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16 

 考生：李同學 

 教師：江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2016年設計的某地理桌遊，遊戲規則為比較各國的人口總數，玩家必須將抽到的

卡牌，放入正確的位置，使其由大到小排列。若小屏抽到的是印度，她應該將該

卡牌放置在圖(十)中的哪個位置才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疑
義
內
容 

1.此題共有三處疑點。首先，印度人口並無確實普查，是使用樣區法來取得大慨的數字，因此印度政府所提供的人口數值並非實際

人口數量，另外，題幹並未指出是以實際數量或政府提供之數量來判斷；第二點，時間點不精確，題幹指出桌遊〝設計〞於 2016

年，並未確實指出玩家遊玩於何時，則無法判斷當年之人口數量；第三點，圖（十）也同時令人誤以為甲、乙、丙、丁的位置是

有用的，若依公告答案為乙，則無任何國家可填入甲。另外，有些網路媒體甚至報導印度人口已超越中國人口。總合上述，此題

答案為 B是否應考量？文憲參考：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078272 

                                紐約時報：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525/china-india-pupolation/ 

說
明 

2018 年出版的國中各版本教科書內容皆提到中國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引用 2016 年人口資料)，而截至目前為止，根據官方人口

統計數字顯示印度人口尚未超越中國，因此玩家不論是在桌遊設計的該年度或是 2020 年的此刻比較兩國人口數時，印度的卡牌皆

應放在中國之後「乙」的位置，學生僅需根據課本所學即可作答此題。本題選項(B)屬最適選項，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21 

 考生： 

 教師：陳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清朝統治時期的臺灣社會族群複雜，一旦發生糾紛，常以祖籍、姓氏等名義聚眾互相敵對，其中規模較大的武力衝突就有數十次之

多。造成上述社會衝突的原因很多，下列何者是主要因素之一？ 

(A)要求臺灣建省 

(B)對抗外來宗教 

(C)爭奪經濟利益 

(D)抵制鐵路建設 

疑
義
內
容 

1.造成社會衝突的原因很多，除了教材提及「移民為爭奪水源、土地、商業利益等」，不同祖籍間信仰神明的異同、宗教地盤的爭奪，

應也是分類械鬥原因之一。緣此，選項（B）對抗外來宗教似也可列正確答案之一。請酌予參考，謝謝！ 

說
明 

綜觀清代臺灣曾經發生過的分類械鬥，爭奪經濟利益、原鄉祖籍的矛盾往往是造成械鬥的主要因素，而官方的治理方式及班兵問題

也促使了分類械鬥的發生。疑義者認為選項(B)對抗外來宗教可列為正確答案，但宗教問題實非造成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的主因，當時

也沒有所謂因信仰不同的神明，為了爭奪宗教地盤而造成械鬥的情況。本題最佳答案為(C)並無疑義，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24 

 考生： 

 教師：王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以下是中國某座城市的介紹：「現在城內的『沂水路』全長三百多公尺。之前德國統治這座城市的時候，叫做『迪德里希斯街』；後

來日本占領時，叫做『赤羽町』。雖然這是條很短的路，卻記錄了此城市的演變過程。」此一城市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瀋陽 (B)青島 (C)南京 (D)重慶 

疑
義
內
容 

1.這屆學生用的翰林版課本（二上）課本 106頁和 125頁，僅提及德國租借山東。 

以及 54運動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圖片也只有寫膠州灣，完全沒提到青島這個城市，地理部分也未提，學生從教材無法得知青島是

在山東。 

說
明 

疑義者指出因某版本教材未提及青島，使用該版本教材的學生無法作答本題。但審視疑義者所提版本教材，在第四冊歷史「瓜分風

潮與門戶開放」、「五九國恥」及「五四運動」章節中，講述了德國與日本勢力在山東半島的擴張；第四冊地理「北部地區」章節，

則介紹了山東半島的自然環境及青島的氣候，除了有青島的氣候圖、連結青島與蘭州繪製成的地形剖面圖，多幅地圖中也標示青島

位於山東半島，並沒有疑義者所說「地理部分也未提」、「學生從教材無法得知青島是在山東」的情況。學生只要融會貫通所習得的

社會科知識，即可作答。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32 

 考生：陳同學、賴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十五)顯示 2011年 9月 18日發生的強烈地震震央位置，除了建築物倒塌造成的人員傷亡外，由

於某些因素影響使得搜救工作不易進行，導致死傷人數持續攀升。根據當地地形、氣候等環境條件

判斷，造成上文中搜救困難的因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山區冰河快速消融以致山洪暴發 

