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國語文三年級施測結果報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 111 年 02 月 

 

 

 



 
 



 
 

目錄 

壹、背景與目的 ............................................................................................................................. 1 

一、背景 ................................................................................................................................. 1 

二、目的 ................................................................................................................................. 1 

貳、參與縣市與檢測規模 ............................................................................................................. 2 

參、檢測對象與檢測工具 ............................................................................................................. 3 

一、檢測對象 ......................................................................................................................... 3 

二、檢測工具 ......................................................................................................................... 4 

肆、試題分析與教學建議 ............................................................................................................. 6 

一、語文知識 ......................................................................................................................... 7 

(一)形音知識 ................................................................................................................. 7 

(二)字詞知識 ............................................................................................................... 15 

(三)語法知識 ............................................................................................................... 17 

(四)修辭知識 ............................................................................................................... 25 

(五)章法知識 ............................................................................................................... 29 

(六)文體知識 ............................................................................................................... 31 

二、閱讀理解 ....................................................................................................................... 33 

(一)字詞理解 ............................................................................................................... 33 

(二)句子理解 ............................................................................................................... 41 

(三)段落理解 ............................................................................................................... 45 

(四)篇章理解 ............................................................................................................... 49 

伍、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 68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 68 

二、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生於不同能力指標之答對率 ....................................................... 71 

陸、整體教學建議 ....................................................................................................................... 76 

柒、附錄 ....................................................................................................................................... 81 

 

  



1 
 

壹、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測驗與評量是教育歷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透過學力檢測可協助師生瞭解學生之

學習成效與升學進路，及早發現待加強學生並啟動積極性教學介入，教育當局亦能評

估施行的相關政策，透過調節教育資源來強化發展教學成效。107 年開始，桃園市等

五縣市以委託形式，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測驗統計與適性學習研究中心協助辦理縣市

學生學習能力檢測試題研發暨資料分析工作，108 年起，改以中心自辦學力檢測研發，

各縣市依需求參與形式運作，110 年度有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以及金門縣等十三縣市

共同參與，檢測對象為國民中小學一年級至八年級學生，檢測科目包含國語文、數學、

英語文和自然。此份報告係根據檢測分析結果撰寫，現場教師可據以瞭解學生於各評

量向度之表現情形，進而對學生進行適性適才之教學；教育決策者亦可更精準的將相

關資源挹注於需求性相對較高的教育現場，讓教育和教學有效的朝「把每一個孩子帶

上來」的方向前進。 

 

二、目的 

(一) 測驗專責單位統一研發試題，降低各縣市命題壓力和研發成本。 

(二)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分析結果，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概

況以及科目內有待加強之內容向度。 

(三) 不同背景變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能力表現之差異分析，可做為學

校輔導或教育政策研擬之參考。 

 

  



2 
 

貳、 參與縣市與檢測規模 

    本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於 110 年 9 月 14 日進行，國語文三年級施測

人數為 39,168 人。各縣市在國語文三年級之詳細參與情形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110 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國語文三年級縣市參與情形 

參與縣市 報名學生人數 到考人數 

新竹市 5,597 5,414 

雲林縣 5,444 5,291 

嘉義縣 3,079 3,005 

臺南市 16,554 16,065 

屏東縣 6,361 6,131 

花蓮縣 2,641 2,569 

金門縣 697 693 

總計 40,373 3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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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檢測對象與檢測工具  

一、檢測對象 

110 年參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所承辦「國民小學國語文三年級學生學習能力

檢測」者為新竹市、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及金門縣等七縣

市之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生（未排除資源班及特殊生），應考名冊羅列 40,373 人、

實際施測人數 39,168 人，其中男生 19,842 人、女生 18,460 人、未填寫性別 866

人，整體缺考率約為 3.0%。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9 學年我國國民小學校數為 2,631 校，參與本

