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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師群「教學專業」評析試題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評論國文科新聞稿 

本年度國文科試題經評論委員全面檢視，詳細討論後，提出整體評論及建議如
下： 

    根據「111 年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評量目標說明」，國文科的命題理念是評量學生在中

學階段所習得的「基本語文能力」與「考核學生的人文涵養」。以此檢視今年教育會考的發

展變化，試題能力檢核的向度的分配依然是「語文知識」、「文意理解」、「文本評鑑」。 

   整體而言，命題的設計，多著重語文素養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實踐；命題的選材，則是跨

領域或與十九項議題教育有關；命題的方式，則更加側重學生應具備的統整及應用的能力。 

 故在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後，未來命題將朝以下方向持續發展： 

（一）適度選用多元素材，評量閱讀理解能力 

1.內容的多元：以課程目標為本，除了文學性的素材，更融入 19項重大議題與跨領域

文本，以多元取向的閱讀，評量學生之理解能力。 

2.形式的多元：會考文本形式雖多為連續性文本（記敘文、抒情文、議論文……等），

但近幾年至少都有一題非連續性文本（圖形、表格……等），或是兩種文本形式並陳

之考題。108課綱後，同樣會適量選用非連續性文本，並與生活經驗結合，以期利用

更貼近生活的形式進行評量。 

（二）適切結合生活情境，評量統整應用能力 

 利用詞語應用、訊息統整、推理和應用文本的訊息處理等方式，配合生活情境的素

材與選項設計，考核學生是否能有效從學術情境中將閱讀理解能力遷移至生活情境中。 

評論教師名單： 

苗栗縣照南國中周恩涵老師 

臺北市興雅國中陳珮汝老師 

臺南市歸仁國民中學余惠婷老師 

桃園市中壢國中裘旼旼老師 

桃園市光明國中陳雅文老師 

接受採訪人員： 

發表教師：臺北市興雅國中陳珮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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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 

總體評論及試題疑義 

一、試題疑義釋復：無 

二、試題總體評論： 

(一)題目分析表(難易度、評量題型)： 

難易度 題數 比率% 

難 7 17% 

中 24 57% 

易 11 26% 

(二)整體分析表 

評論主題 
非常同

意 

有些同

意 
同意 

有些不

同意 

非常不

同意 
評論內容 

評量題型分布

恰當 

▓ □ □ □ □ 單題 25 

題組 8文 17題 

符合課程綱要 □ ▓ □ □ □ 1.為增進學生語文學習的廣度，文本形式多

元，惟文學性文本的解讀稍嫌不足，題目較偏

向語文應用，文學性較少，如缺乏新詩文本

（符合總綱，領綱部份稍嫌不足） 

2.融入跨領域素材：3.5.9.11.25.26.27 

3.課綱十九項議題教育有關的素材： 

(1)人我溝通互動(摺疊人生)、 

(2)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卡繆《鼠疫》)、 

(3)環境與倫理(烏托邦美術館：美秀美術館) 

(4)數位閱讀素養(當紙本書是一個黑夜〉 

4.試題的素材貼合生活情境，評量國語文素養

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實踐。 

各學習主題佔

分比重適切 

□ ▓ □ □ □ 1.以領綱內的文本表述來看學習主題：抒感文

本偏少(約 3篇)，說明與議論文本佔比多(分

別是 10篇、7篇)，和國文課本的選文編排有

很大的差異。 

2.解讀意涵與推論觀點最多，其次為寫作觀點

與文旨，可見統整理解的重要。 

3.寫作手法約占兩題 

4.整份試題：單題(25題)，題組(8文 17

題)。試題總題數 42題，約八千字，學生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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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主題 
非常同