(B)正值沙塵暴盛行時節，能見度低 

(C)引發大規模海嘯，海水淹沒災區 

(D)連日降雨，造成土石流掩埋道路 



疑
義
內
容 

1.雖然公布的答案是 D，但答案 A是有充分的可能性。氣候暖化，喜馬拉雅山的冰川融蝕問題嚴重，最有名的是 Imja冰蝕湖持續擴

大，終將崩塌，屆時大水、泥流和嚴石奔流而下，可能遠達尼泊爾南部人口稠密的平原，摧毀道路、重要的能源計畫和許多村莊。 

雖然這是未來的事，考試是考過去的歷史，但是喜馬拉雅山冰川融蝕的問題，確實存在，發生強震，冰蝕湖變成山洪而下是有可

能的事，對於學生往這方面推理，教育不應該只講求死背，單一答案，能考慮學生權益，對於此題出題不夠嚴謹，懇請准許此題

選 A也可以得到分數。 

2.聯合國環境計劃署亞太地區辦公室主任施瑞斯塔曾經說過「全球暖化喜馬拉雅山的冰川不但以超越往年的速度加速融化，融化的

雪水形成大冰河湖，1950年代尼泊爾境內的冰河湖約有 12座，到了 2000年調查時增加到 2400座，「其中面臨潰堤的有 14座。

只要稍有小規模地震，這些湖水就將傾洩而下，將導致洪水氾濫。 

所以學生雖然知道九月是南亞雨季，但因無法判斷當時有無連日下雨，所以選擇 A，因為學生曾經看到以上相關報導，地震造成

喜馬拉雅山冰河湖潰堤導致山洪暴發的可能性相對高，山洪暴發，造成土石流及路面坍塌都有可能影響救援不力的原因，所以請

准允答案 A也可得分。謝謝！ 

說
明 

每年當氣溫回升，山區積雪及冰河開始融化，成為下游地區的用水來源之一，若是當年度的氣溫異常高溫而加快冰河消融的速度，

使得湖泊水位快速上升，可能導致山洪暴發，但多發生在春末至夏季間。選項(A)是指山區冰河快速消融以致山洪暴發，和地震引發

冰河湖潰堤以致湖水下洩並不相同。此次地震震央位於印度東北部山區，地震發生的時間為 9 月 18 日，此時已進入秋季且為南亞

地區的雨季(6至 10月)，因此根據當地的地形、氣候等環境條件判斷，最可能因為連日降雨，造成土石流掩埋道路而使得搜救工作

不易進行。本題選項(D)屬最適選項，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33 

 考生：賴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表(七)為 2014年及預測 2050年各洲的人口數，根據其變化趨勢判斷，丙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歐洲 

(B)非洲 

(C)美洲 

(D)亞洲 



疑
義
內
容 

1.請見附件，謝謝！ 

社會科 

第 33題 

本題的原答案是 C歐洲 

2014年 741000000 

2050年 726000000 

但是根據聯合國人口預測的報告 

2050年歐洲應該是 706793000人 

本題雖問趨勢，但敘述的是實際的世界狀況，數字與聯合國預估的情況誤差達兩千萬，非常不精確，因此本題應該是無正確答案 

 

說
明 

人口預測的方法有很多種，不同組織在不同年分採行不同預測方法所預測的人口數都不盡相同，本題採用 2014年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預測數值，該數值與聯合國預測的數值相同與否不影響學生作答，學生只要了解世界各洲人口成長的趨勢即可

作答此題。本題選項(A)屬最適選項，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社
會
科 

44 

 考生： 

 教師：高老師、王老師、吳老師、史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小明將臺北捷運路網圖與臺灣北部行政區圖以捷運淡水站為基準點套疊，顯示如圖(二十二)

所示的現象：路網圖中各站位置與行政區圖中的實際位置並不一致。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 

(A)路網圖為被簡化過的地圖 

(B)路網圖的比例尺較行政區圖大 

(C)路網圖涵蓋的範圍較行政區圖大 

(D)路網圖繪製的時間較行政區圖早 



疑
義
內
容 

1.台北捷運公司網站及各捷運站內之路網圖多為經簡化調整，比例、方位、站點相對位置，不符現實的「拓樸地圖」（Topological Map）。

若在無法確定圖（二十二）中路線是否符合現實捷運路線的情況下，A選項是符合現實生活中捷運路網圖特性的。 

參考資料：《台灣鐵道文化誌》、《地圖學原理》 

2.台北捷運路網圖的確是被簡化的示意圖，所以如何解釋答案不是（A）？ 

3.題型未清楚說明路網圖出處。若依臺北市捷運路網圖出處，明顯標示「各運具路線僅為示意，非實際地理位置」！因此答案應選

（A）。若以 topological map的概念切入，比例尺也不是最佳答案，是因為「簡化」才讓車站位置失真！ 

4.若僅就題目提供訊息而言，以比例尺概念回答並無問題。疑問處在於「捷運路網圖」本身為生活地圖，繪製時亦未參酌比例尺，

故認為（A）選項亦可為正確答案。 

然若純粹將（A）選項設計為誘答選項，則原題幹不宜出現「捷運路網圖」之敘述，可調整為「某地圖」，更能突顯題目欲測驗之

概念。 

說
明 

圖(二十二)所顯示的臺北捷運路網圖為臺北捷運實際的路網圖(參見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網站-關於我們-路網簡介-路網拓

展)，並非各捷運站內所見被簡化過的只能顯示站與站間的順序及路線交會節點的地圖。學生必須依據題幹所提供的地圖作判斷，

路網圖中各站位置與行政區圖中的實際位置並不一致，是因為路網圖的比例尺較行政區圖大，只要將路網圖縮小至與行政區圖的

比例尺相同，其各站位置即能與行政區圖中各站位置一致。本題選項(B)屬最適選項，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