ）中打；哪些是屬於性質改

變，而且無法復原的變化？請在（ ）中打╳。 

(       )A. 條狀熱熔膠受熱熔化，冷卻後變成其他形狀。 

(       )B. 玉米粒受熱後，變成爆米花。 

(       )C. 木材燃燒後，變成灰燼。 

(       )D. 麵糰加熱後，變成饅頭。 

(       )E. 水餃煮熟了 

(       )F. 奶油加熱會熔化 

(       )G. 雞蛋加熱變荷包蛋 

5. 小炫在寫今天的日記，其中一段寫到：「今天清晨時，我

打開窗戶，看見窗外綠葉紛紛穿上了一件件薄薄的白衣，

想必是昨晚寒冷，辛苦的水精靈怕小葉子凍著，為它們一

一穿上的吧！但或許是太累了，精靈們忘了幫大地蓋上棉

被。」 

○1 小炫日記中描述窗外綠葉紛紛穿上一件薄薄的白衣，這裡

的白衣可能是水蒸氣凝結成的（                   ）。 

○2 根據小炫日記描述，推測當時季節可能是（       ）季。 

○3 根據小炫日記描述，推測當天的氣溫可能(請填高於/低於)

（       ）0℃。 

三、 科學閱讀：每題 3 分，共 30 分。 

1. 下列短文是小新的日記，請仔細閱讀並回答問題： 

日期：10/8(二)  天氣：晴天 

我在學校，天氣晴！整天坐在教室看風景！我今天心血

來潮，觀察教室的環境和擺設，發現教室外有很多綠色植

物，教室內則有很多比人還高的鐵櫃，有幾個紙箱也疊得很

高，擋住了一部分的窗戶。平常早上陽光從教室東邊的窗戶

照射進來時，老師會把綠色的窗簾拉上遮住陽光。 

現在已經 10 月了，還是會出現 35 度左右的高溫，偏偏

今天教室上方窗戶是關著的，感覺更悶熱。大家坐立難安，

無法專心，即使教室上方的風扇不停轉動，老師也另外開了

幾臺電風扇，但是我的腦袋依然聽不進老師講課，真想要坐

在涼蓆上，一邊吹冷氣，一邊吃冰淇淋啊！ 

(1) 看完小新的日記，發現教室的環境和擺設似乎會影響室內

通風，請從短文中找出下列熱的傳播方式的敘述，並寫

在括號中： 

○1 傳導（                                        ）  

     ○2 對流（                                        ） 

     ○3 輻射（                                        ） 

2. 閱讀「二十四孝－王祥臥冰求鯉」的故事，回答下列問題： 

王祥，瑯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

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繼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侍

侯，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臥在冰

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繼母食後，果然病

癒了。 

(1)(     ) (     ) 王祥解開衣服躺在冰上，冰會融化，

可能是因為以下哪兩項原因？ 

A.熱從溫度低的地方傳向溫度高的地方 

B.熱從溫度高的地方傳向溫度低的地方 

C.熱對流的原因 

D.熱傳導的關係 

E.熱的輻射現象 

3. 雷射光造雨技術 

瑞士 日內瓦大學的研究人員以一種名為「雷射輔助水凝

結」的技術，在瑞士隆河上空藉由雷射製造出雨滴。 

這項方法是將雷射光束射向潮溼的空氣中，藉以產生硝酸

粒子，以吸收水分子並阻止其蒸發，進而結合成雨滴。該校物

理學家卡斯帕里安表示，利用雷射造雨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因

為目前雷射能產生的水分子僅限於微米大小(1微米=0.0001公

分)，「要真的形成降雨，應該要大十倍或一百倍。」 

利用雷射光束造雨比在空中噴灑化學物質造雨具有更多優

點。雷射易於瞄準，可持續發射，也可以自由控制開關，更容

易評估其效果。此外，人們無須在空中噴灑大量的碘化銀（在

人造雨時充當冰晶核的物質）。 

(      )(1)依據文章所述，目前雷射造雨所產生的水分子是幾

公分？ ○1 0.0001 ○2 0.001 ○3 1 ○4 10。 

(2)依據文章所述，雷射造雨技術現在能否用於實際的造雨？

（      ）（請填能或不能） 

(3)依據第二題回答，請提出文中敘述支持你的回答： 

（                                            ） 

4.  無人機探空技術 

近年來，美國、澳洲、日本和臺灣，有一些研究人員在進

行無人飛機探測颱風的研究。他們利用無人駕駛的小飛機，以

電腦遙控的方式，讓飛機載運氣象觀測儀器，飛入暴風圈內，

進行溫度、溼度、風向和風速的觀測，再將取得的資訊與氣象

衛星等獲得的數據綜合起來，進行分析研究，希望能更正確的

預報颱風行進方向和降雨量，以減輕可能造成的損失。 

臺灣執行無人飛機探空觀測實驗多年，西元 2005 年 10 月，

終於在龍王颱風侵臺前穿越颱風眼，締造全球首次成功紀錄，

且在颱風中心上下盤旋觀測達半小時之久，取得颱風眼結構的

第一手資料。 

在一般人印象中，颱風眼是無風無雨區的區域，但從這次

的觀測證實，颱風眼內還是有一些小漩渦，風速從每秒 3 公尺

至 20 公尺不等，相對眼牆外是弱風區，並非全然無風，且溫度

比牆外約高 2℃。 

（  ）(1)哪一個國家的研究人員首次以無人飛機取得颱風眼

結構的第一手資料？ ○1 日本 ○2 美國 ○3 臺灣 

○4 澳洲。 

（  ）(2)利用無人飛機載運氣象觀測儀器，飛入颱風的暴風

圈內，主要進行哪些項目的觀測？ ○1 雲狀和雲量 

○2 颱風眼的大小 ○3 暴風圈的範圍 ○4 溫度、溼度、

風向和風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