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台北市中山區民權西路 27 號 2 樓  網  址：www.nta.org.tw 
電話：02-2585-7557  傳真：02-2585-7559 E-MAIL：teacher@nta.org.tw

【全國教師會新聞稿 2012.5.9】 

101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試題評論新聞稿 

幫技職教育選才機制把關 

職校教師專業評析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試題 

101 學年度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已於 5 月 5 日、5 月 6日兩天辦

理完畢。今年度有近十五萬六千名學生報考測驗，雖是目前升學高等教育報名

人數最多的考試，卻被關注與對待之程度長期以來不如大學入學之學科能力測

驗及指定科目考試。 

統一入學測驗配合 20 個群類招生，專業科目分別分科命題，再加上共同

科目，考科複雜度遠大於大學入學之學科能力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技專校院

入學測驗中心承接此重責大任，倍亟辛勞應予肯定與支持。今年度更見中心網

頁於考試前揭示臺北市、新北市土城區、斗六市及臺南市等辦理活動訊息，提

醒考生之貼心措施，足見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承辦業務之用心。 

本會今年第八年辦理統測評論，每年對統測試題及試務均提出相關意見與

建議，提供教育部及相關單位參考改善。感謝技職司對於本會的支持與肯定，

協助經費支援，本會得以延續去年模式擴大辦理評論事宜，今年度聘請逾 200

位任職於職校教師協助檢視試題，且邀請近 40 位各群類教師出席評論會議共同

研議，除提出各考科之專業評論，並提出以下之共同建議： 

一、 專業科目各群科試題題數調整宜先行公告提醒學生，題數增加應相對考量

試題的難度負擔，以免考生無法完成作答，失去測驗的意義。 

二、 命題的穩定度必須加強並落實審題機制，今年度部分考科出現題目錯誤的

狀況，顯示命題品質與審題控管的機制有待檢討。 

三、 設計群與餐旅群考生人數逐年增加，足見教育部技職教育搭配典範、達人

之宣導有效，唯國立學校在這兩類提供招生員額資源明顯不足，應納入一

併思考。 

另各群類專業評論中較為重要之建議，對於考試公平性影響極大，特別整

理如下： 

一、共同科目。 

(國文) 題型偏重基本能力測驗，欠缺整體語文能力的檢測。作文題目：「問

心無愧」，題型為引導式作文，是少有的論說文，學生乍看之下都難以下

筆。統測中心公佈兩種題型（引導式作文和資訊整合），希望能輪流命題，

無論題型為何皆應將引文及資料更具體呈現，使學生更容易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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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可看出出題的用心與水準，但是整體難度較過去提高許多，甚至是歷

屆難度最高，對於高職同學恐是一大挫折，尤其對中、後段學生將更加辛

苦。雖然試題結合時事，選材多樣化，包括網路、科技、經濟、歷史文化

等，但一般來說，依教育部定的高職教學時數常使授課老師無法也無時間

進行課外補充，故希望還是以高職英文 4000 字為範圍以及貼近生活題材做

為共同英文考科試題。 

(數學)數學試題既然分(A)(B)(C)(D)四卷，除命題範圍略有差異外，應符合

各技專校院相關類科之選才需要，而有不同之測驗重點。請命題委員在命

題時避免有試題偏好之狀況，以達測驗之目的。 

二、機械群:專一：試題分配應平均，力學偏重下冊。專二：試題之嚴謹性不足，

此一重大考試題目有以下之缺失：A.題目錯誤題數過多。B.傳統加工章節

試題極少，與職業學校課程綱要內容比重不相符。C.部分題目題幹敘述不

清。D.部分題目內容過細。另專二含 34 個單元內容極多僅考 40 題，無法

完整出題，建議將題數提高為 50 題。 

三、動力機械群:應多出一些實務性的題目，才符合實習課程的教學目標。「動

力機械概論」原本就是很生活化的科目，建議題目可並多導入務實性命題，

且需要整合、思考的題目應再稍微多一點點。「應用力學」試題中背誦公

式的題目不宜太多，應以理解性及應用性的題目為主軸，如此才較有鑑別

度，且為配合動力機械群的教育目標應該將第七章的「功與能」出題比例

加重。 

四、電機電子群:設計考題時，應慎重考量高職課程之課綱與高職學生之學習能

力指標，逾越高職學生能力之考題不宜出現在統測之命題中，以避免產生

不良之影響。專二：基電實習部分題目過於冷僻（第 41 題），且偏向電機

類(第 40、47、48 題)。考科將基本電學實習修正為計算機概論，將來實際

命題時如何深化，才能與資訊電子領域的專業結合是一大挑戰。建議應盡

速辦理研討會，讓考生準備方向有所依循。宜加入 PLD/CPLD 相關題目，與

產業現況相結合。 

五、化工群: 專一：出的很棒，請繼續秉持該份試題之命題精神來努力。建議

可以多出兩三題難度較高的計算題，讓試題的鑑別度更高。專二：化工裝

置重點章節部分的計算題型太少且較無代表性。         建議加考化工裝

置實驗。試務流程是否改善，應該命題後，請試做學生完成試題後提出難

易度觀點，再由另一組老師檢視題目的組合是否同質性太高進行抽換題目。 

六、土木建築群: 專一(力學)學生及老師連續三年在極易與極難的題型中間擺

盪，建議試考機制應落實並發揮建議功能。(工程材料)各章節題數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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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整合性及材料試驗相關等之題型；計算題型過於簡單，應將難度提升，

