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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測驗與評量是教育歷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透過學力檢測可協助師生瞭解學生之

學習成效與升學進路，及早發現待加強學生並啟動積極性教學介入，教育當局亦能評

估施行的相關政策，透過調節教育資源來強化發展教學成效。 

107 年開始，桃園市等五縣市以委託形式，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測驗統計與適性

學習研究中心協助辦理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試題研發暨資料分析工作，108 年起，

改以中心自辦學力檢測研發，各縣市依需求參與形式運作，112 年度有基隆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以及金門縣等十六縣市共同參與，檢測對象為國民中

小學三年級至八年級學生，檢測科目包含國語文、數學和英語文。 

此份報告係根據檢測分析結果撰寫，現場教師可據以瞭解學生於各評量向度之表

現情形，進而對學生進行適性適才之教學；教育決策者亦可更精準的將相關資源挹注

於需求性相對較高的教育現場，讓教育和教學有效的朝「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的方

向前進。 

二、目的 

(一) 測驗專責單位統一研發試題，降低各縣市命題壓力和研發成本。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分析結果，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概況以

及科目內有待加強之內容向度。 

(三) 不同背景變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表現之差異分析，可做為學校輔

導或教育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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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縣市與檢測規模  

本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於 112 年 5 月 25 日進行，數學八年級施測人數為

31,820 人。各縣市在數學八年級之詳細參與情形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112 年度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數學八年級縣市參與人數摘要表 

參與縣市 報考學生人數 到考人數 缺考人數 

苗栗縣 4,432 4,248 184 

南投縣 3,613 3,353 260 

雲林縣 5,486 5,153 333 

嘉義縣 2,473 2,351 122 

嘉義市 2,132 1,998 134 

臺南市 12,275 11,638 637 

花蓮縣 2,624 2,461 163 

金門縣 620 618 2 

總計 33,655 31,820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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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測對象與檢測工具  

一、檢測對象 

112 年參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承辦「國民中學數學八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者為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花蓮縣及金門縣等八縣市之

國民中學八年級學生（未排除資源班及特殊生），應考名冊羅列 33,655 人、實際施測

人數 31,820 人，其中男生 16,403 人、女生 15,388 人、未填寫性別 29 人，整體缺考

率約為 5.5%。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11 學年我國國民中學校數為 967 校，參與本次學

力檢測計 244 校，約佔全國國民中學總校數之 25%。參照傅仰止、蘇國賢、吳齊殷、

廖培珊、謝淑惠（2018）對臺灣鄉鎮市區類型研究之分類，由於該計畫未包含金門縣

和連江縣，本中心參考傅仰止等人（2018）研究的因子及縣市地區的人口結構，將金

門縣鄉鎮市區類型分類。本次參與數學八年級學力檢測學校之 244 校中隸屬： 

 都會核心者（人口密度、專科以上教育、青壯年人口及服務業百分比最高）6 校。 

 工商市區（僅次於都會核心之商業高度發展地區）28 校。 

 新興市鎮（同時具有活絡的工業生產活動以及商業服務和相關工作能力）48 校。 

 傳統產業市鎮（就業人口供給較低、老年居民較多，僅能固守既有的傳統產業）

29 校。 

 低度發展鄉鎮（就業人口及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偏多，無明顯工商業活動與發

展）80 校。 

 高齡化鄉鎮（工商服務相關屬性最低，較低人口密度與教育程度）41 校。 

 偏遠鄉鎮（低度工商業發展，存有最低層教育程度及人數稀少的居民）12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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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工具 

「國民中學數學八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以下簡稱學力檢測）是由國立臺南

大學教育系教授邀集臺南市現職國民中學教師組成命題團隊，一同編製、檢視而成。

本次學力檢測試題包括「評量指標－知識向度」與「評量指標－認知向度」等兩個向

度。其中，評量指標－知識向度包含數與量、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代數與函數以及

資料與不確定性等四個指標；評量指標－認知向度包含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與解題思

考等三個指標。學力檢測施測之正式題本總題數為 25 題，試題評量架構與試題各面

向之題數分布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數學領域八年級正式題本評量指標架構與試題之題數分布 

         認知向度 

 知識向度 
概念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數與量 - 3 2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3 1 2 

代數與函數 1 8 2 

資料與不確定性 1 2 - 

命題團隊為顧及試題分布之均衡性，依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與解題思考等三個評

量指標－認知向度；數與量、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代數與函數以及資料與不確定性

等四個評量指標－知識向度，二個面向進行測驗試題之設計。「數與量」包括二次方根

意義及計算、求二次方根近似值、根式化簡、有理化及四則運算、日常生活中有次序數

列的規則性、觀察等差數列的規則性，並利用首項、公差計算等差數列的一般項、等差

級數求和公式及生活中相關的問題、等比數列；「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包括簡單圖形

與幾何符號、三視圖、垂直、線對稱的性質與基本圖形、畢氏定理、直角坐標系上兩點

距離公式；「代數與函數」包括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求解及其應用、二次式乘法公

式、多項式四則運算、二次多項式因式分解（提公因式法、乘法公式與十字交乘法）、

一元二次方程式及其解的意義、解一元二次方程式（因式分解、配方法）及其應用問

題；「資料與不確定性」包括統計圖表及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的意義、累積次數、相

對次數、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詳細試題內容於各評量指標之分布題數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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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數學領域八年級施測正式題本於評量指標之題數分析 

向度 學習重點 題數 題號 

數與量 
程序執行 N-8-1、N-8-4、N-8-5 3 05、14、22 

解題思考 N-8-6、N-8-2 2 12、20 

空間形狀與

坐標幾何 

概念理解 S-7-2、S-7-3、S-7-4 3 02、08、24 

程序執行 S-7-5 1 07 

解題思考 G-8-1、S-8-6 2 15、17 

代數與函數 

概念理解 A-8-6 1 09 

程序執行 
A-8-1、A-7-7、A-8-4、A-8-3、 

A-8-7、A-7-8、A-8-5、A-8-7 
8 

01、04、06、10、

11、16、18、21 

解題思考 F-8-1、F-8-2 2 19、25 

資料與 

不確定性 

概念理解 D-7-2 1 13 

程序執行 D-7-1、D-8-1 2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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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題分析與教學建議  

本報告先分析「112 年國民中學數學八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結果，再針對各試題提

供相關建議，本試卷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1，具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 

整份試卷未作答、連續五題以上未作答或答對率低於 0.25，且作答反應中有疑似亂答為

無效樣本刪除標準，資料整理後納入分析之有效樣本數為 27,377 人，其中各科試題分析結

果呈現時所涉及的名詞分別定義如表 4-1。 

表 4-1 試題分析名詞解釋 

試題分析名詞 解釋 

高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前 27%之學生。 

低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後 27%之學生。 

選答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於此試題選答各選項之比率。 

通過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之試題答對率。 

鑑別度 高分組試題答對率與低分組試題答對率之差。 

試題代碼：本次學力 檢測 試題分析報告中 ，每道數學題幹均配 有一組試題代碼

「112-Mn1-□n2-n3」。其中，M 表示「數學科」；n1 表示「n1 年級」；□表示「知

識向度」（A：數與計算；B：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C：代數與函數；D：資料與不確

定性）；n2 表示「認知向度」（1：概念理解；2：程序執行；3：解題思考）；n3 表

示「題號」（01 表示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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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 112-M8-C2-01 B 

學習重點 
A-8-1 二次式的乘法公式：(a+b)2=a2+2ab+b2；(a-b)2=a2-2ab+b2；

(a+b)(a-b)=a2-b2；(a+b)(c+d)=ac+ad+bc+bd。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3% 

全  體 0.06 0.83 0.05 0.06 0.00 

高分組 0.02 0.97 0.01 0.00 0.00 
鑑別度：0.32 

低分組 0.11 0.64 0.11 0.1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個兩數平方後再相減的算式，要求學生算出答案，評量學生是否具備二

次式乘法公式計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3%，高分組答對率 97%，低分組答對率 64%，鑑別度 0.32。 

2. 8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6%的學生選擇 A；5%的學生選擇 C；6%的學生選

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32，正確答案為選項 B，通過率為 83%，顯示超過八成的學生已

具備二次式乘法公式計算的能力。 

2. 有 6%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算成 10793=9951，這些

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二次式乘法公式計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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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5%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算成(107+93)2=400，這

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二次式乘法公式計算的能力。 

4. 有 6%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將 1072 視為是 1072，計

算成 1072-932=1072-932=28，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二次式乘法公式計算

的能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7-1 

代數符號：以代數符

號表徵交換律、分配

律、結合律；一次式

的化簡及同類項；以

符號記錄生活中的

情境問題。 

A-8-1  

二次式的乘法公式：

(a+b)2=a2+2ab+b2； 

(a-b)2=a2-2ab+b2； 

(a+b)(a-b)=a2-b2； 

(a+b)(c+d)=ac+ad+bc+bd。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乘法公式。和的平方、差的平方、平方差。 

1. 先複習乘法公式會使用到的分配律 

以「老師將班上同學分組進行教學，每組有男生 a 人，女生 b 人，共 c 組，全班

學生共有多少人？」為例，說明分配律(a+b)c=ac+bc。 

方法 1：合起來算 

先算每組有 a 位男生，b 位女生合起來的人數，再計算 c 組的人數，算

式可記成(a+b)c。 

方法 2：分開算 

先分別算出 c 組男生的人數和女生人數，再合起來計算全班人數，算式

可記成 ac+bc。 

覺察發現：因為都是同一個問題，只是不同的算法，所以結果一定會相等。 

結論：所以可以記成(a+b)c=a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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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著複習乘法公式 

以「老師請客，班上同學每人都拿到一個 a 元的漢堡及一杯 b 元的飲料，已知班

上男生有 c 人，女生有 d 人，老師共花多少錢請客？」為例，說明分配律

(a+b)(c+d)=ac+ad+bc+bd。 

方法 1：合起來算 

每位學生拿到的食物是(a+b)元，男女生共有(c+d)人， 

老師花費的算式可記成(a+b)(c+d) 

方法 2：分開算 

(1) 每位學生拿到的食物是(a+b)元， 

男生有 c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a+b)c 

女生有 d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a+b)d 

老師花費的算式可記成(a+b)c+(a+b)d 

(2) 漢堡一個 a 元，男生有 c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 ac 

              女生有 d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 ad 

飲料一杯 b 元，男生有 c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 bc 

              女生有 d 人，花費的算式可記成 bd 

老師花費的算式可記成 ac+ad+bc+bd 

覺察發現：因為都是同一個問題，只是不同的算法，所以結果一定會相等。 

結論：所以可以記成 

(a+b)(c+d)=(a+b)c+(a+b)d=ac+ad+bc+bd 

可利用「長方形」圖像進行記憶 

    大長方形由四個小長方形拼成 

 大長方形的面積為(a+b)(c+d)， 

四個小長方形分別為 ac、ad、bc、bd 

由「大長方形是由四個小長方形拼成」， 

可得(a+b)(c+d) =ac+ad+b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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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複習和的平方、差的平方、平方差公式 

(1) 和的平方公式。 

(a+b)2=(a+b)(a+b)= aa+ab+ba+bb=a2+2ab+b2 

圖示：   

大正方形面積=兩個小正方形面積+兩個長方形面積 

(a+b)2= a2+2ab+b2 

(2) 差的平方公式。(a-b)2=a2-2ab+b2 

將(a-b)改寫成[a+(-b)]再利用和的平方公式(此處不利用圖式，圖式難度較高) 

(a-b)2=[a+(-b)]2= a2+2a(-b)+(-b)2= a2-2ab+b2 

(3) 平方差公式。(a+b)(a-b)= a2-b2  (此處不利用圖式，圖式難度較高) 

將(a-b)改寫成[a+(-b)]再利用乘法公式 

(a+b)(a-b)=(a+b)[a+(-b)]=aa+a(-b)+ba+b(-b) 

          =a2+(-ab)+ab+(-b2)=a2-b2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1072-932 符合平方差公式，也就是 a2-b2=(a+b)(a-b)，其中 a=107，b=93 

所以 1072-932 

   =(107+93)(107-93) 

   =20014 

   =2800 

 

  



11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 112-M8-B1-02 A 

學習重點 
S-7-2 三視圖：立體圖形的前視圖、上視圖、左（右）視圖。立體圖形限制內

嵌於 3*3*3 的正方體且不得中空。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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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5% 

全  體 0.85 0.11 0.01 0.02 0.00 

高分組 0.95 0.04 0.00 0.00 0.00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71 0.20 0.04 0.05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由正方體積木組成的立體圖形，要求學生判斷此形體的上視圖，評量學生

是否掌握三視圖的概念。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5%，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71%，鑑別度 0.24。 

2. 8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1%的學生選擇 B；1%的學生選擇 C；2%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24，正確答案為選項 A，通過率為 85%，顯示八成五的學生已

掌握三視圖的概念。 

2. 有 11%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尚未掌握三視圖的概念。 

3. 有 1%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4%)，這些學生尚未掌握三視圖的概念。 

4. 有 2%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5%)，這些學生尚未掌握三視圖的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S-6-4 

