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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電壓和電流 
 

1. 下圖所示電路中的電池和燈泡都相同。 

 

 
 

(a) 哪個電路中燈泡不發亮？ B  

(b) 哪個電路中燈泡最光亮？ C  

 

2. 把三個 1.5 V 的乾電池按圖所示連接。 

  伏特計的讀數是多少？ 1.5 V   

 

 
3. 下圖所示一個串聯電路。燈泡 I 及燈泡 II 屬同類型。 

 

 
 

(a) 如果伏特計 V1的讀數是 1V，V2是 1.5V，V3的讀數是甚麼？ 

答：電池的總電壓是 1.5 3 = 4.5V，       

  所以 V3的讀數是 4.5 – 1 – 1 = 2.5V      

 

(b) 如果有 0.3A 的電流通過燈泡 I，求 A1和 A2的讀數？請簡略解釋你的計算方法。 

答：A1和 A2的讀數是 0.3 A，         

因為相同的電流通過 A1和 A2、電池和所有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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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題中，(a)至(e)連續的題目的。 

 

(a) 請畫一電路圖以表示怎樣把下列元件以串聯方式連

接起來。 

 
 

 

 

 

 

 

 

 

 

 

 

 

  

(b) 請畫一電路圖以表示怎樣用安培計來測量電路(a)的

電流。 

 

 

 

 

 

 

 

 

 

 

 

 

  

(c) 請畫一電路圖以表示怎樣用伏特計來測量電路(b)的

電壓。 

 

 

 

 

 

 

 

 

 

 

 

 

  

(d) 請畫一電路圖以表示怎樣可以在電路(c)中增加一個

電池，使燈泡的亮度增加，請將伏特計橫跨連接於

兩個電池上。 

 

 

 

 

 

 

 

 

 

 

 

 

  

(e) 把電路中的電壓增高，電流便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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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歐姆定律 
 

1. 請利用以下電路元件，設計及繪劃一電路，用來找出燈泡的電阻值(伏特計──安培計方法)。請標

出電池、安培計、伏特的正極和負極。 

 

   
 

 

 

 

2. 在右圖的電路中，燈泡 I 的電阻值是 5，燈泡

II 的電阻值是 10。若果安培計的讀數為

0.3A，求電池的電壓。 

 

答：燈泡 I 的電壓 = 0.35 = 1.5V 

燈泡 II 的電壓 0.310 = 3V  

電池的電壓 = 1.5 + 3 = 4.5V  
 

 

3.   

(a) 請將以下的電路在答案紙中繪畫成電路圖，並需在伏特計和安培計之兩旁標出正負的符號。 

 

 

 

(b) 接上題，下圖顯示在實驗中伏特計和安培計的讀數。 

 
 

1. 伏特計的讀數 =  4.7 V  安培計的讀數 =  2.4 A  

2. 燈泡的電阻值 =  4.7 / 2.4 = 1.96        (3 個有效數字) 

可變電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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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物理小測答題紙 

第一及第二課 

總分： 25 

 

得分：   

甲部 填充 (7 分) 

(a) 電壓 (b) 並聯 (c) 電流 (d) 串聯 

(e) 電阻 (f) 亮度 (g) 伏－安法  
 

乙部 問答 (18 分) 

1. (5 分) 

 
2.  

(a) (i) 1 V  (1 分) 

(ii) 3 V  (2 分) 

(b) A2 的讀數是 1.5A。因為電池、A1 和 A2 是以串聯形式接駁，因

此為有相同的電流流過 A1和 A2。          
                    (2 分) 

3.  

(a)  電路Ｃ和 E    (2 分) 

(b)  電路Ｂ     (1 分) 

(c)  電路Ａ和Ｄ   (2 分) 

 

4. 燈泡 I 的電壓 = 0.35 = 1.5V             

燈泡 II 的電壓 = 4.5 – 1.5 = 3V             

根據 V = IR，3 = 0.3R，R = 10            

燈泡 II 的電阻值是 10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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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家居用電 

 
1. 焦耳計是一個用來量度甚麼的儀器？ 

 

A. 電流 

B. 電能 

C. 電壓 

D. 電阻 

 

答：B   

2. 一個 220 V、100 W 的燈泡其電能消耗

速率為 

 

A. 100 J/s 

B. 220 J/s 

C. 120 J/s 

D. 320 J/s 

 

E. 答：A   

 

3. 市電的電壓為 220 V，如果電源的保險絲為 15 A，下列哪種情況會使保險絲熔斷？ 

 

