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會考社會科  
社會全面素養化！時事成命題重點  掌握 2 關鍵輕鬆解題 2022-05-05 聯合報  / 記者趙宥寧  

今年是新課綱首屆國中會考，距離大考剩不到一個月，社會科補教老師分析，今年素養題將全面落在

各科考試之中，不僅題幹敘述變長，命題變廣變深，時事相關的內容，會成為命題重點，舉凡食衣住

行育樂等相關內容，也有機會成為本次會考的題型。 

儘管難度是中間偏易，補教老師建議，對於語文能力解讀稍弱的同學，恐怕要花更多時間、更多專注

力，才能精準解讀題意，因此，建議各位同學大量練習題幹稍長的題型或題組，同時於冗長的題幹敘

述中找出關鍵字，這樣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歷史科古今連結對照 中國史、世界史更「略古詳今」 

社會科補教名師陳啟鵬表示，受到新課綱素養題的影響，歷史科將會略古詳今，而古史則又偏重能與

近代史能比較或連結的內容，因此，在準備方向上，可以偏重綜合歸納的跨時代題型。 

陳啟鵬也提到，很多人都以為歷史科除了影劇內容之外無法生活化，但其實生活許多面向都需要基本

歷史素養，像是各種展覽、文物特展、民俗活動、考古發現等，又像是因俄烏戰爭爆出起源爭議的「羅

宋湯」，同樣也需要歷史解讀。 

陳啟鵬建議，考生可羅列這半年的新聞大事，凡是涉及歷史淵源或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容，都多加留意，

便可更加貼近命題老師的出題方向。 

補教老師馮敬之則表示，今年原住民考題的比重一定會增加，學生一定要記得相關事件，比如荷蘭人

如何對待原住民，鄭成功、清領時期等，不可大意。 

馮敬之也提到，今年今年台灣史考題不會減少，約 5 至 6 題；反倒中國史會減少，絕對是略古詳今，

而新課綱喜歡講跟「外患」的關係，從秦漢、隋唐、明清都會考；世界史也是略古詳今，但宗教是一

大考點，地理大發現也非常重要。 

●地理科深化基本觀念 更加偏重生活應用 

陳啟鵬表示，108 年課綱中，地理科的變動最少，除了中國和外國區域地理有比較大的刪減之外，其

餘大多只做小幅修改而已，因此基本觀念的建立，仍是準備地理科的不二法門。 

陳啟鵬也說，不少人禍與天災息息相關，這類攸關禍患的地理觀念，有可能會大量出現在考題之中。

好比前陣子頻傳的山難，就有可能成考題，來考同學地形、等高線、方位、河流流向等資訊的判讀，

建議考生不妨找找坊間的參考書，專找偏重生活應用方面的題型來練習，將會加強同學對地理應用生

活的靈敏度。 

馮敬之則分析，新課綱地理一、二冊變動不大，比例尺、方向標、時差、經緯度都是可能會出現的題

目；但很明顯，中國地理少太多，考點會少很多，過去五到六題，今年可能四題就了不起。 

若以中國地理考題為例，馮敬之認為，中國地理的企業地形會比較少，但可能會考出經濟題，因為在

教台灣地理時，特別點出台灣的最大出口、進口國都是中國，尤其美中貿易剛結束沒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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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反映時代脈動、重人權 疫情之下面面觀 

