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高中　陳立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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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考科
歷屆學科能力測驗試題　

5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1 松山高中　陳立偉

南湖高中　陳正宜

中山女中　徐瑞萍

解題老師

21110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2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南湖高中　陳正宜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35109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3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南湖高中　陳正宜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494 108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南湖高中　陳正宜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5 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63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南湖高中　陳正宜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766 106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臺南一中　許英才

中山女中　彭裕峰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877 10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南湖高中　陳正宜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998 104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臺南一中　許英才

建國中學　莊德仁

建國中學　譚柏雄

解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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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社會考科—公民與社會科試題分析
松山高中　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陳立偉

一、試題綜合評價

　　本次學測為 108 課綱學測首次登場，題型配置和編排與之前學測題型有明顯差距，傳統的單

選題型明顯變少，增加了需要閱讀的長文題組、混合手寫的混合題組以及社會科的跨科題組，考

生不再能僅以單科知識作為核心，而是需要整合各科知識進行作答。另外，此次明顯可以看出閱

讀能力是 108 課綱考試的重點，許多題目學科知識點較少，反而需要更多的題文資訊判斷能力及

理解能力，在前後文或基本知識理解後即可選擇出正確答案。

　　本次學測公民與社會科難易程度約為中間偏易，難題與爭議題部分較以往學測少，考生較容

易判斷出答案，與 108 課綱精神相符，考生不須背誦過多知識點，而是需多關心生活周遭事物，

對於整體事物提升判斷能力多能獲得不錯的成績，但相對來說也容易造成鑑別度下降，難以辨別

考生對於公民與社會科學科知識內容學習的差距。

　　題型部分，標準單選題只剩下 1 ～ 4 題，第鋫題就以 108 課綱中篇幅較舊課綱重視許多的原

住民族議題開始；第鋳題是政黨政治與國家運作；第鋴題是遺產繼承與性別議題；第鋽題是空汙

議題與外部性。題組部分以公民與社會科為核心的題組也只有阳～枠題的長期照護議題；间、餜、

餷及饢題則是跨科整合題，分別將文化、法律、政治及經濟四大領域與史、地概念加以結合入題。

　　第貳部分混合題或非選題，第駅～䮝題從廣告與網路足跡追蹤，談到數位風險與社會不平等

現象，手寫題摘錄題文內容即可；第騼～鬏題是性別議題與選舉，手寫題測驗選舉制度，須具備

一定的基礎選制認知，可以算是公民與社會科的基本認知題型；第魩題提到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葡

萄產量改變對葡萄酒供需產生的影響，也是經濟的基本題型；第鮁～鯝題從限制塑膠吸管使用到

立法程序的討論，結合外部性與行政法的概念，應可從題幹找到相關線索，將政治、經濟、法律

與社會的各項議題混合在題中。手寫題總體配分比例偏低，推測是因為配分與難度較低，所以對

整體分數影響不大，但在 108 課綱的架構下，配分提高及難度增加應會成為未來題型的趨勢。此

外，選擇題部分，第㝯題提到美國的總統制，若能夠清楚判別政府體制的差別及瞭解其內涵，應

可順利選出答案；第鰺題是除了第鋫題外再度提到原住民族並提到原住民族公法人相關內容；最

後第鶓題則是從羅馬時代來看目前《刑法》的法律原則。

　　總體來說，108 課綱首次的學測符合課綱精神，希望能讓學生應用與理解，增加閱讀能力，

並能夠結合各科知識進行學習，試題內容與傳統架構多所不同，教學與考試的方向也會產生改

變。學生應更加關心周遭的事物，讓學習的廣度增加，以因應多元變化的社會與考題，但從另一

方面來看也造成考試深度減低，各學科基礎知識內涵的重要性下降，對於社會科程度較佳的同學

來說略顯不利。

二、試題冊數分布

項 目 題號 項 目 題號 項 目 題號

公民身分 犯罪與刑罰 鶓 勞動參與

權力、權利與責任 鰺 民事權利的保障與限制 鋴 市場機能與價格管制

國家與認同 兒童及少年的法律保障 市場競爭

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 資源有限與分配 外部成本 餷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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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題號 項 目 題號 項 目 題號

