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年國教與國中學生 

開學了！9 年級生躬逢 12 年國教第一屆，8 年級生將是 12 年國教上路後第二年，

剛剛脫離國小生活的 7 年級生又該用什麼心情迎接新生活？ 

三個年級 三種局面： 

九年級 教戰守則：抓住會考走向、了解自己定位及增強心理素質 

明年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後，基測轉型成會考。在未來幾年中，會考成績仍將是

決定超額比序的重要關鍵。 

三月底剛剛考完的會考試測，題型和基測類似，但也預告著轉變，從會考試測命

題的趨勢來看，9 年級生學習策略應該要有以下的轉變。 

1. 閱讀、閱讀、閱讀！ 

《親子天下》在四月初會考試測一結束，採訪每一科的資深國中老師分析本次試

測題目的特色。聽到老師們不斷重複的共同關鍵字就是「閱讀力」。會考難度比

基測難，最顯而易見的差異之一就是題幹加長。這一次的國文科出了一篇一千一

百字長的羅蘭散文。學生必須對於閱讀長文不恐懼，且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抓到重

點。台北市教育局局長丁亞雯也說：「看到會考試測的題目，名師的結論都是：

『國中生非閱讀不可！』」 

2. 記憶少，思考和理解才是關鍵 

綜觀專家的分析「會考沒有看一眼」就能答的題目。譬如，國文科的閱讀測驗，

不考可以直接在文本中找到答案的題目。考的是學生能否和作者「對話」，也就

是，從文本推敲寫作動機和作者想說沒說的言外之意。 

數學科這一次加考的非選擇題更是必須從提供的題目條件中，分析判斷後，提出

支持性理由，才能拿到滿分。第一次會考試測的非選擇題考了兩題，在全體考生

中平均每一題能夠拿到滿分三分的比率都不到六％。兩題各拿零分的比率更是高

得驚人，分別是七七．六％和八七．七％。雖然很難預估，這次參加試測的考生

是真的不會寫？還是懶得寫？但是，可以看到數學非選擇題，這種重視思考過程

的學習，會是未來必須加強的方向。 



3. 加強整合和跨科學習的能力 

這次在社會科當中，有好幾題是跨科的題目。譬如，社會科第四題出現《天工開

物》的書名，這是歷史科，但是用這個題目要測驗的是關於台灣國家公園的特色，

是地理科的範圍。第四十九題，則以九世紀海上絲路為題（歷史科），來測驗盛

行風向（地理科）。 

自然科和數學科則考很多整合了兩個觀念以上的題目。打破學習中科目和單元的

疆界。 

學生不需要練習太多繁複的計算和花時間背誦，但是學習時必須非常專心，徹底

弄懂基礎概念。 

4. 重視生活經驗 

會考試測的題目和生活連結的程度很高。國文科的閱讀測驗還考了金庸作品的序

文。社會科更是多題取材自生活，時事的題目包含了民法修訂和高齡化社會等重

大議題。 

5. 英語的英聽簡單但雙峰現象明顯 

同樣第一次出現的英聽題目，這一次總共考了二十題，但是全體考生平均答對十

六題。心測中心分析英聽的題目對一般考生並不困難，只要依據課本正常學習是

容易拿分。但是英語科的基礎級考生比率是全科中最低五五．六％，最高是社會

科六八．二％。英語科考生待加強比率最高，精熟的比率也偏高，有明顯的雙峰

現象。 

6. 作文不計分，卻是比序關鍵 

作文雖然在會考中不計分，但是好幾個就學區在比序碰到同分時，作文卻是比序

的最重要關鍵。這一次試測，作文能夠拿到六級分的只有稀少的二．二％比率。

考生普遍集中在四級分的五三．三％，和五級分的二一．六％。因此，若是在競

爭激烈的學區，當同分時，作文是高分群一定有絕對的優勢。 

對於關心十二年國教和會考趨勢的父母來說，改變是混亂和不安的。但是，掌握

新的趨勢、用對的觀念陪伴孩子，將有可能事半功倍。 

 



