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自然科答題速度與精準度的技巧 

速讀題目，抓取關鍵詞 

方法： 

● 略讀題目，專注於關鍵詞（如：科學名詞、數據、條件、問法）。 
● 先閱讀題目中的問題部分，再回頭補充情境敘述。 

理解題型，優先解讀選項 

方法： 

● 讀題時，快速瀏覽選項，有助於鎖定題目關鍵資訊。 
● 如果題目較長，先看選項範圍，能更快聚焦閱讀。 

尋找數據，跳過多餘敘述 

方法： 

● 遇到數據型或實驗題，先看數據表、圖表，找出變化重點。 
● 有助於更快鎖定題目核心，減少閱讀時間。 

合理預測，避免細節困擾 

方法： 

● 不被題目的細節干擾，根據常識或已知知識快速推論。 
● 即使細節不完全理解，也能先推測合理答案。 

解題流程 

1. 審題：先掃描題目，快速圈出關鍵字。 
2. 讀選項：快速了解選項範圍，預判問題方向。 
3. 分析：運用關鍵知識推論答案。 
4. 檢查：如有時間，檢查是否有關鍵資訊未讀到。  



如何有效準備自然科？ 

生物科準備策略 

1. 核心觀念掌握 

● 熟記細胞結構、生理作用、遺傳定律、演化、生態系統等核心概念。 
● 多練習分類表，如生物界分類、人體系統功能、生物間的交互關係。 
● 針對實驗設計與探究方法，掌握變因控制與結論推導。 

2. 常見題型與解題策略 

● 遺傳與演化：理解基因型、表現型、孟德爾遺傳定律。 
○ 策略：畫出生物圖像、列遺傳方格。 
○ 例題（113年第12題）：果蠅遺傳比例，快速應用3:1法則。 

 

● 生物體構造與功能：如細胞、消化、呼吸、循環、排泄系統。 
○ 策略：製作圖像筆記，強化結構與功能對應。 
○ 例題（113年第33題）：泌尿系統與氧氣含量，推斷血液流向。 

 

● 生態系統與食物鏈：掌握能量流動、食物網、物質循環。 
○ 策略：反覆練習食物鏈題型，熟悉能量塔概念。 
○ 例題（112年第14題）：食物鏈中 DDT 濃度累積推論。 

 

● 探究實驗題：針對植物生長、呼吸作用、酸鹼值等實驗。 
○ 策略：熟悉變因控制，設計實驗流程。 
○ 例題（112年第16題）：水分運輸的植物實驗推論。 

3. 高效複習方法 

● 製作概念圖，幫助整合複雜資訊。 
● 常練習情境題，強化知識應用能力。 
● 精熟常見實驗步驟，如光合作用、細胞觀察等。  



理化科準備策略 

1. 核心觀念掌握 

● 理化科重視公式與計算，如牛頓定律、功與能、熱量公式等。 
● 需熟悉物質變化、酸鹼中和、反應速率、波動與聲音等概念。 

2. 常見題型與解題策略 

● 計算題型：如功、能量、密度、壓力、熱量。 
○ 策略：熟練公式應用，善用單位換算，確保計算正確。 
○ 例題（113年第27題）：溫度與時間變化，利用公式推導答案。 

 

● 反應類題型：如酸鹼中和、氧化還原、能量變化。 
○ 策略：記憶反應式，抓住關鍵字快速推論。 
○ 例題（113年第7題）：石灰溶水為放熱反應，結合實驗情境。 

 

● 實驗與探究：如反應速率、質量守恆、電解實驗。 
○ 策略：理解實驗流程，抓住變因與結果關聯。 
○ 例題（113年第11題）：逆反應速率的推論，理解化學平衡概念。 

 

● 圖表數據題：如速率變化、溶解度、電功率。 
○ 策略：先讀圖表，找出數據變化關鍵。 
○ 例題（113年第16題）：汽車胎壓判斷，理解單位與物理概念。 

 

3. 高效複習方法 

● 記憶重要公式，製作公式卡片，每日複習。 
● 針對易錯題，建立錯題本，找出常犯錯誤。 
● 反覆練習實驗設計題，提升數據分析能力。 

 



地科科準備策略 

1. 核心觀念掌握 

● 理解地球運動、天氣系統、地震火山、板塊運動、環境保育等重要概念。 
● 熟悉等壓線、等高線、地層剖面圖、天文圖表等數據判讀。 

2. 常見題型與解題策略 

● 天氣與氣象題：如氣壓、風向、颱風、季風。 
○ 策略：熟悉地科圖表，練習讀圖技巧。 
○ 例題（113年第15題）：判斷等壓線與風向，結合氣壓知識。 

 

