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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測驗與評量是教育歷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透過學力檢測可協助師生瞭解學生之

學習成效與升學進路，及早發現待加強學生並啟動積極性教學介入，教育當局亦能評

估施行的相關政策，透過調節教育資源來強化發展教學成效。 

107 年開始，桃園市等五縣市以委託形式，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測驗統計與適性

學習研究中心協助辦理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試題研發暨資料分析工作，108 年起，

改以中心自辦學力檢測研發，各縣市依需求參與形式運作，112 年度有基隆市、新北

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以及金門縣等十六縣市共同參與，檢測對象為國民中

小學三年級至八年級學生，檢測科目包含國語文、數學和英語文。 

此份報告係根據檢測分析結果撰寫，現場教師可據以瞭解學生於各評量向度之表

現情形，進而對學生進行適性適才之教學；教育決策者亦可更精準的將相關資源挹注

於需求性相對較高的教育現場，讓教育和教學有效的朝「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的方

向前進。 

二、目的 

(一) 測驗專責單位統一研發試題，降低各縣市命題壓力和研發成本。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分析結果，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概況以

及科目內有待加強之內容向度。 

(三) 不同背景變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表現之差異分析，可做為學校輔

導或教育政策研擬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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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與縣市與檢測規模  

本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於112年5月25日進行，國語文七年級施測人數為51,223

人。各縣市在國語文七年級之詳細參與情形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112 年度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國語文七年級縣市參與人數摘要表 

參與縣市 報考學生人數 到考人數 缺考人數 

基隆市 2,356 2,258 98 

桃園市 18,321 17,577 744 

苗栗縣 3,908 3,751 157 

南投縣 3,424 3,231 193 

雲林縣 4,978 4,733 245 

嘉義縣 2,261 2,161 100 

臺南市 10,544 10,093 451 

屏東縣 4,861 4,569 292 

花蓮縣 2,436 2,275 161 

金門縣 579 575 4 

總計 53,668 51,223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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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測對象與檢測工具  

一、檢測對象 

112 年參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承辦「國民中學國語文七年級學習能力檢測」者

為基隆市、桃園市、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及金

門縣等十縣市之國民中學七年級學生（未排除資源班及特殊生），應考名冊羅列 53,668

人、實際施測人數 51,223 人，其中男生 26,674 人、女生 24,449 人、未填寫性別 100

人，整體缺考率約為 4.6%。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11 學年我國國民中學校數為 967 校，參與本次學

力檢測計 362 校，約佔全國國民小學總校數之 37%。參照傅仰止、蘇國賢、吳齊殷、

廖培珊、謝淑惠（2018）對臺灣鄉鎮市區類型研究之分類，由於該計畫未包含金門縣

和連江縣，本中心參考傅仰止等人（2018）研究的因子及縣市地區的人口結構，將金

門縣鄉鎮市區類型分類。本次參與國語文七年級學力檢測學校之 362 校中隸屬： 

 都會核心者（人口密度、專科以上教育、青壯年人口及服務業百分比最高）6 校。 

 工商市區（僅次於都會核心之商業高度發展地區）54 校。 

 新興市鎮（同時具有活絡的工業生產活動以及商業服務和相關工作能力）86 校。 

 傳統產業市鎮（就業人口供給較低、老年居民較多，僅能固守既有的傳統產業）

52 校。 

 低度發展鄉鎮（就業人口及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偏多，無明顯工商業活動與發

展）104 校。 

 高齡化鄉鎮（工商服務相關屬性最低，較低人口密度與教育程度）42 校。 

 偏遠鄉鎮（低度工商業發展，存有最低層教育程度及人數稀少的居民）18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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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工具 

「國民中學國語文七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以下簡稱學力檢測）是由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邀集新竹市、彰化縣、南投縣現職國民中學教師組成命題團

隊，一同編製、檢視而成。本次學力檢測試題評量向度包含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

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國學知識、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

篇章理解。學力檢測施測之正式題本總題數為 35 題，試題內容於各評量向度之詳細分

布題數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國語文領域七年級正式題本評量指標架構與試題之題數分布 
 

評量 

指標 
細項 

因材網 

對應節點 

單題 

題號 

文

言

文 

記

敘

文 

說

明

文 

議

論

文 

語

文

知

識 

A 

形音

知識 

提取字音 
區辨形近字音 形近字音 1 

 

區辨多音字音 多音字音 2 

提取字形 
區辨形近字 形近字 3 

區辨同音字 同音字 4 

B 

字詞

知識 

提取 

成語義 

掌握四字詞語 

（含成語）涵義 
詞語義 5 

C 

語法

知識 

詞語結構 認識詞類、詞彙結構 詞彙結構 6 

認識句型 

認識句型與句構 (基本句

型：陳述、疑問、感嘆、祈

使。特殊句型：把、被。關

聯句型：並列、因果、承接、

假設、目的、層遞、選擇、

轉折句、條件句。句子結

構：敘述句、判斷句、有無

句、表態句) 

各類句型 7 

認識病句 
認識病句 

（詞語、語法、邏輯） 
病句 8 

運用 

標點符號 
運用標點符號 標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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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指標 
細項 

因材網 

對應節點 

單題 

題號 

文

言

文 

記

敘

文 

說

明

文 

議

論

文 

D 

修辭

知識 

認識修辭 

認識修辭知識（擬人/譬喻

/設問/誇飾/摹寫/排比/借

代/雙關/映襯/頂真/類疊/

轉化/引用） 

各類修辭 10 

E 

章法

知識 

認識 

文章結構 

順敘、倒敘、補敘、插敘、

結構式(時間、事件、因果、

並列、總分、方位) 

段落組織 11 

F 

文體

知識 

認識文體 
認識文體（詩歌、記敘、故

事、應用、說明、議論） 
各類文本 12 

認識 

表述方式 

主觀(議論、抒情) 

客觀(敘述、描寫、說明) 

正面表達、反面表達 

表述方式 13 

G 

國學

知識 

認識 

文字學 

文字學(造字原則)、國學

(經、史、子、集)、生活知

識(題辭、對聯等) 

六書 14 

閱

讀

理

解 

H 

字詞

理解 

提取字義 

掌握字本義、衍生義(引伸

義、比喻義)、古今義、虛

字 

語境義 
15 

16 

 

掌握詞意 
理解詞義 掌握詞義 17 

推論(指代詞) 指代詞  

I 

句子

理解 

句義 

理解句義 掌握句義 
19 

20 

句義推論 句子推論 
18 

21 

文句組織 語句組織  

J 

段落

理解 

段旨 

段落訊息 段落訊息  

段落推論 段落推論 22 

段落主旨 掌握段旨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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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指標 
細項 

因材網 

對應節點 

單題 

題號 

文

言

文 

記

敘

文 

說

明

文 

議

論

文 

閱

讀

理

解 

K 

篇章

理解 

直接理解 文本訊息 提取訊息 

 

 27 30 33 

推論理解 

句段推論 

句子推論 

段落推論 

篇章推論 

25 28 
31 

32 
34 

事件因果 

指代詞推論 

角色關係 

人物特質/情緒 

狀態推論 

後果推論 

作者意圖 

詮釋整合 文本主旨 掌握篇旨 26 29   

寫作手法 
組織方式 篇章組織     

寫作方式（修辭、人稱） 寫作手法    35 

總

計 

總題數 35 題 

（語文知識 14 題、閱讀理解 21 題） 
2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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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題分析與教學建議  

本報告先分析「112 年國民中學國語文七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結果，再針對各試題

提供相關建議，本試卷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8，具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 

整份試卷未作答、連續五題以上未作答或答對率低於 0.25，且作答反應中有疑似亂答

為無效樣本者予以刪除，資料整理後納入分析之有效樣本數為 47,265 人，其中各科試題分

析結果呈現時所涉及的名詞分別定義如表 4-1。 

表 4-1 試題分析名詞解釋 

試題分析名詞 解釋 

高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前 27%之學生。 

低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後 27%之學生。 

選答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於此試題選答各選項之比率。 

通過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之試題答對率。 

鑑別度 高分組試題答對率與低分組試題答對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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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卷評量學生語文知識及閱讀理解（語文技能）兩項知能： 

一、 語文知識： 

七年級評量的語文知識計有：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 

知識、文體知識、國學知識等七項。 

(一) 形音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 112-C7-A1-01 B 

學習重點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區辨形近字音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9% 

全 體 0.04 0.59 0.17 0.20 0.00 

高分組 0.00 0.85 0.06 0.09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11 0.32 0.29 0.2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字音）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9%，高分組答對率 85%，低分組答對率 32%，鑑別度 0.53。 

2. 5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4%的學生選擇 A，17%的學生選擇 C，20%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連綿山「巒」：ㄌㄨㄢˊ／態度「蠻」橫：ㄇㄢˊ 

選項 B：破「涕」為笑：ㄊㄧˋ／孝「悌」之道：ㄊㄧ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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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C：「躊」躇不決：ㄔㄡˊ／「鑄」成大錯：ㄓㄨˋ 

選項 D：面有「慍」色：ㄩㄣˋ／「溫」故知新：ㄨㄣ 

選項 B 為正確選項。 

2. 各組選項中的兩個形近字，分別是生活中較常用及相對下較困難的生字，低分組

學生中有 29%選擇選項 C，28%選擇選項 D，推測「躊躇」與「慍色」對低分組

學生而言是較難正確念讀的字詞。 

二、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由於漢字中以「形聲」字最多，學生在遇到生難字時，容易以「聲符」作發音的聯

