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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考前秘技 《原子習慣》4步驟讓複習變EASY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7046680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卓越是一門藝術，來自訓練加上習慣。我們行事會得宜，不是因為有美

德或卓越，而是因為行為得宜，擁有美德或卓越。我們重複做的事會造就我們。因此卓越不是一次行

動，而是一種習慣。

會考倒數兩個月，15歲的初三學生面對大型的考試，必然會有擔心、害怕，甚至出現考試症候群

。孩子會開始出現：煩躁、失眠，更嚴重的還會頭痛、胃痛、情緒低落等等。

因此，怡慧老師透過作者詹姆斯‧克利爾《原子習慣》的「行為改變四法則」：提示、渴望、回

應、獎賞四個步驟，陪伴考生度過最後倒數計時的時光，建立一套終生受用的讀書習慣，不只能運用

於面對大型考試，也能用於未來自己的學習場域。

一、提示法：建立身分認同，貼上學習者標籤

如果，我們只是每天用刷題數、考試成績當作學習成效的檢核，你的結果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

─當你的目標達成之後，你可能就會停止學習的慾念；當你的目標無法達成時，你也會因為失落停止

學習的動機。因而，用具體數字檢核前，必須先替自己建立身分認同的觀念釐清。

今天我是個學習者，因而，我重視的是學習和我的關係，這個考試是透過學習成果來檢核初中三

年的學習歷程。因而，學習成果只是幫助自己找到學習的問題。面對真正的問題，再找到學習的策略

，因而無論成績的高低，並不影響我熱愛學習的身分。如同書中提到的：每天都進步1%，一年後，

你會進步37倍；每天都退步1%，一年後，你會弱化到趨近於0！

因此，透過會考最後的倒數時間，反思學習者身分，從學習與會考之間的關係，調整自己對於學

習價值的建立。因此，考生可以透過一份學習習慣契約建立自己的學習目標、細部的執行方式，還有

找到問責人，也就是誰來監督我？讓學習這個身分不斷提示自己努力學習。同時，也可以善用同儕的

力量，一起建立學習者的身分認同，彼此互相激勵與鼓舞，讓最後的衝刺時間能夠因為一群人一起走

，而能走得更遠、更踏實。

二、誘因法：新舊習慣的綑綁

舊習慣通常是大腦自動化的過程，執行舊習慣之後，順道帶入一個新習慣，能讓新行為較輕鬆又

順手地執行。例如，學生習慣打手遊、看YouTube，考生就可以在進行這些行為前，先算一題數學、

背五個單字、理解一個學科知識的概念，讓誘惑與習慣前後綑綁在一起。

同時，也可以讓誘惑與新習慣並存，每天都會聽歌放鬆，如果想提升英聽能力，就可以選擇喜歡

的英文歌，或是和英語學習相關的podcast，在原本就喜歡的活動，加入和考試內容相關的知識，讓

複習的時間比較不費力或是心生抗拒。當新行為慢慢變成習慣之後，順便背幾個單字、算幾題數學好

像也沒那麼困難了。

三、簡單法：讓行動輕而易舉

讓每個複習時間變短，同時也讓複習內容變得簡單。我認為大腦喜歡化繁為簡，不喜歡大量的訊

息或困難的任務。因而，番茄鐘的使用就很適合考生建立學習與時間管理的基礎配搭，例如，番茄鐘

是建立在25分鐘工作、5分鐘休息的系統。但要做這件事前，請考生先備妥複習計畫，做好一個縝密

的計畫，輔以番茄鐘才容易追蹤與調整成果，因此，這個時候計畫表的紀錄就顯得很重要。



例如，你知道今天國文科要用四個番茄鐘，計畫開頭設有四個複習主題，方便查察，接著設定量

化目標，讓自己一目了然接下來要執行的方向。同時，番茄鐘的執行盡量不再分割，讓自己在25分鐘

心無旁鶩，專注於眼前的複習任務。而且，要讓自己每個學習區段之後，都要有足夠的休息時間，讓

下次學習有續航力，同時也可以透過這段時間的執行，檢視階段任務的完成程度。例如，設定一元二

次方程式的複習單元，最後25分鐘後，真正的達成度有多少？

四、獎勵：讓獎賞令人滿足

當考生完成一個任務的執行時，請立刻給予自己獎勵，讓成就感與滿足感提示大腦：這個行為值

得持續不斷地做下去。例如，完成四個番茄鐘，就可以追劇半小時、打籃球半小時，或是和家人閒聊

半小時。基本上，獎勵就是提升下次完成任務的動力。有些考生會使用迴紋針策略，例如一個迴紋針

代表十塊錢，一盒迴紋針有100個；當一盒迴紋針放滿一盒空盒時，代表自己的努力可以用等值的禮

物來當作獎賞，獎賞雖然延遲了，卻創造一個更強大的執行力，讓這個行為持續累積。

獎賞其實就是具體化任務執行的激勵，建議家人都可以成為考生獎勵機制的天使投資人。例如，

為考生煮一頓愛的午餐、陪考生一起運動、陪考生一起追劇等等，這都是一種我陪你一起「戰鬥」的

無形支持。

最後，我建議考生：可以把歷年會考題目拿出來練習，你會發現出題者都有一套80/20法則的邏

輯，這本是義大利經濟學者帕列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的理論，他是說：這世界80%的財富都掌

握在20%的人身上，而這個理論若套用在大考試題上進行類推，你也會發現80%的題目都散布在20%
的知識概念上。因而，並非會考試題要準備的範圍太大，而是考生要掌握學習單元關鍵的20%概念知

識點，就能花較少的時間，得到較大的複習效果。

考試是人生學習的一個節點，你會從會考考試時間的安排發現：學習要善用左右腦輪流「開工」

，才不會因為長期執行同一項任務而倦怠，第一天的考科是社會、數學、國文、寫作測驗。明顯可看

出，考生在複習的時候，也可以根據考試時間、科目配搭自己的生理時鐘，原來下午昏昏欲睡時，要

保持大腦的清醒，因為國文考科有大量的閱讀理解題，必須進入專注閱讀、找到文本解讀「分析歸納

、省思評鑑」的考試心流。

趨利避害是人性，建立新行為若能在原子習慣的系統上，就讓倒數計時的複習計畫變得容易簡單

，甚至具有誘因與獎賞力。因此，做好事前的準備，面對考試就能胸有成竹、有勇無懼。

期待十五歲的孩子面對人稱第一次大型考試，能夠力抗壓力的侵擾，在原子習慣的熟稔運用下，

掌握複習關鍵，因勢而為，建立未來更精準的學習習慣，成為真正熱愛學習的人生贏家！



國文

力宇／倒數30天複習掌握黃金3招 文言文閱讀不再困擾

2023-04-20 16:22 聯合新聞網／吳桐老師／力宇教育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11669