如此才能測出考生之鑑別度。不要只著重單一種材料之性質為考題，建議

可將多種不同材料之性質、特性去綜合分析出題。整份考題無統整性可言。

專二：(測量)：試題錯誤率高，增加審題或試作的程序，建立題庫，提高

鑑別度與效度。(圖學)：題目難易分配適中才有鑑別度，不要過於簡單。 

七、設計群: (專一)建議招開專家學者(含高職專業教師)會議訂定設計群之命

題準則，讓命題委員命題有所依據，讓每年題目難易均一。題目只見廣度;

不見深度，建議無論題型或是選項的設計都宜再深入些。可增加高層次題

型，但較冷門且背誦題型盡量減少。(專二)命題委員應納入高職專業教師，

避免招生與教學兩端的隔閡與落差。試務單位應有統一之試題命題專業學

能及規範。考題評分必須規定細項評分標準並顯示於試題上，讓考生作答

時有所依據。 

八、工程管理群: (化學)出題宜更慎重，題目應更有鑑別度，才能分出學生的學

習程度與用功程度。建議導入實務性命題，例如：核能與再生能源。(物理) 

試題基本上勿超出課綱範圍要與生活結合，只要觀念清楚作答時間不用太

久。命題後要確認每一個版本是否都有提到。 

九、商管群:(專一) 各章節佔分比重宜適切。題意敘述宜明確。(專二會計學)

建議日後可以將考題配置作為適當之區分，甚至可以公告，例如難題 20%；

中等 40%；易級 40%，雖難中易很主觀，但如此也能讓考試更具鑑別度。明

年考四冊的範圍下，要各章節佔分比重適切有點困難，是否出題仍偏向會

計 3、4 冊呢？在比重均衡下，容易造成鑑別度會忽易或忽難的落差。1.建

議增加部分試題難度，並平均分配試題難度，以提高中上程度學生之鑑別

度。(專二計概)試題分配應平均，並提高鑑別度。為因應明年度(102 年)

計概範圍改為 4 冊，內容以較目前繁瑣複雜，以目前 25 題考題，實無法涵

蓋各章節，建議增加題數，較能反應新課程內容。 

十、衛生護理群:可多些整合性題型或情況題，多選題應可再提升鑑別度；建議

日後出題能更注重學生的整體學習的完整概念，盡量避免形式化的強記或

對學生發生誤導的可能性。 

十一、食品群: (專一)建議可加深出題難度,讓題目更有鑑別度。可以朝向整合

應用方向出題,並多加入實務性及思考性題目。觀察考生作答時間很短，可

增加考題難度，增加思考性試題。(專二)請命題者檢視該年度公告命題範

圍，未納入章節為增廣教材，出現命題對學生準備上將造成焦慮。建議題

目朝向綜合觀念整合方向出題。整體而言食品群專二試題值得肯定中間偏

略難具鑑別度且可引導正常教學。教材爭議內容建議避免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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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家政群: 專一能再專業、再深入一些，多一些需思考整合的題目為宜。

專二（生活應用類）：建議增加自創性、需思考整合的題目提高鑑別度。

（幼保類）再多增加幼教時事的考題。 

十三、農業群:最好能有 1~2 題的時事題，一來不影響難易度，二來可鼓勵在學

學生注意農業時事。 

十四、外語群英語類: 專一：英文閱讀與英文寫作的試題難易度差距太大，會

讓任課教師無所適從，也會對於指導英文寫作充滿無力感和挫折，因為很

難有一個明確依循的方向，對於未來 102 年度外語群考科專業科目英文閱

讀與寫作能提早公布範例，尤其如果要加入非選擇題題型，也應該公布佔

分，還有非選擇題題型為何，也應該提前說明，讓考生可以多做準備。單

字宜再考難一些，整體難度宜再提升，建議考前找考生測試難易度，以維

考生權益。    專一難度不夠，無鑑別度，跨考生亦可應付自如，令多數

精研三年的應外考生沮喪。專二：請命題委員能再審慎評估，此次考試考

科的鑑別度與效度，多數同學挫折感，會降低學習興趣，題目過多，作答

時間稍嫌不足。「英文習作」作答時間為 100 分鐘，原為 40 題，今年增加

至 50 題(題目數量增加 25%)，導致學生無法順利完成作答，更遑論有任何

鑑別度可言。邏輯訓練不是一蹴可幾，閱讀理解也不是短時間就能直接反

應做答。教學上最大的影響就是孩子對專二的排斥學習，專二的本來用意

是教孩子學習邏輯思維判斷，但今年的試題讓未來的學生會有挫敗感。 

十五、外語群日語類:考題具有鑑別度，建議明年各部分考題層次亦均能有基本

題、進階題及應用題，以提高考試鑑別度。因應 99 新課綱，考科更改(專

一考商概計概，專二考日文)。考試範圍、難易度應做好全盤之配套考量並

提前公告，明定考試範圍標準，讓師生有教與學之參考依據。 

十六、餐旅群: 題目應更有鑑別度，不要過於簡單，以便分出學生的學習程度

及用功程度。尤其餐旅類隨時面臨時代變化，綜合性題目與時事題均要兼

顧，否則只會流於背誦課本即可。 

十七、海事群: 專一涵蓋範圍很廣的領域別，建議應整體考量配比後，再進行

命題。專二題目可以朝向整合方向出題,並多導入務實性試題。 

十八、水產類:專一考科題目朝整合方向出題，並導入環境發生實務性問題。 

十九、藝術群: 事關學生的升學權利和機會，高中生應是基本觀念學到了沒有

為主，出題的用語應力求精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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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之電子檔案，可至本會網站(http://www.nta.org.tw)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