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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會考首日考題全解析：

作文再次 「不必訂題」； 社會、數學、國文和寫作，真實情境大量入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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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趙宥寧

2024 教育會考第一天登場，今年作文再次「不必訂題」 、數學科「大魔王」在非選擇題，國文科

網路文章入題、社會科則考驗圖表轉譯，面對寫作命題生活化、首日登場的會考哪些關鍵題成為得

分高低的關鍵？親子天下邀請第一線老師為您解析。

2024 年教育會考（簡稱會考）於今（19）日登場，全台超過 19 萬名考生應試，會考首日考科依序

為社會、數學、國文及寫作測驗。會考考題持續素養導向，作文再次出現沒有標準題目具體命題的

分析寫作，各科題目也有很多從生活和真實情境中出發的素養導向題目。譬如數學考健康餐盤的營

養攝取計算；國文也從假新聞現象取材；社會科圖表題過半，電動車等新興社會現象都入題。

會考作文「不必訂題」 六則廣告標語、新聞標題該如何判斷？

今年會考作文再次「不用訂題」，寫作任務一共提供了六個產品文案、社群平台內容、媒體中常見

的標題，像是「豪華包糕粽套餐，讓你考試高分過！」、「14 天減體脂肪 10%，實測有效！」、「打

趴五星飯店主廚的蛋糕，竟出自中學生之手！」、「前車這樣做，駕駛崩潰險釀禍！」，並請考生

簡要說明自己過往經驗曾看過的標題設計，並說明這些標語的設計方式？設計的影響？以及，反映

了哪些社會現象？並請考生結合生活經驗，寫下對這些現象的觀察與想法。



嘉義縣東石初中教師李育靜說明，今年寫作命題相當生活化，寫作任務也具有脈絡化，貼近學生的

能力，也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以標題設計提供學生寫作訊息，學生可從文案中連結回想自己曾看過

的產品特色、事件現象，思考背後透露的訊息，並寫下自己的觀察與想法。

至於怎麼寫才有機會拿高分？李育靜說，今年的命題相當精準，若考生能清楚思考標題生成的原因，

以及寫下自己曾看過哪些產品文案，並進一步分析這些文案設計的敘述方式，以及文案設計是受到

什麼影響？為何會吸睛？以及標題背後的訴求，「這類型的寫作，可以讓我們共同期待」。

今年的會考作文已不是第一年以「不必訂題」形式出題，苗栗縣造橋初中校長林孟君分析利與弊：

每個孩子寫作擅長撰寫文類不同，有些擅長議題論述，有些擅長抒情，若不必訂題的作文，可以讓

孩子自由選擇呈現方式，尊重不同孩子的寫作思路；但對考生來說，必須要有足夠的文字閱讀能力，

才能讀懂寫作任務，並進一步在文中闡述、歸納自己的想法。

也有初三會考生向《親子天下》記者分享自己的寫作內容。台北市古亭初中劉同學表示，他在文中

先分析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業主為了吸引人，才需要訂出一些過於誇大不實的聳動內容。從正面而

