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高中社會科第 5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1. 時間：民國 111年 4月 13日（星期三）10時 10分 

2. 地點：社會科辦公室 

3. 出席人員：應出席 15人；實際出席人（見簽到表） 

4. 主席：莊美蓮                                     記錄：趙翊伶 

5. 主席致詞 

6. 業務報告： 

一、 第一次定期考學生學習表現評量分析： 

(一)歷史科 

高一歷史科:駱毓貞老師 

(1)本次測驗考試範圍：第 2 冊東亞史序篇~第 2 章第 2 節，內容為序篇從東亞

史看中國到宗教組織與民間社會。 

以下就本次出題及學生作答之情形，概略性地提出相關分析與觀察，以供未來 

定期評量發展方向斟酌參考： 

(2)針對目前大考趨勢，本份試卷出題方向綜合大學學測及指定考試的相關題 

型，設計共三大類型的題目作為定期評量基礎，總共有 39道題目： 

A.單選題 35題：史料閱讀與情境分析題占 34題，圖表題統計占 1題，配 

分共計 70分。 

B.多重選擇題 5題：史料閱讀與情境分析題占 5題，共計 10分。 

C.非選題 4題：史料閱讀與情境分析題占 3題，圖表題 1題，共計 20 分。 

(3)此次考題範圍較少，但盡量做到各章節內容平均分配出題比例，以避免過於 

偏重特定章節，也希望學生能藉由還是小範圍的段考機會來精讀內容，將基底 

打好。 

(4)本次考題中，難易度分析為「難」且答對率較低的考題，有以下分析： 

A.單選第 9 題「向上負責」的概念，對高一學生的程度來說不易理解，往後應

在出題上需再多加注意。 

B.單選第 17 題「齊民」的概念，學生以為基層組織應是「編戶」，忽略了題目

中有提及「個人人身支配」的提示。可提醒同學往後在閱讀題目時應更再多加

注意。 

C.單選第 30 題考兩稅法，同學生看到題目雖多半可以知道是兩稅法，但多半無

法抓到是因「安史亂後，戶籍散亂，均填無法實施，因此連帶使租庸調發也無

發法實施」的主要概念，因此多數無法選出正確答案。應提醒同學再複習一下

均田、租庸調法及兩稅法的因果轉變關係。 

d.多選第 36 題，同學多忽略題目中「南北朝」的時序限定，故多認為選項(E)

為正確答案，殊為可惜，應提醒同學看清楚題目再作答。 

e.多選第 39 題的選項(C)，少數同學不了解西周宗法制度裡大小宗的區分方式， 



可再多提醒同學們複習。 

(4)學生在非選題的閱讀素養題中，同學們對於文言文(甚至是半文言)的文章理

解程度不足，以至於同學再填答時答非所問，非選的平均得分分數偏低，未來

在高三複習的部分可再加強同學們文言文或半文言文的閱讀能力。 

(5)本次定期評量測驗各班學生平均分數落在 70 ~80 分間，各班較優秀的同學

可達到 80分以上，題目難易度尚符合學生學習狀況。 

(6)整體考試的表現突顯出學生對資料閱讀判斷與統整能力較過去弱，統整能力 

是可以透過課程與老師的帶領逐漸培養，然而有關閱讀能力，則需要多方資源 

配合與學生自身的覺悟與努力。 

 

高二歷史科:李志欣老師 

※第一次段考範圍：第三冊：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節(法國革命) 

※考題分為：單選題 、多選題 、簡答題 三題型 

單選題共 40題，佔 80％； 多選題 5題，佔 10%；簡答題三大題，共 5個答案，

佔 10%。共 100分 

※分析 

1.難易分布：簡易題占 40%，中等程度占 40%，較難考題占 20%。難易度適中。 

2.整體考試的表現突顯出學生對資料閱讀判斷與統整能力較過去弱 

3.透過課程與老師的帶領逐漸培養，然而有關閱讀能力，則需要多方資源配合

與學生自身的覺悟與努力。 

 

高三歷史科:莊美蓮老師 

本次試題範圍為選修歷史第 1~4章。以下就本次命題方式及學生答題狀況，為

簡易的分析與歸納。 

一、試題類型 

1、針對大考趨勢設計，本次試題共計 34題單選題。其中素養閱讀判斷共

計 14題（2、3、7、8、10、14、16、17、18、22、28、32、33、34）；概

念應用共計 10題（1、4、6、11、12、19、21、23、26、31）；情境分析共

計 8題（9、15、20、24、25、27、29、30）；圖表分析與統計共計 2題

（5、13）。 

2、針對大考趨勢設計，本次試題共計 6題多選題。其中概念應用共計 4題

（35、37、38、40）；閱讀判斷共計 1題（36）；圖表分析與統計共計 1題

（39）。 

3、針對大考趨勢設計，本次試題共計 4題非選題。4題全部都是素養閱讀

題。 

二、難易度分析 

在單一選擇題 34題中，達對率 80％以上的題目占 65％，達對率 59％以下

的題目占 8％，顯見同學的學習已能掌握基本概念。 



三、學生作答情形 

高三學生班平均選擇題部分約得 60~63分，各班標準差為 5～8分。依試題

答錯率較高的題目分析，學生答題狀況以概念／定義不清導致誤判，或者

是對於題目敘述的理解錯誤居多，顯現部分學生可能學習狀況不夠紮實，

或是語文閱讀理解上有能力不足的現象。 

   綜前所述，本次試題偏易，而作答情形也大致符合學生學習狀況。 

 