隨著會考迫在眉睫，各位同學你準備好了嗎？素有會考大魔王之稱的國文科，雖然在新課綱下，

總題數有所減少，但其閱讀題組的數量，則由七篇變至八篇，可見閱讀能力，尤其是長文閱讀能力，

是同學宜加強提升的重點。

面對考前三十天，穩住心態，毋用驚慌，梧桐國文教學團隊的吳桐老師指出，在最後的黃金時刻

，用「刷題輔以觀念複習」才是上策，同學宜將歷屆會考試題重寫一遍，將錯誤的題目，分為「語文

能力、語文常識及閱讀理解」簡單三類，並以筆記本將錯題歸納分析，輔以複習講義重溫陌生知識點

，採取精準打擊的策略，方可在有限的時間內，事半功倍。以下將簡易分析各類考題，供各位學子歸

納及準備：

一、語文能力

舉凡「字音、字形、字義、成語、俗諺及慣用語」等，皆是此類考題。每屆也都穩定出三至四題

，同學們常因範圍浩如煙海，投資報酬率不高，而放棄準備，著實可惜。但老師建議，也不必特別準

備一本形音義字典來複習，僅要每次的會考練習，將不會的形音義選項釐清，三十天的耕耘有三十天

的收穫，累積起來也是很可觀的！

二、語文常識

「語文、國學及文化常識」這三類考點雖有一定範圍可掌握，但在最後關鍵時刻，因這類考題占

比不大，複習起來也可能費時不少，老師建議，凡是在寫歷屆試題的過程中，遇到不會的考點，再重

新複習觀念即可，非一定要重新學習一遍，以免費時耗神。以【111教育會考第2題】為例：

黃醫師的眼科診所開業，親友們登門慶賀。君翰帶來一方寫著「杏林之光」的匾額，聊表心意。

思涵見狀馬上說：「如果寫『近悅遠來』更好。」偉同則說：「可是，我覺得『眾望所歸』更恰當。

」最後嘉恩才說：「其實，『桃李芬芳』才是最合適的選擇。」

根據這段對話，誰的做法或說法最恰當？

（Ａ）君翰 （Ｂ）思涵 （Ｃ）偉同 （Ｄ）嘉恩

此題是測驗同學對「題辭」的概念熟不熟悉，然而，題辭數以百計，真鑽牛角尖地背誦，複習全

部題辭，可能不是明智之舉。老師建議只要釐清選項中四個題辭的分別即可，至於是否翻複習講義重

新複習，同學們可量力而行。

三、閱讀理解

無論是生活情境題、跨領域題還是各類文本的閱讀，若以內容作分類，閱讀理解題可謂百花齊放

，令人眼花撩亂。其實，簡易點分類，無非就是文言文與白話文閱讀，而它們就占了會考七成的題目

，因此，俗話說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老師認為，在最後三十天內，只要你掌握好方

法，占比三成的文言文試題是一個值得你投資的項目！

若對此文體還不甚熟稔的同學，可根據下方影片練習閱讀文言文的簡易步驟（詳情見網頁），不

僅能拿下這三成的題目，也能在這些高鑑別度的試題中脫穎而出，你們說，何樂而不為呢？

吳桐老師表示：「在有限的時間內，用有效的方式，做精準的學習，拿穩健的分數。」三十天有

三十天的讀書方式，三天有三天的學習方法，只要穩住心態，堅持到底，按部就班，同學們皆可拿到

你想拿到的分數。



冠博／死背時代已逝 素養跨領域邏輯是？3步驟提高成績

2023-04-10 14:22 聯合新聞網／ 冠博及昊宸文理補習班／國文專師-葉建昭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87838

會考將至，死背的時代早已遠去，眾多學子仍為國文素養題與文意理解所苦，而這類題型在42
題中占比近4/5，如果不能準確掌握而將之視為碰運氣靠感覺的「玄學」，國文幾乎毫無勝算可言。

筆者將為大家分析出題與答題邏輯，能夠更快速的瞭解如何利用最後一個月，有效提升答題正確率！

一、「素養」掛帥，什麼是「素養」？

簡要來說，國文所有題目背後的出題邏輯只為了考兩件事：

1. 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

這點凸顯的是考題中「形式的多元化」，不只是文字表述，還會出現圖形、表格、繪畫、小說等

呈現方式，與文字相結合。

2. 文本的多樣性與應用文本訊息的能力：

題目「內容的多樣性」，考試內容跨領域整合，如性別平等（公民）、西洋史素材（歷史）、科

普（生物地科理化）、環境生態議題、原住民教育……等範疇都會入題。

因此，新課綱的核心觀念，是在「內容與形式多元化」的出題方向下，檢測考生臨場是否有「自

覺的對題幹與答案進行檢索、統整並交叉比對驗證」的能力。也就是說，現在的國文，答題的策略是

「依題幹找線索→在文本裡快速尋找相對應的資訊→從選項答案中找相符的觀念」。

換言之，「跨領域」本身並非目的，只是文意理解題另一種「不同的呈現方式」，因此並不會因

為某一科較弱，導致題目無法正確做答。重點在於這類跨領域題目往往在「數字」、「年份」、「圖

文」、「ＸＹ軸定義」方面上做文章，考生在答題過程中是否能透過邏輯推理正確將之轉換為「選項

答案中的文字」，才是素養題真正的關鍵！

二、用「關鍵字」答題，其實國文很「理科」

現在的文章題幹越來越長，除了很容易沒耐心看完之外，另一種情況是雖然看了，卻不知道文章

在幹嘛，反反覆覆一直看卻找不到重點，最後仍然是靠「感覺」與「印象」在猜答案。解決這種情況

，強烈建議在答題過程中加入以下步驟，通常可以更清楚、準確的找到答案！換言之，誰能訓練出一

套答題規則的「SOP」，臨場就越能有穩定高效的表現而不容易失常！

1. 先從答案選項看起，然後依答案關鍵字回頭到文章找關鍵字所在的位置，這樣可以避免漫無目的

的花太多時間看沒用的資訊，也避免因為文章字太多，銷磨了耐性。

2. 優先看文章最後一句，或每一段的末句。通常重點都歸結在最後，以文意理解而言，絕大部分的

答案也都是在文章最後一句，在不知道該選什麼的時候，以最後一句為條件來選答案，往往有奇效！

3. 務必從關鍵字找到意義相近的「證據」，文言文看不懂很正常，別亂猜，先看答案選項，答案沒

有說的，千萬不要自己引伸，老是「我覺得」、「我以為」，才能避免亂寫的窘境。

三、熟讀課文註釋與習作

很多人認為讀課本、習作沒有用。可是，如果真的研究過歷屆題就會發現，學生視為畏途不知從

何準備起的形音義，將近90%都出在課本註釋、習作練習裡，根本不需要額外大量浪費時間做不必要

的參考書題目，就可以快速高效的拿分！

熟讀課本的另外一個理由，是因為當課內「觀念」夠熟，就會瞭解到會考題目中很多文意理解背

後真正要考的「觀念」，是出自課本或從課文觀念稍做延伸，反而不需要過度糾結在逐字逐句的翻譯



是否正確上。事實上，如果不懂觀念光是會翻譯，往往即使翻譯對了、文章看懂了，答案一樣不會對

！

舉例來說：儒家強調「仁愛」，雖然學生都知道「仁愛」，可是如果再進一步問「什麼是仁愛」

，又有多少人是真的說得出來的呢？因此，如果學生只是背筆記、講光抄，卻不知道「仁愛」的核心

價值觀念是「關懷照顧」，必然就會出現臨場看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視

民如傷」等句子，除了看不懂亂選，即使看得懂會翻譯，依然是在矇答案的情況。

因此，國文之所以長期以來在考科中被視為「玄學」，這完全是因為學生或教學老師的腦子沒有

跟著時代進步做改變，而不是國文「永遠考課外」、「答題靠感覺」，所以無法準備！

現在的國文是門「技術活」，要「快速閱讀」、「快速搜索資訊」、「進行檢索、統整並交叉比

對驗證」（絕不是靠「感覺」）。記得重新省視上述「心法」，掌握正確的方向，做正確的事情，才

能一往無前，穩操勝券！



會考寫作／新綱六級分範本全解析 倒數衝刺不寫長文這樣練

2023-04-13 17:56 聯合新聞網／ udn文教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93974

面向會考的考試策略，組織結構是我們首要檢視的。從評分上來看，篇幅足、內容平鋪直敘即有

四級分，建議考生先準備好幾個故事素材，以方便在考場時隨機應變。

最後衝刺階段，考生可把時間花在刀口上，減少長文的書寫，以完整的大綱練習取而代之。

結構組織：篇幅完整所代表的字數約莫落在650-800字上下，最佳的結構是四段或四段以上，讓

段落之間的差異清楚呈現。

擬定大綱：可以採取客觀事實、主觀感受、詮釋或意義、具體行動，全方位面向做編排，亦可以

「why-what-how」為預想架構，並檢視「首尾呼應、層次分明、故事起伏」三方面是否俱足。

＊六級分作文範本與解析請至網頁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93974觀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93974


會考搶分／知道答案卻敗在題目寫不完！3招搞定長文閱讀

2023-03-24 14:40 聯合新聞網／ 文／聯合學苑輯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7048849

近年不論大學學測或初中會考，考題多融入素養命題，面對動輒數百字，又結合生活經驗的複雜

題幹，不少學生直接投降。當題幹「落落長」成常態。針對長文閱讀，重點在提升「閱讀流暢性」。

閱讀過程中，不能只有讀，還要思考，不斷預測、提問、釐清，省思「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

、「這篇文章要表達的是？」、「我同意文章的主張嗎？」在生活中反覆運用讀寫技能，便能具備基

礎的讀寫素養，減輕閱讀太慢或文章太長的困擾。

●閱讀打底 掌握課文精隨

台北市石牌初中數學老師洪介興指出，近年初中教育會考數學科題目的閱讀量大幅增加，從會考

正式上路至今，選擇題題數逐漸減少，但題本頁數不減反增，閱讀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

細看歷屆會考題，可以發現有一種題目，期待考生能從敘述較長的情境中，釐清已知條件與待解

問題，接著找尋合適做法，正確解題。以111的會考試題為例，選擇題25題當中有7題（題號9、11、
14、16、18、24、25），以及2題非選擇題，都屬於這類題目，共占總分100分中的38.8分。

