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國文科                                / 陳鈺泯 老師

   衷於解惑，保持好奇     透過閱讀，照見自己

02.公民科 03.地理科

         國文科的讀書方法——好奇，或許是個好策略。文章與知識，不會故

意刁難每位同學，但若能對其抱持著好奇心，發現自己不懂的地方，除了

可以從師問學外，保持好奇地探查文章旨意、寫作手法，思考作者為何

而寫，將可讓各位同學成為面對國文考科的「庖丁」，面對陌生的文本，

也能迎刃而解。

         然而，或許你會問老師：「那麼學習國文可以幹嘛？」

         當然，現實面來說，就是跟隨體制，換取分數。然而，熱愛文學的

我，發現研讀國文好像在「照鏡子」，許多作者想傳達的概念，你我或許

都可以在文字中，乍見自己的身影。所以，準備國文科的方法，便是不

排斥「閱讀」。告訴自己，閱讀，可以帶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了解自己、

摸索人生。

..... ..... ..... ..... ..... ..... ..... ..... ..... .....



                                                                    / 林庭妤 老師

    聽力練習小撇步

         英語聽力的練習，其實可以從很多方面去加

強。除了平時英聽雜誌的累積，也可以從不同方

面增加對英聽的接觸，以此訓練自己對於英聽能

力的敏感度。

         喜歡聽歌的同學，不妨可以多聽一些英文

歌，或多接觸一些英文的podcast、Youtube頻

道，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暴露在英文的環境中。

         若同學能讓自己多聽英文，不要太依賴中文

或英文字幕的輔助，自然能夠熟悉口語中的連音、

弱化現象，對於理解英聽句子會有很大的幫助。

04.英文科
                                                                   / 廖紫廷 老師

     文章理解小撇步

         面對一篇文章，可能很多同學看到不會的單

字就急著想要拿起手機查，但同學們不妨可以先

從上下文意推敲出單字的意思，這對於同學們未

來在大考所需文意分析的能力有所幫助，畢竟考

試也不能查單字！若過於執著單字意思的話，可

能會忽略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論點。

         而通常在面對閱讀題的時候，我習慣在開始

看文章前先掃過題目及選項，在閱讀文章的時候

看到題目出現的關鍵字可以在句子畫線，才不會

看完一遍後反而面對題目時感到茫然，屆時又要

從頭再從文章中找答案。

                                                                     / 林念儀 老師

     單字記憶小撇步

         對於初上高中的同學，也許會對高中單字的

「加長加深加廣」感到格外困擾，對於背單字有問

題的同學不妨試試以下幾種方式：

1.新舊交接：高中許多單字都是國中的延伸與升

    級，若是很難將新單字背起來，可以試試在新

    的單字旁邊寫下以前背過的同義詞或反義詞，

    讓單字產生連結後就能更快的建立起專屬於自

    己的單字庫!!~

2.如：大約→國中會用about或around；而高

中單字則常用roughly或approximately。

注意中文定義的不同：在做同/反義詞連結時，同

學可以試著查看英文定義，有時單字的中文定義

會因為用法不同而有出入喔~！

05.數學科
 / 林容佑 老師

         在升高中階段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對於數學感到困擾，題目做不

完、概念聽不懂，若把壓力寫成函數，那它一定是嚴格遞增的吧！這

邊不妨我們來論證一下數學學不好的原因～

     我花了很多時間算數學但成績卻還是沒起色？

         就二維數據分析來說，使用兩筆數據資料分別是花費時間和進

步分數，如過你算出來你的相關係數算出來小於0.3 ，那我們就要開

始思考自己的學習模式是否不合適，花費時間帶來的成效是不足的。

     題目太難了就算我把所有公式和觀念背下來我也不會解？

         如果把題目從易到難畫在數線上，我一定能在你不會的題目左

端找到一個你一定也不會的題目，這就是數學稠密性！遇到不懂的題

目，請慢慢的去挖掘，分析每一個知識點，直到你有能力可以解決問

題，那這樣代表你開始往數線的正方向走了。

     上課聽不懂，我也不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裡？

         務必要正視一下自己，多與師長或同學交流，同樣的情形在不

同的角度上，觀察到的內容能是很多元的，就像畢氏定理的證明有

300多種~你一定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學習的模式，發現並解決問題。

建議大家學習上得失心不要太重，展現出自信，堅持不懈的不斷累積

能力，一定能越來越進步的。

06.生物科
 /  黃玫潔 老師、陳昕渟 老師

科普閱讀、圖表和手寫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上課時認眞地聽老師講述，自己閱讀課本

或講義很容易就是看過去而已，但老師會有補充的課外內容，並且

針對有盲點的部分多加解釋或是其他課程的概念連結。因此，上課

時認眞聽講跟做筆記很重要！可以省去自己撞牆摸索的時間，若有問

題就盡量下課問老師，建立正確的概念。

         複習上課內容將其儲存成長期記憶，在課後複習時，我會準備

筆記，雖然說生物有很多內容需要背，不過如果能夠理解前後因果

的關係，便可以減少讀生物時一直在死記硬背的感受~
         透過練習題目才能瞭解自己不夠精熟的內容，藉由訂正錯題以

釐淸不淸楚的觀念，題本不一定只能買相同書商，各家參考書都有

自己的優點，只需要選一本自己看順眼的題本，並且確實地去練習

就可以了！

         大考自然考科有一定比例題目是科普閱讀或是圖表判讀，平常

就要累積閱讀科普的習慣，抓住文本的重點且不過度延伸文本內容；

圖表判讀或繪製除了題目練習以外，學習老師在判讀圖表的邏輯，並

注意圖表繪製的細節；最後是手寫，把握段考的機會練習寫出精確的

答案，了解考題想問的概念。

透過各科實習老師們的分享，是否對於如何學習這些科目有更多的方向及目標了呢？

希望各位都能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心法」～！實習老師們祝福大家高中三年學業社團友情愛情一切順順利利*ଘ(੭*ˊˇˋ)੭*

譬如：同樣是「特色、特質」

trait: a particular quality in someone’s character （ 可用於修飾「人」的特質 ）

feature: an important part or aspect of something （ 用於修飾「物」的特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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