柱體體積與表面積：

含角柱和圓柱。利用

簡單柱體，理解「柱體

體積＝底面積×高」的

公式。簡單複合形體

體積。 

備註：柱體體積不用

說明所有情況，即可

告知體積公式為底面

S-7-2  

三視圖：立體圖形的

前視圖、上視圖、左

（右）視圖。立體圖形

限制內嵌於 3*3*3 的

正方體且不得中空。     

無 



13 

積×高。柱體限三角

柱、四角柱、圓柱。複

合形體之體積以兩形

體組合為限。柱體表

面 積 只 處 理 底 面 為

圓、長方形、直角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的情

況，且應注意底面邊

長的正確性。表面積

不宜過度評量。表面

積不處理複合形體。 

三、教學建議 

(一) 強調確定方位才能確定視圖 

1. 給定實物立體圖形引導學生討論此立體圖形的樣貌，透過從實物立體圖形的上方

觀察以及水平方向的觀察，及繪製視圖的練習與同班坐不同位置的同學討論，來

理解觀察位置的不同與視圖（上、前、後、左、右視圖）的差異。 

2. 整合前面對各方向視圖的學習，確定以立體圖形前方的觀察者位置，以下圖為例。 

 

 

 

 

上視圖 前視圖 左視圖 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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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此題為例 

 

 

  

 

上視圖 前視圖 左視圖 右視圖 

    

 

上方 

左方 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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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 112-M8-D2-03 B 

學習重點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成含有原始資料或

百分率的統計圖表：直方圖、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聯表。遇到

複雜數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電腦應用軟體演示教授。     

知識向度 資料與不確定性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5% 

全  體 0.06 0.75 0.11 0.08 0.00 

高分組 0.01 0.95 0.02 0.02 0.00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13 0.50 0.23 0.1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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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班級的身高直方圖，要求學生選出調整組距後的直方圖，評量學生是否

具備繪製直方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5%，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50%，鑑別度 0.46。 

2. 7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6%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 C；8%的學生選

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6，正確答案為選項B，通過率為75%，顯示七成五的學生已具

備繪製與解讀直方圖的能力。 

2. 有6%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13%)，這些學生未考慮組距已調整，純粹以

135~140、145~150、155~160、165~170、175~180公分的各組次數做為調

整後135~145、145~155、155~165、165~175、175~185公分的各組次數。 

3. 有11%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23%)，這些學生未考慮組距已調整，純粹以

135~140、140~145公分兩組次數的算術平均值代表調整後135~145的次數；

同樣也以145~150、150~155公分兩組中的算術平均值代表調整後145~155的

次數，其餘以此類推。 

4. 有 8%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可能不懂組距調整為 10 公分的

意涵，或者在計算數值時計算錯誤。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D-4-1 

折線圖以及製作長條

圖：報讀與說明生活

中 的 長 條 圖 與 折 線

圖。配合其他領域課

程，學習製作長條圖。 

備註：教學與示例應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

中常見的數據資料，

整理並繪製成含有原

始資料或百分率的統

計圖表：直方圖、長條

圖、圓形圖、折線圖、

D-9-1 

統計數據的分布：全

距；四分位距；盒狀

圖。 

備註：D-7-2 處裡單

一統計量(平均數、中

位數、眾數 )表達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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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處理「分類資料」

與「有序變化性資料」

之差別。 

列聯表。遇到複雜數

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

助，教師可使用電腦

應用軟體演示教授。     

據，本條目則傳達以

盒狀圖描述數據的集

中程度。 

三、教學建議 

複習由分組次數分配表製作直方圖，底下以班級的身高分組次數分配表為例，說明如何

製作直方圖： 

 

步驟一：繪製直方圖的橫軸及縱軸，在兩個軸上標上適當的刻度，並標示類別及單位，

其中橫軸 0 到 140 公分沒有對應的次數，可以在橫軸上標記省略符號  。 

 

步驟二：為了表達身高 140∼150 公分的學生有 5 人，我們在橫軸上以刻度 140 到 150

的線段為底，對應的次數值 5 為高，畫出長方形；接下來以此類推分別畫出

150~160、160~170、170~180 公分的長條，請注意長條與長條之間必須互

相緊鄰，沒有間距。 

 

  

身高(公分) 140~150 150~160 160~170 170~180 合計 

次數(人) 5 7 10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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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4 112-M8-C2-04 A 

學習重點 A-7-7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不等式的意義；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不等式。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1% 

全  體 0.71 0.12 0.12 0.05 0.00 

高分組 0.95 0.03 0.02 0.00 0.00 
鑑別度：0.54 

低分組 0.41 0.24 0.24 0.11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含有未知數的情境題，要求學生列出不等式，評量學生是否掌握一元一次

不等式的意義。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1%，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41%，鑑別度 0.54。 

2. 7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2%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生選擇 C；5%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4，正確答案為選項 A，通過率為 71%，顯示超過七成的學生

已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 

2. 有 12%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了解購買總金額的列式，

但列錯不等式方向，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握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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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12%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誤將 x 當成紅豆牛奶杯數

而列錯購買總金額式子，而不等式方向正確，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一元一次不

等式的意義。 

4. 有 5%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1%)，這些學生可能僅是猜測答案，尚未掌握一

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無 A-7-7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

義：不等式的意義；具

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

次不等式。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不等式的意義。 

不等號有 >、≥、<、≤，以我們的習慣用語與不等號進行搭配。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1. 將應用問題進行列式 

購買金額是綠茶多多與紅豆牛奶共 12 杯 

綠茶多多買了 x 杯，則紅豆牛奶買了(12-x)杯 

所以購買金額合計是 35x+45(12-x) 

                 =35x+45(12-x)  

2. 不等式列式 

題意「購買金額達 490 元」，表示金額至少 490， 

也就是購買金額需大於或等於 490，則購買金額 ≥ 490 

所以 35x+45(12-x) ≥ 490 

習慣用語 不等號 

大於、超過、高於、… > 

不小於、至少、以上(包含)、… ≥ 

小於、未滿、低於、不足、… < 

不大於、不超過、至多、以下(包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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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5 112-M8-A2-05 C 

學習重點 
N-8-1 二次方根：二次方根的意義；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    

備註： 可使用乘法公式來化簡的根式，待乘法公式單元再提及。 

知識向度 數與量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0% 

全  體 0.07 0.13 0.60 0.19 0.01 

高分組 0.01 0.03 0.86 0.09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13 0.24 0.36 0.2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含有根號的算式，要求學生算出答案並化為最簡根式，評量學生是否掌握

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的概念。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0%，高分組答對率 86%，低分組答對率 36%，鑑別度 0.50。 

2. 6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7%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19%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50，正確答案為選項C，通過率為60%，顯示六成的學生已掌握

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的概念。 

2. 有7%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13%)，這些學生對同類方根方可做加減的概念不

清，尚未掌握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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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13%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24%)，這些學生對同類方根方可做加減的概念不

清，尚未掌握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的概念。 

4. 有19%的學生選擇D (低分組有26%)，這些學生尚未掌握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

的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N-7-6 

指數的意義：指數為

非負整數的次方；𝑎≠

0 時𝑎0 =1；同底數的

大小比較；指數的運

算。 

N-7-7 

指數律：以數字例表

示「同底數的乘法指

數律」（am*an=am+n、

(am)n=amn、 

(a*b)n=an*bn ， 其 中

m,n 為非負整數）；以

數字例表示「同底數

的 除 法 指 數 律 」

（am/an=am-n，其中

m≧n 且 m,n 為非負整

數）。 

N-8-1  

二次方根：二次方根

的意義；根式的化簡

及四則運算。    

備註：可使用乘法公

式來化簡的根式，待

乘 法 公 式 單 元 再 提

及。 

S-9-6 

圓的幾何性質：圓心

角、圓周角與所對應

弧的度數三者之間的

關係；圓內接四邊形

對角互補；切線段等

長。 

N-10-1 

實數：數線，十進制小

數的意義，三一律，有

理數的十進制小數特

徵，無理數之十進制

小數的估算（√2為無

理數的證明），科學記

號數字的運算。 

備註：定義科學記號

數字的有效位數，在

運算之後應維持原本

的有效位數。 

N-10-3 

指數：非負實數之小

數 或 分 數 次 方 的 意

義，幾何平均數與算

幾不等式，複習指數

律，實數指數的意義，

使用計算機的 x y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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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2 

直線方程式：斜率，其

絕對值的意義，點斜

式，點與直線之平移，

平行線、垂直線的方

程式。點到直線的距

離，平行線的距離、二

元一次不等式。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平方根： 

因為 2×2=4，所以 2 是 4 的平方根。 

因為 3×3=9，所以 3 是 9 的平方根。 

因為√3×√3=3，所以√3是 3 的平方根。 

(二) 平方根的四則運算 

1. 用平方來看方根的乘除： 

(1) 以√2 × √3為例，引導學生理解√2 × √3 = √2 × 3。 

 

(2) 以√2 ÷ √3為例，引導學生理解√2 ÷ √3 = √2 ÷ 3 = √
 2 
 3 

。 

 

 

(√2 ÷ √3)2 

= (
√2

√3
) × (

√2

√3
) 

=
√2 × √2

√3 × √3
 

=
2

3
 

(√2 ÷ 3)
2

 

= √
2

3
× √

2

3
 

=
2

3
 

 

(√2 × √3)2 

= √2 × √3 × √2 × √3 

= (√2 × √2) × (√3 × √3) 

= 2 × 3 

= 6 

(√2 × 3)
2

 

= √2 × 3 × √2 × 3 

= √6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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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平方來看方根的加減： 

(1) 以√3 − √2為例，澄清√3 − √2 ≠ √3 − 2 

 

(2) 以多項式同類項加減合併運算的概念說明同類方根方可加減合併運算。 

(三) 以本例來說： 

√18 −
√18

3
÷ √

26

21
× √

13

3
= √3 × 3 × 2 −

1

3
× √18 ÷ √

26

21
× √

13

3
 

= 3√2 −
1

3
× (√18 ÷

26

21
×

13

3
) = 3√2 −

1

3
× (√18 ×

21

26
×

13

3
) 

= 3√2 −
 1 
 3 × √9 × 7 = 3√2 −

 1 
 3 × 3√7 = 3√2 − √7。 

 

  

2( 3 2)  

2 2( 3) 2 3 2 ( 2)      

5 2 6   

2( 3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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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6 112-M8-C2-06 C 

學習重點 
A-8-4 因式分解：因式的意義（限制在二次多項式的一次因式）；二次多項式

的因式分解意義。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1% 

全  體 0.14 0.11 0.51 0.24 0.00 

高分組 0.04 0.02 0.84 0.09 0.00 
鑑別度：0.59 

低分組 0.22 0.21 0.25 0.31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二次多項式的兩個一次因式，要求學生對此二次多項式因式分解，評量學

生是否理解因式分解的意義。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1%，高分組答對率 84%，低分組答對率 25%，鑑別度 0.59。 

2. 5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4%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2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51%，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

已理解因式分解的意義。 

2. 有 14%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2%)，也有 11%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1%)，

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意，以為要選正確因式分解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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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24%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31%)，這些學生可能以為因式分解不可以提出

常數在括號外，也可能誤以為要選正確因式分解的選項。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8-3 

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直式、橫式的多項式

加法與減法；直式的

多項式乘法（乘積最

高至三次）；被除式為

二次之多項式的除法

運算。 

備註：不涉及使用分

離係數法。 

A-8-4  

因式分解：因式的意

義（限制在二次多項

式的一次因式）；二次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意

義。     

A-8-5 

因式分解的方法：提

公因式法；利用乘法

公式與十字交乘法因

式分解。 

備註：只處理整係數

ax2＋bx＋c 的因式分

解或與乘法公式直接

相關者，不處理一般

二元齊次或二元非齊

次 式 但 有 一 次 介 入

者。 

三、教學建議 

(一) 先複習整數的因數、倍數關係。 

例如：12＝4×3，表示 12 是 3 的倍數，也是 4 的倍數；反過來說 3 和 4 都是 12

的因數。 

(二) 再類推到多項式的因式、倍式關係。 

例如：
2(4 6 2) (2 2)(2 1)x x x x     ，其中 (2 2)x 可以提出常數 2 變為 2( 1)x ，

因此
2(4 6 2)x x  可表示為 2( 1)(2 1)x x  ，因此 2、( 1)x 、(2 1)x 都是

2(4 6 2)x x 

的因式，反過來說
2(4 6 2)x x  是 2、 ( 1)x 、 (2 1)x 的倍式。 

(三) 因式和因式的乘積也可能成為因式： 

上述 2、 ( 1)x 、 (2 1)x 是不同的因式，我們也可以利用 2 ( 1)x  、 2 (2 1)x  、

( 1) (2 1)x x   組合出不同的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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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7 112-M8-B2-07 C 

學習重點 S-7-5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等腰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形。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0% 

全  體 0.11 0.31 0.50 0.08 0.00 

高分組 0.04 0.10 0.82 0.04 0.00 
鑑別度：0.58 

低分組 0.17 0.47 0.24 0.1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菱形部分資訊，要求學生計算菱形的面積，評量學生是否掌握菱形面積的

解法。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0%，高分組答對率 82%，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58。 

2. 5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1%的學生選擇 A；31%的學生選擇 B；8%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50%，顯示五成的學生已掌

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2. 有 11%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了解菱形面積的計算，但

將𝐴𝐸̅̅ ̅̅ 、𝐵𝐸̅̅ ̅̅ 當成對角線進行計算面積=
128

2
=48，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菱形面

積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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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31%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47%)，這些學生可能直接將題目所給的兩個數

據相乘計算面積=128=96，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4. 有 8%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正確算出兩對角線長分別為

24 及 16，而在計算菱形面積時直接相乘得 2416=384，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

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無 S-7-5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等

