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會考數學科  

衝刺有訣竅  想拿 A++這單元成致勝關鍵 2022-05-04 聯 合 報  / 記 者 許 維 寧   

台北市北投國中老師林柏嘉分析國中六冊數學重點內容與準備方向，七下重點包括代數和函數，如二元一

次方程式、不等式、一次函數等都是考生須熟悉的概念，尤其代數和函數常結合生活素材，容易以素養題

形式出現；八年級重點則包括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以及幾何的尺規作圖、三角形、四邊形等，等差數列

與其應用問題均是歷年來會考的熱門題材。 

若以 A++為目標的頂尖考生，林柏嘉則提醒，九年級範圍中的幾何單元如三角形的內心、外心等概念，

以及圓的周邊概念和證明題、相似形等都是會考的難題來源，想取得高分務必熟讀。 

●寫考古題有訣竅 鎖定新課綱內容、迴避已刪除概念 

最後衝刺期不少考生會做考古題先熱身，但林柏嘉說，108 課綱與過去九年一貫課綱內容有部分差異，如

八年級已刪除多邊形外角和公式、分離係數法，九年級則刪除了弦切角、公切線、二次函數配方等，練習

歷屆試題時，切勿因鑽研已不在課本上的內容，以免越弄越糊塗。 

林柏嘉指出，學生應留意新課綱新增、以前從未出現過的內容，如七年級的三視圖、八年級等比數列、九

年級的直腳三角比、歪斜關係等。考生不宜再練習過多新題目，應挑選寫過的模考題、會考題做概念整合，

並連結課本概念。 

●表格歸納助分析題幹 做好「時間管理」適當配速 

會考「幾何」被視為高分決勝關鍵，台北市南門國中數學科教師曾明德指出，除了閱讀理解能力外，能使

用適當的幾何性質進行解題也是會考關鍵。最重要的幾何性質包括扇形的弧度、面積跟它所在圓的周長、

圓面積的關係，以及三角形的邊角有何關係，平行四邊形的邊、內角、兩對角線特徵，以及圓周角、圓心

角與所對弧的關係等。 

曾明德說，考生可抓出扇形、三角形等圖形的概念，畫出適當的圖形協助記憶和複習。再者，當考生面對

近年熱門的情境素養題時，第一時間常會不知道從何處下手，這時不妨先將文字加以分析，羅列題目給予

了哪些條件或線索、數據，了解題目到底在問什麼，進而揣測可能引用的觀念。考生甚至可用簡易的表格

加以歸納，會更容易整理資訊、算出題目。 

會考題型多為 25 題單選和 2 題非選題。曾明德建議考生，可將作答時間分為 4 段、每段 20 分鐘，分別

處理 10 題、8 題、7 題以及最後 1 至 2 題是非題。如果最初 20 分鐘做不滿 10 題，下一個 20 分鐘便要

督促自己加速，做好時間管理。 

●頂尖學生熟讀九上範圍 易錯、害怕單元多演練 

林柏嘉說，於最後階段程度落後的學生，可把目標放在 B、B+，並拿下有把握的單元，做歷屆試題時重心

放在前 10 題，找出會做、有感覺的題目，分析出自於哪個單元並將課本範例重做；中等程度學生目標可

放在 A、A+，歷屆試題可多做幾遍，並整理出無法掌握的單元再次複習課本案例；目標 A++的頂尖學生，

除了留意時常出自九上的難題外，也要分析模考時易錯或害怕的單元。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Q2N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108%E8%AA%B2%E7%B6%B1


 

素養試題也考學生閱讀例，教師建議，學生可先羅列題目給予了哪些條件或線索、數據，了解題目到底

在問什麼。圖／取自國中教育會考歷屆試題

教師建議，學生可於考前畫出相關圖形協助複習概念。圖／翻攝自國中教育會考歷屆試題



 

會考包括最後兩題非選題，教師建議，仍要預留 20 分鐘處理。

 

數學科幾何題歷年來都是高分決勝關鍵。圖／翻攝自國中教育會考歷屆試題 

  