這類考題只需要基本的計算能力，更重要的是閱讀理解、觀察推理、分析思考；這些能力無法靠

著背誦公式、記憶題型、熟悉計算來獲得，而是藉由多閱讀、多觀察、多思考增強。

從課本到考題，學生無論如何都擺脫不了閱讀。初中課本除了國文科涵蓋說明文、抒情文等多種

文體，其餘如數學、自然、社會皆屬「說明文」。

台南市中山初中自然老師何憶婷認為，破解說明文的閱讀策略包含畫重點與做筆記。前者可從標

題、總說和分說、標點符號的使用來判斷課文內容；後者則可善用樹狀圖、時間軸、表格、條列式圖

表來畫龍點睛。

新北市中和初中國文老師蔡金錠表示，初中以後，開始出現文言文及長篇白話文，有效閱讀，重

視閱讀歷程、學習方法和策略，是當務之急。

閱讀的過程就是建立思考的歷程，閱讀記敘文，先瀏覽全文，像小說或是敘事類文章，常用六何

法，找出人、事、時、地、物的相關訊息，或是找出人物間的關係，進而了解人物性格以及事件起因

、經過與結局，就能掌握文章全貌。

寫景類文章，先找出描寫的景物，觀察作者如何描寫景物的美，透過眼睛所見和腦中想像，再加

上情感的細膩抒發，藉此讀懂文章，甚至應用在寫作上，到各地旅遊時，完成一篇文情並茂的旅遊心

得。

文言文閱讀向來讓學生苦惱，其實只要掌握文言文特性，反覆練習文章轉譯，就能讀懂。資深教

師林雯淑提到，文言文常常多省略（尤其是主語）、多單詞（尤其是動詞）、多虛字和常有倒裝句。

只要多練習，拆解文言文閱讀密碼，就會越來越進步。

閱讀時，一開始先看文章標題，解析題目，接著再讀文章。第一步先斷句，以句號和問號為單位

，把文章切成一句句，再來拆解，也可以進一步拆解字詞。第二步圈補主語，找出每句話敘述的主體

對象及動作狀態，便可更快讀懂這個句子。第三步換句話說，解釋字詞後，用自己的話講一次。



國文難從題目找答案 國學常識愛考文字遊戲

2023-05-01 08:45 聯合報／記者趙宥寧／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34007?from=udn-catelistnews_ch2

近20萬人報考的初中教育會考5月20日至21日舉行。聯合新聞網今天起推出會考衝刺系列報導，

1日至3日為國文、英文、數學科；4日至5日為社會、自然科，聯合報採訪初中老師以及補教老師，指

點考生最新命題趨勢、必考重點及答題訣竅，協助考生事半功倍拿高分。

新課綱上路後，初中會考題型更加「素養」導向，國文科考題更著重生活實踐，往年題目70題，

如今雖略減題數，但數字總量不變，題目也變得更長，更考驗學生「融會貫通」的閱讀力，甚至會出

現各類複合型考題。

初中教師提醒，近年考題文本多，閱讀力很重要，要從題目找答案並不容易，建議考生看到題目

時，先判斷文章性質，再找關鍵字並選出正確答案，避免漏讀重要訊息；補教老師也提醒，近年國學

常識愛考「文字遊戲」，考生不用死背太難的知識，用邏輯輕鬆應答即可。

●國文選擇

距離初中會考倒數不到一個月，楊墨國文團隊老師陳奇瑋（阿波）分析國文科考點。他表示，史

學是近年熱門考題，同一件事會給考生正史、小說，要考驗學生對人物的理解、語氣神情。國文科也

愛考標點符號、形音義，其中標點符號要注意斷句、語氣，形音義去年偏難，有二個是日常常搞混用

詞，另二個是文言文的意思，學生要了解白話翻譯的字詞，再去找接近的意思帶入。

近年國文科考法也愈趨靈活，跨領域考題層出不窮。陳奇瑋舉例，例如要學生判讀數字圖表，科

普文章例如說明書，還有醫師的健康建議。去年考蘇格拉底先知題，學生普遍反映對這題很有印象，

理由是日常在看網紅影片時，曾涉略過相關知識，「被學生剛好矇到」，但也代表學生可多留意日常

生活知識，不排除大考也能倍感親切。

苗栗縣造橋初中校長林孟君也提醒，選擇題長文必考、多文本、文言文，建議學生作答時，若遇

到長文，以前會說從題目找答案，但這幾年多考統整、高層次的題目，如果直接從題目找答案，很可

能會漏掉訊息，好比去年出現800字長文，學生平常要習慣抓段子，先判斷是報導文學、抒情文、科

普小說、故事，再去理解、分析不同性質的文本，選出正確答案。

近年成語題每年都會出現一至兩題，陳奇瑋表示，之前都是考成語誤用，但成語用法除了褒貶意

，還有具體跟抽象、語境的考法。以語境題為例，有些話感覺合理，但說話的內容語境不符，學生若

對語言拿捏不夠成熟，語境就變得很難抓，也就是學生都知道成語語意，但使用方法要特別留意。

陳奇瑋說，文言文克漏字、國學常識中的六書也是必考。前者挖洞讓考生填，為了做鑑別度，文

白比例三比七，但在三成中有15%就會變得很難，也就是約有4至5題文言文難題；由於只剩台灣、香

港用正體字，國學常識的六書考題，較喜歡考拆字跟合字、析字，類似「文字遊戲」，考驗文字如何

構成。

林孟君表示，初中會考選文文本跨度高，三家教科書選的文本都差不多，卻也導致學生信心不足

，「還沒開始讀就先怯戰」。師生考前不可能每篇文章都看過，當看到陌生文本，盡管難把每個字都

讀懂，仍可以掌握重要訊息去做判斷。另也可先觀察文章細節，例如如果出現很多「曰」，這篇就是

在講對話；詩詞中會有季節，從花朵、顏色可推敲，先從基本學科知識常理讀起，再回頭理解文章。

●國文寫作

林孟君觀察，近兩年國文寫作六級分比例不高，但學生普遍反映是會寫、能寫，顯見要得高分不

容易。題目以考生生活經驗為主，讓孩子有得寫，但若學生寫作層次性不足，就會流於記敘生活而缺

乏感受，學生看到題目會覺得好寫，但要寫好不容易。



林孟君說，近年多考引導式作文，讓考生透過題目或四格漫畫延伸寫作，考生首要先理解題意、

掌握情境，也要思考情境中要表達什麼，以及「你為何這樣想」。若只是描述事情，未把事情跟情感

連結就容易失分，建議學生第一眼除了覺得親切、好下筆，也要思考這件事過去有什麼想法，有何感

動與感受。

陳奇瑋也以去年作文題目「多做多得」為例，考題直白明瞭，但學生易寫難工，要五級分以上不

容易。初中會考跟大學學測作文題愈來愈像，又分為知性題、感性題，去年多做多得是說理，前年未

成功的物品展覽會是抒情，今年也可能會回歸抒情。

林孟君表示，現在學生寫作力比較「平鋪直敘」，但一件事情除了有不同面向，現在也很流行「

成長」文，故事精彩畫面都是在「轉折」。今年題目還是會給考生情境引導，學生首先要能正確理解

題意，避免取材、審題就讀錯。

距離初中會考不到20天，陳奇瑋說，最後的「守成期」不要再寫難題，記憶類考題也要懂篩選，

例如書信近幾年是應用文，考一些稱謂，沒必要去硬背太難的內容；另也要寫歷屆考題，並開始涉略

去年10月至今年2月的新聞，元宇宙、AI、後疫情時代等，都可能成為考題關鍵字；每一天看五個成

語，20天就100個；作文部分，考生可多讀文章，或練習撰寫讀書心得，從中練習分析、撰寫文章結

構。



英語

力宇／考前倒數1個月 必考文法、英聽準備重點看這裡

2023-04-20 15:32 聯合新聞網／力宇教育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11526