● 地層與地殼運動題：如褶皺、斷層、板塊運動。 
○ 策略：掌握地質圖判讀，理解地質年代排序。 
○ 例題（112年第2題）：褶皺與岩層判斷。 

 

● 天文題型：如地球自轉、公轉、日蝕、月蝕。 
○ 策略：結合圖像記憶，熟悉公轉與季節變化。 
○ 例題（113年第24題）：根據日蝕現象推測時間。 

 

● 環境與保育題型：如氣候變遷、能源、永續發展。 
○ 策略：熟悉環保議題，理解生活中的應用。 
○ 例題（112年第7題）：判斷綠氫的製程與環保性。 

 

3. 高效複習方法 

● 製作圖表筆記，熟悉等壓線、地層剖面圖。 
● 學會快速判讀地球自轉公轉的時間與現象，如：季節變化、日蝕、月蝕。 
● 精熟地震與火山題型，掌握板塊運動與環境變遷的關聯。 

 



附錄：自然科重點單元整理 

生物科重點單元整理 

單元 重點概念 

細胞與組織 細胞結構與功能、顯微鏡使用、細胞分裂過程 

營養與消化 消化系統構造、消化酶功能、食物檢驗實驗 

呼吸、循環、排泄 呼吸系統結構、血液運輸、尿液形成過程 

協調作用（神經與內分泌） 神經與反射作用、常見激素、內分泌調節 

繁殖與遺傳 有性與無性生殖、遺傳定律、基因型與表現型 

生物與環境 生態系結構、能量流動、食物鏈與食物網 

生物體的恆定性 體溫、血糖調節、免疫反應、內分泌恆定作用 

生物的分類與多樣性 五大界分類、生物命名、保育與多樣性概念 

 

1. 生命的基本單位 — 細胞與組織 

● 重點概念： 
○ 細胞構造功能：細胞膜、細胞核、細胞質、葉綠體、粒線體、細胞壁。 
○ 動物細胞與植物細胞的差異。 
○ 顯微鏡使用：放大倍率、實像與虛像的判讀。 
○ 細胞分裂：有絲分裂與減數分裂的過程與意義。 

● 常見題型： 
○ 判斷細胞構造及功能。 
○ 計算顯微鏡放大倍率或觀察視野變化。 
○ 推論細胞分裂過程及結果。 

2. 生物體的營養與消化 

● 重點概念： 
○ 人體消化系統構造與功能：口腔、食道、胃、小腸、大腸、肝、胰等。 
○ 營養素：碳水化合物、脂質、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水。 
○ 消化酶與作用：如唾液澱粉酶、胃蛋白酶、胰蛋白酶。 
○ 食物中的營養與人體健康。 

● 常見題型： 
○ 消化過程中，特定營養素在哪裡被消化與吸收。 
○ 食物檢驗實驗，如碘液、斐林試劑的使用。 



3. 生物的呼吸、循環、排泄 

● 重點概念： 
○ 呼吸系統：鼻腔、氣管、支氣管、肺泡。 
○ 循環系統：心臟、動脈、靜脈、微血管的構造與功能。 
○ 血液成分與功能：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漿。 
○ 尿液的形成與排泄：腎臟、腎元、尿液的形成過程。 

● 常見題型： 
○ 氧氣與養分在循環系統中的運輸路徑。 
○ 解釋尿液形成過程，推論腎臟的功能。 

4. 生物的協調作用（神經與內分泌系統） 

● 重點概念： 
○ 神經系統：感覺神經、運動神經、中樞神經。 
○ 反射動作與調節作用。 
○ 內分泌系統：常見激素（胰島素、腎上腺素、甲狀腺素）。 
○ 內分泌與體內恆定：血糖調節、體溫調節。 

● 常見題型： 
○ 內分泌失衡對人體的影響。 
○ 身體協調反應的判斷與推論。 

5. 生物的繁殖與遺傳 

● 重點概念： 
○ 有性生殖與無性生殖：各種生殖方式的特點。 
○ 遺傳定律：孟德爾的分離定律、顯性與隱性概念。 
○ 基因型與表現型的推論。 

● 常見題型： 
○ 透過遺傳方格推算後代基因型或表現型比例。 
○ 判斷基因表現與突變可能性。 

6. 生物與環境 

● 重點概念： 
○ 生態系的結構：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 
○ 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 
○ 食物鏈、食物網、能量塔概念。 
○ 環境保護與永續利用。 



