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6 期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 素養導向評量 

 
題幹 鹽是人類生活中重要的物質，臺灣四面環海，在西南沿海一帶因氣候條

件特殊，於三百多年前就開始利用太陽的能量來獲得粗鹽，此方法稱為

曬鹽法。曬鹽法的過程是將海水引入開發平坦的鹽田後，利用太陽光的

熱量，將海水經過蒸發、濃縮，最後結晶產生粗鹽。 

臺灣鹽田的曬鹽過程如附圖： 

 

問題一 在曬鹽的過程中，我們所採用的物質分離方法，主要包含了沉澱與結

晶，此兩種分離法，利用的是物質的哪一種性質？ 
答案（評分

準則） 
編碼 1：溶解度 
編碼 0：無關或不合理答案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Ab-Ⅳ-4物質依是否可用物理方法分離，可分為純物質和混合物。 

Ca-Ⅳ-1實驗分離混合物：結晶法、過濾法與簡易濾紙色層分析法。 
學習表現 tr -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試題概念與

分析 
本題請學生將所學習的科學知識與題目進行連結，推測其背後可能的科

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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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石膏是一種礦物名，又稱硫酸鈣，可以從鹽湖或潟湖的沉積物中提取，

請問石膏在曬鹽過程圖中哪一階段產出？ 
答案（評分

準則） 
編碼 1：小蒸發池或第二階段 
編碼 0：無關或不合理答案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Ca-Ⅳ-1實驗分離混合物：結晶法、過濾法與簡易濾紙色層分析法。 
學習表現 tr -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連

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導與他人的差異。 
試題概念與

分析 
本題要求學生由提供的資訊中，依據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

後可能的科學理論。 

問題三 曬鹽過程中，海水引入大蒸發池，5 天後再到小蒸發池，這兩個階段都

是利用地勢高低落差，讓濃度高的海水順流到蒸發池，但小蒸發池到結

晶池階段，特別用抽水裝置將濃度高的海水提升至地勢高處，試說明這

樣做的原因可能為何？ 
答案（評分

準則） 
編碼 1：合理答案從海水引入後到結晶池階段需耗時 10 天，此時濃度高

的海水相對成本較高，耗費能源將其抽到地勢高處，可降低海水漲退造

成的損害風險。若在大蒸發池或小蒸發池階段就將大量海水抽到高處，

這樣耗費的能源和成本太高。或其他合理答案 
編碼 0：無關或不合理答案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Je-Ⅳ-1 實驗認識化學反應速率及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本性、溫度、濃

度、接觸面積與催化劑。 
Je-Ⅳ-2 可逆反應。 

學習表現 tr -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試題概念與

分析 
本題要求學生能由提供的資訊中發現事件的意義，將習得的知識連結

後，推測其背後可能得解釋，並提出證明進行回答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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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曬鹽有四個基本條件，一是需有久晴高溫的氣候；二是適當比例的黏土

和砂土；三是平坦靠海的地形；四是海水濃度高的滷源。從圖中可發

現，在不同的月份，曬鹽產量有所落差。 

(1)請問造成此差異的可能原因為何？ 

(2)承上題，如果要驗證你的想法，還需要蒐集那些資料？ 

答案（評分

準則） 
編碼 1：合理答案 
第一個問題： 
(1) 根據背景知識回答：在 6 月到 9 月間，臺灣為颱風季節，降雨量大，

天氣不符合「久晴高溫」中「久情」的條件。 
(2) 根據背景知識與題目提供的資訊判斷：曬鹽的四個基本條件，除了第

一項「久晴高溫」之外，其他三個條件都不可能每個月大幅的變化。 
(3) 其他合理答案 
第二個問題： 
提及應蒐集可以推論曬鹽地區各月份雨量變化，蒐集當地每月平均降雨

量或是降雨日數。 
其他可以合理推論曬鹽地區各月份是否「久晴高溫」條件之資料 
編碼 0：無關或不合理答案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Ca-Ⅳ-1實驗分離混合物：結晶法、過濾法與簡易濾紙色層分析法。 

學習表現 tr -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

性。 
試題概念與

分析 
本題要求學生由提供的資訊中發現事件的意義，依據資料數據顯示的相

關性，推測其背後可能的解釋，並提出證明該解釋所需的進一步資料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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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將波美計放入溶液中，得到的度數叫波美度(°B’e)，波美度是表示溶液濃

度的一種方法。 

波美計底端有許多小鉛球，利用固定的重量與被測液體浮力到達的平衡

來測出實際鹽度。請說明為什麼測量浮力的儀器可以用來測量溶液（如

鹽水）的濃度？ 

答案（評分

準則） 
編碼 1：合理答案 
(1) 明確提及浮體所受浮力為排開溶液體積（或沒入溶液體積）乘

以溶液密度，且密度與濃度有關。 
(2) 其他合理答案。 
編碼 0：無關或不合理答案 

核心素養 自主行動－系統性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Eb-Ⅳ-7物體在靜止液體中所受浮力，等於排開液體的重量。 
學習表現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的，並依據

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試題概念與

分析 
本題要求學生由提供的資訊中，依據資料數據顯示的相關性，推測其背

後可能的科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