(1) 三個額定值為「220 V，1200 W」的電熱器並聯地連接到市電。 

(2) 兩個額定值為「220 V，2000 W」的電器串聯地連接到市電。 

(3) 開啟一個額定值為「220 V，700 W」的電器，但其活線意外地接地。 

 

A. 只有 (3) 

B. 只有 (1) 和 (2) 

C. 只有 (1) 和 (3) 

D. (1)、(2) 和 (3) 

 

答：C   

  

4. 我們利用實驗方法去找出一個燈泡的電功率。實驗前，焦耳計的讀數 E1為 23400J。當燈泡開啟了 8

分鐘後，焦耳計的讀數 E2為 42600J。 

(a) 求該燈泡的電功率。 

P = E/t = (42600 – 23400) / (860)          

= 40 W                  

(b) 如果該燈泡繼續開啟多一分鐘，焦耳計新的讀數 E3應該為多少？ 

E3 = 42600 + 4060 = 45000 J           
 

5. 香港的家居電壓為 220 V，小明家中的電視機和雪櫃的電功率分別為 200 W 及 900 W。 

(a) 求電視機的操作電流 (三個有效數字)。 

I = P/V = 200/220               

= 0.909 A                  
(b) 假設電視機及雪櫃插在同一插座，計算該電插座的總電流。 

I = (200 + 900) / 220               

= 5.0 A                  

(c) 為了保護電器，我們應為該電插座安裝以下哪一個保險絲，3A、5A 還是 10A？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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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一些有用的電子元件 

 
1. 下圖中，光敏電阻器和發光二極管是以串聯的方式連接的。 

  
a) 發光二極管有什麼特性？ 

發光二極管只容許電流從單一方向流動。它在電流通過時會發光。
                      

b) 電阻器Ｒ的功用是什麼？ 

電阻器Ｒ的功用在於保護發光二極管。因為發光二極管會於大量

電流下損壞                  

c) 用強光照射光敏電阻器時，發光二極管會不會發光？會          

 

2. 在下圖的電路中，兩個紅色發光二極管是同類型的。 

 
 

a) 三個發光二極管是以串聯還是並聯的方式連接的？ 

並聯方式。                 

 

b) 哪個發光二極管不發亮？請說明原因。 

綠色發光二極管。電流是由電池的正極流向負極。但綠色的發光

二極管的方向與電流的方向相反，因此它不會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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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質量與重量 

 
設 引力常數 G 在地球的數值為 10 Nkg

-1、在月球為 1.6 Nkg
-1

 

 

1. 一名嬰兒的質量是 5 kg 。填好下表以顯示嬰兒在地球和月球上的質量。你可從下列的數字中選擇

嬰兒的質量和重量。 

 在地球上 在月球上 

嬰兒的質量 (kg) 5 5 
嬰兒的重量 (N) 50 8 

 

2.   

a) 數學書的質量為 700 g，求它在地球上的重量。 

b) 求它在月球上的重量。 

 

答 

a) 數學書的質量為 0.7 kg 

根據 W = mG 

  = 700/1000 × 10 

  = 7 N 

 

b)   

W = mG 

 = 700/1000 × 1.6 

 = 1.12 N 

 

3. 有一隻恐龍在火星上的重量為 7600N，求該恐龍在地球上之重量。 

（提示：G 在火星的數值為 3.8 Nkg
-1） 

 

答 

恐龍的質量 ＝ W/G 

 = 7600/3.8 

 = 2000kg 

 

恐龍在地球之重量 = mG 

 = 200010 

 = 200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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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m 

0.5m 

0.4m 
0.2m 0.4m 

第六課：密度與浮力 
 

1. 有一塊 4 m
3的木塊，其質量為 280 kg。求該木塊的密度。 

密度 ＝ 質量／體積 ( = m/V) 

   ＝ 280/4 

   ＝ 70 kgm-3 
2. 求一塊 20 cm

3金幣的質量。（黃金的密度為 19300 kgm
-3） 

金幣的體積 = 0.00002 m
3
 

質量 ＝ 密度×體積 

   ＝ 19300×20/1000000 

   ＝ 0.386 kg 
3. 右圖顯示一個中間被挖空的長立方體。它的質量為 300 kg， 

求該立方體的密度。 

體積 ＝ (0.5×0.4×0.6) – (0.4×0.2×0.6) 

