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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一、語文知識題 

題號 1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形音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0 .31 .23 

2* .35 .22 .54 

3 .02 .05 .01 

4 .33 .41 .23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5 鑑別度 .3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形音知識（辨識形近字音）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為 35%，高分組答對率為 54%，低分組答對率 22%。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悔」不當初／「誨」人不倦：「悔」是「事後追恨」

的意思。「誨」形容「教導、勸導」，字音「ㄏㄨㄟˋ」。前後字

音不同。非正確選項。 

2.選項②「塑」膠製品／推本「溯」源：「塑膠」形容「一種

人工合成的有機化合物」，字音「ㄙㄨˋ」。「溯源」是「探求本

源」的意思，其中「溯」字音「ㄙㄨˋ」。前後字音相同。為正確

選項。 

3.選項③行色「匆匆」／寧缺「勿」濫：「匆匆」指「急忙」，

字音「ㄘㄨㄥ」。「勿」是指「不要、不可。表示勸阻或禁止。」

字音「ㄨˋ」。前後字音不同。非正確選項。 

4.選項④烘「焙」麵包／「培」育人才：「烘焙」，指「用火

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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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溫烘烤」，其中「焙」字音「ㄅㄟˋ」。「培育」指的是「培

植養育」的意思，其中「培」字音「ㄆㄟˊ」。前後字音不相同。

非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形音對應教學，宜加強同偏旁形聲字之整理識讀。 

(二)課堂中多讓學生朗讀文句，熟習詞彙，發現發音錯誤時即時糾

正讀錯的字音，將有效幫助學生辨識正確字音。 

(三)指導學生利用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或《教育部國語

辭典簡編本》查核正確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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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形音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5 .01 

2 .09 .18 .02 

3* .75 .51 .96 

4 .09 .17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5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形音知識（辨識多音字）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75%，高分組學生答對率為 96%，低分組答對率 51%。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身「強」體壯的「強」是「體力或能力等健壯、盛大。」

的意思，「強」字音「ㄑㄧㄤˊ」。 

2.選項②：發憤圖「強」，是指「使健壯、使盛大荷」的意思，「強」

字音「ㄑㄧㄤˊ」。 

3.選項④：脾氣倔「強」，是「固執、不柔順。」的意思，字音「ㄐ

ㄧㄤˋ」。 

4.選項③：「強」人所難的「強」字是「硬要、迫使」的意思，字

音「ㄑㄧㄤˇ」。綜合上述分析，選項③「強」的字音與其他三者

不同，且符合題幹所述，為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一字多音教學，教師可於範文教學中隨機指導字形、字音、字

義間的辨識要點，並加強構詞與造句練習。 

(二)以本題「強」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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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字當作「固執」、「僵硬」解釋時讀作「ㄐㄧㄤˋ」音。 

2.但若解釋為「硬要、迫使」或「盡力、竭力」解釋時皆讀作「ㄑ

ㄧㄤˇ」音。 

3.其餘解釋為「使強盛、使健壯」、「勝過、優越」或「蠻橫」、

「多餘」時皆讀作「ㄑㄧㄤˊ」音。 

學生可嘗試判別字義後，便可正確辨識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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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形音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19 .05 

2 .10 .20 .02 

3 .13 .17 .06 

4* .65 .43 .8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5 鑑別度 .4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形音知識（辨識形近字）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6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6%，低分組通過率將近四成

（43%），試題難度並不高，未通過者選答其他選項的比例大致平

均，可見皆是學生較難正確區辨之字形。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並駕齊「軀」→正確為「並駕齊驅」。 

2.選項②暴「恕」→正確為「暴怒」。 

3.選項③老弱婦「儒」→正確為「老弱婦孺」。 

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可以使用字詞義、部首義講解字形的寫法，使學

生加深記憶。如本題：「齊驅」是指「並駕驅馳，齊頭而進。」「馬」

部的「驅」字才能作動詞用，有「奔走」之意，而「軀」為「身」

部，作「身體」或「生命」解，與詞語義不合。又如「婦孺」是指

「婦女和小孩」，「孺」字才有「小孩」義，「人」部的「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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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讀書人」，或孔子創立的學派「儒家」。 

(二)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1 版查找字

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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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形音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7 .30 .85 

2 .10 .20 .02 

3 .17 .23 .09 

4 .16 .27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7 鑑別度 .5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同音字）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5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5%，低分組答對率 30%，題目

難度中等，未通過者選答其他選項的比例大致平均，可知皆屬於學

生較難正確辨析之字形。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ㄌㄨㄛˋ」（絡）繹不絕／聯「ㄌㄨㄛˋ」（絡）管道。 

2.選項②見「ㄒㄧㄢˊ」（賢）思齊／休「ㄒㄧㄢˊ」（閒）活動。 

3.選項③群山萬「ㄏㄨㄛˋ」（壑）／「ㄏㄨㄛˋ」（豁）然開朗。 

4.選項④「ㄒㄧㄚˊ」（狹）路相逢／名聞「ㄒㄧㄚˊ」（遐）邇。 

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作同音字（非形近字）的教學時，可以引導學生利用詞語

義回推用字，提高字形的正確率。如本題：「群山萬ㄏㄨㄛˋ」一

詞中「群」與「萬」可推知是「多」的意思，而音讀作「ㄏㄨㄛˋ」

的字中能與山連結的用法是作「山谷」解，即「壑」字。易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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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字一般作「通達、開闊」的意思，如「豁達」、「豁然」。

又如：「ㄒㄧㄚˊ路相逢」比喻仇人相遇，但原來的意思是指「在

狹窄的路上相遇」，故「ㄒㄧㄚˊ」應寫作「狹窄」的「狹」；「名

聞ㄒㄧㄚˊ邇」是遠近馳名，音讀作「ㄒㄧㄚˊ」的字中「遐」作「遠」

解。且意義同性質的詞語部首常一致，如「沉浮」皆為「水部」，

字義都與水有關（沒入水中／漂在水面），「遐邇」為「辵部」，

字義都與行進、移動有關（遠／近），以此作字形的聯想，亦可強

化學生記憶。 

(二)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1 版查找字

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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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分年細目 理解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8 .42 .27 

2 .05 .12 .00 

3 .10 .15 .08 

4* .47 .30 .6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7 鑑別度 .3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在不同語境中能否判別字義。整體通過率

47%，高分組學生有 64%選答正確選項，低分組學生通過率僅 30%。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望車外看」中的「望」解釋為介詞。有「朝」、「向」

的意思。「登高望遠」的「望」指的是「向遠處或高處看」。 

2.選項②：「白費力氣」中的「白」解釋為徒然、枉費。「白頭偕

老」的「白」指的是「長滿白髮的頭」。 

3.選項③：「說長道短」中的「道」是「說、談」的意思。「頭頭

是道」的「道」解釋為事理」。 

4.選項④：「經年累月」中的「經」與「身經百戰」的「經」都是

解釋為「歷、過」之義。綜上所述，選項④為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可藉由語詞代換的方式幫助學生理解、確認用法。 

(二)教學時，宜把握兩個重點：第一部分是字義的認識，第二部分

是熟習活用。提供不同的語境，鼓勵學生由上下文推論字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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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話解釋所閱讀的語詞涵義，以增強判斷字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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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分年細目 理解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10 .19 

2 .14 .25 .03 

3* .70 .55 .76 

4 .04 .10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0 鑑別度 .2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能否區辨多義字的用法。整體通過率 70%，

高分組學生有 76%選答正確選項，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5%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徐噴以煙」中的「以」解釋為「用」的意思。「君子

不以言舉人」的「以」指的是「因為、由於。」。 

2.選項②：「眼睛一掃」中的「掃」解釋「掠過」。「橫掃千軍」

的「掃」指的是「消除、消滅」的意思。 

3.選項③：「安撫」中的「撫」與「撫慰」中的「撫」皆解釋為「安

慰」的意思。4.選項④：「出沒」中的「沒」解釋為「消失、隱藏」。

「沒入」的「沒」則解釋為「沉入水中」之義。綜上所述，選項③

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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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字。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可於範文教學中隨機指導字形、字音、字義間的辨識要

點，加強構詞與造句練習，讓學生能掌握不同語境中字詞的應用。 

(二)鼓勵學生從語詞結構和上下文來推測字詞的涵義，推敲所得的

涵義未必正確，需再將字義放回到原詞語中檢視，以驗證字義的詮

釋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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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3 .40 .83 

2 .08 .17 .02 

3 .08 .14 .03 

4 .22 .28 .1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3 鑑別度 .4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字詞知識（提取詞語義）的能力，根據題目提供

的語境，學生能否正確選用適當詞語。整體通過率為 63%，高分

組學生通過率為 83%，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40%。低分組學生有

較高比例誤答選項④，可推知學生對「魂牽夢縈」、「魂不守舍」

兩詞語的詞義及使用方式較難正確區辨。 

(二)由題目提供的語境可知嘉敏對爸爸無法返國團聚的心情應是

「思念至極」， 

1.選項①：「魂牽夢縈」形容十分掛念、思念的樣子。 

2.選項②：「夢魂顛倒」指神思恍惚，心意迷亂。 

3.選項③：「神魂飄蕩」指心神恍惚，難以自持。 

4.選項④：「魂不守舍」比喻心神恍惚不定。綜上所述，選項①為

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5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語詞教學時，教師宜把握兩個層面：第一部分是認識詞義，可

鼓勵學生用自己的話解釋所理解的詞義。第二部分是熟習活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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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下文判斷適合使用的語詞。藉由此二層面，增強學生判斷詞義

