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組學生如何準備學測 

～學姐們讀書方法分享 

 

    升上高三後，若能在晨考進度外，安排自己的讀書計劃表，便能妥善利用時間，

並確知自己的學習程度；若不會安排讀書計劃表，則學生們至少要配合學校老

師為你們排定的晨考進度。以下簡述各科的準備方法： 

國文科：在準備晨考的時候，利用機會好好將各課的課文內容精讀，因為之

後的複習便很少有機會能再熟讀課本。學校老師為學妹們購買的複習參考書，

一定要在老師規定的期限內唸完，並做完題目；等到學測的前一個禮拜，學校

應會讓考生自行依個人之差異排定讀書計劃，到那時，學妹應將每天排定一固

定時間，複習系統概念，例如：依朝代的不同或依創作文體的不同，複習重要

作家。各個文體的流變和背景也是重要的考題所在。此外，多做歷年考題和複

習參考書，可以讓考生熟悉可能的考試題型！ 

英文科：單字和片語的加強，須利用平常的時候就多背、多記；閱讀大量的

文章可以訓練在考試時的閱讀速度和選填克漏字的能力。在英文作文部分，老

師平常要求的練習，須準確做到；平常看到好的英文句子和片語，可以將其背



下，已備不時之需；寫作速度也是重要的一環，須依每人不同的需求而加以練

習。 

數學科：想要學得好數學，平常所下的功夫和基礎是非常重要的。每人每天

至少應做 10～20 題的數學題目。此外，複習考卷可以幫助自己了解自己較弱的

題型，並進而補強；公式不可死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在學測前一個禮拜，

應訓練自己在午休之後的第一、二節做數學題目，早點適應真正考試時的時間

（學測時，數學是在第一天的下午第一堂考試的）。多算數學的模擬考題型，

除了可以讓考生了解自己較弱的題型，並進而補強之外，也有可能能猜到考試

的題型方向！ 

社會科：和國文一樣，在準備晨考的時候，就應利用機會好好將各單元的課

文內容精讀。考生可應每人不同的需求，購買總複習參考書，來加強自己的統

整概念和比較。各科老師在課堂上的複習內容，一定要謹記在腦裡；此外，在

地理科方面，全世界各地的氣候和地形、產業之間相互關聯一定要熟記，因為

這些重要觀念可以幫助自己理解不熟悉的題型和解題。在歷史科方面，因為內

容較多較雜，所以，一定要善加利用晨考的機會，好好精讀這些內容和觀念。

在三民主義方面，因為沒有晨考，所以除了靠三民老師在課堂上的複習之外，

靠自己是很重要的，應利用高二時就先將高一的課程先行複習一次，等到高三

複習時，印象就會較他人深刻。 



自然科：因為高二一整年除了生物之外，都沒有再接觸任何理科，所以，這

一部份會顯得較令人頭疼。在複習方面，學妹可以在基礎自然四科中（物理、

化學、地科、生物）挑選自己較得心應手或是較有興趣的一兩科，在高二升高

三的暑假時就先自行複習。高三上時，課程會排入物理和化學的複習課，此時

考生應善加利用每次的課堂時間，多少喚回一些記憶。此外，在學測前一個禮

拜的複習計劃中，應將物理和化學排入複習計劃中，將每一單元的內容詳讀一

次。其實，在學測時，自然科的題目並非太難，但它的題組題題目很長，考驗

考生考試時的閱讀和理解能力，也考驗考生的閱讀和作答速度。 

  

P.S.以上讀書計畫的方法和內容可因考生報考不同學校的要求而再做調整，此

外，讀書方法的成功與否，全看考生的讀書態度將其實行多少！記得：小捨有

小得，有大捨才有大得！ 

  

