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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自然科考什麼？

54題
選擇題

生物

理化
地球

科學



02 單元有哪些？
科目 生物 理化 地球科學

單
元
名
稱

1.生命世界與科
學方法

7.生殖 1.基本測量 10.反應速率與平衡 1.地球的環境

2.生物體的組成 8.遺傳 2.物質的世界 11.有機化合物 2.變動的地球

3.生物體的營養 9.演化 3.波動與聲音 12.力與壓力 3.浩瀚的宇宙

4.生物體的運輸 10.形形色色的生物 4.光 13.直線運動 4.變化莫測的大氣

5.生物體的協調 11.生物與環境 5.溫度與熱 14.力與運動 5.全球變遷

6.生物體的恆定 12.環境保護與生
態平衡

6.元素與化合物 15.能量-由功到熱

7.化學反應 16.電流電壓與歐
姆定律

8.氧化與還原 17.電流的熱效應
與化學效應

9.酸鹼鹽 18.電與磁

12個單元(7年級) 18個單元(8、9年級) 5個單元(9年級)



03 歷屆題型分布

科目 生物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單
元
名
稱

1.生命世界與科學方法 0 0 0 2 1 1 0

2.生物體的組成 1 1 2 0 1 2 2

3.生物體的營養 1 2 1 2 1 2 2

4.生物體的運輸 2 2 2 2 2 2 2

5.生物體的協調 2 1 1 1 2 1 1

6.生物體的恆定 1 1 1 0 1 1 2

7.生殖 1 2 2 2 0 1 1

8.遺傳 1 1 1 1 3 2 1

9.演化 1 1 1 1 1 0 2

10.形形色色的生物 2 2 2 1 1 1 1

11.生物與環境 2 1 1 2 2 1 2

12.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 0 0 0 0 0 0 0

14題 14題 14題 14題 15題 14題 16題



科目 理化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單
元
名
稱

1.基本測量 2 2 2 2 1 2 3

2.物質的世界 2 1 2 2 4 2 1

3.波動與聲音 1 1 1 1 1 1 1

4.光 1 1 1 1 1 1 1

5.溫度與熱 1 1 2 2 2 2 1

6.元素與化合物 2 4 2 1 2 2 3

7.化學反應 1 2 3 1 2 1 1

8.氧化與還原 1 1 1 1 1 1 1

9.酸鹼鹽 3 2 1 2 1 3 2

10.反應速率與平衡 1 1 1 1 1 1 1

11.有機化合物 2 1 2 2 1 1 1

12.力與壓力 2 2 2 3 2 3 3

13.直線運動 1 1 1 1 2 1 2

14.力與運動 2 3 2 3 2 2 2

15.能量-由功到熱 2 1 1 1 1 1 1

16.電流電壓與歐姆定律 1 1 1 2 1 2 1

17.電流的熱效應與化學效應 2 2 2 1 2 1 2

18.電與磁 1 1 1 1 1 1 0

28題 28題 28題 28題 28題 28題 27題

03 歷屆題型分布



科目 地球科學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單
元
名
稱

1.地球的環境 1 1 2 0 0 1 1

2.變動的地球 1 3 1 4 4 3 3

3.浩瀚的宇宙 4 4 4 4 4 4 4

4.變化莫測的大氣 4 3 3 3 3 4 3

5.全球變遷 2 1 2 1 1 0 0

12題 12題 12題 12題 12題 12題 11題

03 歷屆題型分布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了解常見化學器材的使用方式 0.94 0.91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實驗室常用器材 0.85 0.83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了解生物間的交互關係 0.88 0.87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推論生物間的關係 0.9 0.8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分類中的學名概念 0.71 0.69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分類內溫動物與外溫動物 0.72 0.61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根據生物的特性進行分類 0.51 0.54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了解被子植物的特性及分類依據 0.6 0.58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應用植物生殖相關知識在不同情境
中

0.51 0.50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植物的無性生殖 0.71 0.66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無性生殖的特性 0.71 0.67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體細胞與生殖細胞，以及體染
色體與性染色體的概念