新課綱的公民科，將專有名詞及原理原則大量精簡，就連供需原則這類往年必考的「計算題」幾乎都

刪去，以更生活化的案例呈現出來。 

陳啟鵬表示，公民將反映時代脈動，但要更關注輿論或生活話題，像是這一年，無論政治、經濟、社

會，都繞著疫情跑，違反帶口罩的相關社會案件及法律糾紛也不時出現；俄烏戰爭的出現，讓疫情之

下的反全球化更加雪上加霜。 

陳啟鵬建議，考生可以羅列近一年重要事件與各階層關注話題，將課本提到的相關內容作連結，並對

其中用上的觀念徹底解析，就能掌握哪些觀念會成為命題重點。 

馮敬之也說，今年人權會考很多，另外性平三法也會考，還有原住民權利運動，以及傳統社會福利政

策，幾乎也是每年必考。他也特別提醒要留意媒體識讀的章節，由於過去放第六冊，現在放在第二冊，

比重變得很重要。 

除了這類較為新穎的考題，馮敬之提醒政治、法律、經濟，就是傳統大考題，但新課綱刪掉了政府的

收入與支出，這部分就完全不會出題，另也刪除供需法則、比較利益，以及經濟循環簡圖，這個都不

會考，預估今年公民科應該會相對簡單。 

而在整體社會科時事題部分，馮敬之認為，好比俄烏戰爭，因為太時事了反而不會出現。新冠肺炎已

經兩年了，反而可以考，甚至以跟地理歷史合併考，如歷史可以跟瘟疫管理；地理可以考傳播路線；

公民可以考法律與對人民的管理。 

另外，民法成年下修 18 歲，馮敬之說，即便相關內容沒有寫在課本，但仍可能考出閱讀題。以及去

年台灣缺水可以考氣候、水文；台灣生育率連兩年倒數第一，則可納入人口金字塔、扶養比等考題。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等相關內容，也有機會成為本次會考的題型。圖為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社會科參考試題。者趙宥寧



 

今年素養題將全面落在各科考試之中，不僅題幹敘述變長，命題也變廣變深。圖為 111 年國中教育會

考社會科參考試題。記者趙宥寧／翻攝 

 

 



新課綱增刪章節、閱讀題料加深加長公民地理歷史準備免驚 2022-04-21 聯合新聞網  吳海老師  

108 課綱社會科相比舊課綱而言，確實讓考生們有著更多不確定性，不僅與歷屆考古題有著相當程度差異，並且又因

應「素養」的需求，閱讀題內容勢必加深加長，考生們準備起來霧煞煞，不知道該怎麼準備才好？目前的出題趨勢來

看，以能讓知識生活化，將「社會」這一門科目與同學所處的「社會」做結合，意味著考題不再走傳統的背誦路線，而

是更加活用。 

從新課綱調整的內容來看，公民部分有人權議題、人性尊嚴的獨立章節，並新增原住民部落會議；地理部分中國篇幅

減少並新增一帶一路、台灣地名由來及食品安全等議題；歷史部分中國史篇幅縮短，另外將近代篇幅增加東亞冷戰局

勢。以下為老師幫各位同學整理的社會科準備重點，還請各位戰士們留意。 

1.公民-掌握近一年時事脈絡，結合生活經驗： 

公民題時常搭配時事，就近一年時事而言，四大公投議題與俄烏衝突成為焦點，雖然俄烏戰爭今年 2 月才爆發，然而

俄羅斯與烏克蘭自 2014 年起因克里米亞危機便衝突不斷，因此也有可能成為命題選項。此外，雖說 2021 年沒有大型

選舉活動，但因 2022 年底即將舉辦的地方大選，也有可能成為出題選項。再來，法律的民法、刑法、行政法及權利救

濟程序，每個年齡規範的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差異需要分清楚；經濟的需求與供給法則運用，比較利益與機會成本等

名詞需要釐清，以及超常考的糾正糾舉彈劾等重要觀念不要搞混。公民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若平時關注新聞時事，

相信可以很快融會貫通，遇到考題也能得心應手，倘若鮮少看新聞的同學也不要害怕，可以詢問師長是否有類似經驗，

或許也能得到不少回饋，對於腦海裡空泛的名詞會較有親和力唷！ 

2.地理-搭配地圖服用效果更佳，通論地理務必熟讀： 

目前地理出題部分著重觀念釐清，第一冊通論地理部分(經緯、地形、天氣等)因與區域地理觀念得以連結，請同學務必

熟讀。另外台灣地理出題比重偏多也是趨勢，對於台灣人口、產業及各行政區特色要有一定程度了解，新課綱著重與

鄉土結合，認識世界以前先認識台灣，熟讀台灣行政區也算複習公民，甚至天氣章節與地科相關，因此地理出現跨科

考題機率也偏高。再者，各地氣候圖也是常考題，各氣候區相關產業也須做連結，例如熱帶雨林氣候區常見熱帶栽培

業，溫帶地中海型氣候區常見作物為橄欖等，了解該地天氣型態，便能了解當地人民生活方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閱

讀地理請務必搭配地圖食用效果更佳，很多同學反應地理是社會科裡最難的科目，但只要能結合地圖記憶並熟讀課文

內容，其實地理真的不難！ 

3.歷史-略古詳今，能夠橫向連結的歷史事件須掌握： 

若看近兩年會考試題，可以發現大考中心在歷史選題上，以近代史出題為主，上古史比例相對較少。歷史事件選題上

以能夠連結的題目為趨勢，例如大航海時期背景下，和台灣的國際競爭時期與中國的明清時期的連結，或是近現代的

台灣-中國-世界的連結，而冷戰時期也將會是考試趨勢。冷戰過去歸納在第六冊，因疫情影響已有兩年未出冷戰相關考

題，新課綱則將冷戰劃分為東亞及西方局勢，此外由於近期國際衝突升溫影響，冷戰議題也將成為焦點之一。另外，造

成世界文明變動的大事件也是準備重點，中國四大發明西傳、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科學革命及啟蒙運動乃至於一.二