論，諧音梗標題經常令他會心一笑，而他也舉了反例，一些媒體會下聳動的新聞標題，看到標題點

進去文章前充滿期待，點進去的瞬間卻備感失望。

另一位今年考生楊同學則進一步分析「14 天減肥實證有效」的文案。他提到，現代社會對「美」

的追求都愈來愈嚴苛，商家為了追求商機與流行，才創造出這些產品，並透過吸睛的廣告標語讓消

費者搶著購買。但這些標榜有減肥功效的產品，卻也潛藏健康風險，例如有不肖商人用護髮的成分

作為產品原料。

會考國文科解析：白話題逾半 命題生活化、多篇網路文章入題

今年國文科共有 42 題，其中白話文佔 30 題、文言文佔 12 題，題型分布又以測驗學科能力的試題

佔過半，素養運用題次之，測驗常用字的形音義、基本語文常識等語文知識試題最少。國文科解題

教師表示，整份試卷難易度適中，試題設計以基礎、核心及重要的概念為測驗重點，考生無論使用

哪一版本教科書，皆足以因應試題。

有考生一出考場就大嘆「文言文好難！」，甚至反覆閱讀多遍仍讀不懂。高雄市旗山初中國文教師

丁美雪表示，雖然今年文言文較去年減少一題、句段也不長，但是採用「斷句」的考法，考生若想

得分，得先找到主詞，並透過虛字掌握句型才能順利判讀。

今年國文也出現「互文對讀」題型，新北市江翠初中國文教師陳恬玲說明，題組第 38、39 題取材

自呂祖謙《東萊集》和《左宗棠全集》，談及讀書的方法，考生要判斷甲文是「讀書不會用，等於

沒有讀」；乙文則是「讀書需要將自己帶入其中，思考如何運用」，討論如何讀書與活用；另也在

題組中出現張惠菁〈冬城〉散文、鍾肇政〈魯冰花〉小說，考驗學生對句段篇章與賞析的學科能力。

國文考題也能很素養、很生活。丁美雪表示，像是第 1 題以橫式海報「沒有學歷、沒有背景，秋刀

魚還是加薪」的圖表，也許考生答題當下會覺得疑惑，但圖文「秋刀魚新售價每條 50 元」已給足

線索，透過這樣的方式包裝秋刀魚漲價的事實，藉以評量學生解讀、轉譯圖文的能力。



或是結合重大議題，例如第 29、30 題改寫自「地球超載日」網站，人類對地球資源的消耗，以及

如何使地球超載日延後的文本；第 33 至 35 題改寫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台灣團隊研究辨識 Deep

Fake 影片深偽技術的正邪之戰開打〉的文章，該題以圖表呈現「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

度學習」三者關係，以及「偽造影像的生成」與「偽造影響的辨識」兩者之間的競爭，並請學生判

讀正確敘述。

會考數學科解析：「大魔王」出現在非選題 健康餐盤入考題

數學科題數與去年相同，難易度適中且循序漸進。其中，選擇題共 25 題、非選擇題 2 題，台北市

北投初中數學教師林柏嘉分析，前 12 題以單一數學知識概念為主，計算量低，多數學生一看就可

知道如何切入解題。從第 11 題開始出現生活情境題，像是第 13 題考螢幕解析度，當現在螢幕畫素

是「1920*1080」，要如何調整才會有相同的長寬比例，考驗學生對相似形的觀念理解。

今年也出現環境議題，例如第 14 題取材自碳排放，題幹描述搭飛機一趟會有 800 公斤碳排放量，

某人為了要降低碳排放量而改變通勤工具，測驗不等式的觀念；第 16 題考全球氣溫趨勢，考驗學

生對函數概念的理解與應用。另也出現多道圖表題，例如第 9 題測驗不同癌症的存活率、第 24、

25 題組討論成人的理想體重。

不少考生完成數學試題後，紛紛表示「第 20 題以後難度突然增加」，尤其非選題的題幹敘述長、

資訊量大。林柏嘉表示，第 20 題以後的題目確實相當有挑戰性，他以非選擇題為例，第一題取材

於健康飲食餐盤，在題幹敘述中以健康標語說明穀物、蛋白質、蔬菜、水果的份量關係，並配合繪

製飲食餐盤圖型大小。第一小題讓學生比較每日應攝取水果與蛋白質份量的大小關係；第二小題則

針對若要將健康飲食餐盤設計成長 16 公分、寬 10 公分的舉行，其中兩個舉行區塊邊長數字的可能

性探討。

第二大題非選題，則取材自同心圓多功能桌，題幹給了一張多功能桌的上視圖，說明此桌子的形狀

結構，且可根據空間運用的需求，排列成兩種拼接方式。第一小題具體計算接縫線斷的長度，第二

小題則是數學推理，學生需要運用已習得的知識，來判斷這兩種拼接方式的長度關係。

會考社會科解析：圖表題過半 考驗學生圖表轉譯的能力

社會的考試在 54 道題目中，文字題佔 25 題，圖表題佔比逾 50%達 29 題，考驗考生資料解讀與圖

表轉譯的能力。高雄市路竹高中公民教師師秀玲以第 23 題為例，該題以 2022 年 8 月前四大外籍移

工來源的部分資料為素材，學生須根據表中的性別、產業移工、社福移工與總人口比例等數據，判

斷外籍移工存在何種現象。

為了完整鋪陳情境符合素養命題，雖然整份試卷文字量與往年相當，但部分題幹稍長，取材也與生

活連結。像是第 24 題以高速公路回數票為素材，即使學生未經歷回數票的年代，但仍可透過甲、

乙網友的對話訊息，判斷高速公路回數票的說明與收費方式的變革。

社會科試題也與時事新聞連結，著重學科知識的實用性。例如第 46 至 48 題，以去年政府修法將「電

動自行車」更名爲「微型電動二輪車」、管理車牌、強制納保等措施，需要學生運用學科知識判斷



民眾喜愛電動二輪車的原因，以及違法時的法律責任為何。試題也結合對社會公共議題與永續環境

的關懷，例如第 26 題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素材，請學生運用水文概念判讀圖表。

