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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備民國 98 年學測 

作者：邱博文老師 2008.10.02 
 

基礎物理涵蓋七大主題：力、運動、熱、聲、光、電與磁、能量，每個主題都

會有命題，不能偏廢。不要背公式，基礎物理不會考複雜的公式計算，但是一定

要弄懂基本觀念與定義。 
  
    這幾年的考題的敘述相當生活化，但是相對而言，題目不夠簡潔，平均每一

題的題幹加選項的字數高達 150 字，等於考閱讀測驗，半數以上的題目都附有圖

表。所以在讀題的速度與答題的時間要能掌握，不然會浪費太多時間。 
答題技巧上，可以從題目的敘述或是圖表中找線索，然後用消去法，先消去不合

理的答案。但是要提醒考生的是，造成某種科學現象的相關因素很多，有主要的

原因與次要的原因，應該選擇邏輯上的「充分必要」條件，而不是「相關」的答

案。自然組同學，要注意基礎物理與高二高三物理沒有重疊的部份，社會組同學

善用消去法，但是沒唸過而太直覺的觀念題的答案可能會有誤。 
92 年學測基礎物理是十年來最難的一次，出現許多難題，甚至引發超出高一

高二範圍的爭議,部份題目可略過不做。建議考生如果遇到難題先跳過(級分是相

對的，不是絕對的)，先把基本分數拿到。尤其是第二部的閱讀題組，文字敘述

可能高達一頁，不妨先快速瀏覽一次，在答題時，根據題目，找到原來文字敘述

的某一段，再仔細判斷。 
 
熱門考題包括：電路分析、用電安全(接地與觸電的觀念)、牛頓三大運動定律

(慣性、力與動量、作用與反作用力)、折射現象、光的三原色、熱平衡、聲波、

能量守恆……等等。  
要做考古題，熟悉命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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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學科能力測驗讀書方法與策略 

   其實，要在考試中得到高分其實不難，那為什麼還是有很多人考不好呢？因為

你沒有仔細想過考試到底要考什麼！以台大電機系為例，大二的必修科目「三電」

----電子學、電路學、電磁學，期中考也是考那幾本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的入學考也是考那幾本書，博士班的資格考還是考同樣的書、國家考試中的高普

考、技師證照、資格檢定也是考同樣的書。同樣的書可以拿來考大學部、碩士、

博士，甚至可以考電機系、物理系、資工系、數學系。 

關鍵就在這裡，雖然用的是同樣的一本書，但是不同的考試、不同的程度、不

同的科系，命題的重點與方向當然有所不同，例如：電機系重計算與應用、物理

系重證明、數學系重推導與邏輯嚴謹；大學部重基本觀念、博士班重徹底瞭解。

所以考試前一定要詳細分析這次考試的「底細」，才有機會得到高分。希望你能

瞭解與體會這個實例。 
  
  回到大家最關心的聯考與學科能力測驗，你有仔細比較一下這兩種考試有何不

同嗎？聯考重計算、學科能力測驗重觀念，聯考只靠觀念而完全不須計算的題目

佔 10%以下、學科能力測驗的計算題也是佔 10%以下。所以，你拿準備聯考的

方式準備學科能力測驗，或是反之，包準鐵定摃龜。市面上許多標榜學科能力測

驗的參考書，都是從高二、高三物理、化學參考書中原封不動地剪貼下來的，計

算題幾乎佔了絕多部份，這些參考書對準備學科能力測驗的幫助不大。 
  

至於，聯考與學科能力測驗的內容呢？聯考的範圍其實都在課本裡面，超出課

本的部份聯考不會考；學科能力測驗的範圍是基礎物理，同樣超出課本的部份不

要花太多時間。但是學科能力測驗的題目相當生活化，考題敘述也會出現「灌籃

高手、開喜婆婆、李居明、黃平洋」這類的字，不像傳統題目「質量為 m 的物

體受力……」那麼一板一眼，有了這樣的認知，看到學科能力測驗題目的文字敘

述就不會覺得太突兀。 
  
   不論是何種考試？考古題都很重要，很多考試題型重複率非常高，即使不會出

一模一樣的題目，從考古題中，可以分析出考試的重點、考試的題型。唸錯重點，

是很多學生成績低落的主要原因。那麼要如何掌握重點呢？對命題趨勢有深入了

解的老師，會告訴你那些是重點、那些不是！但是如果你的老師是那種「這個很

重要、那個也很重要、通通都很重要」的人，那講了也是白講。要找出考試的重

點也很簡單，看看過去考古題中被命題的次數就知道了！ 
以學科能力測驗為例：基礎物理第二章—運動與力、第六章—電與磁，幾乎都是

每年 4 題以上，像這樣的章節，你敢說一點兒也不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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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拿起課本唸，到底那些是重點，應該要念多深，可能無法立刻掌握。

此時，準備的策略應該先讀基礎物理課本，每讀完一章，做做這一章過去考過那

些問題(可參考「歷屆學測物理試題 2008」)，看看過去常考什麼，考得多難、多

深入，再來調整讀書的方向。再讀一次時，掌握住考試的重點，這樣才能考到高

分。 
  
    讀書、做學問其實是很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它講求的是「效果」；應付考試的

讀書是另一件完全不同的事，它講求的是「效率」。「效果」、「效率」有何不同呢？

講「效果」是不計一切代價，一定要弄懂；講「效率」則是要將時間與精力在最

短的時間做最有效的應用。不論是準備聯考或是學科能力測驗，應該是後者。 
  
   最後，我要提醒的是： 
  
(1)物理部份的試題約有 20 題左右，計算至多 3 題，多集中在運動學、力學、電

流與電路、熱能的轉換，而且也都是相當簡單的計算，其餘部份都是考觀念題。

因此，不要把全部的時間花在計算題上面，應該著重在基本觀念的瞭解。 
  
(2)按照高三的進度，準備學科能力測驗時，部份還未上到高三物理的電學，這

一部份也是學科能力測驗的重點，難度也相當高，大約會考 4 題以上，很多學生

未能得分的部份都在這，因此這部份的主題最好自己能先預習。 
  
(3)以 90 年自然科試卷內高達 8183 字，平均每題的字數高達 120 字，平常要常

訓練快速閱讀課本的文章，否則不容易在短時間內理解題意並做出答案，加上每

個題目都是新的敘述，所以閱讀與理解能力必須好好加強 。 
  
   希望你能體會與瞭解我講的「讀書方法」，當然也應該用在其他科目的準備上，

最後祝你在考場上獲取高分，考上你鍾情的科系，提早成為大學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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