次學力檢測計 809 校，約佔全國國民小學總校數之 30.7%。參照傅仰止、蘇國賢、

吳齊殷、廖培珊、謝淑惠(2018)對臺灣鄉鎮市區類型研究之分類，由於該計畫未包

含金門縣和連江縣，本中心參考傅仰止等人(2018)研究的因子及縣市地區的人口

結構，將金門縣鄉鎮市區類型分類。本次參與國語文三年級學力檢測學校之 809

校中隸屬都會核心者（人口密度、專科以上教育、青壯年人口及服務業百分比最

高）15 校、工商市區（僅次於都會核心之商業高度發展地區）30 校、新興市鎮（同

時具有活絡的工業生產活動以及商業服務和相關工作能力）61 校、傳統產業市鎮

（就業人口供給較低、老年居民較多，僅能固守既有的傳統產業）76 校、低度發

展鄉鎮（就業人口及教育程度低，老年人口偏多，無明顯工商業活動與發展）200

校、高齡化鄉鎮（工商服務相關屬性最低，較低人口密度與教育程度）332 校、偏

遠鄉鎮（低度工商業發展，存有最低層教育程度及人數稀少的居民）95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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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測工具 

    「國民小學國語文三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以下簡稱學力檢測）是由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邀集新北市、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臺南市現

職國民小學教師組成命題團隊，一同編製、檢視而成。本次學力檢測試題評量向

度包含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字詞

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篇章理解。學力檢測施測之正式題本總題數為 30 題，

試題內容於各評量向度之詳細分布題數如表 3-1 所示。 

(一) 評量架構 

試題內容於各評量向度之分布題數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國語文領域三年級正式題本評量指標架構與試題之題數分布 

評量 
指標 

細項 
單題 
題號 

記敘文 故事 說明文 

語

文 

知

識 

A 

形音

知識 

提取字音 
區辨形近字音 1  

區辨多音字音 2 

提取字形 

區辨形近字 3 

區辨同音字 4 

B 

字詞

知識 

提取成語義 
掌握四字詞語涵義(含

成語義) 
7 

C 

語法

知識 

詞語結構 認識詞類、詞彙結構 8 

語句結構 

認識句型(直述、疑問、

感嘆、祈使、並列、因

果、承接、假設、選擇

句等 9 種複句) 

9 

認識病句（贅字、冗詞） 10 

標點符號 運用標點符號 11 

D 

修辭

知識 

修辭 
認識修辭知識(擬人/譬

喻/設問/誇飾/摹寫) 

12 

13 

E 

章法

知識 

文章結構 

結構式(時間、事件、因

果、並列、總分、方位)

順敘、倒敘 

14 

F 

文體

知識 

文體 

認識文體（詩歌、記敘、

故事、應用、說明、議

論） 

15 

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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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試 

    國民小學國語文三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於 110 年 3 月 2 日至 110 年 3

月 19 日間進行預試，預試樣本為基隆市、新北市、南投縣、彰化縣及嘉義市

之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生共 1,042 人。預試資料回收後先進行初步資料整理，後

進行選答率、鑑別度以及通過率分析。分析後召開試題修審會議，符合(1)正

確選項之選答率低於錯誤選項之選答率；(2)鑑別度低於 0.15；(3)錯誤選項之

選答率過低三標準任一項的試題，由命審題委員提出討論並視需要進行修正。 

  

 

閱

讀 

理

解 

G 

字詞

理解 

提取字義 

掌握字本義 5 

掌握字衍生義(引伸義、

比喻義) 

6 

提取詞義 
理解詞義 16、17 

推論指代詞  

H 

句子

理解 

句意理解 

理解句義 18 

句意推論 19 

文句組織  

I 

段落

理解 

段落理解 

段落訊息  

段落推論  

段落主旨 20、21 

J 

篇章

理解 

直接理解 文本訊息  22 25 28 

推論理解 

句段推論 

23 26 29 

事件因果 

指代詞推論 

角色關係 

人物特質/情緒 

狀態推論 

後果推論 

作者意圖 

詮釋整合 文本主旨 

24 27 30 
寫作手法 

組織方式 

寫作方式（修辭、人稱） 

總

計 

總題數 30 題 

(語文知識 13 題、閱讀理解 17 題)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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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題分析與教學建議 

本報告先分析「110 年國民小學國語文三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結果，再針對

各試題提供相關建議。 

整份試卷未作答、連續五題或五題以上未作答和答對率低於 0.25，且作答反應中

有疑似亂答者為無效樣本，予以刪除，最終納入分析之有效樣本數為 38,618 人，其中

各科試題分析結果呈現時所涉及的名詞分別定義如下表 4-1： 

 

表 4-1 試題分析名詞解釋 

高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前 27%之學生。 

低分組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總分排名後 27%之學生。 

選答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於此試題選答各選項之比率。 

通過率 參與測驗有效樣本之試題答對率。 

鑑別度 高分組試題答對率與低分組試題答對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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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題卷評量學生語文知識及閱讀理解(語文技能)兩項能力： 