意 

有些同

意 
同意 

有些不

同意 

非常不

同意 評論內容 

於以往，有足夠的思考時間。 

試題取材合宜 ▓ □ □ □ □ 多元合宜：圖表、科普、柏拉圖寓言、卡謬小

說、背包重量、資料核對、數位閱讀與紙本閱

讀、美術館巡禮、漢代鑄幣細節、唐代科舉。 

由此可見，教科書的多元選文性質有朝此方向

前進，老師在面對許多新文本需有更多元的思

維與教學引導，才能讓考試與教學緊密融合。 

試題具有鑑別

思辨能力 

▓ □ □ □ □ 7.少見的考句點，卻更貼近現在學生常犯的毛

病。 

22.必須留意到對比的結構，才能精準找出學

者與教者關鍵的差異，進一步推論善學者與善

教者的特質。 

23.解讀作者意見，並轉換舉例。學生要能從

「寧其死、留骨而貴」與「寧其生、曳尾塗

中」找出莊子的想法。 

24.學生須留意首句「世人...皆以...」、「自

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楚國之幸。」 

25.運用邏輯概念，解讀現有資訊並推論。 

39.理解文字、並運用數字符號進行表達。 

40.學生要能概述文本的句子，並理解文句表

達邏輯與意義上邏輯推論的能力。 

41.檢核學生對於文言文主語之判讀，需對文

本有完整的理解。 

42.答題的思路多元：學生要能從「俄頃」推

論「遲留不言而去」，從而判斷針對賀拔惎的

行為使用「真誠」是否適切；或是從「科舉考

試的意義究竟為何？」從而推論出正確答案。 

題幹敘述清晰 ▓ □ □ □ □ 相較於以往，今年問題簡單明瞭。 

 

試題選項具有

誘答性 

(能力鑑別) 

□ ▓ □ □ □ 3.(C)因果關係的誘答性高。 

5.(C)若未注意「過去」與「現在」的差異，

極易受此選項誘答。 

20.(D)以遊子口吻寫出羈旅在外、難以返回的

鄉愁。 

22(C)此選項呼應關鍵字詞，不了解完整文意

很具誘答力。 

23.每個答案都具誘答。 

24.每個答案都具誘答。 

31.(C)未有耐心細讀文本，直接以經驗判讀，

亦受此選項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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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主題 
非常同

意 

有些同

意 
同意 

有些不

同意 

非常不

同意 評論內容 

40.(C)須注意選項因果關係。 

42.(C)若不理解「前倨後恭」一詞的意義，易

被此選項誘答。學生對於「遲留」一詞較難直

接判斷，也容易被「友情」限制答題傾向。 

用字遣詞是否

潛藏性別刻版

印象或城鄉差

距 

□ □ □ □ ▓ 無 

(三)素養命題分析表 

評論主題 評論內容(請就題目舉例說明) 備註 

統整學生學習經驗 17.在適宜的場合是否能正確使用詞語。 

20.整合學生對於詩歌體例與內容的理

解。 

24.統整學生是否具備議論文論證概念 

 

學理與實踐能互用 2.題辭應用於生活 

26~27.取材維修說明單。26為維修單內

容檢核，27選項設計為送修電器事件，

在理解內容後，即可找出最佳解，符合

「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34~35.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於

「理解各類文本形式」與「圖片輔助說

明」。 

 

 

具備跨科概念 11.解讀資料過程會需要數學基本計算。 

39.選項設計有跨科概念，需要理解數學

符號才能答題。 

 

(四)非選題型分析表(僅限寫作測驗及數學科非選擇題) 

（A）國文寫作測驗 

1. 題目具情境引導，盼能引發學生生活經驗的分享，但是角色的發言比較不像是國

中生的對話。 

2. 下方文字的寫作引導較能幫助學生經驗的觸發。 

3. 圖片上的文字較不符合國中的現場，若以教室布置、科展、各項比賽等情境來設

計對話，會更貼近國中生活。 

4. 「多做多得」的切入點可以是陳述觀點，也可以是抒發感悟。 

5. 命題的意涵能導向學生正向思考，引發學生多元的體悟。 

 