0.45 0.36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依據資訊推論出因果關係 0.69 0.65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將文字資訊轉譯成圖表 0.70 0.60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 0.64 0.67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習得的科學知識判斷相關敘述
的合理性並作出解釋

0.48 0.44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應用遺傳法則分析家族遺傳情況 0.43 0.37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遺傳的概念推論可能的表現型 0.4 0.36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演化的概念 0.44 0.39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遺傳法則及演化的觀念 0.69 0.67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酵素的主要成分 0.41 0.48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酵素的特性推論物質的變化 0.71 0.67

109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統整酵素概念，判斷酵素在各步驟
後的活性

0.42 0.45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血球的功能 0.56 0.62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血液循環中物質的運輸 0.45 0.48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人體血液循環及心臟的構造 0.55 0.53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食物鏈與能量塔間的關係 0.60 0.61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能量塔的概念 0.4 0.3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植物運輸及蒸散作用 0.78 0.67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維管束內物質的運輸 0.58 0.55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維管束的功能 0.48 0.46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小腦的主要功能 0.74 0.67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神經訊息的傳遞 0.59 0.63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大腦及神經系統的功能 0.68 0.61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8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統整滲透作用、重量百分濃度與體
積莫耳濃度的概念，判斷三種溶液濃
度的關係

0.31 0.33

109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應用體積莫耳濃度的概念計算並判
斷實際濃度的大小

0.28 0.2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影響反應速率快慢的因素 0.64 0.63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根據反應速率加快的資訊，判斷四
種實驗加入的物質是否為催化劑

0.5 0.4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音量大小與聲波的振幅有關 0.77 0.75

108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波速公式來判斷聲波是否符合
動物的聽覺範圍

0.47 .0.47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聲速與光速的差別，預測爆炸
時的現象

0.5 0.38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溶解度的概念 0.53 0.56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氣體在水中溶解度與氣體收集
法的關係

0.57 0.59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吸熱、放熱的變化，以及溫度
與物質溶解度的關係

0.64 0.5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依據資訊推論常見酸與鹼的pH值
大小關係

0.66 0.55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酸鹼中和反應的特性預測實驗
結果

0.58 0.5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了解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0.58 0.52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熱塑性聚合物的性質與結構示
意圖

0.56 0.52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區別有機化合物和無機化合物 0.66 0.5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了解質子、中子、電子的性質與關
係

0.45 0.44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原子結構(質子、中子、電子) 0.66 0.62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原子結構(質子、中子、電子) 0.63 0.5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質量、體積與密度的關係 0.56 0.56

109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密度的概念計算出溶液的密度 0.44 0.43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了解鹼金族的化學性質 0.40 0.37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的意義 0.73 0.8

109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同族的元素有相似的化學性質 0.66 0.5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
斷

能分析並預測透鏡的成像情形 0.41 0.37

108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
斷

能統整透鏡成像中物與像的關係，判
斷出合適的觀測方式

0.27 0.27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知道液體壓力與深度的關係 0.84 0.77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液體壓力的作用情形 0.45 0.3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氧化還原反應 0.52 0.52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了解對氧的活性大小所詮釋的意義 0.66 0.67

109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了解氧化還原反應、氧化劑與還原
劑的關係

0.56 0.47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牛頓第二運動定律與v-t圖的意
義

0.54 0.54

108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解讀圖中資訊並應用牛頓第二運動
定律

0.36 0.38

109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
斷

能統整牛頓第一及第二定律，區辨解
決問題的關鍵資訊

0.33 0.32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阿基米德原理 0.62 0.56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阿基米德原理判斷物體的浮沉
情形

0.61 0.59

109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阿基米德原理 0.35 0.26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了解化學反應與原子不滅的相關概
念

0.38 0.36

108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原子不滅的關係補足化學反應
式

0.56 0.46

109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平衡化學反應式係數並判斷反應物
和生成物質量變化的比較關係

0.47 0.43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電解水的概念 0.55 0.52

108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電解水與電鍍實驗的正極、負
極反應來判斷直流電源的連接方式

0.35 0.28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電解硫酸銅水溶液、鋅銅電池
和廣義氧化還原的關係