腰三角形；正方形；菱

形；箏形；正多邊形。     

S-8-4 

全等圖形 

S-8-5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S-8-6 

畢氏定理 

S-8-7 

平面圖形的面積 

S-8-8 

三角形的基本性質 

S-8-9 

平行四邊形的基本性質 

S-8-10 

正方形、長方形、箏形的

基本性質 

S-8-11 

梯形的基本性質 

S-8-12 

尺規作圖與幾何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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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等腰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形為線對稱圖形的幾何性質。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1. ABCD 為菱形，𝐴𝐶̅̅ ̅̅ 、𝐵𝐷̅̅ ̅̅ 為其對角線，且皆為對稱軸，因此對角線將菱形分成四

個大小一樣且都是直角三角形。 

2. 因為△ABE 為直角三角形，故△ABE 面積＝
1

2
BE AE  

因此菱形 ABCD 面積＝
1

4 2 12 8 192
2

BE A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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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8 112-M8-B1-08 C 

學習重點 S-7-3 垂直：垂直的符號；線段的中垂線；點到直線距離的意義。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6% 

全  體 0.13 0.07 0.76 0.03 0.00 

高分組 0.02 0.01 0.97 0.00 0.00 
鑑別度：0.48 

低分組 0.26 0.17 0.49 0.0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直角三角形及斜邊中點，要求學生選出斜邊的中垂線，評量學生是否理解

中垂線的意義。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6%，高分組答對率 97%，低分組答對率 49%，鑑別度 0.48。 

2. 7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3%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B；3%的學生

選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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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8，正確答案為選項C，通過率為76%，顯示近八成的學生已掌

握判斷線段的中垂線的概念。 

2. 有13%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26%)，這些學生尚未掌握判斷線段的中垂線的概

念。 

3. 有7%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17%)，這些學生尚未掌握判斷線段的中垂線的概

念。 

4. 有3%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8%)，這些學生尚未掌握判斷線段的中垂線的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S-5-4 

線對稱：線對稱的意

義。「對稱軸」、「對稱

點」、「對稱邊」、「對稱

角」。由操作活動知道

特殊平面圖形的線對

稱性質。利用線對稱

做簡單幾何推理。製

作 或 繪 製 線 對 稱 圖

形。 

備註：從操作活動察

覺正三角形、等腰三

角形、正方形、長方

形、菱形、箏形（箏形

指 圖 形 ， 名 詞 不 出

現）、等腰梯形是線對

稱圖形（避免告知）。

在教學呈現時，線對

稱軸應為垂直或平行

（ 操 作 活 動 不 在 此

限）。可處理正多邊

形。 

S-7-3  

垂直：垂直的符號；線

段的中垂線；點到直

線距離的意義。     

S-8-1 

角：角的種類；兩個角

的關係（互餘、互補、

對頂角、同位角、內錯

角、同側內角）；角平

分線的意義。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

符號；平行線截角性

質；兩平行線間的距

離處處相等。 

S-8-4 

全等圖形：全等圖形

的意義（兩個圖形經

過平移、旋轉或翻轉

可以完全疊合）；兩個

多邊形全等則其對應

邊和對應角相等（反

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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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線對稱圖形以及「對稱軸」、「對稱點」。 

(二) 以對稱軸垂直且平分對稱點的連線說明對稱軸是對稱點連線的垂直平分線，並強調

「垂直」與「平分」，以下圖中的對稱圖形為例： 

 

J 點是HI̅̅ ̅的中點，對稱軸通過 J 點又垂直HI̅̅ ̅，所以對稱軸「垂直」且「平分」HI̅̅ ̅， 

對稱軸是HI̅̅ ̅的垂直平分線(簡稱中垂線)。 

K 點是FG̅̅̅̅ 的中點，對稱軸通過 K 點又垂直FG̅̅̅̅ ，所以對稱軸「垂直」且「平分」FG̅̅̅̅ ，

對稱軸是FG̅̅̅̅ 的垂直平分線(簡稱中垂線)。 

L 點是BC̅̅̅̅ 的中點，對稱軸通過 L 點又垂直BC̅̅̅̅ ，所以對稱軸「垂直」且「平分」BC̅̅̅̅ ，

對稱軸是BC̅̅̅̅ 的垂直平分線(簡稱中垂線)。 

(三) 以本題為例 

 

AB̅̅ ̅̅ 的中垂線要「垂直」且「平分」AB̅̅ ̅̅ ，因此要先找AB̅̅ ̅̅ 的中點 M， 

再找通過 M 點又「垂直」AB̅̅ ̅̅ 的的直線，ME̅̅ ̅̅ 即為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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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9 112-M8-C1-09 B 

學習重點 
A-8-6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意義：一元二次方程式及其解，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

二次方程式。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5% 

全  體 0.14 0.55 0.24 0.08 0.00 

高分組 0.02 0.93 0.04 0.01 0.00 
鑑別度：0.72 

低分組 0.26 0.21 0.38 0.1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組解，要求學生選出滿足此解的一元二次方程式，評量學生是否理解一

元二次方程式解的意義。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5%，高分組答對率 93%，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72。 

2. 5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4%的學生選擇 A；24%的學生選擇 C；8%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72，正確答案為選項 B，通過率為 55%，顯示五成五的學生已具

備檢驗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能力。 

2. 有 14%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一元二次方程式解

的意義，看到 x(x-5)=0，誤以為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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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24%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忽略一元二次方程式等號的右

邊不為０，以為將 x=-5 代入(x+5)(x-3)後為０，代表 x=-5 就是解。 

4. 有 8%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將 x=-5 代入(x+6)(x+4)計算錯

誤得到(-5+6)(-5+4)=11=1，誤以為 x=-5 就是解。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7-2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

義：一元一次方程式

及其解的意義；具體

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

方程式。 

A-8-6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意

義：一元二次方程式

及其解，具體情境中

列 出 一 元 二 次 方 程

式。     

無 

三、教學建議 

下面以「求方程式(x－3)( x＋1)＝0 的解」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一) 複習方程式解的意義： 

將 x＝a 代入方程式之後，能讓等號成立，稱 a 為方程式的解。 

例如：一元一次方程式「x－1＝0」，以 x＝1 代入，得到 1－1＝0， 

讓方程式成立，所以「1」是方程式「x－1＝0」的解。 

(二) 複習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若一元一次方程式 x＋a＝0，它的解為-a，x－b＝0 的解為 b。 

(三) 講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 

1. 利用「0 乘以任何數都等於 0」及「非 0 的兩數，其乘積必仍非 0」，以表格方式

幫助學生發現「若 ab=0，則 a=0 或 b=0」，如下表： 

 

必要時，可以分別將 0a  細分成 0a  和 0a  。 

同理，也將 0b  細分成 0b  和 0b  。 

 

 0a   0a   

0b   0ab   0ab   

0b   0ab   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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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例說明如何求解 ( 3)( 1) 0x x   。 

由上表知： ( 3)( 1) 0x x   則 3 0x   或 1 0x   。 

利用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得 x＝3 或 x＝-1。 

最後，幫助學生建立驗算的良好習慣， 

再分別將 x＝3 或 x＝-1 代入原式，檢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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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0 112-M8-C2-10 A 

學習重點 

A-8-3 多項式的四則運算：直式、橫式的多項式加法與減法；直式的多項式乘法

（乘積最高至三次）；被除式為二次之多項式的除法運算。    

備註： 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1% 

全  體 0.41 0.19 0.14 0.26 0.00 

高分組 0.69 0.10 0.04 0.16 0.00 
鑑別度：0.48 

低分組 0.22 0.23 0.23 0.31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多項式相除的算式，要求學生計算出餘式，評量學生是否掌握多項式除法

的運算。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1%，高分組答對率 69%，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48。 

2. 4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9%的學生選擇 B；14%的學生選擇 C；26%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8，正確答案為選項A，通過率為41%，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

掌握多項式除法的運算。 

2. 有19%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23%)，這些學生可能認為被除式及除式的常數項

都是1，因此整除，所以餘式為0，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握多項式除法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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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14%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23%)，這些學生可能誤將4x2視為4x，算成(4x+1)

÷(2x+1)，所以餘式為-1，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多項式除法的運算。 

4. 有 26%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31%)，這些學生可能只算到商式為 2x，所以餘

式為-2x+1，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多項式除法的運算。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無 A-8-3  

多項式的四則運算：直

式、橫式的多項式加法

與減法；直式的多項式

乘 法 （ 乘 積 最 高 至 三

次）；被除式為二次之多

項式的除法運算。    

備註：不涉及使用分離

係數法。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多項式的四則運算。 

1. 複習多項式的加減運算 

以「(2x2+5x3+7x+1)+(3x3-7x2+5x-4)」為例，說明多項式的加減運算。 

步驟一：先以降冪方式排列，單項間都以+(加)連接 

2x2+5x3+7x+1=5x3+2x2+7x+1 

3x3-7x2+5x-4=3x3+(-7)x2+5x+(-4) 

步驟二：採取下列三種方式之一進行運算 

(1) 位值表格 

 

 

 x3 x2 x 1 

 5 2 7 1 

+ 3 -7 5 -4 

結果 8 -5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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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式加法 

 

結果記為 8x3-5x2+12x-3 

(3) 橫式計算 

(2x2+5x3+7x+1)+(3x3-7x2+5x-4) 

=5x3+2x2+7x+1+3x3+(-7)x2+5x+(-4) 

=5x3+3x3+2x2+(-7)x2+7x+5x +1 +(-4) 

=8x3+(-5)x2+12x+(-3) 

=8x3-5x2+12x-3 

2. 複習多項式的乘法運算 

以「(7x+2x2+1)(5x+4)」為例，說明多項式的乘法運算。 

步驟一：先以降冪方式排列，單項間都以+(加)連接 

7x+2x2+1=2x2+7x+1 

5x+4=5x+4 

步驟二：採取下列三種方式之一進行運算 

 

(3) 橫式計算 (可由直式乘法觀察改寫成) 

(7x+2x2+1)(5x+4) 

=(2x2+7x+1)･5x+(2x2+7x+1)･4 

=2x2･5x+7x･5x+1･5x+2x2･4+7x･4+1･4 

=10x3+35x2+5x+8x2+28x+4 

=10x3+43x2+33x+4 

 

 

(1) 長方形面積 (2) 直式乘法 

 5x3 + 2x2 + 7x + 1 

+) 3x3 + (-7)x2  + 5x + (-4) 

 8x3 + (-5)x2 + 12x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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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複習多項式的除法運算 

以「(4x2+4x+3)(2x+1)」為例，說明多項式的除法運算。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1. 檢查被除式及除式是否有缺項，若有缺項要補 0 

被除式 4x2+1 缺一次項，需改寫成 4x2+0x+1 

2. 進行直式計算。目標是先從高次進行，因此被除式及除式皆需按降次排列 

 

  

當次數小於除式次數時，即為餘式 

  2x -1  
 

2x+1  4x2 +0x +1 
 

      

 - 4x2 +2x  
 

   -2x +1 
 

   - -2x -1 
 

    2 
 

 

因為(2x)･(2x)=4x2 

估計 4x2+4x+3 是 2x+1 的 2x 倍 

利用先乘後減運算得 

(4x2+4x+3)-(2x+1)･(2x) 

=(4x2+4x+3)-(4x2+2x) 

=2x+3 

直式除法 

 

又(2x)･1=2x 

估計 2x+3 是 2x+1 的 1 倍 

利用先乘後減運算得 

(2x+3)-(2x+1)･1 

=(2x+3)-(2x+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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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1 112-M8-C2-11 C 

學習重點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一元二次

方程式；應用問題；使用計算機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近似值。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0% 

全  體 0.13 0.14 0.60 0.12 0.01 

高分組 0.03 0.03 0.90 0.03 0.00 
鑑別度：0.59 

低分組 0.22 0.26 0.32 0.1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標示長寬的丹麥國旗及白色十字區域的面積，要求學生算出白色十字區域

的寬，評量學生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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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0%，高分組答對率 90%，低分組答對率 32%，鑑別度 0.59。 

2. 6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3%的學生選擇 A；14%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60%，顯示六成的學生已具

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2. 有 13%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3. 有 14%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4. 有 12%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7-3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法與應用：等量公理；

移項法則；驗算；應用

問題。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法與應用：利用因式

分解、配方法、公式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

用問題；使用計算機

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

根的近似值。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義：以符號代表數、一元一次式、一元一次方程式。 

(二)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列式。 

(三)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的意義。 

(四)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 

(五) 以本題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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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學生理解題意並掌握已知、未知條件以並找出關係。 

(1) 已知：國旗長 37 公分、國旗寬 28 公分、白色十字面積 244 平方公分。 

(2) 未知：白色十字部分寬(x 公分)。 

(3) 找關係：利用白色十字面積 244 平方公分列關係式 

兩條長方形面積-重疊正方形面積=白色十字面積 

37𝑥 + 28𝑥 − 𝑥2=244 

2. 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37𝑥 + 28𝑥 − 𝑥2=244 

65𝑥 − 𝑥2=244 

0=𝑥2 − 65𝑥 +244 

由 244=4×61，(-4)+(-61)=-65 

(x-4)(x-61)=0 

x=4 或 61(大於 37 公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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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2 112-M8-A3-12 D 

學習重點 

N-8-6 等比數列：等比數列；給定首項、公比計算等比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 不處理「已知等比數列不相鄰某兩項的值（不含首項），反求首項、項

數或公比」，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比。 

知識向度 數與量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6% 

全  體 0.06 0.20 0.17 0.56 0.00 

高分組 0.01 0.09 0.09 0.81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14 0.32 0.26 0.2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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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面積具有等比數列規律的 4 個圖形，要求學生算出第 5 個圖形指定區域的

面積，評量學生利用等比數列解題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答對率 81%，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53。 

