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心得分享 

前言： 

    首先，以下的心得分享是我的個人見解，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讀

書方式，因此，對於我的分享，我希望大家參考即可。若我的分享能幫助到大

家，那是再好不過。若是我的分享於你們無益也無妨，希望大家能保持自己的

節奏，繼續奮鬥下去。 

    另外，我是社會組的學生，因此內容可能偏向社會組的視角，自然組的同

學就自行斟酌參考嘍。 

 

「大考」這件事： 

    我認為，「大考」(無論學測、指考)考的是兩件事情，一個是心態，一個是

準備。這兩者在準備大考是平等重要的。然而，許多人會專注在考試的準備，

卻忽視了建立良好心態的重要性。 

    若是準備充足，但是心態錯誤，那麼即使這三年來讀的再多，在考場上因

為緊張而無法充分發揮，也是白忙一場。 

 

「心態」的準備： 

    在準備考試時。在規劃讀書計畫的時候，應該以自己能夠完成的，而非想

要完成的份量來規劃。因為，成就感是堅持一件事情，不可或缺的動力之一。

用輕鬆的心情，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並且堅持到底。我認

為，這是健康、正確的心態。 

    反之，安排了不切實際的讀書計畫，痛苦地埋首苦讀，壓縮睡眠時間，閉

關，魔鬼訓練，每天鬱鬱寡歡，卻還是沒有完成自己最初安排的讀書計畫。這

樣很可能讓自己長期處在過度的壓力之下，在模擬考或是正式考試時，最後的

一根稻草落下，一切潰堤。 

    在考前數天。相信自己，能做的努力都做了。保持適當的自信，才能發揮

出自己長久以來累積的實力。盡量避免無謂的慌張(e.g.擔心自己某某科沒讀

完)。 

    在考試前(不論模擬考或正式上考場)，可以嘗試著先在內心想像、模擬考

試的情境，想像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如何應對。 

    在考試時。忘掉一切！將一切思緒專注在眼前的題目。不要擔心哪些單元

忘記複習，不要擔心分數，不要擔心最後考上哪間大學。只要記得一件事情就

好──寫題目！ 

    在考試後。忘掉一切！將一切思緒專注在下一個科目。忘掉剛才考的科

目，忘掉剛才猜了幾題，忘掉哪些答案不確定。只要記得一件事情就好──準

備下一科！另外，在全部科目考完前，盡量避免對答案，以免分數影響剩下科

目的作答心情。 



    ※最後，提醒一下睡眠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保持 6~8小時的睡眠時間。

充足的睡眠，才能給我們清醒的腦袋，才能讓我們讀書更有效率，考試時思路

清晰敏捷。 

 

「考試」的準備： 

    基本上，考試的準備分成兩個部分，「讀書」跟「做題目」，其中又以做題

目最為重要！做題目不僅能快速地找到自己仍不熟的地方，也是熟悉題型、模

擬考試臨場感的不二法門。即使書讀得不夠透徹，透過大量的練習題目，並認

真訂正，拿高分絕對不無可能。尤其是自己不拿手，或是分配時間較少的科目

(e.g.社會組準備自然、自然組準備社會)，透過題海戰術可能會較有效率。 

    當然，使用題海戰術也有些注意事項要當心。首先，題目大概可以分成三

個來源，「大考歷屆試題」、「模擬考歷屆試題」、「坊間出版社的模擬試題」。最

重要的當然就是「大考歷屆試題」！ 

    大考歷屆是收錄確實在考場出現過的題目，因此也最能測出當下的實力。

最好是一邊計時，模擬考試時間。最起碼要全部寫完一輪並認真訂正，找出自

己還不熟的觀念是哪些。想拿高分的認真孩子，寫個兩、三輪都沒問題。第一

輪可以依據當年五標，精確地測出自己當下的實力。第二、或三輪則是在考前

幾週複習。 

    至於年份，我認為做近五年就可以了解題型，想多做練習可以做到近八年

就好。年代久遠的題目要當心，在難易度跟題型上可能會跟現在不同。 

    模擬考歷屆的部分，因為模考普遍較難，所以訂正的時候不用太在意分

數。就當作練習手感，訂正時從中找出自己覺得重要的觀念就好。年份的部分

跟大考歷屆一樣要當心。 

    坊間的模擬試題的部分，由於是坊間模擬的，擬真度無法保證，所以有可

能遇到出題方向跟大考相左(e.g.大考通常考大觀念，鮮少瑣碎狹隘的命題)，

部分就要自己當心。可以上網參考各出版社的評價(e.g.聽說晟景的複習週記似

乎較難)，有空的話最好自己到書局翻閱，找詳解寫得還行，自己也看得順眼的

再入手。 

    最後，我再分科分享一些經驗給大家做參考。 

 