今年為新課綱第2屆的考試，新課綱的考題跟歷屆會考有許多的不一樣，力宇教育Yvonne老師特

地在考前這一個月的時間，提供考生們考前衝刺建議，讓學生能有更多準備的方向，取得更好的成績

。

針對初中會考英語聽力，在考試前的準備著重在熟悉外師發音，Yvonne老師建議同學可使用「

英語常用單字2000」課程，每天反覆背誦常考單字及其例句，透過外師發音影片學習單字例句發音，

訓練英語耳。另外還有「初中會考英聽—英語耳養成計畫」，線上平台提供近2000題約60回的英聽

測驗，考題供同學隨點、即聽、即演練、即檢討，錯題也可以反覆練習。

初中英聽考題共分為三大部分：(一) 辨識句意；(二) 基本問答；(三) 言談理解。在考試時，建

議在播放說明時，可以先提前閱讀選項，透過選項預測可能的關鍵字及wh-問句，如此就能輕易聽取

音檔重點，答題也可使用刪去法找出正確答案。另外音檔會播放兩次，同學第一次沒有聽清楚時，不

需要太緊張而自亂陣腳，再聽一次更能抓到重點，慢慢一題一題破解即可。

初中會考英語閱讀考題的部分，Yvonne老師點出了每年必考的文法點：時態、被動語態、現在

完成式、名詞子句、關係子句、特殊動詞及形容詞與副詞的三級，Yvonne老師的「初中英語總複習

」課程，除了介紹文法重點輕鬆破解外，更介紹了題組題的閱讀策略分析，提供生活情境題及閱讀測

驗常考的解題介紹，讓學生再考前多做練習，考時輕鬆應戰。此次考前衝刺，Yvonne老師更針對感

官動詞、連綴動詞多加進行介紹，提出貼心口訣「感官動詞32111」及「連綴動詞五起五變adj.」，

而代名詞 one, ones, it, them也是近幾年常考的重點，影片中再次澄清概念，讓學生在應考時能正確

作答。

最後針對會考閱讀試題，Yvonne老師提出了單題中出現的文法考點，如時態、代名詞，以及去

年特別的的猜字意題目，加以進行說明。並針對閱讀測驗的題組題做詳細的解題介紹，並提出破解重

點。希望學生能在考前最後的這段時間，把不熟不懂的地方加以補強，全力衝刺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冠博／這些考題佔比增！閱測篇幅長 4類考題解法學起來

2023-04-10 14:00 聯合新聞網／ 冠博文理補習班／英文專師-王晴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87713

這幾年會考考題涵蓋範圍比較多元，在培養學生將英文帶入生活情境加以運用、重視自然溝通，

建議同學們考前要練習歷屆會考，在練習之中可以體會到題目是如何將英文融入生活感的，而不是用

記憶或套文法句型，將單字片語逐字逐字翻譯成中文。

去年閱讀考題增加了三題，同時單題部分文法佔比也比往常幾屆增加了，雖然題目增加文章偏長，

反而對文法單字題熟練的同學是爭取考試時間的機會 。同時題目的增加，會考驗學生們的耐心和細

心，考前要練習題目熟稔後才能沈著面對，看完題目才不會落入陷阱，絕對是在會考前的幾週的讀書

策略之一。

●單題：題目偏長，小心審題

做題時切記要帶入生活情境加以運用，另外，推論文章中的單字片語已不再專屬於閱讀題組中，

在111第20題與111參考試題本第18題，這兩題是出現於單題中，考的是單字或片語在本題中合適的

意思，也就是換句話來解釋。

●克漏字：文意要連貫，轉折語是你的好幫手

克漏字是整篇文章挖空，當然上下語意要連貫，轉折語是你最好的幫手，例如however，上下語

意是相反的，其他的還有 in fact, on the other hand…等等，可以協助你判斷下一句是否能承接上句。

此外，連接詞：when, until, because…等等可以分類會是原因還是時間，整個趨勢已跟大學學測

篇章結構有些接近了，要提醒的是有時候鄰近的前後句不見的能找到答案，得要看完整篇文章和藉由

文章的關鍵字，或刪去法去選擇正確答案，也是可以避掉一些時間的壓力。

●閱讀測驗：掃讀略讀，找關鍵字找記憶點

這幾年考題領域非常多元如地圖、旅遊、生物、環保…不但考題有出現並且順應時勢潮流，這些

也會是學生們不會過於陌生的議題。常會出現的考題是主旨、推理、理解、細節以及歸納統整：

主旨題：要符合文章整篇的內容，建議先看完題目和選項後，開始閱讀文章，答案是整篇文章中

提到最多次或整篇篇幅裡的佔比最高。

推理與理解：當出題者詢問it, this…的代名詞之外，也會詢問畫線的單詞、片語的意思，得依上

下句或上下文來推敲，亦或是文中發生的相關事項來推理。

細節：題目有 who, what, learn about…或 know from…因此在閱讀當下要注意關鍵字，要有記

憶點是最好的策略。

歸納統整：閱讀後的資訊要比較彙整，例如：時間、數字、特徵、特色等等。

綜觀以上，在這考前最後的準備，建議今年的考生可以多利用零碎時間複習單字，每週練習2~3
回題本，應整理自己不熟的單字片語，並熟練文法句型將觀念釐清，建構清楚思維的迴路，這樣上考

場面對試卷可以輕鬆面對任何題型。



總整理／學單字片語、培養閱讀能力 練答題手感看這裡

2023-04-03 11:44 聯合新聞網／ udn文教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6298

《聯合新聞網》提供考前衝刺三大資源，包含教授文法、單字知識的「希平方」、培養英語閱讀

能力的「紐時賞析」，也有讓考生實際演練考題的「會考生活英語」，統整大全就看這一篇！

＊請至網頁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6298觀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6298


答題不能只靠文法 掌握英文科應試五大撇步

2023-05-02 09:06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35822?from=udn-catelistnews_ch2

英文科強調素養、與生活密切結合，英文科考題往往也會出現與考生生命經驗相關聯的考題、並

帶入多元社會議題。桃園青溪初中英文教師許綉敏認為，答題不能只靠文法和單字，考生考試時不只

要讀懂字面含義，還必須融入文中的情境脈絡、並帶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平常也應該多關心多元文化

、性別平等各類社會議題。

●聽力測驗懂得記筆記 、掌握語氣

在聽力測驗方面，許綉敏建議學生邊聽邊記筆記，藉記下要點吸收整理資訊。重要的關鍵字和訊

息，如果第一次聽不懂，可以先簡單筆記，方便聽第二次時掌握。而聽力測驗不只是聽單字和文法，

還必須懂得從語調和語氣中找出線索，有些答案其實是透過語氣推論。

聽力測驗中有一種「基本問答」，題目不難、但需要速度；速度慢的學生，往往會因腦子轉不過

來失分。許琇敏建議考生面對這種類型的題目，在第一題結束後，先看下一題的選項，如此聽題目時

可快速找到答案，如此就可在第一題和第二題之間爭取時間差。

●閱讀測驗透過上下文猜字詞含義

閱讀測驗由幾種固定的類型組成，考生只要熟悉類型、就能抓住重點應達。許綉敏表示，第一至

十八題的單題，考的是英文的知識技能，包括單字文法等基本功。但考生往往會因閱讀量太大、反而

忽略「時態改變」這種基本功。

遇到陌生的單字或詞彙，考生往往會感到心慌。許綉敏表示，出題老師不會在字彙上刁難考生，

考生可透過上下文解讀字詞的意思，，只要懂得爬梳情境就能猜到文意。如111初中教育會考英文科

第26題問A to Z的意思，考生即使不了解，只要讀到文中提到製作巧克力的 A to Z，就能找到答案。

●圖文題代入生命情境

圖文題是近年流行的題型。以去年考題的第22題為例， 透過一張明信片出題，只要學生明確掌

握訊息，就能找到答案。105的考題出現的連環漫畫題，只要看懂圖，便可以回答題目。而如去年考

題第23、24題以圖顯示飲料的含糖比率，已屬跨科考題，不只考英文，也考生關於濃度的化學基礎概

念。

許綉敏指出，考生可在考前練習多練習「文轉圖」或「圖轉文」的能力。也可以嘗試將自己的生

命與考題所敘述的情境、議題連結，將自己帶入考題，有助於作答。

●善用判斷力找出題者立場

新課綱強調素養，也希望藉考試引導學生培養判斷力。英文科也出現判斷力的類型，考生必須透

過閱讀判斷出題者的立場。如109考題第29題，文章中指出褪黑激素的運轉在晚上11時到隔天早上8
時，言外之意是學生上課的時間太早了；第30題則表示研究發現學生早點上學比較好。這兩題其實都

是考學生如何判斷出題者的立場。

●考前兩周鍛鍊手感

考前兩周，許綉敏認為大量作題、鍛鍊寫題目的「手感」最重要，建議學生找103以來的歷屆考

古試題重新做一遍，每天至少做一份試題，並找老師討論考題，了解自己可能犯的錯誤。她也呼籲學

生注意健康 ，在密閉空間仍建議戴口罩。



數學

力宇／應考訣竅、考前預測重點剖析一次看！

2023-04-20 15:20 聯合新聞網／力宇教育╱李熙老師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11497

