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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新聞稿 2016-1-23】 

應按課綱範圍命題 回歸學測測驗目標 

 歷經最強寒流考驗，105 學年度學測已於 1月 22-23 日辦理完畢，全國教師工會

總聯合會暨全國教師會，延續歷年關注大學入學考試的辦理，在測驗當日辦理試題

分析與評論。本年度共有 50 餘位現職高中學校老師們，以教學專業協助完成試題評

論（綜整各科評論與建議請參附件）。 

   整體看來本年度學測，部分科目命題靈活，蘊涵多層次評量；美中不足的是仍有

出現少數刁鑽或疑義的題型及選項，「數學科」、自然科之「物理、化學」與社會科

之「地理、公民與社會」，部份題目近乎指考難度。學測之辦理主要在測驗考生是否

具備高中生應有的基本學科能力，藉以作為進入大學學習之先備知能，其測驗之範

圍以高一及高二之必修課程綱要為準，與指考之測驗目標顯有所不同，不宜放任學

測與指考在定位與命題趨勢上無所區別。是以學測各科目應按其預定之範圍命題，

並審慎考量冊次、科目，妥適配置其出題比例，以維考生權益及學校教學之正常發

展。    

   招生應以學生適性為前提，維持多元管道；考試命題仍應考量城鄉差距與生活經

驗背景之不同。為落實高中教育品質提升，順應少子女化現象，全教總呼籲推動高

中教學精緻化，適度降低班級學生人數。 

 

新聞聯繫人：全教總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中區主任 廖耿志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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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評論與建議綜整如下： 

國文科： 

1. 今年試題難易中等，答題不至於困難；考題整體題型為「形音義基礎題型」增加，

「文白題數」相當。 

2. 部分命題內容不能完全吻合學測的測驗目標與內容，例如:缺少學測測驗目標中

的修辭(A6)、文法(A5)題型；測驗內容文學知識(B)方面的命題。命題未在試題

上適當反映教材內容(核心古文題數偏低)。 

3. 非選題部份： 

第一題：靈活新穎，強調對生活的觀察，與社會的關注。 

第二題：在生理、心理層面的表述，對男學生而言，可能有體會上的距離。 

第三題：非選三：題目容易發揮，可以激發學生對於一個事件的多元思考，具有

一定程度的鑑別度。 

 

數學科： 

1. 整體而言計算量頗多，需要觀念清楚且相當細心，對計算差的同學極為不利。 

2. 強調數學定義的理解，學生需具有代數演算能力。 

3. 單選題：算是維持一般學測的常態，宜繼續維持。 

4. 多選題：需要多花點時間思考，尤其第 13 題幾乎每一個選項都得仔細斟酌。 

5. 選填題：後 3 題偏繁，需要概念非常清晰才能順利解出。 

 

社會科： 

1. 歷史： 

（1） 題目跨科整合頗具創意，觀念不清晰無法高分；「題組題」打破以往社會

科單科獨立的命題形式，嘗試設計跨科統整性的試題，具有 107 課綱精神，

但題型內容似乎尚未成熟（例如：第 67-68 題，歷史題部份無需看題組文

字即可做答）。 

（2） 與 104 年學測比較整體略難，考題難易適中極具鑑別度。 

（3） 整體命題方向符合 107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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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試題冊數分布較不平均，其中第三冊中國現代史與中共史幾乎沒有出

題，西洋古代史幾乎付之闕如，對考生較不利。 

（5） 本次試題符合多元文化觀點，例如外國史題目的內容多涉及日本、東南亞、

印度等亞洲國家歷史，改變過去強調以歐美為中心的命題。 

（6） 本次試題多偏重經濟史與文化交流，及強調跨區域、跨時代的多元文化判

讀，為本次歷史試題之特色。 

 

2. 地理： 

（1） 整體難度較去年高，要拿高分學生思考脈絡必須清晰。有基本題可掌握分

數，但要得高分不容易。 

（2） 地理命題，以時事為題材，內容強調地理位置，具有跨科整合精神。 

（3） 應著重地理的主要概念，而非淪為瑣碎的資料分類。 

（4） 某些題目過於刁鑽、空間尺度過小，難以從題幹推論答案，命題違反現在

出題的大方向。 

 

3. 公民與社會： 

（1） 題目有城鄉差距與學生生活經驗有落差，有爭議題（第 9 題 A 選項）。 

（2） 偏重學理上之理解題型較多，部分課次未考，對部份考生有利。 

（3） 整體難易與鑑別度適中。 

 

英文科： 

1. 題目取材多樣，閱讀具挑戰性，寫作主題生活化且偏向指考命題模式，整題來說

鑑別度高。近年來學測英文科題目，難度有逐年提高的趨勢。 

2. 選擇題取材多樣且具鑑別度，另外閱讀測驗較難，需讀懂上下文並做合理推論才

能正確作答。 

3. 題目生活化且與時事結合，如中東戰爭，日本熱門的血型話題，五歲小女孩發名

浴室用小板凳等。 

4. 非選部分引導考生體認世代差異及家庭責任，反映考生生活經驗。命題用意佳，

頗具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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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 

1. 物理： 

（1） 自然考科物理部分為近五年最難，預計高分群人數減少；尤其第二部分，

題目已達「指考物理」難度，對社會組學生作答極為不利。 

（2） 綜合題以 2015 國際光之年入題結合時事，各章節均有入題，題型、比例配

置適當。生活化題型，談及照明、電磁爐設計。 

 

2. 化學： 

化學科最後一次依「九九課綱」考試，也是最難的一次。題目第 12~13 題優點有

酒測濃度的計算與酒駕超標判斷，只要用心，依照概念仍可輕易作答。整份考題

圖表多，都需要思考過才易判斷答題，可惜結合時事的題幹較少，例如：PM2.5、

食安、美猪瘦肉精都沒有入題。第二部份的電池組合考到選修化學上的概念，雖

可引導學生高三自然組正常學習，但是超過學測規定範圍，對社會組同學不利。 

 

3. 生物： 

（1） 105 年學測生物科試題難度中偏易，具有鑑別度，與去年試題比較，今年題

目的出處各章節分布較為均勻，且較無爭議題，可增加學生作答的信心，

預估生物考題部份，整體拿高分者人數會增加。 

（2） 此外，今年的題目生動活潑，結合生活經驗，且具有創意，如第 16 題尺度

的判定；而第三大題綜合題（第 37～40 題）是跨科目整合的試題，不但結

合時事，又可評量學生的統整能力，符合學測評量的精神。 

 

4. 地球科學： 

學測第一部份試題，規定考試範圍為上冊，但本次第一部分有選項超出上冊範

圍。此次試題難度整題較去年提升，著重基本概念的活用、統整，並重視圖表解

讀及分析。雖未融入時事題材，但圖表題材的運用具新意。少部分試題與往年內

容相近(如：湧升流、岩層位態)，學生若想取得高分，應熟悉上、下冊內容，掌

握歷年學測命題重點，並統合應用所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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