(五)國中教師專業觀點： 

（A） 對教師教學可能產生那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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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關鍵不是老師很會教，而是透過文本啟發我們哪些人生或生活的思考。 

⚫學習「如何學習不同文本」： 

    閱讀不只是策略引導，更重要的是每個孩子面對一篇新的文本應該具備的問題意

識與思考，例如經常讓孩子思考以下問題：「作者說了什麼？」「作者為何這樣說？」

「他用什麼方式表現？」「他運用哪些素材？」「這樣的呈現有何目的？」「藉由這篇

文本作者想表達的觀點為何？」  

 

⚫學習「評價與鑑賞文本」： 

    課堂上高層次的思考是值得刻意練習的，從表達自己的想法，傾聽他人的說法，

到理解作者的想法，融合不同想法的激盪，才能真正協助孩子形塑自己的觀點。經常

可以練習的問句如：「你同意作者說的嗎？」「同意的理由是什麼？」「不同意的理由

又是什麼？」「如果是你，你會如何做？」「你可以化作具體行動的第一步是什麼？」 

 

⚫重視實踐力與反思力： 

    人文底蘊的涵養在有意識的練習與反思中才能真正落實。每篇文本的安排，教學

者需有更精確的課程目標，並在課程後以多元形式讓孩子實踐與表現自己的行動，互

動中讓學生互評的歷程，能強化學習過程中建構的情意與技能，而知識的建構就在解

決問題情境中重構。 

 

⚫段考與會考的零距離： 

    段考的考點設定與試題分析更需要落實，每回的考點設定，有助於教學設計的

「能力指標」定錨，發展段考試題時，緊扣著考點讓教與學能聚焦。考後的試題分

析，更是師生教學相長的利器。分析試題的信度與效度，能幫助師生解構過去學習歷

程中，尚未建構的認知能力，快速修正與再次聚焦。師生帶著各自欠缺的能力狀態，

更有意識地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學習安排。 

 

 

（B） 對學生學習可能產生那些影響： 

    知識的價值在於能思、會用，學習的意義在於能覺察、能轉化透過思考及學習

遷移，啟動自主學習，並將知識轉化或運用於生活問題解決中。 

⚫從不思考到快思考： 

    現代的孩子習慣滑手機、快速瀏覽訊息的數位原住民，面對龐大的訊息，若只

是「看過」、「知道」，卻沒有駐足思考的能力，就意味著放棄建構自己獨特的內在

原力。對生活周遭的訊息保持高度的覺察，並懂得停下來思考與判讀訊息的意義，

學習從此會很不一樣。 

 

⚫從快思考到慢思考： 

    會考題型中，「主旨與涵義」類的閱讀理解題佔整體題數 60%，形式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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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主旨、觀點、全文意旨、想法、說明、概念、脈絡填空等等，因此平日養成思

考訊息，從句子到段落理解的刻意練習為基礎。面對長文閱讀，學習者更要養成看

到訊息、文本先扣問自己三個主要問題的習慣：「是什麼？」「為什麼？」「如何

說？我如何想？」啟動這些問題的思考，將有助於學習者快速聚焦主題，在學習時

也會更有目標性與意義感。閱讀長文時，不會因為時間的緊迫、漫無目的地亂讀，

迷失在文字中。 

 

⚫從慢思考到漫想思考： 

    訊息的輸入未必能體會知識的價值，唯有學習者輸出訊息的整理過程，方能解

構與統整資料的能力，並運用在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中，才能體悟知識帶給自己的

真價值。「漫想思考」意味著，將思考與學習開展，透過多元評量的表現形式，磨

練自己較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在每次的學習中，都可以扣問自己，對於作者的看法

是否能提出不一樣的思考？在延伸其他人的觀點中，是否能轉化或圓融自己的想

法？每次的反思，學生應更看重自己的價值，並修正自己的思考，將日常積累的知

識與生活經驗，透過不斷反思與實踐修練自己，如此人文的底蘊與文化的基底，才

能真正落實在自己的生命中，做自己學習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