想，如「悌」字容易因其「弟」的部件而誤讀為「ㄉㄧˋ」。另外，學生也容易受熟

悉的形近字讀音的影響，因形近而誤讀作相同的音，如：「慍」字不會念時，因聯想

到「溫」字，而也將其念作「ㄨㄣ」。 

(二) 教師作形音對應教學時，應多讓學生將字詞念讀出聲，有發音錯誤時立即糾正讀錯

的字音。加強同偏旁形聲字的整理識讀，特別提醒學生留意不同讀音的字，一樣可

透過反覆念讀讓學生熟悉詞彙。教學時應以 88 年版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

或《國語辭典簡編本》為準，讓學生多查讀並筆記易誤讀的字音，以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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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 112-C7-A1-02 A 

學習重點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區辨多音字音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8% 

全 體 0.78 0.06 0.14 0.02 0.00 

高分組 0.94 0.01 0.04 0.01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50 0.16 0.27 0.0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多音字音）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8%，高分組答對率 94%，低分組答對率 50%，鑑別度 0.44。 

2. 7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6%的學生選擇 B，14%的學生選擇 C，2%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埋」頭苦幹：ㄇㄞˊ／隱姓「埋」名：ㄇㄞˊ 

選項 B：怒髮衝「冠」：ㄍㄨㄢ／「冠」名贊助：ㄍㄨㄢˋ 

選項 C：千「載」難逢：ㄗㄞˇ／詳實記「載」：ㄗㄞˋ 

選項 D：「量」力而為：ㄌㄧㄤˋ／再三考「量」：ㄌㄧㄤˊ 

選項 A 為正確選項。 

2. 本題難度不高，高分組學生通過率超過九成，低分組學生通過率也有五成。由低

分組選擇錯誤選項的分布可推知對於「載」字讀音的區辨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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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一字多音教學，教師應引導學生找出字形、字音、字義間的辨識要點，並加強構詞

練習。以本題「載」為例，該字只有當作「年」，計算時間的單位時才讀作「ㄗㄞˇ」，

如「一年半載」、「億載金城」，其餘用法一律讀作「ㄗㄞˋ」，如「記載」、「載歌載

舞」、「怨聲載道」等，學生可藉由判別字義來區辨讀音。 

(二) 生活中易讀錯的音，如「下載」、「載歌載舞」易誤讀為「ㄗㄞˇ」，學生可透過重複

念讀來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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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 112-C7-A1-03 D 

學習重點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區辨形近字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6% 

全 體 0.15 0.38 0.12 0.36 0.00 

高分組 0.09 0.30 0.07 0.53 0.00 
鑑別度：0.28 

低分組 0.20 0.37 0.18 0.25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6%，高分組答對率 53%，低分組答對率 25%，鑑別度 0.28。 

2. 3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5%的學生選擇 A，38%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營」幕，正確字形為「螢」。 

選項 B：震「憾」，正確字形為「撼」。 

選項 C：閃「鑠」，正確字形為「爍」。 

選項 D 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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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通過率低，顯示多數學生在形近字的區辨尚待加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

題全體錯誤選項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有兩種可能性，一為選項Ｂ「憾」、「撼」

字形太相近，學生未看清楚選項而誤答；也可能反映出多數學生平時書寫「震撼」

一詞即用錯字形，但未發現錯誤。 

二、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形近字」因字形相近而容易混淆誤用，教師教學時可以搭配「部首」引導學生辨

別字義關係。以本題誤答率高的選項Ｂ為例，「心部」的字與情感有關，「憾」字有

「悔恨」、「怨恨」之意，如「遺珠之憾」；而「手部」的字與動作有關，「撼」有「搖

動」之意，如「撼天震地」。在選項Ｂ的句子裡，當無人機出現虎爺、藍鯨等立體圖

案時，感受到的情緒不會是「悔恨」或「怨恨」，而是內心受到震動，由此可判別震

「撼」才是正確用字。教學時透過詞義的理解及部首意義的關聯，可讓學生更容易

記憶。 

(二) 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1 版或《國語辭典簡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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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代碼 答案 

4 112-C7-A1-04 C 

學習重點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區辨同音字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6% 

全 體 0.07 0.08 0.76 0.08 0.00 

高分組 0.01 0.01 0.95 0.02 0.00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16 0.18 0.49 0.1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同音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6%，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49%，鑑別度 0.46。 

2. 7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7%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B；8%的學生選

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一「ㄕˋ」同仁：視／不甘「ㄕˋ」弱：示。 

選項 B：趁人不「ㄅㄟˋ」：備／事半功「ㄅㄟˋ」：倍。 

選項 C：迫不及「ㄉㄞˋ」：待／守株「ㄉㄞˋ」兔：待。為正確選項。 

選項 D：「ㄍㄨㄥ」城掠地：攻／徒勞無「ㄍㄨㄥ」：功。 



15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低分組也有近五成學生答對，由低分組選擇錯誤選項的分

布平均可推知對於無法區辨同音字的學生，錯誤選項皆有誘答力。 

二、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同音易錯字在記憶時可搭配「詞語」作練習，教師在教學時引導學生利用詞語義回

推用字，這樣更能判斷題目詢問的正確用字。如選項Ａ：一「視」同仁，是指平等

「看待」每一個人；不甘「示」弱，是不情願「表現」得比別人差。 

(二) 國字要使用正確，得由字義、詞義或句義來輔助，學生在使用手機或電腦時常習慣

用注音輸入法自動跳選同音字，但未進一步思考辨析該字是否使用正確，應提醒學

生於生活中養成正確用字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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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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字詞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5 112-C7-B1-05 B 

學習重點 字詞知識 

知識向度 掌握四字詞語涵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4% 

全 體 0.36 0.34 0.20 0.10 0.00 

高分組 0.23 0.57 0.15 0.05 0.00 
鑑別度：0.35 

低分組 0.38 0.22 0.24 0.1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字詞知識（掌握四字詞語涵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4%，高分組答對率 57%，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35。 

2. 3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36%的學生選擇 A；20%的學生選擇 C；10%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阮囊羞澀：形容錢財窘乏，經濟困難。 

選項Ｂ：百孔千瘡：形容瑕疵漏洞很多，損壞極大。 

 選項Ｃ：寅吃卯糧：比喻收入不夠支出，預支以後的用項。 

 選項Ｄ：捉襟見肘：比喻短缺不足、窮於應付的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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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組選答正確達 57%，有 23%的學生選答選項 A，應是不解「阮囊羞澀」之

語意。低分組選答正確達 22%，有 38%的學生選答選項 A、24%的學生選答選

項 C，應是對成語的語義不了解。 

二、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三、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閱讀成語故事，以掌握典故，理解詞義。 

(二) 提供不同的情境，讓學生以配對的活動，增強記憶及判斷成語意義的能力。 

(三) 請學生以成語造句，可以具體掌握學生習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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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6 112-C7-C1-06 A 

學習重點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詞類、詞彙結構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0% 

全 體 0.80 0.06 0.06 0.08 0.00 

高分組 0.98 0.00 0.00 0.01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49 0.17 0.16 0.1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語法知識（認識詞類、詞彙結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49%，鑑別度 0.50。 

2. 8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6%的學生選擇 B；6%的學生選擇 C；8%的學生選

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 符合題目條件「動+名+動+名」， 

選項 B 為「名+動+名+動」， 

選項 C 為「形+動+形+動」， 

選項 D 為「形+名+形+名」。 

2. 學生答對率達 80%，其他 20%的學生應是在分辨詞性有困難，或是粗心大意而

未能正確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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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Ab-Ⅲ-8  詞類的分辨。 

三、教學建議 

(一) 掌握詞類與詞彙結構，有助學生在閱讀時，對字詞義的理解。教學時，教師可以整

理並幫助學生建立詞類體系，並讓學生了解各詞類的定義與用法。 

(二) 分辨詞類依據，不僅靠詞語推論，也要分析詞語在文句中的功能及修飾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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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7 112-C7-C1-07 B 

學習重點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句型與句構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1% 

全 體 0.10 0.61 0.17 0.12 0.00 

高分組 0.04 0.89 0.04 0.03 0.00 
鑑別度：0.60 

低分組 0.17 0.30 0.31 0.23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語法知識(認識句型與句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1%，高分組答對率 89%，低分組答對率 30%，鑑別度 0.60。 

2. 6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0%的學生選擇 A；17%的學生選擇 C；12%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B 符合題目條件「先果後因」，選項 A、C、D 皆先因後果。 

2. 學生答對率達 61%，剩下 39%的學生應是閱讀太過倉促，未能正確作答。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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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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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可以透過連接詞語，來判斷句型常見的九種關聯句型：並列句、選擇句、

因果句、遞進句、假設句、轉折句、條件句、承接句、目的句等。 

(二) 教師可指導學生整理九種句型的定義、關聯詞、例句，建立關連句型的整體內容。 

(三) 教學時可指導學生判別邏輯字詞，先找出文句中的邏輯字詞，結合前後文，就能掌

握文意脈絡，理解作者想凸顯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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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8 112-C7-C1-08 A 

學習重點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病句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1% 

全 體 0.51 0.13 0.10 0.26 0.00 

高分組 0.86 0.01 0.01 0.12 0.00 
鑑別度：0.65 

低分組 0.21 0.27 0.23 0.2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語法知識(認識病句)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1%，高分組答對率 86%，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65。 

2. 5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3%的學生選擇 B；10%的學生選擇 C；26%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B：「大體」或「大概」可擇一。 