台灣大學社會系郭芳瑋 

若要說到我對某些專精科目的方法，我還滿無奈的。因為老實說，我並沒有專精或特別喜歡

的科目，可以說都是一視同仁。聽起來似乎很糟，但我認為這也不無好處，在正式考試中（如

聯考），每一科都同等重要，如果我能好好運用此一特點，就能每一科皆不偏廢，這也是轉

換悲哀心態的一種想法吧！ 

談談讀書方法吧！其實和大多數老師一樣，我十分強調「讀書計劃」的重要。

但我對於那種計劃－把一兩個月或長期的讀書時間及確切範圍都寫出來的─感到



十分疑惑：我真能在準確時間中讀那麼多嗎？如果中間又多了我沒有預先知道的功

課活動或雜務，我果能準確完成我的計劃嗎？因此在平常的日子中，我通常都只是

趁走路回宿舍及洗澡時先在腦中規劃當天的作息：一個晚上大概有五個小時

（7:00-12:00 p.m.），大概分配多少時間給各科？如果提早結束，我要念什麼？我覺

得還頗有用的（對我而言），至少我不必花 1-3 小時去思索擔心在未來每一天「確

定」的時間中我必須絕對一定要「確定」地讀到何處，比較輕鬆。但也不全然是如

此的，如果是在大考前（如期中考或是學測），我便會提早一到二星期甚至於一個

月來規劃讀書計劃，聽起來很複雜，但總而言之，就是因「情況」及「時間」而異

嘛！每個人都不同。 

接下來，我要談談我某幾科的讀書方法。不過你們要先了解：這並不一定是最

好的方法，一切都只是「參考」、「參考」而已： 

英文 

1.可以多背課外的單字，但前提是：你已熟記在課本中教過的單字及其用法。 

     2.多查字典（務必是有用法及例句的那種），自己查過比直接記憶更有效。 

     3.閱讀文章時，要邊讀邊大略分析句子結構（主詞？動詞？附屬子句？倒

裝？…etc）。找到重點也要做標記，有助於回答閱讀測驗和簡答題的問題。 

     4.可以買本本子來記錄一些重要的單字句型片語（老師教的，頗有用！）大範圍

考試就不必擔心要讀什麼了！我是有三本小本子：一本寫句型，一本寫單字

及片語，還有一本是把十分相似的單字和片語擺在一起作比較。使用方法是

因人而異。 

歷史 

1.自己畫製年表（尤其是世界史），可以幫助自己大體了解在什麼時間發生什麼事，

也可釐清觀念及拿來做比較。另外，在畫製的過程中更可再加深記憶，一舉

數得呢！ 

     2.自己在讀完課本後，在廢紙（筆記本也可以）上整理大綱，有時課本寫的亂七

八糟，可以自行整理成簡明易懂的主題分類。 

     3.當你發現在不同的主題及不同的課本中提到同一件事時，不要偷懶，不要怕累，

要再拿出來比較，長期下來歷史的整體感會增加。 



     4.有些人名、年代或事件是真的很難背，我也沒辦法。只能勤勞些，有空多拿來

看看、翻翻，也許還是背不起來，但多看幾次總會多個印象吧！ 

地理 

1.在中國及世界地理方面，強烈建議要買地圖本來看，邊讀（課本）邊點（地點）

邊看（形狀地形週遭情況）邊背，很有幫助的（對我而言）！或者你可以自

己畫地圖？？？ 

     2.經濟地理方面，有某些主題特別重要（到時候就會知道了！），雖然讓人昏昏

欲睡，但務必認真聽課，如要靠自己事後苦讀，可能很難理解。 

  

以上就是我在某些科目的讀書方法。另外，我要特別提提「做筆記」這項功夫，

不過這應該是高一高二時的重點，因為這會對高三複習起來很有幫助。上課時很多

老師都會寫大綱在黑板上，以便講課，而我們學生通常也都會全盤抄下。而我強調

的重點是：把細節及講解中的內容大概地寫在旁邊。可能有人覺得是多餘的，自己

都了解了，為什麼還要寫下來呢？但不要忘了，那是因為時間間隔較短，所以你還

會記得老師的講解﹔如果等高三複習回來，如果你記憶沒有「好」到可以撐個一兩

年也不會模糊，到最後可能會演變成完全不情楚成因或推演過程，複習起來豈不加

倍辛苦？這是我對學妹的忠告，希望我的讀書方法能對你們有所幫助，有更好的表

現。加油啊～學妹！！ 

  

