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測 好讀考前策略包 / 社會科 

公民篇 

用清晰觀念，解決學測公民難題！ 

以下整理由《樂學網／羅文公民》提供 

2021學測公民試題出題會有以下5個趨勢，同學們在讀書時要抓緊這5個趨

勢來讀，如果可以抓到趨勢及要領就可以事半功倍，否則將會事倍功半喔。 

一、公民考題重視清晰的觀念  

觀念清楚最重要，許多模稜兩可及意義相近的名詞解釋要弄清楚，雖然基

測考題不重視細瑣的記憶。 

 

例題：109 學測第 3 題： 

小芳為完成一項課堂報告，整理多筆資料，表 1 是其中三筆： 

表 1 

編

號  
倡議者  相關法律  倡議期間  

1  車禍受難者救援協會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1988-1996 

2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2001-2003 

3 民間司法改革委員會  法律扶助法  2001-2003 

 

依據表中訊息，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報告的主題？  

(A)我國利益團體與公共政策制訂   

(B)我國弱勢群體保障的立法案例  

(C)我國立法院的職權與立法程序   

(D)我國民間團體與司法制度改革  

 

本題在考驗學生是否知道何謂利益團體？以及倡議的意涵為何？同學們有

清晰概念的話，就可以知道各種基金會、協會、公益團體等等，街為利益團



體，他們會以倡議等多管道向政府施壓，以推動政府通過並執行有利他們利益

的決策。 

二、圖表判斷應用題型增加 

圖表判斷這一塊，是許多同學比較容易忽略的，也是未來基測出題的重要方

向，圖表判斷的難度較高，而且題型也十分多變，必須經由大量練習圖表考題來

因應。 

例題：109 學測第 8 題 

某國新政府上台後，為使重大政策更貼近民眾需求，提升未來施政滿意度，

決定實施全國民意調查，以瞭解該國公民是否支持重大政策法案立法前，應先舉

行公民會議，以及公民是否願意參與會議。調查結果如表： 

 

參與意願  

支持態度  
願意  不願意  合計  

支持  847（48.37%） 517（29.53%） 1,364（77.90%） 

不支持  114（ 6.51%） 273（15.59%） 387（22.10%） 

合計  961（54.88%） 790（45.12%） 1,751 （ 100%） 

 

依據上述調查結果，該國多數受訪者對於公民會議的支持態度和參與意願，

與下列哪項民主政治的理念最接近？ 

 

(A)公民的角色在於參與定期選舉的投票，決定政黨輪替並避免產生政府專制 

(B)公民對公共政策進行對話討論，有助於改善代議制度並擴大參與決策機會 

(C)一般公民未必瞭解公共政策，多數決亦可能流於多數暴力而傷害決策品質 

(D)公共政策由公民投票決定，既可以避免菁英壟斷也是民主政治的最佳形式 

本題在考驗學生是否理解審議式民主的概念，也就是以討論民主來取代投票

民主的趨勢，依照表格所述，人民 48.37%願意支持並參與討論，表示該國很適

合推動審議式民主。 

 

  



三、時事融入題目題型增加 

基本上公民是和時事脈動最相關的科目，出題老師也可藉此來鼓勵學生多

多注意新聞報導，以增進學生之媒體識讀能力，畢竟公民與社會科主要的目的

是要訓練出未來可在社會適應良好且能關心了解公共事務的學生，所以重大時

事應用題勢必成為將來公民科的出題趨勢，而關於這一點各位同學不用擔心，

老師在每年的學測及指考前都會幫學生們整理出近年度的重大時事的總整理給

當年度的考生們，讓同學們可以減少一點準備時間，但各位同學還是要持續的

關心時事，不能偷懶喔。 

例題：109 學測第 12 題 

某國政府頒布新法令，以為了防杜假新聞擾亂社會秩序為理由，規定凡於媒

體散布不實訊息者，將由行政主管機關逕行審訊裁罰。此規定引發大量民眾走上

街頭，要求政府撤回此侵害人權法案。雖經警察強力鎮壓，民眾未散，甚至逐漸

形成團體，持續組織動員，規劃不同抗爭行動以呼籲民眾捍衛人權、推翻該法案。

該國某些媒體在報導此事件時，不斷強調「大規模抗議行動，已癱瘓該國經濟，

行動引發的混亂，更造成龐大社會成本，令人憂心不已」。 

 

