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社會科答題速度與精準度的技巧 

社會科考題文字量大，且強調 理解與應用，考生需要有效閱讀、快速抓重點、並精準作

答。以下提供答題方法： 

快速閱讀法（略讀 + 掃讀） 

目標：縮短讀題時間，抓住關鍵資訊。 
方法： 

● 先看選項：掃過選項後，再讀題目，讓大腦先建立方向感。 
● 找關鍵字：忽略修飾詞，直接鎖定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趨勢。 
● 略讀情境：跳過不重要的細節，先讀問題，再回去找答案線索。 

先刪除法（排除最不可能的選項） 

目標：減少選擇，提高正確率。 
方法： 

● 刪除明顯錯誤選項（如：年代錯誤、概念不符）。 
● 刪除過於極端的選項（通常「語句絕對肯定」的選項較少是正確答案）。 
● 若剩兩個選項，選擇較符合題目重點的。 

先看題幹最後一句（關鍵問題導向） 

目標：避免被冗長題幹影響，直接抓住核心問題。 
方法： 

● 跳過前面的描述，先看最後一句問題。 
● 如果有關鍵時間、地點詞，回去題目找相關資訊。 

先判斷題型 

目標：判斷是知識記憶題、應用題、圖表題、跨科題，縮短思考時間。 
方法： 

● 知識理解題 → 直接回憶課本知識，若不確定，使用刪除法排除錯誤選項。 
● 概念應用題 → 運用經濟、地理、法律、社會現象推理答案。 
● 圖表判讀題 → 先看圖表標題，再找趨勢。 
● 時事情境題 → 時事新聞關鍵內容連結課本知識概念。 
● 跨科統整題 → 找出涉及的學科，拆解題目。  



如何有效準備社會科？ 

地理科準備策略 
區域特徵記憶法（如：「東亞 vs. 南亞氣候差異」） 
多看世界地圖，理解貿易流向、氣候與產業分布 
練習統計圖 & 氣候圖解析（如：「季風如何影響降水量」） 

1. 建立「區域特色 + 圖表記憶」 

強化「區域對比 + 地圖分析」 掌握世界主要氣候分布 

● 例：「熱帶雨林氣候 → 巴西、東南亞；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 美國西南岸、智利中

部、澳洲西南角、 北非」  
● 比較產業分布 & 經濟活動，例：「臺灣 vs. 日本：臺灣半導體、日本汽車產業發展」 

2. 高頻命題範圍 

主題 命題重點 

自然環境 季風、板塊運動、洋流、地形影響 

經濟產業 農業分布、都市發展、工業區位 

全球化影響 國際貿易、氣候變遷、能源政策 

人口與都市化 少子化、都市擴張、交通發展 

3. 會考地理題的解題技巧 

「地圖分析法」：遇到地圖題，先看圖例、方向、數據單位 

「比較分析法」：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聯（如「水資源 vs. 產業分布」） 

「趨勢推理法」：如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如何影響沿海城市？ 

 

 



歷史科準備策略 

時序法記憶歷史大事（如：戰爭、條約、制度變革） 
善用對比法（如：比較「清朝 vs. 明朝的政治制度」） 
理解影響與後果（如：「五四運動如何影響中國近代化」 

1. 快速掌握歷史大事件 

建立「時間軸 + 事件串聯」，確保時序清楚  

● 用時間軸記憶歷史事件（朝代更迭 & 重要戰爭） 
例：「1894 年 → 甲午戰爭 → 1895 年《馬關條約》 → 日本統治臺灣」 

● 運用表格整理朝代特色，比較整理歷史變革 
例：秦朝中央集權 vs. 唐朝科舉制度 

2. 針對高頻考點加強理解 

五大核心命題範圍 

主題 命題重點 

政治制度變遷 科舉制度、中央集權、民主化進程 

戰爭與國際關係 甲午戰爭、鴉片戰爭、冷戰、世界大戰 

經濟發展 工業革命、殖民主義、絲綢之路、全球化 

臺灣史 明鄭統治、清領、日治、戰後經濟發展 

文化交流 文藝復興、東西方貿易、啟蒙運動 

3. 會考歷史題的解題技巧 

● 「時間判斷法」：遇到歷史題，先找年份，確保時序正確  
● 「因果推理法」：考察戰爭、改革、政策影響 → 思考事件前因後果 
● 「比較關係法」：如戰爭 & 條約影響（《南京條約》與《馬關條約》的差異） 