團體、志願結社與公共
生活

誘因 鋽 公平正義 鵉

規範、秩序與控制 騼 交易與專業分工 社會安全 阳

國家與政府 供給與需求 魩 多元文化

政府的組成 餜㝯 國民所得 䧥 全球關連

法律的位階、制定與適
用

民主治理 鋳枠 科技發展 駅䮝

憲法與人權保障 冴 公共意見 鋫 貿易自由化

干涉、給付行政與救濟 鯝 政治參與 鬏

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社會考科—歷史科試題分析
南湖高中　歷史科教師／陳正宜

一、試題綜合評價

　　以 108 課綱教材及新的歷史相關授課時數施測的新型學測終於在萬眾矚目下問世，整份社會

考科的歷史試題有 24 題，題數與過去差不多，多為簡述題、閱讀理解為主的素養導向試題，亦

有手寫的卷卡合一混合題，考法及難易度與之前大考中心的試辦考試試卷相似，同學們如有練習

大考近年考古題，作答應該不難。

　　整體而言，此次命題基本遵循大考中心所公布的 111 年度起大考命題方向：「依據課綱命題、

不超綱不偏本；精進素養導向試題，並兼顧基本題；綜合評量閱讀理解、分析推論、反思評價、

語文表達等能力，並考察整合運用能力」。第鍃、鎄、匁、鯱、鯴、鵉題尤其可以看出依據新課

綱中的原住民主體、人民大眾視角及強調人群移動交流等主題來命題；第鎄、鐗、匁、鐝、䥪、

餙題是近年考題常出現較具歷史核心素養的提問方式，不單純考記憶，而是強調閱讀理解後的分

析與因果推論；第鯴、黾、鷀題的手寫題也是兼顧閱讀理解及分析推論的整合考法，相關的兩晉

世族處境、日治時期對原住民族的遷移或猶太教屬性等歷史知識點都不難，但考驗同學們運用切

題的文字加以論述。

　　大家都知道要依據 108 課綱的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這三冊的相關概念來命製素養導向或

跨科試題相當不容易，所以儘管今年考題已強調素養，少有爭議，但命題範圍與跨科題等似乎可

以再斟酌。例如：108 課綱世界史只剩第三冊，這次出了 8 題，除了傳統世界史的許多重點都沒

有命題之外，第饝題考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的處境，因為跨科提問，導致答題與題幹沒有太大

關係，只要看題目就可以直接作答，為了命製史、地、公的跨科整合題而讓分科題目變得較為簡

單，稍嫌可惜也浪費了題目文本。

　　從今年的試題可以發現，純粹考記憶或知識點的題目雖已不多，但提醒同學們在歷史學習上

還是必須扎實、仔細地理解課本各單元重點，並思考其所要表達的重要概念與可以遷移的通則為

何。例如：今年考的永嘉之禍、五四運動、國府戒嚴、鄂圖曼土耳其的衰亡等題目，其相關背景

及變遷的推論基礎還是仰賴於相關歷史知識，有愈豐富的知識基礎才更能有效地理解文本，做出

合乎歷史脈絡的推論，並精準區別出不同選項的差異。其次，素養導向教學方向下的大考題更強

調跨科思考、遷移運用等整合能力，不同於傳統單選題或簡單申論等非選題的考法，同學們除了

須認真學習必修課之外，也要把握歷史探究實作課堂上培養歷史核心能力的機會，努力增進答題

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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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題冊數分布

　　今年為 108 課綱首次學測，考試範圍的冊數分布改成必修臺灣史一冊，東亞史一冊，世界史

一冊，探究與實作部分則融入前三冊。與過去的對照，分析如下表：

年　度 第一冊：臺灣史 第二冊：中國史 第三冊：中國／世界史 第四冊：世界史

109 6 題 6 題 2/7 題 3 題

110 6 題 8 題 1/7 題 2 題

111 8 題 8 題（東亞史） 8 題（世界史） 探究與實作

111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社會考科—地理科試題分析
中山女中　地理科教師／徐瑞萍

