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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處 陳慧美 

每年指考成績單寄發後，有些考生認為自己的數學乙考科非選擇題，

最後答案明明正確，為什麼無法得到該題的滿分，甚至 1 分未得？本文就

此一疑問，說明本年度數學乙非選擇題僅得到部分題分或是 1 分未得的可

能情形，以及數學科非選擇題給分的大原則，希望能藉此釐清部分考生的

疑惑。以下各題會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是正確的解題步驟，二是考生解

題的一些錯誤概念或解法，至於各題的參考解答可詳見附件。 

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設 二 次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函 數 2
( ) 2= + +f x ax ax b 在 區 間 1 1− ≤ ≤x 上 的 最

大 值 為 7、 最 小 值 為 3。 試 求 數 對 ( , )a b 的 所 有 可 能 值 。（ 13 分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 ) )  )  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 ：：：：     

本 題 評 量 二 次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函 數 的 圖 形 ， 其 解 題 步 驟 為 ：  

1.說明 ( )f x 在區間 1 1x− ≤ ≤ 中的最大、最小值發生在端點。可利用配方或微分等方法

知，此函數圖形的頂點在 1x = − ，故 ( )f x 在區間 1 1x− ≤ ≤ 中的最大、最小值發生在

1x = − 或 1 時。 

2.接著依 a 的正負分別討論： 

(1) 當 0a > 時： ( )f x 的函數值在區間 1 1x− ≤ ≤ 隨 x 值增加而增大，可知最小值發生

在 1x = − 處，而最大值發生在 1x = 處，列式得
3

2 7

b a

a a b

− =


+ + =
，解得 ( , ) (1,4)a b = ； 

(2) 當 0a < 時： ( )f x 的函數值在區間 1 1x− ≤ ≤ 隨 x 值增加而減少，可知最大值發生

在 1x = − 處，而最小值發生在 1x = 處，列式得
7

2 3

b a

a a b

− =


+ + =
，解得 ( , ) ( 1,6)a b = − 。 

((((二二二二 ) ) )  )  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 ：：：：     

以 下 依 據 上 述 的 解 題 方 法，分 析 此 題 僅 得 部 分 分 數 或 未 得 分 的 幾 種 情



形 。  

(A1)未 正 確 說 明 此 函 數 圖 形 的 頂 點 在 1x = − 處。  

(A2)將 二 次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進 行 配 方 （ 或 微 分 ） 求 頂 點 時 ， 計 算 錯 誤 。   

(A3)未 指 出 0a > 時， 1x = − 有最小值； 0a < 時， 1x = − 有最大值。 

(A4)僅 列 出 兩 組 方 程 組 求 解 ， 未 說 明 此 函 數 圖 形 的 頂 點 ， 並 指 出 0a > 時，

1x = − 處 ( )f x 有最小值； 0a < 時， 1x = − 處 ( )f x 有最大值。  

(A5)列 錯 方 程 組 ， 或 多 列 出 其 他 不 該 有 的 方 程 組 ， 如 ： 直 接 認 定 ( )f x 的最

大、最小值在 1, 0, 1x = − 中的兩點，以致於得到三組(甚或更多)方程組。 

(A6)列 出 正 確 方 程 組 ， 但 求 解 時 計 算 錯 誤 。  

本 題 屬 高 一 數 學 多 項 式 單 元 之 試 題，考 生 若 能 由 二 次 實 係 數 多 項 式 的

圖 形 、 頂 點 ， 來 說 明 最 大 、 最 小 值 發 生 在 端 點 ， 進 而 列 出 兩 組 正 確 方 程 組

並 求 解 ， 即 可 得 到 滿 分 。 若 僅 列 出 二 組 正 確 方 程 組 與 求 解 ， 而 未 說 明 ( )f x

在 區 間 1 1x− ≤ ≤ 中 的 最 大、最 小 值 發 生 在 端 點 等 概 念 者，將 無 法 得 到 滿 分。

因 由 答 案 卷 僅 看 出 考 生 會 解 方 程 組 ， 未 能 看 出 考 生 了 解 ( )f x 在 區 間

1 1x− ≤ ≤ 中 的 最 大、最 小 值 發 生 在 端 點 等 概 念。此 題 的 重 要 觀 念 為 了 解 ( )f x

在 區 間 1 1x− ≤ ≤ 中 的 最 大 、 最 小 值 會 發 生 在 端 點 ， 因 此 若 未 說 明 該 概 念 者

將 無 法 得 滿 分 。 數 學 科 非 選 擇 題 主 要 評 量 用 數 學 式 清 楚 表 達 解 題 過 程 的 能

力 ， 因 此 推 理 過 程 與 說 明 是 否 正 確 、 邏 輯 判 斷 是 否 合 理 ， 均 為 評 定 分 數 的

重 要 依 據 。  



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某 公 司 生 產 兩 種 商 品 ， 均 以 同 型 的 箱 子 裝 運 ， 其 中 甲 商 品 每 箱 重