2. 5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6%的學生選擇 A；20%的學生選擇 B；17%的學生

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53，正確答案為選項D，通過率為56%，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已具

備利用等比數列解題的能力。 

2. 有6%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14%)，這些學生可能未察覺等比數列的規律或者不

理解等比數列的意義，得到錯誤算式如下： 

 

3. 有20%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32%)，這些學生可能算到第4個圖形白色部份佔全

部面積的比例，得到
33 3 81

( )
4 4 256
   。 

4. 有17%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26%)，這些學生可能計算錯誤如下： 

分子
53 3 3 3 3 3 243

( )
4 4 4 4 4 4 512

   
 

   
。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N-8-4 

等差數列：等差數列；

給定首項、公差計算

等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不處理「已知等

N-8-6  

等比數列：等比數列；

給定首項、公比計算

等比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不處理「已知等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

係：有限項遞迴數列，

有限項等比級數，常

用的求和公式，數學

圖別 1 2 3 4 5 

白色佔

全部 

面積的

比例 

3

4
 

9 3
( )

6 11

6

4 2





  

15 9
( )

2 18

6

16 2





 

21 15
( )

4 10

6

28 2





 

27 21
( )

5 12

6

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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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數列不相鄰某兩項

的值（不含首項）， 

反求首項、項數或公

差」，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 

差。 

比數列不相鄰某兩項

的值（不含首項），反

求 首 項 、 項 數 或 公

比」，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

比。 

歸納法。 

三、教學建議 

(一) 說明「等比數列」的名稱及其意義。 

一數列中，若任意相鄰兩項的後項除以前項所得的商（比值）都相同，則稱之為等

比數列，這個商（或比值）稱為公比，通常用 r 表示。例如： 

1. 數列 1,3,9,27,81, … 

因為
3 9 27 81

3
1 3 9 27
     

所以 1,3,9,27,81,…是等比數列，公比為 3。 

2. 數列-2,4,-8,16,-32,… 

因為
4 8 16 32

2
2 4 8 16

 
    

 
 

所以-2,4,-8,16,-32,…是等比數列，公比為-2。 

3. 數列 3,3 2,6,6 2,12,  

因為
3 2 6 6 2 12

2
3 63 2 6 2

     

所以 3,3 2,6,6 2,12, 是等比數列，公比為√2。 

(二) 底下以「3,9,27,81,243,729 是否是等比數列？」為例 

因為
9 27 81 243 729

3
3 9 27 81 243
      

所以 3, 9, 27, 81, 243, 729 是等比數列，公比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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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3 112-M8-D1-13 B 

學習重點 
D-7-2 統計數據：用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描述一組資料的特性；使用計算機

的「M+」或「Σ」鍵計算平均數。     

知識向度 資料與不確定性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2% 

全  體 0.07 0.42 0.32 0.19 0.00 

高分組 0.01 0.66 0.21 0.11 0.00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14 0.23 0.38 0.2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相同人數下的四組中位數及平均數，要求學生指出特定區間人數最多的組

別，評量學生是否理解中位數的概念。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2%，高分組答對率 66 %，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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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7%的學生選擇 A；32%的學生選擇 C；19%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3，正確答案為選項B，通過率為42%，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

具備中位數的概念。 

2. 有7%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14%)，這些學生可能僅是猜測答案，尚未具備中位

數的概念。 

3. 有32%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38%)，這些學生可能直接從題目中數據最高的

106認為是答案，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中位數的概念。 

4. 有 19%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將每個班級的兩項數據

加總後的判斷，甲=95+95=190、乙=102+94=196、丙=89+106=195、 

丁=93+105=198，這些學生可能尚未具備中位數的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D-6-1 

圓形圖：報讀、說明與

製 作 生 活 中 的 圓 形

圖。包含以百分率分

配之圓形圖 

D-7-2  

統計數據：用平均數、

中位數與眾數描述一

組資料的特性；使用

計算機的「M+」或「Σ」

鍵計算平均數。     

D-8-1 

統計資料處理：累積

次數、相對次數、累積

相對次數折線圖。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眾數、平均數及中位數三種描述資料集中趨勢代表量的概念。 

1. 眾數 

餐廳當天賣出的便當數量如下表 

 

賣出的便當數量中，最有銷量的是哪一種？ 

「最有銷量」，就是在討論賣最多數量的種類，就是討論眾數。 

 

種類 雞排飯 排骨飯 牛肉飯 滷肉飯 素食便當 

數量(人) 17 32 25 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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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數 

甲、乙兩班學生體重分布如下。 

甲班的學生體重分布情形： 

 

乙班的學生體重分布情形： 

 

哪一班的體重比較重？ 

兩班學生人數不同，如果單純的將各班體重合計，肯定有爭議。 

但若將各班體重和再除以人數，得到的平均重量就可以比較了。 

甲班平均體重
50 73 82 75 85 67 70

= 71.7
7

     
 公斤 

乙班平均體重
47 66 59 58 66 54 58 78 54

= =60
9

       
公斤 

3. 中位數 

兩間餐廳員工每個月的薪資分配如下： 

丙餐廳員工月薪：30,000 元、35,000 元、38,000 元、42,000 元、45,000 元。 

丁餐廳員工月薪：28,000 元、32,000 元、33,000 元、35,000 元、62,000 元。 

哪一間餐廳員工的月薪比較高？ 

若用平均薪資來看，丙餐廳員工平均薪資
   

 萬
30 35 38 42 45

= 3.8
5

 

                  丁餐廳員工平均薪資
   

 萬
28 32 33 35 62

= 3.8
5

一樣 

但會發現丁餐廳有位員工的月薪高很多，平均數似乎被極端的月薪干擾了。 

改用中位數判斷。將一組數值資料由小到大排列，最中間的數值即為中位數。 

兩餐廳員工都是 5 位，月薪的中位數會是由小到大排列的第 3 位數 

所以丙餐廳員工月薪中位數是 38,000 元，丁餐廳員工月薪中位數 33,000 元， 

丙餐廳員工的月薪比較高。 

中位數的概念：將一組數值資料由小到大排列，最中間的數值即為中位數。 

因此有一半的數值資料大於或等於中位數；有一半的數值資料小於或等於中位

數。 

 

座號 1 2 3 4 5 6 7 8 9 

體重 47 66 59 58 66 54 58 78 54 

 

座號 1 2 3 4 5 6 7 

體重 50 73 82 75 85 6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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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四個班的人數都是 21 人，中位數是排序後由小到大的第 11 位。 

甲班中位數是 95 次，表示至少有 11 位踢毽子次數達 95 次或超過 95 次。 

乙班中位數是 102 次，表示至少有 11 位踢毽子次數達 102 次或超過 102 次。 

丙班中位數是 89 次，表示至少有 11 位踢毽子次數達 89 次或超過 89 次。 

丁班中位數是 93 次，表示至少有 11 位踢毽子次數達 93 次或超過 93 次。 

而踢毽子次數 ≥100 次為優等，所以乙班優等人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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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4 112-M8-A2-14 D 

學習重點 

N-8-4 等差數列：等差數列；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差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 不處理「已知等差數列不相鄰某兩項的值（不含首項），反求首項、項數

或公差」，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差。 

知識向度 數與量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9% 

全  體 0.09 0.11 0.31 0.49 0.00 

高分組 0.02 0.05 0.21 0.72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17 0.19 0.34 0.2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等差數列的前四項，要求學生算出從第幾項開始為負數，評量學生應用第

n 項公式解題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9%，高分組答對率 72%，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44。 

2. 4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9%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31%的學生

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4，正確答案為選項D，通過率為49%，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掌

握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差數列的一般項的能力。 

2. 有9%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17%)，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差

數列的一般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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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11%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19%)，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

差數列的一般項的能力。 

4. 有31%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34%)，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

差數列的一般項的能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R-6-3 

數量關係的表示：代

數 與 函 數 的 前 置 經

驗。將具體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量關係，學

習以文字或符號列出

數量關係的關係式。 

備註：數量關係的表

示例如：晝長夜長的

關係可列成晝長+夜

長=24。連結 R-6-2。

含部分運用符號的教

學，連結國中「符號代

表數」或「未知數」教

學，其教學重點在「關

係的表示」，而非抽象

的「代數符號演算」。 

N-8-4  

等差數列：等差數列；

給定首項、公差計算

等差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不處理「已知等

差數列不相鄰某兩項

的值（不含首項），反

求 首 項 、 項 數 或 公

差」，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

差。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

係：有限項遞迴數列，

有限項等比級數，常

用的求和公式，數學

歸納法。 

備註：遞迴關係以一

階為主，連結國中的

等 差 數 列 和 等 比 數

列。數學歸納法應先

透過觀察發現規律，

然後用以證明；將數

學歸納法的範例與應

用，融入後續的課程，

不必在此過度練習。

可連結常用對數而求

解𝑎𝑥 = 𝑏之近似值。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二) 觀察數列中「後項−前項=定值(公差)」的關係，例如： 

樣式一：1，2，3，4，5，……，n，後一項都是前一項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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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式二：3，6，9，12，15，……，3 n，後一項都是前一項加 3。 

 

樣式三：5，8，11，14，17，……，3 n +2，後一項都是前一項加 3，但樣式三

的各項比樣式二多 2。 

 

因此推斷出後項=前項+公差，公差=後項-前項。 

(三) 以此題為例說明 

首項 a=99，公差 d=93-99=-6 

設第 n 項為為負數，則 an=99+(n-1)×(-6)<0 

99-6n+6<0 

-6n<-105 

n>17
 1 
 2 

 

n 最小為 18，所以從第 18 項開始為負數。 

  

第幾項 1 2 3 4 5 … n 

數值 5 8 11 14 17 … 2+3n 

 

+1 +1 +1 +1 

+3 +3 +3 +3 

+1 +1 +1 +1 

+3 +3 +3 +3 

第幾項 1 2 3 4 5 … n 

數值 3 6 9 12 15 … 3n 

 

+1 +1 +1 +1 

+1 +1 +1 +1 

第幾項 1 2 3 4 5 … n 

數值 1 2 3 4 5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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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5 112-M8-B3-15 B 

學習重點 
G-8-1 直角坐標系上兩點距離公式：直角坐標系上兩點 A(a,b)和 B(c,d)的距離

為線段 2 2( ) ( )AB a c b d    ；生活上相關問題。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4% 

全  體 0.18 0.44 0.23 0.14 0.01 

高分組 0.12 0.74 0.10 0.04 0.00 
鑑別度：0.49 

低分組 0.21 0.25 0.30 0.2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基準點及兩種移動方式，要求學生算出移動後的兩點距離，評量學生利用

兩點距離公式解題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4%，高分組答對率 74%，低分組答對率 25%，鑑別度 0.49。 

2. 4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8%的學生選擇 A；23%的學生選擇 C；1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9，正確答案為選項B，通過率為44%，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

具備利用兩點距離公式解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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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18%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21%)，這些學生可能未考慮移動的方向性，誤以

為教室坐標為(20,40)，活動中心坐標為(50,280)，計算錯誤如下： 

教室和活動中心的距離= 2 2(50 20) (280 40) 58500 900 65 30 65        

3. 有23%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30%)，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教室坐標為(20,-40)，

活動中心坐標為(50,280)，且無法利用兩點距離公式解題，計算錯誤如下： 

教室和活動中心的距離= 50 20 40 280 310     

4. 有14%的學生選擇D (低分組有23%)，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教室坐標為(20,40)，

活動中心坐標為(50,280)，且無法利用兩點距離公式解題，計算錯誤如下： 

教室和活動中心的距離= 50 20 40 280 390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G-7-1 

平面直角坐標系：以

平面直角坐標系、方

位距離標定位置；平

面直角坐標系及其相

關術語（縱軸、橫軸、

象限）。 

S-8-6 

畢氏定理：畢氏定理

（勾股弦定理、商高

定理）的意義及其數

學史；畢氏定理在生

活上的應用；三邊長

滿足畢氏定理的三角

形 必 定 是 直 角 三 角

形。 

G-8-1  

直角坐標系上兩點距離公式：

直角坐標系上兩點 A(a,b)和

B(c,d)的距離為線段 

2 2( ) ( )AB a c b d    ；生活

上相關問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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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下面以「已知 A(0,0)、B(6,0)、C(6,8)三點，求 AC ＝？」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O 

y 

x 

A(0,0) B(6,0) 

C(6,8) 

 

(一) 首先計算出 AB ＝6－0＝6，因為 A、B 兩點都在 x 軸上。 

(二) 再計算出 BC ＝8－0＝8，因為 B、C 兩點都平行於 y 軸。 

(三) 連接 A、B、C 三點，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如下圖： 

 

A B 

C 

8 

6

 

(四) 利用畢氏定理： AC
2＝ AB

2＋ BC
2， 

AC ＝√𝐴𝐵2+𝐵𝐶2＝√62+82＝10 

(五) 如果學生記得兩點距離公式，也可以直接將 A、C 兩點坐標代入 

公式「 AC ＝√(𝑎 − 𝑐)2+(𝑏 − 𝑑)2」解題， 

當 A(0,0)時，a＝0，b＝0；C(6,8)時，c＝6，d＝8， 

AC ＝√(0 − 6)2+(0 − 8)2＝√(−6)2+( − 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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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6 112-M8-C2-16 A 

學習重點 
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單一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在數線上標示

解的範圍；應用問題。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6% 

全  體 0.46 0.27 0.14 0.13 0.00 

高分組 0.78 0.15 0.03 0.04 0.00 
鑑別度：0.57 

低分組 0.21 0.35 0.23 0.1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元一次不等式，要求學生選出不等式在數線上的圖解，評量學生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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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6%，高分組答對率 78%，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57。 

