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高中社會科第 3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0年 9月 11日（星期三）9時 10分 

貳、 地點：社會科辦公室 

參、 出席人員：應出席 16人；實際出席（見簽到表） 

肆、 主席：莊美蓮                                       記錄：簡宏洋 

伍、 主席致詞 

陸、 業務報告： 

一、110年指考分析 

（一）歷史科：駱毓貞老師 

1. 選擇題出處範圍分析 

 

 

 

 

 

 

 

 

2. 選擇與非選題型分析 

（1） 選擇題 

 
（2） 非選題 

延續以往的趨勢，提供史料搭配學者研究，測驗考生的閱讀理解與綜合解析的能力。今年第

一~第三大題偏向基礎閱讀理解，學生只要能掌握題意與主旨即能答題。第四大題的設計，偏

向 108課綱的特色，學生必須要有理解、分析資料到形成解釋的完整歷程才能解題。 

整體的問題設計仍採取半封閉式的問題，學生仍需要在資料框架下答題，因此未來分科測驗

會如何設計非選擇題，仍有待後續觀察。 

3. 選擇與非選命題特色 

（1） 選擇題 

仍以政治、社會面向為主，經濟、軍事面向較少。 



意圖連結新課綱，重視多面向思考的題型。 

（2） 非選題 

第一大題為軍事與政治面向的融合；第二大題融合經濟與社會面向；第三大題為宗教對政治

的影響；第四大題為史學思想與方法。 

4. 對未來考題的觀察與分析 

 110歷史指考試題具有以下各項特點： 

(一)世界史比重偏高且具東亞史特色；(二)著重近現代史，跨時代、當代世界議題增加；

(三)以文字敘述、史料與學者研究題型為主；以及(四)政治、社會與跨域交流面向為主，多

重面向題型增加等。 

 面對未來分科測驗時建議應注意以下各項： 

(一)注意大時代、跨範圍與多面向的知識脈絡；(二)培養學生閱讀素養能力；(三)在非選擇

題的作答上要注意的是，是否瞭解題目的核心問題、作答時的時間分配、在答題上是否出現

言不及義的答案。 

 建議不妨在平時的課程中多加練習，在同學複習時也可透過自我提問的方式練習以掌握關

鍵問題，進而增加考試作答時的信心以降低焦慮感。 

（二）地理科：林俞君老師 

1. 試題特色 

 選擇題 38題、非選擇題 3大題，難易度為中間偏易。 

 圖表題佔三分之二。 

 出題範圍大致涵蓋一到六冊，且題型和歷屆考古題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唯第 13, 37, 38

題稍難。 

 本校共 106人應試，成績統計如右所示。 

                         

 

 

 

 

 

2. 試題範例 

 



  

（三）公民科：趙翊伶老師 

1. 試題特色 

 
2. 題目概況 

 今年試題難易適中，較前兩年有更多素養導向題型，更多長篇文本，，可導引考生身為公

民如何面對未來發展，考反思與判斷。 

 強調閱讀理解，測驗考生不同學科知識整合，命題生活且時事結合。 

 今年基礎題以政治類居多。 

 試題問句部分設計成「最不可能」、「違反」等負面問句，這類問法容易使學生在作答時發

生混淆現象，較不符合一般命題原則。 

3. 試題特色與分析 

 單選第 1題則是當前最熱門的疫情議題，題目敘述多國政府強制戴口罩，引發有些國家部

分人士反彈的時事，引導學生從公益與私益平衡的觀點，判斷政府措施的適切性，結合生

活情境與公民素養。 

 第 6題的主題提及經濟、社會結構與文化層面，題目包括經濟發展、國民所得、房地產市

場狀況、社會階級複製與流動、文化資本、教育程度，是非常高度的素養題，這題除了考

跨冊概念、生活情境，也測驗學生是否探究思考能力。題目設計反應出今年題型逐漸與新

課綱精神接軌。 

 第 28到 29 題組考「社會效益、私人效益、私人成本」問題，題目設計方式較少在平常考

題中出現，對學生來說是偏難的題目。 

 題組第 34到 37題，本文將近一頁，整理 2013年起迄今，不同政黨對核能發電的立場、

2018年能源政策公投的表決、經濟部提出的能源替代方案，一直到風力發電作為替代能源



的可能性，考生得具備反思能力，了解如何避開誘答的出題方向，了解議題的正反面，才

能拿到分數。 

 

  
公民科試題分析 地理科試題分析 

  
歷史科試題分析 教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