● 常見題型： 
○ 繪製或判讀食物鏈、食物網。 
○ 推論生態系中物種的數量變化。 
○ 環境保護措施的應用題。 

7. 生物體的恆定性 

● 重點概念： 
○ 體溫、血糖、體內環境的恆定。 
○ 免疫系統與疾病防治。 
○ 內分泌系統在恆定中的角色。 

● 常見題型： 
○ 推論人體如何透過神經或內分泌系統調節。 
○ 針對免疫反應的描述與實例應用。 

8. 生物的分類與多樣性 

● 重點概念： 
○ 五大界分類法：動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 
○ 物種命名與特徵。 
○ 生物多樣性與保育。 

● 常見題型： 
○ 判斷生物的分類。 
○ 辨別生物在生態系中的角色。 

 

 

 



理化科重點單元整理 
單元 重點概念 

物質的基本結構 原子結構、元素週期表、離子、分子、物質分類 

化學反應與變化 化學反應式、質量守恆、反應速率、氧化還原 

酸鹼與鹽類 酸鹼中和反應、pH值、常見酸鹼物質、鹽類形成 

力與運動 牛頓運動定律、摩擦力、加速度、運動圖表分析 

功與能 能量形式、功的計算、能量守恆、能量轉換 

電與磁 電路基本概念、歐姆定律、電功率計算、電磁現象 

波動與聲音 波的種類、頻率、波長、共振、聲音的性質 

熱與溫度 溫度計原理、熱量計算、熱傳導、比熱容量 

 

1. 物質的基本結構 

核心概念 

● 原子結構、質子、中子、電子。 
● 元素週期表的排列規律。 
● 分子與離子的概念，化學式的判讀。 

複習策略 

● 製作元素週期表記憶卡，熟記元素基本特徵。 
● 熟練化學式與分子式的計算。 
● 練習離子與電子數的計算。 

 

2. 化學反應與變化 

核心概念 

● 質量守恆定律。 
● 化學反應式的平衡。 
● 反應速率與氧化還原反應。 

複習策略 

● 每日練習平衡化學反應式。 



● 訓練反應速率快慢的判斷。 
● 熟記氧化還原的定義與反應示意。 

3. 酸鹼與鹽類 

核心概念 

● 酸、鹼、鹽的定義與範例。 
● 酸鹼中和反應與 pH 值。 
● 鹽類的形成與溶解性。 

複習策略 

● 熟悉pH值與酸鹼性質，並記憶常見物質的 pH。 
● 練習酸鹼中和反應式的撰寫。 
● 瞭解鹽類溶解度的規則。 

 

4. 力與運動 

核心概念 

●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 摩擦力、合力、加速度的計算。 
● 運動圖表的解讀（v-t 圖、a-t 圖）。 

複習策略 

● 熟記運動公式並練習應用。 
● 訓練解題時畫出受力圖。 
● 分析常見的v-t 圖與加速度問題。 

5. 功與能 

核心概念 

● 功的計算公式。 
● 能量守恆與轉換（動能、位能）。 
● 功率與效率計算。 

複習策略 

● 熟練功、能量、功率的計算公式。 
● 練習能量守恆應用題。 



● 檢討錯誤的計算題，掌握陷阱。 

6. 電與磁 

核心概念 

● 歐姆定律（V=IR）。 
● 電路計算，串聯與並聯電路。 
● 磁場與電磁感應。 

複習策略 

● 練習串聯與並聯電路的計算。 
● 熟悉磁場方向判斷與電磁感應現象。 
● 解釋日常生活中的電磁應用。 

7. 波動與聲音 

核心概念 

● 波的種類（橫波、縱波）。 
● 波的特性：波長、頻率、振幅。 
● 聲音的性質與共振現象。 

複習策略 

● 熟練波的公式與計算。 
● 練習共振與干涉現象的題型。 
● 理解聲音的傳播條件與速度。 

8. 熱與溫度 

核心概念 

● 熱量公式 Q = mcΔT。 
● 熱傳導、對流、輻射的比較。 
● 比熱容與溫度變化。 

複習策略 

● 熟悉熱量與比熱容的計算。 
● 理解三種熱傳遞方式。 
● 針對易錯題，練習單位轉換與公式應用。  



地科科重點單元整理 

單元 重點概念 

地球的構造與運動 地球內部結構、板塊運動、自轉與公轉現象 

地震與火山 地震波傳遞、震央與震度、火山噴發與影響 

地層與地質作用 地層判讀、褶皺與斷層、岩石循環 

大氣與天氣系統 大氣層結構、氣壓與風向、颱風、季風與等壓線判讀 

氣候與環境變遷 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效應、人為活動影響 

海洋與水循環 海洋洋流、潮汐、海洋與水循環過程 

宇宙與天文 太陽系構造、月相潮汐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能源利用、永續發展、環境保護措施 

