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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測驗 

數學考科考試說明 

前言 

自 111 學 年 度 開 始 ，「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 依 據 108 學 年 度 實 施 之 「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國 民 中 小 學 暨 普 通 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 數 學 領 域 」（ 以

下 簡 稱 「 數 學 領 綱 」） 命 題 1。 配 合 數 學 領 綱 強 調 素 養 與 跨 領 域 的 精 神 ，「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除 了 測 驗 高 中 階 段 學 生 的 數 學 概 念，也 評 量 連 結 不 同 單 元，以

及 應 用 這 些 概 念 解 決 生 活 與 學 術 探 究 情 境 問 題 的 能 力 。  

數 學 領 綱 強 調 數 學 教 學 應 培 養 學 生 正 確 使 用 工 具 的 素 養 ， 亦 提 及 入 學 測

驗 宜 容 許 考 生 使 用 計 算 機 等 數 學 工 具 。「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如 容 許 使 用 計 算

機，本 中 心 將 於 考 試 三 年 前 公 告 容 許 使 用 計 算 機 的 相 關 訊 息。若「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容 許 使 用 計 算 機，則 試 卷 中 將 不 再 附 三 角 函 數 值、對 數 值 等 相 關 數 據。

另 外，試 題 中 所 用 到 的 數 學 名 詞 或 概 念，如 非 各 版 本 教 科 書 通 用 者，將 在 試 卷

中 加 以 說 明 。  

壹、測驗目標 

概 念 性 知 識、程 序 性 知 識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是 學 生 學 習 數 學 的 三 個 層 面，

「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依 此 三 個 層 面 設 定 測 驗 目 標，配 合 素 養 導 向 試 題 設 計，

也 著 重 解 題 過 程 中 閱 讀 、 表 達 、 連 結 以 及 論 證 推 理 的 能 力 。  

一、測驗概念性知識 

例 如 ： 能 辨 認 某 概 念 ； 能 確 認 概 念 中 的 基 本 數 學 原 理 。  

二、測驗程序性知識 

例 如 ： 能 判 讀 圖 表 ； 能 運 用 適 當 的 公 式 與 步 驟 解 題 。  

三、測驗閱讀與表達的能力 

例 如 ： 能 讀 懂 題 目 ， 並 以 數 學 語 言 表 達 題 目 所 問 的 涵 義 及 解 題 的 過 程 。  

四、測驗連結的能力 

例 如：能 融 會 貫 通 數 學 中 不 同 單 元 的 概 念，或 連 結 其 他 學 科 知 識、生 活 經

驗 。  

五、測驗論證推理的能力 

例 如：能 應 用 數 學 模 型 與 邏 輯 思 考 進 行 正 確 的 推 理 或 證 明；能 呈 現 關 係 以

表 示 問 題 內 涵 。  

六、測驗解決問題的能力 

例 如：能 應 用 數 學 知 識、選 擇 有 效 策 略 及 運 用 推 理 能 力 解 決 問 題，並 能 檢

驗 結 果 的 合 理 性 與 正 確 性 。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由教育部於民國 107 年 7
月 26 日發布，並自 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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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測驗內容 
一、測驗範圍 

數 學 領 綱 包 括 10 年 級 與 11 年 級 的 必 修 數 學 課 程 ， 以 及 12 年 級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課 程 ， 其 中 11 年 級 分 為 A、 B 兩 類 ， 12 年 級 分 為 甲 、 乙 兩 類 。 依 據 大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聯 合 會 公 告 的 大 學 多 元 入 學 方 案，於 111 年 開 始 的「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為 數 學 甲 考 科，而 114 年 開 始 的「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為 數 學 甲、數 學

乙 考 科 2。  

依 據 大 學 多 元 入 學 方 案，分 科 測 驗 評 量 進 階 學 科 能 力，因 此「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主 要 測 驗 高 中 階 段 進 階 的 數 學 概 念 以 及 整 合 的 知 識 與 技 能，包 含 閱 讀、

表 達、推 理 以 及 連 結 能 力。數 學 甲 考 科 的 測 驗 範 圍 為 10 年 級 必 修、11 年 級 必

修 數 學 A 類、12 年 級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數 學 甲 類；數 學 乙 考 科 的 測 驗 範 圍 為 10 年

級 必 修、 11 年 級 必 修 數 學 A 類 及 數 學 B 類 均 關 聯 的 學 習 內 容（ 詳 細 測 驗 範 圍

的 學 習 內 容 條 目 及 說 明 ， 請 見 附 表 五 ）、 12 年 級 加 深 加 廣 選 修 數 學 乙 類 。  

考科 測驗內容 

數學甲 10 年級必修、11 年級必修數學 A 類、12 年級加深加廣選修數學甲類 

數學乙 
10 年級必修、11 年級必修數學 A 類及數學 B 類均關聯的學習內容、12 年級

加深加廣選修數學乙類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在 評 量 上 述 測 驗 內 容 時 ， 自 然 包 含 修 習 這 些 內 容 所 需

之 先 備 知 識 和 基 本 工 具 。 本 考 試 說 明 附 表 一 ～ 附 表 六 所 列 的 學 習 內 容 條 目 說

明 及 備 註 ， 均 屬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的 測 驗 範 圍 。  

二、試卷架構 

分 科 測 驗 數 學 考 科 的 題 型 包 含 選 擇 題 型 （ 單 選 題 、 多 選 題 ）、 選 填 題 型 、

非 選 擇 題 型 與 混 合 題 型，非 選 擇 題 型 與 混 合 題 型 採 題 組 方 式 評 量，其 中 混 合 題

型 是 指 同 時 包 含 選 擇 題（ 或 選 填 題 ）與 非 選 擇 題 的 題 型，例 如 將 多 個 步 驟 的 問

題 分 成 數 小 題，各 小 題 可 能 以 不 同 題 型 評 量，例 如 多 選 題 搭 配 非 選 擇 題 型，將

試 題 內 需 要 的 資 料 或 作 答 線 索，在 題 組 中 的 小 題 呈 現，引 導 作 答。因 此 除 測 驗

學 科 知 識 、 解 題 能 力 外 ， 並 同 時 評 量 閱 讀 表 達 及 論 證 推 理 的 能 力 。  

數 學 甲 考 科 的 試 卷 包 含 兩 部 分：第 壹 部 分 為 單 選 題、多 選 題、選 填 題，占

分 約 為 70%~76%，第 貳 部 分 為 混 合 題 型 與 非 選 擇 題 型，占 分 約 為 24%~30%。  

數 學 乙 考 科 的 試 卷 包 含 兩 部 分：第 壹 部 分 為 單 選 題、多 選 題、選 填 題，占

分 約 為 70%~76%， 第 貳 部 分 皆 為 混 合 題 型 ， 占 分 約 為 24%~30%。  

                                                 
2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公告之「111 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入學考試之分科測驗考試科目自

