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颺心晴   

  

 

為了讓學弟妹們能夠學測穩穩上，鳳翔學長姐們特地為您去諮詢資深前輩~ 

 特別感謝: 

一類: 張芷綾(政大金融) 

二類: 張育安(交大資工)、陳馨（中央化學） 

三類: 余秉宸 (台大藥學) 

 

Q.弱科怎麼辦?? 

 強弱不是絕對、不是命運: 

弱科給予你逆轉局勢的良機，好好把握，相信自己，尋找最適合自

己的最佳方法最重要! 

(但這很正常，請認真用心，一定要讀懂，不會的必問，一切難題都

要相信自己都可以解決! 找方法方法方法，凡事必有方法) 

 



        

(建議保持整潔，額外的連結與筆記建議另外用筆記本或便條) 

(筆色千萬不要多! 最多三色即可) 

(保持版面清晰易懂，思緒也會跟著清晰明白) 

 

           

(那就多碰! 建議以積沙成塔的方式，一天一點，一定有好效果! 

畢竟負擔很小，也可維持每天的能力) 

 

 

(沒關係! 你不是沒有希望、沒有能力) 

只是方法偏了而已。可以去問強者是如何念的，或者上網搜尋， 

多多參考，即可模塑出最自己的方法! 

(努力不一定會有回報，但不努力一定會完蛋) 

(放棄弱科絕對不是選擇，提醒自己不要放棄） 

(設底線成績，給自己小小的目標) 

 



 

  

  給弱科較多時間，而非給強科大量時間，因為強科的進步有限。 

1. 【強科】： 

 在段考前，只會讀過一、兩次 

 把之前小考考卷錯的題目看過一次  

2. 【弱科】：  

 仔細的讀課本『每一段』，把所有內容清晰地複習一次 

 最後一樣要看自己之前錯的題目 

 

         

 一定要算大量的題目， 

但並不是毫無頭緒的盲算，而是要從基本開始慢慢算到困難！ 

 算題目的過程中去剖析出題者想考的觀念 

 不要懼怕任何題目，有疑問能請教同儕/老師，直到把觀念弄懂 

 

 

 



Q.複習、預習、學習?? 

 設底線時間，寫出所有待讀範圍，逼自己唸完 

o (效率效率效率!) 

 

 不要尋求各科完美，不愧於心是自己需要給自己的目標 

 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洗澡，其他時間都拿來讀書 

 設立週/日計畫，不用非常細節(幾點要讀哪科)， 

o 只要在時間內完成自己的預定範圍，長期持續下去就會有可

觀的成效! 

 寒暑假時每天都會讀五六個小時（假日補習例外）  

 若假日很容易混，可以把補習排在假日逼自己讀書 

 做好“預習”這個動作，他會幫你省下很多時間讀書 

o （有預習的話，你的實力會比其他競賽 對手還要強） 

 多餘時間多多參加各式競賽 



 學測各科的準備需要事先安排及平均分配 

 不要太偏重哪一科為最佳狀態 

 

 [高三的時間利用]: 

o 先將模擬考、段考的時間排出來， 

然後規劃讀書時間 

o 可以以週為單位安排自己的讀書進度 

o 弱科還是要堅持每天練習一點，積累經驗才能讓自

己從容不迫 

 

 

【第一遍學習】先修： 

  利用補習班的資源或先拿教科書預習  

  做一些題目去偵查自己是否弄懂 

 【第二遍學習】聽課：  

  懂的觀念：繼續做自己的先修題目  

不懂的觀念：認真聽老師上課，把他弄懂 3

 【第三遍學習】考前： 

 捨棄掉先修的進度，全心準備段考 

 

 



Q.到底要不要補習?? 

 其實在高中，補習對自己的弱科來說非常有用， 

只要每一堂課你都專心聽講，回家好好複習， 

未來你考上好大學，找到好工作，這點補習的錢是很值得的投資! 

 

 

 想清楚補習對自己是否有幫助，或是補習追求的是什麼 

o (例如：更多解題方法、整理好的觀念 or 有人逼讀書等等  

o (補一堆科目，但都沒好好學，只會是徒勞無功、浪費時間) 

 若是能自己補足，就可以不用補習 

o (例：題目自己購買 or 上課認真聽講就能熟能生巧) 

o 因此絕對絕對要考慮補習是否有必要性的幫助。 

o (回家仍要多多複習、寫題目) 

 有捨有得，比較捨棄補習和自己讀的效率何者較高 

 了解犧牲自己讀的時間去補習班換到什麼 



Q.老爸老媽老爹老母: 

(1) 良好溝通： 

 長輩們有他們固有的觀念及擔憂 

就算他們的觀念無法跟上現代之思維 

仍可以用 

溝通的方式 + 表現自己強烈的決心 

改變他們的想法！ 

 遇到糾紛不要逃避，把自己內心想法講出來最重要 

(若還是解決不了，可詢問師長該如何解決) 

 

(2) 目標明確，爭取長輩信服： 

 提出自己所考量的因素與未來之發展給 

(例如你想讀歷史系，但他們認為沒有前途， 

這時就能提出所考量之目標與方向) 

(父母們只是不希望你未來的生活不好過…) 

 

(3) 人生得為自己負責 

(4) 沒有過不去的事情，只有過不去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