0.38 0.3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知道重力位能的意義 0.70 0.71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重力位能的意義 0.69 0.6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
斷

能檢視他人的評論是否符合萬有引力
定律

0.31 0.33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舉
例

能理解萬有引力的作用方向 0.69 0.63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預測通路、短路與斷路下電路的運
作情形

0.44 0.45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並聯電路中發生斷路時的情形 0.46 0.42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導體的形狀，推論導體電阻的
大小

0.53 0.55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計算電阻器的耗電功率 0.49 0.48

108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判
斷

能應用度的概念計算出燈泡節省的功
率

0.42 0.37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v-t圖面積所代表的意義 0.51 0.50

108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平均速度與平均速率的概念 0.48 0.45

109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位移與路徑長的不同 0.82 0.83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地質事件的先後順序 0.81 0.75

107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地表地質作用 0.77 0.75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解讀化石透露的地球歷史 0.57 0.49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解讀地層中地質事件的先後順序 0.61 0.65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地質事件的成因並推論造成地
貌改變的原因

0.65 0.68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應用科學知識
能應用月相所在的方位，判斷月亮升
起的時間

0.53 0.44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日、地、月的相對運動推論月
相

0.55 0.46

109
能統整科學知識，分析資訊作出
判斷

能分析日、地、月模型與地球自轉的
關係，判斷月亮升起的時間先後

0.43 0.46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月相的成因 0.39 0.45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根據光年的概念來解釋現象，並了
解宇宙組織架構的層級

0.65 0.65

107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太陽系中的行星 0.66 0.61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理解星體在宇宙層級中的大小關係 0.6 0.5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大氣分層的概念 0.65 0.65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大氣分層的方式與特性 0.63 0.59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大氣分層中溫度與壓力的變化
趨勢

0.48 0.44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8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理解潮汐作用造成的現象 0.84 0.81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潮間帶的範圍與潮汐作用的關
係

0.74 0.69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地震規模、震度的意義 0.50 0.52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理解等震度圖所詮釋的意義 0.88 0.85

109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了解地震規模、震度的意義 0.75 0.78

常考的單元主題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板塊交界的特性 0.43 0.44

108
能對科學知識作出詮釋、分類、
舉例

能分辨不同板塊邊界類型的特徵 0.38 0.42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板塊構造學說中不同類型的板
塊邊界與其地貌特徵

0.61 0.62

年度 分項能力 評量目標 全國通過率 本校通過率

107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等壓線與風向的關係 0.64 0.59

108 能知道科學知識 能知道等壓線的意義與用途 0.87 0.8

109
能根據科學知識作出合理的推論、
解釋或預測

能了解等壓線與風向的關係並推論天
氣系統的類型

0.47 0.4

常考的單元主題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103年

A++

46~54

52~54 B++

19~45

36~45

C 0~18A+ 50~51 B+ 28~35

A 46~49 B 19~27

104年

A++

47-54

52-54 B++

19-46

36-46

C 0-18A+ 50-51 B+ 28-35

A 47-49 B 19-27

105年

A++

46-54 

51-54 B++

20-45 

37-45

C 0-19A+ 49-50 B+ 30-36

A 46-48 B 20-29

106年

A++

47-54

52-54 B++

20-46

38-46

C 0-19A+ 51 B+ 30-37

A 47-50 B 20-29

107年

A++

46-54

52-54 B++

20-45

37-45

C 0-19A+ 50-51 B+ 29-36

A 46-49 B 20-28

108年

A++

46-54

52-54 B++

20-45

38-45

C 0-19A+ 50-51 B+ 31-37

A 46-49 B 20-30

109年

A++
47-54

52-54 B++

20-46 

39-46

C 0-19A+ 50-51 B+ 31-38

A 47-49 B 20-30

04 等級分布



歷屆答案數量分布

年
選項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A 13 14 13 12 13 14 13

B 13 12 13 15 15 14 13

C 14 15 14 13 14 13 14

D 14 13 14 14 12 13 14



姓名 109年會考成績 錄取學校

徐○恩 5.1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成○旼 5.2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廖○凱 5.4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侯○蘋 5.6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許○瑋 6.2 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