的能力。 

(二)字詞意義的推敲與推理能力有關，對於沒學過的生難詞語，鼓

勵學生從字的偏旁、語詞結構、加字造詞等方法推論其涵義。如本

題提供的語境，學生不難判斷要選的詞語與「思念」有關。「魂牽

夢縈」中的難字「縈」為「糸部」，「糸」是絲線，作為動詞有「纏

繞」的意思，代入詞中，心魂牽掛、夢裡也纏繞的情感便容易連結

到「思念」。而高誘答的選項「魂不守舍」，「舍」本義為屋子，

靈魂守的屋子自然指身體，神魂不在軀體上，通常比喻心神恍惚，

無法專一，與思念無關。平時遇生詞時，教師宜鼓勵學生多思考，

多嘗試運用部首、拆詞策略，做出合乎邏輯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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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詞類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20 .04 

2 .13 .21 .04 

3* .49 .31 .77 

4 .26 .28 .1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9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語法知識（判斷詞類）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49%，高分組學生答率為 77%，低分組答對率 31%。從低分組

各選項的選答大致平均來看，低分組學生詞性的定義及在句中的功

能、修飾的對象等概念較不清楚。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露水打溼了您單薄的衣裳」，句中「單薄」用來修飾

名詞「衣裳」，作形容詞用。非正確選項。 

2.選項②：「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句中「窄窄」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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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名詞「船票」，作形容詞用。非正確選項。 

3.選項③：「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句中第二個「輕輕」

是用來修飾動詞「來」，作副詞用。為正確選項。 

4.選項④：「飲盡了這一天五味雜陳的烈酒之後」，句中「五味雜

陳」是用來修飾名詞「烈酒」，作形容詞用。非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Ⅲ-8詞類的分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詞類（詞性）教學可分成兩個層面：第一部分是讓學生了解詞

性的定義，第二部分是詞性判斷的依據，不能只靠詞語的意義推論

詞性，還要取決該詞語在文句中的功能或修飾的對象。 

(二)詞類中「副詞」的判別對學生較有難度，在定義上「副詞」係

指能夠對動詞的動作或形容詞的性質、狀態給予修飾、限制的詞。

學生在判斷時應練習先找出句子中主語是否有明確的動作、行為，

若有的話用來修飾該動詞的就是「副詞」。建議可與形容詞的判別

一起作練習，以釐清二者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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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複句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 .08 .00 

2 .49 .57 .29 

3 .03 .10 .00 

4* .45 .25 .7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能否藉由前後文句，判別複句的關係，旨在

了解學生對於語句結構之語意辨別與詞語使用的精準度。本試題整

體通過率 45%，高分組學生達到 71%、低分組則有 25%學生選答

了正確選項。 

(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疑問句。 

2.選項②：條件複句。 

3.選項③：遞進複句。 

4.選項④：「天氣轉晴」為原因，「湧現大量人潮」為結果，此選

項符合題幹所述，為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一)語句結構教學重點在如何透過相關連接詞語的使用判斷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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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並列句、選擇句、因果句、遞進句、假設句、轉折句、條件句、

順承句等複句句型），進而推論文意。教學時可指導學生判別關聯

字詞，閱讀時先找出關聯字詞，就能掌握文意的前後脈絡，理解作

者想凸顯的重點。 

(二)低分組學生寫作時易見語句結構的錯誤，即是連接詞的誤用或

濫用，建議配合短寫作讓學生練習相關連結詞的使用，強化學生語

感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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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區辨病句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7 .35 .94 

2 .07 .16 .01 

3 .14 .24 .03 

4 .12 .24 .0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7 鑑別度 .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語法知識（認識病句）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6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35%。 

(二)選項分析 

1. 選項②：「一點點」可以刪除。 

2. 選項③：「在乎」可以省略。 

3. 選項④：「一時」或「暫且」可以省略其一。綜上所述，選項

①較為精簡，符合題幹要求。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可以配合課文講解複句句型，或作系統性的課程

安排講解白話、文言複句句型特徵。 

(二)除強化透過前後文的意義釐清語意邏輯，理解文句外，進而選

用適切、精準的詞語造句，以提升表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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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運用標點符號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31 .04 

2* .75 .48 .95 

3 .04 .11 .00 

4 .04 .09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5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語法知識（運用標點符號）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為 75%，高分組學生答對率為 95%，低分組答對率 48%。可

見學生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有不錯的概念。 

(二)選項分析 

第一個□為句意完結處，且為肯定語氣，應填入「。」，第二、三

個□可一起判別，「被輾壓」「被灼燒」為同類詞語，宜用「、」

分開，文意上兩詞都在說明前句茶葉被拈下的種種命運，故應填入

「：」。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

情感的起伏變化。 

Ac-Ⅳ-1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不同效果。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教學時，建議以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作為

教學依據。彙整並比較標點符號用法之差異。 

(二)標點符號是會考命題率極高的題型，其中又以破折號、分號及

冒號出現的頻率最高，建議學生多作練習以釐清三者的使用時機。

面對標點符號的考題，解題時可先篩選出有關鍵標點符號的選項或

文句，判斷其在文句中使用的方法，或選項代入句子中語氣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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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是否契合，再刪去語氣、語意錯誤的選項，即可得正確答案。 

(三)標點符號的熟習在寫作測驗上可起到加分作用，關鍵標點符號

的使用，如「」有強調或反諷的作用，亦可幫助長文的閱讀理解，

教學時宜從多元面向讓學生了解該知識向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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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修辭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修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1 .02 

2 .09 .15 .04 

3* .79 .59 .93 

4 .06 .14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9 鑑別度 .3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修辭知識（辨識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79%，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3%，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9%。 

(二)選項分析 

1. 選項①：為懸問修辭。 

2. 選項②：為提問修辭。 

3. 選項③：酒駕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主張觀點在問題的背後。 

4. 選項④：為懸問修辭。 

綜上所述，選項③符合題幹要求，為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可以透過文本讓學生認識各類修辭的定義，講解特徵

或組成要件，以利學生辨別及仿寫運用，並且進一步講解修辭的兼

格現象，並比較相近修辭格的差別點，以利學生辨析。 

(二)選定修辭目標，讓學生融入修辭於創作中，進而達到讀寫合一

之能力。 

(三)閱讀時，可以運用修辭達到有效的理解效果，如「引用」修辭

係使引用名言、典故增加文章說服力的寫作方式。閱讀時，如遇上

引用修辭，可以啟動「跳讀」策略，以提高閱讀的速率，或前、後

語句相互驗證，確認理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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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章法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文章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7 .01 

2* .59 .41 .78 

3 .06 .11 .02 

4 .27 .30 .18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9 鑑別度 .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章法知識（認識文章結構）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為 59%，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78%，顯示高分組學生多能判別

敘事文本的結構。低分組學生通過率亦不低，有 41%，但兩族群

都有相當比例的學生誤答選項④，顯示學生較容易混淆空間式與事

件式結構。 

(二)本題由題幹內容可知在敘寫「我的香港之旅」。「我」從天星

碼頭，到另一個也叫天星的碼頭，再到瀑布灣公園，對瀑布今昔規

模的改變有所慨嘆。敘事手法是依照「地點」轉換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教學時，應先協助學生建立文章結構的知識： 

1.時間式：以時間先後次序結構各段材料。 

2.事件式：按照事件的開始、經過、結果，或事件一、事件二、事

件三……等安排各段內容。 

3.因果式：按照事件的開始、經過、結果安排各段內容。 

4.並列式：各段按照不同主題並列方式安排寫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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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總分式：按照總說、分說方式安排寫作內容。有總分總、總分分、

分分總等類型。 

6.方位式：按照地點轉換的方式，安排寫作材料。又可分移步法、

定點法兩種。 

(二)文章結構的判別練習不一定要補充大量文本，可以配合課本、

習作內文章，引導學生分析篇章內容，先將自然段合併為意義段，

再找出各段落的特徵，及段落間的關係，進而判定為何種文章結構

式，如此，可以理解文本內容，及有效記憶文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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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體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文體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6 .40 .88 

2 .12 .21 .04 

3 .10 .18 .02 

4 .12 .20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6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文體知識（辨識文體）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6%，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8%，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40%，仍有

60%低分組的學生對於文體特徵仍不清楚。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a-Ⅴ-3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國語文新課綱從國小開始便要求學生掌握記敘文、抒情文、應

用文、說明文、議論文、故事、童詩等體裁的特徵。進入國中階段，

教師可以再做統整，以確認學生能掌握各文體特徵。掌握文體特徵

有助於寫出符合體例的作品，而在閱讀時，可以運用文體特徵，有

效閱讀，如議論文的主旨會落在論點處，因此，當判定文本是議論

文時，可以搜尋文本的論點，即可掌握文本的重點。 

(二)記敘文的特徵有二：作者自身的真實經歷記錄，及經歷後的感

受；說明文的特徵為別人或別物真實的特徵與屬性，同時不能評論

與抒發感受；議論文的特徵為提出論點、舉例佐證、重申論點；應

用文的特徵為各類型的格式位置與用語要求。 

(三)本段內容為作者在林子的真實經歷，並透過三個「啊！」抒發

讚嘆的感受，故本段文本為記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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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體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表述方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6 .01 

2 .06 .13 .01 

3* .72 .47 .92 

4 .15 .23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2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判斷表述方式（正面／反面表達）的能力。

整體通過率為 72%，高分組答對率為 92%，低分組答對率亦有

41%，低分組學生有較大的比例誤答選項④。 

(二)本題檢測反面表達方式，題目以「時間」為主題，反面的表述

應為「浪費時間」的論述，選項③中「拋棄時間」即指浪費時間，

為正確答案。誘答力高的選項④「把活著的每一天看作生命最有意

義的一天」，指讓每一天都活出意義，屬正面論述。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表述方式又稱表達方式，主要有敘述、描寫、抒情、議論和說

明等五種： 

1. 敘述：對事件作概括的陳述。 

2. 描寫：對人、事、物、景作細緻、具體的刻畫。 

3. 說明：對人、事、物、景、理、型態作如實的介紹。 

4. 議論：對人、事、物、景、理作主觀的想法表達或評論或反駁。 

5. 抒情：對人、事、物、景作主觀的情感抒發。 

教師可利用課文帶領學生辨識文章中的各種表達方式。 

(二)國中會考試題常將表達方式分為主觀表達(抒情、議論)、客觀

表達(敘述、說明、描寫)兩種，運用新聞標題命題。後期，擴大為

正向表達與反向表達兩種，正向表達以正向、肯定用語表述，反向



27 

 