一、初中教育會考數學科試題題型與趨勢

今年的初中教育會考是新課綱的第二屆學生，李熙老師以111的試題為例，說明今年會考的整體

趨勢：

◆ 選擇題25題
◆ 非選擇題維持2題，共6分
◆ 9題生活題

◆ 最後2題為生活題組題

近年來數學科多設計素養導向、跨領域等活用試題，但試題本中仍會維持一定比例評量重要核心

學科概念，此外，也會更強化「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進行提問。

二、應考訣竅

1. 選擇題四個選項平均分配，若同學遇到不會寫的題目時，可依照其他試題所出現的選項，以

平均分配的方式來猜選答案，命中的機率會相對高一些。

2. 非選擇題絕對要能寫盡量寫。以111的數學科級分對應表而言，若非選擇題拿0分，則選擇題

必須25題答對24題才能拿到A；而若是非選擇題拿到滿分6分的同學，選擇題只要答對20題，容錯5
題，一樣可以拿到A，由此可見非選擇題的重要性。

註：李熙老師分析數學科級分對應表，以及各等級容錯題數，詳見影片。

3. 新課綱納入的課程，如：三視圖、等比數列、三角比……。此部分的內容皆不算太難，同學

務必熟練相關概念，只要考出來一定可以拿下分數。

三、常考題型分析

1. 半徑畫弧：立刻聯想到「等長」，如果題目中沒有將半徑畫出來，一定要自己畫出半徑來輔

助解題。

2. 尺規作圖：有兩種作圖非常重要，分別為中垂線作圖與角平分線作圖，特別是此兩種作圖延

伸的性質，「中垂線上任一點到兩端點等距」、「角平分線上任一點到兩邊垂直等距」，只要考到這

個部分，一定要用到這些性質來解題。

3. 內、外、重心：最近這幾年比較少考利用公式解題的題目，而是著重在三心的作法，以及三

心延伸的特性。

4. 二次函數：年年必考的主題，最常考的觀念為對稱性(對稱軸與頂點)、平移(開口方向大小不

變)、最大值與最小值(頂點)，同學一定要熟悉這些概念。

註：詳細的常考題型分析與必考重點，請見李熙老師影片教學。

四、考前一個月的建議

1. 加強「實戰經驗」

透過一回又一回歷屆試題的演練，可以幫助找出盲點，沒做題目之前似乎懂，做了歷屆試題後卻

發現又有問題，利用這樣的演練把自己似懂非懂的觀念確實釐清。



2. 不浪費時間在課綱已刪除的內容

考試只剩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請在有限的時間下更要有「選擇性」的準備，千萬別浪費在那些

不曾出過甚至根本不會考的題目。以下內容是112會考不會出現的題型：

(1) 不處理「絕對值的方程式與不等式」的題型。

(2) 不涉及科學記號四則運算及其他等數為負整數次方。

(3) 三視圖不出現提供視圖要求學生重製立體圖形。

(4) 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不考慮到無解及無限多組解的狀況。

(5) 不涉及有兩個不等號的一元一次不等式。例：－2＜3x＋5＜9。
(6) 多項式乘法，乘積最高次為三次。

(7) 多項式除法，被除式次數最高為二次。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8) 不出現函數符號 f(x)、g(x) ……。

(9) 不談論圖形的包含關係。

(10) 複合圖形以多邊形為限，不適合出現與圓相關的圖形。

(11) 不介紹圓內角、圓外角、弦切角及圓冪性質。

(12) 不處理兩圓的位置關係及兩圓的公切線。

(13) 不涉及二次函數的配方法。

(14) 樹狀圖以兩層為限。

3. 訓練自己在時間限制壓力下做題

自己在家模擬考場情境，塑造考試的氛圍，甚至工具的選擇(碼錶、2B鉛筆、畫卡)，都要盡量貼

近實際考試，強化自己拿到試卷後的讀題速度、作答速度、時間分配、甚至猜答案，事先培養這些臨

場考試技巧，相信大家可以在最後一個月做最完整的準備，祝福每一位即將上考場的會考戰士們，加

油！



冠博／新綱兩主題就要出現！ 精熟幾何圖形成決勝關鍵

2023-04-13 21:46 聯合新聞網／ 冠博文理補習班／數學科老師-蘇博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96615

會考將至，我們將分成如何短期搶分、題型分析及適合你的作戰策略。

短期搶分
1. 會考的前身叫「基測」，基測的意思是「基本學力測驗」，顧名思義題目不難，但是難在短

時間讀懂素養題型，因此應該著重在讀題的速度及對題意的理解。

2. 多練習歷屆會考試題，養成好的時間分配習慣及好的作答習慣。所謂好的作答習慣是指先看

非選題，如此一來可以邊寫選擇題，邊構思如何完成非選題；另外對於圖表題或是漫畫式對話題型，

要能駕輕就熟。

題型分析
1. 新課綱增加等比數列、三角函數、空間中兩直線歪斜，等比數列去年出在非選題，那麼三角

函數或是歪斜線今年就應該要出現了喔。至於三角函數如何出現，通常會是三角測量較符合素養題型

的意涵。那麼歪斜呢？可能給你立體圖形問你有幾組歪斜線。

2. 連續兩年有促銷、折扣或漫畫對話題型（110/11、16題111/11、18題）及素養題型的資料判

讀（110/非選第一題111/24、25題），會是要注意的常考題。

3. 三角的相似或三心、四邊形的面積比、圓的切線或圓周角等幾何圖形，每年至少都考五題左

右，熟練第四、五冊幾何圖形是通往A++的決勝關鍵，強者們千萬不可疏於練習。

4. 近幾年題目越來越少，109/26題、110/26題、111/25題加上兩題非選。跟往年27題家兩題非

選相比，雖然題目變少了一兩題，但其中的原因是為了更加符合生活情境有些題目題幹變長，題目需

要判讀的訊息量變多了，所以練習「敘述多」、「判讀多」及「資訊多」的題目是未來趨勢。

作戰策略
我們用模考分數三等地來區分：

1. 從C或B-前進到B++：會考試題都是由簡單排到難，建議你練會考前二十題就好。先把基礎的

題型練熟，確實掌握該拿的分數不要好高騖遠。

2. 從B+或B++前進到A：代表的會考後面五題及非選題的掌握度不好，若是時間分配上的不均勻

導致來不及，建議確實掌握答題時間的分配，前面二十題基礎每題最多兩分鐘，後面五題最多四分鐘，

會考非選擇題則以一題五到七分鐘分配。若是因為題目難導致不會寫，可以每次都練習模考或會考後

面五題，養成難題思考的精熟度及順暢度。

3. 從A到A++：這種同學要求的不是題目會不會，是減少粗心的程度及避免緊張造成的失常。建

議非選多看、多讀，非選題需要寫敘述及說明，常常會是造成緊張的來源。

心態的調整、時間的掌握、適合自己的練習方式如此一來就可以水到渠成，創造佳績。



4類題型奪分有技巧 非選長文不可怕！師授作答三訣竅

2023-04-18 15:52 聯合新聞網／ 文／洪介興（北市石牌初中數學老師、好讀周報專欄作者）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06013

基礎題：考基本概念 計算量很小
基礎題會集中在試卷的最前面，去年會考的前8題就屬於基礎題，這些題目幾乎都只會用到一個

初中數學的概念，且計算量都很小，有不少題目甚至完全不需要計算，只需進行判斷即可作答。

其實只要學好每個單元的基礎，這些題目一定都可以全對。因此，九年級的考生，你們要確保基

礎題全對，這些題目多檢查一次花不了你太多時間，反倒是不小心錯了一題可就虧大了！

情境題：讀題如同看小說 先有畫面再解題
情境題的題目敘述往往會比較長，讀題的技巧會很大程度地影響你解題的效率，以下分享兩個重

要的讀題技巧。

第一個技巧是「讀題如同看小說」，看小說時，我們一定會根據書中的描述，想像出一個具體的

畫面。

另一種方式是用比較抽象的畫面，譬如把售價、預算、八折價用長條圖表示，甚至直接全都放在

一條數線上，這幾種畫面對於解題都非常有幫助。

情境題：先忽略細節 釐清解題目標
第二個閱讀情境題的技巧是「先忽略細節」，當題目中的資訊量較多時，先大略讀過就好，等大

概知道題目要問什麼以後，再回過頭來看細節。

這個先忽略細節的閱讀技巧，不但可以用在數學解題，對於國文或英語的閱讀測驗也非常有用喔！

進階題：把條件標記圖上 幾何題手到擒來
進階題大多是幾何題，做幾何題的一個重點就是一定要先把題目給的條件標記在圖上，這些題目

之所以困難，通常是由於從題目通往答案要經過比較多層的思考，因此沒辦法很快看出答案或做法。

先從已知條件試著往前走一點，再從待求答案試著往回推一點，最後試著把中間接上，這個思考

歷程對於解決難題非常有幫助喔！

非選題：別被題目長度嚇到 解題策略才是關鍵
非選題每次都有兩大題，各占滿分100分中的7.5分，選擇題每一題只占3.4分，由此可見非選題

的重要性，關於非選題的作答有三點提醒。

第一，非選題的兩大題通常會各有兩小題，其中的第1小題通常很容易，千萬不要被題目長度嚇

到。

第二，非選題評分重視的是解題策略的表達，如果解題過程寫得不清不楚，就算答案正確，也只

會有1、2級分，甚至0級分都有可能。相反地，只要解題策略適切且表達完整，就算過程中發生計算

錯誤，也有機會獲得滿分3級分！但如果花太多時間作答，沒時間寫別的題目或進行檢查怎麼辦？因

此強烈建議你，上初中教育會考的官方網站，多看一些3級分的樣卷，就會比較清楚解題過程要詳細

到什麼程度。

第三，先在題目卷上試算過，大致想好要怎麼寫再下筆，不要把答案紙當計算紙，想到哪寫到哪，

這樣反而會花上許多時間塗改，或是解題過程寫得沒有章法、邏輯不通。

最後，預祝所有考生可以好好發揮自己原有的水準，取得滿意的成績，留下美好回憶。

（本文轉載自2023-4-17《好讀周報》715期專欄「補腦算算鍋」）



決勝A++把握幾何 多項式出題活考生易當機

2023-05-03 06:09 聯合報／記者許維寧／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38264?from=udn-catelistnews_ch2

