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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好學測的重要性
—每個升學管道都採學測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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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運用於哪些升學管道？

（大學）繁星推薦(一校一群)

甄選入學（大學）個人申請(6個志願)

（四技）申請入學(5個志願)

軍事院校、警大

7月考試分發 105年採學測檢定標約132個系

每位同學都會參加

 104年甄選總名額合計67,679人，為招生最大宗
 105年甄選名額71,467人增加3,788人，甄選管道重要性。

招生管道
學年度

甄選招生名額
指考招生名額
(含回流名額)

102學年度 57,154 54,804

103學年度 60,996 52,303

104學年度 67,679 48,496

105學年度 71,467 46,192

102-105年 甄選與指考招生名額消長

各大學甄選名額逐年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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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策略

只要願意開始永遠不嫌慢

一、自我管理：

停電腦網路、禁智慧型手機，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

二、上課專心，跟著學校進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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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面臨的狀況
學習的干擾，不經意的忽略高三功課

高三段考與學測模擬考，

穿插進行、接踵而至

兩者考試範圍並不一致

，產生書唸不完的感覺

www.test100.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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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考好學測（一）
－－必考的優先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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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戰略選擇

(一)全面複習
(二)擇重點「必考單元」先複習

一、自然科幾乎70-80%高一課程

命題
比重

學測 指考

物理 化學 生物 物理 化學 生物

高一 84.62% 80.82% 71.76% 1.72% 1.67% 12.66%

高二 15.38% 19.18% 28.24% 50.86% 46.67% 31.65%

高三 -- -- -- 47.41% 51.67% 55.70%

（一）這是制度使然，有其必然性。

（二）同學優先複習高一有修過的「基礎」課就
可以得到大部分的分數。

鎖定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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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測命題的「重點單元」重複度很高

（一）大考中心對大學校系的問卷

（二）以數學科為例：

三角函數必考（工學院）

排列組合、機率統計必考（工學院、商管學院）

（三）以自然科為例：

物理：力學、光、電、能量必考
（工學院、電資學院）

化學：物質的形成與變化必考
（理學院、工學院）

再集中火力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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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準備學測時間不夠，必須抓出應

優先複習、熟讀的單元時，那傳說中的『必考單元』

是哪些?

考好學測，抓準複習的方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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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在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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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1 5 %

多 項 式 函 數 1 2%

指 數、 對 數 函 數 1 0%

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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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 1 3%

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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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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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宋、元、明及盛清 2 1%

高
二
世
界
史

文明的興起與交會 1 3%

世界霸權的爭奪與衝突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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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基
礎
生
物
︵1

︶

高
一
基
礎
生
物
︵2

︶

︵
應
用
生
物
︶

生命的特性 19%

遺 傳 22%

演化與生物多樣性 16%

動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19%

生物與環境 16%

高

二

基

礎

物

理

二

高

一

基

礎

物

理

一

牛 頓 運 動 定 律 1 5 %

物 體 的 運 動 1 9 %

波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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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一
基
礎
化
學
︵
一
︶

高
二
基
礎
化
學
︵
二
︶
︵
三
︶

物質基本組成-物質的組成 14%

物質基本構造-原子構造與元素週期表 10%

物質變化-化學反應 19%

物質變化-常見的化學反應 20%

物質構造-物質的構造與特性 10%

含碳元素的物質-有機化含物 10%

高

一

基
礎
地
球
科
學

3 6%動 態 的 地 球

高

二

基
礎
地
球
科
學

地 球 環 境 的
監 測 與 探 索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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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考好學測（二）
－－高分考生的祕招

善用考古題

（一）考前「勤做考古題」！

（二）考前熟悉「題性」，可避免失常，
考出超實力。

（三）還可事先破除「自我感覺良好」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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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考高分策略

1.除了勤做考古題，是否還有？？？

2學測考高分 ， 三大祕招！！！

運用考古題提升應考實力的方法

第1招：

誠實試考模擬考場的真實情境

把明年進考場會遭遇的緊
張慌亂，提早體驗，提早
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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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進考場，什麼現象會讓你慌亂？

題型敘述或所給的「資料」，東拉西扯，害我一
時間抓不到重點，胡思亂想之後，誤以為自己不
會或沒唸過，……。

許多選項看起來好像都對（有誘答力），心裡直
發毛，題目越做，不確定感越重，越緊張。

答題（考試）時間看似足夠，題目卻多到做不完
。尤其是英文、社會、自然三科。

國文、英文科一定要試寫「非選擇題」

不要以為作文考過了，不會再考。

也不要以為非選擇題，沒有標準答案，就不必試
寫。

試寫後的自我評分，可以訓練：
1. 掌握題意及題旨（答題要求）的能力。
2. 臨場思考的能力。

第2招：國文、英文科一得分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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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每一年度後，閱讀各科「逐題」、「逐選項
」的詳解，回憶一下答題時是怎麼想的。

熟悉題型，掌握題性，避免臨場慌亂

第3招：
1.避免被「誘答題」騙了
2.從題幹中，「誘答題」抓解題的「關鍵字句」

舉例說明（一）

訓練抓「關鍵字句」的解題能力。

例：社會科第１題

１. 近年來，臺灣的土石流災害日益頻仍，下列哪兩項人類活
動最可能加劇土石流的災害？

（甲）山地開發農場 （乙）河谷興建防砂壩
（丙）山區闢建道路 （丁）平原農田轉種檳榔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選答率 48% 43% 3% 7%



2016/10/24

19

抓住關鍵字句
例：自然科，第11題

11-12題為題組
科學家依據岩石生成方式的不同，把岩石分類成火成岩、沈積岩與變質岩三

大類。圖4為一些常見的岩石，試依據圖4回答11-12題。

11. 變質岩中所含的礦物，因曾受到較大壓力或溫度的影響，故有些常呈一
定的排列方向，圖4中哪個岩石最可能為變質岩？

(A)玄武岩 (B)片麻岩 (C)礫岩 (D)花岡岩 (E)砂岩

（第12題從略）

舉例說明（二）

最省時的應考準備

‧每個年度的考古題，用課餘時間run過一次，等於把
會考的複習一遍了。

‧考前做完幾個年度，等於複習了幾遍，同時也把必
考重點歸納出來，也知道這些重點的命題型態。

‧最重要的是：你已診斷出各科待補強之處

‧這麼做不在充實你的真學問，而在提升你進考場的
答題得分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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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誠實試考

‧自己找晚上或假日的空檔，

按各科答題時間，誠實試考。

‧什麼時候開始進行？

越早越好！

許多同學會想，等我複習完了再試考

等你複習完，已來不及了！

猜題小技巧

一、不倒扣，不會的題目，儘量猜答案。

二、101年起複選題的計分方式一定要做答。

(一) 答錯１個選項得0.6「題分」，
答錯２個得0.2「題分」。

(二) 答錯的定義：應選而未選，或不應選而選。

例：ⒶⒷ C D E
若只答A，此時B應選而未選，錯１個。
若答ＡＣ，此時Ｂ應選而未選，

Ｃ不應選而選，錯２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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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學、自然的複選題，通常以２個正確選項數居多，
而且有一顯而易見的正確選項。

(四) 正確項數統計

科目
正確
選項數 2 3 4 5 2 3 4 5 2 3 4 5

96 2 5 1 2 2 2 8 8

97 5 3 3 3 1 11 5

98 4 2 2 3 2 6 2

99 2 6 3 2 11 5 1 1

百分比 41% 50% 9% 0% 48% 39% 13% 0% 62% 34% 2% 2%

國文 數學 自然

註：英文、社會無複選題

大考通訊社

大考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