選項 C：「依稀」或「彷彿」可擇一，「還」可略。 

選項 D：「杵」或「呆」可擇一。 

綜上所述，選項 A 較為精簡，符合題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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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答對率達 51%，低分組的學生應是不懂字義或詞義，因而未能正確作答。 

二、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三、教學建議 

(一) 國中會考作文評分第三項「遣詞造句」列有評斷規準：三級分「用字遣詞不夠精確，

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二級分「用字、遣詞、構句常有錯誤。」一級分

「不能於文法、字詞及標點符號之使用上有基本之表現。」可見，協助學生有效的

文句表達，有其必要性。 

(二) 常見的詞語病句類型有：另造新詞、詞語割裂、近義詞誤用、詞語重複等。語法病

句類型有：主語多餘、主語殘缺、謂語殘缺等。教學時，宜強化語句意義理解，透

過前後文的意義釐清語意邏輯，進而選用適切、精準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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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9 112-C7-C1-09 D 

學習重點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運用標點符號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0% 

全 體 0.25 0.06 0.09 0.60 0.00 

高分組 0.07 0.01 0.01 0.91 0.00 
鑑別度：0.65 

低分組 0.40 0.14 0.19 0.2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語法知識(運用標點符號)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0%，高分組答對率 91%，低分組答對率 26%，鑑別度 0.65。 

2. 6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5%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9%的學生

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第一個□的前後句為複句的平列式，需分開說明，應填入「；」。 

第二個□作為敘事的繼續，隔開複句內的各分句，應填入「，」 

第三個□用於語意完整的句末，應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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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答對率達 60%，錯誤選項中學生大多選擇 A，應是對標點符號的運用有困

難，尤其是分號「；」的運用，因而未能正確作答。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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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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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選項代入句子中，檢視語氣與敘事邏輯是否契合，再刪去語氣、語意錯誤的選項，

即可得正確答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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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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辭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0 112-C7-D1-10 B 

學習重點 修辭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修辭知識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3% 

全 體 0.18 0.53 0.12 0.18 0.00 

高分組 0.09 0.83 0.01 0.08 0.00 
鑑別度：0.60 

低分組 0.23 0.22 0.31 0.23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修辭知識（認識修辭知識）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3%，高分組答對率 83%，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60。 

2. 5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8%的學生選擇 A，12%的學生選擇 C，18%的學生

選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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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題幹敘述「以『蠵』諧音『珍惜』的『惜』」，可知該文宣海報使用了諧音雙

關修辭。 

選項 A：重複「測」字，修辭上使用類疊。 

選項 B：「醉後的不歸路」，以「醉」諧音「最後」的「最」，亦運用了諧音雙

關，為正確選項。 

選項 C：「人生不是遊戲」，運用了譬喻修辭。 

選項 D：「忽有龐然大物，疾駛快衝而來，原來是不停讓的三寶也」化用了〈兒

時記趣〉中「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的句子。 

2. 本題高分組學生答對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答對率卻很低，僅有 22%，甚至有更

高比例選擇錯誤選項，推測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低分組學生無法從題幹的提示判

別該文宣內容使用了「諧音雙關修辭」；二是雖然知道使用了「諧音雙關修辭」，

但無法進一步從選項中判別何者使用了相同修辭手法。 

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師應教導學生教育部建議國中學生必須學會的十四種修辭法：譬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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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辨析易混淆的修辭。 

(二) 近幾年會考修辭題型的題目，多半會把判斷基準寫在題幹上，即使學生對該修辭的

定義並不熟悉，也可從題幹獲取答題的線索，只要理解題幹的說明，再與各選項確

認即可選出正確答案，解題時可引導學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擷取訊息線索，再作推

論。如從本題題幹中找到修辭判別關鍵：「以『蠵』諧音『珍惜』的『惜』」，即使不

懂何謂「雙關修辭」，但分析「蠵」與「惜」音接近，而在「珍惜」一詞中故意使用

「蠵」字替代，再從四個選項中尋找是否有哪個詞語也有故意使用音相近或相同的

字替代原字的狀況，即可找到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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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章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1 112-C7-E1-11 C 

學習重點 章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章結構式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6% 

全 體 0.08 0.11 0.66 0.14 0.00 

高分組 0.02 0.04 0.88 0.06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19 0.21 0.36 0.2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章法知識（認識文章結構式）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6%，高分組答對率 88%，低分組答對率 36%，鑑別度 0.53。 

2. 6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8%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14%的學生

選擇 D。 

 



29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文本第一段寫小時候吃地瓜長大，覺得地瓜是苦澀的。第二段敘述地瓜到了今天

反而變成菜館上不便宜的佳餚，兩段從不同時代吃「地瓜」的感受，對比出「地

瓜」今昔的價值，故正確答案為選項 C。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九成，但低分組答對的不到四成，且其他錯誤選項都有一定

的選答率，推知低分組學生對於文章結構及表述方法可能尚未建立概念。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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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文章結構即段落組織，教師教學時，應先協助學生釐清各種表述方法： 

1. 記敘：以人、事、物、景為對象，加以事件敘述與摹狀描寫。 

2. 議論：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發表自己的看法。 

3. 說明：以邏輯、客觀、理性的方式，說明事物或事理。 

4. 抒情：表達對人、事、物、景的情感。 

(二) 回答這類題目時建議學生先看選項，確認各選項的關鍵字詞，如運用順敘或倒敘、

加入對比、援引言例事例等，再回頭閱讀文本，一一與選項關鍵字比對，即可推出

正解。以本題為例，選項Ｃ的關鍵字為「今昔」、「地瓜價值」，回到文本第一段可找

到「小時候」（昔），「少有不埋怨吃地瓜籤的」，可知過去吃地瓜是生活苦不得已；

第二段從「風水輪流轉」可知地瓜地位在今日呈現對比，「價格並不便宜」，由此可

知選項Ｃ是正確答案，其他選項亦可藉此方法找到矛盾或不符合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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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體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2 112-C7-F1-12 B 

學習重點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體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6% 

全 體 0.16 0.76 0.05 0.03 0.00 

高分組 0.09 0.90 0.01 0.00 0.00 
鑑別度：0.37 

低分組 0.24 0.53 0.13 0.10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文體知識（認識文體）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6%，高分組答對率 90%，低分組答對率 53%，鑑別度 0.37。 

2. 7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6%的學生選擇 A；5%的學生選擇 C；3%的學生

選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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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目文本以說明介紹鵝鑾鼻沿東海岸的地理現況，因此選項 B 為正確答案。 

選項 A：記敘文是以敘述為主要表達方式，以敘述作者真實經歷及表達思想感情

的一種文體。 

選項 C：應用文是個人或機關、團體相互間，因公因私往來而使用之各種特定的

文字格式，是種應用於日常生活，並有特定目的的體裁。 

選項 D：抒情文是主要抒發表露個人內心情感，抒寫個人心靈主觀情感的文章。 

2. 學生答對率達 76%，未答對的學生應是對於各文本的定義尚未熟悉，或是粗心大

意而未能正確作答。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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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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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判定文體有助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的提升。教學時，宜讓學生清楚掌握各個文體的

特徵，並以特徵比對文本，判斷出文體。寫作應用時，則可依據文體特徵寫出符合

該文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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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3 112-C7-F1-13 C 

學習重點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表述方式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2% 

全 體 0.15 0.11 0.62 0.12 0.00 

高分組 0.08 0.03 0.87 0.03 0.00 
鑑別度：0.52 

低分組 0.21 0.21 0.35 0.2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文體知識（主觀、客觀、正面表達、反面表達）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2%，高分組答對率 87%，低分組答對率 35%，鑑別度 0.52。 

2. 6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5%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寫作測驗以〈多做多得〉為題，正面構思會強調「多做」可以「多得」，如選項

Ａ「願意多燃燒的星辰」才「真正閃耀」。選項Ｂ嫩芽渴望奉獻己力。選項Ｄ「奮

戰的英勇、積累的分數」都是來自「更多、更拚地努力」。而選項Ｃ的論點是當

超過自己所能負荷便是逞強不智，屬反面論述。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四成，且其他錯誤選項都有一定

的選答率，推知低分組學生對於文章的表述方法可能尚未建立概念，無法區分正

／反面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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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三、教學建議 

(一) 表述方式又稱表達方式，主要有敘述、抒情、議論、說明和描寫五種。其中，敘述、

描寫、說明偏客觀，抒情與議論偏主觀。另外，也可以正面或反面來做論述。以本

題所評量的知識節點，教師應幫助學生先理解二者定義： 

1. 正面論述：語氣上較積極，敘述優點與好處，句中常出現正面、鼓勵的詞語。 

2. 反面論述：語氣上較消極，點出缺失，句中常出現負面、批評性質的詞語，或使

用否定詞彙，提供讀者另外的思維，也可襯托出正面論述的可信度。 

(二) 解題時可引導學生利用選項中之負向詞語、否定詞作為判定的依據，而平常教導學

生理解句義時，可多讓學生練習換句話說，包括正、反立說，如「天下沒有白吃的

午餐」，從否定詞「沒有」可判別是反面論述，讓學生練習改成正面論述，如「任何

事都要付出代價」，培養學生判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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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國學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4 112-C7-G1-14 A 

學習重點 國學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字學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4% 

全 體 0.54 0.19 0.11 0.16 0.00 

高分組 0.80 0.11 0.03 0.06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29 0.25 0.21 0.2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國學知識(認識文字學)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80%，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50。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9%的學生選擇 B；11%的學生選擇 C；16%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木」為象形，「本」為指事，「炎」為會意，符合題目條件。 