一、語文知識 

  三年級評量的語文知識計有：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

識、文體知識等六項。 

(一)形音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 110-C3-A1-01 1 

知識向度 形音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字音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4% 

全體 0.64 0.21 0.15 0.01 0.00 

高分組 0.80 0.13 0.06 0.00 0.00 

鑑別度：0.34 
低分組 0.46  0.29  0.23  0.0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字音（區辨形近字音）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4%，高分組答

對率為 80%，低分組答對率 46%。 

 （二）根據字頻表，幅、福的字頻序號分別是：「幅」1064、「福」670，符合三年級學生

的識字量範圍。 

 （三）選項②有 29%低分組學生選答，高分組亦有 13%的學生選擇；選項③有 23%低分

組學生選答，高分組亦有 6%的學生選擇，可見學生對這些字的讀音較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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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教學時，加強區辨詞語、國字的形音義。本題易誤讀的字音如下： 

   1.幾「幅」名畫：讀音為幅，並無父的讀音。 

  2.大飽眼「福」：讀音為幅，並無父的讀音。 

（二）教師在教學及日常對話中宜隨時提醒學生使用正確讀音，將容易混淆的讀音以「詞

語對照」的方式呈現，在示範念讀後，指導學生分辨兩者的差異，以修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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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 110-C3-A1-02 2 

知識向度 形音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字音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0% 

全體 0.12  0.40  0.41  0.07  0.00  

高分組 0.08  0.54  0.35  0.03  0.00  

鑑別度：0.26 
低分組 0.17  0.27  0.44  0.11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字音（區辨多音字音）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0%，高分組

答對率為 54%，低分組答對率 27%，選項中的詞語均為常用語彙，卻有六成的學

生無法正確判讀，其中低分組學生高達七成三。 

（二）根據教育部 104 年版字頻表，「種」的字頻序號為 123，「教」的字頻序號為 188，

「興」的字頻序號為 606，「彈」的字頻序號為 744，符合三年級學生的識字量範

圍。 

（三）整體有 41%的學生選擇選項③，高出正確答案，高分組有三成五的學生選答，低

分組更有四成四的學生選答，顯示多數學生無法讀出「興」奮的正確讀音。 

 

二、對應能力指標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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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導學生從詞語辨識字音與字義的差別，並練習構詞。 

    1.「教」交：傳授，例如：教唱、教書。 

2.「教」較：訓誨、誘導，例如：訓誨；使、讓，例如：莫教枝上啼；宗教的簡

稱，例如：佛教、基督教。 

3.「興」興：事情的發生或出現，例如：興起；流行、盛行，例如：時興；昌盛，

例如：興隆。 

4.「興」興：情致、趣味，例如：助興、盡興、掃興；快樂、喜悅、高興。 

（二）有些國字由於詞性或詞義的變化會有不同的讀音，這些讀音具有辨義作用。教師

宜就字音具有辨義作用的字詞，成組對照方式教導學生，例如：有振作、興起的

意思時，就念興，如「興」奮；快樂、喜悅時，就念興，如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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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 110-C3-A2-03 4 

知識向度 形音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字形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3% 

全體 0.43  0.01  0.02  0.53  0.00  

高分組 0.25  0.00  0.01  0.74  0.00  

鑑別度：0.42 
低分組 0.62  0.02  0.04  0.3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字形（區辨形近字）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3%，高分組答

對率為 74%，低分組答對率 32%，顯示超過半數的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此四個選項皆同音且字形相似的國字。 

（三）選項①吸引 62%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部分低分組學生無法使用部首判別字義。 

 

二、對應能力指標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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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教導學生辨識形近字時，宜指出形近字的差異，引導學生理解字義，並練習

構詞。 

1.「漫」漫：長、遠、沒有邊際之意，例如：漫漫長路、漫漫長夜。 

2.「慢」漫：速度低緩的，例如：慢車、動作很慢；態度冷漠、不禮貌的，例如：

傲慢、輕慢；稍緩，例如：且慢。 

（二）教師教導學生理解部首的原始意義，進而運用部首判別字形與字義。例如：從「水」

部的字，與自然現象「水」有關，因此例如：「漫」漫長夜、「漫」漫長路，都有

時間或空間沒有邊際的意思；而從「忄」部的字，與「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漫

長的」討論是指時間沒有邊際、沒有限制，所以應選擇水部的「漫」。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9055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209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890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14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14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4086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9618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25674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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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4 110-C3-A2-04 4 

