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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大學指考朝向素養命題 建置題庫更顯重要 

本次大學指考命題方向朝向新課綱的準備，整體上出題方向上，重視理解性的

學習，並且強調生活應用與素養導向的趨勢，學生要得高分需具備綜合、統整及推

理能力，同時也增加實驗等具體操作相關的應用，引導教學過程中對實驗的重視程

度。但各科出題方向及難易度仍未臻一致，對教師備課與教學仍有不確定感，對落

實新課綱與素養導向為美中不足之處。 

未來若要能持續落實新課綱素養理念，則試題有要有優質的穩定性，才能達成

有效且公平的評量。為此，全教總建議政府應投入資源，結合高中教師在教學上的

實踐智慧，建立大考的題庫系統，並即時配合公布試題範例，以配合高中教師備課

需求，才能有效改善長期以來大考試題穩定性的爭議和困擾，為即將上路的新課綱

及大學考招，打下最佳的基礎。 

106學年度指考已於 7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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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科」今年試題整體難易度適中，與傳統題目較接近；「化學科」學生需具

備綜合及統整能力才能解題；「生物科」整體試題偏難，學生需具備統整及推理能力，

才能獲得高分；「數學乙」題目簡潔有力，難易適中，沒有過多冗長的敘述包裝，是

近年來較簡單的考題；「國文科」選擇題以閱讀理解為主；「英文科」考驗學生運用

英文學習於實際生活之溝通，閱讀文章也測試學生分析、判斷及整合的能力；「數學

甲」試題設計有需利用跨章節概念，可強化章節統合的教學與學習；「歷史科」學生

需要運用閱讀理解與統整能力，才能拿高分；「地理科」增加與時事的連結度，提高

學生對國際社會的關懷與國際視野；「公民與社會科」圖表題型較多，可增加學生的

判斷理解與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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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科評論與建議綜整如下： 

【物理科】 

一、 今年試題整體難易度適中，與傳統題目較接近。 

二、 需要計算的題目偏多，考驗學生耐心與細心，實驗題部分考驗學生是否熟悉實 

驗原理與步驟。 

三、 建議增加生活應用與科學素養導向試題。 

【化學科】 

一、 題目整體難易適中。  

二、 實驗題目多，而且題目由實驗延伸性，包括秒錶反應、廢水處理。  

三、 試題分布均勻，時事最大亮點為 2016 諾貝爾獎，頒給分子機械的研究，題目

為 第 24 題及非選第二題，考到相關概念。  

四、 非選第一題點出未來 108 課綱探究與實作，結合實驗情境，考學生數據分析的

能 力，銜接 108 課綱的精神。 

五、 高三酸鹼滴定部分今年出題較多。 

六、 出題偏重在基礎化學三及選修化學，試題與學測多有區別。  

七、 學生需具備綜合及統整能力才能解題。 

【生物科】 

一、 整體試題偏難，學生需具備統整及推理能力，才能獲得高分。 

二、 增加一大題的實驗題，可提高教學過程中對實驗的重視程度。 

三、 整份試題中，實驗邏輯推理比例偏高，增加試題的難度 4.部分試題超綱，如多

選 29, 非選第二大題。 

【數學科(乙)】 

一、 題目簡潔有力，難易適中，沒有過多冗長的敘述包裝，是近年來較簡單的考題。 

二、 選修數乙的比例與過往差不多(兩題左右)，且不含推論統計，對跨考學生非常

有利。 

三、 非選第一題要求學生使用轉移矩陣表示，而轉移矩陣表達方式因人而異(乘法在

前或後，甲乙的順序排列)，表示法非唯一(建議閱卷應注意學生的表達方式謹

慎計分)；教學現場鼓勵學生多重解法，不應給學生單一模式的設限。 

四、 本次缺乏數學素養導向的問題，不利學生體會數學應用於生活的價值，例如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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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的題目舉例不恰當，實際生活中不太可能發生連續發彩券現象。 