20 公 斤 ， 乙 商 品 每 箱 重 10 公 斤 。 公 司 出 貨 時 ， 每 趟 貨 車 最 多 能

運 送 100 箱，最 大 載 重 為 1600 公 斤。設 甲 商 品 每 箱 的 利 潤 為 1200

元 ， 乙 商 品 每 箱 的 利 潤 為 1000 元 。  

(1)  設 公 司 調 配 運 送 時 ， 每 趟 貨 車 裏 的 甲 商 品 為 x 箱 ， 乙 商 品 為 y

箱 。 試 列 出 ,x y 必 須 滿 足 的 聯 立 不 等 式 。 （ 2 分 ）  

(2)  當 ,x y 的 值 各 為 多 少 時 ， 可 使 每 趟 貨 車 出 貨 所 能 獲 得 的 利 潤 為

最 大 ？ 此 時 利 潤 為 多 少 元 ？ （ 11 分 ）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 題 評 量 線 性 規 劃 概 念，試 題 分 為 二 小 題，第 (1)小 題 要 求 寫 出 滿 足 題

意 的 聯 立 不 等 式；第 (2)小 題 要 求 說 明 當 ,x y 的 值 各 為 多 少 時， 可 使 每 趟 貨

車 出 貨 所 能 獲 得 的 利 潤 為 最 大 ？ 此 時 利 潤 為 多 少 元 ？  

第第第第 (1)(1)(1)(1)小 題小 題小 題小 題     

((((一一一一 ) ) )  )  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 ：：：：     

第 (1)小 題 中，滿 足 題 意 的 聯 立 不 等 式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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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y 為

非負整數。 

((((二二二二 ) ) )  )  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 ：：：：     

以 下 依 據 上 述 的 解 題 方 法，分 析 此 小 題 得 部 分 分 數 或 未 得 分 的 幾 種 情

形 。  

(B1)未 寫 出 聯 立 不 等 式 。  

(B2)寫 錯 聯 立 不 等 式 ， 或 寫 錯 不 等 式 中 的 符 號 ， 例 如 誤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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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寫 等 式 )  

(B3)多 列 不 該 有 的 不 等 式 。  

第第第第 (2(2(2(2))))小 題小 題小 題小 題  

((((一一一一 ) ) )  )  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正 確 解 題 步 驟 ：：：：     

此 小 題 的 解 題 步 驟 為 ：  



1.繪 出 可 行 解 區 域 並 求 出 該 區 域 的 頂 點 。  

2.寫 出 目 標 函 數 。  

3.說 明 在 60, 40x y= = 時可得最大利潤。 

  【法一：頂點法】 

正 確 求 出 可 行 解 區 域 的 四 個 頂 點 ， 再 求 出 目 標 函 數 在 四 個 頂 點 的 正 確

函 數 值 ， 比 較 大 小 ， 得 到 正 確 答 案 。  

  【法二：平行線法】 

畫 出 正 確 的 可 行 解 區 域 ， 再 描 述 目 標 函 數所定直線之斜 率
6

( )
5

− 介 於 1− 與

2− 之 間，或 在 坐 標 平 面 上 畫 出 1200 1000x y k+ = 之 直 線，平 移 後 得 到 正 確 答 案。 

((((二二二二 ) ) )  )  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錯 誤 概 念 或 解 法 ：：：：     