知識向度 形音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字形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9% 

全體 0.02  0.08  0.11  0.79  0.00  

高分組 0.00  0.02  0.03  0.94  0.00  

鑑別度：0.36 
低分組 0.03  0.16  0.22  0.5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字形（區辨同音字）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9%，高分組答

對率為 94%，低分組答對率 59%。 

（二）選項為「行」、「型」和「形」三個同音或形近字的組合。 

（三）選項③吸引 22%低分組學生選答；高分組也有 3%學生選答，顯示許多學生對形

近字「型」和「形」容易混淆。 

 

 

 

 



14 
 

二、對應能力指標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教導學生辨識同音、形近字時，宜指出同音、形近字的差異，引導學生理解

字義，並練習構詞。 

 (二）教師指導學生辨識同音字時，宜指導學生利用部首區辨字義，同音字的字音雖然

相同，但部首不同，字義便有異。 

1.「遊行」的「行」(ㄔ部)：為「走」之意。 

2.「造型」的「型」指「式樣、種類。「型」字本義是鑄造器物的泥製模子，故部

首「土」部，引申為某種標準，全用為名詞。 

3.「形」(彡部)，名詞時，指地形、容貌、樣式；當動詞使用時，指表現、構成、

描寫、比較。 

（三）教師宜從常用詞語著手，在字義方面多做歸納及講解，幫助學生精確的用字遣詞，

避免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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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詞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7 110-C3-B1-07 1 

知識向度 字詞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成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5% 

全體 0.65  0.12  0.16  0.06  0.00  

高分組 0.85  0.06  0.08  0.01  0.00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42  0.19  0.23  0.15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提取成語義的能力，作答反應顯示近三成五的學生無法掌握本

成語的意思。整體通過率為 65%，高分組答對率為 85%，低分組答對率 42%，鑑

別度 0.43，能測出學生的程度。 

（二）選項②和③分別有 12%及 16%學生選答，誘答力高，不懂成語意思即無法選出正

確含義。 

（三）題幹中「自食其果」意思為「自己吃自己種下的惡果。形容自己做壞事，自己受

害。」因此，最適切的選項為「①自己承擔做壞事的結果」。相似詞為：自作自

受、玩火自焚、自掘墳墓、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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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宜教導學生用上下文推論詞義，練習透過前後文意來掌握較難的詞彙，平時

詞語（含四字詞語、成語）教學也宜以語句方式呈現，學生較能正確掌握詞義。 

（二）指導學生採「拆詞法」將詞語拆解開來，理解每個字的意思，再把每個字的意思

組合起來，嘗試了解語意。 

(三）教師教導成語時，建議講解典故，加深學生印象。例如「自食其果」字面義可解

釋為「自己吃自己種下的果」，可掌握大概的含義，但精確的意義因涉及典故，仍

須具備相應的語文知識，尤其是用字類似的成語，例如「自食其力」，一字之差，

意思完全不相干，可以一併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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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8 110-C3-C1-08 2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語詞結構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4% 

全體 0.20  0.54  0.14  0.11  0.00  

高分組 0.07  0.82  0.08  0.03  0.00  

鑑別度：0.58 
低分組 0.33  0.24  0.20  0.22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了解詞語結構(詞類應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4%，高分組

答對率為 82%，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58。顯示近半數學生無法掌握語詞

的結構，尤其低分組學生超過七成不具此能力。 

（二）錯誤選項的選答比例接近，顯示學生對各種詞類(詞性)的分辨容易混淆，唯低分

組學生選答為①的比例高達 33%，隨意選答的可能性高。 

（三）各選項的語詞結構如下： 

      1.選項①日出：名詞、動詞。 

      2.選項②爬樹：動詞、名詞。 

   3.選項③打掃：動詞、動詞。 

      4.選項④後退：副詞、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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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於課堂中可多利用課文語句，指導學生認識詞類(詞性)、學習語詞的組成

結構，將有助於文本欣賞及寫作運用，同時，利用造句練習，以鞏固學習成果。 

（二）另外，可指導學生按照不同詞類的組成樣式，運用課文詞語作分類練習，可以深

化對詞語結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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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9 110-C3-C2-09 1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區辨基本句型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4% 