陳○瑋 6.2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盧○潔 7.6 私立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李○安 7.6 私立華夏科技大學

曹○棋 7.6 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何○心 8.6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康○糧 8.6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黃○紘 5.2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體育班)

賴○希 8.6 私立開平餐飲學校

吳○均 9.4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張○宸 9.6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妡 9.6 臺北市喬治高職

侯○辰 9.8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姜○安 9.8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許○承 10.4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洪○悦 10.6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陳○雯 10.6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黃○菲 10.6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李○倪 10.8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黃○琪 10.8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5B、
5C
差
很
大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 0.86 0.88 0.73 0.84 0.85 0.49 0.88

2 0.73 0.82 0.83 0.86 0.87 0.28 0.94

3 0.73 0.79 0.85 0.80 0.88 0.40 0.78

4 0.84 0.82 0.88 0.82 0.82 0.49 0.71

5 0.66 0.75 0.69 0.81 0.73 0.51 0.78

6 0.70 0.83 0.75 0.76 0.72 0.52 0.74

7 0.78 0.69 0.77 0.72 0.69 0.48 0.81

8 0.68 0.77 0.83 0.74 0.86 0.50 0.77

9 0.66 0.68 0.83 0.73 0.84 0.50 0.70

10 0.66 0.78 0.74 0.67 0.66 0.49 0.77

11 0.61 0.69 0.69 0.66 0.69 0.47 0.64

12 0.51 0.62 0.64 0.67 0.71 0.47 0.65

13 0.69 0.57 0.62 0.64 0.66 0.50 0.66

14 0.61 0.67 0.60 0.68 0.56 0.56 0.58

15 0.71 0.53 0.59 0.75 0.57 0.61 0.53

16 0.63 0.61 0.60 0.61 0.60 0.53 0.69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7 0.53 0.54 0.50 0.61 0.69 0.51 0.51

18 0.59 0.70 0.77 0.68 0.71 0.54 0.52

19 0.50 0.59 0.53 0.50 0.63 0.50 0.71

20 0.46 0.57 0.59 0.47 0.61 0.58 0.65

21 0.63 0.54 0.69 0.63 0.51 0.51 0.63

22 0.59 0.55 0.50 0.55 0.51 0.62 0.66

23 0.61 0.46 0.56 0.62 0.57 0.45 0.64

24 0.50 0.46 0.71 0.58 0.59 0.49 0.54

25 0.50 0.50 0.52 0.58 0.55 0.55 0.54

26 0.50 0.43 0.47 0.62 0.58 0.46 0.55

27 0.51 0.54 0.50 0.54 0.61 0.33 0.56

28 0.62 0.47 0.43 0.55 0.44 0.60 0.60

29 0.50 0.43 0.47 0.44 0.45 0.47 0.51

30 0.44 0.38 0.50 0.38 0.62 0.55 0.40

31 0.39 0.46 0.49 0.41 0.58 0.51 0.52

32 0.36 0.57 0.54 0.50 0.47 0.44 0.45

05 歷屆試題通過率分布



體育班證明
只要你願意，
考B真的不會難

班級 學生姓名 自然

1 04 李○倫 B

2 04 侯○廷 B+

3 04 胡○筌 B

4 04 張○佳 B

5 04 張○開 B

6 04 鄒○同 B

7 04 林○貞 B

8 04 張○凌 B

9 04 劉○瑜 B

10 04 鍾○雯 B

11 04 陳○芹 B

108年畢業生26位

班級 學生姓名 自然

1 04 傅○紘 B

2 04 野○樂 B

3 04 康○喬 B

4 04 謝○勳 B

107年畢業生13位



一、題目文字變長：
圈出重點（關鍵字、科學概
念），從中找尋線索，大致都
可順利解題。有時候題目越長，
反而越簡單。

06 題型趨勢



二、概念整合但沒有繁
瑣計算：
重視基本原理和公式推理，沒有繁

瑣的計算題，忌諱死背公式，有些

題目根本不用算就能答題，但題幹

圖表可能會騙到考生。除了跨理化

章節的統整題目或跨生物章節題型

之外，也常有跨生物、理化、地球

科學兩科以上的題組，此類型題數

逐漸增加，但多為基本觀念。

06 題型趨勢



三、圖表題比例高：
以109會考為例，54題裡面就有33張圖、7張表格，包含實驗、圖像、
表格等。圖表題考驗考生對於圖表的觀察、理解、資料分析與應用
的能力，圖表中的細節往往比文字豐富，別放過課本及試題中的任
何圖表，每一個都要看仔細、想清楚。

