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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0年1月18日 

符膺新課綱命題全面啟動 跨科與理解能力已成主流 

本國在108年正式實施新課綱，連帶變革考招制度，以順利接軌111年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的升學進路。全國教師會過去長期呼籲「為落實新課綱之核心素

養，重視理解能力及多元學習，主張大學學測的命題須服膺新課綱精神，且明

確朝向跨科整合」。尤其是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加入，以及考科五選四的重大

改變，使得命題品質要更加穩定與謹慎，方能達成有效且公平的評量測驗。本

會樂見今年學測大致達成素養命題及跨科統整等面向，並落實學測為評量學生

基本能力之目的，使未來考招制度更著重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表現。 

 

109學年度大學學測已於1月17、18日辦理完畢，全國教師會暨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延續歷年關注大學入學考試的辦理，在測驗當日辦理試題分析與

評論。本年度共有近50位高級中等學校老師們，以教學專業協助完成試題評論

（綜整各科評論與建議請參閱附件）。 

 

分析今年的學測試題，整體而言屬中間偏易。英文科取材生活化，如夾腳

拖、引水人、橄欖油分級等，作文也呼應111年新型寫作。國文科內容靈活，有

科普、飲食、電影、歷史等題材，充分顯現跨領域教學的重要性。社會科命題

有新意，引用新聞時事如大學畢業門檻、杜絕假新聞、手機遊戲等，且題幹與

選項敘述乾淨俐落，跨科試題比例高。數學科以概念為主的命題方向，培養學

生信心，人口統計表及網路拍賣題目，貼近生活。國文寫作取材近似大考中心

公布之參考試卷，且學生需要有理解與表述的能力，才能作答。自然科活學活

用，時事題有2019諾貝爾獎、災害與防災、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情境題有除

草劑巴拉刈、登革熱、花粉管的萌發、挺舉槓鈴，命題真正跨科整合。 

 

綜上所述，各科皆與生活經驗緊密結合，題型設計多元，包含重視閱讀與

理解、生活化的情境脈絡、跨科整合知識判斷、圖表分析運用，讓學生無法以

單一學科能力作答。未來111年考招新制將要納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大學學測

採卷卡合一，並成為甄選入學基本篩選依據，故學生要更加重視學生學習歷程

的表現。是以，教育改革，非僅僅是考試題型的改變，政府仍須將相關配套措

施到位，包括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置、教師員額的合理編制、設備基準的補

足等，都應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新聞聯繫人：全教總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副主委 臧俊維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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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科評論與建議綜整如下： 

 

英文科：【取材多元具生活化及趣味性，整體五標預計與去年差距不大！】  

一、文意字彙難易度提高，五級字增多。 

二、綜合測驗文法題偏少，但片語應用題增加。 

三、文意選填題型平易近人。 

四、閱讀測驗文章取材生活化(如：夾腳拖的由來、引水人的特殊職業介紹、橄欖油的分級 

及儲存方式、日本鐵道綜合技術研究所研發驅逐鹿群的策略…等)。 

五、作文題型呼應大考中心公布的111年新型學測寫作，新聞照片取代手繪圖片，反映生活 

時事！ 

六、整體題型符合108新課綱核心素養命題概念。 

 

國文科：【難易適中，側重理解，題幹與選項敘述精簡】  

一、文言佔45%，白話佔55%，符合課綱精神。 

二、命題符合素養導向，內容靈活，有科普、飲食、電影、歷史等題材，充分顯現跨領域 

教學的重要性。 

三、課內外篇章的閱讀分析，亦是本次試題的特色，課內文章亦多參用，有利於教學與學 

生學習。 

四、提高閱讀教學的重要性，對於文本較不強調細節分析，但更注重語言的精鍊度，能引 

導學生重視語文使用的精確與深度，提升文化的素養。 

 

社會科： 

一、公民與社會：【試題靈活，貼近生活脈絡】 

1. 試題難易度「中間偏難」，基本題型為主，較無爭議題型，圖表類型題目並不多。 

2. 試題大致符合課綱的規定，部份題目敘述引用新聞時事，例如：題組第10、11題， 

有關大學畢業門檻議題；題組第12、13題，有關杜絕假新聞問題。情境式題目有第 

4題打破傳統指腹為婚的婚姻觀念，題組第49題則是以歷史與文化身份區別的脈絡。 

3. 試題係以社會科學分論的方式進行命題，幾乎皆為核心素養命題。 

4. 試題有創意不錯的題目，例如：第7題目結合手機遊戲，題組第67、68、69題，則 

是敘述企業社會責任。 

5. 政治類型試題偏少，政府體制與政黨選舉制度等未入本次試題中，殊為可惜。 

 