全體 0.64  0.15  0.15  0.06  0.00  

高分組 0.84  0.08  0.07  0.01  0.00  

鑑別度：0.42 
低分組 0.42  0.22  0.22  0.1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區辨基本句型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4%，高分組答對率為

84%，低分組答對率 42%，鑑別度 0.42。顯示半數以上的學生可以區辨祈使句型，

但低分組學生近六成無法辨別。 

（二）選項②、③皆有超過二成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題幹及選項意

思不甚理解而隨意選答，致使各選項的選答比例接近。 

（三）祈使句是指用來表達命令、請求的句子。除了選項①「明偉把教室的窗戶打破」

為陳述句以外，其餘三個選項都是祈使句： 

      選項②「請你把書本都擺放整齊」表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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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③「圖書館裡全面禁止飲食」表示命令。 

      選項④「請協助將所有門窗打開」表示請求。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建立祈使句的概念：祈使句具有要求、請求或命令、勸告、叮囑、建議別人做或

不做一件事的作用，句中的主詞常常被省去。根據祈使句的語用意義和語氣的強

弱，祈使句可以分為四類： 

1.表示命令的祈使句：表示命令的祈使句都帶有強制性，要求對方必須服從，言

辭肯定，態度嚴肅。例如：「站起來！」、「讓他進來！」。 

2.表示請求的祈使句：與表示命令的祈使句相比，表示請求的祈使句的語氣要舒

緩一些，可以使用語氣詞「吧、啊」。例如：請給我們多一點意見！」、「您請坐

啊！」。 

3.表示禁止的祈使句：明確表示禁止對方做什麼事情，言辭強硬，態度堅決，不

用語氣詞。例如：「別動！」、「你不要去！」。 

4.表示勸阻的祈使句：語調比較平緩，常用語氣詞「吧、啊」。例如：「請勿奔跑！」、

「大家有話好好說吧！」。 

（二）依據功能區分，句子可以分為陳述句、疑問句、感嘆句、祈使句四類，課堂中宜

教導學生常用句型，並讓學生練習造句，以熟習活用。 

（三）國小教科書中的語句大多為陳述句，用以表達一件事實或作者的看法。教師在課

文教學中，宜善用課文句型引導學生理解語句意思，並注意其所使用的句型及標

點符號，以精確掌握作者或說話者想呈現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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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0 110-C3-C2-10 3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區辨病句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8% 

全體 0.05  0.09  0.68  0.18  0.00  

高分組 0.01  0.03  0.88  0.09  0.00  

鑑別度：0.45 
低分組 0.12  0.18  0.43  0.2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區辨病句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8%，高分組答對率為 88%，

低分組答對率 43%，鑑別度 0.45。顯示有超過六成學生可以正確找出病句，但

低分組學生卻有半數以上無法區辨。 

（二）錯誤選項④有 9%的高分組及 26 %的低分組選答，顯示學生對於語詞運用的掌

握度不夠精確，因此選答錯誤。 

（三）「改進」的意思是「改良進步」；「減少」是強調「少於原來的」。題幹敘述為「經

過我仔細的檢查，所以作業的錯字……」，由語境判斷，「錯字」最需要被「減

少」或「修正」，而不是被「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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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常見的病句有下列幾種情形： 

1.語句不完整：例如未寫明主詞，造成語意無法理解。 

2.語意重複：句子中同義的詞語重複出現，造成累贅。 

3.前後矛盾：例如時間序錯誤，造成前後句意思不清。 

4.誤用詞語：詞義理解錯誤，造成運用錯誤。 

（二）在語文課的教學中，應讓學生有機會就精確的文句篇章反覆朗讀，揣摩作者想傳

達的感受，以培養敏銳的語感。尤其有些詞句並不深奧，表層意思不難理解，但

卻富有鮮明的情感色彩，能展現作者獨具的匠心的課文，在教學中若能善用這一

類的文章，透過多種朗讀的方式，更能在學生的心裡形成鮮明的形象，引發語感。 

（三）教師宜引導學生於平時造句、寫作練習中，共同討論並修改不適當的語句。 

（四）提醒學生作答時要仔細讀題，尤其要留意題幹「不正確」、「不適合」等否定性的

詞語，以有效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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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1 110-C3-C3-11 1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運用標點符號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7% 