 



公民科準備策略 

   
 

   

      

    

     
         

● 市場機制：「需求與供給、自由貿易」→ 例：「CPTPP 如何影響臺灣產業？」 

2. 高頻命題範

法規 & 政策理解（如：「選舉制度、憲法權利」）

經濟機制應用（如：「通貨膨脹對市場的影響」）

時事 + 課本對應（如：「全球氣候變遷對能源政策影響」）

1. 強化「法律 + 時事 + 經濟機制」

以「案例 + 法律條文」方式記憶

● 民主政治：「選舉制度 → 投票資格、選舉方式」

● 職權：「行政 vs. 立法 vs. 司法」 → 例：「大法官的功能？如何釋憲？」

圍 

主題 命題重點 

  

市場經

法治與運作 憲法、選舉制度、權力分立

濟 供需法則、貿易政策、通貨膨脹 

社會議題 人權保障、環境保護、科技影響 

3. 會考公民題的解題技巧 

● 「名詞定義法」：題目涉及特定名詞概念時，熟悉定義與解釋，如：「姻親」 
● 「邏輯推理法」：經濟題目找出變動關係，如：「物價上漲影響購買力」 
●  「時事連結法」：新聞事件與公民概念，如：「碳排放政策對企業影響」 

 



附錄：社會科重點單元整理 

 

地理科重點單元整理 

主題類別 重點單元 常見考點 

自然環境 
地形與氣候 山脈、平原、季風、洋流、氣候分布、河流作用、地形變遷 

自然災害 颱風、地震、土石流、乾旱、洪水、防災措施 

人口與都市發展 

人口結構 出生率、死亡率、人口金字塔、少子化、高齡化 

人口移動 移民、遷徙、都市化、人口分布原因 

都市發展 城鄉差距、都市擴張、都市問題 

產業發展 

農業 農業區位、糧食生產、糧食自給率、農業永續發展 

工業 工業區位選擇、工業污染、工業轉型 

服務業 觀光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發展 

區域地理 
各洲地理特徵 亞洲、歐洲、美洲、非洲、澳洲的地形、氣候、人口與經濟特色 

各洲重要國家 了解各洲代表國家的自然與人文特徵 

全球議題 
環境問題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環境污染、永續發展 

國際貿易 全球化、自由貿易、區域經濟合作組織（WTO、CPTPP） 

 

1.自然環境 

● 地形：山脈、丘陵、平原、盆地、河川、海岸 
 例：「我國地形特色？哪裡多山？哪裡有平原？」 

● 氣候：季風、洋流、氣候類型（熱帶、溫帶、極地） 
 例：「季風氣候如何影響臺灣農業？」 

● 自然災害：颱風、地震、海嘯、乾旱、洪水 
 例：「土石流多發生在何種地形？如何防範？」 

2.人口與都市發展 

● 人口結構：出生率、死亡率、人口成長率、人口老化 
 例：「臺灣的人口金字塔反映哪些社會問題？」 

● 人口遷移：內部遷徙（城鄉）、外部遷徙（移民）、人口流動 
 例：「都市化造成哪些社會現象？」 

● 都市發展：都市擴張、都市區位選擇、都市問題 
 例：「都市擴張會造成哪些環境問題？」 



3.產業發展 

● 農業：農業區位選擇、農產品種類、糧食自給率 
 例：「哪種氣候最適合種植水稻？」 

● 工業：工業區位、工業污染、工業轉型 
 例：「什麼因素影響工業區位的選擇？」 

● 服務業：觀光業、交通運輸、物流產業 
 例：「觀光業如何促進地區經濟？」 

4.區域地理 

● 亞洲：季風氣候、人口稠密、產業多樣 
● 歐洲：地中海氣候、工業發達、交通便利 
● 美洲：農牧業發達、原料輸出、經濟多樣 
● 非洲：氣候乾燥、資源豐富、人口分布不均 
● 澳洲：乾燥地形、礦產豐富、人口稀少 