06 題型趨勢



四、重視實作精神：
不少實驗設計以題組方式出現，
可能會以漫畫的連續圖型或閱讀
形式出現，必須快速理解實驗要
強調的重點，才能從中找出答案
關鍵。有些實驗在課本中並沒出
現，但其實考的卻是課本中的觀
念，找出考的是課本哪個觀念才
能答題。這類題目通常具有高鑑
別度。

06 題型趨勢



生物實驗有哪些？
實驗名稱 重點整理

實驗1-1 複式顯微鏡與解剖顯微鏡的使用 實驗討論的問題、

實驗步驟、實驗結

果與問題之間的關

係

實驗2-1 細胞的觀察

實驗3-1 澱粉與糖分的測定

實驗3-2 酵素的分解作用

實驗3-3 光與光合作用

實驗4-1 植物體內水分的運輸

實驗4-2 探測心音與脈搏

實驗5-1 反應時間的恆定

實驗6-1 動植物的呼吸作用



實驗名稱 重點整理

實驗1-2 密度的測定 實驗討論的問題、實

驗步驟、實驗結果與

問題之間的關係

實驗2-1 混合物的分離

實驗2-2 溫度對固體溶解度的影響

實驗2-3 氧氣的製備及性質

實驗3-1 彈簧波的傳播

實驗3-5 響度、頻率與共振

實驗4-3 透鏡的成像觀察

實驗4-5 色光與顏色的關係

實驗5-1 溫度計的原理

實驗5-2 熱量與物質溫度變化的關係

實驗6-2 認識元素

理化實驗有哪些？(2上)



實驗名稱 重點整理

實驗1-1 化學反應前後的質量
實驗討論的問題、實驗

步驟、實驗結果與問題

之間的關係

實驗2-1 金屬對氧的活性

實驗2-2 哪些物質的水溶液可以導電？

實驗3-1 酸與鹼的性質

實驗3-5 酸與鹼的中和反應

實驗4-1 溫度與反應速率

實驗5-1 竹筷的乾餾

實驗5-3 製造肥皂

實驗6-1-1 力的測量

實驗6-1-2 力的平衡與合力

實驗6-2 摩擦力

實驗6-3 液體壓力的特性

實驗6-5 阿基米德原理

理化實驗有哪些？(2下)



理化與地球科學實
驗有哪些？(國三)

