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社會科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2年 3月 1日（星期三）10時 10分 

貳、 地點：智慧教室 

參、 出席人員：應出席 15人；實際出席 15人（見簽到表） 

肆、 主席：吳俊毅老師                                   記錄：許鈺苓老師 

伍、 主席致詞：這次研習是由地理科的吳俊毅老師、歷史科的盛素卿老師、公民科的倪達

俊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112年的學測試題分析。 

陸、 業務報告： 

⚫ 地理科吳俊毅老師： 

比起去年第一次新課綱學測，這次的地理科題目難度稍有增加，且出題更為活潑。地理

科整體難度中間偏難，呼應素養能力的題目增加，鑑別度也提升。題目的設計多能配合時

事，例如：索羅門群島的地緣政治、臺灣晶片產業、壽山獼猴問題，都是近日新聞上常見的

話題。 

 

一、試題統計 

地理科總計有 22題，若以配分來看，地理科試題所占的配分比重約 1/3，關於本次地

理科試題的相關統計如下表： 

108課綱學習內容 對應題號 

（紅字表示跨單元） 
題數 

主題總題數 

（含跨單元） 

冊次統計 

（含跨單元） 主題 項目 

地理技能 

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 35、62、64 3 

6 
地理一 

（10題） 

地圖 35、42、58 3 

地理資訊 40 1 

地理系統 

地形系統 36、42、50 3 

13 

氣候系統 34、37 2 

人口與環境負載力 32、51、53 3 

地理二 

（10題） 

都市與城鄉關係 20 1 

產業活動 18、38、39 3 

世界體系 33 1 

地理視野 

臺灣與世界 32、34、50 3 

7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

發展─東南亞 
56 1 

地理三 

（4題） 
從孤立到樞紐─澳紐 21 1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19 1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 41 1 

從上表可以發現，本次地理科的學測試題地理系統所占比例偏重，而地理視野的部分則

較少（東亞文化圈、伊斯蘭世界完全沒有題目出現），且有些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跨單元的



試題，只要學生熟讀系統概念即可以回答。部分題目延續 111學測的概念，與歷屆試題相關

延伸概念試題比例相當高，意味著 108課綱將素養的命題精神帶入學測方向，但學測考題重

點與大方向知識點並沒有改變。 

 

二、試題特色 

從題型來看，延續 111學測所強調的素養題型、時事題和跨科混合題的趨勢仍呈現在此

次學測。素養命題方式讓多數題目在題幹之中就已經將解題線索融入其中，考生藉由閱讀題

幹搭配地理知識點，即能精確掌握答案。112學測最大特色在於出現兩題繪圖題，一題為繪

製分級符號圖、一題結合東南亞區域繪製界線，另外多數題型延續地理教學中重視地圖、圖

表的判讀能力，相信會繼續成為未來試題的命題依循。大致上試題可以分為：閱讀題、圖表

與繪圖題、歷屆試題延伸概念題、簡答與時事題。 

 