另也出現地理、歷史、公民三科跨學科題組，像是第 51 題以美國眾議院從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各州席次變化的資料為素材，說明台灣現行立法委員選舉也採用類似的方式，學生需要運用各學

科的知識，判斷台灣各行政區的人口分布狀況與立委席次分配的關係為何。

整體而言，社會科試題難易度編排由淺至深，測驗學生不同層次的學習成果。至於全卷的「難題」？

高雄市明義初中歷史教師陳莉婷認為是第 43 題。她說，該題提供台灣四個主要港口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30 年代之間，每十年的輸出額總和，學生需要先掌握時間軸，釐清是日治時代，並判斷圖

表中四個港口對日本的輸出金額變化，推論當時各個港口的輸出額比重及變化，且需要比較不同港

口的時代背景，可能是受到什麼政策影響，頗具鑑別度。

宮廟活動、街頭陳抗集中週末 有關單位：已與地方政府溝通「考生權益優先」

今天第一天考試，據試務會統計，今日違規行為以提早翻閱試題、隨身攜帶非應試用品、非應試用

品鈴響為最大宗。而在考數學的過程中，有一名考生以「手痛」為由提早離開試場，後續將以經制

止後強行出場的違規條款進行處置；考國文途中，有考生多次注視監考教師，事後該名教師發現考

生疑似窺視前方同學的答案卡，後續將送至試務會中查證處理。

明天（19 日）是會考最後一天，依序考自然、英語閱讀、英語聽力。近來各縣市週末偶有宮廟活

動，也有民眾上街陳抗，就怕活動過程中的聲響干擾考生作答思緒。署長彭富源表示，目前掌握共

有七縣市有類似活動，近日已與地方政府溝通，宮廟活動會以考生權益為優先，將盡力克服聲響，

包含不放鞭炮。另經了解，陳抗路徑未經過考場，地方政府也都有所掌握。有關單位則呼籲，民主

社會有集會遊行的基本權利，但仍呼籲主辦單位應考慮考生權益，務必降低考場周邊的所有干擾，

維護考試的公平性。

2024 會考重要日期（含成績公布及放榜日期）：

2024 會考重要時程

2024 年 05 月 22 日 各就學區優先免試入學開始辦理

2024 年 06 月 07 日 寄發會考成績單並開放網路查詢

2024 年 06 月 18 日 各就學區優先免試入學放榜、報到截止日

2024 年 06 月 19 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報名

2024 年 06 月 21 日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公告實際招生名額、個人志願選填

2024 年 06 月 23 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2024 年 06 月 27 日
各就學區個人序位查詢、 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志

願選填截止

2024 年 07 月 02 日 各就學區高中免試入學、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報名截止

2024 年 07 月 09 日 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放榜

詳情請見：2024 學年度教育會考及高級中等學校與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

https://12basic.tp.edu.tw/wp-content/uploads/doc/brief_desc/113/113%20%E5%85%A8%E5%9C%8B%E9%81%A9%E6%80%A7%E6%97%A5%E7%A8%8B%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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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陳奕安

2024 年初中教育會考今（19）日落幕，第二天考的自然、英文、英聽難易適中，和往年一樣結合

生活情境，但也都出現創新題型，如自然科問考生對科學知識的看法，英語科要考生讀懂「反諷」。

成績將於 6 月 7 日公布。

19.2 萬人報名的初中教育會考今（19）日落幕，今天考自然、英語閱讀和英語聽力，整體題目難

易適中，但有不少創新題型。自然科考驗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看法，英語科閱讀、聽力題都有反諷故

事，需要學生閱讀全文、留意說話者語氣，才能正確解讀。

會考自然科解析：創新題型考驗學生表達能力

今年自然科，維持題數共 50 題，理化題占五成，生物、地球科學和跨科考題占五成，圖表題占比

約七成。今年解題老師、台北市萬華初中生物教師王美玲分析，今年全卷難易適中，依舊呈「3 多

1 沒有」趨勢：文字多、圖表多、生活情境多，但沒有計算題，重視觀念建立與理解，考驗學生閱

讀與解決問題能力。

王美玲舉例，第 20 題為生物題，要評量探究、推理應用的能力，詢問考生「所有刺絲胞動物都生

活在水中」的說法是否成立，學生需要從文字找出相對應文字說明。

「創新考題部分，舊考題比較會問對或錯，是『what』；現在問學生對科學知識的看法。」臺北市

立古亭初中理化教師劉權賢舉例，第 6 題結合學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素材，問「如何修復銅線裸露