從媒體識讀角度，檢視題文中所述之媒體報導內容與方向，下列詮釋何者最

適當？ 

 

(A)媒體報導未能善盡查證責任，僅一味隨著輿論起舞 

(B)報導內容嘩眾取寵，僅追求收視率但忽略社會責任 

(C)新聞編製者持特定立場，導致新聞僅傳遞部分訊息 

(D)媒體能對社會事件進行批判分析，有效實現公共性 

 

本題就是標準的時事題，近來一直討論並廣受爭議的假新聞事件，媒體倫理

以及如何建立民眾媒體識讀的能力。 

  



四、素養題型增加 

所謂的素養題型，旨在考出學生對於該學科的正確認知與觀念素養，不強

調課文內容的記憶與傳統的題型判斷，所以選項將會出現許多模稜兩可的答

案，學生必須依據自身對於該學科的認知，選出最符合該學科意旨的觀念及答

案，這樣的題型，就連公民老師都將陷入長考，不一定能選出出題教授想要的

答案，故未來的考試，難度將會大大增加。 

 

例題：109 學測第 7 題 

 

某新款遊戲中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分別是勇士和弓箭手。原本小新玩一

小時遊戲，不管是只選擇勇士或只選擇弓箭手，最高可讓該角色的戰力升五

級，但一小時內也可以任意轉換角色。某日小新抽到弓箭手升級速度加倍的一

小時優惠，若以弓箭手戰力升級數為橫軸，勇士戰力升級數為縱軸，並以實線

代表獲得優惠前每一個小時的生產可能線，在其他條件不變下，下列哪一個示

意圖最適合用來顯示此優惠對小新一小時生產可能線的影響？ 

 

(A)                   (B)                  (C)                 (D) 

 

 

本題就是將經濟學生產可能線的概念結合學生平時最喜歡的電玩遊戲，藉

由遊戲角色升級來考驗學生是否可以活用生產可能線的知識。 

  



五、跨科混合題型增加 

未來的學測社會科考題，將會出現大量跨歷史、地理、公民的題型出現，

考生們必須能將史地公三科所學的知識加以整合並且靈活運用，才能解出答

案，考題的難度以及靈活度大增。 

 

例題：109 學測 48、49 題組題 

 

歐洲某一時期，城市裡有些地位高貴的夫人，經常在自己的宅第邀請智識

菁英、上流社會人士聚會，進行思想交流與評論，參與者多自視為文人雅士。

這些高貴夫人有權挑選客人、制定規則和聚會討論主題，凸顯當時女性在這種

知性聚會的核心角色。後人以為，經常舉行的這類聚會，不僅成為該時期的特

殊文化現象，且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影響深遠。請問： 

 

48.上述現象最常出現於何時何地？ 

 

(A)西元前四世紀的雅典 (B)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 

(C)十六世紀的羅馬 (D)十八世紀的巴黎 

 

49. 對當時該現象展現之文化形式與特性的描述，下列敘述何者最為適當？ 

 

(A)從普遍流行情況來看，可推論其屬性為大眾文化 

(B)女性藉此獲得發言權，屬多元文化權政策之發展 

(C)智識菁英的普遍參與，反映出具有官方文化特色 

(D)參與者形成特定認同，顯示文化具身分區別作用 

 

本題組包含了歷史及公民的知識及概念，考驗學生能否了解歷史啟蒙運動

的時代背景，以及公民有關於文化的作用。 

 

  