表達以負向、否定詞語表達，故本題作答時，可以找出負向、否定

詞語，即可正確選答。 

 

  



28 

 

 

題號 16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國學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文字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7 .30 .06 

2 .12 .20 .04 

3* .56 .30 .83 

4 .14 .19 .0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6 鑑別度 .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對六書基本造字法則的理解，屬基本題目。

整體通過率為 56%，高分組通過率 83%，顯示學生對於六書已具

備基本概念。低分組通過率為 30%，各選項選答大致平均分布，

顯示此群體學生對六書的基本概念仍不足。 

(二)選項分析 

1. 選項①：「祭」，祭祀也。統言則祭祀不別也。「天」顚也。

至高無上，从一大，兩者皆由二個以上部件合成，同屬會意字，非

正確選項。 

2. 選項②：「門」，聞也。从二戶。為象形字。「房」室在旁也，

從方聲，後者由二個以上部件合成，屬形聲字，非正確選項。 

3. 選項③：「雨」，水从雲下也，屬象形字。「水」，象眾水並

流，中有微陽之氣。兩者皆為獨體的象形字。符合題幹所述，為正

確選項。 

4. 選項④：「公」，平分也。「休」，息止也。兩者皆屬會意字，

非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3基本的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Ab-Ⅴ-1六書的基本原則。 

補救教學 

建議 

介紹六書基本造字法則時，可運用影音媒材讓學生對文字的演變加

深印象。教學中建議加強各造字法則的辨識技巧，先從獨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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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合體的「字」作第一階段區辨，再從兩組的造字法則定義

挑選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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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題 

題號 17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3 .01 

2* .83 .59 .97 

3 .08 .18 .02 

4 .03 .09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3 鑑別度 .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掌握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83%，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7%，低分組通過率為 59%，顯示

學生能理解詞語並正確使用。低分組學生誤答選項③的比例稍高。 

(二)選項分析 

1. 選項①「引人側目」，指引來他人斜視的目光，多用在不好的

事情，句中對人物為正面評價，為詞語的錯誤使用。 

2. 選項②「拭目以待」，指擦亮眼睛等待著，比喻期待事情的發

展及結果，與句意吻合，為正確選項。 

3. 選項③「耀眼奪目」指色彩鮮明耀人眼目，不宜用來形容游泳

技術，為錯誤選項。 

4. 選項④「避人眼目」，指避開別人看得見之處，引申為隱藏而

不使人知，與句意矛盾，為錯誤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5 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語詞教學時教師宜把握兩個層面：第一部分是掌握詞義，可鼓

勵學生用自己的話解釋所理解的詞義；第二部分是熟習活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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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下文判斷詞義。藉由此二層面，增強學生掌握詞義的能力。 

(二)引導學生整合上下文訊息，理解詞義，或透過造句加強理解的

效果，亦能有效幫助學生分辨語詞的意義，自然且正確的運用於合

適的語言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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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4 .07 

2 .09 .17 .02 

3 .13 .21 .05 

4* .62 .38 .8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2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對句子中的代詞指代對象的理解。整體通過

率 6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8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8%。 

(二)題幹整段的主語相同，敘述口吻一致，各句中省略的主語及畫

線處的代詞「它」指稱的對象皆是「小木棉子」。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白話文中的代詞，相對於文言文的理解判斷較為容易，教師教

學時建議帶領學生圈補主語，還原代詞，並比較主詞省略與代詞使

用的恰當時機，回饋到寫作能力，培養兼顧文意充分表達及文句簡

潔的能力。 

(二)推論指代詞在文言文的閱讀理解尤為重要，教師在教授文言文

時，應引導學生找出省略主詞的句子，還原省略，利用上下文推論

主詞（代詞）所指稱的人物，有助於理解文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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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16 .08 

2 .17 .28 .06 

3 .09 .20 .01 

4* .60 .34 .8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0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6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84%，顯示學生多能理解句義，低

分組學生通過率 34%，誤答選項②的比例較高。 

(二)題幹「立志求精，學一特藝，然後可以成家立業」，可推知「成

家立業」是結果，欲達到此結果，需「立志求精，學一特藝」。

選項分析： 

1.選項①僅勉人及早立志，未充分符合句義，非正確選項。 

2.選項②僅鼓勵學習特殊才藝，未充分符合句義，非正確選項。 

3.選項③以成家立業為志向，與句義不符，非正確選項。 

4.選項④「學有專精」同「立志求精，學一特藝」，「事有所

成」同「成家立業」，充分合句義，為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教學建議 

(一)建議教師在句子理解的教學中指導學生建立六大句型的概念： 

1.並列句：關鍵連詞「和、跟、與、且等」，前後句一樣重要。 

2.轉折句：關鍵連詞「但、然而、不料等」，重點在轉折詞後

面。 

3.順序句：關鍵連詞「首先、其次、接著等」，句子次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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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 

4.選擇句：關鍵連詞「與其……不如……、寧可……也不要

等」，選擇一分句為重點。 

5.因果句：關鍵連詞「因為……所以……、因此、故等」，因

此(故)後為結論。 

6.條件句：關鍵連詞「除非……否則、只要等」，重點在條件

相關的句子。 

(二)如本題，由「然後可以」推知該句有因果關係，有前句的「因」，

才能達到後句的「果」，學生在判讀選項時應挑選充分完成

條件（立志、專精一藝）及結果一致（成家立業）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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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 .16 .02 

2* .61 .41 .79 

3 .21 .27 .13 

4 .10 .14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1 鑑別度 .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對於文言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 61%，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79%，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亦有 41%，對低分組學生來說此題難度並不高。未正確作答

者誤答選項③的人數較多。 

(二)從文本畫線處「乃知」可推知要填入的為學態度與前文敘述有

關，前文提到「夜聞鐘鼓聲，此心已自走作」，可知令其心

生警懼的是「因外物（鐘鼓聲）而分心（心自走作）」，故

選項②「專心致志」為正確答案。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教學建議 

(一)學生在閱讀文言句子時，可配合句型的概念及文言文閱讀策

略，提高句子的理解詮釋能力。以本題為例，配合六何法引

導學生找到人（朱熹）、時（少年時）、地（同安）、事（夜

聞鐘鼓聲，心自走作），「心自走作」可推知為「分心」，

心生「警懼」表示領悟的為學之道要避免分心，即找到關鍵

詞語。 

(二)教師可善用多元的語句教學策略，引導學生尋找關鍵語詞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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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句。先引導學生從訊息量、訊息位置及語意間的轉化（如

強調、轉折、作結論），判斷出重要訊息，進一步找到關鍵

語詞或關鍵句。再讓學生練習用自己的話重述或解釋句子的

主要涵義，幫助學生自我監控所理解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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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4 .00 

2 .05 .14 .00 

3* .87 .61 1.00 

4 .04 .10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7 鑑別度 .3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8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100%，低分組通過率 61%，顯示本

題難度不高。 

(二)選項分析：題幹分別說明春、夏、秋、冬之雨天適合的活動，

並無提及只有雨天才能進行休閒動及其限制，因此選項③較

符合文句推論。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教學建議 

(一)教學時，建議學生從文本情境判讀，訓練學生做文意推論的能

力。 

(二)請學生找出關鍵字詞，進行歸納與統整，同時，留意選項與語

句的整體對應，勿受細節影響而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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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6 .00 

2 .14 .23 .05 

3 .03 .10 .00 

4* .77 .51 .9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7 鑑別度 .44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掌握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7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51%，顯示大多

學生能讀掌握文意，難度不高。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c-Ⅳ-1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

制度等說明。 

教學建議 

(一)說明文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解說事物(人、事、物、景)、

事理的成因、關係、過程、功用等內容，為知識性、科學性

文章。純文字的說明文稱連續性文本，文字加圖表組成的說

明文稱非連續性文本。 

(二)指導說明文閱讀宜把握文本的內容知識、組織結構、說明方

法、語言文字等面項。具體策略：依據文本標題或副標題題，

提取各段的知識訊息。其次，找出各段落的組織方式。接著，

判讀各段使用的說明方法，如：舉例說明、解釋說明、引用

說明、圖表說明等方法，藉各種說明方法掌握該段的重點。

最後，找出文本的特殊詞語、概念，以了解特殊詞語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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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三)作答時，可以找段落的關鍵詞，掌握段落的重點，如本文中的

「如此一來」、「所以」，可以據此得知本文的重點是選項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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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80 .49 .99 

2 .09 .22 .00 

3 .06 .16 .00 

4 .05 .12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0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高達 99%，低分組學生通過率也有 49%，

顯示多數學生已能理解文意，並能理解詩文意境來呼應文章意旨。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教學建議 

(一)文章的源起來自作者的感受，而感受則為文章的中心思想。是

以，記敘文者，會陳述作者的經歷事件，繼而帶出感受；議

論文者，會提出作者主張想法(論點)，繼而提出論據佐證，最

後再重申主張想法(重申論點)。 

(二)段落理解教學時，可以引導學生判定段落的體裁，繼而找出段

落的感受，記敘文找思想感情、議論文找論點或重申論點，

接著，轉化文句語意，對照四個選項，即可掌握段落主旨。 

(三)本段文字作者提出「人生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如果都不

前進，又怎麼會知道路的盡頭是多美的風景呢？」此為文本

的主張(論點)，再加以轉化可以了解作者主張：要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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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機會在困頓中看到美好的風景，對照選項，即可選出答

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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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0 .29 .09 

2 .08 .18 .01 

3 .07 .15 .02 

4* .64 .37 .88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4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文言段落主旨的理解能力。整體通過率

