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要考非選擇題 ?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正確的敘述。因為數學的學習原本就是過程略重於結果。我們來

看看會考的依據，也就是課綱是怎麼說的。在課綱中提到，數學的溝通能力溝通包括理解與表達

兩種能力，所以，數學溝通一方面要能瞭解別人以書寫、圖形，或口語中所傳遞的數學資訊；另

一方面，也要能以書寫、圖形，或口語的形式，運用精確的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基於此，

能表達出適切的過程原本就是數學重要的任務。事實上，負責命題的心測中心一直以來從未停過

對數學非選擇題的研究與準備，只是基於評分的技術等等相關設備的籌措，需要完善的準備。

非選擇題長怎樣 ?
 

上圖是 103 年 5 月會考非選擇題第 2 題，它是一道幾何說明題，我們從題目中的最後一句，

可以知道，這是一題要求學生說明兩個三角形（ΔABC 與 ΔDEC）全等的問題。學生應會立即搜

尋腦中所記得的判斷兩三角形是否全等的性質，例如 : ASA、SSS 等。但問題是，要利用哪一個

全等性質呢 ? 如果只是一股腦地背出所有的全等性質，然後胡亂選擇一個，或者是將邊看起來對

應相等、角看起來也對應相等的條件全部列出來，這樣最多就是得到 1 分。如此，甚至有可能選

錯了全等性質，例如 : SSA，有時會不自知，那就更糟糕了（0 分）。

從數學非選擇題來
分享數學教學策略

國中數學老師  Math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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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一道問題，如果換成選擇題題型，選項往往就是上述的全等性質，然後問是根據哪

一個。這樣的命題不但無法確知學生的狀況或盲點，甚至會形成爭議題。因為，判斷兩個三角形

是否全等，並沒有一定是利用哪一個全等性質。例如 : 下圖中，左邊的學生是利用 ASA，而右邊

的學生是利用 AAS，兩個人都得到滿分（3 分）。

作一些練習題是必要的
事實上，從歷屆基測題（雖然都是選擇題）或是會考、特招中的選擇題也是有很多適合用來

練習非選擇題的。只要是有解題過程與理由需要說明的，基本上都適合。例如 : 103 年 7 月的特

招選擇第 26 題，如下 :

 

非選擇題概覽
分析 102 年 3 月試辦會考、103 年 5 月會考以及 103 年 7 月的特招等 3 份試題，我們可歸納

出下列結論，非選擇題通常考 2 題，第一題是情境應用題 ( 文字應用題 )，第二題是幾何說明題，

至於，未來是否會有第 3 題或是其他的出題手法，那就不得而知了。以下我們將 102 年試辦 ~103

年特招等 3 份試題中，共 6 題非選擇題，先作個簡要的分析。如果需要詳細的評分指引，可以依

據附帶的網址下載。

題號 題目內容 答題時可能牽涉的知識與策略

102―試―非 1 罐頭工廠 等差數列、不等式、臆測公差、代入檢驗、顧及上下範圍

102―試―非 2 面積一半 梯形面積替換、相似形比例線段

103―會―非 1 甲乙兩校 二元一次式的運算、推論說明、檢驗說明

103―會―非 2 說明全等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湊齊條件的能力

103―特―非 1 巧克力 ? 元 1 次方程式與不等式

103―特―非 2 竟有 2 小題 線對稱、三角形三邊的關係

102 試辦會考非選擇題評分指引下載網址 :http://cap.ntnu.edu.tw/exam/102/1020419_math.pdf
103 會考非選擇題評分指引下載網址 :http://cap.ntnu.edu.tw/writing/103math.pdf
103 特招非選擇題評分指引下載網址 : http://www.rcpet.ntnu.edu.tw/AATest/103AAT_MATH(10307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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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因應與準備呢 ?
 

上圖是 103 年 7 月特招的非選擇題第 1 題，它是一道文字應用問題（情境題），我們可以預

想當學生看到這一題的第一個感覺應該是，題目的敘述怎麼這麼長 ? 我們可以如何引導學生，可

以如何準備呢 ?

首先，我們可以先「考」自己，看看自己會如何解 ? 看看自己在閱讀時，那邊有卡住的感覺，

通常這種地方也會是學生容易卡住之處。我們可以試試引導學生分段閱讀並適度地不斷提示學生

說，題目給了什麼，題目要問什麼。例如 : 上題中，可以這樣問學生。

師 : 題目說原本訂幾盒巧克力 ?（給了什麼 ?）

生 : 5 盒 （可以請學生圈起來或指出來，如下圖） 

師 : （接著問）那題目有給一盒幾顆巧克力嗎 ?

生 : （尋找中…）沒有耶 ! 只有給每盒的顆數均相同。

師 : 那知道每盒巧克力的顆數對解題有何幫助 ?

生 : 因為接下來有給這 5 盒怎麼分 ?

