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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編者的話

06-09 售後服務中心 

購買的商品故障可以免費更換新品嗎？
透過流程圖一起來判別。

10-15 第一屆名人盃街舞大賽

小雅想與熱舞社的社員組隊報名參加街
舞大賽，於是打開官方網站的頁面……。

24-29 三原色不存在？

顏色其實是不同波長的可見光，既然都

是電磁波，為什麼還會有紅、綠、藍「三
原色」的存在呢？ 

16-23 糾纏百年的歷史

14 世紀時，英國與法國因王位繼承問
題，爆發跨越世紀的戰爭。戰事在法國
土地上肆虐，武器革新、黑死病、階級
轉變、民族主義都在這百年中發生，戰
爭的終結也象徵了歐洲中世紀的結束。

30-35 天生沒有象牙的象

因貪婪與虛榮，人類插手自然法則，改
變了非洲象後代的基因庫！

36-41 愛乾淨，不生病？

與寵物玩耍、堆沙堡挖泥土等「髒兮兮」
的遊戲，反而能讓孩子更健康成長！

42-49 罷工

對工作不滿可以罷工嗎？藉由罷工爭取
合理的權益，為什麼難以得到臺灣民眾
的接受與支持呢？

62-67 寒假作業

食物對世界歷史帶來什麼重大改變？

68-73 電子菸

宣稱有環保、無菸臭、口味多元等諸多
「優點」的電子菸，真的百利而無一害
嗎？

76-83 中國與美洲的初遇

西元 1521年，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帝國、
麥哲倫橫越太平洋在宿霧島意外過世、葡
萄牙人覲見明武宗。原本毫不相干的區
域，無可避免的捲進歷史的漩渦中，將在
我們想不到的地方交會，也在一些細微的
地方，向我們展示歷史的痕跡。

92-99 不同視角下的印加帝國

皇帝阿塔瓦爾帕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與
北方的外邦人見面。這群外邦人的首領叫
皮薩羅，是一個白色皮膚、有著大鬍子的
人。這個決定不僅影響了阿塔瓦爾帕的餘
生，也徹底改變了印加帝國的命運。

50-61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節錄）

王觀察取出那皮靴向桌上一丟，便道：
「這皮靴又不會說話，卻限我三日之內，
要捉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虧心行當的
人來。你們眾人道是好笑麼？」

84-91 並不遙遠的阿茲特克

就算是今日，中南美洲對於亞洲來說都是
一個遙遠的地方。但因 16 世紀白銀貿易興
盛，在 17 世紀初就曾有 30 名中國人居住
在南美洲。美洲對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遙
不可及。

100-121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這句形容《史記》的話，用來做
為整個漢代的註腳，其實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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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評量