六、如何因應新課綱的題目？ 

1.熟讀課本 

2.理解並記憶知識的基本定義 

3.關心時事，閱讀網路新聞 

4.將所學知識靈活運用於時事之上 

5.解析時事當中牽涉到那些史地公的基本概念，並摘要於自製筆記中 

七、公民學測範圍四冊常考重點概念？ 

第一冊社會篇 常考重點： 

自我認知發展理論、性別平等、優惠式差別待遇、家庭暴力、三代人權

論、公益相關理論、利益團體、文化的種類及特性、全球化、反全球化、另類

全球化 

 

第二冊政治篇常考重點： 

主權的概念、國家認同、民主理論之演變、菁英民主、審議式民主、內閣

制、總統制、雙首長制、五權政府、地方自治團體、政黨政治、選舉制度、單

一炫區兩票制、並立制、聯立制、兩岸關係演變史、國際政治、國際組織、

NGO 

 

第三冊法律篇常考重點： 

大法官釋憲時機、釋憲的功能及效力、誠信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法律優

位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正當行政程序原則、行為能力、消保法、

公平法、定型化契約、七天猶豫期的適用與例外、夫妻財產制、繼承制度、應

報理論、預防理論、無罪推定原則、罪疑唯輕原則、罪刑法定主義、和解調解

與仲裁 

 

第四冊經濟篇常考重點： 

如何選擇、機會成本、比較利益、生產可能線、國際貿易理論、價格上限

與下限、供給法則、需求法則、社會總福利、無謂損失、GDP、GNI、物價指

數、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外部效益、外部成本、公共財、移轉性支出、投資

支出、所得稅、財產稅、消費稅、負擔能力原則、受益原則、成本效益分析 



地理篇 

學測不考背誦能力，考前 30 天決勝關鍵！ 

以下整理由《樂學網/林揚地理》提供 

一、課綱趨勢 

學測命題強調素養導向，大考中心推動素養導向命題有提出三大重點： 

 

1. 考學科素養不考背誦能力： 

學測不考背誦能力，因此僅把重點背誦起來是無法拿到分數，更有可能因為

背誦太多冷僻重點而排擠了其他科目的學習時間。比如:中地個數的計算、

區位租範圍，皆是同學不需要將能量消耗於此。更重要的是，重點學完後能

運用在生活上的能力，比如看到外送平台連結到擴大商品圈、被抽成會增加

商閾，即為素養能力的展現。 

 

2. 決勝跨領域整合： 

跨領域整合是近年出題的重要方向，簡單的考歷史事件位於甚麼氣候自然景

觀，難的考日本泡沫經濟的供需曲線變化，都是頂標高手決勝的關鍵。所以

同學複習時，也要常常聯想這在其他科目的關聯性。 

 

3. 圖表閱讀理解小心關鍵字陷阱： 

圖表閱讀理解題型造成近年的題目內容大幅成長，同學可能要注意時間控

制。但是須注意在使用關鍵字時，也需注意是否為陷阱。比如說看到文中產

葡萄，就直接選地中海氣候的習慣是很危險，因為葡萄也有可能產在其他氣

候帶，必須找到兩個關鍵字才可確定。 

 

   

  



二、必考內容 

經建版地圖座標、地理資訊系統、行星風系與氣侯、國際組織區域整合、

東南亞多元文化、大洋洲自然人文景觀、西亞 OPEC、北美農業帶與天災、拉美

非洲殖民經濟、台灣的經緯度位置、中國環境問題與經濟帶。 

三、試題剖析 

因應明年 108 卷卡合一，手繪題與迷你論文題可能會在今年先以選擇題的

形式先行出現，所以等高線圖與地形剖面圖的繪製、人口轉型的四階段、產品

生命週期等所有可能成為手繪的重點圖學生皆須注意。 

四、準備方法 

複習重點時必須具備空間概念，所以地圖必須隨侍在側。並且在看到新聞時事

時，盡量花一分鐘試著把所學過知識解釋此一時事現象。而太冷僻多年未考重

點應予以剔除，避免浪費學習能量與時間。 

五、重點概念 

新冠肺炎發生的區域地圖、川普大選得票率與都市內部結構分布關係、前

總統李登輝曾經推動的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區域、KOBE 墜機的 LA 地形氣候

