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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試題一
1. 俊南做一個實驗來探討水的溫度如何影響一個粗鹽樣本溶於水

所需的時間。

•

• (a)答題紙上已列出俊南所做實驗的六個步驟（以英文字母A 至F
• 表示）。把這些步驟按它們在實驗中出現的正確次序排列。
• （已完成了首個及 後一個步驟。） (1分)
•
• (b)除了水的體積和粗鹽樣本的質量，俊南還需要把實驗哪些
• 變項保持不變？寫出一個這樣的變項。 (1分)



• (c)下圖顯示俊南做實驗時所做的一些筆記：

• 以數據表的方式來展示俊南所得到的結果。 (2分)
• (d) (i) 繪一線圖來顯示 (c) 中數據的關係。 (3分)
• (ii) 從所繪的線圖，估算一個1.5 g 的粗鹽樣本需用多
• 少時間才完全溶於60 cm3溫度為35 oC的水中。 (1分)
• (iii) 就俊南所做的實驗，給出一項結論。 (1分)
• (e) 提出為什麼在80oC重複該實驗，所得結果會不理想。(1分)



哪些變項保持不變？學生表現
• (b) 除了水的體積和粗鹽樣本的質量，俊南還需要把實驗哪
• 些變項保持不變？寫出一個這樣的變項。

• 建議答案：
• 攪拌速度。
• 粗鹽的大小/類型/牌子。
• 水的類型例如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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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變項保持不變？學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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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表
• (c)下圖顯示俊南做實驗時所做的一些筆記：
• 以數據表的方式來展示俊南所得到的結果。 (2分)

• 建議答案：
• 水的溫度

(oC)
溶解時間

(s)
溶解時間
(min.)

20 112 1.87 
30 80 1.33 
40 60 1.00 
50 48 0.80 
60 4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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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24.1%)

418 (16.1%)

277 (10.7%)

135 (5.2%)

130 (5.0%)

119 (4.6%)

69 (2.7%)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單位位置不適當；數據沒有處理

正碓答案（單位位置適當/ 數據正確）

沒有作答

錯誤表格/圖表/圖表；不完整的數據

正碓答案（單位位置不適當/ 數據正確）

正碓答案（單位重複/數據正確）

沒有標題（或標題不完整）

單位位置不適當/單位重複/ 數據有些錯誤

「數據表」學生答案

人數



例子：

（單位重複，數據正確）

（單位位置不適當，數據沒有處理）



（沒有標題或標題不完整）

（錯誤表格）



討論「數據表」學生答案
• 部份學生不明白「數據表」是甚麽方式，用不適合的圖表例如：
直方圖、餅形圖及線圖方式顯示。

• 標準答案是要求學生利用表列方式將實驗數據列出，要有適當標
題顯示這行數據為自變量，那行數據為因變量(依變項) ，標準是
首行為自變量，次行為因變量，列表上每一行的數據組成為一組
的數據對，例如：温度和時間的數據可組成數據對。

• 每行數據的標題都需加上國際單位制單位的符號，以表達量度的
數據是甚麽物理量，例如：温度（C）和時間（s）。一般的方
法是：標題加上單位，其後的數據不需要重複加上單位。填上表
格內的數據也需要作適的處理，例如：1 min 52 s可轉化為112 s
或1.87 min後才填上。



線圖
• (d) (i) 繪一線圖來顯示 (c) 中數據的關係。 (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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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線圖」要點
繪畫線圖有三部份要處理：

在方格紙上
• 標籤（x）軸和（y）軸。
• 標度（x）軸和（y）軸。
• 標示（x ， y）數據；繪畫曲線圖。



「標籤（x）軸和（y）軸」學生表現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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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度（x）和（y）軸」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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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其中一個坐標軸上的標度不均等）

（其中一個坐標軸上的標度被壓縮）



（時間軸的標度反順序）

（時間軸的標度反順序及直接複製數據表）



「（x， y）曲線圖」學生表現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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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曲線圖」學生答案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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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19.9%) 