  

許雅婷 （前高三儉，現台大經濟）  

給可愛的學妹們： 

     在八月的高三座談會，輔心老師很用心的邀請了許多畢業學姐回學校和學妹們分享當年高三

的”奮鬥史”，相信當天學姐們的分享一定或多或少對學妹們有助益，輔心老師為了怕學妹

們對當天豐富的內容有所遺漏，還特地請學姐寫成書面文字。希望老師們的用心和學姐們無

保留的分享能為學妹們在分秒必爭的高三節省走錯路的時間，並調整好最佳的心態打一場勝

仗！ 



    由於學姐能力有限，所以僅能將當天我們在高三儉班分享的內容寫下，不過我相信不論班級

差別，大家努力的心情和方式都是一樣的。  

1.      對高三的認知 

     這是和過去完全不同的一年，是充滿變數、機會和希望的一年。成績不錯的可能會因讀書方

式的錯誤而落敗，有待加強的可能會因努力和走對方向而反敗為勝，也就是說，勝負未定前，

一切都要小心謹慎，一切也都充滿希望。所謂的”黑馬”的確存在，但沒有之前的訓練和用

心，駑馬是不可能在最後關頭發揮實力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剖析自己，認清自

己的能耐和弱點，才能擊中要害，否則以下所提的建議都只是空談罷了！  

2.      推甄申請 

     推甄和申請是為了適合的學生而設立的。什麼樣的學生最適合？第一，清楚自己方向的人。

比如對語文類、藝術類有濃厚興趣和天分的學生、或對自己未來志業相當清楚肯定的人。第

二，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相符的人。如果我想讀商但數學不好或想念外文但英文平平，這樣推

甄和申請可能不太適合你，不如給自己多一些時間去加強，指定考科可以讓你進更好的大學。

反之，推甄申請「不適合」哪些人?當然就是不確定自己興趣和方向的人了，要注意的是，這

是絕大多數的情況，在十多歲的年紀對自己志向肯定的人是不多的，常常發生的是，我們經

常受到社會評價和父母期望的影響，「以為」自己喜歡某項領域，而貿然下定論；更糟的是

許多人把推甄當成逃避聯考的小路，不理會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只想靠著比較拿手的科目，

把自己弄進大學，這真是太小看自己了！！聯考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恐怖，它的好處學姐