11 大搶分重點看這裡！靈活運用才是王者 2022-04-20 聯 合 新 聞 網  / 蔡 竹 俊  

這幾年會考試題著重在靈活運用觀念與性質，並不著重在複雜的計算；再者，由於閱讀素養趨勢，所以有

部分的選擇題跟兩題手寫描述增加很多，竹俊老師建議學生練習圈關鍵字，避免讀題時間過久。 

<新增部分> 

今年是 108 新課綱第一次國中會考，新增的單元部分有三視圖、等比數列(等比中項的應用)、列聯表、三

角比(sin、cos、tan)、空間中的線與平面(歪斜的概念) 

<題型分配及難易度> 

前三冊及第六冊的題目大部分是基本題(15 題左右)到中階題(6~8 題)，真正的高階題(3~5 題)大部分集中

在第四、五冊，尤其是跟三角形相關的。考前一個月，對於複雜計算的難題不用太過鑽研，而是應該回歸

到所有課本的內容概念及性質熟讀，並且認真刷題及限定時間內提早完成喔！ 

否則會考很容易寫不完。寫不完那就 GG 了阿。浪費三年的心血。 

<重點提醒> 

接下來，竹俊老師把重要的概念再提醒一下各位會考戰士們： 

1.絕對值內常需要判別正負問題，結合數線跟距離來表現。 

2.指數律的基本概念要很熟悉，100 以內的質數請熟背。 

3.近幾年常出現的生活對話框體現的常常是一元一次方程式跟二元一次聯立方程組及一元

一次不等式的應用。假設與列式是關鍵。 

4.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十字交乘與配方法要相當熟練。 

5.等差及等比數列，建議要熟練等差中項及等比中項的應用。 

6.幾何圖形中，三角形考的最多。所有有關三角形的性質及觀念都必須非常非常熟悉，

30°60°90°及 45°45°90°的三角形長度比例關係以及算角度常用到的外角定理。近年來，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容易應用在選擇題內，要先確定是全等才能加以應用解題。另外，等

腰三角形的概念要熟記對稱應用喔! 

還有還有，三角形的邊角關係應用，以及相似三角形邊長比例關係與面積。今年新增的三

角比應用在生活中的高度或長度計算及基本的三角比記憶(例如:sin30°=1/2)。最後，外

心、內心、重心的基本概念要能夠倒背如流。 

7.作圖題方面，中垂線及分角線性質非常非常重要，年年幾乎都會出一題讓學生判斷作法

是否正確，這題很關鍵。因為學生作圖能力通常薄弱，再加上看完描述跟著畫完圖之後，

通常不知道要用什麼性質來判斷是否正確，答錯機率很高。 

8.圓的重點是切線性質、圓心角跟圓周角的應用，圓內接四邊形對角互補，圓外切四邊形對

邊和相等，平行線截等弧，等弧對等弦都要牢記喔! 

9.二次函數中，頂點及對稱軸，平移的基本概念要很熟悉，尤其是對稱的使用，非常重要。 

10.統計跟機率部分，統計圖形的長條圖及四分位距結合盒狀圖的判別及中位數的算法跟概

念是比較常出現的。機率通常會出一題，都要把握好唷! 

11.手寫題部分，一題代數另一題幾何，題目通常描述很多，考驗著各位考生的耐性，能寫

多少盡量寫，盡量不要整題空白。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C%83%E8%80%8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4%A0%E9%A4%8A


常考題型、生活實踐題怎麼出？ 2022-04-27 聯 合 新 聞 網  /力 宇 教 育  

一、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試題題型與趨勢 

108 課綱首屆學生即將面對國中教育會考，李熙老師以 111 年的參考示範題本為例，說明今年試題可能

的趨勢： 

◆ 選擇題由原本的 26 題變成 25 題 

◆ 非選題維持 2 題，共 6 分 

◆ 11 題生活題 

◆ 最後 2 題為生活題組題 

近年來數學科多設計素養導向、跨領域等活用試題，但試題本中仍會維持一定比例評量重

要核心學科概念，此外，也會更強化「生活實踐題」的設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進行提問。 