114 學年度起辦理數學乙考科。可參見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之公告 https://www.jbcrc.edu.tw/multi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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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試題舉例 

以 下 是 數 學 甲 考 科、數 學 乙 考 科 的 試 題 示 例，各 試 題 可 能 涉 及 多 個 測 驗 目

標，惟 每 一 個 示 例 均 以 主 要 的 測 驗 目 標 標 示。以 下 針 對 各 個 測 驗 目 標 各 舉 一 題

為 例 。  

＜數學甲＞ 

例 1、概念性知識試題 

設 1 2, , , ,na a a 是 一 公 比 為
1

2
的 無 窮 等 比 數 列 且 1 1a  。試 問 下 列 哪 些 無 窮 數 列

會 收 斂 ？  

(1)  1 2, , , ,na a a    (2)  2 2 2
1 2, , , ,na a a   (3)  1 2, , , ,na a a  

(4)  
1 2

1 1 1
, , , ,

na a a
   (5)  1 2log , log , , log ,na a a  

(修自 106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 

答案：(1)(2)(3) 

測驗內容：A-11A-4 對數律、N-12 甲-1 數列的極限 

說明：此題評量數列極限與對數律的概念，須判斷數列的極限是否存在，以及其運算的性

質，並結合指數、對數的概念解題。 

 

例 2、程序性知識試題 

設 ,a b 為 實 數 ， ( )f x 為 5 次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函 數 且 其 最 高 次 項 係 數 為 a。  

若 ( )f x 滿 足 2 33 3
( )d ( 4 5)

2 2

x

b
f t t x x    ， 則 a  ○12  ， b ○13 ○14  。  

(104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甲) 

答案： 9a  ； 2b    

測驗內容：A-12 甲-1 複數與方程式、F-12 甲-3 微分、F-12 甲-4 導函數、F-12 甲-6 積分 

說明：此題評量以適當的程序解題，須理解微分與積分的關係，並利用微積分基本定理求

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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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閱讀與表達能力試題 

大 吉 百 貨 春 節 期 間 準 備 許 多 紅 包 讓 顧 客 抽 籤 得 紅 包 ， 並 宣 稱 活 動 會 一 直 持 續

到 送 出 所 有 的 紅 包 。 籤 筒 內 有 5 支 籤 ， 其 中 只 有 1 支 籤 有 標 示 「 大 吉 」， 且 每

支 籤 被 抽 中 的 機 會 均 等。每 位 顧 客 從 籤 筒 中 抽 取 一 支 籤 記 錄 後，將 籤 放 回 籤 筒

再 抽 下 一 回 ， 最 多 抽 取 3 回 。 當 抽 取 過 程 中 出 現 連 續 兩 回 抽 中 「 大 吉 」， 則 該

顧 客 停 止 抽 籤 並 得 到 紅 包 。 我 們 可 將 每 位 顧 客 抽 籤 是 否 得 到 紅 包 視 為 一 次 伯

努 力 試 驗 。 若隨機變數 X 表 示 第 X 位 抽 籤 的 顧 客 是 整 個 活 動 中 第 一 個 得 到 紅

包 的 顧 客 ， 則 隨 機 變 數 X 的 期 望 值 ( )E X  ○9-1 ○9-2 。（ 四 捨 五 入 到 整 數 位 ）  

 (修自 111 學年度分科測驗數學甲) 

答案：14 

測驗內容：D-12 甲-2 二項分布與幾何分布、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 

說明：此題取材自抽獎情境，評量閱讀能力，並利用有關古典機率與幾何分布的數學知識

解題。 

 

例 4、連結能力試題 

坐 標 平 面 上 有 一 邊 長 為 3 的 正 六 邊 形 ABCDEF，其 中 (3,0)A 、 ( 3,0)D  。試 問 橢

圓

2 2

1
16 7

x y
  與 正 六 邊 形 ABCDEF 有 多 少 個 交 點 ？  

(1) 0   (2) 2   (3) 4   (4) 6   (5) 8 

 (110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答案：(5) 

測驗內容：G-12 甲-1 二次曲線、G-10-2 直線方程式 

說明：此題評量橢圓的代數與幾何意涵，並須連結直線方程式的數學知識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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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論證推理能力試題 

對 於 正 整 數 n ，設 (1 )n

n ni a b i   ，其 中 1i   且 na 、 nb 為 實 數。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1 .  試 求
2 2

4 4a b 之 值 。（ 非 選 擇 題 ）  

2 .  從 恆 等 式
1(1 ) (1 ) (1 )n ni i i    可 推 得 有 一 矩 陣 T 會 滿 足 矩 陣 乘 法  

1

1

n n

n n

a a
T

b b




   
   

   
， 試 求 T 。（ 非 選 擇 題 ）  

3 .  令 P、 Q為 坐 標 平 面 上 異 於 原 點 O的 兩 點 ， 若 矩 陣 T 在 平 面 上 定 義 的 線 性

變 換 將 P、 Q分 別 映 射 到 點 P'、 Q'， 試 證
  

OP OQ

OP OQ

 
 且 POQ P OQ    。  

（ 非 選 擇 題 ）  

(修自 103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甲) 

答案：1. 16；2. 
1 1

1 1
T

 
  
 

；3. 略 

測驗內容： A-11A-3 矩陣的運算、F-11A-3 矩陣的應用、N-12 甲-3 複數、N-10-6 數列､

級數與遞迴關係 

說明：此題為非選擇題型，評量複數運算、平面上的線性變換與二階方陣。試題分 3 小題，

各小題評量的概念由易而難，第 1 小題評量複數的運算，第 2 小題評量複數的代數

運算性質及矩陣的表示法，第 3 小題評量複數的代數運算性質連結幾何意涵，以及

用數學語言表達推理過程與論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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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解決問題的能力試題 

