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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準備 

輔導室製 



大綱： 

壹、建立基本認識與正確觀念 

貳、考好學測很重要 

叁、如何考好學測(一) 

肆、如何考好學測(二) 

         —善用哪些現成的資料與工具 

 



壹、建立基本認識與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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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運用於哪些升學管道？ 

     （大學）繁星推薦 

甄選入學（大學）個人申請(1人報6個校系) 

     （四技）申請入學(1人報5個校系)           

7月考試分發    去年採學測檢定標約130多個系 

每位同學都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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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高三生涯━時程(以公告為主) 

•從９月開學到６月畢業，高三共１０個
月，甄選時程就佔了７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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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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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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策略—進可攻．退可守 

在還沒有確定上榜之前， 

六分顧指考 

（上課專心， 

 跟著學校進度走）   時間管理策略 

 

四分拚學測 

（用課餘時間準備） 



貳、考好學測的重要性 
—每個升學管道都採學測級分 
 
—100年甄選入學變革的新效應 



一、100年招生名額大幅增加 

（一）新管道「繁星推薦」  

增至68校，招生增至7,649名（增招5,600人） 

（二）個人申請 

比去年增招9,000人左右 

（從31,000人→40,402人） 

（三）兩者合計，佔招生總額約42％ 
（去年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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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應 
 

（一）「繁星推薦」會吸走各段相對高分的考生 

1. 檢定門檻相對較高及比序項目多以學測為主。 

2. 省去「備審資料」及「面試」的麻煩， 
對考生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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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好學測很重要 
 

（一）甄選入學是「提早成為大學生」的絕佳良機。 

（二）透過「個人申請」會有意想不到的高攀機會。 

      

                    關鍵仍在「學測」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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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好學測並不難 

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98年級距 5.94 6.25 5.97 8.56 7.91 

原始滿分 108 100 100 144 128 

(15級分) 

原始總分 
83.17 87.51 83.59 119.85 110.75 

15級分 

可扣題分 
約 24分 約 12分 約 16分 約 24分 約 17分 

每扣一級距以內的分數，只降 1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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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如何考好學測（一） 
－－必考的優先複習 



一、自然科幾乎只考高一課程 

命題 

比重 

學測 指考 

物理 化學 生物 物理 化學 生物 

高一 94.85% 84.29% 82.47% 1.03% 0.8% 13.44% 

高二 5.15% 15.71% 17.53% 47.42% 48.8% 28.06% 

高三 -- -- -- 51.55% 50.4%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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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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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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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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如何考好學測（二） 
－－善用考古題 



一、高分考生的祕招 

（一）受訪的台大學生都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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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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考古題提升應考實力的方法 

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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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幹敘述或所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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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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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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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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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國文、英文科一得分之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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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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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從題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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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社會科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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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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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關鍵字句 
例：98年自然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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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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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等你複習完，已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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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題小技巧 

一、學測不倒扣，不會的題目，儘量猜答案。 

二、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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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現有資訊及工具提早準備考好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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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考單元 

二、勤做考古題 

三、趁現在診斷出待加強複習單元 

四、擴大複習範圍  衝高學測分數 

                                             贏在起跑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