師 : 怎麼分 ?

生 : 若每人 15 顆，則會剩下 80 顆。

在這一階段，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明白

假設每盒巧克力有 x 顆，可以得到 5 盒巧克力共 5x 顆，

另一方面，假設工作人員有 y 人，可以得到 5 盒巧克力共 ( 15y + 80 ) 顆，

因此， 5x = ( 15y  +  80 ) 。

接下來，教師可以視情況，看是否要引導學生領悟 :

知道 x 可以求出 y，或是知道 y 可以求出 x，所以，其實只需要一個未知數，或是先整理一下，

得到 x =  ( 3y + 16)。事實上，這樣的觀念，最慢到第 2 冊第 1 章二元一次方程式或是聯立方

程式時，學生就應該要有機會領略到。

換句話說，接著，我們可以引導學生預測，接下來的題目內容，應該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沒錯，

應該是給另外一個關於 x 與 y 的線索。這樣才能聯立，進而用來確認 x 與 y 的值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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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師 : 接下來，怎麼分 ?

生 : 還沒說，只說少訂 2 盒。

師 : 好，那是幾盒 ?

生 : 3 盒

師 : 那 3 盒共有幾顆巧克力 ?

生 : 3x 顆

師 : 為何 ?

生 : 不是假設每盒巧克力有 x 顆嗎 ?

師 : 很好 !

教師可以視情況，看是否要引導學生領悟 :

其實也可以說，1 盒巧克力有 ( 3y + 16 ) 顆，3 盒共有 3 ( 3y + 16) 顆

師 : 怎麼分 ?

生 : 若每人 12 顆，則最後 1 人（小佳）拿不到 12 顆。

師 : 那最後 1 人（小佳）是拿幾顆 ?

生 : 3 顆以上（含 3 顆），但不到 12 顆。

師 : 那你會怎麼列式呢 ?

也許是，3x =12 ( y – 1 ) + 小佳拿的顆數

也許是，3 ( 3y + 16 ) =12 ( y – 1) + 小佳拿的顆數

不管怎樣，有注意到 x = (3y + 16) 代入，或是直接只假設人數，然後表示出每盒巧克力數，

是解這一題的關鍵之一。

至此，為了單純，僅就 3 (3y + 16) =12 ( y – 1 ) + 小佳拿的顆數 ，這個式子來討論，

小佳拿的顆數 = 3 (3y + 16) –12 ( y –1 ) = –3y + 60

依據題意，小佳拿的顆數是 3 顆以上（含 3 顆），但不到 12 顆

可列出不等式，3 ≤ – 3y + 60 <12，解得 16 < y ≤ 19

最後，題目是問人數，所以本題答案可能為 17、18、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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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題閱讀理解策略
在上面漫長的引導過程中，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想整理出解文字題時，所需的讀懂題意的一些

策略，例如 : 提問（題目給了什麼 ?）、預測（接下來，題目可能會給什麼 ?）、反思（我們可以

少假設一個未知數嗎 ?）、澄清與摘要等。當然，我們在課程中所學到的「設、列、解、驗、答」，

也是非常重要的。簡述如下 :

設 : 依據題意，假設適當的未知數

列 : 依據題意，列出適當的算式、（聯立）方程式或不等式

解 : 解出上式

驗 : 視情境，檢驗答案的合理性

答 : 看清楚，題目要問什麼，然後寫答

同樣地，適度地練習是重要的，建議可以找出 103 年特招選擇第 8 題、103 年特招選擇第 23

題、102 年試辦會考選擇第 22 題、103 年會考選擇第 22 題，作為練習題。

結語
會考試題的命題是依據 97 課程綱要，因此，解題時所需要的知識範圍一定是在課本的重點整

理可以找得到，但取材不會拘限於課本內容，而出題手法也充滿著巧思，因此學生必須要養成融

會貫通與適量的練習的學習習慣，同時培養自己跨章節的整合能力，追求一種豁然開朗、淋漓盡

致的學習感受。

對於非選擇題，我們可以從心測中心所公佈的評分指引與學生作答樣卷中得知如何才能得到

滿分(3分)。瞭解之後，可以設計、尋找或改編一些需要說明過程或理由的非選擇題，讓學生練習。

我們可以仿照心測中心的作法，將學生的作答樣卷掃描，讓學生相互觀摩。看看自己為何沒有得

3 分的原因，又該如何精進呢 ? 當然，我們也可以找一些有意願的夥伴一起做，這樣比較不會壓

力那麼大，也比較不會孤單。正所謂 「一個人可以走得比較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較久。」

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需要夥伴，如何做起呢 ?

也許，您可以這樣做，在教學的過程中除了適度地示範與講解之外，也可以詢問學生某步驟

的理由；有時不妨適度地開放幾分鐘讓學生互相討論、分享或是提出問題，也可有意識地進行課

堂行間巡視，以作為微調課堂節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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