選項 B：「牛」為象形，「三」為指事，「松」為形聲。 

選項 C：「甘」為指事，「林」為會意，「末」為指事。 

選項 D：「口」為象形，「刀」為象形，「寸」為指事。 

2. 學生答對率達 54%，選擇選項 B 與選項 C 的學生應是對於指事與會意字的造字

原則不甚熟悉，故未能正確作答。 

 



35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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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教師可運用影音媒材讓學生對文字的演變加深印象。也可讓學生手繪字體

演變的形體，加深印象。 

(二) 清楚講述各個造字原則，並舉例，或引導學生查閱相關網頁，達到自主學習效益。 

(三) 答題時，可先從獨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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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評量的閱讀理解（語文技能）計有：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與篇

章理解等四項。 

(一)字詞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5 112-C7-H1-15 A 

學習重點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字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6% 

全 體 0.86 0.05 0.05 0.04 0.00 

高分組 0.99 0.00 0.00 0.00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55 0.15 0.16 0.13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掌握字本義、衍生義、古今義、虛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6%，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55%，鑑別度 0.44。 

2. 8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5%的學生選擇 B，5%的學生選擇 C，4%的學生選

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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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黑」名單：隱密的、不公開的。（非顏色，為正確選項）。 

選項Ｂ：「黑」面琵鷺：實指顏色。 

選項Ｃ：「黑」黝黝：實指顏色。 

選項Ｄ：「黑」壓壓：實指顏色。 

2. 本題通過率高，低分組也有超過五成的通過率，可推知學生對於「黑」是實指顏

色或虛指，多能正確區辨。 

二、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顏色字題型通常考判斷其為實指或虛指，若學生能記憶並理解，可以直接從選項檢

驗。若無法確定實指或虛指，可從其搭配的事物來推論，搭配顏色解釋的事物便很

有可能是實指。以本題為例，「黑面琵鷺」可能是一種臉部有黑色羽毛的鳥類，「黑

黝黝的肩」可能是指肩膀膚色較黑，「黑壓壓一片」，可以推測是歌迷太多，人群密

集看不清楚的樣子，但「黑名單」較不可能是指黑色的名單，因此推論選項Ａ最可

能不是實指顏色。 

(二) 鼓勵學生善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或《國語辭典簡編本》查找字形、部

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擴展詞彙、掌握字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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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6 112-C7-H1-16 D 

學習重點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字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8% 

全 體 0.05 0.08 0.08 0.78 0.00 

高分組 0.00 0.00 0.00 0.99 0.00 
鑑別度：0.60 

低分組 0.15 0.24 0.22 0.3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掌握字本義、衍生義、古今義、虛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8%，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39%，鑑別度 0.60。 

2. 7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5%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B，8%的學生選

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望其項背」的「項」是指頸項。 

選項Ａ：義賣款「項」：經費。 

選項Ｂ：注意事「項」：條款、種類。 

選項Ｃ：鐵人三「項」：量詞。計算事物分類或件數的單位。 

選項Ｄ：抱頭縮「項」：頸項。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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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但低分組仍有近六成選擇錯誤選項，可知低分組對於提取

字義的能力仍是較不足的。 

二、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Ab-Ⅳ-7  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三、教學建議 

(一) 這類題型在題幹上其實已有提供解題線索，從「望其項背」的詞義可推知「項」是

指「頸項」，再直接帶入各選項中，逐一檢驗文意是否通順，即可找出正解。 

(二) 教師教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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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義的脈絡，再透過學生熟悉的詞語義去連結字義，以鞏固學習成效。 

(三) 鼓勵學生善用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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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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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7 112-C7-H1-17 B 

學習重點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理解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0% 

全 體 0.05 0.70 0.19 0.05 0.00 

高分組 0.01 0.94 0.05 0.00 0.00 
鑑別度：0.57 

低分組 0.14 0.38 0.34 0.13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字詞理解（理解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0%，高分組答對率 94%，低分組答對率 38%，鑑別度 0.57。 

2. 7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5%的學生選擇 A，19%的學生選擇 C，5%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應改為：選項 A：網路「上線」／使用時間的「上限」 

     選項Ｃ：「權力」地位／接受教育的「權利」 

     選項Ｄ：「過渡」時期／工作時數「過度」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四成，且有與答對者相當的比例選擇

選項Ｃ，可推知無法區辨及正確使用「權力」、「權利」二詞的學生頗多，故誘

答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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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Ab-Ⅳ-4  6,500 個常用詞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 本題評量的詞語因為音同而容易混淆，解題時應提醒學生回到詞語本身，這類詞語

通常會有其中一個字相同，因此另一個不同的字便是判別詞義的關鍵。以本題選項

Ｃ為例，「力」有力量之意，可以聯想到「權力」是控制、指揮的力量，由「地位」

一詞再推敲因身分位置而擁有的力量，所以應作「權力地位」。「利」有「利益」之

意，可以聯想到「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利益，如接受教育的「權利」。 

(二) 詞由字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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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掌握不同語境中字詞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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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8 112-C7-I1-18 D 

學習重點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2% 

全 體 0.08 0.07 0.03 0.82 0.00 

高分組 0.02 0.02 0.00 0.96 0.00 
鑑別度：0.39 

低分組 0.19 0.15 0.09 0.5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句子理解（句義推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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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2%，高分組答對率 96%，低分組答對率 58%，鑑別度 0.39。 

2. 8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8%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B，3%的學生選

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句子找到判別關鍵「狀如虎而牛尾」，即可推斷正確的圖像為選項Ｄ。 

2. 本題通過率高，低分組亦有近六成學生答對，可知雖是文言語法，但只要掌握身

體像虎，像牛只有尾巴，且不被「聲音如犬吠」誤導，即可找到正解。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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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文意理解的試題包括細節對照、歸納理解及轉換詮釋，本題即是評量學生能否將文

意轉化成圖，解題時學生可先看題目找考點。以本題為例，辨別文本中的獸應是什

麼模樣，學生只需找到文本中跟外貌有關的敘述，關鍵字為「形」（外形），後文的

「音」及「名」的介紹皆可略過。 

(二) 教師教導文言文時，可帶領學生多熟悉閱讀策略，尤其是圈補主語、還原省略，根

據上下文文意，還原其指稱的部分，除提高句子的理解詮釋能力，也有助於找出關

鍵字詞，判斷核心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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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9 112-C7-I1-19 C 

學習重點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理解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8% 

全 體 0.11 0.08 0.78 0.04 0.00 

高分組 0.02 0.01 0.97 0.00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23 0.21 0.44 0.1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句子理解（理解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8%，高分組答對率 97%，低分組答對率 44%，鑑別度 0.53。 

2. 7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1%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B，4%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中「每個人都會在人世中遭遇一些坎坷，我們的身心都可能傷痕累累」對應

到「人生的坎坷境遇會打擊我們」，「但，那也是我們學習的功課」對應到「也

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可推知選項Ｃ為正確答案。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低分組通過率也不低，但選項Ａ、Ｂ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

選答，推測是未能掌握邏輯字詞的功能，以致無法正確理解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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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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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建議教師在句子理解的教學中指導學生認識常見句型，練習利用邏輯字詞找到句義

關鍵： 

1. 並列句：前後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平行或相對的，沒有主次之分。多用「也」、

「又」、「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2. 轉折句：由兩個有轉折關係的分句組成，前後分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對，多用

「卻」、「不過」、「雖然……但是……」、「儘管……還是……」等邏輯字詞來

聯結。 

3. 因果句：前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後一個分句說出結果，一般用「由於」、「以致」、

「因為……所以……」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4. 承接句：分句之間有先後的順序，一般用「就」、「接著」、「首先……然後……」等

邏輯字詞來聯結。 

5. 條件句：前面的分句提出條件，後面的分句說明在這種條件下所產生的結果。這

類分句多用「只要」、「才」、「便」、「除非……否則……」、「無論……都……」

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6. 選擇句：由兩句或以上的分句組成，分別說出幾件事情或幾種情況，表示從中選

擇一項，用「還是」、「或者……或者……」、「不是……就是……」等詞語邏

輯字詞來聯結。 

(二) 以本題為例，四個選項都有提到人生會遇到坎坷，「如何面對」是句子的核心思想。

由「但」得知其為轉折句，此句型的重點會出現在邏輯字詞後，即「但，那也是我

們學習的功課」，再將該句子換句話說，即可找到最符合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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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0 112-C7-I1-20 A 

學習重點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理解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2% 

全 體 0.62 0.12 0.12 0.14 0.00 

高分組 0.92 0.02 0.02 0.04 0.00 
鑑別度：0.65 

低分組 0.27 0.25 0.25 0.23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句子理解（理解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2%，高分組答對率 92%，低分組答對率 27%，鑑別度 0.65。 

2. 6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2%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生選擇 C，14%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旨在說明為學不可半途而廢，應持之以恆。 

選項Ａ：旨在強調莫忘初衷，與題幹相去最遠。 

選項Ｂ：旨在說明堅持的重要。 

選項Ｃ：旨在說明毅力的重要。 

選項Ｄ：旨在說明堅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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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高，且各選項均有相當比例的學

生選答，在此題型，學生只要在各選項找到句義異於其他三者，即可得出答案，

因此推測低分組通過率低的原因或許與文言文題目關聯較低，而是低分組學生無

法正確理解各選項句子的意義。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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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可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先將句子中的關鍵詞語或關鍵句選出來，