2. 4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27%的學生選擇 B；14%的學生選擇 C；1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A，通過率為 46%，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

具備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2. 有 27%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35%)，這些學生可能在等量公理的運算上沒問

題，但不熟悉不等式上對於乘除負數的改變不等方向，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在

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3. 有 14%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僅是猜測答案，尚未具備

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4. 有 13%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在一次式的去括號出現錯

誤，而正確在不等式上對於乘除負數的改變不等方向，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在

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7-x-4 ≤ 4x+18→3-x ≤ 4x+18→-5x ≤ 15→x ≥ -3。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無 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與應用：單一的一元

一次不等式的解；在

數 線 上 標 示 解 的 範

圍；應用問題。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及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1.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1)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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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4→6+x > 4+x」為例，說明不等式的兩邊同時加上一個未知數， 

不等號左右兩邊的大小關係不會改變，不等號不會變號。  

 

(2)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減法 

以「6>4→6-x>4-x」為例，說明不等式的兩邊同時減去一個未知數，不等號

左右兩邊的大小關係不會改變，不等號不會變號。 

 

(3)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乘法、除法 

當乘以或除以正數時，想法與上述加減法一樣，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乘以或除以

負數時。 

① 當 a>b 時，a 的相反數<b 的相反數，則-a<-b 

也就是 a>b 時，將 a、b 時乘以(-1)，得到 a、b 的相反數-a、-b， 

得到-a<-b。 

② 以「解一元一次不等式-5x＞10」為例 

乘以(
1

5
 )(-5x)･(

1

5
 )<10･(

1

5
 ) x<-2。 

關係式 圖式 

已知 6＞4 

在式子的右邊加 2，讓左右兩邊相等。 6＝4＋2 

在左右兩邊同時減 x。 6－x＝(4＋2)－x 

最後，將右邊增加的 2 減掉。 6－x＞4－x 

 

關係式 圖式 

在等臂天秤的兩邊放上 6 顆和 4 顆一樣的積木。 

6＞4 
 

為了讓兩邊一樣重，我們在右邊加上 2 顆積木。  

6＝4＋2 
 

在天秤的兩邊同時加上 1 顆重量為 x 的積木， 

天秤兩邊還是會維持會平衡。  

6＋x＝(4＋2)＋x 

 

最後，我們將右邊增加的 2 顆積木拿掉，得到 

6＋x＞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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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將不等式在數線上標示，有以下 4 種圖示：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7-(x-4) ≤ 4x+18 

7-x+4 ≤ 4x+18 

11-x ≤ 4x+18   利用等量公理，兩側同時減 4x，同時減 11 

-x-4x ≤ 18-11 

-5x ≤ 7   兩側同時乘以-
1

5
，不等方向改變 

 x ≥ -
7

5
 

  

x>-2 代表「x 比-2 大」，因為 x>-2 不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空

心，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

往右邊畫。 

 

x<-2 代表「x 比-2 小」，因為 x<-2 不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空

心，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

往左邊畫。 

 

x ≥ -2 代表「x 等於-2」或「x 比-2 大」，

因為 x≥-2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點

要標示實心，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上

拉一條線往右邊畫。 

 

x ≤-2 代表「x 等於-2」或「x 比-2 小」，

因為 x ≤-2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

點要標示實心，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

上拉一條線往左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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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7 112-M8-B3-17 D 

學習重點 

S-8-6 畢氏定理：畢氏定理（勾股弦定理、商高定理）的意義及其數學史；畢

氏定理在生活上的應用；三邊長滿足畢氏定理的三角形必定是直角三角

形。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0% 

全  體 0.12 0.34 0.23 0.30 0.01 

高分組 0.05 0.25 0.20 0.49 0.01 
鑑別度：0.30 

低分組 0.20 0.36 0.24 0.1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個長方形的長和寬以及其摺疊一個角後的圖形，要求學生算出指定線段

的長，評量學生應用畢氏定理解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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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0%，高分組答對率 49%，低分組答對率 19%，鑑別度 0.30。 

2. 3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2%的學生選擇 A；34%的學生選擇 B；23%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30，正確答案為選項 D，通過率為 30%，顯示三成的學生已能

掌握畢氏定理解決應用問題。 

2. 有 12%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0%)，這些學生尚未能掌握畢氏定理解決應用

問題。 

3. 有 34%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36%)，這些學生尚未能掌握畢氏定理解決應用

問題。 

4. 有 23%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尚未能掌握畢氏定理解決應用

問題。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S-5-1 

三 角 形 與 四 邊 形 的 性

質：操作活動與簡單推

理。含三角形三內角和

為 180 度。三角形任意

兩邊和大於第三邊。平

行四邊形的對邊相等、

對角相等。 

備註：簡單推理，例如：

四邊形四內角和為 360

度，三角形不可能有兩

鈍角。 

S-5-2 

S-8-6  

畢氏定理：畢氏定理

（勾股弦定理、商高

定理）的意義及其數

學史；畢氏定理在生

活上的應用；三邊長

滿足畢氏定理的三

角形必定是直角三

角形。     

S-9-5 

圓弧長與扇形面積：

以π表示圓周率；弦、

圓弧、弓形的意義；圓

弧長公式；扇形面積

公式。 

S-9-12 

空間中的線與平面：

長方體與正四面體的

示意圖，利用長方體

與 正 四 面 體 作 為 特

例，介紹線與線的平

行、垂直與歪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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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形 與 四 邊 形 的 面

積：操作活動與推理。

利用切割重組，建立面

積公式，並能應用。 

備註：計算面積的問題，

若採用分數或小數之邊

長與高，必須在分數和

小數的乘法後教學（N-

5-5、N-5-8）。 

S-7-1 

簡單圖形與幾何符號：

點、線、線段、射線、

角、三角形與其符號的

介紹。 

線與平面的垂直與平

行關係。 

備註：S-5-6 僅教授

「面與面的平行與垂

直」，並且以操作活動

為主。本條目則新增

「空間中的線與線的

垂直、平行、歪斜，以

及線與面的平行與垂

直」，且以理解數學概

念為主。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小學學過的長方形性質：有四個直角、對邊等長、對邊平行，對角線等長。 

(二) 複習三角形的性質，確認學生理解何謂直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及銳角三角形。 

(三) 複習畢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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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察上述2、3兩個大正方形，由於其邊長皆為(a+b)，故面積相等，因此 

2 2 24 4

2 2

a b a b
a b c

   
    ，可推得 a2＋b2= c2。 

5. 最後歸納一下，並透過右圖說明畢氏定理： 

在直角三角形中，兩股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 

2 2 2a b c   

(四) 以此題為例 

 

由圖(一)圖(二)可知，BC̅̅̅̅ = BC′̅̅̅̅̅ = 5，CE̅̅̅̅ = C′E̅̅ ̅̅  

從直角∆ABC′中計算出𝐴C′̅̅ ̅̅ ̅ 
2 2 2

AC BC AB    

b2 

 

c2 

a 

b c 

1. 先 複 習 直

角三角形。 

2.將四個相同的直角

三角形擺成上圖，觀

察圖中有大小兩個

正方形，其邊長分別

為(a+b)和 c。 

a 

b 

b a 

 

 

b a 

b 

a 

 

c 

3.調整直角三角形的位

置，並補上 a2、b2 這兩

個小正方形的邊，發現

可以拼成另一個邊長

亦為 a+b 的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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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5 3 4AC BC AB       

從直角∆C′DE中計算出CE̅̅̅̅ = C′E̅̅ ̅̅  

設CE̅̅̅̅ = C′E̅̅ ̅̅ =x，則DE̅̅ ̅̅ =3-x 

C′𝐸̅̅ ̅̅̅2 = C′𝐷̅̅ ̅̅ ̅2 + DE̅̅ ̅̅ 2 
x2 = (5 − 4)2 + (3 − x)2 
x2 = 1 + 9 − 6x + x2 
6x = 10 

x =
10

6
 

x =
5

3
 

所以CE̅̅̅̅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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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8 112-M8-C2-18 A 

學習重點 

A-8-5 因式分解的方法：提公因式法；利用乘法公式與十字交乘法因式分解。    

備註： 只處理整係數 ax2+bx+c 的因式分解或與乘法公式直接相關者，不處理

一般二元齊次或二元非齊次式但有一次介入者。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0% 

全  體 0.40 0.24 0.22 0.13 0.01 

高分組 0.75 0.11 0.10 0.04 0.01 
鑑別度：0.55 

低分組 0.19 0.31 0.29 0.20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含有未知數的二次多項式及其因式分解，要求學生算出未知數的值，評量

學生利用提公因式法因式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0%，高分組答對率 75%，低分組答對率 19%，鑑別度 0.55。 

2. 4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24%的學生選擇 B；22%的學生選擇 C；1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55，正確答案為選項A，通過率為40%，顯示四成的學生已具備

利用提公因式法因式分解的能力。 

2. 有24%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31%)，有22%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29%)，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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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3%的學生選擇D (低分組有20%)，這些學生可能無法利用提公因法因式分解，

也可能在因式分解過程中係數計算錯誤。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8-4 

因式分解：因式的意

義（限制在二次多項

式的一次因式）；二次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意

義。 

A-8-5  

因式分解的方法：提

公因式法；利用乘法

公式與十字交乘法因

式分解。    

備註：只處理整係數

ax2+bx+c 的因式分解

或與乘法公式直接相

關者，不處理一般二

元齊次或二元非齊次

式但有一次介入者。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法與應用：利用因式

分解、配方法、公式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

用問題；使用計算機

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

根的近似值。 

三、教學建議 

(一) 幫助學生觀察一次單項式 ax 與一次多項式(x＋b)乘法對加法分配律展開過程，並化

簡成二次多項式 ax2＋abx。 

(二) 學生應可理解 ax2＋abx＝ax．x＋ax．b，根據乘法對加法分配律，學生應可得到 

ax．x＋ax．b＝ax(x＋b)。 

(三) 遇到較複雜的公因式，可以提示學生先將公因式代換成另一個變數，例如：因式分

解 ( ) ( )x ax b k ax b   ，可以幫助學生將 ( )ax b 設為 A，原式改為 xA+kA，此時學

生應可理解提出公因式 A 並將原式轉為 ( )A x k ，接著將 A 還原成 ax+b 得到因式

分解後的式子為 ( )( )ax b x k  。  

(四) 底下以 x(x＋1)－3(x＋1)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解：先與學生溝通，以 A 代表多項式 x + 1，即 x + 1 = A。 

所以 x(x＋1)－3(x＋1) = x．A－3．A = (x－3) A ， 

最後再將 A = x + 1 代入上式得到 (x－3)(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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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9 112-M8-C3-19 D 

學習重點 
F-8-1 一次函數：透過對應關係認識函數（不要出現 f(x)的抽象型式）、常數函

數（y=c）、一次函數（y=ax+b）。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7% 

全  體 0.19 0.18 0.26 0.37 0.01 

高分組 0.11 0.09 0.16 0.63 0.01 
鑑別度：0.41 

低分組 0.24 0.25 0.30 0.21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次函數及部分 x 與 y 值的關係，要求學生計算特定 x 值所對應的 y 值，

評量學生是否掌握一次函數的概念。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7%，高分組答對率 63%，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41。 

2. 3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9%的學生選擇 A；18%的學生選擇 B；26%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41，正確答案為選項 D，通過率為 37%，顯示近四成的學生已

掌握一次函數的概念。 

2. 有 19%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4%)，這些學生可能正確算出 b=10 及 a=-2，

但將 a=-2 視為答案，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一次函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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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18%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僅是猜測答案，尚未掌握

一次函數的概念。 

4. 有 26%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30%)，這些學生可能未考量 x=0 時 y=10，

且將 3：2 視為真正的 y 值，而列出 {
3 = 2𝑎 + 𝑏
2 = 3𝑎 + 𝑏

 解得 a=-1、b=5，一次函數為

y=-x+5，再將 x=4 代入 y=-x+5 得 y=-4+5=1，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一次函

數的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7-6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式 的 幾 何 意 義 ：

𝑎𝑥 + 𝑏𝑦 = 𝑐 的 圖

形 ； 𝑥 = 𝑐 的 圖 形

（水平線）；𝑦 = 𝑐

的圖形（鉛垂線）；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式的解只處理相交

且只有一個交點的

情況。 

G-7-1 

平面直角坐標系：

以 平 面 直 角 坐 標

系、方位距離標定

位置；平面直角坐

標系及其相關術語

（縱軸、橫軸、象

限）。 

F-8-1  

一次函數：透過對應關

係認識函數（不要出現

f(x)的抽象型式）、常數

函數（y=c）、一次函數

（y=ax+b）。     

F-9-1 

二次函數的意義：二次

函數的意義；具體情境

中列出兩 量的二 次函

數關係。 

F-9-2 

二次函數 的圖形 與極

值：二次函數的相關名

詞（對稱軸、頂點、最

低點、最高點、開口向

上、開口向下、最大值、

最小值）；描繪𝑦= 𝑎x2、

𝑦=𝑎x2+𝑘、𝑦=𝑎(𝑥−ℎ)2、

𝑦=𝑎(𝑥−ℎ)2+𝑘的圖形；

對稱軸就 是通過 頂點

（最高點、最低點）的

鉛垂線；𝑦= 𝑎x2 的圖形

與𝑦=𝑎(𝑥−ℎ)2+𝑘的圖形

的平移關係；已配方好

之二次函 數的最 大值

與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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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一次函數。 