已 知 某 衛 星 繞 地 球 運 行 的 軌 道 為 一 圓 形 的 軌 跡。今 以 地 球 的 地 心 為 原 點 O，地

球 的 半 徑 為 1單 位 長，建 立 一 空 間 坐 標 系。假 設 此 衛 星 的 圓 形 軌 跡 在 平 面 y z
上 ， 其 圓 心 為 O、 半 徑 為 2單 位 ， 且 發 現 在 點 (4, 4,12)P 的 位 置 有 一 顆 星 體 。 根

據 上 述 ， 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1. 若 點 ( , , )a b c 在 衛 星 的 軌 道 上 ， 試 選 出 正 確 的 選 項 。（ 多 選 題 ）  

(1) a b  (2) b c  (3) a c  

(4) 2 2 2+ 4b ca    (5) 2 2+2 1ba   

2. 若 平 面 E 通 過 點 P 且 與 向 量 OP 


垂 直，試 求 平 面 E 的 方 程 式。（ 非 選 擇 題 ）  

3. 承 2， 衛 星 到 平 面 E 的 最 近 距 離 為 多 少 單 位 ？ （ 非 選 擇 題 ）  

(修自 107 年研究用試卷) 

答案：1. (2)(4)；2. 3 44x y z   ；3. 
38 11

11
 

測驗內容：G-11A-2 空間坐標系、G-11A-7 空間向量的運算、G-11A-9 平面方程式 

說明：此題為混合題型，第 1 小題為多選題，第 2 小題與第 3 小題為非選擇題。此題情境

取自衛星運行軌道的素材，評量空間坐標系中圓上的點坐標、空間平面方程式的表

示法，並連結利用柯西不等式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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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乙＞ 

例 1、概念性知識試題 

有 兩 個 正 實 數 a 、 b ，已 知 2 510a b  ， 2 310ab  ，則 log loga b 的值為何？                  

(1)  
3

8
 (2)  

2

3
  (3)  

3

2
 

(4)  
8

3
 (5)  8   

(修自 112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數學 B) 

答案：(4)  

測驗內容：F-11B-2 按比例成長模型(A-11A-4 對數律、F-11A-4 指數與對數函數)  

說明：此題評量指數與對數的概念。 

例 2、程序性知識試題 

已 知 實 數 數 列 na 滿 足 1 1a  ，且 1

2 1

2 1n n

n
a a

n





。其 中 n 為 正 整 數。試 選 出 正 確 的

選 項 。  

(1)  2 3a   (2)  4 9a    (3)  na 為 等 比 數 列  

(4)  
20

1

400n
n

a


  (5)  
20

40

1

2 2na

n

    

 (修自 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 

答案：(1)(4)(5) 

測驗內容：N-10-6 數列､級數與遞迴關係、N-12 乙-2 無窮等比級數 

說明：此題評量數列的遞迴關係與級數和，以及認識 Σ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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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閱讀與表達能力試題 

某 村 的 村 長 選 舉 設 有 兩 個 投 票 所 。 目 前 知 道 兩 位 候 選 人 在 各 投 票 所 得 到 的 有

效 票 數 比 例 如 下 表 所 示 （ 廢 票 不 列 入 計 算 ）：   

 甲 候 選 人  乙 候 選 人  

第 一 投 票 所  40% 60% 

第 二 投 票 所  55% 45% 

 

假 設 第 一 投 票 所 與 第 二 投 票 所 的 有 效 票 數 分 別 為 x 與 y (其中 0, 0x y  )，且 以

總 得 票 數 較 高 者 為 當 選 人 。 根 據 上 述 ， 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1. 若 甲 為 當 選 人 ， 則 x 與 y 必 須 滿 足 以 下 哪 一 個 選 項 ？ （ 單 選 題 ）  

(1) 2x y  (2) 2x y  (3) 2x y         

(4) 2x y  (5) 3 4x y  

2. 當 甲 候 選 人 在 第 一 投 票 所 的 有 效 票 數 比 在 第 二 投 票 所 的 有 效 票 數 多 時，試

說 明 乙 必 為 當 選 人 。（ 非 選 擇 題 ）  

3. 已 知 兩 個 投 票 所 的 有 效 票 數 差 100 票 且 確 定 甲 為 當 選 人 。 試 問 甲 在 哪 一 個

投 票 所 的 有 效 票 數 較 多 ， 又 至 多 多 幾 票 ？ （ 非 選 擇 題 ）  

(修自 110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答案：1. (4)；2.略；3. 第二投票所較多，至多多 67 票 

測驗內容：G-10-2 直線方程式、D-10-3 有系統的計數 

說明：此題為混合題型，第 1 小題為單選題，第 2、3 小題均為非選擇題。取材選舉投票的

情境，評量將試題敘述轉為數學式，根據所學數學知識判斷當選人的條件，並用數

學式表達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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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連結能力試題 

在 坐 標 平 面 上 ， 以 原 點 O 為 圓 心 的 單 位 圓 上 三 相 異 點 A、B、C 滿 足  

2

OA +3


OB+4


OC=


0 。 試 選 出 正 確 的 選 項 。  

(1)  圓心 O 可能是 ABC 的重心  (2)  2sinAB BCA    

(3)  向量 2

OA+3


OB 的長度為 4  (4)  內積 


OA 

OB 0  

(5)  
3

2
AB   

 (修自 108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甲) 

答案：(2)(3)(5)  

測驗內容：G-11B-1 平面向量(G-11A-1 平面向量)、G-11B-2 平面向量的運算(G-11A-6 平面

向量的運算)、G-10-6 三角比、G-10-7 三角比的性質 

說明：此題評量平面向量的線性組合與內積，並連結三角比的性質與三角比解題。 

 

例 5、論證推理能力試題 

設 ( )f x 、 ( )g x 分 別 為 三 次 與 二 次 的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函 數 ， 且 它 們 的 函 數 圖 形 恰

有 一 個 交 點 P 。 已 知 (2 ) (2 ) 0f i g i    ， (0) (0) 10f g   ， 且 (2) 0f  ， 其 中

1i  。 根 據 上 述 ， 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1. (1)g 的 值 為 ○12-1○12-2 。（ 選 填 題 ）  

2. 試 求 ( )f x 及 其 圖 形 的 反 曲 點 坐 標 。（ 非 選 擇 題 ）  

3. 試 求 ( )y f x 在 點 P 的 切 線 L的 方 程 式 ， 並 求 L與 函 數 ( )y g x 圖 形 所 圍 成  

的 區 域 面 積 。（ 非 選 擇 題 ）  

 (111 年數學科研發計畫) 