北投初中數學科教師林柏嘉提點學生，七年級的考題重點內容在於數與數量，多考學生四則運算、

解方程式等程序問題，題目通常會有合理的計算量、不刁鑽，但通常需留意負數和去括號；代數等一

元一次方程式也是七年級考題重點，考題通常結合生活素材，考生需解讀題目給予的素材作答，如去

年會考第11題，便是要學生透過社群軟體對話求出買遊戲機的預算，多會以「素養試題」登場。

至於八年級重點，林柏嘉表示，重點代數如一元一次多項式、方程式，一元二次方程式可以使用

十字交乘法、配方法、公式解，會考常聚焦在因式分解與解方程式的各種方法。

●A++決勝關鍵 把握八、九年級幾何觀念

林柏嘉也說，八年級除了等差數列與其應用問題仍是熱門考試題材外，幾何也是一大重點，多側

重於動態幾何、解複合圖形的幾何量與探討幾何物件關係；九年級幾何則側重於三角形的心、圓、相

似形和證明，且歷來會考的難題多來自於幾何，問題會聚焦在幾何量與關係，也是目標A++的學生需

留意的重點，如去年試題便是探討幾何圖形的關係。

聚賢文理補習班數學科教師葉子豪則建議，可將數學粗略分為「幾何」以及「代數」兩部分，觀

察近年考題，幾何題型不外乎以「相似、全等、平行線段與四邊形、尺規作圖、三角形的三心以及圓」

做單獨或複合的題型，通常考題會要求考生，判斷甲、乙說法或做法何者正確，通常需要學生做圖且

了解圖形性質，才能判斷誰是誰非。

葉子豪也指出，代數則可分成「設計過的計算題」以及「如何假設未知數」兩種主要方向；設計

過的計算題多出現在考題前十題，乍看之下雖複雜，但多能化簡且容易計算，穩住陣腳就能拿分；假

設未知數則考驗學生邏輯思考能力，通常見於生活情境等素養題，通常會結合折扣促銷、減免等方式

出題，學生還需留意假設完後是否邏輯仍合理，否則容易失分。

●函數、多項式出題靈活 遇素養題考生易當機

葉子豪也建議，如「比例、統計圖表及資料分析、函數、多項式」歷來容易獨立出題，建議考生

一定要趁考前重新檢視觀念，通常又見於基本觀念活用題型，若學生一昧刷題，雖然對基礎題型有幫

助，但在素養題就容易卡住「當機」。

葉子豪指出，學生考前不要再糾結於困難的計算題，建議把時間用於觀念了解、閱讀、公式活用

上。如果學生過去答題時常出錯，可以反過來檢視錯誤部分，是否能講出題目背後的運用觀念，若講

不出來就代表基本觀念不熟，一定要再做類似題目加強，並尋找觀念易出現的題型，檢視觀念掌握程

度。

●素養題萬變不離其宗 多只需簡單計算

近年素養題多讓學生摸不著頭緒，葉子豪則談到，考生可以先嘗試做近五年考古題，多會發現素

養題型側重「閱讀、判斷、分析」，先了解情況後，選擇出適合的方式解決，接著考慮合理性，大多

數的素養題只需要「簡單的計算」。考生理解題目後可先假設答題，通常計算不複雜，如果發現過程

繁瑣，甚至可以重新審視一下想法是否有不完善之處或思考方向錯誤。

●最後衝刺 不同程度有不同任務

林柏嘉建議學生，若程度比較落後目標可放在B、B+，拿下有把握的單元。做考古題時將重心放

在前十題，找出有感覺的題目再分析所屬單元，把單元課本範例再做一遍；程度中等學生目標可放在

A、A+，以課本習作、歷屆試題為主，歷屆試題多做幾遍，也建議從考古題中回顧較無法掌握的單元

並再次練習課本習作範例。



至於程度頂尖的學生，林柏嘉指出，目標若鎖定A++要完全熟悉歷屆試題，除了往常難題主要來

源的九年級單元外，需分析模擬考易錯、害怕的單元或者數學知識，多花時間準備。

至於非選題方面，林柏嘉建議，非選擇題會有一題代數題與一題幾何題，其中一題較容易作答，

也建議考生一定要「寫寫看」，0至3分會依答題表現給分。也提醒考生，非選題若考出幾何，根本能

力在於對面積、角度幾何概念的掌握，要善於觀察幾何元件再連結延伸幾何性質，例如問三角形，就

要想到SSS、SAS這些全等性質，或AA、SAS這些相似性質；問到角平分線，就要想到到兩邊等距

離；看到斜邊，就想到畢氏定理。



社會

冠博／魔鬼藏在細節裡 仔細看圖表就能拿高分！

2023-04-10 15:02 聯合新聞網／ 冠博文理補習班／社會專師-吳海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87851

距離會考倒數一個月，各位同學都準備得如何呢？有的同學對於考試躊躇滿志，也有同學仍在焦

慮緊張，這邊老師想針對社會考試提供一些建議，若是覺得怕書讀不完覺得考試步步逼近的同學也不

用擔心！

從去年第一屆新課綱出題方式來看，光是以圖、表出題就佔一半以上，部分考題甚至從題幹中圈

找關鍵字即可得到答案。其餘就是看題的細心程度，該題因不少同學會看漏訊息或數字看錯而失分，

其實相當可惜。目前素養題的趨勢不只是跨科，更重要的是培養同學觀察、閱讀的細心程度，所謂「

魔鬼藏在細節裡」，尤其不少答案就在題目當中，圈選關鍵字、重點畫底線等基本功必須加緊培養習

慣。

以下為老師幫各位同學整理的社會科準備重點，把握要領，你也可以拿高分～

一、公民：時事要掌握，同時需了解考題在問甚麼

公民題常與時事題掛勾，時至今日尚未平歇的俄烏戰爭可能是出題方向，因戰爭導致原物料上漲、

以及每兩年一次的台灣大選新聞都需要注意。此外，法律的民法、刑法、行政法及權利救濟程序，自

112起民法規範成年為18歲，但選舉權還是20歲要特別留意；經濟的需求與供給法則運用，比較利益

與機會成本等名詞需要釐清，以及超常考的各政府機關職權都要釐清。以去年的出題趨勢來看，公民

的出題方式相對簡單明瞭。

二、地理：閱讀圖表須謹慎，題目資訊量較大得注意

目前地理出題以圖表活用最常見，以去年的出題來說地理圖表比例最高，第一冊通論地理部分（

經緯、地形、天氣等）因與區域地理觀念得以連結，請同學務必熟讀。另外對於台灣人口、產業及各

行政區特色也要有基本認知，再者，地理圖表的資訊量多需要謹慎閱讀，也就意味著地理考題鑑別度

較大，題意較為複雜，需同時結合圖表及題幹思考，是相對需要思考的題目，也代表地理會是三科當

中的決勝關鍵。許多同學反應地理是社會科裡最難的科目，但只要能結合地圖記憶並熟讀課文內容，

其實地理真的不難！

三、歷史：結合圖表與文字素養，解題關鍵在於細心

若看近幾年會考試題，可以發現大考中心在歷史選題上，以近代史出題為主，上古史比例相對少。

另外，造成世界文明變動的大事件也是準備重點，中國四大發明西傳、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

命及啟蒙運動乃至於一、二戰等常考歷史事件也須注意，歷史的素養題偏多且喜歡考跨科，圖表題數

也有上升趨勢，同學除了要仔細閱讀題目之外，也要能判斷圖表給的線索，因此也代表學會看圖說故

事者就能得高分。

最後不外乎還是老生常談～考試時不要緊張，要相信自己有萬全準備，並且閱讀題目時請務必圈

關鍵字畫重點，「是」或「不是」都往往是細心拿分的關鍵，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尤其目前為素養題