64%，高分組學生通過率近九成，為 88%，低分組學生通過

率 37%，顯示雖是文言語法，但多數學生能掌握文意。 

(二)本題由不同月份食用不同食材，對人體健康各有危害，可推知

選項④為正確答案。1.選項①文本未提及體質、年齡、疾病，

非正確選項。2.選項②文本未提及生食及食物不潔，非正確選

項。3.選項③文本未提及改良有害食材，非正確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教學建議 

(一)教師教學時，可帶領學生從結構上掌握段落旨意。文本從正月

至十二月，不同月份提醒「勿食」特定食材，並說明原因會

對人體造成不同傷害，學生在閱讀時注意不要過度解讀，如

文本雖提及部分月份勿食生蔥、生菜，但並未強調所有食材

皆是生食，亦未提及不可生食是因為食材不潔。另外，學生

容易加入個人認知作答，如有關健康自然會想到與年齡、體

質等因素，但文本內容未提及者不宜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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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言文的閱讀不求每字每句都精準理解，整合文本內有的訊

息，作合理的推論，即能找到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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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6 .22 .63 

2 .22 .23 .16 

3 .22 .27 .13 

4 .20 .27 .08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6 鑑別度 .4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文言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為 36%，高分組通過率 63%，低分組通過率為 22%。

整體通過率偏低，顯示學生對此文本閱讀理解狀況不佳。 

(二)艾子質疑富人之子「不通世務」，可由後文艾子詢問其子「所

食者米從何來?」，其子回答「以布囊取來」推知，其子出身

富裕，所見之米已在布囊中，平生未見播種、耕耘、採收之

辛苦過程，這樣的不解世事與天資優劣或天性單純無關，與

選項①「脫離現實，不明事理」意近。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教學建議 

(一)面對文言文題型，教學時可引導學生運用策略解題。策略步

驟：斷句→圈補主詞→還原省略→替代語詞→換句話說→重

述內容。 

(二)教師可指導學生利用「六何法」掌握文本重點。閱讀時不求每

個字詞都能理解，但可就基礎的文言文詞彙，運用閱讀策略

去理解文意。教師教學時可加強文言文中常出現的詞彙用

法，作學習遷移。如：「豈」，在文言文中常作為「難道」，

反詰的語氣，文本中強調「吾豈不知此」，表現出自信的樣

子後，再道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更能突顯富人之子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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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生活脫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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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6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7 .23 .08 

2 .13 .21 .07 

3* .62 .38 .85 

4 .05 .12 .01 

未作答 .02   

通過率 .62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文言篇章詮釋整合（掌握篇旨）之能力。整

體通過率為 6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85%，低分組學生通過

率為 38%。 

(二)在富人之子回答艾子「米自布囊取」後，其父生氣地回答「米

從田中來」，父子二人的通病是以為米自然就有，不懂農人

耕耘收成之苦，故對半斤八兩的父子予以負面評價。 

1.選項①「虎父無犬子」，比喻上一代強，下一代也不弱。不

符合旨意。 

2.選項②「知子莫若父」，能了解、深知兒子的，莫過於他的

父親。與旨意無關。 

3.選項③「有其父必有其子」，比喻兒子的思想行為深受父親

的影響。符合旨意。 

4.選項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喻弟子勝於老師，或後輩

優於前輩。不符合旨意。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教學建議 

(一)本題的作答策略有二，除從對話中推論旨意，另「非其父不生

其子」一句中雙重否定的用法亦能幫助學生掌握句意。「雙

重否定」是指詞句中使用兩個否定詞，在語意上產生相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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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效果，因而形成肯定的涵義，也就是「負負得正」。除

了常用詞語，如「無遠弗屆」、「非你莫屬」外，文言句型

中亦常使用，能正確判讀即能提高學生對文本的理解。 

(二)篇章閱讀時，主旨（作者觀點）多落在首段及末段，如本文末

段艾子之言，對照首段「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之」的敘述，

便可推知艾子對富人父子的評價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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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7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5 .28 .82 

2 .09 .17 .02 

3 .19 .25 .09 

4 .15 .24 .07 

未作答 .02   

通過率 .55 鑑別度 .54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全體通過率

5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8%，顯示

多數學生未能掌握文本訊息。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教學建議 

(一)教師進行閱讀教學時，可以指導學生運用六何法，找出基本訊

息；也可以運用「誰做什麼」句型，找出各段之事件訊息。 

(二)找出各段訊息後，再比對考題選項，即可判讀選項①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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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8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6 .30 .16 

2* .55 .34 .75 

3 .05 .12 .01 

4 .13 .18 .08 

未作答 .02   

通過率 .55 鑑別度 .4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全體通過率

5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達 7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4%，且

31%低分組學生受到選項①誘答，顯示大部分低分組學生未能讀懂

文章、掌握文意。 

(二)由「迫不及待將車開到學校附近的溪畔」能推論主角急切享用

蔥油餅的心情。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進行閱讀教學時，宜指導掌握文本訊息中的關鍵字，利用

圈記或畫線方式，找出關鍵內容，再進行訊息的統整和分析。 

(二)利用已知的訊息，推論文章的意涵，並用自己的話重新詮釋，

比對四個選項，即可正確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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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9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2 .00 

2 .23 .27 .18 

3 .13 .24 .04 

4* .57 .31 .77 

未作答 .02   

通過率 .57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全體通過率 57%，

高分組學生的通過率 77%，低分組通過率僅 31%，選項平均分布，

由上題可知學生應該能掌握文意，所以本題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作

答的原因，應該是未能理解選項內容的意思。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歸納主旨的教學應從段落摘要著手，教師可帶領學生利用刪去

法，刪掉細節的、重複的訊息，找出主題句，再歸納各段主題句統

整全篇大意，指出作者的觀點或寫作目的。 

(二)其次，教導學生解題策略。文章中提示主旨的文句通常落在開

頭或是結尾，開頭通常是總說，結尾則是感受或結論，若題幹敘述

問到「涵義／意旨／主旨／觀點……」等，學生可從首段或末段找

尋提示主旨的句子，有些主旨句前會有帶出主旨的連接詞，如：因

此、所以、總之、是以、是故等，都應加以留意細察。若沒有連接

詞，則是解讀作者的主張或感受，即可提取篇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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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0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18 .03 

2 .16 .27 .04 

3* .60 .30 .91 

4 .11 .19 .02 

未作答 .02   

通過率 .60 鑑別度 .6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全體通過

率 6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1%，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30%，僅少

數學生答對，應是未深入、細膩搜尋文本內容所致。 

(二)〈三沸說〉是茶聖陸羽所提出。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閱讀理解需要主題知識以補足文本的相關背景。因此，讓學生

閱讀各類文本，並以多元活動讓學生分享本篇主題──飲食相關經

驗，有助學生連結飲食文學及了解飲食人文的相關資訊。 

(二)本篇文本為說明文，因此可以利用各段主題句，了解段落重

點。再運用分層、圈詞策略，圈出段落的重要訊息，有助於學生解

題。 

 

  



55 

 

 

題號 31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4 .23 .03 

2* .64 .30 .95 

3 .12 .25 .01 

4 .08 .16 .01 

未作答 .02   

通過率 .64 鑑別度 .6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全體通過率

為 64%，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0%。 

(二)選項分析：題幹意旨水的優劣是影響茶湯好壞之主要關鍵，茶

不是影響茶湯的主要原因。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遇到比較式的內容，可以指導學生選好比較點，接著運用表格

整理水源與茶葉之間的關係，進而比較。 

(二)最後，從前後文意判斷主要概念訊息，達成推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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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2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5 .27 .82 

2 .10 .19 .04 

3 .14 .24 .04 

4 .19 .24 .10 

未作答 .02   

通過率 .55 鑑別度 .55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掌握篇旨，並能準確設定標題。全體通過

率為 5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27%，

顯示大部分學生能掌握文意，少部分學生未能掌握文意理解。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閱讀長文時，可以運用畫線彙整段意，再整合篇意，最後從篇

意抽取主旨之策略。 

(二)另外，可以教導學生解題策略，先閱讀文本首段和末段來掌握

主要概念，再比對四個選項，以選出適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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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3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4 .34 .08 

2 .07 .16 .01 

3* .61 .29 .91 

4 .06 .15 .00 

未作答 .02   

通過率 .61 鑑別度 .6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議論文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全體通過

率 61%，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1%，低分組通過率 29%。低分組學

生的錯誤選答集中在選項①，推測低分組學生可能只根據題幹句子

作理解，未作全文的閱讀，以致無法掌握正確訊息。 

(二)篇章前三段皆在敘述父母對孩子行為的縱容，即使孩子鼓譟、

撒潑，甚至用玩具敲打父親的頭也不制止，末段透露作者的觀點，

由「我不敢說」可知作者並不認為彎曲的樹木長大會變直，即孩子

的錯誤行為若未及早糾正，只怕日後會益加放肆，與選項③吻合。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閱讀議論文，宜先教導學生掌握議論文的相關知識。如，議論

文三要素：論點、論據及論證。以及三要素構成的文體結構：論點、

論據論證、重申論點，或論據論證、論據論證、提出論點。 

(二)引導學生從文本概括、比對出組成結構，可以得知本文為：論

據論證、論據論證、提出論點格式本。即前三段皆是論據，敘述作

者觀察到的現狀，再於末段提出自己的論點，雖然非直接陳述論

點，但引用諺語，反駁論據的樣態，表明出自己的立場，故可以推

出答案應為選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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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4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8 .02 

2 .07 .16 .01 

3 .06 .15 .00 

4* .70 .34 .97 

未作答 .02   

通過率 .70 鑑別度 .6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具備詮釋整合文本訊息，進而歸納篇章

主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7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極高，有 97%，

顯示多數學生能整合文意，理解作者觀點，推論寫作目的。低分組

通過率為 34%。 

(二)作者觀點於文本末段呈現，對於父母溺愛子女，縱容子女不當

行為的現狀提出不認同的看法，與選項④吻合。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文章主旨的教學可指導學生先由篇名做預測，對全文有概括的