文本形式 -

連續

文本類別 -

自然科學

本文內容及評量版權歸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印。

三原色不存在？

國小自然老師可能告訴過你，光有紅、綠、藍 3 種原色。之所以叫它們

三原色，是因為它們是不能由其他顏色組合而成的特別顏色；但是到了國中，

理化老師會告訴你，光只不過是電磁波中人眼可見的那一部分。不過，既然

同樣都是電磁波，自然就沒有所謂的「原色」，區別只在於波長不一樣罷了，

這樣豈不是跟國小老師教的內容互相矛盾？到底該相信誰？

答案是—兩者都沒錯。

在物理世界裡，國中老師說的無疑更接近事實。所謂的光，其實就是人

眼可見的電磁波，波長大約落在約 380 至 780nm 這個區間。不同波段間並
不存在所謂的界線，你大可以自己決定要把它切分得多細；就像我們習慣將

彩虹分為紅、橙、黃、綠、藍、靛、紫 7 種顏色 1，但就算分成 200 種顏色，

也不能說是錯的。

然而三原色這種說法也非毫無道理。雖然三原色光的本質與其他光沒有

什麼區別，但對人類而言確實是特別的。因為，我們的眼睛對這 3 種波段的

光特別敏感 2。

人類識別色光的 3 種視錐細胞 3，分別對代表紅、綠、藍 3 種波段的光

特別敏感，當視錐細胞接收到光時，將訊號傳達到大腦轉譯之後，才產生了

我們所認知的顏色。紅、綠、藍 3 種波段的光各自能刺激到其中 1 種細胞，

而其他波長的光則能刺激到 2 種以上的細胞，它們傳給腦部的訊號形成了我

們眼中豐富多彩的世界。舉例來說，波長 580nm 左右的黃光能同時刺激到
對紅、綠兩種色光敏感的視錐細胞，使人腦接受到「黃色」的訊號。

既然黃光藉由同時刺激兩種細胞來使人看到黃色，那麼如果我們同時利

用紅光跟綠光來刺激視錐細胞，便能達到跟黃光完全一樣的效果。這就是為

什麼紅、綠、藍 3 種顏色被稱為三原色，並不是因為把這 3 種波段的光混合

之後，真的會得到其他波段的光，而是只要控制這 3 種光的比例，就能「讓」

人類感受到所有其他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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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小提醒                                 

這是一篇科普性質文本，探討三原色真的那麼特別嗎？閱讀時可以留意人類看

見顏色的原理，進而釐清國小老師與國中老師對三原色的兩種觀點。

注釋：
1.彩虹是太陽光（白光）照射空氣中的水滴，不同波長的光線因為折射率不同而發散所形成的。
2.人眼最敏感的光波波長為555 nm，屬於綠光的波段。
3.人類擁有三色色覺，魚類、鳥類或龜有4種感光細胞，可以看到紫外光，具有四色色覺。更有動物具
有5種以上的感光細胞。

以這個原理檢視「三原色是不能由其他顏色混合而成的顏色」的理論，就能理

解國小老師也沒有錯。因為所謂的「其他顏色」，就代表已經刺激到了不只 1 種視

錐細胞，當然不可能得到只刺激 1 種細胞才能看到的三原色。

現在我們知道，三原色確實特別，但僅限於對人類而言。其他動物可能擁有跟

人類不同的「原色」，端看牠們對哪些波段的電磁波特別敏感罷了！

請依據前述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Q 1 : 統整解釋
（　）作者於文章開頭指出國小老師與國中老師對顏色的解釋，有何目的？

 (1 ) 藉兩者共通點帶出主題

 (2 ) 點出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3 ) 以後者推翻前者的論述

 (4 ) 證明作者的結論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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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 : 統整解釋
根據本文，作者認為國小自然老師和國中理化老師兩方說詞都沒有錯的原因為

何？

請作答：

Q 3 : 擷取訊息

（　）三原色無法被其他色光組成的原因是什麼？

 (1 )  世界上所有的顏色都是由這 3 種色光所組成的

 (2 ) 這 3 種色光只在刺激單一視錐細胞的情況被看見

 (3 ) 這 3 種色光能刺激到人體最多數量的視錐細胞

 (4 ) 這 3 種色光波長大約落在 380 至 780nm 區間

Q 4 : 統整解釋

（　）根據本文內容，請推論人的肉

眼看不見、波長靠近紫光波段

的「紫外光」應該落在右圖的

哪一個區間？

 (1 )  A

 (2 )  B

 (3 )  C

 (4 )  D

問思時間

380mm 780mm 波長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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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 : 統整解釋
（　）顯示器面板的每一個色點由紅、藍、綠三原色的亮點

所構成，當亮點的元件不正常發光時（不正常發亮，

或不正常不發亮），螢幕顯示就會形成「壞點」。右

圖是一個全黑畫面透過某顯示器顯示出來的圖像，請

問下列哪一個推論是肯定的？

 (1 )  中央色點的紅光元件是正常的

 (2 )  中央色點的藍光元件是正常的

 (3 )  中央色點的綠光元件是異常的

 (4 )  中央色點的紅光元件是異常的

Q 6 : 統整解釋
（　）已知擁有 3 種視錐細胞的人類屬於三色色覺。試問下列關於色彩視覺的

推論何者為非？

 (1 )  四色色覺的魚類眼中世界比人所見繽紛

 (2 ) 雙色色覺的生物生活在兩種顏色的世界

 (3 ) 紅綠色盲的世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

 (4 ) 生物視錐細胞種類會影響看世界的顏色

Q 7 : 省思評鑑
（　）本文作者用什麼方式回答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

 (1 )  逐步推理，到最後才導出答案

 (2 )  先講答案，再從原理開始解釋

 (3 )  先說迷思，再逐步的排除錯誤

 (4 )  引用資料，以專家說法來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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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                                  