以 下 依 據 上 述 的 解 題 方 法，分 析 此 小 題 得 部 分 分 數 或 未 得 分 的 幾 種 情

形 。  

(C1)未 寫 出 目 標 函 數 ( , ) 1200 1000f x y x y= + ， 或 寫 錯 目 標 函 數 。  

(C2)利 用 頂 點 法 求 解 ， 但 直 接 認 定 所 求 為 頂 點 (60, 40) ，未 考 慮 可 行 解 區 域 上

另 外 三 個 頂 點 ： (0, 0) 、 (80, 0) 、 (0,100) 。 

(C3)利 用 頂 點 法 求 解 ， 但 寫 錯 可 行 解 區 域 上 的 頂 點 坐 標 。 

(C4)利 用 頂 點 法 求 解，將 頂 點 代 入 目 標 函 數 計 算 函數值作 比 較 時，計 算 錯 誤 。 

(C5)利 用 平 行 線法 求 解 ， 但 因 可 行 解 區 域 畫 錯 ， 以 致 於 無 法 得 到 正 確 答 案 。  

(C6)利 用 平 行 線法 求 解 ， 但 未 說明目標函數所定直線之斜率
6

5

−
介於 1− 與 2− 之間。 

(C7)利 用 平 行 線法 求 解 ， 在 利 用 直 線 1200 1000x y k+ = 掃 動 時 ， 因 直 線 畫 錯 (即

斜 率 錯 誤 )而 找 到 錯 誤 頂 點 。  

此題為線性規劃試題，在第(1)小題求出聯立不等式中，部分考生未列

出 不 等 式 組 、 或 寫 錯 不 等 式 組 、 或 將 不 等 式 組 的 符 號 寫 錯 ， 如 ： 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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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計算過程中，又直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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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 (60,40 ) 這

答案，因此在受理考生複查時，最常接觸到的案件為：我的答案明明就寫了



(60,40 ) 與 112000，但我的非選擇題為何沒得滿分，甚至連一半的分數都沒有

呢？原因是這類的考生一開始將情境問題轉換成數學式時，出現了錯誤的不

等式組，且在過程中無合理推論或計算過程，因此無法得滿分。 

在寫出目標函數時，有部分考生未寫出或寫錯了目標函數，因此無法說

明當 ,x y 的值各為多少時，可使每趟貨車出貨所能獲得的利潤為最大。 

當考生能正確寫出不等式組、或將可行解區域正確畫出後，在步驟 3 中

可利用「平行線法」求解。利用目標函數 ( , ) 1200 1000f x y x y= + 所定直線之斜率

為
6

5
− ，當直線 1200 1000x y k+ = 在坐標平面上平移時，可知當每趟貨車裏的甲

商品為 60 箱，乙商品為 40 箱時，可使每趟貨車出貨所能獲得的利潤為最大，

此時利潤為 112000 元。亦可利用頂點法求值，即求出可行解區域的頂點後，

再分別代入目標函數中比大小，可得出當每趟貨車裏的甲商品為 60 箱，乙

商品為 40 箱時，可使每趟貨車出貨所能獲得的利潤為最大，此時利潤為

112000 元。考生若利用平行線法求解，較常發生的錯誤為直線 1200 1000x y k+ =

畫錯而得到錯誤的頂點、或未說明目標函數所定直線之斜率
6

5

−
介於 1− 與 2− 之間，

因而失去部分分數。 

多數考生是利用頂點法求解，其中常見的錯誤類型為：使用頂點法求解

時，僅寫出頂點 (60, 40) ，未寫出可行解區域上另外三個頂點 (0, 0) 、 (80, 0)、

(0,100) ，即直接將 (60, 40)代入目標函數中，認定此時可得最大利潤為 112000。由考

生的作答過程，僅看出考生會求解聯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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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法得知考生

是否知道該聯立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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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圍的可行解區域為何？極值可能會發生

在哪些頂點上，為何最大利潤會發生在頂點 (60, 40) 上？另有少數考生在寫出可行

解區域頂點時，因粗心算錯頂點坐標，而無法得到正確答案，或將正確頂點

代入目標函數中作比較時，部分計算錯誤而失去部分分數，實在可惜。此外，

有部分的考生已解出可行解區域的四個頂點，卻沒有將四個頂點代入比較，

以致無法由答案卷上得知最大利潤所發生的點是如何求得的，因而無法得到

滿分。 

數學甲與數學乙的題型有選擇、選填與非選擇題。選擇題與選填題，

只要答案正確，即可得到全部分數。但非選擇題主要評量考生是否能夠清



楚表達推理過程，答題時應將推理或解題過程說明清楚，且得到正確答

案，方可得到滿分。如果計算錯誤，則酌給部分分數。如果只有答案對，

但觀念錯誤，或過程不合理，則無法得到分數
1
。本文說明正確的解題概念

與步驟，以及得部分分數與無法得分的可能情形，主要用意在於提供老師

教學或學生平常練習時的參考。 

 