配合換句話說的練習，如正面敘述轉成反面敘述，再利用「刪去法」得出答案。以

選項Ａ為例，「不要忘了為什麼要出發」，轉成正面敘述即「要記得當初為什麼要出

發」。 

(二) 本題題型題幹是文言文，選項是白話文，學生在文言文閱讀理解的部分，需藉由平

時課文教學所奠定的基礎，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掌握文言文中常用字詞

的意義與析詞釋義的能力，當學生能大致理解句義時，才能作更深層次的思考與辨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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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1 112-C7-I1-21 B 

學習重點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8% 

全 體 0.12 0.78 0.07 0.03 0.00 

高分組 0.02 0.98 0.00 0.00 0.00 
鑑別度：0.55 

低分組 0.28 0.43 0.20 0.0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句子理解（句義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8%，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43%，鑑別度 0.55。 

2. 7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2%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C，3%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打開包裝」後發現「空氣也需要錢」，可推測「空氣」是指包裝袋內的空氣，

空氣多相對產品量少，可知該句是以嘲諷的語氣說明洋芋片的內容物太少。其他

選項的敘述皆無法從該句中得到佐證。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雖然低分組通過率也不低，但誤答選項 A 與 C 的比例明

顯較高，推測與學生無法判別「反諷」語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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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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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語氣」是指說話的人表達想法時，所呈現的態度與口氣，通常需要搭配前後文意

來推敲。本題文句不長，但仍有可辨別的線索，如句末的「！」表明感嘆語氣或加

重語氣，若只是單純發現一則事實是不需要加重語氣的。而「空氣需要錢」要打開

包裝才能發現，表示需要錢的空氣在包裝裡，那嘲諷包裝裡空氣多的態度便很明顯

了！ 

(二) 課堂教學時，提醒學生作文句內容推論，應本於題幹文字的敘述，切勿擅自加字詞

去補充文句，如本題僅提到「空氣」，學生不該作過度解讀將其等同於「食物香氣」。

學生也不應以自身的學習經驗去解讀文句，如洋芋片的確會在包裝內注入氮氣，以

防止洋芋片碎裂，減少洋芋片氧化產生油耗味，以及防止微生物滋生，但單從題幹

上的敘述是無法推知包裝內的空氣有特殊功能，消費者也無法從打開包裝就得知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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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落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2 112-C7-J1-22 C 

學習重點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0% 

全 體 0.19 0.18 0.40 0.23 0.00 

高分組 0.12 0.15 0.54 0.19 0.00 
鑑別度：0.28 

低分組 0.26 0.22 0.26 0.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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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段落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0%，高分組答對率 54%，低分組答對率 26%，鑑別度 0.28。 

2. 4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9%的學生選擇 A，18%的學生選擇 B，23%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由【甲】的內文可知肇事事故前五名皆與未遵守交通規則有關。 

選項Ｂ：由【乙】表格可知 110 年的自撞死亡人數（442 人）較前一年(424 人) 

稍有增加。 

選項Ｃ：【甲】的內文中「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第一名，但屬綜合性的

交通事故統計，未針對機車事故，故無法推論。 

選項Ｄ：機車事故總死亡人數 1,492 人，佔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 2,440 人的 

61.1%，為正確選項。 

2. 本題提供文字與表格兩種資訊呈現方式，學生需要判斷各選項內容應由文字【甲】

或表格【乙】來判讀，由通過率推測低分組對於此題型的掌握度較不足。 

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c-Ⅳ-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三、教學建議 

(一) 非連續性文本的形式包括長條圖（注重比較）、折線圖（強調趨勢）、圓餅圖（注意

比例）、流程圖（強調順序）、情境圖（注意提示）、分類表（強調歸納）等，教學時

應先建立學生對各類圖表的概念及其對應的功能。 

(二) 指導學生解題時應先讀標題，對圖表有初步認識。閱讀圖表時留意項目和單位，若

是圖，可以閱讀「橫軸」與「縱軸」，若是表，則從「標題列」看起。接著看選項再

回到文本找相關訊息，比較選項敘述與圖表內容是否相符，即可找到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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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3 112-C7-J1-23 A 

學習重點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5% 

全 體 0.75 0.06 0.07 0.11 0.00 

高分組 0.98 0.00 0.01 0.01 0.00 
鑑別度：0.61 

低分組 0.37 0.19 0.21 0.2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段落主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5%，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37%，鑑別度 0.61。 

2. 7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6%的學生選擇 B，7%的學生選擇 C，11%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冬末春初盛產加志魚，秋食鯖魚，農曆正月紅蟳，二月螃蟹可知，孔子所言「不

時不食」是指當季什麼食材盛產，就是最適合吃的食材，即遵遁自然，吃應時令、

季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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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雖然低分組通過率不低，但從錯誤選項的選答率頗平均來

看，仍有一定比例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從文本的舉例中統整訊息，掌握段旨。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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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師可教導學生分析段落結構的策略，如起承轉合、先敘後議、先總後分等，再從

中推論主旨。以本題為例，首句「子曰：『不時不食。』」為「總」，即整段主旨，接

著舉例分述說明，若能統合所舉例子的共同點，即可歸納該段落的主旨，明白孔子

所說「不時不食」的涵義。 

(二) 面對歸納理解型的題目，在解題時建議學生先看題目，了解考點，閱讀文本時也能

更快找到答題關鍵。若學習低成就的學生閱讀段落負擔較大，先以「。」、「？」、

「！」把段落再劃分為句子，從每個句子中找到含有作者主觀看法的部分，確認關

鍵字詞，再彙整各句的關鍵字詞，找出共通性，對照選項即可推出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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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4 112-C7-J1-24 A 

學習重點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38% 

全 體 0.38 0.12 0.39 0.10 0.00 

高分組 0.64 0.06 0.30 0.00 0.00 
鑑別度：0.45 

低分組 0.18 0.19 0.36 0.2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段落主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8%，高分組答對率 64%，低分組答對率 18%，鑑別度 0.45。 

2. 3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2%的學生選擇 B，39%的學生選擇 C，10%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作者建議大家去陌生的地方不要使用 APP，甚至可以把迷路設定為目標，這樣在

抵達的路途中，因為困難重重，你不會和世界匆匆而過，即有機會認識你原本可

能會錯過的。與選項Ａ旨意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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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通過率不高，且全體錯誤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可知選項Ｃ對學生而言更具

誘答力，或許與文本中多次提到要大家「立志迷路」有關。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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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師可教導學生找出褒貶詞後判斷作者觀點的策略，在文字中找到帶有主觀褒貶意

識的詞語，再進一步判斷作者的觀點。以本題為例，閱讀時配合邏輯字詞「但」的

圈選策略，會發現文意的轉折在「我認為那種看法令人心驚」一句，可知作者並不

贊同使用 GOOGLE 地圖，而是建議大家「立志迷路」，而主要觀點句在最末一句，

說明迷路的好處：投入這個世界，即希望大家透過迷路有機會更認識這個世界。 

(二) 從文字敘述推論深層文意，在判斷選項中最相近的答案時，應提醒學生必須全部都

符合文本內容，如誘答力較高的選項Ｃ，前半句是正確的，但文本中完全沒提及作

者擔心大家走不出自己的路，故非正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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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章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5 112-C7-K1-25 D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句段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83% 

全 體 0.06 0.06 0.05 0.83 0.00 

高分組 0.00 0.00 0.00 0.99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17 0.17 0.16 0.4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3%，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49%，鑑別度 0.50。 

2. 8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6%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5%的學生選

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荔枝生巴峽間。 

選項Ｂ：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 

選項Ｃ：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

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 

選項Ｄ：未提及。 

2. 本題高分組答對率高，低分組答對率也近五成，推測答錯的學生應是未具備文言

文基本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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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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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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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確認句子的主語：除了辨別句子明確的主語，也要能判斷省略的主語。 

2. 辨識代詞指稱的對象：前文提過才會出現代詞，因此遇到代詞，往前即可找到代

詞「指代的人物或內容」，有助於理解文意。 

3. 推測生難詞語意涵： 

①換字：回想學過的課文，思考可能的解釋再替換。 

②加字：將詞語一個字一個字拆開，再作加字造詞。 

③部首：從部首大略推論字詞意義。 

④前後文：當字詞本身無法提供判讀線索，只能從前後文推論，要確認前後文理

解時是否通順合理。 

(二) 提醒學生若遇到不懂的虛詞不用驚慌，「之」應判別是否為代詞，而其他常見的「因、

為、以、於、乃、蓋」等，常是順著前後文而來，其中只有可以判斷前後句子邏輯

的「連詞」比較重要，但也較容易理解。其他若真的猜不出來，可以暫時忽略，先

往下讀，每句大致理解文意即可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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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6 112-C7-K1-26 B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文本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0% 

全 體 0.14 0.50 0.07 0.28 0.00 

高分組 0.08 0.78 0.01 0.13 0.00 
鑑別度：0.52 

低分組 0.20 0.26 0.18 0.35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文本主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0%，高分組答對率 78%，低分組答對率 26%，鑑別度 0.52。 

2. 5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4%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C，28%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畫線處「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可知，作者命令工吏畫荔

枝圖，是為了給那些不認識荔枝，及雖見過但不是在前三天內見到的人看。其原

因前文有提及，荔枝每日都有變化，超過四、五日，荔枝的色香味就全部消除了。

與選項Ｂ最相符。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八成，答錯的學生多選擇選項Ｄ，低分組選擇選項Ｄ的比例