答案：1. 4 ；2. 3 2( ) 6 13 10,  (2,0)f x x x x    ；3. 
125

13 10,  
24

y x   

測驗內容：A-12 乙-2 方程式的虛根、F-12 乙-3 微分、F-12 乙-4 導函數、F-12 乙-5 積分、 

N-12 乙-1 複數 

說明：此題為混合題型，第 1 小題為選填題，第 2、3 小題均為非選擇題，評量實係數方程

式虛根成對的性質，求出兩個函數，再利用微積分的概念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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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解決問題的能力試題 

投 擲 一 個 不 均 勻 銅 板 ， 已 知 出 現 正 面 的 機 率 為
1

3
， 出 現 反 面 的 機 率 為

2

3
。 今 在

坐 標 平 面 上 有 一 顆 棋 子，依 投 擲 此 銅 板 的 正 反 面 結 果，前 進 至 下 一 個 位 置，規

則 如 下 ：  

（ 一 ）若 擲 出 為 正 面，則 從 目 前 位 置 依 著 向 量 ( 1,2) 的 方 向 與 長 度，前 進 至 下

一 個 位 置 ；  

（ 二 ） 若 擲 出 為 反 面 ， 則 從 目 前 位 置 依 著 向 量 (1,0) 的 方 向 與 長 度 ， 前 進 至 下

一 個 位 置 。  

例 如 ： 棋 子 目 前 位 置 在 坐 標 (2,4)， 若 擲 出 反 面 ， 則 棋 子 前 進 至 坐 標 (3,4) 。  

假 設 棋 子 以 原 點 (0,0)為 起 始 點 ， 依 上 述 規 則 ， 連 續 投 擲 此 銅 板 6 次 ， 且 每 次

投 擲 均 互 相 獨 立 ， 則 經 過 6 次 移 動 後 ， 棋 子 停 在 坐 標 (○12 ,○13 ) 的 機 率 最 大 。  

(修自 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 

答案：(2,4)  

測驗內容：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G-11B-1 平面向量(G-11A-1 平面向量)、 

   D-12 乙-2 二項分布 

說明：此題是以遊戲為素材的機率問題，評量運用坐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加減、二項

分布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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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分科測驗數學考科測驗範圍 

本 附 件 所 列 之 數 學 甲 與 數 學 乙 考 科 測 驗 範 圍，乃 取 自 數 學 領 綱 第 44 頁 至

第 53 頁 所 列 10 年 級 至 12 年 級 各 該 條 目 之 學 習 內 容 說 明 與 備 註 。  

其 中 學 習 內 容 的 編 碼 方 式 ， 第 1 碼 為 「 主 題 類 別 」， 分 別 以 英 文 大 寫 字 母

N（ 數 與 量 ）、S（ 空 間 與 形 狀 ）、G（ 坐 標 幾 何 ）、A（ 代 數 ）、F（ 函 數 ）、D（ 資

料 與 不 確 定 性 ）表 示；第 2 碼 為「 年 級 階 段 」別，依 年 級 區 分；第 3 碼 為 流 水

號 。 例 如 F-10-1 表 示 主 題 類 別 為 函 數 ； 年 級 為 10 年 級 ， 流 水 號 序 號 為 1。 詳

細 可 參 見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網 站 (網 址 ：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2)。

有 關 學 習 內 容 說 明 與 備 註 ， 依 數 學 領 綱 第 18 頁 ：  

學習內容包含「條目」與「說明」，前者為大項目，以粗體字呈現，後

者是細項說明，兩者之間以冒號或句號分隔。學習內容的安排以清楚呈現

某組數學概念為原則，並非一條目對應一教學單元。部分條目另有「備註」，

與說明同等重要，甚至更能闡明條目的方向。 

部分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與備註有※、★、＃之標註，其意義如下 3： 

※ 為進階或延伸教材，教師宜適當補充，建議不納入全國性考試的

範圍。 

★ 建議不列為評量的直接命題對象，可融入其他課題的評量之中。 

＃ 不必設置獨立的教學單元，宜融入適當課題，在合理的脈絡中教

授。 

數 學 甲 考 科 測 驗 範 圍 請 見 附 表 一、二、三；數 學 乙 考 科 測 驗 範 圍 請 見 附 表

四、五、六。數 學 乙 考 科 測 驗 範 圍「 備 註 」除 列 有 課 綱 學 習 內 容 條 目 說 明 外，

另 列「 測 驗 範 圍 說 明 」，包 括：S-11B-1 不 含 球 面 上 的 經 線 與 緯 線；S-11A-1 不

含 三 垂 線 定 理；G-11A-6 不 含 行 列 式、柯 西 不 等 式；A-11A-1 不 含 克 拉 瑪 公 式；

F-11A-1 不 含 cos, tan 函 數 的 圖 形 ； F-11B-2 不 含 e 的 認 識 、 自 然 對 數 函 數 ； D-

11B-2 不 含 列 聯 表 與 文 氏 圖 的 關 聯。關 於 正 式 考 試 時 是 否 可 使 用 計 算 機，請 參

見 當 年 度 考 試 簡 章 。  

  

                                                 
3 取自數學領綱第 18 頁內容，可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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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數學甲考科測驗範圍中 10 年級必修數學部分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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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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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絕對值：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式。 

絕對值不等式以 | |x a b  和 | |x a b 
為原則，且連結 b 為誤差範圍之意涵，連

結相關的商品或工程標示。搭配不等式的

解，引進實數的區間符號，可包括區間的

聯集以及  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

區間，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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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 鍵。 

 

N-10-4 
常用對數：log 的意義，常用對數與科學記

號連結，使用計算機的10 x 鍵和 log 鍵。 

透過操作而加強認識任意正數 a 皆可以改

寫成 log10 a 。不談其他底的對數。 

N-10-5 

數值計算的誤差：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

可察覺誤差的發生並做適當有效位數的取

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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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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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 b 之近似值。 

N-10-7 

邏輯：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的或、

且、推論關係，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 

 

G-10-1 
坐標圖形的對稱性：坐標平面上，對 x 軸，

對 y 軸，對 y x 直線的對稱，對原點的對

稱。＃ 

不必涉及一般的線對稱與點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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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線方程式與平面幾何的綜合應用，可

