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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選擇？

111學測有數學Ａ類和數學Ｂ類分科考試
有數學甲

4

新課綱第一代學子
面對接下來的數學Ａ類和數學B類
還有數學甲和數學乙
到底該如何選擇？？？

政 府 端

學 校 端

教 師 端

家 長 端
.

補 習 班 端

學 生 端
.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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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端

u必修數學為什麼要分成數學Ａ
類和數學Ｂ類

u選修數學又為什麼要分成數學
甲和數學乙

u學測考試時有如何的變革？
u分科考試時有如何的改變？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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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端

u高二時對於所有同學選擇數學
Ａ類和數學Ｂ類要如何規劃？

u一定要讓同學選嗎？
u人數多少多要成班嗎？
u高三時的數學甲和數學乙又要

如何規劃？
u也是人數多少都要成班嗎？
u會不會有時數不夠的問題？
u高三複習數學又要如何規劃？
u社會組高三時不選修數學乙時

又該如何規劃？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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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

u對於數學Ａ類和數學Ｂ類的學
生要如何教學？

u對於數學Ａ類和數學Ｂ類都會
教學？

u數學Ｂ類多出來的時間該如何？
u高三時該如何又兼顧進度和複

習？
u自然組同學同時有數學甲又該

如何複習？
u社會組同學不選修數學乙，那

學測如何考數學Ｂ類？
u我會不會被超額？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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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端

u我的孩子到底該選擇數學Ａ類
和數學Ｂ類？

u可以兩種都上嗎？反正多上多
贏？

u反正就一路都挑最多的，凡事
做最多的準備就對了？

u高二必修數學Ａ類和數學Ｂ類
難度不同，繁星計畫公平嗎？

u高三時可以上好上滿，4節進度
又來個4節複習嗎？

u數學乙若只有採計在學習歷程
不考試，那需要上嗎？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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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端

u我一定要選擇數學Ａ類？
u高三時到底需要上數學嗎？
u我需要數學嗎？
u不上數學時，我可以幹啥？
u我需要學校上一套，補習班

再上一套嗎？
u老師會幫我複習嗎？
u怎樣的選擇對我最有利？



各種想法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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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端

u高二學生分成兩大塊 ,社會
組學生要另外開一班嗎？

u這麼亂 ,高三複習班該如何
開？

u數學乙要不要另外開一班？
u學習歷程要採計那要如何幫

學生準備『成果』？
u補習班還可以提供什麼『資

源』？
u招生文宣可以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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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複習一些資料

n 12年國教新課綱對於考招的影響
n 108課綱與大考新制對於高級中等教育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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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架構

必修 加深加廣選修

高一(10年級) 高二(11年級) 高三(12年級)

8學分 8學分(分為A、B兩類) 8學分(分為甲、乙兩類)

13



普通高中數學的三軌設計

高一數學
必修

高數學需求 數學A 數學甲

不同面向
數學需求

低數學需求 數學B 多元選修

數學A

數學B

數學乙

適性學習：學生依數學學習之興趣、能力與
需求，於A、B兩類課程擇一修習

高二必修 高三選修

14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普通高中二年級部定必修數學A、B的差異

15

主要課題 A類必修 B類必修

三角函數

弧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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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餘弦的和角、
半角公式、同頻率正餘弦波的疊合。

弧度量、sin函數的圖形、
週期性、週期現象的數學
模型。

指數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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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律、指數與對數的換底、常
用對數函數的圖形。指對數在科學和金融上
的應用。

指數對數與對數函數及其生
活上的應用。

連續複利與e、自然對數的
認識。

空間概念

空間的基本性質、空間中兩直線、兩平面、
及直現與平面的位置關係、三垂線定理、空
間坐標系。

同左，但無「三垂線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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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
同右，增加面積與行列式。並增加空間向量
的線性組合、內積與外積、三角不等式、
柯西不等式。

平面向量的線性組合、正射
影與內積、兩向量夾角。

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普通高中二年級部定必修數學A、B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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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課題 A類必修 B類必修

線性代數
二元一次、三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的
線性組合意涵。矩陣運算、反方陣、
平面上的線性變換、轉移方陣。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的線性組合意
涵。將矩陣視為資料表、在此意涵
之下的矩陣運算。