一、試題綜合評價

�取材生活化，需仔細觀察並活用知識，將地理探究精神融入考題

　 　　COVID-19 相關的題目有 4 題（锭、间、䱭、鰠），探討疫情對世界（核心與邊陲）乃至

特定國家（澳大利亞）與產業的影響。第関題，從工商消費電話簿記載的資訊推論適合探究的

主題。第飱～塄題，以常用的 google 街景測驗考生能否從街景照片中的地物推論該街景在衛

星影像中的位置，且必須仔細地比較兩張不同年份之衛星影像中的高鐵軌道與高鐵站周邊地景

的變化，以選出正確的答案。第䫤～惨題，從石滬的建造原理推論可能出現石滬的海岸地形與

其開口方向配置的特徵，同學們可能知道澎湖和竹苗沿海有石滬，但卻不曾細想石滬為何會分

布在特定的地方？其建造與漁獲原理和潮汐之間的關係為何？以上考題都在提醒考生，對於課

本知識或生活見聞不能只是「知道」，而要學著「探究」背後原因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多跨科、跨冊整合式的題目

　 　　第颹～䬙題乍看之下以為是歷史題，但內容卻是考地理的環境負載力及推論人口政策推行

當時的經濟活動主體，這是個全新的嘗試，也是很棒的嘗試。地理是探討地表現象的人文學科 
，今日的社會是由過去的歷史積累而成，地理學的三大理論—農業區位論、工業區位論和

中地理論是學者觀察百年前的社會所得出的理論，隨著交通革新與科技進步，這些理論逐漸難

以套用於現今社會，在教學上只能不斷縮減那些已經不符合現況的過去，例如：現今世界的死

亡率均已降低，不再有屬於高穩定階段的國家，既然如此又何必要介紹？但若能與歷史結合，

設計出測驗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地理概念試題，學生便會了解，即使是地理科，歷史脈絡也是 
很重要的，那麼教師講述傳統地理學理論的歷史脈絡也就更加順理成章。第餷～饂題「民眾參

與開放式地圖協作平臺對電子地圖市場經濟效率的影響」是地理科與公民科的結合，這個題組

的題文敘述看似屬於高一的地理資訊，但其實是高三選修地理Ⅰ空間資訊科技的相關內容，算

是高三跨高一再結合公民科的題目。第窃～魩題以氣候變遷來考環保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兩難情

況，此題組應是高三選修地理Ⅱ社會環境議題之氣候變遷和能源兩章的內容，難以對應到高

一、二課程中的特定單元，又是一個跨高三又結合公民科的題目。高三選修地理以議題式探究

方式編寫，特定議題牽涉的層面多元，例如：氣候變遷的原因、影響和各國的因應之道都是跨

區域及跨領域的內容，相當符合 108 課綱統整命題的趨勢，或許今年以高三課程入題的這 4 個

考題就是在提醒考生不宜忽視高三的課程吧！

�重視閱讀理解，從題幹敘述找出線索並具象化，並提醒環境保護的重要

　 　　第鶽題，從押解保羅的航程是沿著陸地西行可推論可能是為了避開哪一行星風帶的影響。

在風帆時代，海上航行必須要借助風向和洋流才得以順利航行，近幾年的學測與試辦考題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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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史料測驗考生該如何利用盛行風出航的題目。工業革命前，人類順應、師法自然，地球得

以永續發展；工業革命後，人類破壞自然，竭澤而漁，導致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漁業資源枯

竭……，地球環境嚴重惡化，生物面臨存亡邊緣。有鑑於環境保護刻不容緩，今年學測以環境

入題的試題頗多，例如：第鋽題政府補助購買低汙染機車、第惨題石滬捕魚法、第颹題清末環

境負載力有限、第窃題氣候變遷與綠能發展等，可看出期望從考題提醒大眾尊重大自然的寓意

頗深。

�混合題型非選擇題部分

　 　　地理科非選擇題有第鰠和�題，其中第鰠題限定要在 30 字內清楚說明判斷「國際分工」

的依據，學生須具備良好的論述能力且用字精要才能獲得高分。

二、試題冊數分布（註：由於部分題目隸屬多個單元別，因此題數總計會超過地理科總題數）

　　本次學測地理科考題共 23 題，包括 20 題單選題和 3 題混合題組非選題，按照可以歸類的題

數來計算，地理技能與地理系統主題（通論地理）約占 65%，地理視野主題（區域地理）約占

35%。整體而言，通論地理比例較高，區域地理比例較少，而與臺灣鄰近的日韓、東南亞則 1 題

都沒出。

冊　別 單 元 別 題 號 題數總計

第一冊

研究觀點與研究方法 関

10

地理資訊 饂

地圖 韂噔飱塄

氣候系統 䨵鶽

地形系統 䫤惨

第二冊

人口與環境負載力 颹䬙

13

聚落、流通路線與區域 -

都市與城鄉關係 鑹関

產業活動 䦧鞲䱭鰠�

世界體系 锭

臺灣與世界 䫤噐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 颹

第三冊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展—東南亞 -

8

從孤立到樞紐—澳、紐 间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䭰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䨵鶽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美國 �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鑹䦧