印象後再開始閱讀文本，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議論文本三大元素：

論點、論據及論證，論點通常在文章的首段或末段，中間開展的部

分大都舉正例或反例來佐證作者的觀點。議論文教學時教師可指導

學生釐清各段落論點與論據的關係，再歸納文章主旨。(二)以本題

為例，單由書名無法預測內容，所以直接閱讀文本。作者在各段落

描述的親子行為代表什麼？由敘述中看到的孩子是天真可愛或放

縱恣肆？教養出這樣的孩子的父母做了什麼？父母的管教方式與

孩子的言行是否有因果關係?思考上述提問後，自然能明瞭作者為

何故意說反話來諷刺，亦能推論作者觀點與寫作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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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5 

內容領域 國語文七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寫作手法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3 .24 .81 

2 .15 .21 .07 

3 .15 .22 .07 

4 .15 .26 .05 

未作答 .02   

通過率 .53 鑑別度 .5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分析文本寫作手法（含組織方式、修辭等）

的能力。全體通過率 53%，其中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81%，低分組

通過率較低，僅 24%，且錯誤選答平均分散在各選項，推測低分

組學生對於文章寫作手法的分析掌握能力較弱。(二)選項分析： 

1.選項①：文本屬白話文本，雖有引用文言句子，但比例不高，閱

讀上不致於晦澀難懂，因此敘述上最不恰當。 

2.選項②：文本所舉皆作者生活所見事例，由「我問過」、「我見

過」、「曾見過一幅漫畫」等可知。 

3.選項③：文中引用《論語》孟懿子問孝，孔子回答「無違」，原

意是指「孝順父母應不違背禮」，但作者刻意曲解成是「不違背孩

子的意志」，諷刺意味濃厚。 

4.選項④：文本多處反諷，首段用「孝子」諷刺當今父母反過來「孝

順孩子」，第二段故意曲解《論語》內文，更舉心理學者「發展個

性」之說相互佐證，嘲諷之意令讀者會心一笑。 

教材地位 

分析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近幾年會考題組寫作手法題型有增加趨勢，包括表述手法、組

織方式、修辭使用等。教師在教學時可善用每篇範文後的「鑑賞分

析」，讓學生在閱讀文本後，透過劃分意義段了解文章敘述脈絡，

找出重點修辭及其表現手法，分析作者特有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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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本文為例，在閱讀時作者犀利、充滿嘲諷的文字即是一大特

色，「嘲諷」表示作者對觀察到的現狀感到不滿，對於「孝子」行

為的不認同亦可想見，文末引用諺語提醒大家思考縱容孩子的後

果，雖言「我不敢說」，但作者觀點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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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一、語文知識題 

題號 1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字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9 .20 .19 

2 .10 .17 .05 

3 .26 .30 .21 

4* .44 .32 .5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4 鑑別度 .23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字音（區辨形近字音）的能力。分析如下：

（一）本題旨在評量形音知識（辨識形近字音）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44%，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32%。

（二）低分組學生有 31%學生選③，可能對選項中的「京都祇園」

一詞不熟悉，當無法辨識正確選項時，即挑選自己不熟悉的詞語，

而選擇錯誤選項。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宜針對容易誤讀的常見字詞，引導學生分析形近字在讀

音、意義和結構上的差別，利用詞語意義及讀音的搭配來學習、記

憶如針「砭」的字音會被誤讀為針「乏」，可以利用針「砭」意義

為「比喻指出錯誤，以求改正」，而「針砭」一詞詞義為「比喻規

勸過失」來做連結，讓學生可透過意義的理解進而記住詞語的讀

音，而非強記讀音。 

（二）其次，可配合課次作朗讀練習，亦可加深印象。 

（三）教師可以指導學生進入教育部《國語詞典檢編本》，查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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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可以下載教育部 88 年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引

導學生查讀，並筆記易誤讀的字音，可以使學生加深記憶。除在國

語課程中習得新字，亦可在其他學習領域中增加語文知識，並留意

整體語言環境的差誤現象，從中幫助學生了解字音、字義相關的辨

識要點，並練習構詞與造句，以擴增字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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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字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0 .03 

2 .15 .19 .11 

3 .49 .57 .32 

4* .31 .14 .5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1 鑑別度 .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形音知識辨析同音字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31%，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14%。 

（二）此題高分組逾三成選答錯誤選項③，低分組則有逾五成(58%)

選答錯誤選項③。 

（三）各選項正確字形如下說明： 

1.選項①微「勳」醺狀態國光「勳」勳章。 

2.選項②破格拔「卓」擢清水洗「卓」濯。 

3.選項③「逆」匿名稱呼親「逆」暱稱呼。 

4.選項④銀貨兩「氣」訖起「氣」訖日期。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Ⅳ-2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可以使用字詞義、部首義講解字形的寫法，並

利用詞語概念的理解來記憶，會讓學生加深記憶。如本題：酉部字

通常與酒有相關的連結，所以「醺」為喝醉酒之義，如果教學時透

過詞意的理解及部首意義的關聯，可讓學生有效學習。 

（二）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部

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鞏固學習成效。 

（三）教師宜從常用字詞著手，幫助學生擴展詞彙的能力，以及用

字遣詞的精準度。 

（四）教師在教學及日常對話中，應隨時提醒學生使用正確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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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練習造詞及構句。並思考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加深跨領

域的學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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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分年細目 提取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22 .02 

2* .50 .29 .70 

3 .16 .25 .07 

4 .24 .24 .2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0 鑑別度 .4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提取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5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70%，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29%，

鑑別度 0.42 表示此題能辨別高、低分組學生提取字詞義的能力

表現，而低分組學生在其他三個錯誤選項的選擇比例相近，顯示

無法精確選答。 

（二）試題選項說明如下： 

1.選項①雄兔腳撲「朔」：跳躍的樣子／「朔」氣傳金柝：北方

的。 

2.選項②吾資之昏，不「逮」人也：趕得上／力有未「逮」：趕

得上。 

3.選項③「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假使／發號施「令」：指

示。 

4.選項④「憑」欄而坐：依靠、依賴「憑」空捏造：任隨。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1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建議可以運用課文字詞，引導學生繪製字詞義的樹

狀圖，標出本義與引申義的脈絡。並運用詞彙造句，可以鞏固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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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次，引導學生從文章上下文脈絡確認字詞義的正確用法。 

（三）善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

等相關資料，擴展詞彙、掌握字詞義。 

（四）教師引導學生構詞時，可加入情境，使學生加速理解且不易

忘記，亦可進一步練習造句，將字義組合成為符合情境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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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字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3 .01 

2 .12 .22 .04 

3 .19 .19 .17 

4* .63 .46 .78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3 鑑別度 .3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提取詞語義）的能力。整體

通過率為 63%，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78%，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為 46%。 

（二）高分組通過率近八成(78%)，可見高分組學生對於成語義

的掌握能力較高，而低分組雖有近 46%答對率，但選擇選項②及

③的低分組學生比例稍高一些，在教學上值得注意。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Ⅳ-4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Ⅳ-5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平時教學可以針對四字詞語、成語做同義反義的對照教

學。 

（二）運用教育部《成語典》查找成語的解釋、典源、典故說明、

用法說明、參考詞語， 

可以完整的學習成語的內容，加深學習效果。 

（三）設定情境讓學生運用四字詞語或成語造句，鞏固學習成果。

（四）教師引導學生構詞時，可加入情境，使學生加速理解且不易

忘記，亦可進一步練習造句，將句子組合成為符合情境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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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知識 

分年細目 提取成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24 .03 

2 .04 .11 .00 

3* .77 .52 .94 

4 .06 .12 .0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7 鑑別度 .4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字詞知識（提取成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7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2%。 

（二）高分組通過率約九成(94%)，可見高分組學生對於成語義

的掌握能力較高，而低分組雖有近 52%答對率，但選擇選項①的

選擇比例也有 24%，顯示低分組部分學生在成語義的掌握能力上

稍弱些。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Ⅳ-4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Ⅳ-5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平時教學可以針對四字詞語、成語做同義反義的對照教

學。 

（二）運用教育部《成語典》查找成語的解釋、典源、典故說明、

用法說明、參考詞 

語，可以完整的學習成語的內容，加深學習效果。 

（三）掌握成語義後，可以引導學生造句，以確認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成語時，可加入情境，使學生加速理解且

不易忘記，亦可進一步練習造句，將句子組合成為符合情境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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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掌握詞語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5 .26 .58 

2* .26 .27 .32 

3 .17 .28 .05 

4 .12 .19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3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語法知識（辨識詞類型）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 45%，鑑別度為 0.3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0%（選項①、

②），低分組為 53%（選項①、②）。而低分組學生選項③的選

擇比例高達 28%，顯示低分組學生在句子裡對於詞語詞性的掌握

能力並不理想。 

（二）選項①、②皆為正答。選項①「觴」字的詞性前後皆是名

詞；選項②「當」字的詞性前後皆為動詞；選項③「爛漫」一詞

前為動詞，後為形容詞；選項④「永恆」一詞前為形容詞，後為

名詞。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Ⅳ-4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Ⅳ-5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指導學生建立漢語詞類的架構體系，掌握實詞、虛

詞各類項內容與用法，以利學生建立詞類體系，應用於閱讀及寫作。 

（二）指導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字

義、詞類詞性等相關資料，了解字詞的正確用法。 

（三）引導學生運用語句擴寫、縮寫方式，靈活運用各詞類的添加

與刪減，掌握詞類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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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結構 

分年細目  掌握句法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7 .27 .07 

2 .36 .42 .20 

3* .39 .17 .69 

4 .08 .13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9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語法知識掌握語句結構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39%，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69%，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17%。 

