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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社會科(領域)】 【第 2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6年 3月 1日 星期三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會議地點 簡報室 

會議主席 林俞君 會議記錄 李志欣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所列 

會議內容 

壹、學測試題分析 

(一)歷史科報告人：莊美蓮老師 

106年學測社會科歷史試題，仍維持相當的難度，與去年類似屬於中間偏難。試題形式也

主要維持過去一貫結合情境敘述和資料的閱讀題型。就試題比重來說，今年臺灣史有 6

題、中國史 9題、世界史 9題，符合 101課綱歷史教科書篇幅 1：1.5：1.5的比例。 

一、從出題內容細究大考落點 

• 本次臺灣戰後的政經題就佔了第一冊的一半，其餘則為開港後與日治時期的政經情

況； 

• 中國史部分年代跨度大、議題包含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內容相當廣博； 

• 第三冊世界史集中在中古至近世的社會文化變遷，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歷年常出

現的方向； 

• 第四冊的世界史則多與地理合出，考驗學生對圖表、地圖的敏銳度。 

 

二、從題目類型來分析 

• 史料閱讀方面，如 26題引《資治通鑑》、33題引《米蘭詔令》；情境分析題如 31題

春秋時代的政治角力、38題文藝復興時期的禮儀規範等。 

• 在圖表題方面，則如 36題唐初兵力布署比重、43題臺灣農戶數百分比表格等。 

• 此次考題多已翻譯為白話文，大大降低閱讀上的困難度，故能否找到關鍵字以精確

答題，並熟知每年熱門考點有助於順利應答。 

• 此外，在跨學科整合題方面，出了四題融合歷史與地理的題組，可見此類題型發展

日益成熟，更是未來出題趨勢。 

 

三、未來準備建議： 

• 1. 應該熟悉教材中重要的歷史主題和事件。 

• 2.掌握每個時期的特色也很重要。 

• 3.熟悉歷史主題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也很重要。 

• 4. 結合世界史知識並以圖表形式呈現的史地合科題組。 

 

 

 

(二)地理科報告人：林玟慧老師 

一、試題特色 

 難易度：中間偏易，難度偏易者比例應為這幾年最高。中等程度考生能夠不加思索

便正確作答的試題共計 13題 

 圖表大量入題：與圖表直接相關的試題高達 14題，較前三年的試題稍高，但多用於

提供直接的試題線索，並不需要統整或分析圖表中的資訊。 



 時事入題：川普「美國製造」政見 

 歷史與地理跨科命題：65題宣言中所指的「無理的管轄權」、70題國際組織所涵蓋

的區域(鄂圖曼帝國)、72題大規模專業化栽培始於 19－20世紀帝國主義發展時 

二、結論 

    本年度學測試題的難易度中偏易，圖表融入試題的難度亦不高，第二冊課程內容比

例偏低等，應為可進一步探究試題得失之處；而史地跨領域的命題融合程度則為試題的

一大亮點，預測未來幾年此項趨勢應仍會被凸顯，也許可能加入公民科的相關概念作為

題組的命題方向，也不無可能。 

 

 

 

(三)公民科報告人：趙翊伶老師 

一、各冊比重分配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一課 5   21 

第二課 3 12  18 

第三課 1 10  20 

第四課  11 16 22 

第五課 2  13 17 

第六課 4 9 23、24 19 

第七課  7 14、15  

第八課 6 8   

總計題數 6 6 6 6 

 

二、試題分析 

 難度為中間偏易（近五年最簡單的一年）→有利於自然組 

 較無單純記憶性題目，多為基本概念延伸的試題，尚屬靈活 

 無跨課或跨冊題目，缺乏統整觀念的效果 

 圖表判讀的命題比重變低，只有 2題；難度亦低，不需經過計算、統計、分

析，直接判讀就可知道答案 

 試題靈活運用時事 

 第三題─隔代、單親、無親屬關係家庭  － 家庭型態的轉變 

 第六題─童婚    －   多元文化與人權的價值 

 第七題─國際難民 －   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 

 第八題─一個中國政策 －  美中台關係與臺灣關係 

 第十題─食安議題   － 中央政府組織的職權 

 第十五題─勇男護妻傷竊嫌(改寫) －  正當防衛 

 第十六題─謊稱行李有炸彈 －  權利的限制 

 

 

 

 



 各冊重點分布 

第一冊  平易近人到令人意外 

考題重點：人權保障、非政府組織、家庭型態的轉變、媒體識讀、通過儀式、人權與文

化。去年相當熱門的性別時事議題未出現，卻出現了 99新課綱從未納入學測考題的概念

(藍字)。 

 

第二冊  高高舉起卻輕輕放下 

考題重點：聯合國與人道救援、一個中國原則與美中台關係、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修

憲制度與立法院職權、政治中立、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基本概念，學生頭大的政府體

制或聯立制與並立制的選舉席次計算與判斷一題都沒考！ 

 

第三冊  憲、行、民、刑平均出題不刁鑽 

考題重點：行政法的應用、刑事訴訟程序與被告的權利保障、阻卻違法事由之正當防

衛、權利的限制之憲法公益原則、夫妻財產制、遺產繼承。 

 

第四冊  基本概念中規中矩 

考題重點：外部效果、政府干預之價格管制、公共財的特性、國際貿易利得、機會成

本、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概念。 

 

三、未來命題趨勢 

 重要概念重複性高 

 重視課程內容與時事結合 

 重視閱讀與圖表判斷能力 

 強調融會貫通 記憶性題目逐年降低 

 

 

 

貳、主席報告 

(一)各科課發會委員請盡速繳交 106學年度學分規畫表，目前地理

科已經繳交。 

(二)各科科召請繳交 106暑期重修自學開課教師一覽表。 

(三)12年國教相關資訊已放置於教務處網頁供大家參考。 

(四)社會科負責議題融入教案與成果（服務學習、人權/法治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請各科負責人於 5月 30日前繳交。其中，公民科

蕭玉琴老師自願負責服務學習的教案與成果，另兩科再協調。 
 



  
地理科報告 歷史科報告 

  
公民科報告 開會過程 

 

召集人 教學/教務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