   ＝ 0.072 m3 

密度 ＝ 質量／體積 

   ＝ 300/0.072 

   ＝ 4167 kgm-3 
 

4. 下列左圖為一艘輪船在大海中的情況，右圖為輪船所排出的水。輪船的重量為 100 N。 

 
(a) 海水為輪船提供了多少浮力？  

  為輪船提供的浮力 = 輪船的重量 = 100 N 
 

(b) 所排海水的重量是多少？  

  被排出的水的重量 = 為輪船提供的浮力 = 100 N 
 

(c) 所排出海水的質量是多少？  

 W = mG  100 = m10 

 m = 10 kg 
 

(d) 求所排出海水的體積？(水的密度為 1000 kgm-3) 

  = m/V  1000 = 10/V 

  V = 0.01 m3  

   ＝ 0.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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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物理小測答題紙 

第五及第六課 

 

總分： 40               得分： 

 

甲部 (18 分) 

 

1. (a) (b) (c) (d) (e) 

 (f) (g) (h) (i)  

 

 

乙部 (22 分)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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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認識宇宙 

 
1. 古時所謂的「天狗食日」是指什麼天文現象？ 

答：日蝕 

 

2. 太陽的光需要多少時間才到達地球？ 

答：8 分鐘 

 

3. 以太陽開始計算，將下列的行星由近至遠排列次序： 

   

 海王星  火星  土星  金星  地球 

 
 

太陽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4. 如果雙筒望遠鏡上寫著１０５０，該望遠鏡的放大倍率和物鏡直徑有多少？ 

放大率為 10 倍 物鏡直徑為 55mm 8 倍           

 

5. 天文望遠鏡的物鏡焦距 fo 為 1000mm，目鏡焦距 fe 為 5mm。計算該天文望遠鏡的放大倍率。 

放大率 = 物鏡焦距／目鏡焦距 = 1000 / 5 = 200 倍放大率 = 

1000  5 = 200 倍                 

 

6. 光的速率是 310
8
 ms

-1。有一恒星距地球約 1.4191210
18

 m，求該恒星距地球約多少光年。 

 1.41912108  (3108)  3600  24  365 = 150 光年      

                       
 

7. 在右圖中，當地球運行至五月的時候，五月份 應該

是什麼星座？ 

 

答：白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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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光在平面上的反射 
 

1. 求右圖光線之入射角與反射角，並在圖中完成繪劃光線圖。 

 

入射角 = 90 - 28 = 62 

反射角 = 入射角 = 62 

 
 

2. 在右圖適當的位置繪出兩片平面鏡，使入射線按圖示方向出射，並完成繪劃光線圖。 

  

 
 

 

3. 志敏戴著帽子站在鏡子 AB 前 100 cm 處。鏡子是圓形的，垂直掛在牆上。他恰好能夠在鏡子中看到

C 點和 D 點。 

        
志敏眼睛 E 的水平比 B 點的水平高 5 cm，比 A 點的水平低 15 cm。 

(a) 在圖中繪畫兩條光線，分別從 C 和 D 出來，展示它們如何進入志敏的眼睛。 

(b)   

(i) 求 CE 的長度。 

CE = 2  15 = 30 cm 
 

(ii) 由此，找出 CD 的長度。 

CD = 30 + 10 = 40 cm 

 

(c) 志敏向鏡子走近 0.5m，他是否還能看到 C 點和 D 點？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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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光的折射 
 

1. 右圖有一光線從水折射到空氣中，求光線的入射角和折射角。 

 

入射角 i = 90 - 60 = 30 

  

折射角 r = 90 - 48 = 42  
 

 

 

 

 

 

 

 

2. 右圖有一光線從空氣折射到玻璃中。 

(a) 求 sin i 和 sin r 的比值。(3 個有效數字) 

 

𝑠𝑖𝑛i

𝑠𝑖𝑛r
  

 

= 
𝑠𝑖𝑛40

𝑠𝑖𝑛25
  

 

=1.52 
 

(b) 若把入射角增加至 60，求新的折射角。 

 

1.52 = 
𝑠𝑖𝑛40

𝑠𝑖𝑛r
  

 

sinr = 
𝑠𝑖𝑛40

1.52
 = 0.423 

 

  r = 25.0 
 

 

3. 請完成下圖光線的折射線的路徑。 

 

(a)         (b) 

 

48 

60 

空氣 

水 

25 

40 

玻璃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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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物理總溫習 
 