（二）此題高分組逾兩成，低分組亦有超過四成（學生選答錯誤選

項②低分組另有 27%選答錯誤選項①。高分組學生對於判斷句句

型概念需澄清，低分組學生對於句型概念需再鞏固。） 

（三）試題句型說明如下： 

1.暴風雨怒吼在無徑的空中→敘事句 

2.船隻崩解在無蹤的水裡→敘事句 

3.處處都有死神→有無句 

4.孩子們在沙灘嬉耍→敘事句 

5.無盡世界的海濱是孩子們盛大的聚會無盡世界的海濱是孩子們

盛大的聚會→判斷句判斷句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2敘事、有無、判斷、表態等句型。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四大句型結構為八年級上學期的語文常識內容建議教師在語

句結構上建立組織要件，引導學生根據組織要件進行句型判斷。 

（二）除了生活實例，亦可運用文學作品為教材，擴大閱讀基底，

有效理解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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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宜鼓勵學生多閱讀文章，增加詞彙量，透過閱讀理解，

理解句型多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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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區辨病句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3 .00 

2 .13 .23 .04 

3 .08 .17 .03 

4* .74 .47 .9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4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語法知識（區辨病句）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4%，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47%，顯示學生對於病句辨識能力極佳。 

（二）各選項說明如下： 

1.選項①容我這邊先為您確認檢視您這幾天預訂房間的狀況。刪去

這邊、檢視 

2.選項②通路商針對黑心商品已經進行一個全面下架的動作。刪去

一個、的動作 

3.選項③所謂安全，其實應該是科學的，法院會依專業去認定。刪

去應該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Ⅳ-4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Ⅳ-5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Ⅳ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常見病句類型有詞語誤用、錯用虛詞、錯用關聯詞、主謂搭

配不當、動賓搭配不當、修飾語中心語搭配不當、成分殘缺、成分

多餘等問題，建議教師可分別舉例帶學生修改病句。 

（二）可運用國中會考作文為教材，分組討論、修改文章，以能檢

視、修改病句。 



74 

 

（三）可運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病句，加以討論與修改，以利正確

的表達。 

(四）教師宜鼓勵學生多閱讀文章，能活用於寫作中。 

(五)善用異質分組或同儕對話。高分組、低分組答題通過率差異很

大，讓學生說出不懂之處，有助於低分組學生的理解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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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語法知識 

分年細目 區辨病句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5 .09 

2* .61 .37 .82 

3 .09 .20 .02 

4 .13 .19 .0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1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語法知識（區辨病句）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61%，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7%。 

（二）此題高分組逾八成（82%）學生選擇正確選項②，低分組

亦有近四成（37%）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其他三個錯誤選項率

平均，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文意邏輯的掌握度較為不足。 

（三）選項②不合理處說明如下：「門外歷經滄桑的父親」是地

球上的另外一個人，與獨自坐在房間裡地球上的「最後一個人」

語意矛盾。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Ⅳ-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常見的病句有下列幾種情形： 

1.語句不完整：例如未寫明主詞，造成語意無法理解。 

2.語意重複：句子中同義的詞語重複出現，造成累贅。 

3.前後矛盾：例如時間序錯誤，造成前後句意思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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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誤用詞語：詞義理解錯誤，造成運用錯誤。 

（二）教學時，建議可以運用課文句段，引導學生依語境延伸思考

並注意鍵詞句的解讀，強化語意脈絡的掌握。其次，可引導學生從

文章上下文脈絡確認語境理解，並從中訓練邏輯推理能力。 

（三）平常教學中，可增加訓練學生找病句的教學活動；可以由教

師挑選學生作文的病句為例，讓學生找出不合理之處並加以修飾，

亦可讓學生練習自己批改造句或作文，將病句改成合理通順的文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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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修辭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修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17 .08 

2 .08 .16 .03 

3 .09 .15 .04 

4* .71 .51 .8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1 鑑別度 .34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辨識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1%，

高分組答對率為 85%，低分組答對率 51%，顯見高低分組

學生對修辭的認識，具備相當能力。 

（二）本題於題幹中說明移覺(先視覺後聽覺)修辭判讀方法，有助

學生掌握填答。 

低分組在選項①、②、③的選擇比例上相近，而題幹的例子說

明是學生的共同選文，顯見低分組有近五成的學生對於「移覺」的

理解有待加強。 

教材地位 

分析 
Ba-Ⅳ-2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師應教導教育部建議國中學生必須學會十四種修辭法：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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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轉化、類疊、引用、排比、摹寫、雙關、設問、誇飾、對偶、

映襯、借代、層遞、倒反。介紹各修辭法之定義與構成要件。 

（二）摹寫修辭經常出現於文本中，但「移覺」的說明部分容易被

忽略，建議教師配合文本講解移覺特色，以利學生判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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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章法知識 

分年細目 掌握文章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7 .30 .67 

2 .11 .14 .07 

3 .24 .34 .14 

4 .18 .21 .1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7 鑑別度 .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章法知識（掌握文章結構）的能力。整體

通過率為47%，高分組答對率為67%，低分組答對率30%。 

（二）低分組學生有 34%選擇選項③觀點對比，可見部分學生誤

將內容所提的兩類觀點作為寫作的結構重點。本題可由文中「是以」

得知寫作方式為先因後果。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常見的文章結構類型有：縱向式（時間順序、事件發展進程、

聯想為序）、橫向式（平列、並列、複合、方位）、論證式（三段

式、歸納論證、演繹論證）、總分式（先總後分、先分後總、先總

後分又總）、因果式（先因後果、先果後因、因果穿插）、問答式

（一問一答、集中問答、自問自答、對話式）、層遞式、對比式（縱

比、橫比、人物比照、事物比照、觀點對比）、回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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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教學，除了鑑賞文本內容外，建議兼及形式深究，討論

文章的組織結構，以利學生整理文本、運用結構式設計寫作綱要，

落實閱讀與寫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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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體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表述方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4 .02 

2 .15 .24 .07 

3 .11 .17 .06 

4* .67 .44 .8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7 鑑別度 .4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文體知識（認識表述方式）的能力。整體

通過率為67%，高分組答對率為84%，低分組答對率44%。 

（二）高、低分組答對率都算高。除了此題為白話文敘述，容易識

讀外，學生對於論據的掌握能力亦佳。 

教材地位 

分析 

Bd-Ⅳ-1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議論文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式，以邏輯組織及證據的佐證的

方式說服他人的文章。因此，其相當看重文章的結構與脈絡，行文

上，建立正確論點後，應提出富有說服力的「論據」進行論證，方

能發揮說服的作用。提出論據，即是舉例。 

（二）論據的使用，貴在說服。教師可指導學生先找出段、篇中明

確的論點，再根據論點尋找可證明論點的可靠性例子，即為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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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文體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表述方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5 .39 .86 

2 .14 .27 .04 

3 .11 .18 .04 

4 .10 .15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5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測驗學生文體知識（判斷文本表述方式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為 65%，高分組答對率為 86%，低分組答對率 39%，答

對率相差甚大，應是對於句子意思的理解不佳，導致低分組學生答

題較為困難。 

（二）本題檢測反面表達方式，以選項中出現負向詞語、否定詞作

為判定依據。選項①中出現「更令人絕望」、「痛苦」，故答案為

①。 

教材地位 

分析 

Bc-ⅣⅣ-2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義等寫

作手法。 

補救教學 

建議 

（一）表述方式又稱表達方式，主要有敘述、描寫、抒情、議論和

說明等五種： 

1.敘述：對事件作概括的陳述。 

2.描寫：對人、事、物、景作細緻、具體的刻畫。 

3.說明：對人、事、物、景、理、型態作如實的介紹。 

4.議論：對人、事、物、景、理作主觀的想法表達或評論或反駁。 

5.抒情：對、人、事、物、景作主觀的情感抒發。 

教師可利用課文帶領學生辨識文章中的各種表達方式。 

（二）國中會考試題將敘述、描寫、說明劃歸為客觀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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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抒情、議論劃歸為主觀的表達方式。之後，又將表達方式擴大為

正向表達與反向表達，因此，引導學生利用選項中的負向、否定詞

作為判定反向表達的依據，依據正向、肯定詞語作為判定正向表達

的依據。 

（三）其次，可利用文本教學的機會，引導學生理解句子意思

後，再去判斷句子意思要表達的表述方式是正向或反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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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國學知識 

分年細目 認識書信用語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5 .24 .71 

2 .17 .26 .07 

3 .22 .30 .12 

4 .16 .20 .1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國學知識（正確使用書信中稱謂語的能力。整體

通過率為 4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71%，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24%，稱謂語在現實的生活語境中極少使用，可能是低分組學生答

題困難的原因。 

教材地位 

分析 

Be-Ⅳ-2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便條、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書寫

格式為主。 

補救教學 

建議 

（一）介紹書信稱謂語時，可連結生活中的實際例子來引導學生認

識，可促使學生容易記憶。 

（二）其次，可利用圖表形式引導學生比較稱謂語間的對象差異，

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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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國學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題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6 .05 

2 .39 .45 .27 

3 .19 .17 .18 

4* .27 .11 .5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27 鑑別度 .3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國學知識（判定正確使用題辭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為 27%，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0%，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11%，此題鑑別度為 0.39。 

（二）題辭並非學生日常生活中會固定使用的項目，可能是造成高

低分組答題狀況困難。 

（三）各選項說明如下： 

1.選項①福客盈門：形容來的貴賓多。 

2.選項②金玉滿堂：祝賀別人榮華富貴。 

3.選項③喜比螽麟：祝賀人得女。 

4.選項④妙選東床：覓得佳婿。用於祝賀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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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地位 

分析 

Be-Ⅳ-2 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便條、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書寫

格式為主。 

教學建議 

（一）教導題辭時，可連結生活中的實際例子來引導學生認識題辭

的意涵，促使學生容易記憶、運用。 

（二）其次，可藉由學校真實活動或設計相關情境，讓學生實際練

習及使用，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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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題 

題號 16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字詞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字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3 .07 