不確定性

主觀機率與客觀機率、獨立性、條
件機率與貝式定理，以及它們的綜
合應用。

同左，但各種複合事件以兩個事件
為原則。

列聯表與文氏圖的關聯。

空間中的

解析幾何

三階行列式、平面方程式、空間中
的直線方程式、以及它們的綜合應
用。

無。

素養課題

融入各單元。 圓錐曲線：由平面與圓錐截痕、視
覺性地認識圓錐曲線、及其在自然
中的呈現。平面上的比例：生活情
境與平面幾何的比例問題(在設計和
透視上)。

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數B

� 高二上下各4學分。

� 高二領綱內容合計23條目。

� 數A有但數B沒有條目有：
G-11A-5三角的和差角公式
F-11A-1三角函數的圖形
F-11A-3矩陣的應用
F-11A-4指數與對數函數。

� 高二修習11A後è高三可選修：
數學甲、數學乙或多元選修課程。

� 適合未來大學選擇「理工資電」學群學生。

� 高二上下各4學分。

� 高二領綱內容合計12條目。

� 數B有但數A沒有條目有：
S-11B-2圓錐曲線
G-11B-3平面上的比例
F-11B-2按比例成長模型

� 高二修習11B後è高三可選修：
數學乙、多元選修課程或
不選修任何數學課程。

� 加上選修數學乙適合未來大學選擇：
「財經、商管；社會科學」學群
部分「化學、生命科學、藥學、農林園牧」
學群學生。

數A

17



普通高中二年級部定必修數學A、B的轉銜

18

數A
數B
共同

數B數A
e的認識、
自然對數

平面上的比例

三角和差角公式
正餘弦疊合、二階行列式

cos與tan函數

學生因升學志向改變或修讀科目轉變，而有數學A與B
轉銜學習之需要，建議於彈性學習時間，採自主學習或
參與學校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普通高中數學的轉軌學習

需補足數學A的學習
內容：
1.三角的和差角公式
2.三角函數的圖形
3.矩陣的應用
4.指數與對數函數

數學學科中心正在研發補充教
材，未來可提供學校參考運用

11年級修習數學B的
學生，若想在12年級
選修數學甲者，須補
足數學A的學習內容，
並達到它們對應的學
習表現

19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普通高中數學A、B與升學進路

20

考科 範圍 明顯適用學群 備註

數學A
考科

10 年級必修加上
11 年級必修A類課程內容

高數學需求(如理、
工、醫及部分商管)

數學A或數學
B，視大學科
系採計需要
決定。(如部
分商管、農、
生物)

數學B
考科

10 年級必修加上
11 年級必修B類課程內容

低數學需求(如文、
法、史、哲)

資料來源： 109年5月15日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新聞稿「大學參採學習歷程項目內容」完整版公布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完整版查詢系統：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取自課程諮詢教師培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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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群 工程學群 數理化學群 醫藥衛生學群 生命科學學群 生物資源學群

地球環境學群 建築設計學群 藝術學群 社會心理學群 大眾傳播學群 外語學群

文史哲學群 教育學群 法政學群 管理學群 財經學群 遊憩運動學群

學生選擇11A
可選擇系組數為
1667(約83%)系組

學生選擇11B
可選擇系組數為
1422(約72%)系組

不參採數學領域
可選擇系組數為
884(約44%)系組

總回報109學年
度招生系組數
共2009系組

B

A B A

A

A

A

A A AB B

B

B

B

B

AAAA

A BBB

B B B

不A

B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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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學個⼈申請各學群參採學測數學科目

編號 學群
校系數 比例

不採計 採計數A 採計數B AB均可 總計 不採計 採計數A 採計數B AB均可

1 資訊 59 112 52 18 241 24% 46% 22% 7%

2 ⼯程 24 210 22 23 279 9% 75% 8% 8%

3 數理化 6 99 5 0 110 5% 90% 5% 0%

4 醫藥衛⽣ 51 85 13 4 153 33% 56% 8% 3%

5 ⽣命科學 32 43 1 1 77 42% 56% 1% 1%

6 ⽣物資源 9 23 5 0 37 24% 62% 14% 0%

7 地球環境 3 29 4 0 36 8% 81% 11% 0%

8 建築設計 86 6 12 4 108 80% 6% 11% 4%

9 藝術 78 1 6 4 89 88% 1% 7% 4%

10 社會⼼理 37 7 29 3 76 49% 9% 38% 4%

11 ⼤眾傳播 46 2 9 0 57 81% 4% 16% 0%

12 外語 96 0 15 1 112 86% 0% 13% 1%

13 ⽂史哲 70 0 10 2 82 85% 0% 12% 2%

14 教育 24 4 38 1 67 36% 6% 57% 1%

15 法政 39 5 24 5 73 53% 7% 33% 7%

16 管理 156 26 99 5 286 55% 9% 35% 2%

17 財經 46 18 68 1 133 35% 14% 51% 1%

18 遊憩運動 80 0 22 1 103 78% 0% 21% 1%

19 其他 135 124 71 17 347 39% 36% 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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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查詢系統注意事項

Call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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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立
財經

𝟔𝟓%𝟏𝟎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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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0%
法政