會在之後「指定考科」的部分說明。學姐之所以一再強調的原因，是因為在大學中許多人念

了一學期後就會考慮轉系（蠻普遍的歐）因為念一個和自己想像完全不同又沒什麼興趣的科

系，既不快樂又浪費時間，但推甄申請的學生是不可以轉系轉學的！！ 

    當你已經確定自己適合走推甄申請之後，趕快蒐集自己喜歡科系的資料（真的有興趣的人高

一二的時候應該已經做好此項功夫了），特別是該科系的考試項目，筆試的話，現在就要開

始準備（尤其外文科系），口試方面則以相關知識的補充為主（尤其是政商學群），另外，

除非確定自己完全不嘗試推甄申請，否則最好大家都先準備好自傳及讀書計畫，然後給老師

修改，不然到時候所有事都擠在一起，不管是自己撰寫或請老師修改，品質都比較不好。 

    對這項誘人的入學方式最正確的態度，應該抱著「另外試試看」的心態，得失心太重而影響

到指定考科的準備那就不好了。在這部分學姐提一下自己的經驗：從以前開始，學姐我就一

直抱著要推甄進台大外文系的目標在準備，而且我很肯定我有這個實力，所以不管是比賽記

錄或活動經驗我都準備的無懈可擊，那麼肯定的準備著，但卻因為學測數學的滑鐵盧，讓我

的希望破滅了。那時候真的是很傷心，同學老師也不知道怎麼安慰我，因為我應該是勝算最

大的人。不過，那次的失敗反而為我開啟另一扇窗，那扇窗外有著我以前從未考慮過的路。

我一直是很害怕數學的人，害怕到我考數學時手會發抖，但是連包括我自身在內的人都認為

我的個性其實是比較適合商學院的，只是因為害怕數學就把這項可能完全排除在外。但申請

的失敗讓我看清自己的弱點，讓我決心向數學挑戰，最後走向與當初設定的完全相反的路。 



    所以，就算推甄申請失敗有什麼大不了的？！那是另一個機會的來臨，要好好抓住它！！ 

3.      進入指定考科 

    其實高三上學期是屬於一個打底的階段，上學期新課程尚未結束，複習課程剛剛起步，所以

只要確實的跟上學校給的進度就沒問題，新課程好好學（因為聯考份量五六冊最重），晨考

進度一定要跟上，不要自作主張照自己的進度，一開始速度慢有它的道理，不要心急歐！ 

    學測之後，真正的高三才真的來臨，此時，不論學測結果，都要有赴戰場的心態了！ 

晨考：這時進度會加快，模擬考的範圍看起來很可怕，所以最好採雙進度進行；晨考一週進

度在前一週的週末就要先念個大概，前一天只是擔任複習的角色，然後模擬考要照自己排定

的進度每天念。 

 模擬考： 從第三次開始範圍就會變的很大，如果不排讀書計畫，到考前根本念不完，建議在

上學期時，就要算好自己唸完每一科的時間，比如唸完國文一課、數學一節、歷史一章要多

久，這樣排讀書進度時才不會排得太快（太慢大概沒可能）然後算出自己除了準備課內（平

考晨考功課）之外一天剩下多少時間，照自己對該科目的拿手程度排時間（比如數學兩天、

英文國文各一天、史地一天之類的）週末則要抽一天出來做模擬考卷。 

 各科小竅門：根據當天各學姐的分享簡述之。 

國文：指定考科完全沒有範圍，會讓人深深有「課本無用武之地」之感，所以平時的課外補

充功夫非常重要，去找本唐詩三百首，平常沒事把他當課外讀物看，看完之後對詩詞接句和

相關的語感有大幫助歐。平常做題目時碰到不會的字詞注音成語之類，請把他們抄在本子或

課本上。 