戰等常考歷史事件也須注意，相信只要能掌握並熟讀重要歷史事件，答題時必定能得心應手！ 

最後，老師還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學，不管是哪一場考試，閱讀題目時請務必圈關鍵字劃重點，「是」或「不是」都往

往是細心拿分的關鍵，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尤其目前為素養題趨勢，題目會越來越長，閱讀題部分需要更加仔細謹慎

應對。祝福各位考生考試加油，激發屬於你的巨人之力吧！ 

 



108 課綱新增議題、常考重點有哪些？ 2022-05-09  聯合新聞網  /力宇教育  

彤妤老師剖析了新綱課程，認為新綱增加不少單元，並且有很多主題切碎拆分在三科

之中，因此特地將這些議題整理出來，給考生們參考。  

第一面向：新綱跨科新議題  

彤妤老師認為新綱有一些主題在歷史、地理、公民三科中都有呈現，是考生們要特別注

意的考點。  

1.原住民議題  

(1)地理：原住民族對地名與文化演變的影響、原住民族的分布與臺灣自然特色。  

(2)歷史：不同政權下的原住民族政策、各政權下與原住民的衝突事件，還可能結合電

視劇斯卡羅出閱讀素養題。  

(3)公民：人權、地方自治及原住民自治。  

2.人群的移動與文化交流  

(1)歷史：不同朝代的民族互動與影響（對外關係、商貿發展）。  

(2)地理：各國相對位置、重要海峽與運河，考生們可特別著重長榮蘇伊士運河的新聞

與中緬鐵路的位置影響。  

(3)公民：文化的位階、特性與社會規範。  

第二面向：新綱新秀初登場  

彤妤老師認為新課綱實施後出現的新單元是今年考生特別要注意的內容，既然是全新

內容，不考個幾題怎麼能展現新綱的意義呢？！  

1.地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全球關聯、西亞北非與伊斯蘭世界、飲食文化與食安議題。  

2.歷史：中美蘇關係與冷戰下的世界局勢、海外殖民與蒙兀兒帝國。  

3.公民：公共意見與媒體、勞動參與及法規、經濟議題。  

第三面向：必考觀念要熟讀  

最後，彤妤老師提醒有些課程內容是每年會考必考的”紅單元”，考生們一定要熟讀，

多練習考古題，掌握基本概念不失分。  

1.地理：臺灣地理、等高線與地圖運用、世界氣候與宗教差異。  

2.歷史：臺灣歷史、各個戰爭的內容與影響、更迭政權的特徵。  

3.公民：五院職權、選舉投票的種類、法律的應用與救濟管道、機會成本與利潤的計算、

匯率變動的影響等，考生們可特別注意疫情下的相關罰則與規定、性別平等與選舉、公

投等議題。  

除了上述重點外，彤妤老師認為在「課內基礎熟讀扎實」的前提下，「閱讀理解力」、

「邏輯推演力」會是這次會考得高分的關鍵。因此建議考生們在剩下不多的時間內，每

天抽空閱讀一些新聞，以增加公民生活化的能力，並提升自己閱讀題目的敏銳度，如此

才能面對題幹敘述變長的會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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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事一把罩  掌握社會科出題趨勢與考古題模擬出題 2022-04-19 15:17 聯合新聞網   

● 時事大補帖 

1. 好讀周報：  

觀看新聞故事增進閱讀能力與時事敏銳度，內容涵蓋全球國際焦點如俄烏戰爭、環保議題、

人物故事等。  

・好讀周報／俄烏戰的社會課…旅日直播主分享戰況 孩思考和平議題 

新聞故事：旅居日本的烏克蘭特卡喬夫兄弟檔透過 YouTube 頻道發布俄烏戰爭的最新消息，激起日

本觀眾對這場戰役的關心與好奇，並促成各方對和平和接納難民的討論... 

・好讀周報／第六次大堡礁珊瑚白化 「慘到無法在實驗室模擬可能的變化」 

新聞故事：澳洲環保團體「氣候委員會」（Climate Council）21 日發布報告，指澳洲附近海域的海

洋熱浪更頻繁且嚴重，威脅全球最大的熱帶珊瑚礁群大堡礁。聯合國相關小組已展開監測，重新評估

是否將世界遺產大堡礁列入「瀕危」名單... 