國文： 

    聽說今年的學測會改制，很抱歉我只能以舊制的經驗來分享。 

    選擇題的部分，我會分成測驗「閱讀素養」跟「閱讀素養以外」的能力這

兩種來看。 

    先談「閱讀素養以外」的部分。說白了其實就是考驗基本功，形音義、詞

性、修辭、成語、克漏字(填空)，這些都是常見題型。除了成語靠平時累積、

克漏字由上下文推敲，其他部分幾乎只要熟讀三十篇古文以及白話選文，都能

迎刃而解。 



    另外，針對形音義的部分，大考通常不會出現艱澀的字詞(模擬考倒是挺愛

出)，因此不用特地為了形音義還把搶救國文大作戰的前面數十頁全嗑下去，太

浪費時間了！(要注意投資報酬率的問題啊)可以準備筆記本，將做題目或考試

時錯誤的、或是自己覺得重要的記下來即可！ 

    還有，對聯、題辭這類應用文，以及國學常識，這種記憶型的知識在大考

的比例已經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閱讀素養題目。因此，寧願多背幾

個英文單字，也不要花太多時間死背那些知識(一樣是投資報酬率的問題

啊！)。 

    接著是測驗「閱讀素養」的部分。這類題目在近年大考佔的比例相當高，

也是我認為決勝負的關鍵！檢索訊息、詞性判別、歸納主旨都是常見題型。相

當建議多做題目練習！ 

    非選擇題的部分。我不確定今年是否一樣是分成短文(問答題)與長文，不

過我暫且依此分享。 

    短文的部分，其實就是問答題，注意題目是要檢索訊息，還是要我們抒發

個人想法。回答時盡量條理分明地回答。 

    長文的部分，由於我不是文思敏捷的寫手，所以我建立了一固定的流程來

面對作文。首段破題，寫出主旨。第二、三段宜舉例(己例、他例)、議論說

理，或是抒發情懷，最好能寫出層次，避免夾敘夾議。末段再度扣題，重申主

旨。另外，我一直謹記著老師說過的一個觀念：「作文寫得順比寫得美重要」。

作文不一定要精心雕琢華麗的詞藻與修辭，只要通篇流暢，議論得當，一樣能

拿高分。最後，平時可以準備筆記本，將平時聽聞到、感興趣的人物事蹟記錄

下來，稍作轉換便能作為舉例的題材使用。 

 

英文 

    選擇題部分，個人認為主要測驗三個部分，「單字量」、「文法能力」、「閱讀

速度」。 

    單字量的部分就是靠平時的累積。平常背單字時，記得從例句背單字，這

樣不僅可以加深對單字的印象，也能夠熟悉單字的用法。另外，可以利用零碎

的時間(e.g.通勤時間)來背單字，相當建議自行抄寫單字本，把長相相近的單

字、或是同義字、反義字整理在一起，建立自己的單字本。 

    文法能力的部分，不外乎就是基本功。介係詞、連接詞、分詞構句、分詞

修飾等等都相當常見。 

    閱讀速度，正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決勝關鍵了。強烈建議大家養成每天做閱

讀測驗的習慣。我認為理想的速度是一篇閱測五分鐘以內。一天四篇的話，至

多半個小時也能解決。在書店選購閱測的時候，要慎選文章篇幅跟單字難度適

中的，不然效果會大打折扣。 

    另外，沒有意外的話大家手邊應該會有常春藤的大考歷屆試題，對於單字

量跟文法能力的加強沒有方向的同學，可以精讀常春藤的詳解，大考出現的單



字幾乎都是那些高頻單字，鮮少有艱澀的單字，不用擔心。文法的部分，常春

藤也有詳盡的解說。老話一句，歷屆多做就對了！ 

    非選擇題的部分，有翻譯跟作文。翻譯也是多練習題目，熟悉英文的語法

結構，學會看出題目想要測驗的是甚麼單字，注意時態、單複數。 

    作文的部分，不論是什麼題型，都要記得使用主題句！先點明主旨，再說

明細節。可以多變化句型，而不是通篇都是單純的主詞加動詞。 

 

數學： 

    由於數學是我比較不在行的科目，對於數學的建議也就相對有限。數學的

模擬考個人認為是相當難，但是別被模擬考的分數嚇到了，多練習大考的歷

屆，會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只要認真多做大考歷屆，還是可以拿到頂標

的！ 

 

社會： 

    地理的部分，高一通論地理是基本功，河流、風力、火山、冰河等等各種

作用，常見的地形等高線圖又是甚麼模樣。水平、垂直、分工、整合。什麼是

規模經濟、聚集經濟。將這些基本功全部應用在高二的區域地理，要能夠在心

裡有張大概的地圖，洋流的流動方向，季風、信風的風向，這些自然因素又影

響了哪些國家，造成甚麼產業影響，或是氣候特色。另外，也可以特別關注時

事。 

    歷史方面，不需要刻意背誦瑣碎的知識，歷史考的是大觀念、大方向。需

要熟知的是重大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其影響、其所代表的歷史意

義。年份只需要記重要的歷史事件，便可以幫助解題(e.g.宗教三十年戰爭是

1618~1648年)。從題目的線索推斷年代，再從年代相對應的事件及其影響，得

到更多線索來解題。多做題目也能發現一些常出現的考點。 

    公民方面，將專有名詞代表的意義牢記，將各政治制度的特色與異同分辨

清楚，將民法、刑法的程序及規定釐清，理解經濟學圖表跟文字之間的對應關

係。另外，公民也常以時事入題，可以稍加關注。 

    我認為社會科是學測最簡單的科目，大家可以多練習題目，好好把握！ 

 

自然： 

    由於我是社會組的，對於自然並不在行，對於自然科的分享也相當有限。

我覺得自然科能夠透過大考歷屆去找出高頻率的考點，並且針對那些常出現的 

觀念加強。總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做熟大考的歷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