型態，皆是有可能出現的時事。 

 

 

  



歷史篇 

學測前 歷史老師的小提醒 

文／羅佑純 

 

離學測越來越近了，面對數千年的浩瀚歷史，到底要怎麼準備呢？台中二中歷

史科老師伍少俠強調，學測歷史科是考選擇題，精熟已知的知識比較重要，千

萬別心慌而追新棄舊。 

 

伍少俠分析上屆學測考題，他說，世界史、現代史入題最多，台灣史的考題相

對地不多；西洋上古史則是一題都沒考，。雖然符合新課綱「略古詳今」的精

神，但今年是最後一屆使用舊課綱課本，很難保證不會因鐘擺效益或「臨別秋

波」而增加台灣史與西洋上古史的考題。 

 

從時間軸來看，考題集中在現代史與近代史。若以主題來看，則多集中在文藝

復興、宗教改革、法律（米蘭詔令、南特詔書）、公民人權（洛克）、新文化、

五四運動等。中古史多著墨在西歐封建（莊園）制度、東羅馬帝國、伊斯蘭、

十字軍東征等。就以上主題，換個角度而言，「法律」與「宗教」是必考的熱

區。 

 

若從地域性來看，世界史考題最多，中國史聚焦在時事、兩岸、國際經濟與民

生問題。近年情境化、生活化考題增加，也可能會出現「唐代經濟發展（稅收

制度）」，或是宋朝庶民文化之類的題目。 

 

關於時事題，他認為主軸會以政治、經濟為主，因此今年最夯的「美國大選」、

從去年燃燒到今年的「中美貿易戰」，以及歷久不衰的「兩岸問題」都會是熱門

考題，。他提醒考生，美國大選易與公民科跨科出題，不只要懂美國獨特的選

舉人制度外，美國還是全世界第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因此川普才能依法要求

大法官處理有問題的選票。 

 

至於今年影響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瘟疫），他認為最有可能從「地理傳播」方式

入題。另外，包括 RCEP、APEC、聯合國、WHO 等國際性的區域合作組織，也

都要了解。 

 

 

 

 



「考試不是比誰看得多，而是比誰錯得少；選擇題不是比背得多熟，而是能不

能理解題目問什麼。」伍少俠強調，一定要把握住你會的，現在起要多做題

目，利用題目來抓重點，即使要看筆記，也只要複習重點，並使之熟讀通透，

千萬別因為心慌而被新的知識吸引，將時間花在無法掌握的旁枝末節上。 

 

新北市三民高中歷史科老師黃龍珠則建議考生至少做完近五年的歷屆考題，尤其

考試愛考圖表，同學應該對照課文說明，讀熟課本出現過的圖表。 

 

有限時間下，台灣史方面黃龍珠認為學生應至少掌握清領跟日治。另外，除美國

大選新聞，香港議題也可稍加關注，除了對照回歸前後轉變，亦可連結台灣史有

關人權議題的部分。 

 

由於自然組學生也要考學測，黃龍珠認為歷史科多出基本概念，不會刁鑽，但近

幾年長題幹是趨勢，許多同學反應做不完題目，她提醒考生單一題組不應花上太

多時間，要把圖表搞熟到看到就知道考什麼，讀題幹掌握重點句、關鍵字，加快

答題速度。 

 

 

 

以上整理由 

《樂學網／羅文公民》https://reurl.cc/Y6gxvO 

《樂學網／林揚地理》https://reurl.cc/d5NYWq 

台中二中歷史科伍少俠老師 

三民高中歷史科黃隆珠老師 

提供 

https://reurl.cc/Y6gxv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