2* .49 .24 .75 

3 .18 .27 .07 

4 .18 .25 .1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9 鑑別度 .5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檢測學生字詞理解（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為49%，高分組學生通過率75%，顯示多數學生能藉由段落的

閱讀，理解「老靈魂」一詞的意思，進而選出正確的答案②，低分

組通過率為24%，但其他選項也都有等比例的學生選答。 

（二）低分組同學答題平均分配在四個不同的選項，顯示同學對於

字詞理解的選項判讀掌握度不足。 

（三）各選項說明如下： 

1.選項①憂公忘私：一心憂勞國事，不顧及私利。 

2.選項②感時憂國：感慨時勢變化，憂慮國事。 

3.選項③渾無罣礙：毫無牽掛阻礙。 

4.選項④靜極思動：沉靜久了之後便想要活動活動。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教學建議 
（一）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利用教材引導學生思考文章中的字

詞涵義，並依據所理解的意義練習字詞替換或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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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同學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詞意，了

解詞語的釋義、典故與用法。 

（三）作答時，引導學生找出文中「老靈魂」一詞前後出現的相關

訊息，如：「生年不滿百，心懷千歲憂。」再比對選項，可以推知

老靈魂具有選項②感時憂國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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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字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3 .20 .72 

2 .16 .26 .06 

3 .14 .24 .05 

4 .26 .30 .1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3 鑑別度 .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43%，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7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0%。本

題鑑別度為 0.53。由通過率及鑑別率來看，高分組的學生掌握白話

文句義的能力較佳；而低分組學生可能受限在其他選項的誘答敘

述，答題狀況顯現遭遇困難。 

（二）選項說明：由詩名〈悲福爾摩沙〉及「三十歲的母親」、「卻

有八十歲的衰老顏容」兩句的對比，再加上「一群不肖的福爾摩沙

子孫」，可知此題文本在敘述對於有人傷害福爾摩沙這片土地的悲

痛，所以選項①在題幹文本裡並未提及。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教學建議 

（一）新詩詩意的表達，往往較為含蓄，因而在教學時，可由指導

學生先由詩名來推測詩意，再由老師引導透過詩句間的關聯及與詩

名間的連結，讓學生練習抓取新詩的詩意。 

（二）其次，融入流行音樂與廣告，讓學生感受「詩意」從何而來，

「意象」又為何物，並初探學生詮釋「象」背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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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 .18 .01 

2 .10 .22 .02 

3* .62 .35 .85 

4 .19 .24 .1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2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 6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5%。 

（二）此題高分組逾八成(85%)學生選擇正確選項②低分組亦有超

過三成 35%)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其他三個錯誤選項率相近，顯

示低分組學生對於句義理解的掌握度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

點。 

教學建議 

（一）句義理解教學時，可以針對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如本題原

文：「我的『家庭』是一個四平八穩的正方形」；「巴拉克的『家

庭』就是一個跨越海洋且更加精緻的幾何形」，所指的四方形與

幾何形當為「家庭」特色的指稱，所以不會是指「家」的實體結

構為四合院或是精緻豪宅。據此延伸：「他花好幾年時間弄清楚

這個幾何形的線條」，便是指耗時釐清「家庭」中的關係。 

（二）可以教導學生答題時運用刪去法，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

再從剩餘選項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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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句子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2 .37 .64 

2 .05 .13 .01 

3 .36 .36 .34 

4 .06 .13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2 鑑別度 .2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為5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6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37%。 

（二）從題幹中「任何事情要努力去做好」、「不要一開始就沒有

信心，而產生不努力，這就是自信」上下語境的兩個線索可以整合

出本句的涵義為選項①結果如何那是天意。 

（三）選項③「境隨心轉人定勝天」的答案造成誘答效果，高分組

及低分組學生各有 34%及 36%選擇，應是未能全面理解句子涵義。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上，可透過句子上下語境的關聯敘述，引導學生先建

立對語義內容的理解，再預測適切的語句。 

（二）其次，教師可於課堂設計預測活動讓學生練習預測能力，

如：給文本標題預測文本內容、故事接龍練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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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7 .29 .05 

2 .17 .28 .09 

3 .06 .16 .01 

4* .60 .26 .8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0 鑑別度 .5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6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85%，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26%。 

（二）此題高分組逾八成(85%)學生選擇正確選項④，低分組僅有近

三成(26%)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①、②兩個錯誤選項率甚至稍高

於正答選答率，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段落閱讀的掌握度較為不足。 

（三）各選項解析如下： 

1.選項①裝置元素由購買航海圖的委託人選定。 

2.選項②海怪亦為裝置元素，段落只提到出現在地圖中，未敘明清

楚標示海怪位置。 

3.選項③作品係供王室和貴族收藏與展示之用。 

4.選項④該圖並非用於導航。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補救教學 （一）段落閱讀是會考命題趨勢。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練習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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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語句的關鍵字詞，如：出現「所以」、「但是」、「也」等關聯詞

後面的語句內容，往往是文本重點；其次，留意標點符號的用法，

如加上引號的詞語，往往有強調或反諷的目的；另外，段落的感受

或主張，也往往是段旨所在，所以引導學生搜尋段落感受、主張也

可以有效掌握段落重點。 

（二）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

運用刪去法刪除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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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8 .41 .13 

2 .11 .20 .03 

3* .46 .21 .74 

4 .14 .17 .0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6 鑑別度 .53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 46%，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7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1%。 

（二）此題高分組逾七成(74%)學生選擇正確選項③，低分組僅

有約兩成(21%)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其他錯誤選項率甚至高

於正答選答率，特別是選項①選答率超過四成(41%)，顯示低分

組學生對於本題段落內容的理解度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可以透過關聯複句連接詞強化邏輯推論。如本題原

段落前半部在說明童年遊戲的玩法，後舉實例說明。所舉例子的重

點在：「特點是『我還沒有興建什麼項目』，『只有』靠一猜一劃

掙來四格碉堡，『甚至』連旗也未畫上，『便給』盡情摧毀殆盡。」

從段落中「只有……甚至……」，可知此敘述為遞進關係，後一句

比前一句有更進一層的意思；而其後的「（甚至）……就給（被）……」

則為連貫關係，可知此次遊戲結果為「我的興建才開始便被摧毀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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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了」。 

（二）另外，對於選項中「大勝」、「大敗」與「大敗於」的用法，

亦建議於日常教學中引生活實例釐清概念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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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9 .21 .59 

2 .14 .27 .04 

3 .23 .30 .14 

4 .24 .21 .2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9 鑑別度 .37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 39%，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9%，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1%。 

（二）此題高分組近六成(59%)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僅有

兩成餘(21%)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②、③兩個錯誤選項率高

於正答選答率；而於④的錯誤選項率高分組有 24%的學生選答，

低分組也近於正答選答率，顯示學生對於理解抽象文意的段落掌

握度不足。 

（三）各選項解析如下： 

1.選項①科幻小說的出現可以判斷文明的進化程度。 

2.選項②科幻小說的目的是要解決當下問題。 

3.選項③科幻小說比魔寫實更貼近真現況（能看見現在或即將面

臨到的問題）。 

4.選項④南美洲還停留在解決過去的歷史問題，是以魔幻寫實小

說相對盛行。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目的與觀

點。 

補救教學 （一）段落閱讀理解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搜尋作者的感受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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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感受與主張是文章的發源地。找到後再練習換句話說，比對四個選

項，即可有效的閱讀與解題。 

（二）感受與主張通常會出現在首句或末句。如本段的首句：「科

幻小說的目的是要解決當下的問題。」是本段的重點。答題引導上，

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運用刪去法刪除錯誤

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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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分年細目 掌握段落訊息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21 .05 

2* .68 .36 .92 

3 .10 .23 .02 

4 .09 .19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8 鑑別度 .5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落訊息）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68%，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9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6%。 

（二）此題高分組逾九成(92%)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也有近

四成(36%)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其他三個錯誤選項率相近，顯示

低分組學生對於段落閱讀的理解掌握度不足。 

（三）選項②說明如下：歧視並非理性，不論對歧視者或被歧

視者而言，都是主觀存在。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段落訊息教學，建議引導學生利用句末符號（句號、疑問號、

驚嘆號）切分段落層次。每個層次均是作者傳遞訊息的設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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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什麼-怎麼樣」或「什麼-做/是/有-什麼」擷取每個層次

的重點訊息。 

（二）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

運用刪去法刪除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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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段落理解 

分年細目 段落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19 .02 

2* .40 .26 .57 

3 .37 .32 .36 

4 .13 .21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0 鑑別度 .3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

過率為 4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57%，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6%。而選項③，高分組則有 36%及低分組有 32%的學生選擇，

學生被「君之門下無非狗偷數鼠竊亡賴之人也」所誤導，也顯示

學生對於文言文中的主語判斷能力掌握不佳，造成在文言文理解

出現問題。 

（二）由「是梟也，不可易也，食何與焉」及「亦何異乎以梧桐

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兩句線索，在確認主語後，便可導出選

項②的正答。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6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引導學生先切出文本段落的完整句子，而每個

完整句子都有其句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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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次，再引導學生找出每個完整句子的主語，透過確認主語

後，便可整理出段落各句的重點及要表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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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4 .36 .19 

2 .11 .21 .04 

3* .46 .26 .71 

4 .09 .15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6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

體通過率為 46%，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71%，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為 26%。 

（二）本題選項①有高分組 19%及低分組 36%的學生選擇，依

教學經驗推測，因擷取「狂逆」的訊息便直接答題，顯見部分學

生對於文言文的訊息擷取能力較弱。 

（三）由「繼母后黨所讒」及「誣之為狂逆」兩個訊息可推知出

選項③為正解。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6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引導學生找出文本的層次安排，遇句號、疑問

號、驚嘆號則切出層次。接著，運用「敘述句」、「表態句」、「有

無句」、「判斷句」的句構抓出每個層次的重點。 

（二）最後，將各層次的重點比對四個選項，即可發現作者提及和

未提及的內容，便可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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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6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7 .03 

