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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分析與研究運用（回流）

臺南市自然科學領域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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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數變革

年份 考試時間 題數

110年前 70 min 50~60（54）

111年後 70 min 45~55（50）

105年自然科題本約7000字
109、110年自然科題本約8000字
111、112年自然科題本約8000字

113年自然科題本約8461字



資料來源：祁明輝老師



本屆會考

• 108 新課綱第3屆會考題（111年、112年及113年）

• 拿掉的學習內容不會出現在考題中

• 溶解度、溶液濃度稀釋濃度計算、攝氏華氏溫標計算、比熱複雜
計算、莫耳計算、氧化還原劑、煉鐵氧化還原、pH計算、浮力複
雜計算、電阻串並聯電功率計算、鋅銅電池廣義氧化還原、生活
中的電池化學反應式、電解電鍍正負極化學反應式、串並聯電功
率計算……



三多一沒有，自然科圖表占7成

• 文字多、圖表多、生活情境多，沒有複雜計算。

• 不考計算，考生理解計算方式即可正確答題。

第32題考一座游泳池裡有多少的尿？

• 今年圖表題略降，從8成降為7成。

• 理化：生物：地科＝2：1：1，跨科10%（5題）

• 生活情境題，會考大趨勢。

第6題考修補電線的方法

第16題考汽車胎壓檢測器

第46-48題考冷氣時



三大趨勢

• 科學閱讀與理解：考題多評量學生能從題幹（短文）
理解訊息。

• 圖表判讀能力：七成以上的圖表題，短時間內必須
看懂圖表與文字敘述。

• 探究與實作（實驗）：自然科學的學科屬性，瞭解
實驗器材的正確使用方法、整理與分析整理數據、
利用圖表呈現實驗結果。





過去考What，現在考Why



會考的出題原則（心測中心 曾芬蘭 副主任）



112年臺南市自
然科會考試題
分析成果



會考題型Ⅰ：傳統圖表判讀（1/2）



會考題型Ⅰ：傳統圖表判讀（2/2）



會考題型Ⅱ：文字轉圖表（1/3）



會考題型Ⅱ：文字轉圖表（2/3）



會考題型Ⅱ：文字轉圖表（3/3）



會考題型Ⅲ：文字型計算（1/2）



會考題型Ⅲ：文字型計算（2/2）



會考題型Ⅳ：兩造說法（1/3）

林瑞文老師



會考題型Ⅳ：兩造說法（2/3）



會考題型Ⅳ：兩造說法（3/3）



113年8月1日00：00至
113年9月30日17：00，
逾時將不再開放。





















112年

113年



數值為正，代表表現高於全國
數值為負，代表表現低於全國

數值為正，代表學生表現進步
數值為負，代表學生表現退步













• 104~110年，總題數54題

• 111-113年，總題數50題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生物 14 14 14 14 14 14 15 13 12 11

理化 28 28 28 27 28 29 28 22 22 22

地科 12 12 12 13 12 11 11 10 11 11

跨科 5 5 6





題數 比例

精熟

A++
44-50
44-50

43-50

48-50
17.33%
17.13%

15.66%

6.36%

A+ 47 2.84%

A 44-46 8.13%

基礎

B++

19-43
19-43

19-42

37-43

63.72%
61.86%

63.72%

16.52%

B+ 30-36 16.60%

B 19-29 28.55%

待加強 C
0-18
0-18

0-18

21.00%
21.01%

20.62%

能融會貫通學習
內容，並能運用
所培養的能力來
解決需要多層次
思考的問題。

能知道及理解學
習內容，並能運
用所培養的能力
來解決基本的問

題。

能部分知道及理解
習內容。



難度（p）
• 難度(P)是指試題在全國193314（台南15326）位，答對考生的百分比，即通過率

• 簡 單 P＞ 0.8

中間偏易 0.8 ≧ P ＞ 0.6

普 通 0.6 ≧ P ＞ 0.4

中間偏難 0.4 ≧ P ＞ 0.2

困 難 P ≦ 0.2



題目排列由易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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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國中教育會考已於民國 113年 5月 18日與 5月 19日順利完成。自然科測驗在 5月
19日上午 08:30-09:40 舉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呈現自然科測驗之試題分析結果。為提升報告
訊息的完整性，本報告將合併呈現試題質性資訊（試題內容、評量目標、試題基本特徵等）以及量
化資訊（試題逐題反應分析結果）。

在量化分析部分，自然科測驗總計50個試題，所根據的資料是報考113年國中教育會考
189,406位考生在自然科試題的作答反應。唯因缺考等關係，有效資料僅有187,144份，以下所有數
據分別就「全體」有效資料、在自然科的表現等級屬於「精熟」、「基礎」及「待加強」者進行計
算。分析項目包含通過率、鑑別度以及選項分析。「通過率」是指考生中答對該題的人數比例，可
視為試題難度，數值愈大代表試題愈簡單，反之則試題愈困難。「鑑別度」是指考生在該試題之得
分與測驗總分的相關(參閱附註公式)，數值介於-1至+1之間，愈大代表愈能區分考生程度。「選項
分析」是計算考生在每個選項的選答人數與人數百分比，除了試題本身包含的A、B、C、D選項之外，
還包括未作答與複選(選答2個選項以上)的反應，共計6種情況。另外，命題依據之標示即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第四學習階段/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之編碼，詳細內容請
參閱民國107年教育部所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鑑別度＞0.25以上為標準
高於0.4為優良試題



































自然科教學的現況：







113會考第31題

• 小茵居住在臺灣，圖(十七)為他就讀學校的
教室平面圖。小茵發現每日正午時，陽光
從窗戶照射進教室內的範圍會變化，圖中
白色區域為某日受到正午陽光直接照射到
的範圍。之後他連續二個月每天觀察，發
現正午陽光直接照射到的範圍，從第1排逐
漸擴大至第3排，再逐漸縮至第2排。推測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小茵觀察的時間區間？



回饋問卷 臺南I自然

TNAGNS68



各校報告

113成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nP5KWqjtWn84Wvl4F8_-7IDNImSl_0c/view?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