更是超過正確選項，推知學生被「荔枝一日三變」所誘答，未能從「四五日外， 

色香味盡去」推論出前文的「色變香變味變」不是指香氣味道層次豐富，而是因

為不耐久放而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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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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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面對文言文題型，除了上述的教學指引，教師在作範文教學時可多讓學生練習以下

閱讀理解策略： 

1. 配合注釋翻譯：搭配文本提供的注釋，練習刪除不必要的虛詞，調整倒裝句等特

殊句型，從部首或上下文推測等方法，讓學生用自己的話翻譯成白話文。 

2. 辨別文體找重點：如記敘文可用「六何法」整理資訊，議論文及抒情文的主旨句

通常會在前面，也可能在最後面出現。 

(二) 提醒學生從文字敘述推論深層文意時，應把句子完整看完，並配合前後文，才能推

論出符合邏輯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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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7 112-C7-K1-27 C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文本訊息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4% 

全 體 0.08 0.13 0.54 0.25 0.00 

高分組 0.01 0.02 0.84 0.13 0.00 
鑑別度：0.57 

低分組 0.19 0.28 0.27 0.25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提取文本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84%，低分組答對率 27%，鑑別度 0.57。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8%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25%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文中並無提及潛水人得到心臟病的機率。 

選項Ｂ：作者並非為了巨大石斑魚而特地去東澳灣潛水。 

選項Ｃ：從文本第五段可知。 

選項Ｄ：對作者而言是三十年不忘的魅力，非夢魘。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四個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甚至

選項Ｂ的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推測低分組學生並未仔細比對文本與選項內容，

以致無法掌握正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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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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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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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師作現代散文範文教學時，應引導學生從審題開始，練習從題目預測內容或主題。

閱讀全文後，判斷該文章屬於何種文體，再運用適合的閱讀策略。如本篇為記敘文，

一般記敘文可以「六何法」找出敘寫的對象及相關訊息，再進一步分析其記敘手法。 

(二) 本題重點在檢核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學生在作答該類型試題時，建議先閱讀考題

的選項，再回到文本找出與選項有關的句子，仔細比對選項與文本內容的異同，即

可正確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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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8 112-C7-K1-28 D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句段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7% 

全 體 0.25 0.11 0.16 0.47 0.00 

高分組 0.24 0.03 0.04 0.69 0.00 
鑑別度：0.45 

低分組 0.22 0.22 0.31 0.24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7%，高分組答對率 69%，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45。 

2. 4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5%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16%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的句子出現在文本第五段，該段敘寫石斑魚本在沉船尾橋過得幸福快樂，身

為入侵者的作者將牠趕跑，覺得很不應該，可推論作者認為應該尊重海裡的生物，

讓牠們安心自在的在原來的生活場域，人類去潛水不該破壞原來的生態。與選項

Ｄ涵義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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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組通過率近七成，但選答錯誤的學生大都選擇了選項 A，可知選項Ａ對高分

組學生是有誘答力的。低分組各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且選擇選項Ｃ的

比例高於正確選項，可知低分組學生對於該句義的推論理解是不足的。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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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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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本題重點在檢核推論理解的能力。「推論」的方法可以從尋找支持的證據、判斷因果

關係、釐清不同觀點、連結訊息間的關係、融入背景知識等方面著手。以本題為例，

是運用判斷因果關係、連結訊息間的關係做推論。找到與題幹敘述相關的第五段，

掌握重點訊息：1.石斑魚在那個空間生活得幸福 2.人類喧賓奪主，很不應該。綜合

以上訊息，即可推論作者對海洋的態度應是予以尊重，讓它維持原來的樣貌。 

(二) 此類題型除了掌握作者觀點外，學生尚需理解選項各文句的涵義，理解策略包括圈

選關鍵字句、換句話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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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9 112-C7-K1-29 C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文本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7% 

全 體 0.07 0.14 0.47 0.32 0.00 

高分組 0.00 0.04 0.77 0.19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19 0.25 0.24 0.31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文本主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7%，高分組答對率 77%，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53。 

2. 4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7%的學生選擇 A，14%的學生選擇 B，32%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作者看到魚市場的大石斑魚屍體，湧上自己的朋友遭暴君追殺的悲哀，可知作者

將魚視為朋友，不捨其失去生命，其情感與選項Ｃ一致。 

2. 不管高分組或低分組，都有頗高的比例學生選擇選項Ｄ，推測學生是誤解了「桀

紂暴君追殺九族」的句義，認為作者是在譴責捕魚的人，但文中僅是就悠遊在大

海中的魚與冰冷屍體的魚作對比，道出作者的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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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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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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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三、教學建議 

(一) 記敘文雖以敘述手法為主，但通常是透過記人、記事、記物、記景等，表達作者的

情感或看法。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找出文本中帶有主觀情感的句子，統整這些訊息，

即可理解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或感受。以本題為例，從「具有讓人三秒鐘烙印三十

年的魅力」、「華屋美食，真是幸福快樂得不得了」、「我將牠嚇走了，還真是乞丐趕

廟公般的不應該呢」等句，可知對作者來說海洋是魚的歸屬處，以致於在市場看到

魚屍體時才會那麼感傷。 

(二) 「詮釋整合」的考題包括主旨、涵義，即作者的觀點、看法或情感。教學時，應從

段落摘要著手，教師可藉由提問、關鍵句畫線，引導學生理解文意，摘要重點，再

整合摘要重點，掌握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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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0 112-C7-K1-30 D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文本訊息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2% 

全 體 0.10 0.26 0.12 0.52 0.01 

高分組 0.02 0.15 0.02 0.82 0.00 
鑑別度：0.59 

低分組 0.19 0.33 0.23 0.2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提取文本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2%，高分組答對率 82%，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59。 

2. 5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0%的學生選擇 A，26%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在餃子裡包硬幣的傳統始於明朝，流行於清朝。 

選項 B：在包餃子時把麵皮對折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沿著半圓形邊緣細細

捏勻，稱之為「捏福」，並非餃子的別名。  

選項 C：在山東過年煮的餃子常常會故意煮破幾顆，但不說「破」了，而要說「掙

了」或「漲了」，因為餃子餡有菜，菜諧音財，取「掙財」、「漲財」

之意。 

選項 D：從文本第五段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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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四個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甚至

選項Ｂ的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推測低分組學生並未仔細比對文本與選項內容，

以致無法掌握正確訊息。 

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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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三、教學建議 

(一) 教師作現代散文範文教學時，應引導學生從審題開始，練習從題目預測內容或主題。

閱讀全文後，判斷該文章屬於何種文體，再運用適合的閱讀策略。如本篇為說明文，

閱讀說明文時需找出說明對象的相關細節，可運用畫線策略。若有搭配圖片或表格，

須留意其中的文字說明，可試著歸納或分析異同。 

(二) 說明文的題型多在評量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提醒學生作答時可先大概閱覽文章，

掌握各段說明主題，再閱讀考題的選項，將選項帶回文本內容驗證，即可找到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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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1 112-C7-K1-31 A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句段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1% 

全 體 0.41 0.17 0.32 0.10 0.00 

高分組 0.70 0.07 0.18 0.06 0.00 
鑑別度：0.51 

低分組 0.19 0.27 0.39 0.14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1%，高分組答對率 70%，低分組答對率 19%，鑑別度 0.51。 

2. 4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7%的學生選擇 B，32%的學生選擇 C，10%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文本第五段引用此俗語說明年夜飯中餃子是親人們歡聚一堂的象徵，和各選項作

比對，可推論「沒有外人」最符合其涵義。 

2. 本題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二成，且選擇選項Ｃ的比例頗高，高分組亦有較高比例選

擇選項Ｃ，推測是受到傳統觀念影響而過度解讀句義，認為過年相聚的親人應該

「多多益善」，愈熱鬧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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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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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三、教學建議 

(一) 面對填空的題型，應先閱讀空格的前後文來推論文意，再套入選項，找出最通順且

符合文意者。以本題為例，空格前文為「大年三十吃餃子」，後文為「年夜飯中餃子

是親人們歡聚一堂的象徵」，統整前後訊息，大年三十吃年夜飯，餃子象徵親人歡聚

一堂，既然是親人相聚，自然沒有外人的道理，即可推論出正答。 

(二) 此題的俗語為歇後語形式，歇後語通常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像是謎面，後半

部分像是謎底，常有諧音、諧義雙關的用法。面對這類型題目，可以將前半部的謎

面作為引導，和後半部的謎底配對看看，能借義通順的就是正確的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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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2 112-C7-K1-32 D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句段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65% 

全 體 0.11 0.10 0.13 0.65 0.01 

高分組 0.02 0.02 0.02 0.94 0.00 
鑑別度：0.65 

低分組 0.22 0.21 0.27 0.2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5%，高分組答對率 94%，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65。 

2. 6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1%的學生選擇 A，10%的學生選擇 B，13%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從「渡鵲橋」可知是七夕。 

選項 B：從「登高」、「茱萸」可知是重陽節。 

選項 C：從「月明」、「秋思」可知是中秋節。 

選項 D：從「爆竹」、「一歲除」可知是除夕。與題幹相符。 

2. 高分組的通過率超過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三成，且錯誤選項均有一定比例

選答，推知低分組學生從詩句中判別節慶的能力尚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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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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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簡化長篇文本策略：先彙整段意（段落主題），再整合篇意。以本文為例，