三、未來命題趨勢分析 

以上對於 112學測地理科試題的統計與特色分析來看，認為未來學測的命題趨勢如下： 

1. 偏向地理技能與系統的知識點：在素養命題的前提之下，未來考試方向更偏向地理

技能與系統的知識點，也就是地理一、二的內容將更為重要，而地理三的地理視野

有部分會成為命題的背景資料，地理知識點的記憶理解與靈活運用將明顯成為主要

命題方式！掌握相關地理知識點，配合文字理解能力，才可獲取地理的基本分數！

新課綱的條目不似舊課綱細，主要是因應多變的世界趨勢，也是為了使我們在課堂

中，能不拘泥於課綱限制，可以更有彈性的發揮。但學生若對基礎知識一知半解，

仍難以作答。 

2. 混合題型與跨領域題型將持續發展：未來學測中跨領域題型所占的比例將固定在 1/4

比例，在命題素材上會更加多元，這部分將同時考驗命題的各科教師！ 

3. 地理科試題重視圖表判讀：地理科試題中各類圖表題型依然會占有相當重要的比例，

包含等高線圖、衛星影像圖、主題地圖、照片等。而地理繪圖題今年出現兩題共占 7

分，應該會成為影響學測成績高低的關鍵要素！ 

4. 閱讀能力的提升：比起去年的混合題或非選擇題部分，今年更趨向以素養導向的方

式命題，請考生從題目敘述找尋證據或提出論述，而非只是單純的名詞簡答。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而不只是單純地背誦，更希望考生從文章敘述中，找出關鍵

的觀念。 

 

四、本校學生作答情形 

因繪圖題為本次特點，先前較無此種題型，為了解學生答題形況，做以下分析：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6東南亞繪圖題(3分) 104 29 20 14 - 

62等級符號圖繪圖題(4分) 51 - 58 - 58 

由上可知，未來教師與學生在準備應考時，需加強繪圖與地圖的判讀。此類題型將在校

內段考時，加強學生練習的機會。 

 

 



⚫ 歷史科盛素卿老師： 



 
 

 



⚫ 公民科倪達俊老師： 

◼ 112學測大致包括以下五大特色： 

1. 呼應 108課綱精神 

    第 27-29題，從全民換發數位身分證，思考「國家權力行使與個人權利保護」。

第 40-41題，探討美國油井與天然氣井附近居民，以經濟弱勢的族裔為主，呼應課

綱多元文化精神。 

2. 命題創新，融入 SDGs議題 

    試題命題創新，且融入 SDGs新興議題，例如： 52-54（性別平權）。另外，

除了文字敘述之外，特別導入圖像、電子資料庫原始資料等不同形式的文本，也十

分創新。 

3. 結合時事 

    時事入題包括： 第 4 題提到租金補貼對於人民租屋決策的影響，雖然此題為

公司補助租金，但與 111年底政府擴大租金補貼政策對人民租屋決策有些許關連。 

4. 合科題是顯學 

    自 107學測起社會科就已出現合科題，112年合科題組合更加多元，突顯社會

領域內跨科整合的趨勢，考題靈活。如：第 42-45題選擇題組，以南投鄉仁愛鄉的

賽德克族為例，探討在風災肆虐的部落搬遷歷史背景（歷史），在新聚落如何透過

地圖判讀、疊圖分析選出避難中心（地理），如何與政府合作找回自己的文化認同

（公民）。合科試題要求學生具備整合社會學科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從社會領域觀

點出發，考生要能選出合適的材料外，還要能說明材料適合的理由，考驗整合、分

析能力，具鑑別度。 

5. 圖表題多，考圖表判讀 

    要依照圖表內容進行判讀才能作答，圖表資料解釋社會現象、解決問題的能力。 

6. 命題取材十分生活化 

    命題主題包括：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與民主治理（44 部落民主治理、45 文化

權）、政府權力運作與法制政策（24萊豬政策、27換發數位身份證、52生育政策、

57匡正正義、66食安問題）、性別平等議題（2遺產繼承）、網際網路與媒體影響

公共意見（46 同温層現象、60 媒體再現），十分貼近生活、因應時事脈動，也透

過題目鼓勵學生關心政府政策與社會現象。 

7. 結論 

    今年公民科中間偏難，部分題目資訊和圖表判讀難度較高，且選擇題選項誘答

性亦高，學生要具備圖表判斷、資訊整合、理解力才能從中做出最佳判斷。另外，



第 22題提到以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進行貿易的背景，測驗學生對於經濟

學供需理論、國內生產毛額的觀念，十分創新。 

 

柒、 提案討論： 

無 

捌、 臨時動議： 

無 

玖、 散會：民國 112年 3月 8日 12時 00分 

  

吳俊毅老師說明分享 盛素卿老師說明分享 

 
倪達俊老師說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