第一課 電壓和電流 

 電池提供推動力使電荷在電路中流動。這種對電荷的推動力

就是電壓。電壓的單位是伏特。 

 伏特計是用來量度電壓的。量度施加於元件兩端的電壓須

將伏特計和該元件並聯。 

 電路中的電壓增加時，電流也增加。兩個以相同方向連接

的電池的電壓相等於每個電池電壓的總和 V = V1 + V2。

以相反方向連接的電池的電壓會互相抵消。 

 電流是指電荷（電子）在電路中流動的速率。電流的單位是安培。 

 安培計是用來量度電流，必須要與電路中的元件以串聯方式連接。 

 在串聯電路中，電路中各處的電流數值相同。 

 在串聯電路中，元件越多，流經的電流越少。在並聯電路中，電器元件不會影響其它分支電路的

電流。 

 

第二課 歐姆定律 

 電阻值的單位是歐姆，。 

 光敏電阻器：外界光度越大，電阻值越小；光度越小，電阻值越大。 

 熱敏電阻器：外界溫度越高，電阻值越小；溫度越低，電阻值越大。 

 我們可使用伏－安法去量度電阻器的值。 

 1k = 1000 

 歐姆定律：V = IR 

 

第三課 家居用電 

 焦耳計是用來量度電能的儀器。電能的單位是焦耳（J）。 

 電能消耗的速率稱為電功率。電功率的單位是瓦（W）。 

 
)(

)(

秒時間

焦耳消耗的電能
電功率（瓦）   P = E/t 

 電插座的總電流是各電器的操作電流的總和。 

 電功率、電壓和電流的關係為 P = VI  

 保險絲是用作當電流過大時，它們自動燒毁，以保護電器。 

 

第四課 一些有用的電子元件 

 各類電子元件的符號： 

 發光二極管只容許電流從單一方向流動。發光二極管在電流通過時會發光。 

 光敏電阻器：外界光度越大，電阻值越小；光度越小，電阻值越大。 

 熱敏電阻器：外界溫度越高，電阻值越小；溫度越低，電阻值越大。 

 

第五課 質量與重量 

 物體的重量就是地球對該物體的吸引力。 

 物體所含物質的數量稱為質量。 1 kg = 1000 g 

 重量(N) = 質量(kg)  引力常數 (Nkg
-1

)  W =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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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密度與浮力 

 密度的定義是每一立方米(1m
3
)該物體所含的質量。  1 m

3
 = 1000000 cm

3
 

 
)(

)(
)(

3

3

m

kg
kgm

體積

質量
密度    

V

m
  

 當固體的密度低於流體的密度，它便會浮在流體(水)之上。 

 物體受到的浮力相等於被排出流體(水)的重量。 

  浮力(U) + 拉力(T) = 重量(W)  

 

第七課 認識宇宙 

 大陽系共有八大行星，按其次序，分別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

王星。 

 公轉周期是指行星圍繞太陽一周所需要的時間。自轉周期是行星自轉一周所需要的時間。行星

距離太陽越遠，其公轉周期越長。 

 太陽與行星間的萬有引力使行星圍繞太陽作圓週運動。 

 光年是指光在一年的時間裡所走的距離，是用來形容恒星

與我們的距離。光速約等於 310
8
 ms

-1
。c = d/t  

c－光速(ms
-1

)、d－距離(m)、t－時間(s) 

 黃道是指太陽在天空中運行的軌跡。 

 我們可以借助雙筒望遠鏡、折射式和反射式望遠鏡、射電望遠鏡和太空望遠鏡去觀測星空。 

 在雙筒望遠鏡中，｢7  50｣ 的意思指：７倍放大率、物鏡直徑為 50 mm。 

 在天文望遠鏡中，如果物的焦距是 500mm，目鏡焦距是 10mm，則放大率 = 500mm  10mm = 50 倍。 

 在夜間裡，我們除了可以觀測到恒星外，還可觀測到星團、星雲和星系。 

 日蝕和月蝕是太陽、地球和月球連成一線後的現象。 

 

第八課 光在平面上的反射 

 光是能量的一種形式。光沿直線傳播。 

 光束即光線的集合，有三種類別：平行光束、發散光束和會聚光束。 

 反射定律：入射角i 與反射角r 大小相等。 

 平面鏡所成的像：在鏡後形成、像距相等於物距、像和物體的大小一樣、是正立的、是虛像、

像與物體成橫向反轉。 

 

  

第九課 光的折射 

 當光線通過兩種透明介質的界面時會折曲，這現象稱為折射。 

 光線從空氣進入介質(玻璃)時，折射光線會偏向法線；光線從介質(玻璃)進入空氣時，折射光線

會遠離法線。 

   n = 折射率（常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