全體 0.77  0.04  0.16  0.03  0.00  

高分組 0.88  0.01  0.09  0.01  0.00  

鑑別度：0.27 
低分組 0.62  0.10  0.24  0.04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運用標點符號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7%，高分組答對率為

88%，低分組答對率 62%，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問號的用法已大致能掌握。 

（二）選項③逗號有接近一成的高分組學生與超過二成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係

以句中的關鍵詞「什麼」作為答題的線索，而未能根據語句內容使用適切的標點

符號。 

 

二、對應能力指標 

    6-2-9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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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依據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問號」用於用於疑問句之後，包括 

懷疑、發問和反問三種狀況，例如： 

 1.世界難道不是個舞臺嗎？(懷疑) 

2.請問您貴姓？(發問) 

3.你不要？你真的不要？(反問) 

（二）國語課文教學中，如果出現學生不熟悉的標點符號使用狀況，教師宜隨機指導用

法，並提供語句練習，以幫助學生釐清使用時機，正確使用各種標點符號。 

（三）教師宜引導學生於平時造句、寫作練習中，共同討論並修改不適當的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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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辭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2 110-C3-D1-12 1 

知識向度 修辭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修辭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2% 

全體 0.42  0.21  0.19  0.18  0.00  

高分組 0.61  0.15  0.12  0.13  0.00  

鑑別度：0.36 
低分組 0.24  0.26  0.25  0.24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了解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僅 42%，其中高分組答對率為

61%，低分組答對率為 24%，鑑別度 0.36。顯示近六成的學生對於譬喻修辭不完

全瞭解，尤其在低分組有超過七成的學生無法掌握譬喻修辭。 

（二）觀察錯誤選答分布的比例，無論是高分組或低分組，在三個錯誤選答中的比例相

近，推測學生對於題幹及選項的意思並不甚理解而隨意選答，致使各錯誤的選答

比例接近。 

（三）選項①「他的裝扮和談吐真像他爸爸年輕的時候。」句中的「他」與「他爸爸」

都是人類本質相同，不是譬喻句。 

(四) 在譬喻修辭中，喻體與喻依必須是不同的事物，喻詞則是「像」、「有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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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根據選項分析： 

1.選項②的句型與題目中的範例幾乎一致，都是「……像……一樣」的句型，再

觀察無論是高分組或低分組，錯誤選答中此選項的比例都最高，推測很有可能

是學生並未看清楚題幹要求要選擇「寫作方式不同」的提示。 

2.選擇選項③、④的學生，可能未讀懂選項的語意，或不懂「有如」、「好比」

也是喻詞。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譬喻」是兩件或兩件以上的事物具有類似之處，運用「那個」有類似點的事物，

來比方說明「這個」事物，也就是運用兩者之間的相似點，讓事情更具體、更生

動的寫作技巧。 

（二）「譬喻」是課文中常見的修辭格，由「本體」（要描寫的對象）、「喻詞」（連接「本

體」和「喻體」的詞語，例如「好像」、「是」、「彷彿」、「好比」……）、「喻體」

（用來比方喻體的人事物）三者配合而成，教師可以舉課文中譬喻法的句子為例，

讓學生分析譬喻句的組成要件。 

（三）指導學生練習造譬喻句，並提醒學生掌握譬喻的本體，和用來比擬喻體的另一事

物間需要有關聯性。 

（四）教師教學時，宜引導學生培養觀察力和聯想力，有助於學生熟悉文字運用，提升

寫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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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3 110-C3-D1-13 3 

知識向度 修辭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修辭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9% 

全體 0.04  0.06  0.59  0.30  0.00  

高分組 0.01  0.01  0.71  0.28  0.00  

鑑別度：0.28 
低分組 0.11  0.15  0.43  0.30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辨識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9%，高分組答對率為 71%，

低分組答對率 43%，鑑別度 0.28。已有近六成的學生能正確判別本題的修辭。 

(二)高分組答對率僅 71%，錯誤的選項中以④選答率最高(28%)，低分組選此答者甚

至達 30%，顯示此選項的誘答力較高。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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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誇飾」是作者用誇張的方式描述，以不符合客觀事實的方式，故意將事實放大

或縮小，目的是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我的臉好油，油到可以煎蛋了。（放大） 

            薄的讓我幾乎忘了它的存在。（縮小） 

（二）誇飾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空間的誇飾——過度放大或縮小其高度、面積、體積。 