 常見考點： 

● 哪個洲的農業、工業、貿易特色最明顯？ 
● 各洲的氣候類型有何差異？ 

5.全球議題 

● 環境問題：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氣候異常 
例：「臺灣如何應對氣候變遷？」 

● 永續發展：節能減碳、綠色經濟、減少污染 
例：「政府如何推動永續發展政策？」 

● 國際貿易與全球化：WTO、CPTPP、自由貿易 
例：「CPTPP 對臺灣經濟有何影響？」 

 

 



歷史科重點單元整理 
主題類別 重點單元 常見考點 

臺灣史 史前時期與原住民文化 史前文化類型、原住民族分布、文化特色 

荷西與明鄭時期 荷蘭、西班牙統治、鄭成功統治與發展 

清領時期 移民社會、開墾、社會變遷、原住民族政策 

日治時期 政治統治、經濟發展、文化運動與抗日 

戰後時期 國民政府接管、經濟改革、民主化過程 

中國史 古代中國 夏商周政治、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秦漢統一與制度 

隋唐宋元 政治制度、文化發展、對外貿易、民族融合 

明清時期 政治變革、經濟貿易、對外接觸 

近現代史 近代改革運動、抗戰、國共內戰、改革開放 

世界史 古代文明 四大文明古國、希臘羅馬文明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 封建社會、宗教改革、文藝復興 

近代史 工業革命、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現代史 世界大戰、冷戰格局、全球化 

 

1.臺灣史 

● 史前時期與原住民文化 
 史前文化分期（長濱、卑南、大坌坑文化） 
 原住民族分布與文化特色 
 

● 荷西與明鄭時期 
 荷蘭、西班牙在臺的經濟活動與影響 
 鄭成功收復臺灣、建立明鄭政權 
 

● 清領時期 
 大量漢人移民、社會開墾模式、族群融合 
 牡丹社事件、清朝的開山撫番政策 
 

● 日治時期 
 政治統治與經濟政策（如：米糖政策） 
 抗日運動、文化運動（如：臺灣文化協會） 
 

● 戰後時期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二二八事件 
 經濟發展（十大建設）、民主化歷程 
 



2.中國史 

● 古代中國 
 夏商周：封建制度、青銅文化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戰國七雄、百家爭鳴 
 秦漢：秦朝統一六國、中央集權制度、絲綢之路開通 
 

● 隋唐宋元 
 隋朝大運河、三省六部制度 
 唐朝盛世、科舉制度、對外貿易 
 宋代經濟繁榮、城市發展、科技發明 
 元朝：民族政策、陸上絲綢之路 
 

● 明清時期 
 明朝海禁、鄭和下西洋 
 清朝盛世、文字獄、對外貿易、鴉片戰爭 
 

● 近現代史 
 清末改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 
 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五四運動 
 國共內戰、改革開放、現代中國發展 
 

3.世界史 

● 古代文明 
 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兩河、印度、中國） 
 古希臘城邦、羅馬共和與帝國制度 
 

● 中世紀與文藝復興 
 歐洲封建制度、黑死病、宗教改革 
 文藝復興對歐洲文化與思想的影響 
 

● 近代史 
 大航海時代、殖民擴張、三角貿易 
 工業革命與社會變遷 
 帝國主義、列強爭霸 
 

● 現代史 
 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冷戰格局、聯合國成立 
 全球化、區域經濟合作  



公民科重點單元整理 

主題類別 重點單元 常見考點 

 

憲法與法律層

法治與制度

級 憲法、法律、命令的層級與效力 

 行政、立法、司法分權與職三權分立與職權 責 

司法審判制度 法官、檢察官、陪審制度、訴訟流程 

 