八年級 教戰守則：加強閱讀，認識高中職 

今年八年級生亦被視為十二年國教施行前幾年的白老鼠，心中惶恐難免。其實國

二這一年可以掌握認識高中職特色與生涯探索的黃金時機。家長不妨鼓勵孩子多

多參與各項社團活動及職業體驗。 

新北市萬里國中校長施青珍表示，全校八年級學生每一位都會被安排參觀高中職

學校與體驗活動，讓學生了解各行各業必須具備的能力，現在的社會已不是「成

績不好才去念高職」。國中階段有機會接觸到餐飲、海事等不同的職業類別，有

助於培養學生未來就業的態度。 

專家分析會考題型、難度將更接近校內模考程度，也就是比基測更難一點。通過

率約在五七%到六○%之間，也就是平均每位考生可答對六○％的題目。但會考

只分三個等級，為提高鑑別度，有難度的題數勢必會增加。卓意翔分析，未來各

科都有一五％考生可達到精熟程度，不需要刻意補習，成績頂尖的學生甚至不必

為會考額外做準備，真正決戰場在特色招生。 

因此，除了要拚前三志願的學生之外，八年級生只要跟著學校進度，把課內部分

搞懂，五○%的考生都能達到「普通」等級，未來要選擇社區高中職就近入學並

非難事。 

八年級生可以把握以下幾個原則來準備會考： 

1. 加強閱讀的深度與廣度 

根據基測題型走向分析，會考題幹有愈來愈長的趨勢，取材也非常生活化，因此

專家建議改變過去「背多分」的念書方式，評量卷也不需大量埋頭苦寫，反而應

廣泛閱讀長篇及科普文章，學著從中抓出重點，才符合出題走向。 

2. 平常心面對加分項目 

在超額比序項目中引起不少爭議的志工或幹部加分標準、體適能等，令許多家長

恐慌。其實學校都會努力為每一位學生創造機會，也負責把關與認證，學生只要

有心，一般都能得到這部分的分數，不需過度擔憂。 

 



3. 慎填志願序 

未來一個志願序的積分可能差三分以上，影響很大，八年級生應多聽取專業教師

及學校輔導室的分析，根據自己的性向、能力志趣及可能的落點評估。並把握就

近入學原則，不要只根據過去各校間的排名高低而盲目亂填，才能做出對自己最

有利的抉擇。 

劉駿豪則提醒：不少八年級生因為「一定有學校可念」的預期心理，學習態度上

早已懈怠，此時還能自我要求，並保持積極進取的人，會更容易脫穎而出。 

七年級 教戰守則：加強生活自理與規劃，同時培養英聽能力 

台北市中正國中七年級導師張老師表示，剛從國小升上國中的七年級生，要讓自

己儘快適應新生活，應把握以下幾項原則： 

1. 作息正常，早睡早起 

都會區不少七年級生放學後還得去安親班報到，等到父母下班再接回家，往往都

是晚上八、九點了。不少孩子從國小開始就有熬夜習慣，導致第二天上課精神不

佳。張老師建議七年級生最晚不要超過十一點上床，第二天早上七點半之前才能

從容到校，且最好在家吃完早餐，迎接早自習時光的晨讀或小考。 

由於國中課程比起國小難度提高許多，上課時間也較長，更需要高度專注力與好

體力，睡眠不足會是學習的大敵，一定要避免。 

2. 各科作業與考試要親自準備 

國中不比國小，有導師在旁耳提面命，和安親班照顧所有回家作業和念書進度。

七年級生必須學會自己規劃各科作業及大小考進度準備，善用聯絡本是個好方

法。家長在剛開學的第一個月，每天花一點時間查看孩子的聯絡本，並要求孩子

將做完的項目，包含作業及複習進度，逐項打勾，養成習慣。 

3. 避免缺交作業或作品 

國中每學期有一次作業抽查，學生如果有缺交會接到教務處通知，在一週期限內

補交，若是置之不理就可能被記警告。此外，藝能科作品也不應掉以輕心，必須



在期限內繳交；有的學校很重視服裝儀容整齊，若是穿錯制服達一定次數，也會

被記警告，個性粗枝大葉的孩子就得努力修正自己。 

4. 加強英聽能力 

一○四年會考將加考英聽，不少學校已擬定因應策略，除了跟上學校進度，家長

可以督促孩子在課餘多聽聽英文 CD，或利用廣播學英文，每天花三十分鐘，一

點一滴累積英語聽力。 

5. 參加社團，開拓視野 

國一階段除了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更應儘量拓展自己的興趣並多方嘗試，在免

試時代增強多元學習能力。桃園縣振聲中學就為國一生開設八種與升學無關的才

藝課，其中最受學生歡迎的是日文。校長張湘君表示，性向探索從國一就要開始，

這是當務之急。 

台北市靜心中學的課程設計也因十二年國教產生很大改變，七年級學生將有更多

的社團活動選擇，靜態與動態兼具； 原本第八節輔導課不再用來趕學科進度，

改上活化課程，依學生的能力、性向與興趣分組，學習的範疇不再局限於傳統的

學科之中。 

新學期開始，免於高中升學考試的新一代學生，必須學會新的學習方式。 

 

 

 

本文節錄出處： 

親子天下雜誌 38 期  十二年國教 國中生怎接招？ 

親子天下雜誌 45 期  會考時代，學生非閱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