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高中社會科第 2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09年 9月 16日（星期三）10時 10分 

貳、 地點：簡報室 

參、 出席人員：應出席 15人；實際出席 15人（見簽到表） 

肆、 主席：許鈺苓                                    記錄：陳于娟 

伍、 主席致詞：這次研習是由歷史科羅丹伶老師、地理科許鈺苓老師、公民科洪鼎堯老師

來分享指考試題 

陸、 業務報告： 

歷史科指考試題分析-羅丹伶老師 

  

  

  

  



  

  

 

地理科指考分析-許鈺苓老師 

整體分析 
   109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地理科題目，有大量的表格、地圖與照片等閱讀題 組，比例高達 

50%，能測驗出學生對於擷取資訊、分析理解、判斷評價的素養 層次。全卷題目 47 題，整體難度

中等，有幾題需要基本數學計算能力，雖要多花一點時間，但題目難度不高，只要細心作答，中等程

度以上的考生，不難獲取高分。此外，長文題也不多，整份題目約 7 頁，題目文字精簡，有利於簡化

雜訊，對於閱讀能力的要求較不高。 

年度比較 
   相對於 108 年指考，本年以臺灣作為情境的題目比例高，同時與往年相比，難題約占 16 分左右，

但易題占達 50 分，比起去年足足增加 18 分，且傳統題偏多，如首題考東北部降水類型，是往年曾出

現的概念及內容。非選擇題相對於過去，今年較不須書寫大量文字，只需仔細從題幹中尋找線索。 

素養題型 
     每年的時事新聞都是地理科考試的重點融入，今年的命題取材包含了第 3 題臺師大夜市；第 29

～30 題組的泥火山噴發；非選第 2 題的口罩地圖等。當然這些題目僅以新聞作為引言，並非考新聞

本身的內容，學生仍需以高中地理的學習內容作為主要的知識判斷依據。 

跨科整合 
  過去的跨學科整合，主要在社會科本身，地理跨歷史或公民，然而今年第 37 題的 GIS 題目，結合

簡單的數學和物理概念，以坐標算出二點間的距離，再考慮時間求平均速度，是一個只要具備基本的

坐標和物理概念就可以回答的題目。因此這類跨科題型著重思考脈絡與學科整合，但又不會太刁鑽，

算是一次嘗試性的整合。 

 

公民科指考分析-洪鼎堯老師 

整體而言難度中偏難、題組較多，需要多方思考。本次考試的時事入題及跨領域題倒不多，考題中也

有較偏重資訊判讀、分析的題目。  



【社會單元】 

    今年的考題重點為性別平等、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家務勞動，相關概念皆出現兩題以上。整

體題目難度中等，但出現較多具誘答性的選項，若沒看清題目重點，很可能選錯答案，且部分題目或

選項的敘述較長，閱讀理解能力相當重要。 

【政治單元】 

    出題靈活，在單一題目中常有一次考兩個概念的情形，部分概念屬跨課或跨冊組合（如第 5 題、

第 22 題等），學生必須相當嫻熟的掌握公民基礎知識才能做出判斷。本屆試題誘答選項設計佳，若

不仔細看清題目很容易作答錯誤（如 24 題），但若對課程知識掌握度夠，就能輕易破解。 

【法律單元】 

    刑法比例較其他法律（憲法、行政法、民法相關）的題目多了一些，但也有不少題目是將不同法

領域的概念混在一起出題，此外從整體來看，也有在同一題組中，小題分屬不同領域的題目存在，凸

顯公民與社會中的議題通常不只涉及單一領域，因此需要靈活思考、妥善判斷，才成選出正確答案。 

【經濟單元】 

    這次指考的經濟領域題目，超過一半出自選修公民與社會(下)（13 題中有 7 題），相較於去年及

前年，比重有所增加。出自公民與社會(四)的題目，主要考基本概念，例如第 14、15、32、38、44

題；出自選修公民與社會(下)的題目，則強調與生活的連結，例如第 17 題關於個人在不同城市的生

活成本、買房可能，或是第 29 題的量化寬鬆政策；此外，表格的判讀也是一大重點，如第 17、45 題 

 

柒、 提案討論： 

社會科實習老師陳于娟的迎新活動，預計在 10/7(三)午餐時間辦理。 

捌、 臨時動議： 

無 

玖、 散會：民國 109年 9月 16日 12時 00分 

 

  
羅丹伶老師說明分享 洪鼎堯老師說明分享 



 
 

許鈺苓老師說明分享 社會科和樂融融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