的電線」，過去學生可能會直接問「下列選項何者錯誤」，現在考驗「錯誤原因為何」，要求學生

必須真的了解知識原理。

自然科第 6 題題目結合日常情境，學生理解知識原理即可正確答題。取自教育會考網站

劉權賢也舉例，第 38 題考「作功轉換動能」，過去題型可能著重於作功計算，但本次考題設定兩

種情境，學生需要融會貫通作功的科學觀念，才有辦法正確答題，「本題可看成是『微探究』的考

題。」

https://www.parenting.com.tw/columnist/767


中港高中理化教師張文昭評析，這次自然科考題比去年更有靈活度。他特別提到第 32 題，題目設

定優酪乳中甜味劑不易被人體消化、會由尿液排出 ，經過濃度推算，竟可檢知游泳池可能的尿液

總量；這題不考計算，但學生需要釐清思路、知道理論如何運用，也評量學生能否從文章中深入理

解訊息。

張文昭認為自然科第 32 題題目有趣，且不考計算，考生理解計算方式即可正確答題。取自教育會

考網站

會考英文科解析：須通篇閱讀、看懂反諷故事，英聽語速貼近生活

第二科考英語閱讀，新北市淡水初中英文教師陸韻萍分析，今年難易適中，詞彙範圍不脫會考規定

的 1,200 個單字，但以閱讀題型來說，考生須將文章通篇閱讀，釐清主旨、推論作者立場、猜測字

意、比較摘要，理解全文才能答對。

此外，陸韻萍提到，今年考題重視真實化、生活化、跨域議題，奧地利敘利亞難民、書籍修復師、

防疫社交距離都入題，題目中的情境如買麵包、去博覽會、信封塞在門下，也都與一般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

英文科難題部分，新北市新莊初中英文教師曾麗娜提到，以聽力第 21 題難度較高。題目描述面試

後等待結果通知的焦慮心情，這題選項設計偏長、誘答力超強，使用「whether⋯（是否⋯）」句型，

考生需讀懂句子的意思，認真看清楚考題中的人到底在等待面試機會，還是等待面試結果，才能正

確答題。

此外，第 18 題是今年較創新的題型。曾麗娜說明，第 18 題是語音留言，內容關於學生熟悉的社團

團服製作樣式情境，考生會聽到「YY 舞蹈社」要設計團服，圖案需要將 YY 換成雙人倒立的圖案，

題目有趣，同時考驗學生文字轉圖案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閱讀第 28、29 題，聽力第 20 題都有反諷元素，曾麗娜、陸韻萍指出，閱讀部

分的諷刺故事不難，只要理解內容就能順利答題；以聽力來說，也可以發現說話者有說話上的停頓、

諷刺語氣，讓聽者感覺到反諷意味。



閱讀第 28、29 題題目，Chang 聲稱家裡沒有太多食物可以與朋友分享，被朋友諷刺回應。取自教

育會考網站

曾麗娜也提到，因為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因此聽力語音速度需貼近實際生活談話速度，因此對平

日較少做聽力練習的考生，較具挑戰性，建議學生平時可從英語電視影集、廣播節目中習慣真實語

速，增進語感，將英語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為期兩日的會考落幕，台師大心測中心主任陳柏熹指出，教育會考每年都會根據課綱內容，挑選最

適合題目，貼近素養導向設定考題，題目貼近學生生活，例如會考首日的作文題目，就關於網路上

的標題設計與背後巧思。他表示，會考題目希望引導學校教學跟學生學習方向，希望幫助學生更貼

近真實生活、面對未來挑戰。



會考後如何填志願？公私校與高中職差異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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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潘乃欣

近 20 萬人報名的會考落幕，下一道關卡是填志願。輔導老師提醒，新課綱鼓勵各高中走出不同特

色，可從平台了解各校異同；陷入「選高中或高職」兩難時，則可以終為始，設想自己讀高中、高

職到了高三，分別有哪些升學進路，回推出最合適的選項。

少子化成定局，今年各就學區高中免試入學招生名額都多於考生人數，「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高中」

