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址：10451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二十七號二樓   網  址：www.nta.org.tw 

電話：02-2585-7557  傳真：02-2585-7559     E-MAIL：teacher@nta.org.tw 

【新聞稿】                            發稿日期：2022 年 6 月 1 日 

新課綱會考試題瑕不掩瑜  全教會提八點建議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於 5月 21日至 22日（六至日）舉行，依據全國試務會統計，

18個考區及大陸考場總報名人數總計 19 萬 9,318 人，較去年減少 3,229人，首次跌破

20萬人。 

國中教育會考的目的在於藉由標準參照測驗，了解各國中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為

對國中教育的追蹤分析與診斷。現實上，該項考試結果亦為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入

學的重要參照之一，對於國中教育現場的重要性自不言可喻。 

本年度為 108 課綱實施後所舉辦的首次會考，考題與課綱內容的連結性廣受各界

關注與重視。全國教師會（全教會）與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今年度首次

辦理國中會考試題評論，邀集數十位服務於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之現職教師，透過十

多次線上評論會議，針對今年度會考試題進行全面的分科專業檢視與評論分析，以作

為未來試題研發、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建議，並讓社會大眾對新課綱後首次會考命

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整體而言，本次各科試題內容瑕不掩瑜。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等五科

試題內容，大致符應新課綱對國中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內涵；課綱強調的跨領域、閱

讀素養、圖表轉譯、生活化脈絡營造、實作能力等，均與試題有相當程度的融合。數

學科試題內容回歸核心概念而不再著重繁瑣計算過程，讓對數學望而生畏的學生得以

重拾信心；自然科試題有著大量的實驗題型，有助引導教學現場回歸領綱中對於探究

實作能力的要求；語文類科試題則需要足夠的資料解讀與圖表轉譯能力，在在指向未

來在現場教學中，教師應以多元的形式，於生活化問題情境中培養孩子的實踐與反思

力，並落實日常段考中的考點設定與試題分析，以期「教」與「學」更為聚焦、精進。 

然綜整各科意見，全教會以為仍有下列幾點建議，可供心測中心參考以為試題精

進： 

一、避免為素養而素養，讓情境題更能聚焦於考點 

    以自然科第 49、50題為例，桌遊月相題型雖然新穎，但其內涵在科學知識上難度

偏低，更多是需要學生對於桌遊規則上的理解。評論老師們認為，將難以辨別學生答

錯的原因，是因為閱讀能力欠佳，抑或是科學知識的不足；同樣狀況也出現在社會科

第 44-45 題，流於閱讀理解的詮釋，而較難檢測學生對歷史知識本質的理解。 

二、情境使用應貼近學生日常生活，避免「為賦新辭強說愁」 

    本次試題雖能看出命題單位為符應課綱精神的努力，然情境營造的取材適切性上

仍有一些值得再思考之處。以國文科寫作測驗為例，評審老師認為圖片上的文字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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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國中教育現場師生間互動對話的內容；部分科目缺乏新聞時事的取樣廣度，讓所設