2 .10 .17 .07 

3 .30 .31 .23 

4* .44 .22 .67 

未作答 .01   

通過率 .44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

通過率為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4%，高

分組學生通過率 67%，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低分組學生通過率

為 22%，低分組學生仍有 27%選①，31%選③，可以推估低分組學

生無法有效整合出文本主旨。 

（二）由「逆則應殺，狂何所徙？」一句可推測出作者欲透過由「逆

則應殺，狂何所徙？」一句可推測出作者欲透過由「逆則應殺，狂

何所徙？」一句可推測出作者欲透過諸葛宏諸葛宏及友人的對話，

來帶出全文主旨「嘲諷受人構罪陷害無辜刑」。 

教材地位 

分析 

Ab-Ⅳ-6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指導學生考察作者的主張或感受，往往是文章的主旨所在。 

（二）主旨可能出現在篇首，也可能出現在篇尾。因此，依照文意

找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再進一步推論答案，便可以找到答

案④「嘲諷受人構罪陷害無辜受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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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7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0 .31 .08 

2 .07 .14 .04 

3* .62 .35 .84 

4 .10 .17 .04 

未作答 .01   

通過率 .62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直接理解）的能力。整體通過

率62%，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8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35%。 

（二）此題高分組逾八成(84%)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有近四

成(35%)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①的選答率近於正答選

答率，顯示學生可能對於廟公即神職人員的理解掌握度較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c-Ⅳ-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教師可引導學生找出文本的段落層次安排，每個層

次均有撰寫重點。 

（二）接著，以敘述句、表態句、有無句、判斷句的組成結構擷取

每個段落的重點，再比對四個選項，即可發現作者提及和未提及的

內容，便可選出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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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8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5 .02 

2 .09 .17 .03 

3* .79 .53 .94 

4 .05 .11 .01 

未作答 .01   

通過率 .79 鑑別度 .41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整體通過 79%，高

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4%，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3%。 

(二)此題高分組逾九成(94%)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有超過五成

(53%)學生選答正確，顯示學生對於白話文本的主語判讀能力較

佳。 

教材地位 

分析 

Ac-IV-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可以引導學生圈選主詞、找出省略主詞或代詞所代替

的對象。當文章中主詞省略時，能判斷出代詞所指稱的對象(找前面

句子的主詞)，比較不容易出錯。 

(二)圈選或找出省略主語或以代詞代替對象的教學，可以先瀏覽文

章內容，知道文章中可能會出現的對象大概有哪些，再代入主語。

通常最靠近主動詞的名詞，或進行主動作者就是主語，以代詞替代

的對象則多在前面幾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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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9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23 .01 

2* .80 .49 .98 

3 .07 .16 .01 

4 .03 .09 .00 

未作答 .01   

通過率 .80 鑑別度 .49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8%，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49%。 

(二)此題高分組幾乎全部(98%)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亦有五成

(49%)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①的選答率有近兩成五

(23%)，顯示低分組學生於閱讀上，容易停留於故事情節，對於篇章

旨意的掌握度稍顯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指導學生推論作者的主張或感受，往往是文章的主旨。 

(二)主旨可能出現在篇首，也可能出現在篇尾。因此，依照文意找

到「一處平房外搭起靈堂，女孩長高了，鼻梁上多了副眼鏡。她披

麻帶孝跪在靈前，嘶啞地抽泣:『阿嬤，對不起，我害妳多拖磨了五

年......。』」再進一步推論答案，便可以找到答案②「死生天定，坦

然切莫強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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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0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0 .31 .66 

2 .25 .31 .16 

3 .06 .13 .01 

4 .18 .22 .16 

未作答 .01   

通過率 .50 鑑別度 .3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50%，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66%，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1%。 

(二)此題高分組近七成(66%)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有逾三成

(31%)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②的選答率高於正答選答

率，高、低分組對於錯誤選項④的選答率亦高，顯示學生於詩歌體

的特色識別上較為熟悉，對另三種文類的形式、內容特色識別能力

較顯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文類即指文學作品的類別。在文學中，主要的作品類別有詩歌、

小說、散文以及戲劇。文類研究是針對一個獨特的作品與其他同類

作品的關聯，而判別有多少符合文類的特徵。 

(二)處理文類知識的教學重點為: 

1.認識文類格式與特質。2.理解文類格式與特質。3.比較文類格式與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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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述三項教學重點區分要項如下: 

1.認識是老師先說明各種文類簡單的格式及特質。如詩歌為分行與

意象，散文為作者經驗與想法。小說為虛構人物的經驗與想法。 

2.理解是同學能根據老師對文類格式的說明，從文章中尋找線索，

舉例證明文章屬於何種類別。 

3.比較則是同學能區別文類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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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1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22 .05 

2 .12 .21 .04 

3* .65 .36 .88 

4 .09 .17 .02 

未作答 .01   

通過率 .65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直接理解)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6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8%，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36%。 

(二)此題高分組近九成(88%)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有近四成

(36%)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①、②的選答率均高，顯

示低分組學生對於主客觀語言的判讀能力稍顯不足。 

教材地位 

分析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 

建議 

(一)在邏輯學上，「主觀語言」係指帶有價值判斷的語言;相對的，

不帶有評價而只是作事實判斷的語言，就是「客觀語言」。 

(二)教學時，引導學生能掌握「主觀語言」與「客觀語言」的分野

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主觀語言」，我們要瞭解其背後的價值觀，

而面對「客觀語言」時，我們要判斷其真假和其定義。 

(三)文學作品的抒發多為主觀表述，但在發表時，特別是學術性寫

作和報導，要確保自己的客觀語言正確無誤;有所評論時，也要注意

自己是受到什麼樣的價值觀影響而表達出這麼樣的主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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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2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6 .29 .79 

2 .20 .27 .13 

3 .15 .24 .06 

4 .08 .16 .02 

未作答 .01   

通過率 .56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79%，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29%。 

(二)此題高分組近八成(79%)學生選擇正確選項，低分組有近三成

(29%)學生選答正確。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②、③的選答率同於或近於

正答答題率，顯示低分組學生於統整不同段落訊息並提取其共同點

的學習上顯得困難。 

教材地位 

分析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

觀點。 

補救教學 

建議 

(一)當文章內容呈現出不同立場的觀點時，閱讀者要能夠在句子、

段落間整理出特定觀點後，再比較觀點間的不同之處。 

(二)此外，讀題時亦可使用筆記策略，在文章中畫記重點，例如畫

線、圈出關鍵詞句、標記數字表示順序或類別、註釋等，使用符號

或圖表形式思考與組織閱讀的內容。將有關係的文字訊息表現出

來，便可在各段與跨段落中將相同、相異性質的資訊整理出來。 

(三)日常教學時，教師可提醒學生可以練習提取每段的重點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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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觀點的句子，並畫線標記，或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因果關係、

相互對應的觀點，再進行整合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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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3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 .11 .00 

2 .06 .14 .01 

3* .86 .62 .98 

4 .03 .08 .00 

未作答 .01   

通過率 .86 鑑別度 .36 

試題品質 

分析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6%，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8%，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62%，顯示學

生在白話文訊息擷取的能力極佳。 

教材地位 

分析 

Ac-IV-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學時，訓練學生先刪除較不重要的訊息，並引導學生辨別重

要訊息。 

(二)其次，可直接依照題目要求，從文本中提取訊息，即可完成作

答。 

(三)指導學生閱讀時，善用圈選關鍵詞策略，以利作答時快速回溯

找到答案，節省作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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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4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 .17 .03 

2* .75 .47 .92 

3 .05 .13 .01 

4 .11 .19 .04 

未作答 .01   

通過率 .75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5%，高分組學生通過率 92%，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47%。 

(二)低分組的選擇除正答選項外，平均在三個選項，推估學生接續

上一題作答的答案，直接選取相似的答案，並未針對文本最末句的

作者想法來推論理解。 

教材地位 

分析 

Ac-IV-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教導學生，推論是運用已知和提問，加上文本的線索，找出文

本的意義或是作者沒有寫出來的資訊。 

(二)參考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推論的教學重點有: 

1.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 

2.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 

3.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句型) 

4.找不同觀點(找反證)/(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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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教師可根據上述四項教學重點，教導學生可以提取何種訊

息去推論答案。 

(三)教學時，教師提醒學生可以提取每段的重點和作者的觀點句，

並畫線標記，或找出因果關係、相互對應的觀點，進行連結，產生

推論。本文可以可以圈記「咱們臺灣人不愛惜地球、污染生存的地

方，哪天臺南美食沒得吃了就算是起碼的報應了。」來引導學生推

論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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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5 

內容領域 國語文八年級 認知歷程向度 篇章理解 

分年細目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8 .19 .02 

2* .81 .52 .97 

3 .05 .14 .01 

4 .04 .11 .00 

未作答 .01   

通過率 .81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 

分析 

(一)本題旨在評量學生篇章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

為 81%，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97%，低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52%。 

(二)此題只要將「貨源不足」及「咱們臺灣人不愛惜地球、污染生

存的地方，哪天臺南美食沒得吃了就算是起碼的報應了。」等文意

訊息整合理解後，便可選出答案②透過美食危機正視環境問題。 

教材地位 

分析 

Ac-IV-3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 

建議 

(一)主旨是由一連串的段旨建構出來的，我們要先找到各段的段

旨，然後透過段旨，分析文章主要談論的重點。至於表達主旨的方

法與表達段旨的方法相同，即先找出文章的主要內容，然後說明文

章所要說明的道理、抒發的情感、反映的事實、帶出的訊息等。所

以，在教學上，我們可以先引導學生學習抓取段落主旨的能力，然

後再引導學生將段旨主要的訊息或內容進行整合。 

(二)其次，教師教學時，務必提醒學生「聚焦文本」，從文本中找

線索，歸納出主旨，不能僅靠個人生活經驗去選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