(二)地理科 

高一地理科: 黃琛勝老師 

本次期中考評量範圍：地理第二冊人口、聚落與都市共三個章節。就本次出題

及學生作答之情形，分析如下： 

1. 因應大考題型趨勢，出題題型為：單選題和混合題共 45題，附有圖表或照

片題目為其中 23題。 

2. 因應大考題型趨勢與素養題型設計，時事與生活結合，以時事、以生活情

境延伸重要的地理概念，各單元內容平均分配出題。評量重點以課本內容

為主，次要為老師上課補充之內容。 

3. 本次定期評量測驗各班學生平均分數落在 65分左右，題目難易度中間偏

難，皆符合學生學習情形。分析學生答對率 50％以下的題目有七題，發現

題目特性有二： 

(1) 因生活經驗不足，未具備應有的常識。 

(2) 判讀圖表技巧不足，易受誘答選項影響。 

 

高二地理科：蔡佩文老師 

一、段考範圍：龍騰版第三冊第一章東南亞、第二章紐澳、別冊 A南亞 

二、題型概況： 

1. 單選題、單選題組題：共 40題，純文字題為 18題，圖表題則有 22題。 

2. 混合題：共 7題。 

3. 因應新課綱及大考趨勢，除透過圖表與照片測驗學生分析能力外，亦設計

長文題培養閱讀素養能力（5個題組共 11題），及時事題結合生活情境（共

18 題）。混合題設計除了融入圖表判讀和閱讀理解，亦結合高一課程所學

習之內容，建立跨單元、冊別的概念整合與應用。 

4. 各單元內容盡求平均分配出題，評量重點以課本內容為主，次為老師上課

補充之內容。 

三、答題概況： 

1. 分析社會組學生答對率 60％以下的題目共 12 題，自然組學生答對率 60％

以下的題目共 15 題，這些題目可歸納出以下特性：氣候特色比較分析與判

讀、各區域特色概念整合比較、圖表判讀、屬記憶性之重要概念、閱讀理



解與跨冊別概念整合。從上述特性可發現，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基本概念

的記憶、圖表訊息的掌握與轉化，以及跨章節概念的運用統整能力，較不

足。 

2. 全年級社會組班平均落在 68~70 分的範圍，自然組班平均落在 63~66 分的

範圍，難易度屬中間值。 

 

高三地理科：林玟慧老師 

試題綜合評價整體：試題靈活結合時事，中偏難 

（一）測驗命題結合高一通論地理概念，少有記憶題型的試題，題文敘述長度 

適中，學生須細心判斷、謹慎作答。 

（二）試題難度中偏難，多數題目均須仔細思考，學生作答時必須花費更多心 

力，須反覆運用所學過概念才能順利作答。 

（三）本次測驗的題文運用時事較多，許多考題均以時事入題，其他考題則是 

利用生活化實例印證課本觀念，維持一貫的命題方式，不會因考生的生活經驗 

不同而影響答題。 

（四）利用圖表命題：本次測驗圖表題和照片題皆有，非常考驗學生對地理觀 

念的運用及讀圖的能力。 

(五)做圖題考驗學生的理解能力。 

 

(三)公民科 

高一公民科: 蕭玉琴老師 

一：本次高一公民第 1次段考，範圍為：L1~L2 

L1：公民身份與國家主權；L2:民主治理與公平正義。 

二：試題部份：單一選擇題~每題：2.5分 

三：L1佔 20題；L2佔 20題；每課平均分配。 

四：素養題：從 15题~28題。 

五：本試題鑑別度高。 

六:預測每班平均：84分左右。 

 

高二公民科（社會組）:  

本次段考未考 

 

高二公民科（自然組）:  

本次段考未考 

 

高三公民科（社會組）: 趙翊伶老師 



本次段考為選修下民主政治與法律第一課至第四課。為符應分科測驗模式，本

次段考題目類型計有單選題、題組題、多選題及非選題四種。各課平均分配試

題，加上手寫提共計 38 題。多數學生反映題目適中，相較於上學期題數設計，

題數與作答時間適當，僅有個位數學生仍有未完成作答的情況。題目特色如下： 

(一)素養導向設計，所有題目皆以時事或是事件改寫方式呈現，結合本冊知識

內涵。 

(二)答題結果顯示題目難易適中，80分選擇題各班平均落於 60～64分之間，34

題選擇題中計有 6題答對率在 50%以下的難題。 

(三)手寫題在測驗學生閱讀資料、判斷核心概念並運用所學知識陳述理由。多

數學生在陳述相關概念時，可能無法精準說明重點，需要再多加練習。 

(四)對於大法官憲法判決的解讀，閱讀素養佳的學生較容易理解文章邏輯進而

抓對重點。但仍有不少學生對題目的提示不夠謹慎，要求必須引用判決書內文

作為說明，仍有不少學生未能注意，必須加以提醒。 

 

7. 提案討論： 

無 

 

8. 臨時動議： 

無 

 

9. 散會：民國 111年 4月 13日 12時 0分 

  

各科分別說明試題分析 各科分別說明試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