英文：類似國文，是全憑實力上場的，最好將考卷上不會的單字（尤其是字彙測驗的部分）

都抄下背起來，一定要聽老師的話，平常給的模範短文要背，久而久之就會習慣英文作文的

寫法與結構，因為考試題型固定，所以對於不擅長、作的很慢的大題要額外找練習。國英兩

科屬於語文類，沒有明確範圍，所以一切都是多多益善，千萬別偷懶，以為念課本就夠了。 

數學：此部分唸書方式差異很大，但瞭解與記熟公式，以及多做練習是不二法門。 

歷史：比的不是誰記得多，而是誰最有條理，尤其是年代和制度史部分，很容易搞混，平常

在唸的時候，手要勤勞一點，把歷史事件按時間或性質自己作歸納。雖然市面上的參考書也

有，但經由自己大腦歸納過的印象會特別深，而且只有自己才知道特別容易混淆的地方。 

地理：地圖的概念非常重要！！不論本國或外國地理，記得在唸到該省分或國家時，要把形

狀畫出來，再將當地重要的資料寫在裡面。 

總之，不論哪一科，DIY 的功夫非常重要，自己才是最好的補習班老師，不要浪費錢買一堆

總整理，沒有經過思考的知識是很佔空間的！另外，平考和晨考的考卷上答錯的題目當天一



定要搞懂，然後再將題目剪下貼在課本上，其他的部分就可以大方的丟了它，因為累積下來

的幾百份考卷你一定不會有時間看的，檢驗出自己還不透徹的地方就是那份考卷最大的價值。 

 4.      克服自己的恐懼 

     要考上好大學，尤其是台政師大之屬的明星大學，最佳的策略是「平均得分」。想要靠著一

兩科強項是很難突出重圍的，試想：每科平均 70 較容易還是靠考 90 來拉 50 較容易？你怎麼

肯定狀況百出的聯考當天你最拿手的科目一定能贏人？但除了極少數的幸運兒外，大家都有

自己的弱點科目吧？以學姐自身來說，數學就是我致命的弱點。長久以來，各種方法也都試

過了，就是不見效果；但在我遭遇失敗之後，我很仔細的從以前的考卷分析自己的錯誤，發

現計算錯誤佔最大比例，同時也認真的思考在作答數學考卷時我那「不正常」的緊張，得出

的結論就是：既然我害怕考數學的情境，那我就將自己一直置身那種恐怖情境一直到我不害

怕為止。所以我參加補習班的模擬考班（不上課的那種）也請家教來給我考試，就這樣一週

考兩次實況演練的模考。最後在真正聯考時，根本就已經考到失去感覺，完全感受不到害怕，

數學不但沒有拖垮我，反而成為我的加分科目。 

所以重點就是！你要清楚自己！剖析自己！莽莽撞撞的到處補習，花大量的時間讀早已知道

的題目都只是求心安而已，根本沒有效果！！雖然過程很辛苦，面對討厭的科目很煩人，但

在你終於克服自己之後，你會有加倍海闊天空的快樂！ 

 5.要不要補習？ 

    這個問題學姐們一樣是老話一句：先搞清楚自己！！究竟我是聽不懂還是缺乏練習？是要去

聽課還是只要考試？但以過來人的經驗，高三真的不建議補習，除非你很清楚自己的需要。

因為補習班多以授課為主，而外面的師資絕對沒有學校好，你投入的認真程度也絕沒有在課

堂上好，所以為什麼要作這種既浪費時間又浪費錢的事呢？當天有學妹問「向國文那種沒有

範圍的科目，補習班的資料好像比較豐富耶」這是沒錯，如果你看過吳×補習班的講義你一定

會心動，內容又多又豐富，但這就是問題所在：內容太多了！你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平常買