本文從兩種看似衝突的觀點切入人類辨別顏色的原理。首段質疑國小自然老師和

國中理化老師對三原色的解釋兩相矛盾，藉此讓讀者進一步思考：「紅、綠、藍是否

能在無數種顏色中脫穎而出成為三原色？」

緊接著第 2段隨即解答：兩種說法都沒錯。這樣的寫作方法除了勾起讀者好奇心，

也呼應了本文的標題。而第 3 段補充國中老師的論點，作者先說明可見光的原理，並

且以彩虹為例，試圖讓讀者明白生活習以為常的顏色種類只是大概分類，因為不同波

段間並不存在所謂的界線，光在客觀的物理世界中，就是肉眼可見的電磁波，而三原

色只是可見光的一部分，沒什麼特別。

第 4 段解答為何兩者說法都對，從物理的客觀事實轉變為人類感知的主觀感受。

作者在此運用「也非毫無道理」的雙重否定表達個人觀點，試圖告訴讀者某種程度上

國小老師的說法是正確的。事實上，顏色並非光的客觀屬性，而是不同波長光刺激不

同的視錐細胞產生的一種主觀感覺。第 5 至 7 段則是進一步補充國小老師的論點。作

者在第 5 段先介紹人類 3 種視錐細胞的特性，接著表示視錐細胞的種類決定了大腦接

收到的顏色訊號。為了讓讀者更清楚人類對顏色的判別，作者在第 6 段以人類能感知

黃色為例加以說明。第 7段則是綜合前兩段的內容回過頭肯定國小老師的說法。

總而言之，三原色的「特別」只針對人類。作者文末提到其他動物的原色，不僅

讓人好奇家中寵物眼中的世界有什麼樣的色彩呢？

文本分析

延伸閱讀

延伸思考                                  

1 . 除了文本提到的視錐細胞，還有什麼細胞會影響人類的視覺？
2 . 倘若遇到一位色覺障礙者，你會如何形容眼中的顏色讓對方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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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聯合新聞網〈鞋子是綠色還是粉紅色？都是「白平衡」惹的禍〉

大衛．羅布森（David Robson）〈看不見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書 籍 紀堯姆．杜帕  （Guil laume Duprat）著，梅苃仁譯《動物眼中的世界》

延伸閱讀關鍵搜尋                                   

文 章 Desir ing Cl icks〈光的三原色與視神經的對比傳遞〉

蘭姆酒吐司〈你們有想過嗎？為什麼電影院的椅子都是紅色的？這隱含
著什麼秘密嗎～〉

盧駿揚〈超越常人的顏色視覺—四原色視者〉

焦傳金〈動物的色彩視覺〉

林思民〈紅綠燈是人類史上最糟糕的一項發明，為什麼會設計出一個 8％
的人無法辨識的系統？〉

鄭永銘〈淺談色盲眼鏡〉

陳民峰〈顏色分不清的道爾吞，死後捐出眼睛開啟色盲研究〉

視錐細胞、色盲、色弱關鍵字

影 片 YouTube「不存在的顏色 ? 你看得到嗎 ? | 一探啾竟第 27集 | 啾啾鞋」

TED「我們如何看到顏色  -  Colm Kel leher」

教學資源可至品學堂網站下載

https://wisdomhal l .com.tw/

R
e

a
d

in
g

 &
 A

s
s

e
s

s
m

e
n

t 

三
原
色
不
存
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