【國文科】 

一、 選擇題 

1. 選擇題以閱讀理解為主，約佔 44 分。  

2. 選擇題試題難易度適中。  

3. 選擇題文白比例約為 1：1。  

4. 選擇題出自課內篇章只佔 10 分，比例偏低，有礙國文教學。  

5. 核心古文的章旨、文意均未見於選擇題，讓人質疑宣布核心古文的用意 何

在？  

二、 非選題部份 

(一)觀點闡述 

1. 96 年指考曾考過甲文的翻譯題，在素材選用上不盡用心。 

2. 對文本的理解不夠精確。 (1)甲文是藉有容乃大，強調逐客之非，重點並非

談國際人才流動，以 此為題有穿鑿附會之嫌。 (2)乙、丙二則短文出處不明，

且與甲文關聯度不足，取材有敷衍之嫌。  

(二)作文  

1. 本文在命題上反映了現在學生過於重視自我意識，忽略自己在群體 生活中該

掌握的進退與態度，讓學生在書寫過程中學習自我檢視。本題與 會考試題「在

成長中，我學到了……」、與 96 年指考作文試題「探索」、 104 指考作文試

題「審己以度人」在命題立意上有近似之處，缺乏命題新意。  

2. 學生應在謀篇布局上側重對事件的反思與成長。 

【英文科】 

今年考題取材廣泛多元，題目貼近生活內容，考驗學生運用英文學習於實際生活之 

溝通；閱讀文章也測試學生分析、判斷及整合的能力，整題來說是份有鑑別度的考 

題，題型內容亦符合新課綱核心素養能力之培養。 

【數學科(甲)】 

一、整體試題靈活、難易度適中，鑑別度高。  

二、整份試題有傳統試題，也有新穎的題目，均有著重基本概念。  

三、整體計算量適中，學生應能在時間內完成，可增強學生學習數學的意願與信心。  

四、非選擇題有引導學生，幫助學生找到解題的方向，出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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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試題設計有需利用跨章節概念，可強化章節統合的教學與學習。 

六、選填題 D.坐標空間中，平面 ax+by+cz=0與平面 x=0、x+√3 y =0的夾角（介於

0°到 90°之間）都是 60°，且 a^2+b^2+c^2=12，則(a^2, b^2, c^2) =( 16, 

17 , 18 )。 

給大考中心的建議如下： 

選填題 D 的答案 

除了√3 𝑥+𝑦+2√2 𝑧=0 之外，−√3 𝑥+3𝑦=0 也滿足要求。 

也就是(a^2, b^2, c^2) =( 3,1 ,8) 或( 3 ,9 ,0)  

但是答案欄只有一個，建議大考中心，這兩個答案都必須給予計分。 

【歷史科】 

一、 選擇題 

1. 題目中間偏難，學生需要運用閱讀理解與統整能力，才能拿高分。  

2. 冊數分布還算平均，較無偏重某冊，但中國現代史與中共皆無出題。  

3. 共有 5 張圖表題，政治、經濟、思想藝術的主題呈現平均。  

4. 部分題型具有閱讀素養導向之趨勢，考題可看出歷史方法與核心能 力訓練的

重要，如歸納分析史料的能力。  

二、 非選題部份：前四冊冊數分布平均，唯題型內容稍嫌傳統。 

【地理科】 

一、 試題難易度應適度調整，提高鑑別度。 

二、 試題應增加綜合應用層次及閱讀理解方向，莫矮化地理專業，增加學生對於地

理學習的動機。 

三、 增加與時事的連結度，提高學生對國際社會的關懷與國際視野。 

【公民與社會科】 

一、 命題中規中矩，難易適中，具鑑別度。 

二、 選修上、下冊所占題數比例稍高，有利於高三階段的完整學習歷程。 

三、 圖表題型較多，可增加學生的判斷理解與組織能力。 

四、 今年未見創意試題，且時事題偏少，僅兩年前的八仙塵暴事件入題。 

五、 題目敘述雖簡鍊，但學生仍需要多點耐性與細心推敲題意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