二、應考訣竅 

1. 選擇題四個選項平均分配，若同學遇到不會寫的題目時，可依照其他試題所出現的選項，

以平均分配方式來猜選答案，命中的機率會相對高一些。 

2. 非選擇題絕對要能寫盡量寫。以 110 年的數學科級分對應表而言，若非選擇題拿 0 分，

則選擇題必須 26 題答對 25 題才能拿到 A；而若是非選擇題拿到滿分 6 分的同學，選擇

題只要答對 20 題，容錯 6 題，一樣可以拿到 A，由此可見非選擇題的重要性。 

3. 新課綱納入的課程出題機率極高，如：三視圖、等比數列、三角比……。此部分的內容皆

不算太難，同學務必熟練相關概念，只要考出來一定可以拿下分數。 

三、常考題型分析 

1. 半徑畫弧：立刻聯想到「等長」，如果題目中沒有將半徑畫出來，一定要自己畫出半徑來輔助解題。 

2. 尺規作圖：有兩種作圖非常重要，分別為中垂線作圖與角平分線作圖，特別是此兩種作圖延伸的性質，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兩端點等距」、「角平分線上任一點到兩邊垂直等距」，只要考到這個部分，一定要

用到這些性質來解題。 

3. 內、外、重心：最近這幾年比較少考利用公式解題的題目，而是著重在三心的作法，以及三心延伸的特

性。 

4. 二次函數：年年必考的主題，最常考的觀念為對稱性(對稱軸與頂點)、平移(開口方向大小不變)、最大

值與最小值(頂點)，同學一定要熟悉這些概念。 

註：詳細的常考題型分析與必考重點，請見李熙老師影片教學。 

四、考前一個月的建議 

1. 加強「實戰經驗」 

指透過一回又一回歷屆試題的演練，可以幫助找出盲點，沒做題目之前似乎懂，做了歷屆

試題後卻發現又有問題，利用這樣的演練把自己似懂非懂的觀念確實釐清。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2/497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8B%E4%B8%AD%E6%95%99%E8%82%B2%E6%9C%83%E8%80%8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108%E8%AA%B2%E7%B6%B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B8%E5%AD%B8


2. 不浪費時間在課綱已刪除的內容 

考試只剩下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請在有限的時間下更要有「選擇性」的準備，千萬別浪費

在那些不曾出過甚至根本不會考的題目。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

手冊規定，以下內容是 111 年會考不會出現的題型： 

(1) 不處理「絕對值的方程式與不等式」的題型。 

(2) 不涉及科學記號四則運算及其他等數為負整數次方。 

(3) 三視圖不出現提供視圖要求學生重製立體圖形。 

(4) 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不考慮到無解及無限多組解的狀況。 

(5) 不涉及有兩個不等號的一元一次不等式。例：－2＜3x＋5＜9。 

(6) 多項式乘法，乘積最高次為三次。 

(7) 多項式除法，被除式次數最高為二次。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8) 不出現函數符號 f(x)、g(x) ……。 

(9) 不談論圖形的包含關係。 

(10) 複合圖形以多邊形為限，不適合出現與圓相關的圖形。 

(11) 不介紹圓內角、圓外角、弦切角及圓冪性質。 

(12) 不處理兩圓的位置關係及兩圓的公切線。 

(13) 不涉及二次函數的配方法。 

(14) 樹狀圖以兩層為限。 

3. 訓練自己在時間限制壓力下做題 

自己在家模擬考場情境，塑造考試的氛圍，甚至工具的選擇(碼錶、2B 鉛筆、畫卡)，都要盡量貼近實際考

試，強化自己拿到試卷後的讀題速度、作答速度、時間分配、甚至猜答案，事先培養這些臨場考試技巧，

相信大家可以在最後一個月做最完整的準備，祝福每一位即將上考場的會考戰士們，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