的考卷和參考書都寫不完了，真的有那麼多美國時間去念那些分類粗略的資料嗎？建議學妹

們先去弄幾本補習班的講義，看看自己能看幾本再報名吧！給自己也給經驗豐富的老師們多

一些信心，千萬別作花錢買信心的事歐！  

6.手牽手，我的朋友 

   高三的生活很辛苦，大部分的時候很單調，但如果班上的風氣團結，眾志成城，它會在你想

放棄的時候推你一把，在你衝的時候讓你更有活力！學姐不是亂講的，這是學姐身在儉班（我

那個年代啦！）切身的感受，在百日誓師之後，全班都卯起勁來像準備比賽一樣的同仇敵慨，

那時候我的同學們所展現出的友情與團結，讓我沒有孤軍奮戰的無助，她們的溫暖直至上了

大學的今日還包圍著我。 

在這場你目前人生中最大戰役的過程中，有幾個角色非常重要： 



幹部：特別是班長與副班長。你們要擔任精神喊話的角色，你們罵人，比導師發飆威力強上

十倍，要負起班級士氣的責任，在各科小老師之間擔任督促的人，建議推舉班上會怕她生氣

的人。 

小老師：如果班長是連長，小老師們就是帶隊上前線的排長，絕對要選該科最傑出又最狠最

兇的角色！！當年我們班各科的小老師比老師還兇，老師進度之外，她們有她們自己排的進

度，作不到的人、考太爛的人通通會被抓出來罵，最愛補考的也是她們！ 

    大家不要有上對下、或者是「你憑什麼管我」的心態歐，不論是小老師或幹部都有她們厲害

的地方，當這樣的大斧整頓漸上軌道之後，你會發現，這樣齊志一心，一起努力的感覺，真

是棒棒棒！！ 

    學姐囉裡囉唆了一堆，希望這些略嫌冗贅的文字中，學妹們能找到有幫助的寶貝。當年我的

班導曾經對我們說過，人生中再也找不到另一個階段，能像高三一樣，全心全意，心無旁騖

的只為自己的未來奮鬥了！而這樣的經驗將會陪伴著你，讓你不怕未來的挑戰。在我經歷過

之後，我非常慶幸我堅持了下來，也非常慶幸我在聖功的最後一年能以這樣方式重新認識我

的老師和同學。火把交替，現在傳到了你們手中，願你們能感受到學姐們的鼓勵與對這間學

校的熱愛！！ 

                                                   Best Wishes, 

  

成功大學法律系陳碧玉 

 一、Never  too  late  to  start ！ 

   先恭喜大家成為聖功校園裡的大姐頭囉！ 

    無論你以前是在課內或課外有輝煌的戰功還是只是陪公子讀書般渾渾噩噩地

過生活，現在大家既然都同樣是高三的學生，就讓一切由燦爛歸於平淡吧！ 

平淡不是要大家當書呆子，反而要多少注意些時事。 



平淡不是要大家與娛樂絕緣，而是調整讀書與休閒的比例。 

平淡不是要大家變的麻木不仁，只是盡量把任何關係簡單化。 

   任何關係中困擾人心的不外乎是親情、愛情、友情。 

家人會因體諒進而容忍你時好時壞的心情，你也只有在家人面前才能展現最真的一面，

偶爾發洩一下情緒是好的，但千萬別把關係弄得太糟，因為會使你心浮氣燥而唸不下書。 

有男朋友的學妹把這段感情好好維持，不要在關鍵時刻情傷。沒男朋友的

千萬別在此時談感情。 

朋友是彼此堅持下去的重要因素，不要再鉤心鬥角、不要吝於幫助別人，

因為你在幫別人的同時自己反而得到更多。然而這種感覺要到最後才會感覺的

到。一個會互助的班級，往往整體表現會最好。 

這一年你可以從地獄爬向天堂也可以由天堂墜向地獄，端看你有沒有實際

的作為。一切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二、趕跑致命敵人—瞌睡蟲 

    先來分析一下你的睡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吧！ 

    短而密集型︰讀書一口氣沒法讀很久、看到書本就想睡覺、一次睡眠的時間非

常短、習慣晚睡、很容易分心 … 



    長但少次型：可以維持長久的專注、幾分鐘的睡眠反而會使你頭痛、上課不易

打瞌睡、不容易分心 … 

（短而密集型）1﹒如果真的想睡那你就睡吧！但，千萬別去床上睡也千萬別睡

超過半小時。2﹒如果可以的話書房和臥室盡量分開以免隔天發現自己在床上醒

來。3﹒精神最不好的時候讀最不拿手的科目，抄寫的作業在最想睡覺的時候做，

這樣可以減少睡覺的頻率。 

（長但少次型）建議回家先吃點東西後就去睡大概 1個小時，別吃飯後再去睡，

否則一定會直接看明天的晨曦。吃完飯後再去洗澡，保證接下來戰鬥力十足。

只是要先跟父母商量吃飯事宜。 

（共同）1﹒想睡覺時可以吃點或喝點東西提神，但不建議喝咖啡，可以改喝菊

花茶或是綠茶。2﹒一邊讀書一邊嚼口香糖。3﹒擦薄荷油。4﹒剛吃完飯後盡量

不要算數學，不僅效率差也會讓今晚特別勞累。 

5﹒因人而異往往都有一段時間特別勞累，大約 0.5~1小時，其實只要撐過就 ok

了，就算都不讀書去看電視都比直接睡到隔天還划算。 

   

