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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物理考科非選擇題參考答案  

物理考科的非選擇題評量重點為考生是否能夠清楚表達分析推論過

程，故答題時應將解題過程說明清楚。解題的方式有很多種，但考生用以

解題的觀點必須符合題目所設定的情境。若考生表述的概念內容正確，解

題所用的相關公式也正確，並得到正確答案，則可得到滿分。若考生的觀

念正確，也用對相關公式，但計算錯誤，則可獲得部分分數。本公告謹提

供滿分的參考答案以供各界參考，詳細評分原則說明，請參見本中心將於

8 月 15 日出刊的《選才電子報》。  

109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物理考科非選擇題各大題的參考答案說明

如下：  

第一題  

第 1 小題 （4 分） 

題目中的甲物體從光滑曲面下滑後，以v甲表示甲物體在光滑水平地面上，未與乙物體發

生一維正面彈性碰撞前的速度。根據力學能守恆定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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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算後得 2v gh甲  

以 'v甲、 'v乙分別表示甲、乙兩物體在光滑水平地面上，發生一維正面彈性碰撞後瞬間的

速度；m甲、m乙分別表示題目中甲、乙兩個物體的質量；v乙為乙物體發生正面彈性碰撞

前的速度，此速度量值為零。 

解法一  

由動量守恆定律與力學能守恆定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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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整理後得 

1
' 2

2
v gh甲 、

3
' 2

2
v gh乙  

因此發生碰撞後瞬間，甲、乙兩物體的速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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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  

由一維空間的彈性碰撞公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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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題目給定的各參數值，經計算整理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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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生碰撞後瞬間，甲、乙兩物體的速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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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三  

由動量守恆定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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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兩物體的正面一維彈性碰撞性質可知，不論兩物體的質量為多少，兩物體碰撞前後

的相對速度量值相同，但方向相反，因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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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題目給定的各參數值，經計算整理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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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生碰撞後瞬間，甲、乙兩物體的速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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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四  

題目中甲、乙兩物體的質心速度為
cV ，根據質心速度的定義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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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維空間的彈性碰撞公式並經計算整理後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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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發生碰撞後瞬間，甲、乙兩物體的速率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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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小題 (a)（3 分） 

當乙物體恰正向接觸彈簧，到彈簧第一次恢復至原自然長度，所花的時間 t，恰好為簡

諧運動週期 T 的一半，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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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物體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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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小題 (b)（3 分） 

應用功能定理，由彈力作功等於動能的變化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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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力學能守恆定律可以得知，當彈簧達最大壓縮量時，乙物體的動能全部轉換為彈簧的

彈簧位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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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算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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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  

第 1 小題 （2 分） 

第一項器材： 

可以形成迴路，但不會因電阻過低造成短路的器材，例如：電場形成盤、裝有可導電

之水溶液的透明壓克力水槽、鹽水槽等。 

 

第二項器材： 

可量測電流、電壓的器材，例如：三用電表、伏特計、安培計、檢流計、數位多用電

表等器材。 

 

第 2 小題 （3 分） 

步驟 1：兩探針放入電場形成盤中，固定一根探針的位置，並移動另一根探針，找出檢

流計讀數為零的探針位置並記錄之。 

步驟 2：繼續移動探針，找出其他檢流計讀數為零的數個探針位置並記錄之，接著將這

些位置點連起來，所獲得的連線即為一條等電位線。 

步驟 3：改變固定探針的位置，並重複步驟 1 與步驟 2，找出多條不同電位的等電位線。 

步驟 4：繪出垂直於等電位線的線，即為電力線，且電力線會由正電極指向負電極。 

 

第 3 小題 （3 分）                           

參考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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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小題（2 分） 

參考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