導出由 P、Q 兩點坐標計算三角形 OPQ 
面積的算法，其應用範例可包含計算點到

直線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呼應平行線、

垂直線在國中階段平面幾何主題範圍內的

知識。 
G-10-3 圓方程式：圓的標準式。  

G-10-4 
直線與圓：圓的切線，圓與直線關係的代

數與幾何判定。 

不含兩圓關係。搭配不等式，可連結描述

式的集合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區域，

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G-10-5 
廣義角和極坐標：廣義角的終邊，極坐標

的定義，透過方格紙操作極坐標與直角坐

標的轉換。 

須讓學生有操作經驗。廣義角之範圍，初

以 180  至 360為限，將來在脈絡中推廣

之。理解斜角方向性的理由。應帶領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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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在平面上，斜率和斜角觀念彼此等

價。 

G-10-6 
三角比：定義銳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推廣至廣義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特殊

角的值，使用計算機的 sin, cos, tan 鍵。 

須讓學生有自行根據圖形之測量而估算三

角比的實際操作經驗。 

G-10-7 

三角比的性質：正弦定理，餘弦定理，正

射影。連結斜率與直線斜角的正切，用計

算機的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鍵計算斜

角或兩相交直線的夾角，（三角測量＃）。 

盡量一致以「斜角」作為角的概念心像。銜

接國中的長方體經驗，在長方體的截面上

示範三角測量，在三角比的脈絡中，延展國

中的空間概念，並可延伸至正角錐體。三角

測量不設獨立單元，以示範三角之基本性

質為主，融入教學脈絡之中，多舉出歷史上

的重要應用範例。 

A-10-1 
式的運算：三次乘法公式，根式與分式的

運算。 
 

A-10-2 
多項式之除法原理：因式定理與餘式定理，

多項式除以( x a )之運算，並將其表為

( x a )之形式的多項式。 

綜合除法之除式僅作 x a 即可，不必推廣

到 ax b 。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F-10-1 

一次與二次函數：從方程式到 ( )f x 的形式

轉換，一次函數圖形與 y mx 圖形的關

係，數線上的分點公式與一次函數求值。

用配方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次函數

圖形與
2y ax 圖形的關係，情境中的應用

問題。 

在課程脈絡中，認識 ( )f x 之函數符號的必

要性與合理性，例如 ( )f x 與 ( )f x h 、

( )f x 的圖形關係。閉區間內的二次函數

情境應用。理解內插法的原理是分點公式。 

F-10-2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二次、三次函數圖

形的對稱性，兩者圖形的大域（global）特

徵由最高次項決定，而局部（local）則近

似一條直線。 

認識一般三次函數皆為
3y ax px  之平

移；用 ( )x h 的多項式，探討函數圖形在

x h 附近所近似的一條直線。 

F-10-3 
多項式不等式：解一次、二次、或已分解

之多項式不等式的解區間，連結多項式函

數的圖形。 

搭配不等式的解，引進實數的區間符號，

可包括區間的聯集以及  符號，可連結

描述式的集合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

區間，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D-10-1 

集合：集合的表示法，宇集、空集、子集、

交集、聯集、餘集，屬於和包含關係，文

氏圖。★＃ 

連結在區間與不等式解區域的經驗，適度

銜接國中經驗，例如：以四邊形作為集合

運算的範例。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

數據的標準化。 

適度與國中所習的數據分布圖重疊，但加

深加廣其情境，並將四分位數延伸至百分

位數。學生應知道統計數據可能有略為不

同的定義，也應理解可能產生數值略為不

同但意義相同的數據；學生也應習得根據

數據的特徵選擇適當統計量的基本能力。

最適直線的教學重點是先辨識可能有直線

關係，然後討論其「最適」的評量標準；

建議以平均數為 0 的數據搭配通過原點的

直線，推論最適直線即可。教師應以方便

取得的資訊工具，做數據分析的操作示範。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

加法原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

此處的排列與組合，以供應古典機率之所

需為教學目標；應包含二項式展開作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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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與組合。 合的應用範例。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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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數學甲考科測驗範圍中 11 年級必修數學部分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備註 

N-11A-1 
弧度量：弧度量的定義，弧長與扇形面

積，計算機的 rad 鍵。 
弧度量與度度量的互換，宜在後續學習

的脈絡中，經常練習。 

S-11A-1 
空間概念：空間的基本性質，空間中兩直

線、兩平面、直線與平面的位置關係，三

垂線定理。 

須認識兩面角，但除了直角以外，不必以

幾何方式處理一般的兩面角。 

G-11A-1 
平面向量：坐標平面上的向量係數積與

加減，線性組合。 

請注意連結 10 年級所學的基礎，此處之

向量盡量以位置向量為主，以線性組合

為主要目標。 

G-11A-2 
空間坐標系：點坐標，兩點距離，點到坐

標軸或坐標平面的投影。 
 

G-11A-3 
空間向量：坐標空間中的向量係數積與

加減，線性組合。 
 

G-11A-4 三角不等式：向量的長度，三角不等式。 
涵蓋實數的三角不等式，作為向量之三

角不等式的特殊例。 

G-11A-5 
三角的和差角公式：正弦與餘弦的和差

角、倍角與半角公式。 

請注意連結 10 年級所學的基礎，以正弦

和餘弦為主，正切之對應公式以推論之

練習為原則。  

G-11A-6 
平面向量的運算：正射影與內積，面積與

行列式，兩向量的平行與垂直判定，兩向

量的夾角，柯西不等式。 
 

G-11A-7 
空間向量的運算：正射影與內積，兩向量

平行與垂直的判定、柯西不等式，外積。 
可用柯西不等式解釋二維數據的相關係

數範圍。※ 

G-11A-8 
三階行列式：三向量決定的平行六面體

體積，三重積。 
以平行六面體的體積意義為重點。 

G-11A-9 
平面方程式：平面的法向量與標準式、兩

平面的夾角、點到平面的距離。 
 

G-11A-10 
空間中的直線方程式：空間中直線的參

數式與比例式，直線與平面的關係，點到

直線距離，兩平行或歪斜線的距離。 
 

A-11A-1 

二元一次方程組的矩陣表達：定義方陣

符號及其乘以向量的線性組合意涵，克

拉瑪公式，方程組唯一解、無窮多組解、

無解的情況。 

以平面向量的具體操作體現線性組合的

意涵，克拉瑪公式以連結平面向量之線

性組合以及平行四邊形面積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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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A-2 
三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以消去法求解，改