全球化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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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第壹部分：選擇題（占 92 分）

  某國媒體報導，該國原住民族罹患心理疾

病比率、自殺率、平均壽命與全國之比較

，如表 1。該報導在未詳查原住民族生活

困境的情形下，即宣稱這是因為原住民族

不注重身心健康，例如偏好高脂肪、高甜

度垃圾食物所致。類似此種缺乏同理與理

解的報導，最可能引導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個人或民族形成何種更加不利的社會印象？

䕷原住民個人常缺少改變傳統習慣的意願 虲原住民個人缺少為自己健康負責的態度

蚒原住民族缺少傳統飲食文化的知識傳承 蚲原住民族缺少改變現代生活步調的策略 【公民】

 鋳 圖 1 是某國政治宣傳的圖片，有學者指出：此圖呈現該國執政

領袖、執政黨和人民三者的關係，可清楚看出民主國家運作

與該國存有最根本的差異。請問下列何者應為該學者所指的

最根本差異？

䕷存在多黨競爭，難有全民效忠服從的政黨

虲肯認多元認同，不易服從單一的政治領袖

蚒執政領袖和執政黨皆是國家管理人，而非效忠對象

蚲執政領袖和執政黨只是代表政府，人民應效忠政府 【公民】

 鋴 小安研究某國財產制度，蒐集該國某年遺產

繼承統計資料（表 2）。她推論造成男女數據

差異的成因，除與該國傳統社會觀念有關外

，與其《民法》繼承法律的規定亦有關聯。

下列該國繼承制度所採取的原理原則，何者

與表中數據所呈現之性別差異最為相關？

䕷《民法》繼承法律在繼承權利方面採取性別平權的原則

虲准許被繼承人在生前以遺囑自由處置一定範圍財產

蚒以特定親屬繼承為原則，並以配偶為當然的繼承人

蚲繼承人償還被繼承人的債務，以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公民】

 鋽 表 3 是某市府對購買新型低汙染機車，以及報廢舊

機車換購新型低汙染機車（汰舊換新）的補助。若

這兩年新購置機車的數量與品質皆相同，僅有政府

補助金額改變，則今年相較於去年，對消費者行為

和空氣汙染的影響為何？

原住民族 全　國

罹患心理疾病比率（%） 14.2 9.0

自殺率（人／每十萬人） 15.7 8.8

平均壽命（歲） 69.3 76.1

表 1

圖 1

所有法定繼承人之性

別比　　　　　　　

法定繼承人中實際取

得遺產者之性別比　

男 女 男 女

64% 36% 72% 28%

表 2

年 份 新購機車補助 汰舊換新補助

去 年 10,000 元 8,000 元

今 年 6,000 元 10,000 元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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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元，今年提高到 10,000 元，可藉由補助金額上升判

斷市場上願意汰舊換新的人數應會增加，而汰舊換新數

量增加應能改善空氣汙染產生，故選虲。

 族譜是歷史上家族到個人變遷與移動傳承的紀錄，旅券

也與人群移動有關，再加上「同鄉會名簿等史料」，可

知該歷史考察主題應與人群移動後的交流觀察有關。此

外，從內政部的人口和戶口調查資料也可看出個人戶籍

地遷移的狀況，為正解。

虲需蒐集中華民國革命建國等相關資料

需蒐集不同歷史時期的多元族群文化資料

需蒐集與各宗教起源或傳播有關的資料。

 不論是鄭氏王朝的屯田制度、清代職官制度或日本在臺

殖民體制，皆可看出是由上而下，強調政府或統治者施

政的視角。清代臺灣沿海的王爺信仰則是清代臺灣來自

大陸的漢人移民在移墾社會中，因渡海及移墾來臺的艱

辛而會向驅逐瘟疫的王爺及原鄉神明等祈求保佑，可知

是關心人民視角與處境的歷史，為正解。

 自十九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後，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弊端日