（以上不全然是我個人的經驗有些是當時問高三誠同學僅供參考） 

三、做些基本功吧！ 



    晨考應該是大家目前首先面對的課題吧！然而晨考扮演著一個雙面人的角

色，一來晨考可說是為往後的複習打基礎，二來晨考的份量多到累死人的地步。 

    對於以前混日子的人，晨考是一個讓你可以絕地逢生的機會，只要好好掌握未

來大有可為。對於成績不錯的人，晨考是一個驗收實力的好方法。 

    然而晨考份量之多並不是一個晚上可以準備的，要嘛可以在週末先準備些，然

而這些人是少之又少，補救方法是能唸多少算多少，下次在接下去，條件是要

對自己非常誠實且非常紮實地作第一次的複習，否則一切只是疊床架屋，底盤

不穩又豈能要求揮出全壨打呢？ 

    我的建議是︰1﹒剛開始的第一、二輪先依照學校排的進度下去複習，因為這

是一股強大的督促力對於剛升上高三的你們會比較容易適應高三的生活，然後

就可依據自己的需求來分配時間，不一定每次都要重頭讀起。2﹒最好能把每一

次讀都當作最後一次來複習，這樣才不會想說有下一次而讀不精確。3﹒遇到不

會一定確實弄懂，因為觀念是在一次次中累積出來的。4﹒把心態調整好。所

要面對的是一張張的成績單，不要讓成績亂了節奏，拿到成績時先冷靜分

析，找出怎樣是讓自己最好（也可找老師討論）千萬別病急亂投醫。 

四、擬定作戰策略 

    先來分析一下吧！ 



    短線操作股：作息時間不固定、讀書看心情、長時間以讀書為主會覺得自己很

可憐、做事常虎頭蛇尾、很有爆發力 … 

    長期績優股：讀書越來越有成就感、讀書已成為一種習慣、很重睡眠且晚上不

能太晚睡 … 

（短線操作股）1﹒一開始別把自己逼的太緊否則會撐不到 7月，但千萬也別對

自己太鬆，不然可能早早就被三振出局了。2﹒大考前 2~3個月把自己調整至最

佳狀態。3﹒別事事隨心所欲用些小技巧來戰勝自己。4﹒可以自我定目標自我

獎勵。5﹒偶爾放鬆一下自己再重新出發。6﹒用方法盡量使自己維持好心情。7﹒

可看些環境不好但卻努力奮鬥的故事。 

（長期績優股）1﹒調整自己的時間讓它越規律越好。2﹒不要熬夜。 

3﹒不要被一兩次的壞成績而打亂節奏要對自己有信心。4﹒盡量做屬於自己的

計畫表。5﹒可以按照自己的腳步不必因為接近大考而做劇烈的變動。 

（以上不全然是我個人的經驗有些是當時問高三誠的同學僅供參考） 

       當然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也只有自己才能為自己訂出最好的策略，以上只是

提供一些思考方向。畢竟在如此緊湊的高三生活裡除了努力策略也是非常重

要，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如何應付第一個關卡—二月學測  

（考試前） 



國文：1﹒注意國字注音。2﹒寫題目要快。3﹒利用每次的考試來練字。4﹒文體

和文學流派知道大方向就好不用太鑽牛角尖 。5﹒注意現代詩或散文的

重組。6﹒有空可多寫題目 … 

英文︰不必去鑽研險僻的單字 … 

數學：1﹒把課本的基本觀念弄懂。2﹒做課本習題。3﹒每天不管多或少一定要

算數學藉此保持熟悉感 … 

社會：有整體的脈落至於細節可不必太講究 … 

自然：如果不是要考 14或 15級分且時間不夠則不用花太多時間，假如不放心就

準備莫耳的計算吧！  

（考試時） 

國文：1﹒第一科考試以穩定心情最重要。2﹒題目不會太難且以白話文居多。3﹒注意時間的

掌握。 

英文︰以水準發揮就可。 