以方陣表達。用電腦求解多元一次方程組

的觀念與示範。 

可連結插值多項式，作為產生三元一次

聯立方程式的範例之一，連帶介紹牛頓

插值多項式。高斯消去法之增廣矩陣不

延伸至方陣之 rank 觀念。可適度連結平

面向量之線性組合意涵，解釋方程組唯

一解、無窮多組解、無解的情況，但不

延伸線性獨立之相關課題。可在觀念上

推廣到更多未知數的一次聯立方程式，

說明高階方程組用電腦求解，並應以方

便取得的資訊工具電腦軟體示範之。

（三平面幾何關係的代數判定。★） 

A-11A-3 

矩陣的運算：矩陣的定義，矩陣的係數積

與加減運算，矩陣相乘，反方陣。將矩陣

視為資料表，用電腦做矩陣運算的觀念與

示範。 

可以在概念上探討任意階的反方陣，但若

要確切算出反方陣，則僅限 2 階。 

A-11A-4 對數律：從10x
及指數律認識 log 的對數

律，其基本應用，並用於求解指數方程式。 
認識一般底的對數，但勿過度練習。 

F-11A-1 

三角函數的圖形：sin, cos, tan 函數的圖

形、定義域、值域、週期性，週期現象的

數學模型。（cot, sec, csc 之定義與圖形

※） 

 

F-11A-2 
正餘弦的疊合：同頻波疊合後的頻率、振

幅。 
 

F-11A-3 
矩陣的應用：平面上的線性變換，二階轉

移方陣。 
 

F-11A-4 
指數與對數函數：指數函數及其圖形，按

比例成長或衰退的數學模型，常用對數函

數的圖形，在科學和金融上的應用。 

認識一般底的對數函數，重點是任意底的

對數皆可以換至常用對數，不在同一條式

子裡刻意混用不同底的對數。任何指數函

數
xa 皆可改寫成10kx

，其中0 1a  。 

D-11A-1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根據機率性質檢視

主觀機率的合理性，根據已知的數據獲得

客觀機率。 
 

D-11A-2 
條件機率：條件機率的意涵及其應用，事

件的獨立性及其應用。 
 

D-11A-3 
貝氏定理：條件機率的乘法公式，貝氏定

理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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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數學甲考科測驗範圍中 12 年級加深加廣選修數學甲類部分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備註 

N-12 甲-1 
數列的極限：數列的極限，極限的運算性

質，夾擠定理。從連續複利認識常數 e。 

應包括牛頓求根法，示範不確知結果的數

列極限，用計算機估計其值；以勘根定理為

牛頓法找到合適的初始值。夾擠定理可示

範古典的圓周率估計，從計算機的估計值

看到夾擠的現象。（※認識常數 e 之後，可

介紹標準指數函數及自然對數函數。） 
N-12 甲-2 無窮等比級數：循環小數，Σ 符號。  

N-12 甲-3 
複數：複數平面，複數的極式，複數的四

則運算與絕對值及其幾何意涵。棣美弗定

理，複數的 n 次方根。 
 

G-12 甲-1 
二次曲線：拋物線、橢圓、雙曲線的標準

式，橢圓的參數式。 

含平移與伸縮，運用線性變換，旋轉橢圓

的（以原點為中心）標準式，從標準式旋

轉成斜的，因而認識含 xy 項的二元二次

方程式，但並不直接處理含 xy 項的二元

二次方程式。可從橢圓的參數式擴及圓的

參數式。 

A-12 甲-1 
複數與方程式：方程式的虛根，代數基本

定理，實係數方程式虛根成對的性質。 
 

F-12 甲-1 
函數：對應關係，圖形的對稱關係（奇偶

性），凹凸性的意義，反函數之數式演算與

圖形對稱關係，合成函數。＃ 

在學習微分或相關內容的脈絡中，認識函

數 作 為 可 操 作 的 對 象 ， 例 如 f g 、

f g ，熟練這些操作。 

F-12 甲-2 

函數的極限：認識函數的連續性與函數在

實數 a 的極限，極限的運算性質，絕對值

函數和分段定義函數，介值定理，夾擠定

理。 

請注意連結 10 年級所學的多項式相除之

基礎；此處的目標是處理微分，勿過度延

伸。 

F-12 甲-3 
微分：導數與導函數的極限定義，切線與

導數，多項式函數及簡單代數函數之導函

數，微分基本公式及係數積和加減性質。 

※可以將sinx與 cos x，2x ，3x
等函數的

導函數，當作微分的例子。 

F-12 甲-4 

導函數：微分乘法律，除法律，連鎖律，

高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函數的單調性

與凹凸性判定，一次估計，基本的最佳化

問題。 

以多項式函數為主要操作對象。連鎖律以

( )nx a 的微分為主；多項式函數的泰勒

展開式。 

F-12 甲-5 黎曼和：黎曼和與定積分的連結。  

F-12 甲-6 
積分：多項式函數的反導函數與不定積

分。定積分在面積、位移、總變化量的意

涵，微積分基本定理。 

不涉及分部積分與變數變換。定積分以多

項式函數為主要操作對象，但在面積之意

義明顯時，可擴及其他函數或給定的圖

形。可包含連續的兩段或三段折線函數，

絕對值與一次或二次函數的合成。 

F-12 甲-7 
積分的應用：連續函數值的平均，圓的面

積，球的體積，切片積分法，旋轉體體積。 
 

  



數學考科 分科測驗考試說明 

  
 
 

18 
 

D-12 甲-1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

差，獨立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D-12 甲-2 
二項分布與幾何分布：二項分布與幾何

分布的性質與參數。 
應用於事件發生機率的合理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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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數學乙考科測驗範圍中 10 年級必修數學部分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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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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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絕對值：絕對值方程式與不等式。 

絕對值不等式以 | |x a b  和 | |x a b 
為原則，且連結 b 為誤差範圍之意涵，連

結相關的商品或工程標示。搭配不等式的

解，引進實數的區間符號，可包括區間的

聯集以及  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

區間，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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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 鍵。 

 

N-10-4 
常用對數：log 的意義，常用對數與科學記

號連結，使用計算機的10 x 鍵和 log 鍵。 

透過操作而加強認識任意正數 a 皆可以改

寫成 log10 a 。不談其他底的對數。 

N-10-5 

數值計算的誤差：認識計算機的有限性，

可察覺誤差的發生並做適當有效位數的取

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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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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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 b 之近似值。 

N-10-7 

邏輯：認識命題及其否定，兩命題的或、

且、推論關係，充分、必要、充要條件。

★＃ 

 