益嚴重，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日漸流行，其中以馬克思主義

強調階級鬥爭及共產社會的主張最為激烈。題幹提到的

二十世紀初正是 1917 年俄國爆發共產革命之前，某人提

出應取消自由交易的貨幣，由政府以實物統籌分配工作所

得，並保障人民在食物、衣服、房子等生活方面的供給，

可以看出與共產主義的觀點最為接近。

虲 都傾向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型態

一戰後興起於義、德的法西斯主義雖極權但堅決反共。

 中國歷代的用人制度，從東漢的徵辟、察舉，三國時期

的九品官人法，發展到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以科舉制

度最能看出公平性。科舉透過考試讓平民晉升統治階級

，發展到宋朝時因更重視考試的公正與社會階級流動性

而出現許多防弊措施。然而，傳到鄰近的日、韓等國，

如韓國高麗王朝時（936 ～ 1329 年），儒生卻藉由科舉

制度與聯姻形成「兩班政治」，使得特定家族與士人壟

斷了政治參與，如題幹所述，科舉成為保障特定對象的

工具，為正解。

 十五、十六世紀正值中國明朝期間（1368 ～ 1644 年），

題幹提到這個王國的北殿「專為接待中國的冊封使之用

」，可知應是明朝的藩屬，在朝貢貿易體系下接受明朝

冊封，順便進行貿易。十七世紀初，日本薩摩藩勢力入

侵琉球，此後琉球國也向薩摩藩及江戶幕府朝貢。琉球

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東北亞和東南亞貿易的中轉

站著稱，貿易發達，號稱「萬國津梁」，為正解。

 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將美洲土地開闢為大莊園種植甘

蔗、玉米等作物，並引進大量非洲黑奴充當勞動力。由

於蔗糖的種植須在熱帶或亞熱帶地區，歐洲氣候並不適

合，因此自十二世紀起蔗糖便是奢侈品。在西、葡等國

殖民美洲後，發現如巴西等地處於熱帶，適合甘蔗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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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

 本題主要從媒體識讀的角度判讀，題幹提到報導缺乏同

理與理解可能引導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個人或民族形成不

利的社會印象，因此可從容易導致閱讀新聞的民眾會產

生的想法來思考。表中資料顯示原住民族罹患心理疾病

比率及自殺率皆高於全國平均，且平均壽命亦低於全國

平均，因此較可能會形成與身心健康相關的社會形象，

以虲的連結性較高。

改變傳統習慣較偏向文化相關之敘述

傳統飲食文化的知識傳承，重點應在知識傳承，與身

心健康不相關

改變現代生活步調的策略難以與身心健康連結。

 題幹提到「可清楚看出民主國家運作與該國存有最根本

的差異」，因此可以判讀某國為非民主國家。圖中又指

出該國執政領袖、執政黨與人民的關係，可以推知較接

近黨國體制國家。

黨國體制國家雖可能有其他政黨，但應不會有具備威

脅執政競爭力的其他政黨

虲圖 1 已說明「效忠偉大的領袖」，因此應不會出現肯

認多元認同及不易服從單一政治領袖的情況出現

黨國體制國家通常是藉由以黨領政來進行統治，因此

執政領袖和執政黨是國家管理人，效忠對象還是國家

，是為正解

此選項具備一定誘答力，但題幹問題為與民主國家的

最根本差異，且人民應效忠的是國家，政府只是代國

家行使權力的角色。

 從表中數據可知，男性在某國的遺產法定繼承人比例遠

高於女性，且實際取得遺產的性別比例更高，可看出遺

囑能有效影響一定範圍的財產歸屬，虲為正解。

若《民法》繼承法律採取性別平權原則，男女比例應

不會差距過大

無法從表中數字得到此解釋，且難以判斷其與性別差

異之相關性

無法從數據得知該國法規是否為限定繼承，且也與性

別差異無關。

 表中資料顯示去年的新購機車補助從 10,000 元降到今年

的 6,000 元，可推估去年對消費者願意新購機車的意願

應下降；再從汰舊換新補助來看，去年汰舊換新補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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