複習一次函數關係式 y=ax+b。 

可舉情境例，透過觀察對應關係的規律性，進而表徵為𝑦=𝑎x+𝑏，認識一次函數。 

例如：下表是攝氏溫度與華氏溫度的對應表。 

 

觀察出「攝氏每增加 10 度，華氏增加 18 度」，也就是「攝氏每增加 1 度，

華氏增加 1.8 度」，而且當攝氏 0 度時，華氏 32 度。 

因此以𝑥℃代表攝氏溫度、𝑦℉代表華氏溫度，攝氏溫度與相對應的華氏溫度

之關係𝑦= 1.8𝑥 + 32，而關係如𝑦 = 1.8𝑥 + 32 稱為一次函數。 

(二) 複習比與比例式。以「3：5=12：20」為例。 

 

即
12 20

4
3 5
   

再以「3：5=x：12」為例說明比例式的運算。 

 

即
20

3 5

x
 ，則 5 20 3x    ，

60

5
x  。 

(三)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當 x=0 時，y=10，則 10=a0+b 得 b=10，函數關係式可寫成 y=ax+10 

x=2 時，y 值是 2a+10 

x=3 時，y 值是 3a+10 

兩個 y 值的比為 3：2   

x是 3的
 x 

 3 
倍數 20是 5的

 20 

 5 
倍數 

相同的倍數 

3    :    5 

=      x    :   20 

4 
4 

3    :    5 

=  12    :    20 

攝氏溫度(℃) 0 10 20 30 40 50 

華氏溫度(℉) 32 50 68 86 10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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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3(3a+10)=2(2a+10) 

      9a+30=4a+20 

          5a=-10 

           a=-2 

所以 y=-2x+10 

x=4 時  y=(-2)4+10 

         =2 

 

  

(2a+10)：(3a+10) 

=   3  ：  2 

 

交叉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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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0 112-M8-A3-20 D 

學習重點 

N-8-2 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根的整數部分；十分逼

近法。使用計算機√ 鍵。    

備註： 二次方根的整數部分，可用幾何、十分逼近法、計算機求近似值。 

知識向度 數與量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4% 

全  體 0.26 0.18 0.20 0.34 0.01 

高分組 0.12 0.10 0.17 0.60 0.01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35 0.24 0.24 0.17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個包含未知數的根式及其數值的整數部分，要求學生算出未知數，評量

學生是否具備估計二次方根近似值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4%，高分組答對率 60%，低分組答對率 17%，鑑別度 0.43。 

2. 3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6%的學生選擇 A；18%的學生選擇 B；20%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3，正確答案為選項D，通過率為34%，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

具備估計二次方根的近似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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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26%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35%)，這些學生尚未具備估計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的能力。 

3. 有18%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24%)，這些學生尚未具備估計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的能力。 

4. 有20%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24%)，這些學生尚未具備估計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的能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N-7-6 

指數的意義：指數為

非負整數的次方；𝑎≠0 

時𝑎0=1；同底數的大

小比較；指數的運算。 

N-7-7 

指數律：以數字例表

示「同底數的乘法指

數律」

（am*an=am+n、

(am)n=amn、

(a*b)n=an*bn，其中

m,n 為非負整數）；

以數字例表示「同底

數的除法指數律」

（am/an=am-n，其中

m≧n 且 m,n 為非負

整數）。 

N-8-2  

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二 次 方 根 的 整 數 部

分；十分逼近法。使用

計算機√ 鍵。    

備註：二次方根的整

數部分，可用幾何、十

分逼近法、計算機求

近似值。 

N-10-1 

實數：數線，十進制小

數的意義，三一律，有

理數的十進制小數特

徵，無理數之十進制

小數的估算，（√2為無

理數的證明），科學記

號數字的運算。 

備註：定義科學記號

數字的有效位數，在

運算之後應維持原本

的有效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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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平方根與根號數的運算(參見第 5 題)。 

(二) 估計根號數的近似值，以2√3為例 

1. 化簡2√3 = √12。 

2. 哪個數字連乘兩次會等於 12 呢？ 

□×□= √12 × √12 = 12  

由  3 × 3 = 9    太小 

    4 × 4 = 16   太大 

可知√12介於 3 和 4 之間 

(三) 以本題為例說明 

2 + 3√𝑎的整數部分為 10，3√𝑎的整數部分為 10-2=8， 

3√𝑎 = √32 × 𝑎 = √9𝑎的整數部分為 10-2=8 

√64 < √9𝑎 < √81  
64 < 9𝑎 < 81 

7
1

9
< 𝑎 < 9 

符合題意的𝑎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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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1 112-M8-C2-21 C 

學習重點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一元二

次方程式；應用問題；使用計算機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近似值。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3% 

全  體 0.22 0.22 0.43 0.13 0.01 

高分組 0.15 0.08 0.70 0.06 0.01 
鑑別度：0.47 

低分組 0.26 0.32 0.23 0.1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元二次方程式及其解的公式，要求學生算出解，評量學生套用公式解一

元二次方程式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3%，高分組答對率 70%，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47。 

2. 4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22%的學生選擇 A；22%的學生選擇 B；1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7，正確答案為選項C，通過率為43%，顯示超過四成的學生已

具備套用公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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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22%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26%)，這些學生可能了解 1, 4, 1a b c     ， 

但將係數代入公式出錯得到
24 4 4 ( 1) ( 1) 4 2 3

2 3
2 1 2

x
        

    


。 

3. 有22%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32%)，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 1, 4, 1a b c     ， 

將係數代入公式得到
24 ( 4) 4 1 ( 1) 4 2 5

2 5
2 1 2

x
        

    


。 

4. 有13%的學生選擇D (低分組有19%)，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 1, 4, 1a b c     ， 

將係數代入公式得到
24 ( 4) 4 ( 1) 1 4 2 5

2 5
2 ( 1) 2

x
        

   
  

。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8-5 

因式分解的方法：提

公因式法；利用乘法

公式與十字交乘因式

分解。 

備註：只處理整係數

ax
2+bx+c 的因式分解

或與乘法公式直接相

關者，不處理一般二

元齊次或二元非齊次

式但有一次介入者。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法與應用：利用因式

分解、配方法、公式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

用問題；使用計算機

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

根的近似值。     

無 

三、教學建議 

(一) 視學生學習的狀況，說明公式解的推導過程。 

由一元二次方程式的一般式 ax2＋bx＋c＝0，推導出公式解： 

x
2＋

 b 

 a 
x＋

 c 

 a 
＝0 (同除以 a，使 x 的平方項係數變成 1 ) 

x
2＋

 b 

 a 
x＝－

 c 

 a 
  (將常數項移至等號右邊) 

x
2＋

 b 

 a 
x＋(

 b 

 2a 
)2＝－

 c 

 a 
＋(

 b 

 2a 
)2   (等號左邊配成完全平方式) 



75 

(x＋
 b 

 2a 
)2＝

b2－4ac

4a2  

x＋
 b 

 2a 
＝±

b2－4ac

2a
   (取平方根) 

x＝－
 b 

 2a 
±

b2－4ac

2a
＝

－b± b2－4ac

2a
 

(二) 說明其中 b2－4ac 為判別式，有以下三種可能： 

1. b2－4ac>0，方程式 ax2＋bx＋c＝0，x＝
－b± b2－4ac

2a
，兩相異根。 

2. b2－4ac＝0，方程式 ax2＋bx＋c＝0，x＝
-b

2a
，兩根相等。 

3. b2－4ac<0，方程式 ax2＋bx＋c＝0，因負數沒有平方根，故無解。 

(三) 下面以「解 x2＋5x＋2＝0」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1. 複習配方法 

例如：x2＋2x＋□＝(x＋△)
2 →□＝12＝1，△＝1 

x2＋3x＋□＝(x＋△)
2→□＝( 

3

2
 )

2＝
9

4
，△＝

3

2
 

2. 說明利用配方法解 x
2＋5x＋2＝0 

作法：x2＋5x＝－2…先將常數項移到等號右邊 

x2＋5x＋( 
5

2
 )2＝－2＋( 

5

2
 )2…等號兩邊同時加( 

5

2
 )2 

(x＋
5

2
)2＝

17

4
 

x＋
5

2
＝±

17

2
 

x＝－
5

2
±

17

2
＝

-5± 17

2
 

3. 說明如何利用公式解 2 5 2=0x x  。 

先利用相反數將所有減法改記成加法，並將所有省略係「1」也還原， 

得
2 2 )+5 2=1 5) +(( 2x x x x    。 

其次，比較標準方程式 ax2＋bx＋c＝0 得 1a  、 5b   、 2c   。 

代入公式解得 
22 ( 5) ( 5) 4 1 ( 2)4

2 2 1

b b ac
x

a

         
 


， 

經過計算，得 5 33

2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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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2 112-M8-A2-22 D 

學習重點 
N-8-5 等差級數求和：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生活中相關的問題。    

備註： 不處理「已知級數和反求首項、項數或公差」。 

知識向度 數與量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3% 

全  體 0.16 0.20 0.30 0.33 0.01 

高分組 0.09 0.09 0.19 0.62 0.01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21 0.27 0.35 0.15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等差級數，要求學生算出等差級數的和，評量學生運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解題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3%，高分組答對率 62%，低分組答對率 15%，鑑別度 0.46。 

2. 3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6%的學生選擇 A；20%的學生選擇 B；30%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46，正確答案為選項D，通過率為33%，顯示超過三成的學生已

具備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的能力。 

2. 有16%的學生選擇A (低分組有21%)，這些學生可能錯誤使用等差數列公式，算

成99=9+n3，得n=30，而合理使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99+(-9)]×30 

 2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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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的能力。 

3. 有20%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27%)，這些學生可能錯誤使用等差數列公式，算

成99=9+n3，得n=30，又錯誤使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99×30 

 2 
=1485，這些學

生可能尚未具備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的能力。 

4. 有30%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35%)，這些學生可能錯誤使用等差數列公式，

99=(-9)+n3，得n=36，而合理使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99+(-9)]×36 

 2 
=1620，

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的能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無 N-8-5  

等差級數求和：等差

級數求和公式；生活

中相關的問題。 

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

係：有限項遞迴數列，

有限項等比級數，常

用的求和公式，數學

歸納法。 

三、教學建議 

(一) 複習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以「求等差級數 3+6+9+…+93+96+99 的和」為例，再引入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慢慢加也可以，但有規律的總是有機會找到更好的方法 

因此先多算一次，之後再除以 2 還原 

 

所以 3+6+9+…+93+96+99=
 (3 99) 33

2
利用等差數列公式：99=3+(n-1)×3，n=33 

    3 + 6 +  9 +… + 93 + 96 + 99 

+   99 + 96 + 93 +… +  9 +  6 +  3 

=  102 +102 +102 +… +102 +102 +102 

=  102 33      

 

) 

發現：三組的和都是 3+99=102 

3+6+9+…+93+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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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一般式列出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所以 a1+a2  +a3+… +an-2+an-1+an=
 n1(a a ) n

2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1. 透過等差數列公式求得項數 

第 1 項為-9，第 n 項為 99，公差為(-6)-(-9)=3 

則 99=-9+(n-1)3，n=37 

2. 等差級數和的公式求和 

S37=
 [99+(-9)]×37 

 2 
=1665 

 

 

  

  a1 +a2 +a3 +… +an-2 +an-1 +an 

+  an +an-1 +an-2 +… +a3 +a2 +a1 

=  (a1+a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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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3 112-M8-D2-23 A 

學習重點 D-8-1 統計資料處理：累積次數、相對次數、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     

知識向度 資料與不確定性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23% 

全  體 0.23 0.09 0.11 0.56 0.01 

高分組 0.42 0.04 0.06 0.47 0.01 
鑑別度：0.31 

低分組 0.11 0.15 0.19 0.5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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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一週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折線圖，要求學生算出指定日的確診人數， 

評量學生解讀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23%，高分組答對率 42%，低分組答對率 11%，鑑別度 0.31。 

2. 2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9%的學生選擇 B；11%的學生選擇 C；56%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31，正確答案為選項A，通過率為23%，顯示超過兩成的學生已

掌握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的基本概念。 

2. 有9%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15%)，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的基

本概念。 

3. 有11%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19%)，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的

基本概念。 

4. 有56%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54%)，這些學生尚未掌握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的

基本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

中常見的數據資料，

整理並繪製成含有原

始資料或百分率的統

計圖表：直方圖、長條

圖、圓形圖、折線圖、

列聯表。遇到複雜數

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

助，教師可使用電腦

應用軟體演示教授。 

D-8-1  

統計資料處理：累積

次數、相對次數、累積

相對次數折線圖。     

D-9-1 

統計數據的分布：全

距；四分位距；盒狀

圖。 

備註：D-7-2 處理單一

統計量（平均數、中位

數、眾數）表達數據，

本條目則傳達以盒狀

圖描述數據的集中程

度。 

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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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2 

統計數據：用平均數、

中位數與眾數描述一

組資料的特性；使用

計算機的「M+」或「Σ」

鍵計算平均數。 

認識機率：機率的意

義；樹狀圖（以兩層為

限）。 

備註：以樹狀圖分析

所有的可能性，國中

階段以對稱性（節點

相同）的樹狀圖為主。 

D-9-3 

古典機率：具有對稱

性的情境下（銅板、骰

子、撲克牌、抽球等）

之機率；不具對稱性

的物體（圖釘、圓錐、

爻杯）之機率探究。 

三、教學建議 

(一) 累積的起點與終點：以開車的里程數為例 

1. 里程表顯示的數字是車子開到現在累積的里程數，如下圖里程表所示，這輛車子

開到現在累積了 998665km。 

 