全國公立
財經

𝟔𝟓%𝟏𝟎𝟎%
資訊

76%96%
法政

47%>80%

公立大學平均有𝟕𝟕%的科系採計數學，
遠高於
整體平均的𝟓𝟓%



n 招聯會於 109 年 5 月 15 日公告「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高中學習歷程資
料完整版查詢系統」，共有招生學校 70 所，計 2002 系(公立大學 33 所，計 881 
系;私立大學 37 所，計 1121 系)。

n 新型學測將各校系依學類分類(參閱https://collego.ceec.edu.tw/Highschool/MajorList)
後，再歸類成學群(目前有18學群和不分系)。2002 校系中，1609 系有清楚標示
學群屬性，另有 393 系未標示學群屬性。

n 為便於學生選課/類群之參考，進行資料分析時先依照大考中 心「大學選才與高中
育才輔助系統」之分類，為 393 系標示學群屬性，例如: 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屬
「數理化學群」、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系屬「管理學群及文史哲
學群」...等。(檢核參考資料來源: https://collego.ceec.edu.tw/) 

n 資料分析時，針對大學校系之學群屬性，如為跨二個學群時，會分別於二個 學群
列入計算，例如: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屬「管理學群及財 經學群」，
則管理學群、財經學群的資料分析都會包含到此校系。

資料分析說明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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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群於學測之
數學科參採分析

(⼀)偏向社會組
第⼀類群的校系

取自新北市中和高中輔導團隊40



各學群於學測之
數學科參採分析

(⼆)跨社會組,
自然組，須評估
屬性再決定類群
的校系

取自新北市中和高中輔導團隊41



各學群於學測之
數學科參採分析

(三)偏向自然組
第三類群的校系

取自新北市中和高中輔導團隊42



各學群於學測之
數學科參採分析

(四)偏向自然組
第四類群的校系

取自新北市中和高中輔導團隊43



各學群於學測之
數學科參採分析

(五)其他

取自新北市中和高中輔導團隊44



以上圖片來源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6%91%E6%83%91%E8%A1%A8%E
6%83%85&sxsrf=ALeKk01sRb8c8lRpZNUxPaXvYAXxFsBuPA:1588948288094&s
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3zZzSvaTpAhVAxYsBHcRUCuEQ_
AUoAXoECAwQAw&biw=1368&bih=770#imgrc=scg9juL3LkBB8M

• 部分班級之數A、數B開課規劃於相同時段，提供
同班群但不同數學需求之學生，適性跑班選修數A
或數B。

• 如學校規模或班級數少(如同一班群僅有一班)，則
考另以擴班方式為之，多開一班數學，提供不同數
學需求學生修習，所需費用依新增鐘點費要點規定，
向國教署申請經費補助。

• 由數學學科中心編輯數學B轉銜選修數學甲學生所
需之數位教材包含 G-11A-5 三角的和差角公式

F-11A-1 三角函數的圖形
F-11A-3 矩陣的應用
F-11A-4 指數與對數函數

等條目以供學校教學或學生自學等運用。
4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3Fq=%25E7%2596%2591%25E6%2583%2591%25E8%25A1%25A8%25E6%2583%2585&sxsrf=ALeKk01sRb8c8lRpZNUxPaXvYAXxFsBuPA:1588948288094&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3zZzSvaTpAhVAxYsBHcRUCuEQ_AUoAXoECAwQAw&biw=1368&bih=770


六⼤版本比較
看熱鬧還是看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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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Ａ類 第⼀家 第⼆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

第⼀章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 指數與對數 三角函數 指數函數與
對數函數

第⼆章 指數與對數
函數

指數與對數 指數與對數 三角函數 指數與對數
函數

三角函數

第三章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294 212 188 218 18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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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Ｂ類 第⼀家 第⼆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

第⼀章 正弦函數與
週期性現象

三角函數的
週期現象

三角函數與
週期性數學
模型

指數與對數
函數

三角函數 按比例成長
模型

第⼆章 按比例成長
模型

按比例成長
模型

指數與對數
與按比例成
長模型

三角函數 指數與對數
函數

三角函數

第三章 平面向量與
應用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與
平面上幾何
圖形的比例
應用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

第四章 平面上的比
例模型

192 223 160 162 156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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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Ａ類 第⼀家 第⼆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

第⼀章 空間向量 空間向量 空間向量 空間向量 空間向量 空間向量

第⼆章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空間中的平
面與直線

第三章 機率 機率 矩陣 機率 條件機率與
貝⽒定理

矩陣

第四章 矩陣 矩陣 機率 II 矩陣 矩陣 條件機率與
貝⽒定理

252 255 239 242 23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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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Ｂ類 第⼀家 第⼆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第六家