趨勢，題目會越來越長，閱讀題部分需要更加仔細謹慎應對，甚至答案就在題目中，只要夠細心一定

可以拿到高分，共勉之！



圖表看時事／近期重大事件總整理 遇圖表題不慌張

2023-04-02 15:17 聯合新聞網／ udn文教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3838

會考將於5月20、21日登場，「圖表」成為近年命題趨勢，考驗考生解讀圖表、數據的能力。《

聯合新聞網》根據近半年新聞事件，製成資訊圖表，帶領考生看圖、輕鬆搞懂時事。更多「圖表看時

事」這裡看。

＊請至網頁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3838觀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63838


素養大補帖 掌握出題趨勢與考古題模擬出題

2023-04-06 14:20 聯合新聞網／ udn文教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096

收錄新聞故事增進閱讀能力與時事敏銳度，內容涵蓋環保、人物故事等，及國際焦點如俄烏戰爭

和經貿議題。

＊請至網頁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096觀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096


歷史地理公民重點大集結 新綱新增議題複習要掌握

2023-04-27 21:11 聯合新聞網／力宇教育／彤妤老師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28295?from=udn-catelistnews_ch2

112初中會考即將登場，經過111新綱第一次大考，相信考生們對於新綱方向都已有相當的認知，

去年的總題數雖下降到54題，但總文字仍維持與舊綱相去不遠的數量，因此每題字數上升，平均有162
個字，另外圖表題也有33題，顯見長題幹、圖表分析、跨領域統整、情境題等是考生應該注意的考題

趨勢。在剩下的時間中，除試題形式外，複習的重點應該放在哪裡呢？力宇教育彤妤老師特地整理幾

個重點給考生們參考。

 地理：重圖表分析，研讀地圖不能少

彤妤老師分析111會考的地理試題，以臺灣與世界地理較多，中國地理偏少，考生在時間分配上

應注意調整比例。等高線、經緯度、氣候圖(氣壓圖)的判讀是一定不能少的基礎概念，在臺灣地理方

面則應注意臺灣的位置、離島、氣候特色與產業等內容，在世界地理方面則應注意下列幾點：

1.各洲、海洋、運河、國家相對位置的判斷。

2.全球氣候類型：包括溫帶地中海型氣候、熱帶莽原氣候的分布與作物，以及印度、美洲的氣候特色。

3.宗教信仰：包括伊斯蘭教的特徵與分布，以及印度的宗教信仰。

 歷史：重因果關係，強化整合時間軸

111會考的歷史試題中，以臺灣與世界歷史較多，中國歷史偏少，且在年代上有略古詳今的趨勢，

考生在時間分配上應注意調整比例。在主題上應著重複習原住民、晚清的變革、橫跨歐亞非帝國的版

圖與影響、近代歐洲變革等議題。

1.臺灣歷史：臺灣不同政權下的原住民互動等。

2.中國歷史：中國歷代漢民族與周邊民族的互動、清末的戰爭條約與變革等。

3.世界歷史：從14世紀的文藝復興開始，宗教革命、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大航海時代與

新舊帝國主義、19世紀民族主義的影響，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等，考生們都應特別注意。

 公民：重概念理解，專有名詞要釐清

111會考的公民試題中，政治、法律、經濟的題數分布頗為平均，反而是社會篇的比例有上升的

趨勢，考生在時間分配上應注意調整比例。在主題上應注意人權議題、五院職權、選舉投票的種類、

法律的應用與救濟管道、機會成本與利潤的計算、價格與需求供給的關係等。

另外，考生們也應特別注意公民與時事的結合，例如：2022年的九合一選舉、首次憲法修正案公

民複決、行政院改組等，都可與五院職權、公民投票等概念結合出題，因此也應撥出一些時間瀏覽去

年至今的重要新聞，並試著找出對應的知識點。除可增加生活化的能力，也可提升自己閱讀題目的敏

銳度與抓出關鍵字的能力，如此才能面對題幹敘述變長的會考趨勢。

除了上述重點外，新綱新增的議題也是出題的熱門素材，尤其111會考中，只考了地理的地名與

食品安全，因此其他新增概念很有可能會陸續出現，考生們也應特別注意，包括：

1. 地理：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中國的文化擴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關連等。

2. 歷史：原住民族傳說與各年代的變遷、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遷、當代東亞局勢、東印度公司與世界

各洲的原住民等。

3. 公民：人性尊嚴、部落、公共意見、勞動參與等。

相信考生們只要掌握彤妤老師預測的重點，應該可以在會考獲取不錯的成果唷！祝福每一位即將

上考場的會考戰士們，加油！



社會科圖表化、本土題有望增 考前勤練這2題型有助應答

2023-05-04 07:59 聯合報／記者趙宥寧／台北即時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41020?from=udn-catelistnews_ch2

今年會考是新課綱第二屆，補教界預估，社會科將延續去年素養題的出題方式，題目將會難易適

中，但去年台灣國際能見度大增，預估今年不僅在地生活題目會更廣泛，也會有許多與全球關聯的題

型出現，但考生不用特別去找時事來了解，因為命題範圍仍在課本中。

另外，去年命題題幹變長，圖表也增多，預計今年的出題方式也會差不多，大量練習圖表題、題

組題，有助考試事半功倍。

●歷史科以台灣為本位、世界史留意「環環相扣」

社會科補教名師陳啟鵬表示，歷史科命題，基本上是台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平均分配，不過出

題的方向還是會以台灣為本位，與全球連結，放眼全世界。舉例來說，台灣在國際競爭時期的處境，

與歐洲的海外擴張有關；台灣後來會被日本統治，也跟西方的帝國主義興起有關；而帝國主義的發展，

則影響兩次大戰的興起。像這類環環相扣的歷史環節，就要特別注意。

陳啟鵬也說，疫情後旅遊大爆發，也使的部分觀光景點受到青睞，究其背後歷史淵源，也有可能

以生活化題型方式出現。一般說來，歷史的題幹敘述會比其他科多一些，判讀的線索往往也在題幹之

中，考生記得邊看題目要邊把判讀線索畫線作記號，這樣可以在看完題目後，第一時間找到答題關鍵，

縮短作答時間。

●地理科偏重基本觀念、圖表題有望過半 掌握基本觀念「不變應萬變」

陳啟鵬表示，考生徹底了解基本觀念，是應付地理科基本要求，不過觀念要如何考出鑑別度，仍

得透過圖表才能呈現，因此去年會考地理科的圖表題過半，預計今年也會比照辦理。

他說，考生可以先加強自己不拿手的觀念，並藉大量練習圖表題驗證自己會不會，一旦發現自己

無法從圖表判讀中得到線索，就代表這個單元的觀念還不夠清楚。如此逐漸將觀念搞懂，並練習自己

容易失分的題型，就能以不變應萬變，得到應有的分數。

命題方向，陳啟鵬說，台灣地理可能偏重天災人禍；世界地理可以著重國際情勢緊張的內容，包

括歐美與東亞島弧區；至於中國地理，只要大致掌握地形氣候相關基本觀念即可，但跨區域影響的觀

念，還是要特別注意。

●公民科經濟掛帥、法律與政治為輔 題型靈活請找關鍵線索

陳啟鵬表示，公民科概分為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五大類，盡管出題一樣會平均分配，

但有鑑別度的題目仍落在政治、經濟與法律這三方面。其中，政治與法律偏重本土，考生可多了解一

下這半年受矚目的法律與政治新聞；經濟偏重全球，所以進出口貿易、比較利益、通貨膨脹與緊縮等

單元，要特別注意。

另外，他說，公民出題自由度發揮較大，題型也相對靈活，無論是圖表或漫畫對話，都有可能出

現考生從未看過的新題型，只要觀念清楚，找出暗藏的線索，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要一看到新題型就

惶恐不安，沉著下來好好解題，就可以見招拆招，先馳得點。

而就社會科整體而言，補教老師馮敬之表示，社會科考題喜歡結合鄉土，例如台灣考題不只有考

茶葉，可能也會結合在地觀光、特色，將台灣史與地理考題結合。另一方面，跨科、時事考題多，例

如去年考乾旱，今年也是大旱。去年地方選舉，明年總統大選，但若結合時事，也不一定考台灣選舉，

也可以透過歷史公民結合，考國外選舉制度，時事題雖然沒有佔很多，但也是準備的重要方向。



會考倒數不到20天，馮敬之建議，考生不需要再寫新考題，練習歷屆很重要，但也建議先把過去

模擬考題錯誤處拿出來訂正。千萬不能隨便訂正，考生錯的往往是觀念，只要把觀念釐清，就會有效

果。

陳啟鵬表示，歷史科命題，基本上是台灣史、中國史與外國史平均分配，不過出題的方向還是會

以台灣為本位，與全球連結，放眼全世界。圖為今年歷史時事題可能考點。圖／陳啟鵬提供

陳啟鵬表示，考生徹底了解基本觀念，是應付地理科基本要求，不過觀念要如何考出鑑別度，還

是得透過圖表才能呈現，因此去年會考地理科的圖表題過半，預計今年也會比照辦理。圖為今年地理

時事題可能考點。圖／陳啟鵬提供



陳啟鵬表示，公民科概分為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五大類，出題一樣會平均分配，但有