計的情境題因取材限制，陷入「為賦新辭強說愁」的窘境，如近年來的天文盛事「事

件視界」、花東地區的地震頻率、covid-19等熱門時事等均未入題，殊為可惜。 

三、合科考題內部難易度不一；組卷宜留意城鄉差距 

    本次自然科試題的難易度整體而言算是難易適中，但各分科之間仍有不小差距：

理化科評論老師認為以中、難題數偏多（難：58%；中：27%），生物與地科評論老師則

認為試題明顯偏易，不少題目選項誘答力不足、且多數題目偏向知識記憶而較少理解

層次。而自然科高層次的鑑別試題則較無新意：如理化科 25、28題屬於參考書或考古

題常見題型，難以鑑別程度較佳的學生；而地科試題所附的圖表，則多屬於課本中原

有圖表，缺乏耳目一新的驚豔感。 

    英文科評論老師提醒，依照目前國小、國中授課時數，對於偏鄉或沒有額外教育

資源的學生來說，要有足夠的能力與信心來面對本份試卷，仍顯吃力。尤其偏鄉國小

合格專任英語教師數量不足，基礎沒打好的情況下，上了國中後要培養面對長文閱讀

的素養能力，顯有難度。 

四、學習主題分布宜平均，以回應課綱精神 

    和新課綱內容相對照，這次各科的評論老師多數認為，本次會考試題內容有章節

分布不均的狀況：國文科抒情與感性文本偏少（約 3篇），說明與議論文本佔比多（分

別為 10 篇、7篇），和國文課本的選文編排有很大差異；英文科在文體選擇上偏向說明

文，其命題內容亦偏向資訊檢索之比對與推論，未充分展現英文領綱中對於邏輯思考、

判斷與創造力學習的各子項目要求；數學科的 8 題幾何題中，有 3 題是畢氏定理；理

化科在酸鹼鹽部分出現 6題（過去會考平均是 1~2 題）；生物科內容偏重第一冊；地球

科學試題則不見地震、板塊、天文等內容，但氣壓部分卻出了 2 題；社會科則缺乏新

課綱所強調的原民互動；公民科 D主題軸出題數太少等。 

如何依據新課綱的學習內容與目標，平均關照各冊別與學習主題，是命題單位須

再斟酌思量之處。 

五、試題與選項取材應多參酌課綱規範與教科書提供之素材 

    雖然各科試題題幹原則上皆符應課綱內容，多數未有超綱現象，但部分試題的「選

項」恐有超綱之嫌。以自然科第 39 題「成熟的紅血球」為例，課綱與教科書沒有提及

紅血球「成熟與否」和其細胞是否具有細胞核或染色體的關係，學生無相關學習經驗，

將難以進行選項判斷。 

六、語文類科上，考點設計應避免不同情境下用法之爭議 

    英文科特別以第 8 題作為實例，take 在花費時間的句型中亦可後接 V-ing，因母

語人士日常使用中 to V或 V-ing均屬常見。英文科評論老師認為在真實用語情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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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不同情境下會有不同表達方式，建議不應將此設計為考點，否則會有爭議。 

七、合科題組非僅素材上整合，應留意內容的深度 

社會科提到，雖然單題有跨科題，如第 5 題是歷公跨科、第 38題為歷地跨科，但

使用的核心概念過於簡易；過去題組題較能夠運用到歷地公三科的核心知識去回答問

題，但這次會考的合科題組題卻只是素材上的整合或閱讀理解，缺乏過去設定的深度，

較為可惜。 

今年度為 108 課綱實施後的第一次國中教育會考，考題取材與品質良莠備受各界

矚目。可惜的是會考題目公告不若學測、指考、統測一樣具即時性，而是考完試後的

下午才公告，致使各界難以於第一時間對題目作具體分析與鑑測。今年教育部罕見地

在會考第一天下午立刻舉行解題說明會，為命題取向及試題品質定調，不免有「老王

賣瓜，自賣自誇」之嫌。 

最後，全教會認為，作為國中教育階段規模最大的評量，國中教育會考應與大學

學測、四技二專統測有相同的試務程序，特別是試題公告時機與疑義申覆作業時間天

數的長短。以 111年學測、統測、會考之試題疑義申覆程序觀之，學測有 3.5 天至 5.5

天，統測有 4.5 天至 5.5 天，而會考僅有不到 3 天的時間可供師生作業，顯然過短。

全教會認為，試題疑義申覆時間過短，除了不利於現場師生針對考題進行詳細審閱外，

更有損考生權益。全教會呼籲，國中教育會考延長試題疑義申覆截止時間，以確保考

生權益與公平。 

111年學測、統測、會考申覆作業時間比較表 

 學測 統測 會考 

考試日期 

111/1/21 

至 

111/1/23 

111/4/30 

至 

111/5/1 

111/5/21 

至 

111/5/22 

公布試題 當節次考試完後公布 當節次考試完後公布 
111/5/22（日） 

14：00 以後 

試題疑義申覆 

截止日期 
至 111/1/26止 

111/5/5 

下午 5 時前 

111/5/23 上午 8：00 至

5 /25中午 12：00 

試題疑義申覆 

師生作業時間 
3.5天〜5.5天 4.5天〜5.5天 不到 3天 

 

新聞聯絡人：全教會理事長侯俊良 

            全教總副理事長張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