G-10-1 
坐標圖形的對稱性：坐標平面上，對 x 軸，

對 y 軸，對 y x 直線的對稱，對原點的對

稱。＃ 

不必涉及一般的線對稱與點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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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線方程式與平面幾何的綜合應用，可

導出由 P、Q 兩點坐標計算三角形 OPQ 
面積的算法，其應用範例可包含計算點到

直線的距離、平行線的距離。呼應平行線、

垂直線在國中階段平面幾何主題範圍內的

知識。 
G-10-3 圓方程式：圓的標準式。  

G-10-4 
直線與圓：圓的切線，圓與直線關係的代

數與幾何判定。 

不含兩圓關係。搭配不等式，可連結描述

式的集合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區域，

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G-10-5 
廣義角和極坐標：廣義角的終邊，極坐標

的定義，透過方格紙操作極坐標與直角坐

標的轉換。 

須讓學生有操作經驗。廣義角之範圍，初

以 180  至 360為限，將來在脈絡中推廣

之。理解斜角方向性的理由。應帶領學生



數學考科 分科測驗考試說明 

  
 
 

20 
 

認識，在平面上，斜率和斜角觀念彼此等

價。 

G-10-6 
三角比：定義銳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推廣至廣義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特殊

角的值，使用計算機的 sin, cos, tan 鍵。 

須讓學生有自行根據圖形之測量而估算三

角比的實際操作經驗。 

G-10-7 

三角比的性質：正弦定理，餘弦定理，正

射影。連結斜率與直線斜角的正切，用計

算機的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鍵計算斜

角或兩相交直線的夾角，（三角測量＃）。 

盡量一致以「斜角」作為角的概念心像。銜

接國中的長方體經驗，在長方體的截面上

示範三角測量，在三角比的脈絡中，延展國

中的空間概念，並可延伸至正角錐體。三角

測量不設獨立單元，以示範三角之基本性

質為主，融入教學脈絡之中，多舉出歷史上

的重要應用範例。 

A-10-1 
式的運算：三次乘法公式，根式與分式的

運算。 
 

A-10-2 
多項式之除法原理：因式定理與餘式定理，

多項式除以( x a )之運算，並將其表為

( x a )之形式的多項式。 

綜合除法之除式僅作 x a 即可，不必推廣

到 ax b 。不涉及使用分離係數法。 

F-10-1 

一次與二次函數：從方程式到 ( )f x 的形式

轉換，一次函數圖形與 y mx 圖形的關

係，數線上的分點公式與一次函數求值。

用配方將二次函數化為標準式，二次函數

圖形與
2y ax 圖形的關係，情境中的應用

問題。 

在課程脈絡中，認識 ( )f x 之函數符號的必

要性與合理性，例如 ( )f x 與 ( )f x h 、

( )f x 的圖形關係。閉區間內的二次函數

情境應用。理解內插法的原理是分點公式。 

F-10-2 

三次函數的圖形特徵：二次、三次函數圖

形的對稱性，兩者圖形的大域（global）特

徵由最高次項決定，而局部（local）則近

似一條直線。 

認識一般三次函數皆為
3y ax px  之平

移；用 ( )x h 的多項式，探討函數圖形在

x h 附近所近似的一條直線。 

F-10-3 
多項式不等式：解一次、二次、或已分解

之多項式不等式的解區間，連結多項式函

數的圖形。 

搭配不等式的解，引進實數的區間符號，

可包括區間的聯集以及  符號，可連結

描述式的集合符號。僅限表達不等式的解

區間，不做區間的集合運算。 

D-10-1 

集合：集合的表示法，宇集、空集、子集、

交集、聯集、餘集，屬於和包含關係，文

氏圖。★＃ 

連結在區間與不等式解區域的經驗，適度

銜接國中經驗，例如：以四邊形作為集合

運算的範例。 

D-10-2 
數據分析：一維數據的平均數、標準差。

二維數據的散布圖，最適直線與相關係數，

數據的標準化。 

適度與國中所習的數據分布圖重疊，但加

深加廣其情境，並將四分位數延伸至百分

位數。學生應知道統計數據可能有略為不

同的定義，也應理解可能產生數值略為不

同但意義相同的數據；學生也應習得根據

數據的特徵選擇適當統計量的基本能力。

最適直線的教學重點是先辨識可能有直線

關係，然後討論其「最適」的評量標準；

建議以平均數為 0 的數據搭配通過原點的

直線，推論最適直線即可。教師應以方便

取得的資訊工具，做數據分析的操作示範。 

D-10-3 
有系統的計數：有系統的窮舉，樹狀圖，

加法原理，乘法原理，取捨原理。直線排

此處的排列與組合，以供應古典機率之所

需為教學目標；應包含二項式展開作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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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與組合。 合的應用範例。 

D-10-4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樣本空間與事件，

複合事件的古典機率性質，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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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數學乙考科測驗範圍中 11 年級必修數學部分 

11 年級數學 B類關聯內容 11 年級數學 A類關聯內容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

說明 
備註 

(含測驗範圍說明)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
說明 

備註 
(含測驗範圍說明) 

N-11B-1 

弧度量：弧度量

的定義，弧長與

扇形面積，計算

機的 rad 鍵。 

 N-11A-1 

弧度量：弧度量

的定義，弧長與

扇形面積，計算

機的 rad 鍵。 

弧度量與度度量

的互換，宜在後

續 學 習 的 脈 絡

中，經常練習。 

S-11B-1 

空間概念：空間

的基本性質，空

間中兩直線、兩

平面、及直線與

平 面 的 位 置 關

係。利用長方體

的展開圖討論表

面 上 的 兩 點 距

離，認識球面上

的經線與緯線。 

留意學生在地理

課的需求，認識

球面上的大圓與

小圓。認識直線

與平面的垂直關

係、直線與直線

的平行與垂直關

係、兩平面的垂

直關係； 認識兩

面角，但除了直

角以外，不必以

幾何方式處理一

般的兩面角。 

S-11A-1 

空間概念：空間

的基本性質，空

間中兩直線、兩

平面、直線與平

面的位置關係，

三垂線定理。 

須認識兩面角，

但 除 了 直 角 以

外，不必以幾何

方式處理一般的

兩面角。 

測驗範圍說明：

不含球面上的經

線與緯線。 

測驗範圍說明：

不 含 三 垂 線 定

理。 

G-11B-1 

平面向量：坐標

平面上的向量係

數積與加減，線

性組合。 

 G-11A-1 

平面向量：坐標

平面上的向量係

數積與加減，線

性組合。 

請注意連結 10 年

級所學的基礎，

此處之向量盡量

以 位 置 向 量 為

主，以線性組合

為主要目標。 

G-11B-2 

平 面 向 量 的 運

算：正射影與內

積，兩向量的垂

直與平行判定，

兩向量的夾角。 

 G-11A-6 

平 面 向 量 的 運

算：正射影與內

積，面積與行列

式，兩向量的平

行與垂直判定，

兩向量的夾角，

柯西不等式。 

 