鑑別度的題目仍落在政治、經濟與法律這三方面。圖為今年公民時事題可能考點。圖／陳啟鵬提供



自然

冠博／計算漸少圖題增 征服長文這樣準備就對了

2023-04-13 20:03 聯合新聞網／ 冠博文理補習班／自然專師-江霖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96423

近年，會考考題的趨勢著重在觀念的理解，而捨棄掉繁雜的計算，以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ma 為

例子，考題傾向不是計算最後的數字，而是各數值的比例關係。加上現在傾向於跨科目的實際應用，

在題目的說明，以及選項的敘述上就要使用更多的文字篇幅或是圖片的輔助。

簡單來說，就是把計算的時間轉換到了題目閱讀，如何從繁多的文字中迅速抓出考題的重點，將

會是考試的一大關鍵。

● 跨科別跨領域題目，考你是否能融會貫通

原子-理化；細胞-生物；太陽／月亮-地科

這題111的會考考題當中，包含了自然中的全部範疇，原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基本粒子，細胞是組

成生物的最基本單位，而肉眼可見的太陽月亮的大小就不在話下了，細胞的基本組成中包含了細胞膜、

細胞質、細胞核，裡面更是含有不同的物質，那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

生活中處處充斥著自然，當你直接觀察周遭的事物，或是藉由日常的現象去了解自然的原理真諦，

這才是現在考試希望考生具備的能力，與其加強計算能力，現在更希望學生能真正的融會貫通在日常

生活的應用當中。

● 計算題數目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圖型的判別

過往的題目，題目可能會提供我質量、比熱以及溫度變化，便可直接計算出熱量的變化，但現在

的考試選項會直接出現圖形，檢驗考生圖形判別的能力。

● 文字敘述增長，考驗學生閱讀速度及破題的能力

文字的敘述也會增加題目的長度，故非常考驗考生的閱讀速度，考前需要多花點時間做練習題。

● 2023考題預測

土耳其大地震

地科-板塊運動

首爾梨泰院踩踏事故

生物-呼吸運動

俄亥俄州有毒物質泄露事故

生物-水污染、維生素礦物質對生物的影響

航空氣球

理化-浮力

地科-大氣的分層

世界杯足球賽

理化-牛頓第二運動定律、摩擦力

生物-神經傳導路徑

在考試前的最後幾天，如果沒有自己整理的筆記，建議可以找坊間已經整理好重點的參考書，每

週練習2-3回題目，並計時訓練作答速度，做完題目一定要仔細檢討，將不熟的觀念於筆記中加註重

點，加深印象，祝福各位考生金榜題名。



圖表看時事／素養題免驚！ 關鍵時事新聞全收錄

2023-04-06 14:18 聯合新聞網／ UDN文教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219

聯合新聞網除了推出會考衝刺系列報導，指點考生最新命題趨勢、必考重點及答題訣竅外，也整

理時事話題，協助考生事半功倍拿高分。

＊請至網頁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219觀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078219


生物理化地科考法全解析 最後關鍵期這樣複習最有效

2023-04-27 21:00 聯合新聞網／力宇教育／【生物】李鴻老師、【理化】趙天豪老師、【地球科學】張羽老師

https://udn.com/news/story/123450/7128278?from=udn-catelistnews_ch2

◆生物◆

一、出題趨勢

在111會考題中，可以發現出題不再是以往純記憶或純計算的方式，題目較少直接考單一觀念，

多是「跨單元或跨科之間各觀念整合」，同時結合到「日常生活知識」，但如果仔細研讀題目，依然

有很明顯的解題線索。力宇教育的李鴻老師舉例，【108會考，第19題】與【111會考補考，第14題】

都考到了呼氣運動時胸腔的狀態，但兩題考法不同，由此可知，新課綱考題在題幹的敘述變化上會較

貼近生活也更加複雜，需要考生找出與考題觀念的聯繫，但實際上題目觀念都是一樣的。

二、衝刺準備

在會考最後的衝刺階段，生物如何準備？李鴻老師建議從「基礎觀念、實驗及圖表、題目練習」

三方面著手：

1.了解課本基礎觀念、強化閱讀能力

會考題目有時非常冗長，因此需留意關鍵字，最好可以畫線或者圈出來，減少讀題時間與失誤率，

作答時也比較容易對應到選項中，切勿題目只看頭看尾，衝動選答案。

2.注意圖表、熟悉實驗但不要背實驗

近年來圖表題比例較多，常考實驗流程或是實驗數據分析，因此熟讀課綱內出現的所有實驗，注

意實驗原理、步驟及結果判斷，在考題中找出關聯，相信都能明確找到解題關鍵。

3.題目練習

108課綱刪減不少內容，範圍相對減少，但是出題方式並不簡單，因此到最後一刻，都仍需練習

題目。尤其是近年的會考題都須做過一次，練習過才能熟悉會考的出題方式，避免在考場中過度慌張。

三、考點整理

在生物科的重點方面，生物每個章節幾乎都會出題，以下是李鴻老師幫同學整理的常考觀念，要

特別再加強複習。

◆理化◆

一、出題趨勢

1. 綜觀103~110會考中，每屆會考約54題(理化約27題)，圖表題至少35題(理化至少19題)。但是111
教育會考，總題數為50題，理化題數共27題(圖表題16題)，連續兩年理化題數都超過總題數的1/2，
顯示此為未來出題的趨勢。

2. 雖然111總題數減少，但是總字數上升，這代表題目的題幹敘述變長了。如何從龐大的文字、圖

形、表格中，獲取破題相關的訊息，就是應考同學必須熟悉的考試技巧。



3. 近年考題的方向，已經不是題型刁鑽來測驗同學的取向，相比之下，近年的會考方向改為著重「

科學知識在各領域的靈活運用」。力宇教育的趙天豪老師建議可從歷屆考題與生活新聞中著手，

有許多議題皆與科學相關，同學可以在練習考題與閱讀新聞時，同步查詢課本相關知識。

4. 會考中題數的分布一直呈現穩定的趨勢，預估今年考試出題方向，仍會偏重「物質與世界」、「

力與運動」這兩個主題，根據往年趨勢分析，預測應該會出約12題左右。以下是天豪老師幫同學

點出這兩個主題內考題熱門的出題觀念，考前要再確認是否都了解了。

二、題型分析及準備方向

1.科學素養的命題取向，強調課本知識與生活情境的結合

跟過去課綱比較，108課綱更強調課本知識與生活情境的結合，會考中科學素養的命題取向就與

傳統出題方式不同，更強調從不同的生活情境中判讀題目的訊息，再靈活運用課本的知識，分析比較

各變項間的關係，最後判斷題目所詢問的答案，如：【111會考，第7、21題】。

2.邏輯式題型變多，計算題減少

不著重計算，而是著重考題訊息內容的判斷。天豪老師提醒，邏輯式考題在近年頻繁出現，算是

新式題型的考試方向之一，如：【111會考，第31題】、【110會考，第26題】、【109會考，第32
題】已連出三年。

3.多加注意跨章節或跨科整合題型

熟悉自然科各章節內容，以利判斷答案，如：【111會考，第7、27題】。

4.重視探究實作與實驗題

實驗題是近幾年的熱門趨勢，為了因應新課綱與探究實作的教學，無論課本的探索活動、示範實

驗或正式實驗的實驗步驟、結果紀錄、問題討論，都應該仔細準備，不可走馬看花，如：【111會考，

第42~44題題組】。

◆地球科學◆

一、出題趨勢

1. 111會考是新課綱考題的首度登場，題數由54題降為50題，但題目總字數卻由約7600字上升到約

8800字，代表題目的閱讀量增加了，所以閱讀理解對新課綱的考生非常重要。而以往舊課綱的自

然科計算題約佔5~6題，而111新課綱的會考題只有2題計算，可知計算已不再是新課綱的重點，

重點是觀念的理解。

2. 根據新課綱首次會考及會考補考題目的統計，雖然地科只有5個單元，在自然科所有單元中約占

15%，但在會考的考題占比卻有約20%以上。地科可說是投報率最高的科目，在最後時刻加強地

科，絕對是最有效率獲取分數的方式。

3. 自然科適合跨領域或跨單元出題，力宇教育的張羽老師幫同學統整相關單元的橫向連結，務必要

熟悉並能活用各單元知識，如：【111會考，第7題】為地科跨理化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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