                                                 
1
 吳家怡(民 93)，我的數學甲非選擇題得分了嗎。選才通訊，第 120 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數 學 科 試 題 的 解 法 不 只 一 種 ， 以 下 提 供 多 數 考 生 可 能 採 用 的 解 法 ， 未

列 的 解 法 ， 只 要 推 論 或 解 題 過 程 正 確 ， 仍 可 得 分 。  

 

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 

1. 說明 ( )f x 在區間 1 1x− ≤ ≤ 中的最大、最小值發生在端點。 

【解法一】 

將 ( )f x 配方得 2 2
( ) 2 ( 1) ( )f x ax ax b a x b a= + + = + + − ，故知 ( 1, )b a− − 為函數

圖形 ( )y f x= 的頂點；因此 ( )f x 在區間 1 1x− ≤ ≤ 中的最大、最小值發生在

1= −x 或 1 時。 

【解法二】 

將 ( )f x 微分得 ( ) 2 2 2 ( 1)f x ax a a x′ = + = + ， 故 (1)=0′f ，得知 ( )f x 在 1= −x 時 

有極值，因此二次函數 ( )f x 在 1= −x 時有最大（或最小）值；從而知 ( )f x 在區

間 1 1x− ≤ ≤ 的另一端點 1=x 時有最小（或最大)值。 

2. 接著依 a 的正負分別討論： 

(1)當 0a > 時： ( )f x 的函數值在區間 1 1x− ≤ ≤ 隨 x 值增加而增大，可知最小

值發生在 1x = − 處，而最大值發生在 1=x 處。 

由題意可列式得
3

2 7

b a

a a b

− =


+ + =
，解得 ( , ) (1,4)a b = 。 

(2)當 0a < 時： ( )f x 的函數值在區間 1 1x− ≤ ≤ 隨 x 值增加而減少，可知最大

值發生在 1= −x 處，而最小值發生在 1=x 處。 

由題意可列式得
7

2 3

b a

a a b

− =


+ + =
，解得 ( , ) ( 1,6)a b = − 。 

註註註註：：：：必須先說明 ( )f x 在區間 1 1x− ≤ ≤ 中的最大、最小值發生在端點，否則將被

扣分。 



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 

第第第第(1)題題題題 

設每趟貨車運送甲商品 x 箱、乙商品 y 箱。由題意可列不等式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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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x y

x y

≥


+ ≤


+ ≤

，其中 ,x y 為非負整數。 

第第第第(2)題題題題 

1. 求出頂點或畫出可行解區域 

由(1)之聯立不等式可繪出可行解區域如下圖的灰色區域（含邊界）： 

 

此可行解區域為凸四邊形，其頂點為 (0, 0) 、 (80, 0) 、 (60, 40) 、 (0,100) 。 

2. 求出目標函數 

由「甲商品每箱的利潤為 1200 元，乙商品每箱的利潤為 1000 元」得目標函

數為 ( , ) 1200 1000= +f x y x y 。 

3. 說明在 60, 40= =x y 可得最大利潤 

【解法一】 

將四點分別代入目標函數 ( , ) 1200 1000= +f x y x y ，可得： 

( , ) (0,0) (80,0) (60, 40) (0,100)

( , ) 0 96000 112000 100000

x y

f x y
 

由表中完全正確的四個函數值，比較其大小可知利潤最大值發生於 (60,40)

處。因此應讓每趟貨車運送甲商品 60 箱、乙商品 40 箱，此時可得最大利潤

為 112000 元。 

【解法二】 

畫出正確的可行解區域（標示邊界、頂點 (0, 0)、(80, 0)、 (60, 40)、(0,100)



所圍區域）。由於 ( , ) 1200 1000= +f x y x y 所定直線之斜率為
6

5
− ，當直線

1200 1000+ =x y k 在可行解區域掃動時，因目標函數所定直線之斜率
6

5
− 介於

1− 與 2− 之間，故得知在 60, 40= =x y 時，可得最大利潤 112000 元。 

 

                  

 

註註註註：：：：1. 若以頂點法解題（解法一），必須列出目標函數在四個頂點的完全正確函數值，

進而比較其大小才能得到結論，任何計算錯誤（即使不影響答案）均將被扣分。 

2. 若以平行線法解題（解法二），必須標示出正確的可行解區域，並說明目標函數

所定直線之斜率
6

5
− 介於 1− 與 2− 之間，才能得知最大值發生在頂點 (60,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