 

1. 地球的構造與運動 

核心概念 

● 地球內部構造（地殼、地函、地核）。 
● 板塊運動與構造地形。 
● 地球的自轉與公轉，以及四季變化。 

複習策略 

● 利用剖面圖熟悉地球結構，加強視覺記憶。 
● 掌握板塊邊界類型（聚合、分離、擦撞）。 
● 熟悉自轉與公轉的影響，如日夜、季節變化。 

2. 地震與火山 

核心概念 

● 地震波（P波、S波、表面波）與震央判定。 
● 震度與規模的差異。 
● 火山的形成、類型與對環境的影響。 

複習策略 

● 熟練地震波速度與震央定位。 
● 理解震度與規模的差異，並練習震度圖判讀。 
● 瞭解火山爆發的環境影響與地質活動。 



3. 地層與地質作用 

核心概念 

● 地層的沉積、褶皺、斷層。 
● 岩石的三大類型（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 
● 岩石循環與地質歷程。 

複習策略 

● 反覆練習地層圖與地質剖面圖。 
● 熟記岩石的分類與形成過程。 
● 瞭解褶皺與斷層的形成原因。 

4. 大氣與天氣系統 

核心概念 

● 大氣層結構及其特徵。 
● 氣壓、風向、季風、颱風的判讀。 
● 等壓線圖的解讀。 

複習策略 

● 熟悉大氣層結構與特性。 
● 多做等壓線圖與氣象圖的練習題。 
● 記憶風向規則與季風的形成條件。 

5. 氣候與環境變遷 

核心概念 

● 全球氣候變遷的成因。 
● 溫室效應的概念與影響。 
● 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 

複習策略 

● 瞭解溫室氣體來源與對環境的影響。 
● 記憶常見的環境保護方法。 
● 多了解實際時事中的環境議題。 

 



6. 海洋與水循環 

核心概念 

● 海洋洋流的形成、潮汐現象。 
● 水循環過程（蒸發、降水、滲透、地表逕流）。 
● 潮汐種類與月亮的關聯。 

複習策略 

● 記憶全球主要洋流與方向。 
● 瞭解潮汐的成因，並多練習圖表判讀。 
● 熟悉水循環過程與各階段作用。 

7. 宇宙與天文 

核心概念 

● 太陽系的行星、用相變化。 
● 地球與四季變化。 
● 日蝕與月蝕的成因。 

複習策略 

● 記憶行星的順序與特徵。 
● 熟悉地球自轉與公轉造成的現象。 
● 多練習日蝕與月蝕的條件與示意圖。 

8.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核心概念 

● 永續發展的概念。 
● 常見的能源利用與保護措施。 
● 環境污染的種類與防治。 

複習策略 

● 理解永續發展三大核心（經濟、社會、環境）。 
● 熟悉各種能源類型及其優缺點。 
● 瞭解常見環境污染問題，並思考解決方式。 

 



總結與建議 

自然科考試不僅考驗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更著重於概念應用、數據圖表判讀、實驗

探究與生活情境的理解與推論能力。歷屆試題分析顯示，命題趨勢日益強調學生的思

考、分析與應用能力，單純的記憶已不足以應對挑戰。 

 

準備自然科會考時，建議考生： 

1.建立系統性的學習計劃，依照生物、理化、地科三科的重點單元，逐步整理筆記並定期

複習，確保基礎概念扎實並具備應用能力。 

2.強化圖表判讀與數據分析能力，熟悉各類圖表如等壓線圖、地層剖面圖、實驗數據圖，

並學會從中提取關鍵資訊、推論結論。 

3.針對實驗探究與推論型題型進行重點練習，特別注意實驗設計中的變因控制與結果推

論，提升邏輯推理與科學探究能力。 

4.透過歷屆試題的練習與檢討，掌握命題趨勢，找出自身的弱點題型並進行針對性強化

，逐步建立適合自己的解題策略。 

 

應試時注意時間管理，基礎題型快速作答，將更多時間留給圖表題、探究題與推論題，

確保答題的完整性與邏輯性。良好的準備結合有效的策略，將有助於在自然科會考中取

得理想成績。祝福各位考生順利迎接會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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