2. 想知道今天開車的里程數，會在出門時，以及回到家時做記錄。如果出門時為里程

表顯示 998640km，回到家時里程表顯示 998665km，則今天開車的里程數=回到

家時的里程表顯示的數字-出門時里程表顯示的數字=998665-998640=25(km)。 

3. 想知道第 2 天開車的里程數，只要記錄第 1 天回家後里程表上顯示的數字和第 2

天回家後里程表上顯示的數字。 

第 2 天開車的里程數=第 2 天回家後里程表上顯示的數字-第 1 天回家後里程表

上顯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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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本題為例說明 

𝑎=12 月 30 日累積確診人數-12 月 29 日累積確診人數 

 =16988-16964=24。 

𝑏=12 月 26 日累積確診人數-12 月 25 日累積確診人數 

 =16915-168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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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4 112-M8-B1-24 A 

學習重點 
S-7-4 線對稱的性質：對稱線段等長；對稱角相等；對稱點的連線段會被對稱

軸垂直平分。     

知識向度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 認知向度 概念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20% 

全  體 0.20 0.53 0.10 0.16 0.01 

高分組 0.30 0.59 0.03 0.06 0.01 
鑑別度：0.18 

低分組 0.13 0.45 0.17 0.24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線對稱圖形，要求學生判斷對稱軸的數目，評量學生運用線對稱性質解題

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20%，高分組答對率 30%，低分組答對率 13%，鑑別度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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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53%的學生選擇 B；10%的學生選擇 C；16%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0.18，正確答案為選項A，通過率為20%，顯示兩成的學生已具備

運用線對稱性質解題的能力。 

2. 有53%的學生選擇B (低分組有45%)，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對稱軸如下所示： 

   

3. 有10%的學生選擇C (低分組有17%)，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對稱軸如下所示： 

     

4. 有16%的學生選擇D (低分組有24%)，這些學生可能誤以為對稱軸如下所示：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S-5-4 

線對稱：線對稱的意義。

「對稱軸」、「對稱點」、

「對稱邊」、「對稱角」。

由操作活動知道特殊平

面圖形的線對稱性質。

利用線對稱做簡單幾何

推理。製作或繪製線對

S-7-4  

線對稱的性質：對稱

線段等長；對稱角相

等；對稱點的連線段

會 被 對 稱 軸 垂 直 平

分。     

S-8-1 

角：角的種類；兩個角

的關係（互餘、互補、

對頂角、同位角、內錯

角、同側內角）；角平

分線的意義。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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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圖形。 

備註：從操作活動察覺

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

箏形（箏形指圖形，名

詞不出現）、等腰梯形是

線 對 稱 圖 形 （ 避 免 告

知）。在教學呈現時，線

對稱軸應為垂直或平行

（操作活動不在此限）。

可處理正多邊形。 

符號；平行線截角性

質；兩平行線間的距

離處處相等。 

S-8-4 

全等圖形：全等圖形

的意義（兩個圖形經

過平移、旋轉或翻轉

可以完全疊合）；兩個

多邊形全等則其對應

邊和對應角相等（反

之亦然）。 

三、教學建議 

(一) 透過對摺後重疊，幫助學生認識線對稱圖形的對稱邊相等、對稱角相等，並知道對

稱軸兩側圖形全等。 

(二) 底下以利用一線對稱圖形，幫助學生建立線對稱圖形的觀念。 

如下圖，Ｌ是對稱軸 

 

可讓學生看圖形說出： 

1. B、D 的對稱點分別為 F、H，故∠B＝∠F、∠D＝∠H。 

2. AB 的對稱邊為 AF ， CD 的對稱邊為 GH 。 

3. 對稱線段等長如 AB ＝ AF ， CD ＝ GH 。 

4. 對稱軸 L 為 BF 、 CG 、 DH 的垂直平分線。 

5. 對稱軸 L 為∠FAB、∠HED 的角平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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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5 112-M8-C3-25 B 

學習重點 F-8-2 一次函數的圖形：常數函數的圖形；一次函數的圖形。     

知識向度 代數與函數 認知向度 解題思考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26% 

全  體 0.17 0.26 0.28 0.26 0.02 

高分組 0.07 0.42 0.18 0.31 0.02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25 0.18 0.33 0.22 0.02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給定圖形通過含有未知數的相異兩點、一次函數 y ax b  及部分未知數的關

係，要求學生判斷未知數的大小，評量學生繪製一次函數圖形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26%，高分組答對率 42%，低分組答對率 18%，鑑別度 0.24。 

2. 2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7%的學生選擇 A；28%的學生選擇 C；26%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本題鑑別度為 0.24，正確答案為選項 B，通過率為 26%，顯示近三成的學生已具

備繪製一次函數圖形的能力。 

2. 有 17%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5%)，這些學生可能錯誤以為 0a  ，或者在不

等式移項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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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28%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33%)，這些學生可能錯誤以為 0b  ，或者在不

等式移項時發生錯誤。 

4. 有 26%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可能沒有看出函數圖形通過

(0, )b 導致無法判斷 b、c 的大小，或者在不等式移項時發生錯誤。 

二、對應學習重點 

 先備的知識 本題所需的知識 延伸的知識 

學習內容 

A-7-6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

幾何意義：ax+by=c 的

圖形；y=c 的圖形（水

平線）；x=c 的圖形（鉛

垂線）；二元一次聯立方

程式的解只處理相交且

只有一個交點的情況。 

G-7-1  

平面直角坐標系：以平

面直角坐標系、方位距

離標定位置；平面直角

坐 標 系 及 其 相 關 術 語

（縱軸、橫軸、象限）。 

F-8-2  

一次函數的圖形：

常數函數的圖形；

一次函數的圖形。     

F-9-1 

二次函數的意義：二次函數

的意義；具體情境中列出兩

量的二次函數關係。 

F-9-2 

二次函數的圖形與極值：二

次函數的相關名詞（對稱軸、

頂點、最低點、最高點、開口

向上、開口向下、最大值、最

小 值 ）； 描 繪 𝑦=𝑎x2 、

𝑦=𝑎x2+𝑘 、 𝑦=𝑎(𝑥 − ℎ )2 、

𝑦=𝑎(𝑥−ℎ)2+𝑘的圖形；對稱

軸就是通過頂點（最高點、

最低點）的鉛垂線；𝑦=𝑎x2 的

圖形與𝑦=𝑎(𝑥−ℎ)2+𝑘的圖形

的平移關係；已配方好之二

次函數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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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以下列教學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一) 複習一次函數的圖形表徵。 

一次函數的關係式：y=ax+b，可分三種情況討論 

1. 當 a=0時，一次函數 y=b 

例如：y=2，也就是 y=0x+2 

 

其函數圖形為一水平線 

 

2. 當 b=0時，一次函數 y=ax 

例如：y=3x 

 

其函數圖形為通過原點，但非水平線和鉛垂線的一條直線 

 

 

 

 

 

 

x 0 1  

y 0 3  

 

x 0 1  

y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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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 a≠0，b≠0時，y=ax+b 

例如：y=-2x+3 

 

 

其函數圖形為不通過原點，也非水平線和鉛垂線的一條直線 

(二)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一元一次函數 y=ax+b，其圖形通過(1,c)和(2,d)，且 0c d  ，因此直線呈「左上右

下」的傾斜。又函數 y=ax+b 通過(0,b)，故 0b c d   。其次，分別將 1x  和 2x 

代入 y=ax+b 可得 2c a b a b d     ，解得 0a  。綜合上述，即得b c d a   。 

 

  

x 0 1  

y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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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本計畫同時採用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與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三參數模式作為試題分析理論基礎，並以三參數模式進行學生

能力估計。三參數模式有 a、b、c 三種參數，分別代表鑑別度、難度以及猜測度。學

生能力估計值則參考 PISA 與 TIMSS 等國際大型測驗的作法，將估計出來的能力轉換

至平均分數 500，標準差 100 的量尺上，再以轉換所得量尺分數進行不同背景變項學

生表現分析。本年度數學八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狀況，如圖 5-1 所示。 

 

圖 5-1 數學八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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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2，以性別為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男生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496(標準差 96)、

女生平均量尺分數則為 503(標準差 86)；再以不同都市化程度進行背景變項分析，發

現「都會核心」、「工商市區」及「新興市鎮」之八年級學生其數學學力檢測表現高於整

體平均，「傳統產業市鎮」、「低度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及「偏遠鄉鎮」學生之表

現低於整體平均。 

按照不同都市化程度學力表現由高至低依序為「都會核心」、「工商市區」、「新興

市鎮」、「低度發展鄉鎮」、「傳統產業市鎮」、「偏遠鄉鎮」、「高齡化鄉鎮」，各鄉鎮市區

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5-1 所示。本年度報考學生人數

33,655 人，排除無效樣本後，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為 27,572 人。 

 

 

 

圖 5-2 數學八年級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學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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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鄉鎮市區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27,572  499 91 

都會核心 3,331  540 99 

工商市區 6,110  503 92 

新興市鎮 7,562  500 91 

傳統產業市鎮 1,573  484 83 

低度發展鄉鎮 6,471  486 86 

高齡化鄉鎮 1,797  477 81 

偏遠鄉鎮 728  48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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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八年級學生於不同學習重點之答對率表現 

藉由將「國民中學數學八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題號，對應之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學習重點和答對率進行交叉對照，可更明確檢視學生表現較優異和有待加強之處，

相關整理如表 5-2 所示。 

表 5-2-1 數與量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1~70    

51~60 

5 N-8-1 
二次方根：二次方根的意義；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 

備註： 可使用乘法公式來化簡的根式，待乘法公式單元再提及。 

12 N-8-6 

等比數列：等比數列；給定首項、公比計算等比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不處理「已知等比數列不相鄰某兩項的值（不含首項），反

求首項、項數或公比」，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比。 

41~50 14 N-8-4 

等差數列：等差數列；給定首項、公差計算等差數列的一般項。    

備註：不處理「已知等差數列不相鄰某兩項的值（不含首項），反

求首項、項數或公差」，例如：給定 a5 和 a9 的值，求首項和公差。 

31~40 

20 N-8-2 

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根的近似值；二次方根的整數部分；

十分逼近法。使用計算機√ 鍵。 

備註：二次方根的整數部分，可用幾何、十分逼近法、計算機求

近似值。 

22 N-8-5 
等差級數求和：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生活中相關的問題。 

備註：不處理「已知級數和反求首項、項數或公差」。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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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2 S-7-2 
三視圖：立體圖形的前視圖、上視圖、左（右）視圖。立體圖形

限制內嵌於 3*3*3 的正方體且不得中空。 

71~80 8 S-7-3 垂直：垂直的符號；線段的中垂線；點到直線距離的意義。 

61~70    

51~60    

41~50 

7 S-7-5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等腰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

形。 

15 G-8-1 
直角坐標系上兩點距離公式：直角坐標系上兩點 A(a,b)和 B(c,d)

的距離為線段 2 2( ) ( )AB a c b d    ；生活上相關問題。 

31~40    

21~30 17 S-8-6 

畢氏定理：畢氏定理（勾股弦定理、商高定理）的意義及其數學

史；畢氏定理在生活上的應用；三邊長滿足畢氏定理的三角形必

定是直角三角形。 

11~20 24 S-7-4 
線對稱的性質：對稱線段等長；對稱角相等；對稱點的連線段會

被對稱軸垂直平分。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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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代數與函數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1 A-8-1 
二次式的乘法公式：(a+b)2=a2+2ab+b2；(a-b)2=a2-2ab+b2；

(a+b)(a-b)=a2-b2；(a+b)(c+d)=ac+ad+bc+bd。 

71~80 4 A-7-7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不等式的意義；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

次不等式。     

61~70    

51~60 

6 A-8-4 
因式分解：因式的意義（限制在二次多項式的一次因式）；二次多

項式的因式分解意義。 

9 A-8-6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意義：一元二次方程式及其解，具體情境中列

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11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用問題；使用計算機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根

的近似值。 

41~50 

10 A-8-3 

多項式的四則運算：直式、橫式的多項式加法與減法；直式的多

項式乘法（乘積最高至三次）；被除式為二次之多項式的除法運

算。 

備註：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16 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單一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在數

線上標示解的範圍；應用問題。 

21 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應用問題；使用計算機計算一元二次方程式根

的近似值。 

31~40 

18 A-8-5 

因式分解的方法：提公因式法；利用乘法公式與十字交乘法因式

分解。 

備註：只處理整係數 ax2+bx+c 的因式分解或與乘法公式直接相關

者，不處理一般二元齊次或二元非齊次式但有一次介入者。 

19 F-8-1 
一次函數：透過對應關係認識函數（不要出現 f(x)的抽象型式）、

常數函數（y=c）、一次函數（y=ax+b）。 

21~30 25 F-8-2 一次函數的圖形：常數函數的圖形；一次函數的圖形。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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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資料與不確定性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3 D-7-1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成含有原始

資料或百分率的統計圖表：直方圖、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

列聯表。遇到複雜數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電腦應

用軟體演示教授。 

61~70    

51~60    

41~50 13 D-7-2 
統計數據：用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描述一組資料的特性；使用

計算機的「M+」或「Σ」鍵計算平均數。 

31~40    

21~30 23 D-8-1 統計資料處理：累積次數、相對次數、累積相對次數折線圖。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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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教學建議  

