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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試題評論數學B科新聞稿 

 

本年度數學B科試題經評論委員全面檢視，詳細討論後，提出整體評論及建議如下： 

 

一、透過基本題有利於掌握基本核心概念(例如單選1的三次函數，多選8的週期現象，選填1

3的對數運算)，讓學生有努力的方向，回歸一般學習策略讓學生對數學更容易有信心。 

 

二、注重概念的理解而非複雜的計算(例如單選2的矩陣乘法，單選4的百分位數及單選5的條

件機率問題)，只要掌握核心概念，不難從中得到問題的答案。 

 

三、試題循序漸進有層次，從基本題讓同學有自信，到進階的混合題問題解決(例如多選12

的地球儀經緯度問題，選填17的排列組合計數問題，混合20題的單點透視問題)。 

 

四、本次試卷取材了不少數B有、但數A沒有的單元入題(例如單選7的圓錐截痕，多選8的週

期現象，多選10的按比例成長模型，選填12的球形地球儀及混合題的單點透視)，讓數B

與數A的差異化鮮明，是好的現象。 

 

五、排列組合的計數問題應鼓勵學生按照定義並有系統的分類討論，但本卷試題(如選填14, 

選填17兩題)，如以分類討論則花費時間多且容易錯誤，但兩題都有公式化的解題技

巧，宜避免此類疑似與坊間考古題過於類同的題型。 

 

 

評論教師名單：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邱健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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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疑義申覆： 

題號 題目 疑義之處 大考中心公

佈之答案 

建議之答案

（若有） 

12

(5) 

通過北極點與A點的直線與

通過北極點與C點的直線互

相垂直 

如果以球面幾何(非歐幾

何)的概念來看該選項正

確。 

  

 

二、試題總體評論： 

(一)題目分析表(難易度、評量題型)： 

難易度 題數 比率% 評量題型 題數 比率% 

難 4 20% 知識基本題 8 20% 

中 7 35% 探究與實作 9 45% 

易 9 45% 混合題型 3 15% 

 

(二)整體分析表（按照符合程度，分5等。5為最符合，1為最不符合） 

評論主題 5 4 3 2 1 備註 

評量題型分布恰當 ■     各冊分布平均 

符合課程綱要 ■      

各學習主題佔分比重適切 ■      

偏重某些特定主題     ■  

試題取材合宜 ■      

試題具有鑑別思辨能力 ■      

題幹敘述清晰 ■      

試題選項具有誘答性 

(能力鑑別) 

  ■   多選題部分選項有誘答性 

用字遣詞潛藏性別刻版印

象或城鄉差距 

    ■  

 

 

 

 

 

 



 

 

(三)探究與實作或素養命題分析表 

評論主題 評論內容 

(請就題目舉例說明) 

備註 

統整學生學習經驗 第  7  題提到 若手電筒照射在牆壁上的光源邊緣為

拋物線的一部分，則在地板上的光源邊緣是哪種圖

形，跳脫以往的問法，希望學生透過圓錐截痕的定義

解題。 

 

學理與實踐能互用 第  10  題提到  細菌的數量來建構指數成長模型，

略有與現今疫情變化相互輝映，頗能藉此切入真實情

境。 

 

具備跨科概念 第   12   題提到 地球儀上的問題 ，  將赤道、經

緯度等社會科問題與透過數學的球面幾何問題解

決  。 

 

 

(四)混合題或非選擇題型分析表 

＊非選題請註明：填充、簡答、問答、圖示、表格…等(■) 

    評論題目 題型分析 評論內容 

混合題型 

第 18-20 題 

□單選       題，       

分 

□多選       題，       

分 

■非選   3  題，  15 分 

非選題之題型類型： 

選填題3分、計算題12分。 

 

(五)高中教師專業觀點： 

（A）對教師教學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  教學過程中不應弱化數B所特有的主題，例如地球儀、單點透視等。 

●  不應將數B理解成數A的弱化，兩者之間的差異為教學內容而非難易度。 

●  試題中各題僅測驗一個概念，測驗內容鮮明，教師命題時可朝此方向嘗試。 

（B）對學生學習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 數B不僅強調代公式計算，也著重基礎概念的理解。 

● 能精熟學習排列組合、指對數、多項式、矩陣等單元，可更加得心應手。 

● 平面幾何強調坐標化後運算，和數A強調嚴謹論證之概念有所區別。 

● 數A跨考數B的同學，會更注重數B有、但數A沒有的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