・好讀周報／日本改 18 歲成年 首次年齡下調僅 36%年輕受訪者認同 

新聞故事：4 月 1 日起，日本的成年年齡從 20 歲下修至 18 歲，這是日本政府自 1876 年以來，首次

下調成年年齡。滿 18 歲的青少年如今可自行簽署手機合約、租屋或申辦貸款，不需經過父母同意，

但也意味著要肩負更大的責任... 

》》點我看所有好讀周報 

2. 公民時事題： 

掃描近期公民時事像是公投、德國新總理就職等，分析命題趨勢與歷年考古題模擬出題，考生可以試

著答題測驗看看。 

・公民時事題／熱錢兩天匯出近 20 億美元 新台幣匯率怎麼「沒感覺」？ 

1 月 26 日牛年股市封關日，熱錢續匯出逾 9 億美元。資深匯銀主管指出，熱錢與出口商延續前日的

對作戲碼，在匯市一買一賣，光這兩天估計就匯出近 20 億美元，但新台幣匯率僅小幅貶值... 

・公民時事題／不同意票破 400 萬 四公投確定闖關失利 

四大公投開票結果出爐！核四重啟、禁止萊豬進口、公投綁大選與中油天然氣接收站遷離大潭藻礁四

項的不同意票皆大過同意票數，因此四案結果皆不通過... 

・公民時事題／德新總理就職 梅克爾時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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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244752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127170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160520


九月帶領德國社民黨贏得國會最多席次的蕭茲，8 日經過國會投票後宣誓就職總理，為梅克爾執政的

16 年正式劃下句點。從對抗新冠疫情到如何因應中國和俄國的軍事動作，都是蕭茲的考驗... 

德國新總理蕭茲。歐新社 

3. 紐約時報賞析： 

精選紐約時報文章中英文對照，除了練習英文閱讀外，還可熟悉國外媒體的報導方式與著重面向。 

・紐時賞析／用假訊息團結國內、損害敵人名聲 普亭的認知作戰 

俄國 2 月 24 日進犯烏克蘭之前數周形勢緊張時，俄國官員否認政府策畫這類行動，並譴責美國及其

北約盟友煽動恐懼與反俄仇恨。當俄國真的入侵時，官員否認俄國在作戰... 

・紐時賞析／法國大選 籠罩在阿爾及利亞戰爭陰影下 

關於北非穆斯林取代法國白人基督徒的冷酷陰謀論。限制北非移民的宣示。還有被喚起的法國在阿爾

及利亞據說光榮的殖民史回憶... 

・紐時賞析／新冠病毒如何偷走嗅覺？ 

少有新冠肺炎的特點像嗅覺喪失一樣激起那麼多關注。嗅覺喪失是突然失去嗅覺，已成為這種疾病眾

所周知的特徵。新冠肺炎患者甚至沒有經歷鼻塞就失去嗅覺... 

突然失去嗅覺，已成為新冠肺炎眾所周知的特徵。美聯社 

》》點我看所有紐時賞析 

4. 國際小學堂： 

關注國際時事動態，也有圖表如英國與阿根廷 74 天衝突發生地，可清楚理解事件。 

・國際小學堂／74 天奪島戰 英、阿 40 年餘怨未消四月二日是福克蘭戰爭四十周年。當年阿根廷軍

事獨裁政府面臨社會動盪和經濟危機，為了轉移人民注意力，侵略英國海外領土福克蘭群島，不料戰

敗，獨裁者黯然下台... ・國際小學堂／阿根廷課本、鈔票、塗鴉 滿是福克蘭情結 

法新社報導，雖然阿根廷一九八二年沒能從英國手中奪下福克蘭群島，但阿根廷全國上下對福克蘭群

島念念不忘，聲稱福克蘭群島屬於阿根廷，這種情結現在反映在兒童教科書、鈔票、街頭塗鴉和路標

上...阿根廷總統府外牆二日以國旗上的天空藍投射福克蘭群島影像，配上文字「馬爾維納斯讓我們團

結」。（法新社） 

・國際小學堂／古巴遭美禁運 60 年 經濟損失 4 兆 

古巴七日被美國經濟封鎖滿六十年，封鎖使這個共產主義國家蒙受鉅額損失，而且還沒有解除的跡象。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下令禁止與古巴一切雙邊貿易，四天後生效... 

》》點我看所有國際小學堂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225649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210006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158661
https://udn.com/author/articles/2/810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240083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240148
https://udn.com/news/story/6904/6106190
https://udn.com/search/word/2/%E5%9C%8B%E9%9A%9B%E5%B0%8F%E5%AD%B8%E5%A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