更重要。多名輔導老師一致認為，認識 17 個升高中管道，以及居住地所屬的就學區有哪些學校，

是選填志願的第一步。免試入學有哪些學校？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學校一次看

課綱高中必修課剩 55％，選修課成擇校關鍵

長期關注高中升學的華興中學校長曾騰瀧指出，課綱上路後，高中必修課占比降為 55％，其餘的

選修課，都由各校自行規畫。再加上每個新課綱高中生都要建置「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且至

少占大學個人申請分數的 2 成，一所高中提供學生哪些資源、課程，多少會影響學生檔案呈現。

大直高中輔導主任吳姿瑩進一步提到，「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台」，是最能看出各高中特色的

網站。以她任教的學校為例，大直高中有較完整的藝術科師資，鄰近的麗山高中則以數理聞名，開

設不少相關選修課。

然而，會考生不過 15 歲，不少人看得懂課程平台上的每個字，卻不知道自己喜歡修什麼課、將來

要選哪個班群、科系。吳姿瑩建議從具體課程名稱下手，看到有趣的課名，就點進去了解詳情，以

此篩選出自己比較喜歡的學校，或先用刪去法去除「一定不選」的學校。

選高中或高職？想像高三的自己，回推最合適選項

成績中段的學生，還會面臨「選普高或技高（高職）」兩難。曾騰瀧觀察，初中生若對動手做、算

錢、表演、美術創作高度感興趣，更適合優先考慮技術型高中。相對地，普通高中學科都是初中課

程的延伸，若自認初中成績還不錯、不至於太排斥學業，則可把普高列為優先選項。

每個初中生都要做性向測驗、興趣測驗，也是重要參考依據。吳姿瑩表示，雖然社會風氣普遍「重

普高、輕技高」，但就業市場所需的技術人才，遠多於學術、研發人才，若性向測驗結果顯示自己

適合動手做，選讀公立技高，可能會有更好的發展。

經過一番比較，還是覺得自己看起來「選高中、技高都可以」時，又該怎麼辦？吳姿瑩建議把視線

拉遠一點，假想自己是高三生，依序思考讀普高、讀技高的自己，各會擁有哪些升學管道、未來升

大學可填科系選項，從中分析自己比較喜歡的生涯藍圖。

吳姿瑩的女兒就曾面臨這樣的兩難。她分享，女兒從小喜歡設計，她的會考成績能上住家附近的新

北市社區高中，也能選填公立技高的廣告設計科。

畫出兩者的發展路徑圖後，女兒發現與設計相關的科系很多元，若讀普通高中，以後可填的大學科

系種類較多，最後選讀普通高中，同時自學電腦繪圖來滿足自己對設計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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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高、技高，五專也是初中生升學選項之一。吳姿瑩指出，五專和技高雖然都屬技職體系，但

五專形同「小大學」，校園管理風格和高中截然不同，更適合懂得自律的學生選讀。高中免試入學

選填志願／超額比序計算一次看懂

私校主打留學、升學率，卻不見得適合每個學生

該選公立或私立高中，是另一道常見的選校難題。吳姿瑩分析，課綱教學、考試制度變動多，不少

私立完全中學推出「初、高中六年一貫」的一條龍規劃，吸引家長報名，但私校不一定適合每個學

生。

她舉例，私校要求學生花在課業上的時間，絕對優於公校。但人的一天只有 24 小時，公校生相較

之下有更多參與活動、社團、練習領導和合作的機會，在這些過程中學到的軟實力，有時候反而受

用一生。

曾騰瀧從另一個角度分析，私校確實和公校有所區隔，有些學校在學業上要求高，有些則講求品格

教育，或主打留學，補足公校不一定能完全照顧到的面向。在選填志願時，若自認喜歡這些私校特

色，就可把私校列入考量。

初中生在意制服樣式、社團種類，與爸媽截然不同

家長、孩子思考志願的方式不同，也是志願卡喬不攏的一大原因。到各縣市家長、學生參與的高中

博覽會實地走一遭，不難發現，多數家長關心升學率，學生反而在乎一校制服好不好看、有哪些社

團、管得嚴不嚴。

吳姿瑩的女兒在選讀高中時，就和她抱持不一樣的考量點。她分享，女兒小學、初中都讀離家較遠

的選校，到了選高中關卡，強烈主張「就近入學」，優先選住家旁的社區高中。

「竟然為了交通這點小事選校？」吳姿瑩皺著眉頭說，她雖然感到不解，但想到最後要入學讀書的

是女兒、不是她，還是決定尊重孩子的選擇。直到現在，女兒天天多睡半小時，覺得上學是件幸福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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