 代議民主、直接民主、憲政制

民主與選舉制度

民主與代議制度 度 

 政黨功能、選舉公平、選舉權與被選舉政黨制度與參與 權 

 立法委員、縣市長、議員的選舉方式與資選舉制度 格 

經濟機制與市場運作 

機會成本與經濟選擇 機會成本概念、消費決策、時間選擇 

供需法則與市場價格 供給、需求、價格變動、均衡價格 

勞動市場與薪資制度 勞基法、勞動權益、最低工資、性別平等 

國際貿易與全球化 WTO、自由貿易、CPTPP、關稅影響 

社會議題與時事 

人權保障與多元文化 性別平等、少數族群、教育平等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碳排放、能源政策、永續發展目標 

科技與社會變遷 AI影響、數位貨幣、個人隱私 

 

● 憲法與法律層

1.法治與制度

級 
憲法 > 法律 > 行政命令 
例：「憲法保障哪些基本人權？」 
 

  
行政 → 執行政策 
立法 → 制定法律 
司法 → 審判與執行法律 
例：「立法院的主要職責為

● 三權分立與職權

何？」 
 

● 司法審判制度 
民事、刑事訴訟流程 
法官、檢察官的職責 
例：「人民訴訟權的保障是什麼？」 
 

 

 

2.民主與選舉制度

 
代議制度的功能與運作 
直接民主 vs. 代議民

● 民主與代議制度

主 



例：「投票制度如何保障民主？」 
 

  
政黨輪替、多黨制 
公民參與方式（選舉、請願、公民投票） 
例：「什麼情況下會舉辦公民投

● 政黨制度與參與

票？」 
 

  
立法委員（區域 vs. 不分區） 
地方首長、縣市議員的選舉方式 
例：「誰有權被選為縣市

● 選舉制度

長？」 
 

3.經濟機制與市場運作 

● 供需法則與市場價格 
需求增加 → 價格上升 
供給增加 → 價格下降 
例：「物價上漲時，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會有何變化？」 
 

● 勞動市場與薪資制度 
勞基法、最低工資、勞工權益保障 
勞資糾紛處理、就業市場變化 
例：「最低工資政策如何影響企業？」 
 

● 國際貿易與全球化 
WTO、自由貿易、CPTPP、關稅影響 
例：「自由貿易對台灣經濟有何影響？」 
 

4.社會議題與時事 

● 人權保障與多元文化 
 

 
 

●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

性別平權、族群平等、教育權益

例：「如何保障少數族群的權益？」

展 
 

 
 

● 科技與社會變

碳排放、綠能發展、國際環保協議

例：「能源政策如何應對氣候變遷？」

遷 
AI對產業影響、數位金融、隱私權保障 
例：「如何在數位時代保障個人隱私？」  



總結與建議 
地理、歷史、公民三科目不僅測驗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更多的是對概念應用、圖表

判讀、時事情境及跨科整合能力的綜合評量。針對歷屆試題的分析顯示，會考命題趨勢

日益強調學生的思考與應用能力，單純的記憶已不足以應對挑戰。 

準備會考時，建議考生： 

1. 建立系統性的學習計劃，依照歷史、地理、公民三科的重點單元，逐步整理筆記

並定期複習。 
2. 強化圖表判讀與時事應用能力，多練習統計圖、地圖、時間軸的解讀，並結合當

前時事思考社會科議題的影響與應用。 
3. 針對歷屆試題進行練習與檢討，特別針對出錯或不熟悉的題型進行重點練習，並

從中歸納解題策略。 
4. 注意跨科整合與應用題型，思考如何將歷史、地理、公民知識相互結合，提升整

體解題的邏輯性與完整性。 

最後，考生在應試時需注意時間管理，簡單題型快速作答，將較多的時間留給圖表題、

跨科整合題與時事應用題，確保答題品質。熟練的準備結合良好的答題策略，將有助於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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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