一、學生整體表現 

由表 6-1 觀之，本次測驗全體學生的平均通過率是 49%。從學生在各評量指標-知識

向度與認知向度的解題表現來看，其中，在知識向度方面，學生在空間形狀與坐標幾何向

度的平均通過率最高(51%)，其次是代數與函數向度(50%)、數與量向度(47%)，而在資料

與不確定性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低(46%)；在認知向度方面，學生在概念理解向度的平均通

過率最高(56%)，在解題思考向度平均通過率最低(38%)。進一步分析資料，學生在空間形

狀與坐標幾何*概念理解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佳（全：60%，高分組：74%，低分組：44%）；

學生在代數與函數*解題思考向度的平均通過率最低（全：32%，高分組：52%，低分組：

19%）。 

此結果顯示針對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課室教學，教師對於建立學生因式分解的方法、一

次函數及多項式的四則運算，除重視基本概念之講解說明，亦要多提供程序運算練習與應

用問題，幫助學生熟練代數運算的解題與應用，提升更高階段的學習成效。 

表 6-1 整體學生及高分組、低分組學生於各評量向度之通過率 

八 

概念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小計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分

組 

通過

率 

數與量  
5、14、

22 

高 0.73  

12、20 

高 0.70  共

5

題 

高 0.72  

全 0.47  全 0.45  全 0.47  

低 0.27  低 0.23  低 0.25  

空間形

狀與坐

標幾何 

2、

8、24 

高 0.74  

7 

高 0.82  

15、17 

高 0.61  共

6

題 

高 0.71  

全 0.60  全 0.50  全 0.37  全 0.51  

低 0.44  低 0.24  低 0.22  低 0.33  

代數 

與函數 
9 

高 0.93  01、04、

06、10、

11、16、

18、21 

高 0.82  

19、25 

高 0.52  共

11

題 

高 0.78  

全 0.55  全 0.54  全 0.32  全 0.50  

低 0.21  低 0.31  低 0.19  低 0.28  



98 

八 

概念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小計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題號 

分

組 

通過

率 
 

分

組 

通過

率 

資料與 

不確定

性 

13 

高 0.66  

03、23 

高 0.69  

 

共

3

題 

高 0.68  

全 0.42  全 0.49  全 0.46  

低 0.23  低 0.30  低 0.28  

小計 共5題 

高 0.76  

共 14 題 

高 0.78  

共 6 題 

高 0.61  共

25

題 

高 0.74  

全 0.56  全 0.52  全 0.38  全 0.49  

低 0.35  低 0.29  低 0.21  低 0.29  

二、對學習待加強學生的觀察 

本次測驗對象是國中八年級的學生，測驗的內容是以 108 年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中所羅

列之七年級與八年級學生應學習的學習內容作為命題依據。由上表 6-1 呈現的數據發現，

高、低分組學生在這些題目的答對率大都有顯著差異。以下我們特別針對鑑別度最高的五

題(第 9、11、6、7、16 題）再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提供老師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一)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意義 

1. 評量目標 

第 9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學習內容是「A-8-6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意義：一元二

次方程式及其解，具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本題給定一組解，要求學生選出滿足此解的一元二次方程式，評量學生是否理

解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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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題分析 

(1) 本題鑑別度為 0.72，正確答案為選項 B，通過率為 55%(高分組答對率 93%，低

分組答對率 21%)，顯示五成五的學生已具備檢驗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能力。 

(2) 有 14%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可能不理解一元二次方程式解

的意義，看到 x(x-5)=0，誤以為 x=-5。 

(3) 有 24%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38%)，這些學生忽略一元二次方程式等號的右

邊不為０，以為將 x=-5 代入(x+5)(x-3)後為０，代表 x=-5 就是解。 

(4) 有 8%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4%)，這些學生將 x=-5 代入(x+6)(x+4)計算錯

誤得到(-5+6)(-5+4)=11=1，誤以為 x=-5 就是解。 

3. 教學建議 

下面以「求方程式(x－3)( x＋1)＝0 的解」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1) 複習方程式解的意義： 

將 x＝a 代入方程式之後，能讓等號成立，稱 a 為方程式的解。 

例如：一元一次方程式「x－1＝0」，以 x＝1 代入，得到 1－1＝0， 

讓方程式成立，所以「1」是方程式「x－1＝0」的解。 

(2) 複習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若一元一次方程式 x＋a＝0，它的解為-a，x－b＝0 的解為 b。 

(3) 講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 

i. 利用「0 乘以任何數都等於 0」及「非 0 的兩數，其乘積必仍非 0」，以表格方

式幫助學生發現「若 ab=0，則 a=0 或 b=0」，如下表： 

 

必要時，可以分別將 0a  細分成 0a  和 0a  。 

同理，也將 0b  細分成 0b  和 0b  。 

ii. 舉例說明如何求解 ( 3)( 1) 0x x   。 

由上表知： ( 3)( 1) 0x x   則 3 0x   或 1 0x   。 

利用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得 x＝3 或 x＝-1。 

最後，幫助學生建立驗算的良好習慣， 

再分別將 x＝3 或 x＝-1 代入原式，檢查看看。 

 0a   0a   

0b   0ab   0ab   

0b   0ab   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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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 

1. 評量目標 

第 11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學習內容是「A-8-7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與應用：

利用因式分解、配方法、公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應用問題；使用計算機計算一元

二次方程式根的近似值。」 

 

本題給定標示長寬的丹麥國旗及白色十字區域的面積，要求學生算出白色十字

區域的寬，評量學生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題的能力。 

2. 試題分析 

(1) 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60%(高分組答對率 90%，低分

組答對率 32%)，顯示六成的學生已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2) 有 13%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2%)，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3) 有 14%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6%)，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4) 有 12%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尚未具備運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解應用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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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建議 

(1) 複習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義：以符號代表數、一元一次式、一元一次方程式。 

(2)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列式。 

(3)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的意義。 

(4) 複習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法。 

(5) 以本題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i. 協助學生理解題意並掌握已知、未知條件以並找出關係。 

(i) 已知：國旗長 37 公分、國旗寬 28 公分、白色十字面積 244 平方公分。 

(ii) 未知：白色十字部分寬(x 公分)。 

(iii) 找關係：利用白色十字面積 244 平方公分列關係式 

兩條長方形面積-重疊正方形面積=白色十字面積 

37𝑥 + 28𝑥 − 𝑥2=244 

ii. 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37𝑥 + 28𝑥 − 𝑥2=244 

65𝑥 − 𝑥2=244 

0=𝑥2 − 65𝑥 +244 

由 244=4×61，(-4)+(-61)=-65 

(x-4)(x-61)=0 

x=4 或 61(大於 37 公分，不合) 

(三) 因式分解 

1. 評量目標 

第 6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學習內容是「A-8-4 因式分解：因式的意義（限制在

二次多項式的一次因式）；二次多項式的因式分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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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給定二次多項式的兩個一次因式，要求學生對此二次多項式因式分解，評

量學生是否理解因式分解的意義。 

2. 試題分析 

(1) 本題鑑別度為 0.59，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51%(高分組答對率 84%，低

分組答對率 25%)，顯示超過五成的學生已理解因式分解的意義。 

(2) 有 14%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22%)，也有 11%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21%)，

這些學生可能誤解題意，以為要選正確因式分解的選項。 

(3) 有 24%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31%)，這些學生可能以為因式分解不可以提出

常數在括號外，也可能誤以為要選正確因式分解的選項。 

3. 教學建議 

(1) 先複習整數的因數、倍數關係。 

例如：12＝4×3，表示 12 是 3 的倍數，也是 4 的倍數；反過來說 3 和 4 都是

12 的因數。 

(2) 再類推到多項式的因式、倍式關係。 

例如：
2(4 6 2) (2 2)(2 1)x x x x     ，其中 (2 2)x 可以提出常數 2 變為 2( 1)x ，

因 此
2(4 6 2)x x  可 表 示 為 2( 1)(2 1)x x  ， 因 此 2 、 ( 1)x 、 (2 1)x 都 是

2(4 6 2)x x  的因式，反過來說
2(4 6 2)x x  是 2、 ( 1)x 、 (2 1)x 的倍式。 

(3) 因式和因式的乘積也可能成為因式： 

上述 2、( 1)x 、(2 1)x 是不同的因式，我們也可以利用 2 ( 1)x  、2 (2 1)x  、

( 1) (2 1)x x   組合出不同的因式。 

(四)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 

1. 評量目標 

第 7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學習內容是「S-7-5 線對稱的基本圖形：等腰三角形；

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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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給定菱形部分資訊，要求學生計算菱形的面積，評量學生是否掌握菱形面

積的解法。 

2. 試題分析 

(1) 本題鑑別度為 0.58，正確答案為選項 C，通過率為 50%，顯示五成的學生已掌

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2) 有 11%的學生選擇 A (低分組有 17%)，這些學生可能了解菱形面積的計算，但

將𝐴𝐸̅̅ ̅̅ 、𝐵𝐸̅̅ ̅̅ 當成對角線進行計算面積=
 12×8 

 2 
=48，這些學生可能部分掌握菱形

面積的解法。 

(3) 有 31%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47%)，這些學生可能直接將題目所給的兩個數

據相乘計算面積=128=96，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4) 有 8%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2%)，這些學生可能正確算出兩對角線長分別為

24 及 16，而在計算菱形面積時直接相乘得 2416=384，這些學生可能尚未掌

握菱形面積的解法。 

3. 教學建議 

(1) 複習等腰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箏形、正多邊形為線對稱圖形的幾何性質。 

(2)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i. ABCD 為菱形，𝐴𝐶̅̅ ̅̅ 、𝐵𝐷̅̅ ̅̅ 為其對角線，且皆為對稱軸，因此對角線將菱形分成

四個大小一樣且都是直角三角形。 

ii. 因為△ABE 為直角三角形，故△ABE 面積＝
1

2
BE AE  

因此菱形 ABCD 面積＝
1

4 2 12 8 192
2

BE A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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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 

1. 評量目標 

第 16 題(試題如下)對應的學習內容是「A-7-8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 

單一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應用問題。」 

 

本題給定一元一次不等式，要求學生選出不等式在數線上的圖解，評量學生是

否具備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2. 試題分析 

(1) 本題鑑別度為 0.57，正確答案為選項 A，通過率為 46%(高分組答對率 78%，低分

組答對率 21%)，顯示近五成的學生已具備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2) 有 27%的學生選擇 B (低分組有 35%)，這些學生可能在等量公理的運算上沒問

題，但不熟悉不等式上對於乘除負數的改變不等方向，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在

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3) 有 14%的學生選擇 C (低分組有 23%)，這些學生可能僅是猜測答案，尚未具備

在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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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 13%的學生選擇 D (低分組有 19%)，這些學生可能在一次式的去括號出現錯

誤，而正確在不等式上對於乘除負數的改變不等方向，這些學生可能部分具備在

數線上標示不等式解的範圍的能力。 

   7-x-4 ≤ 4x+18→3-x ≤ 4x+18→-5x ≤ 15→x ≥ -3。 

3. 教學建議 

(1)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及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i.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 

(i)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加法 

以「6>4→6+x > 4+x」為例，說明不等式的兩邊同時加上一個未知數， 

不等號左右兩邊的大小關係不會改變，不等號不會變號。  

 

(ii)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減法 

以「6>4→6-x>4-x」為例，說明不等式的兩邊同時減去一個未知數，不等

號左右兩邊的大小關係不會改變，不等號不會變號。 

 

關係式 圖式 

在等臂天秤的兩邊放上 6 顆和 4 顆一樣的積木。 

6＞4 
 

為了讓兩邊一樣重，我們在右邊加上 2 顆積木。  

6＝4＋2 
 

在天秤的兩邊同時加上 1 顆重量為 x 的積木， 

天秤兩邊還是會維持會平衡。  

6＋x＝(4＋2)＋x 

 

最後，我們將右邊增加的 2 顆積木拿掉，得到 

6＋x＞4＋x 
 

 

關係式 圖式 

已知 6＞4 

在式子的右邊加 2，讓左右兩邊相等。 6＝4＋2 

在左右兩邊同時減 x。 6－x＝(4＋2)－x 

最後，將右邊增加的 2 減掉。 6－x＞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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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等量乘法、除法 

當乘以或除以正數時，想法與上述加減法一樣，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乘以或

除以負數時。 

 當 a>b 時，a 的相反數<b 的相反數，則-a<-b 

也就是 a>b 時，將 a、b 時乘以(-1)，得到 a、b 的相反數-a、-b， 

得到-a<-b。 

 以「解一元一次不等式-5x＞10」為例 

乘以(
1

5
 )(-5x)･(

1

5
 )<10･(

1

5
 )x<-2。 

ii. 複習一元一次不等式在數線上標示解的範圍。 

將不等式在數線上標示，有以下 4 種圖示： 

 

 

 

  

x>-2 代表「x 比-2 大」，因為 x>-2 不包含 

-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空心，再將數線

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往右邊畫。 

 

x<-2 代表「x 比-2 小」，因為 x<-2 不包含 

-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空心，再將數線

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往左邊畫。 

 

x ≥ -2 代表「x 等於-2」或「x 比-2 大」，因為

x≥-2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實心，

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往右邊畫。 

 

x ≤-2 代表「x 等於-2」或「x 比-2 小」，因為

x ≤-2 包含-2，所以數線上-2 的點要標示實心，

再將數線上-2 的點往上拉一條線往左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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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本題為例，進行解題說明。 

7-(x-4) ≤ 4x+18 

7-x+4 ≤ 4x+18 

11-x ≤ 4x+18   利用等量公理，兩側同時減 4x，同時減 11 

-x-4x ≤ 18-11 

-5x ≤ 7   兩側同時乘以-
1

5
，不等方向改變 

 x ≥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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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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