二、歷史：【命題靈活有新意，新舊課綱能兼容，中間偏易】 

1. 呼應新課綱人群移動和文化接觸與交流，呈現全球化的初期發展歷程(16-17世紀)， 

中古與近世成為本次命題焦點。 

2. 對歷史提出多元觀點的解釋，刺激學生對歷史的探究興趣，如第23、27、69題。 

3. 題組題幹跨科融合，但側重學科專業，題幹與選項敘述乾淨俐落、答案線索明確。 

4. 建議學生複習一到四冊歷史時，須同時將第五冊融合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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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學生學習歷史時，須連結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神入過去的時空環境，清楚時序 

概念，注重變遷與因果。 

6. 歷史試題第三冊的比例偏高，唯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區塊分布平均。 

 

三、地理：【跨科試題比例高達 1/3，預估五標分數較去年上升10分】 

1. 跨科整合試題比例高達三分之一，題目科際界線較為明確，學生能從不同學科角度 

切入，為較合理的整合。 

2. 試題整體難易適中，預估五標分數較去年上升十分。 

3. 利用文本閱讀找出核心概念，結合地理技能進行分析與判讀。 

4. 第39、40、66題不易作答，需對臺灣經緯度及比例尺概念精熟度高度掌握。 

5. 第41題針對冰河地形作用及樣貌需徹底理解才能作答。 

 

數學科：【近幾年最簡單，許多試題僅國中程度即可應答】 

一、以概念為主的命題方向，培養學生信心，值得延續。 

二、可增加一至二題高層次試題，以提高鑑別度。 

三、各冊命題宜更平均分配。 

四、可再增加結合真實生活情境融入的議題，培養數感與素養，例如：多選第12題、選填 

第A題，以利教師掌握教學方向，接軌108課綱之精神。 

五、整份試題沒有難題，沒有學生煩惱的排列組合問題，幾何類型試題較多，統計部分僅 

國中程度即可應答。 

六、對數問題僅需以10為底，可作為108課綱參考試題，例如：單選第6題、多選第11題。 

七、各章較無進階試題，例如：首尾數、相關係數、迴歸直線、和差角公式、線性規劃、 

外積、橢圓與雙曲線等，皆未出現。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一、非選一的文本，一二段在答題上不具功能，建議刪減之。 

二、非選一的問題二，命題看似開放，實則封閉。以考生而言，不易有「玩物養志」之成 

長經驗。 

三、非選二之題目中，若已對文本加以詮釋，則失去文本閱讀的意義。 

四、如欲連結甲文或乙文的體悟，建議改為兩小題。第一小題考甲、乙二文作者的體悟； 

第二題則請考生抒發在靜夜中的體驗及感受。 

五、國寫命題取材的範圍希望更為廣泛多元，避免重複近年來曾出現過的素材。 

 

自然科： 

一、化學：【化學難易適中，諾貝爾獎(美國科學家goodenough，足夠好)有入題】 

1. 試題難易適中，分配平均，較去年簡單。 

2. 二、時事題包括2019諾貝爾獎鋰離子電池氧化還原觀念的判斷。 

3. 計算題數字配得很好，只要觀念清楚，就可以簡單算出來。 

4. 第40題的E選項，天然氣發電沒有標明是火力發電還是燃料電池發電，會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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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出題平穩，難易適中，樂見與物、化跨科整合。】 

1. 出題平穩，難易適中，符合課程綱要。 

2. 符合跨科整合精神，第9題(結合化學氧化還原概念)，第37題(結合物理電學概念)。 

3. 實驗內容入題，重視操作過程及實驗數據判讀，第7題(顯微鏡觀察)、第26題(花粉 

管的萌發)。 

4. 部分題目能夠評量圖表判讀及科學閱讀等素養能力，第26題(評量圖表判讀之能力) 

，第37題(評量閱讀素養之能力)。 

5. 部分題目以生活情境入題，第9題(除草劑巴拉刈)、第30題(登革熱)、第37題(電對生 

物體的影響)。 

 

三、物理：【命題中規中矩，無令人驚豔的題目。】 

1. 無結合時事之命題，整體命題難度中等。 

2. 第6題考到紅移量值與行星速率的關聯，疑似超綱。 

3. 第38、39題結合生物腦波電壓起伏來命題，具有創意與巧思。 

4. 第43、44題以挺舉槓鈴來探討能量與力的關係，符合情境式命題。 

5. 第2題運動學的計算建議放在第二部分 

6. 第25題比較白熾、省電和LED燈泡的發光效率及購買費用，和學測歷屆試題相似。 

 

四、地球科學：【難易適中，活學活用。】 

1. 難度高、中、低的題目兼具，屬良好試題。 

2. 第一部分的後段試題，如第33、34題的難度較高，甚至略高於第二部份試題。 

3. 具時事與議題融入，皆符合素養導向試題的發展方向。 

4. 本次試題皆有涵蓋情境化(第19、20題)、整合運用能力(第18、19、20、65題)、跨科 

融會貫通(第6、36、67題)。 

5. 議題融入災害與防災(第19、20、22、23題)，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第67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