416 (16.0%) 

234 (9/0%) 

142 (5.5%) 

115 (4.4%) 

91 (3.5%) 

79 (3.0%) 

65 (2.5%) 

64 (2.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曲線圖以直線段連接相鄰的數據點

所有或部份數據點錯誤

曲線圖正確及連接所有數據點

沒有繪畫曲線圖

繪畫的曲線圖連接到原點

用一條直線圖連接所有數據點

錯誤以其他圖形代替曲線圖

繪畫的曲線圖連接到y軸; x軸

有數據點但沒有繪畫曲線圖

其他錯誤



例子：

（用一直線圖連接所有數據點） （用直線段連接點與點）



例子：

（用一直線圖連接所有數據點）

（繪畫的曲線圖連接到原點）（衹標示數據點而沒有曲線圖）



（錯誤以其他圖形代替曲線圖）

（其他錯誤）



繪畫線圖要點
• x和y軸要有標籤及標示國際單位制(SI)單位。一般是用x軸顯示自變量

數據，y軸顯示因變量數據。英文用 “Plot dependent variable (along 

vertical axis) against independent variable (along horizontal axis)” 。

• x和y軸要有標度，用適當比例盡用方格紙的尺度標示出實驗數據對。

• 當所有數據對都標示在方格紙上，如果數據在x和y軸的坐標是正確標

示，方格紙上圖表將可展現自變量（x）和因變量（y）的關係，例如

是正比還是反比的關係。 後要決定用直線還是用曲線串連所有數據

點，繪畫出自變量（x）和因變量（y）的關係線圖。



討論「繪畫線圖」學生答案
實驗是探討水的溫度如何影響一個粗鹽樣本溶於水所需的時間。

自變量是水的溫度，因變量是粗鹽樣本溶於水所需的時間。

學生一般有如下的錯誤：

• 不知道用x為温度軸和y為時間軸。這顯示部份學生分不清楚自變
量是温度還是時間，不認識自變量和因變量的概念；以及x用作
自變量軸，y用作因變量軸。

• 忘記在x和y軸上加適當標籤及單位。例如：x軸記錄水的温度
（C）而y軸記錄在某水温時粗鹽樣本溶於水所需的時間（s）。

• 忘記在x和y軸要有標度及比例，盡用方格紙的大少繪畫關係線
圖。部份學生用不均勻、過大或過小的比例標度，也有一些學生
在y軸的等格線上直接標上不均等的時間數據值。



討論「繪畫線圖」學生答案
• 在自變量（x）和因變量（y）的軸上應該用遞增方式作為
標度。但部份學生在x（温度）或y（時間）軸上誤用遞減
方式作為標度。

• 學生需要在方格紙上畫點「」號以標示數據對在x和y軸上
的位置。從它分佈在方格紙上的形狀，可觀察出自變量
（x）和因變量（y）的關係，例如：正比或反比的關係。
部份學生忘記畫出點號，也有部份學生標示的點號是錯誤
數據（坐標）。



討論「繪畫線圖」學生答案
• 畫上點「」號在方格紙後，需要畫上曲線以顯示出x和y的
變化關係。畫線有很多方法，例如：用直線連接點與點，
或用曲線連接點與點。部份學生錯誤理解x（温度）和y
（時間）的變化，誤用 佳直線方式繪畫線圖。

• 線圖應該只包括數據值界限內的方為有效，但部份學生錯
誤外推線圖超越已量度的數據值界限外，例如用直線把第
一點的數據和原點連接，或第一點的數據和y軸連接，或
後一點的數據和x軸連接。

• 部份學生錯誤用直方圖或餅形圖代替線圖。



估算溶解時間
• (d) (ii) 從所繪的線圖，估算一個1.5 g 的粗鹽樣本需用多
• 少時間才完全溶於60 cm3溫度為35 oC的水中。 (1分)