測驗範圍說明：

不含行列式、柯

西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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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B-4 

空間坐標系：點

坐標，兩點距離，

點到坐標軸或坐

標平面的投影。 

由球心在原點之

球面上的經緯度

計算空間坐標。 
G-11A-2 

空間坐標系：點

坐標，兩點距離，

點到坐標軸或坐

標平面的投影。 

 

A-11B-1 

矩 陣 與 資 料 表

格：矩陣乘向量

的 線 性 組 合 意

涵，二元一次方

程組的意涵，矩

陣之加、減、乘及

二階反方陣。將

矩 陣 視 為 資 料

表，用電腦做矩

陣運算的觀念與

示範。 

 

A-11A-1 

二元一次方程組

的矩陣表達：定

義方陣符號及其

乘以向量的線性

組合意涵，克拉

瑪公式，方程組

唯一解、無窮多

組解、無解的情

況。 

以平面向量的具

體操作體現線性

組合的意涵，克

拉瑪公式以連結

平面向量之線性

組合以及平行四

邊 形 面 積 為 重

點。 

測驗範圍說明：

不 含 克 拉 瑪 公

式。 

A-11A-3 

矩陣的運算：矩

陣的定義，矩陣

的係數積與加減

運算，矩陣相乘，

反方陣。將矩陣

視為資料表，用

電腦做矩陣運算

的觀念與示範。 

可以在概念上探

討任意階的反方

陣，但若要確切

算出反方陣，則

僅限 2 階。 

F-11B-1 

週 期 性 數 學 模

型：正弦函數的

圖形、週期性，其

振幅、週期與頻

率，週期性現象

的範例。 

 F-11A-1 

三 角 函 數 的 
圖 形 ： sin, cos, 
tan 函數的圖形、

定義域、值域、週

期性，週期現象

的 數 學 模 型 。

（cot, sec, csc 之
定義與圖形※） 

 

測驗範圍說明：

不含 cos, tan 函

數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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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B-2 

按 比 例 成 長 模

型：指數函數與

對數函數及其生

活上的應用
4
，例

如地震規模，金

融與理財，平均

成長率，連續複

利與e的認識，自

然對數函數。 

 

A-11A-4 

對數律：從10x
及

指數律認識 log
的對數律，其基

本應用，並用於

求 解 指 數 方 程

式。 

認識一般底的對

數，但勿過度練

習。 

F-11A-4 

指 數 與 對 數 函

數：指數函數及

其圖形，按比例

成長或衰退的數

學模型，常用對

數函數的圖形，

在科學和金融上

的應用。 

認識一般底的對

數函數，重點是

任意底的對數皆

可以換至常用對

數，不在同一條

式子裡刻意混用

不同底的對數。

任何指數函數
xa 皆可改寫成

10kx
，其中

0 1a  。 

測驗範圍說明：

不含e的認識、自

然對數函數。 

D-11B-1 

主觀機率與客觀

機率：根據機率

性質檢視主觀機

率的合理性，根

據已知的數據獲

得客觀機率。 

 D-11A-1 

主觀機率與客觀

機率：根據機率

性質檢視主觀機

率的合理性，根

據已知的數據獲

得客觀機率。 

 

D-11B-2 

不確定性：條件

機率、貝氏定理、

獨立事件及其基

本應用，列聯表

與 文 氏 圖 的 關

聯。 

 

D-11A-2 

條件機率：條件

機率的意涵及其

應用，事件的獨

立性及其應用。 

 

D-11A-3 

貝氏定理：條件

機 率 的 乘 法 公

式，貝氏定理及

其應用。 

 

測驗範圍說明：

不含列聯表與文

氏圖的關聯。 

 

  

                                                 
4 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數學領域課程手冊第 623 頁及第 624 頁內容，「F-11B-2 按比例成長

模型」之學習目標(5)及該條目範圍 3：學習此條目須了解對數律，並能用以求解實際問題產生的指數方程式或對數方程

式，勿做複雜的演算。因此，此條目可以關聯對數律(A-11A-4)，可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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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數學乙考科測驗範圍中 12 年級加深加廣選修數學乙類部分 

編碼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備註 

N-12 乙-1 
複數：複數平面，複數的四則運算與絕對

值。 
 

N-12 乙-2 無窮等比級數：循環小數，認識 Σ 符號。  

A-12 乙-1 
線性規劃：目標函數為一次式的極值問

題，平行直線系。 
 

A-12 乙-2 
方程式的虛根：方程式的虛根，實係數方

程式的代數基本定理，虛根成對性質。 
 

F-12 乙-1 
函數：對應關係，圖形的對稱關係（奇偶

性），凹凸性的意義。＃ 

在學習微分或相關內容的脈絡中，認識

函數作為可操作的對象，例如 f g 、

f g 。 

F-12 乙-2 
函數的極限：認識函數的連續性與函數

在實數 a 的極限，極限的運算性質，介值

定理，夾擠定理。 

請注意連結 10 年級所學的多項式相除之

基礎；此處的目標是處理微分，勿過度延

伸。 

F-12 乙-3 
微分：導數與導函數的極限定義，切線與

導數，多項式函數之導函數，微分基本公

式及係數積和加減性質。 
 

F-12 乙-4 
導函數：二階導數，萊布尼茲符號。函數

的單調性與凹凸性判定，基本的最佳化

問題，導數的邊際意涵。 
 

F-12 乙-5 
積分：一次與二次函數的反導函數與定

積分。定積分的面積與總變化量的意涵，

微積分基本定理。 

不涉及分部積分與變數變換。在面積之

意義明顯時，可擴及其他函數或給定的

圖形。 

F-12 乙-6 
積分的應用：連續函數值的平均，總量與

剩餘意涵。 
 

D-12 乙-1 
離散型隨機變數：期望值、變異數與標準

差，獨立性，伯努力試驗與重複試驗。 
 

D-12 乙-2 二項分布：二項分布的性質與參數。 應用於事件發生機率的合理性檢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