找出本文的說明對象「餃子」，掌握各段在說明餃子的何種資訊，即可從第五、六段

得知傳統吃餃子是在過年時。 

(二) 本題評量的知識節點為句段推論，教師教學時可配合季節，從各季節的動植物、天

文到各節慶的文化習俗作講解，平時解題時可標注每個選項的判斷關鍵詞語，加深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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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3 112-C7-K1-33 C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文本訊息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54% 

全 體 0.17 0.13 0.54 0.15 0.01 

高分組 0.05 0.03 0.86 0.04 0.00 
鑑別度：0.63 

低分組 0.26 0.24 0.24 0.24 0.02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提取文本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86%，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63。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7%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15%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狄更斯是透過寫作，讓可憐的人深深地獲得大家的同情，故選項Ｃ的內容有誤。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三成，且錯誤選項均有一定比

例選答，推知低分組的學生未能仔細比較選項內容與文本的異同。 

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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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本題重點在檢核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此類型考題的題幹敘述通常為：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因此作答試題時，可以先閱讀考題的選項，再回到文

本比對，檢視兩者的吻合度，即可正確地答題。 

(二) 以本題為例，四個選項出現的段落，分別是：選項Ａ在第二段、選項Ｂ在第六段、

選項Ｃ在第二段及第四段、選項Ｄ在第三段。經過比對後，可以發現正確答案為Ｃ，

從「英國的知識分子，深深地受到狄更斯的影響，在狄更斯的筆下……」、「沒有一個

作家出來聲援他們」，可知狄更斯是作家，是透過寫作的方式喚起群眾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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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4 112-C7-K1-34 D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句段推論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79% 

全 體 0.07 0.06 0.06 0.79 0.01 

高分組 0.00 0.00 0.00 0.98 0.00 
鑑別度：0.54 

低分組 0.18 0.18 0.17 0.45 0.02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9%，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45%，鑑別度 0.54。 

2. 7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7%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6%的學生選

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劃線處後的說明可知此故事是悲慘的情節，故〈賣火柴的小女孩〉最符合。 

2. 本題難度不高，但仍有近二成學生無法正確作答，推知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學

生沒注意到劃線後的提示，其二可能是不了解四個童話的故事內容。 

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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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面對劃線或填空的題型，應先閱讀劃線處或空格的前後文來推論文意，找出最通順

且符合文意者。以本題為例，劃線處要填的是美國孩子不喜歡讀的童話故事，因為

他們不能想像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悲慘的事情，由此可知要選填的童話故事內容是

悲慘的，即可找出正答。 

(二) 此類題型在命題時會顧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像此題選項四個童話皆是耳熟能詳的，

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都應讀過。但倘若對四則童話真的沒有概念，可利用審題來預測

故事內容，如〈醜小鴨〉讓人聯想到「醜小鴨變天鵝」的說法，結局是美好的；〈拇

指姑娘〉可推測是像拇指一樣小的女孩的故事，可愛的形象與「悲慘」似乎連結不

上；〈國王的新衣〉雖無法得知是什麼樣的新衣服，但至少主角的身分是國王；而

〈賣火柴的小女孩〉，想像小女孩年紀輕輕就要在外面賣東西，命運相較之下最坎

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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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5 112-C7-K1-35 B 

學習重點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寫作手法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A B* C D 其他 
通過率：40% 

全 體 0.12 0.40 0.16 0.31 0.01 

高分組 0.04 0.69 0.08 0.19 0.00 
鑑別度：0.47 

低分組 0.22 0.21 0.23 0.31 0.02 

一、試題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篇章理解（寫作方式）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0%，高分組答對率 69%，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47。 

2. 4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2%的學生選擇 A，16%的學生選擇 C，31%的學生

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文中是拿美國兒童與臺灣兒童作類比，不知人間悲苦的狀況，臺灣兒童

有，美國兒童更嚴重。 

選項Ｂ：過去英國的窮人在國土內，所以狄更斯能喚起英國人對窮人的關懷，但

非洲愛滋即使再嚴重，多數富有國家的人民仍無動於衷。為正確選項。 

選項Ｃ：文中想譴責的是冷漠、未伸出援手的一群，並非針對製造仇恨的人。 

選項Ｄ：文中未提及。 

2. 本題通過率不高，且有超過三成的比例選擇錯誤答案選項Ｄ，可知選項Ｄ極具誘

答力外，推測學生是過度解讀童話在第一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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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三、教學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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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段來了解文章的敘述脈絡，找出重點修辭及其表現手法，分析作者特有的寫作風

格。 

(二) 回答此類題型時建議學生先看選項，確認各選項的關鍵字詞，如運用順敘或倒敘、

加入對比、援引言例事例等，再回頭閱讀文本，一一與選項內容比對，必要時需整

合數段訊息，即可找到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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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本計畫同時採用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與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三參數模式作為試題分析理論基礎，並以三參數模式進行學生

能力估計。三參數模式有 a、b、c 三種參數，分別代表鑑別度、難度以及猜測度。學

生能力估計值則參考 PISA 與 TIMSS 等國際大型測驗的作法，將估計出來的能力轉換

至平均分數 500，標準差 100 的量尺上，再以轉換所得量尺分數進行不同背景變項學

生表現分析。本年度國語文七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狀況，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國語文七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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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2，以性別為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男生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485（標準差 98）、

女生平均量尺分數則為 515（標準差 89）；再以不同都市化程度進行背景變項分析，

發現「都會核心」及「工商市區」之七年級學生其國語文學力檢測表現高於整體平均，

「新興市鎮」與整體平均差異不大，「傳統產業市鎮」、「低度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

及「偏遠鄉鎮」學生之表現低於整體平均。 

按照不同都市化程度學力表現由高至低依序為「都會核心」、「工商市區」、「新興

市鎮」、「低度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傳統產業市鎮」、「偏遠鄉鎮」，各鄉鎮市區

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5-1 所示。本年度報考學生人數

53,668 人，排除無效樣本後，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為 47,472 人。 

 

 

 

圖 5-2 國語文七年級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學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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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鄉鎮市區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 47,472  499  95  

都會核心 2,995  537  89  

工商市區 11,483  513  93  

新興市鎮 17,133  499  97  

傳統產業市鎮 4,884  480  94  

低度發展鄉鎮 8,372  485  91  

高齡化鄉鎮 1,633  484  85  

偏遠鄉鎮 972  45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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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七年級學生於不同學習重點之答對率表現 

藉由將「國民中學國語文七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題號，對應之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學習重點和答對率進行交叉對照，可更明確檢視學生表現較優異和有待加強之處，

相關整理如表 5-2 所示。 

表 5-2-1 形音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2 

4-Ⅳ-1 

4-Ⅳ-2 

4-Ⅳ-3 

Ab-Ⅳ-1 

Ab-Ⅳ-2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4 

4-Ⅳ-1 

4-Ⅳ-2 

4-Ⅳ-3 

Ab-Ⅳ-1 

Ab-Ⅳ-2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61~70    

51~60 1 

4-Ⅳ-1 

4-Ⅳ-2 

4-Ⅳ-3 

Ab-Ⅳ-1 

Ab-Ⅳ-2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41~50    

31~40 3 

4-Ⅳ-1 

4-Ⅳ-2 

4-Ⅳ-3   

Ab-Ⅳ-1 

Ab-Ⅳ-2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識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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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字詞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1~70    

51~60    

41~50    

31~40 5 
4-Ⅳ-1 

Ab-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 字，使用 3,500 字。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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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語法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 Ab-Ⅲ-8 詞類的分辨。 

61~70 7 
5-Ⅳ-3 

Ac-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1~60 

8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9 

5-Ⅳ-1 

 

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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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不同效果。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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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修辭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1~70    

51~60 10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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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章法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1~70 11 
5-Ⅳ-3 

Ad-Ⅳ-1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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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文體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12 
5-Ⅳ-3 

Ba-Ⅴ-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 

61~70 13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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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 國學知識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61~70    

51~60 14 
Ab-Ⅳ-3 

Ab-Ⅴ-1 

基本的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六書的基本原則。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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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字詞理解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15 

Ab-Ⅳ-1 

Ab-Ⅳ-2 

Ab-Ⅳ-5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71~80 16 

Ab-Ⅳ-1 

Ab-Ⅳ-5 

Ab-Ⅳ-7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61~70 17 
Ab-Ⅳ-4 

Ab-Ⅳ-5 

6,500 個常用詞語的認念。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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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句子理解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18 
5-Ⅳ-2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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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71~80 

19 
5-Ⅳ-2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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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21 
5-Ⅳ-2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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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61~70 20 
5-Ⅳ-2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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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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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0 段落理解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71~80 23 
5-Ⅳ-2 

5-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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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61~70    

51~60    

41~50    

31~40 

22 
5-Ⅳ-3 

Bc-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24 
5-Ⅳ-2 

5-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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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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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1 篇章理解學習重點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題號 學習重點 

91~100    

81~90 25 
5-Ⅳ-2 

Ad-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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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71~80 34 
5-Ⅳ-3 

Ad-Ⅳ-1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61~70 32 
5-Ⅳ-2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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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1~60 

27 

5-Ⅳ-2   

5-Ⅳ-3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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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30 
5-Ⅳ-2 

Ad-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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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33 
5-Ⅳ-3 

Ad-Ⅳ-1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41~50 

26 
5-Ⅳ-2 

Ad-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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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28 

5-Ⅳ-2 

5-Ⅳ-3 

Ac-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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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29 

5-Ⅳ-2 

5-Ⅳ-3 

Ac-Ⅳ-3 

Ad-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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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31 
5-Ⅳ-2 

Ad-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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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31~40 35 
5-Ⅳ-3 