實驗名稱 重點整理

實驗1-1 位移與速度的變化
實驗討論的問題、實驗

步驟、實驗結果與問題

之間的關係

實驗3-1 轉動平衡―槓桿原理

實驗4-1 歐姆定律

實驗1-1 鋅銅電池

實驗1-2 電解硫酸銅水溶液

實驗2-1 載流導線產生磁場

實驗2-2 線圈內磁場變化產生電流



一、規劃複習進度：
以週為單位，計畫本一路填上日期到會考當天，並在段考、模考兩

個禮拜前事先註明，養成按時確認是否完成計畫的習慣。

二、善用80/20法則：

80%的題目都掌握在20%的知識點上。透過歸納與整理，找到這命題

關鍵的20%，注意綜合概念，跳過細節。

07 複習策略



三、考前筆記術：
一個科目就是一本，避免複習時的混亂。筆記開頭設有單元主題，

方便查察(實驗、課本內容、常錯題目等分類整理)。筆記最好是圖

解式的，有圖與文字相互搭配，方便記憶。

四、文科/理科交替複習：

排定複習時間表的時候，可以把文科與理科輪流複習，不要讓大腦

持續在某一個科目運轉太久，會造成專注力疲乏，效率減損。

07 複習策略



五、專注不熟的知識點：
勇敢突破不擅長的知識例如，數學、理科是你的弱項，倒數計時，

你反而要盡快把重點知識盡快學會打包，因為從九十分要進步到就

九十五分的機率很低，但是要從四十分進步到六十分，是可以透過

大概念進行成果的躍進，避開細瑣的、碎裂的知識，盡量從大觀念

下手，進行最後衝刺期的刻意練習。

六、休閒時間的安排：

準備會考需要有足夠的體力與耐力，因此建議以運動取代3C產品的

使用，每周運動3次以上，3C產品的使用一天不超過半小時，逐漸縮

短時間。

07 複習策略



一、考前最後一個月，練習歷屆會考試題或仿會考試題。會

考試題有大量圖表可供練習，解題時要仔細找圖表中的內容

關鍵，尤其是橫座標、縱座標、正比、反比等趨勢圖形分析

等等。另外會考試題每題都有「誘答力」很高(就是很容易被

騙)的選項，練習時不是搞懂標準答案就好，而是要將每個選

項都弄清楚，透過題目幫助自己完整釐清概念。

07 考前複習策略



二、考前最重要的是訂正錯誤與概念釐清。好好的重新將

錯誤的題目審視一次，並重新思考、再練習一次錯誤題，

將自身不清楚或模糊的概念徹底瞭解。題目「貴在精不在

多」，不需要再做太過艱深複雜的考題。畢竟會考自然科的

考題著重基礎觀念，很少需要繁雜計算。

07 考前複習策略



三、最後兩周複習時回歸筆記或課本重點整理，看看目錄

頁標題、節名，手寫或繪出這個單元的重要概念、專有名詞、

定理、基本運算等。許多生活議題皆與科學相關，也要連結

生活經驗，別只陷在課本中。多想想這些知識的生活應用，

跟著新聞複習理化概念，活化知識複習。把筆記或課本每

章節的重點整理再看ㄧ次，並且練習將這些現象以生活實

例解釋。

07 考前複習策略



1.細心耐心讀題：
仔細閱讀題目及選項全文，尤其部分題目文字量多，更需要細心

與耐心閱讀題目，以理解題意、擷取訊息。

2.掌握關鍵字詞：

圈出題目中出現的科學關鍵字詞與問題(並注意單位轉換)，以了

解題意。

3.運用圖表資訊：

試題中呈現圖、表資料時，答題時須解讀圖、表中資料，並適當

選擇與運用圖、表中所提供的資訊。

08 應答技巧



4. 邊算邊劃卡
在專注計算的時候，我們往往會不小心忽略時間流逝的速度感。

在學校教書多年，孩子算到沒時間劃卡的情況屢見不鮮。為了不

讓遺憾發生在最關鍵的會考時刻，請記得邊算邊劃卡，即便有不

太理解的題目，也可以先做記號，就勇敢的猜一個答案，然後持

續向下作答。如果最後來得及，還能夠再進行驗算與修正；如果

最後沒時間，至少有猜才有機會，而這也可以預防一整排答案劃

錯的情況發生喔！所以記得邊算邊劃卡，不會的就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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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分鐘擲筊
預留最後的10分鐘檢查考卷，務必讓自己有把握的題目能夠答對，

沒有信心的題目也能驗算一遍。對於完全不懂的題目，請不要過於

執著，要記得你想了很多選一個答案，跟粗略看過就挑一個答案，

這道題目都是屬於「你不會的題目」，猜中的機率都是1/4。與其在

這些題目上進行心靈交流與心電感應，不如就擲筊吧。請把時間留

給「有信心答對」的檢查以及「沒有信心」的再計算，時間分配的

效能才得以極大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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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放棄，若是放棄了，什麼也沒有。只要心無旁鶩，按部就
班的念書，終有所成。

➢下定決心後就不要三心二意。
➢用心經營自己---為自己讀書、為自己打拼，向自己的夢想邁
進，進而享受自己的人生。

➢成功不靠奇蹟，而是堅持到底。
➢維持正常作息與充足睡眠，並做適當與適量的休閒運動，保持
身心健康。

給考生的勉勵



祝福大家
考前平安順利充實
考後進入理想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