數學：看到題目時先鎮定並以最簡單的想法下去作答，別自己嚇自己。 

社會：以文組的學生 ok啦！ 

自然：1﹒除了計算題外大部分的答案都在題目裡，切記一定要耐心看完往往是

一頁的題目。2﹒可用國中的觀念下去解題。3﹒不會的問題不要慌往往

只是一念之差。 



六、最後衝刺  

應該剩最後一百天了吧！接下來是全力衝刺的階段，讀書時間可以長一點但千萬別熬夜，最

重要的是別讓外力影響讀書的精神，如果在這時間垮掉那真是得不償失，別忘了同學是撐下

去的原動力！ 

心情要盡量保持在平靜的狀態，如果常感到煩躁，建議你跟同學或老師談談，否則讀書會沒

效率。 

可以的話有關自己買的練習題越早寫完越好，如果到了最後一刻還在寫題目的話，那要在什

麼時候把錯的題目讀過，往往題目會一錯再錯，不重新看過難保不會忘記。 

如果在此時感覺大勢已去，千萬別放棄，因為三個月還是大有可為，真的有力挽狂瀾的例子，

前提是真的下過功夫。 

應該再過不久全部的課程會結束，到時各科老師會幫你們排一份全班用的讀書計畫，我不建

議完全照老師的計畫，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會不容易有黑馬出現。 

最後一段的自習時間最枯燥，非常需要大家一起奮鬥的革命情感，所以除非有特殊原因，最

好可以大家一起唸書，那是一股很強的督促力。 

 七、        高三的最後一場戰役—7月指考 

（考試前） 

國文：1﹒注意國字注音。2﹒國學常識要深一點和廣一點。3﹒閱讀古文的能力

要加強。4﹒多去買模擬試題來做。5﹒多注意相同字義的比較。6﹒著名

小說的了解 … 

英文︰1﹒單字和片語多背且注意“長”的很像的單字和片語。2﹒加強閱讀長

文章的能力。3﹒一些大重點的文法概念不能放掉。 

4﹒要訓練解題的速度 … 



數學︰1﹒基本觀念要透徹。2﹒整體整合能力要有。3﹒每天一定要算數學，平

常就不可馬乎否則考試很容易粗心。4﹒不會一定要問。5﹒機率和等差

等比很常考。6﹒如果不了解命題方向可做歷年聯考考題。7﹒常常都會

有一題證明 … 

歷史︰1﹒高三課程非常重要。2﹒要有整體的整合概念。3﹒時間架構要清楚。4﹒

多練習史料的考題。5﹒多練習回答非選的能力。6﹒可以去坊間買已經

整理好的參考書。7﹒可做些模擬試題  

8﹒注意時事。 … 

地理︰1﹒它是一門滿重理解的科目千萬別死背，要有問為什麼的習慣。2﹒頭

腦裡要有全世界位置的概念，才容易有整體的整合概念。3﹒高三經濟地

理的部分要在學習時就搞懂，否則以後沒時間再重來。4﹒注意時事。5﹒

可做些模擬試題 … 

 （考試時） 

國文：1﹒幾乎全是古文，要鎮定。2﹒當場不會時要運用一點聯想力 … 

英文︰1﹒寫題目的速度要快。2﹒正常發揮就可。 

數學：1﹒遇到很簡單的題目，別懷疑，就是你想的那樣。2﹒不會的先跳過，

不一定第二輪就有靈感了，最重要的是要鎮定。 



3﹒刪去法或帶入法對選擇題很有用。4﹒要小心計算別粗心。5﹒非選無

論如何一定要寫，千萬別空再那，因為它是部份給分。6﹒考完後先別自

己嚇自己，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歷史：1﹒別急，想清楚再寫，時間很夠。2﹒對於史料題多看幾次再作答。3﹒

刪去法或帶入法對選擇題很有用。 

地理：照實力發揮就可以。 

 先在此祝大家順利通過高三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