Ad-Ⅳ-1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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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教學建議  

國語文七年級學力檢測，以「選擇題型」的方式，檢測「形音知識」、「字詞知識」、

「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國學知識」、「字詞理

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與「篇章理解」等十一項能力。 

國語文七年級學力檢測全體學生通過率是 61%，各向度施測結果統計如下表 6-1 所示： 

表 6-1 整體學生及高分組、低分組學生於各評量向度之通過率  

評量向度 題號 
分組平均通過率 

高分組 全體 低分組 

形音知識 1、2、3、4 0.82  0.62  0.39  

字詞知識 5 0.57  0.34  0.22  

語法知識 6、7、8、9 0.91  0.63  0.31  

修辭知識 10 0.83  0.53  0.22  

章法知識 11 0.88  0.66  0.36  

文體知識 12、13 0.88  0.69  0.44  

國學知識 14 0.80  0.54  0.29  

字詞理解 15、16、17 0.98  0.78  0.44  

句子理解 18、19、20、21 0.96  0.75  0.43  

段落理解 22、23、24 0.72  0.51  0.27  

篇章理解 
25、26、27、28、29、30、 

31、32、33、34、35 
0.82  0.55  0.28  

小計  0.85  0.61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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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向度來看，「字詞理解」（78%）、「句子理解」（75%）、「文體知識」（69%）、「章法

知識」（66%）、「語法知識」（63%）和「形音知識」（62%）的表現較佳，高於平均通過率；

「篇章理解」（55%）、「國學知識」（54%）、「修辭知識」（53%）、「段落理解」（51%）與「字

詞知識」（34%）的表現較弱，低於平均通過率。 

依據施測結果針對語文知識及閱讀理解（語文技能）提出教學建議如下： 

一、語文知識 

語文知識試題包括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

識與國學知識七項。學生的整體表現以「文體知識」的成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69%，

其次為「章法知識」（66%）、「語法知識」（63%）、「形音知識」（62%），「國學知識」

（54%）、「修辭知識」（53%），表現較弱的是「字詞知識」（34%）。 

(一) 在形音知識部分，包含提取字音、提取字形兩個向度。首先，提取字音包括形近字

音與多音字音兩部分，指導形近字音時，可將容易混淆的形近字以詞語方式呈現，

讓學生藉由念讀分辨、熟悉詞彙，進而記憶其差異。教導多音字時，應以教育部民

國 88 年正式頒布使用的《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教學時著重「音隨義轉」

的特性，引導學生找出字形、字音、字義間的辨識要點，養成以構詞對照的方式熟

記音義。提取字形方面在本次檢測僅就形近字、同音字兩部分評量。「形近字」因

字形相近而容易混淆誤用，教師宜引導學生觀察形近字，辨識差異，教學時可以

搭配「部首」引導學生辨別字義關係。同音易錯字在記憶時可搭配「詞語」作練

習，從常用詞語先著手，在字義方面多做歸納及講解，幫助學生精確的用字遣詞，

避免誤用。 

(二) 在字詞知識部分，主要檢測提取四字詞語（含成語）詞義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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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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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熟習活用，可透過造句或講

解典故加深學生印象，補充近義、反義詞來擴充語詞量，指導學生由上下文判斷

適合使用的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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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語法知識部分，分為詞語結構（認識詞類）、認識句型、認識病句及運用標點符

號。詞語結構方面，可利用課文語句指導學生，針對詞類(詞性)的定義先建立基礎

概念，提醒學生應從詞語在文句中的功能或修飾的對象作為詞性判別的依據。句

型方面，可教導學生認識基本句型：陳述、疑問、感嘆、祈使。特殊句型：把字句、

被字句。關聯句型：並列、因果、承接、假設、目的、遞進、選擇、轉折、條件等

句型。閱讀文本時引導學生注意其所使用的句型，以精確掌握作者或說話者的觀

點。認識病句方面，除了多朗讀精確的文句篇章，以培養敏銳的語感，平時可利用

課堂討論，修改學生寫作時不適當的文句。另外，關鍵標點符號（句號／破折號／

冒號／引號）的使用可幫助長文的閱讀理解，標點符號的熟習在寫作測驗上也可

起到加分作用，教學時宜從多元面向讓學生了解該知識向度的重要性。 

(四) 在修辭知識部分，學生應能理解與欣賞譬喻、轉化、類疊、引用、排比、摹寫、雙

關、設問、誇飾、對偶、映襯、借代、層遞、倒反等十四種修辭法。教學時，教師

可適時在文本的閱讀中提點作者使用修辭的巧思，佐以淺顯的解析、類舉。較容

易混淆之修辭，如「譬喻」與「轉化」、「排比」與「層遞」，可從修辭的定義、構

成要件到例句的比較，逐步引導學生釐清其差別。 

(五) 在章法知識部分，協助學生釐清記敘文的敘述方法，包括順敘、倒敘、補敘及插

敘。在文章結構方面，教師可配合課本、習作內的文本協助學生建立概念，認識時

間式、事件式、因果式、並列式、總分式、方位式等不同寫作結構，引導學生在閱

讀時找出段落間的關係，將自然段合併為意義段，更容易掌握段落間的關係、了

解事件的原由結果等，以進入理解、統整的深度閱讀。 

(六) 在文體知識部分，欲正確區辨文體應先協助學生認識文章的表述方式，主要有敘

述、描寫、抒情、議論和說明等五種，再根據表述手法判別其屬於記敘文本、抒情

文本、說明文本、議論文本或應用文本。其中說明文本分為連續性文本與非連續

性文本，多以跨領域、情境式試題呈現，教學時教師可依照說明文類型提供閱讀

策略，讓學生練習圖文互轉。寫作的表達方式還包括主觀客觀、正向表達與反向

表達，可引導學生找到關鍵用語作為判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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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國學知識部分，七年級主要檢測造字原則，可運用影音媒材讓學生對文字的演

變、結構加深印象，教學時加強各造字法則的辨識技巧，從該字能否拆解判別屬

於獨體的「文」或合體的「字」，再分別從兩組的造字法則定義及特徵進一步區辨。 

二、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為語文技能項目之一，包括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與篇章理解

四項。學生的整體表現以「字詞理解」的成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78%，其次為「句

子理解」（75%），而「篇章理解」（55%）、「段落理解」（51%）的表現較弱。 

(一) 字詞理解部分，分為提取字義與掌握詞義兩部分。提取字義的題目包括掌握字本

義、衍生義（引伸義、比喻義）、古今義、虛字等。教師教學時可以運用課文字詞，

引導學生繪製字詞義的樹狀圖，標出本義與衍生義的脈絡，再透過學生熟悉的詞

語義去連結字義，以鞏固學習成效。掌握詞義的題目包括理解詞義及推論指代詞。

學生平時閱讀時就應針對不懂的詞語加以查閱，並試著運用在恰當語境中，透過

這樣的練習降低詞語誤用的機率。詞語在不同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學生應

養成習慣從上下文推敲，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二) 在句子理解部分，主要檢測句義理解與句義推論。句子的引文字數較少，常在簡

潔的敘述中，以對比手法提升文意層次，達到警醒人心的效果。作答時應先找出

句子的關鍵詞，如所以、但是、不如……，再往後判斷其主旨、寓意，或推論作者

觀點、情懷。而面對推論題型時，正確選項必須能涵蓋完整的題幹敘述。 

(三) 在段落理解部分，主要檢測段落推論與掌握段旨的能力。教學時讓學生熟習閱讀

理解策略，如利用標點符號將長段落拆分成數句，再依次檢視各句文意，找出關

鍵字句，即可判斷核心主旨。亦可圈選邏輯字詞，透過連詞的使用判斷句型，重新

梳理文意脈絡，找到段落的重點文意。透過段落的結構分析，如起承轉合、先敘後

議、先總後分等，亦可從中推論主旨句。 

(四) 在篇章理解部分，題組選文包括文言文一篇，白話記敘文一篇，白話說明文一篇

及白話議論文一篇。檢測的向度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理解能力，即可直接

從文本中提取的訊息。第二部分是推論理解能力，包括句段推論、事件因果、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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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推論、角色關係、人物特質（情緒）、狀態推論、後果推論與作者意圖。第三部

分是詮釋整合能力，即掌握篇旨。第四部分是寫作手法，包括篇章組織方式及寫

作表現方法。 

1. 文言文的教學應回到文言文的特色，包括主語省略、通同字、詞類變化、倒裝句

等，教學時善用範文引導學生運用策略理解文意，可用的策略包括確認句子的

主語、辨識指代詞、推測生難詞語、用自己的話翻譯等。 

2. 白話題組部分，從閱讀題目找文章關鍵，留意與篇名相關的句子。記敘文本可

以「六何法」找出敘寫的對象及相關訊息，再進一步分析其記敘手法。說明文本

需找出說明對象的相關細節，可運用畫線策略，若有搭配圖片或表格，須留意

其中的文字說明，可試著歸納或分析異同。議論文本的解題重點在於找出論點，

而論點常在文章開頭或結尾處。從題型來看，直接理解的題型主要檢視學生擷

取訊息的能力，考的是文本細節，需將選項帶回文本驗證。推論理解及詮釋整

合的題型，同樣可以利用「圈選關鍵字」、「注意標點符號」、「注意邏輯詞」等策

略。寫作手法的題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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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劃分意義段來了解文章的敘述脈絡，找出重點修辭及其表現手法，

分析作者特有的寫作風格。 

 

 

  



101 

柒、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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