• 建議答案：
• (ii) 70秒。
• （接受66秒
• 至74秒的答案）

0

20

40

60

80

100

120

10 20 30 40 50 60 70

溶
解

時
間

(s
)

水的溫度 (oC)



「估算溶解時間」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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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論」學生表現
• (d) (iii) 就俊南所做的實驗，給出一項結論。 (1分)

• 建議答案：

人數 %

水的溫度越高，粗鹽的溶解時間越短/快/少 1006 38.8

較高的水溫加速了粗鹽的溶解（速度） 1165 44.9

其他不相關的（或不正確的）答案 277 10.7

沒有作答 144 5.6



例子：

其他不相關的或不正確的答案 –



討論「實驗結論」學生表現
標準答案：
（一）增加水的温度會減少粗鹽樣本溶於水所需的時間；
（二）增加水的温度會增加粗鹽樣本溶於水的速度。

• 大部份學生可以寫出標準答案。
• 但部份學生祗寫「高温影響粗鹽樣本溶於水的時間」，
「不同温度的水令可溶性物質溶化的時間不同」。顯示出
部份學生沒有利用x（温度）和y（時間）的關係線圖，以
較高階思考，得出量化兩個變數的變化關係。使用一些量
詞「快/少/短/低」有討論空間：比較以下倆句，是否有可
能誤解句子的原意。

• 「水的温度愈高，粗鹽溶於水的時間愈短/少/快/低」；及
• 「水的温度愈熱，粗鹽溶於水的速度愈快」。



「提出為什麼在80C重複該實驗… 」學生表現

(e) 提出為什麼在80oC重複該實驗，所得結果會不理想。(1分)
• 建議答案：
• 溶解時間非常短，導致時間測量會有很大的誤差。
• 由於熱量流失很大/快，因此很難穩定地將水溫保持在

80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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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為什麼在80C重複該實驗… 」學生答案

693 (26.7%)

690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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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完整（太快溶解並沒有說出誤差）

其他不相關的（或不正確的）答案

因蒸發/沸騰令水量減小

沒有作答

測量結果與60C的只有很小差異

概念錯誤

溶解時間非常短，導致時間測量有大的誤差

熱量散失很大/快，很困難將水溫保持在80C

不需要重複實驗（已經在20-60C獲得了關…



例子：
因蒸發／沸騰令水量減小

答案不完整（太快溶解而沒有說明誤差）

錯誤概念

其他不相關答案



討論「提出為什麼在80C重複該實驗… 」學生表現

• 一般S2及S3學生是沒有實驗誤差和熱損耗（熱散失）和熔融曲
線的概念，因此大部份學生都不能夠寫出標準答案。

• 錯誤答案顯示部份學生不理解公平測試，例如「因為重複一次
後，便不是一個公平的測試」；公平測試是：測試時每次只會更
改一個因素（變項），同時保持所有其他條件相同。

• 部份學生缺乏實驗誤差概念，沒有指出如果量度的時間愈短，準
確度會愈少（誤差愈大）。例如：水温增加令粗鹽溶於水所需的
時間減少（較快/很快/很短），不能比較（難計時），但沒有指
出太快的溶解速度（很短的溶解時間），較難準確量度時間數
據。



討論「提出為什麼在80C重複該實驗… 」學生表現

• 發現部份學生誤解（誤用）一些科學科專有名詞及有錯誤
概念。例如：溶解（dissolving）和熔融（melting），溶點
（不存在的名詞）和熔點（melting point）等。

• 部份學生錯誤認為「80C的水接近粗鹽的熔點，粗鹽會很
快熔化」。

• 更有部份學生錯誤認為「80C的温度會破壞粗鹽的分子結
構」。



討論「提出為什麼在80C重複該實驗… 」學生表現

• 部份學生認為80C的水接近水的沸點，水加快蒸發，令水
份減少，影響結果。

• 部份學生錯誤認為80C會令水變為飽和溶液，不能再溶解
更多的粗鹽。

• 有些學生誤認為80C和60C温度所得的結果會後接近，沒
有必要再量度。



完結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