第⼀章 空間概念與
空間座標系

空間向量
(含圓錐曲線)

空間概念與
圓錐曲線

空間概念與
空間座標系

空間概念
(含圓錐曲線)

空間的幾何
概念
(含圓錐曲線)

第⼆章 圓錐曲線的
認識與應用

條件機率與
獨立事件

矩陣 機率 矩陣與資料
表

矩陣

第三章 機率 矩陣與資料
表格

機率 II 矩陣運算及
應用

條件機率與
貝⽒定理

條件機率與
貝⽒定理

第四章 矩陣與資料
表格

圓錐曲線

168 166 163 163 121 133

51



52

目錄分析

六⼤面向問

題提問

官⽅公布的資料數據

n 國教署

n ⼤考中⼼

n 招聯會

咱們的說法



ＣＣＴ

04

03

05

01

02

06

政府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學生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家長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教師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補習班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學校端
感謝您選擇布衣公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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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政 府 端

學 校 端

教 師 端

家 長 端
.

補 習 班 端

學 生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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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政府端
111學年度學測與分科測驗數學相關考科之測驗範圍

學測
(經107.08.28招聯會常委會議提案通過)

分科測驗
(106.04.19核定)

數學A考科 數學B考科 數學甲考科

測驗
範圍

10年級必修
11年級必修A類

10年級必修
11年級必修B類

10年級必修
11年級必修A類
12年級加深加廣選修數學
甲

施測
與
使用

1.兩考科分節施測，考生可自由選考。
2.個別成績使用方式依大學校系之招
生規定。



ＣＣＴ

政府端

• 測驗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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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測驗程序性知識
例如：能判讀圖表、或運用適當的公式與步驟解題。

• 測驗閱讀與表達能力
例如：能讀懂題目，並以數學語言表達題目的涵意及解題的過程。

• 測驗連結能力
例如：能融會貫通數學中不同領域的概念，或連結數學以外其他學科知識或生活經驗。

• 測驗推理的能力 (數學甲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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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真實世界的問題，並用以呈現關係，表示問
題內涵。

• 測驗解決問題的能力
例如：能應用數學知識、選擇有效策略及推理能力解決問題，並能檢驗結果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111學年度學測與分科測驗數學相關考科之考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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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學校端

l高二數學為必修，只有一位學生選數學Ａ類或數學Ｂ類都要開課。
l不管是自然組學群、社會組學群、特殊班、藝材班、體育班均要讓學
生選課。

l不可數學Ａ類或數學Ｂ類都選修，因為高二數學領域必修只有8學分。
l高三自然組需要開設數學甲。
l高三社會組需要開設數學乙(上下學期合計8學分，不可以只開設上學
期來複習)或其他選修課程讓學生選擇。

l學測數學複習可於高二升高三暑假開始實施，預計暑假四周有20節數
學課，高三上彈性學習充實/補強課程和輔導課20周合計有40節，共
計有60節可以複習高一數學＋數學Ａ類或數學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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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教師端

lAB兩類課本分別從學術或生活實用例子引入。
lB類減少複雜的代數運算。
lB類課程講解速度可慢一點。
lB類課程增加生活探究與應用報告。
lA類課程奠基未來學術相關研究的深厚基礎。
l社會組同學若高三沒選修數學，可利用輔導課和彈性學習的充實/
補強複習數學。

l新課綱實施後，加上適性分組機制還有其他選修課程的設計和其
他減授課的配套，應該不太容易被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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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家長端

l依據上面的學群和學類分組選擇適合的數學類別。
l不需要兩種必修數學都修習。
l若是財經學群建議可選修數學Ａ類。
l繁星計畫採計的是必修課程，但若為了在校成績好看,選擇了數學Ｂ
類,如何學測時選考數學Ａ？而且若繁星沒錄取,個人申請時學習歷程
呈現的樣態有利？

l高三時當然不可以4節進度又來個4節複習。
l數學乙只採計在學習歷程不考試，有採計數學領域的科系還是會參採。
l數學乙較99課綱有多了微積分的課程以利大學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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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學生端

l新課綱數學領域的設計就是要讓每個孩子不放棄數學，因此
不建議每位孩子都選擇數學Ａ類，應該依照上面的分析說明
來選擇。

l社會組同學可視需求於高三時選擇要不要修習數學領域。
l不選擇修習數學領域可休息其他領域加深加廣課程。
l需不需要補習，同學可視自己需求。
l學校端會有一定程度的複習，但自我也需要安排複習進度。
l有利的選擇的考量條件是？有認真地經過每一個學習階段並
學習到相關的技能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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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Ｔ

補習班端

l此部分採口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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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的聆聽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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