   例如：山上有一棵「高聳入雲」的神木啊！ 

 2.時間的誇飾——過度放大或縮小時間速度。 

   例如：生命短暫得如曇花一現。 

 3.物象的誇飾——過度放大或縮小事物的性質。 

   例如：狂風驟雨一來，海面的波浪好像萬馬奔騰般的驚人。 

 4.人情的誇飾——過度放大或縮小其能力或感情。 

   例如：媽媽很傷心，眼淚好像水龍頭一樣流個不停。 

 5.數量的誇飾——過度放大或縮小其數量。 

（三）教師教學時，可利用課文語句，指導學生學習各類修辭的定義及用法，並利用造

句練習，鞏固學習成果。並以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例，引導學生以放大或縮小的

方式描述，加強學生想像力，以提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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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4 110-C3-E1-14 4 

知識向度 章法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文章結構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6% 

全體 0.08  0.08  0.18  0.66  0.00  

高分組 0.02  0.02  0.11  0.86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17  0.16  0.24  0.42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章法知識（認識文章結構）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6%，高分

組答對率為 86%，低分組答對率 42%，鑑別度 0.44。 

(二)低分組學生，仍有 58%學生無法選出正確選項，應該是對這幾種篇章結構的形式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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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6-2-6 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三、教學建議 

(一)文章是由中心意思、材料、結構三個要素組成的。所謂的文章結構，指的是文章

的「骨架」，是謀篇布局的手段，是運用材料反映中心思想的方法。可讀性高的文

章通常有清楚的結構，能辨認出結構，將有助於理解文章內容。常見的文章結構

類型有： 

1.時間式：依照「時間順序」來組合材料的文章結構方式。 

2.事件式結構：按照事件先後次序安排文章內容。 

3.因果式：按照原因、經過、結果的次序安排文章內容，表現方式可先因後果、 

先果後因或是因果穿插。 

4.並列式：依照與主題有關的各項內容，並列呈現的方式安排寫作內容。 

5.總分式：先對事物的全貌作總體敘述、再分別敘述，或者於開頭提出中心論點，

然後分層予以論述。可分成總-分-分-總、總-分-分、分-分-總等類型。 

6.方位式：以空間方位的轉換為順序來安排段落內容，組織成篇。有的是按照作

者的定點觀察順序來寫，稱為定點法；有的按照作者移動腳步的順序來寫，稱

為移步法。 

(二)以本題題幹為例分析： 

1.選項①由「我的外表/我的個性/我的願望」寫，屬於並列式結構。 

2.選項②由「博物館戶外庭園/博物館的動物廳/博物館的特展區」寫，屬於方位

式結構。 

3.選項③由「飛機起飛前的心情/飛機起飛後的心情/飛機降落時的心情」寫，屬

於時間式結構。 

（三）教師在教導課文結構時，宜就文章內容引導學生認識文章結構與特色。閱讀時

有助學生了解文章脈絡，理解課文文意；寫作時，有助學生運用文章結構，設

計寫作綱要，完成文章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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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體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5 110-C3-F1-15 4 

知識向度 文體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文章體裁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15% 

全體 0.17  0.55  0.13  0.15  0.00  

高分組 0.12  0.52  0.12  0.24  0.00  

鑑別度：0.14 
低分組 0.23  0.51  0.15  0.0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掌握文本特徵、認識文體的能力。整體通過率僅 15%，高分

組答對率為 24%，低分組答對率為 9%，顯示學生對應用文本的特徵不熟悉。 

（二）本題屬於應用文「卡片」類。九年一貫課程國語文第一階段寫作指標規範：

「6-1-3-2 能配合日常生活，練習寫簡單的應用文(如：賀卡、便條、書信及日

記等)。」表示學生應該學習並練習過書信、卡片便條及日記等應用文類別的

寫作。本題作答反應，顯示學生未能掌握應用文本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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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6-1-3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練習寫作。 

 

三、教學建議 

(一)108 學年度推動的國語文新課綱中，將各類文本之界義如下： 

1.記敘文本：以人、事、時、地、物為敘寫對象的文本。 

2.抒情文本：由主體出發，抒發對人、事、物、景之情感的文本。 

3.說明文本：以邏輯、客觀、理性的方式，說明事理或事物的文本。 

4.議論文本：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看法的文本。 

5.應用文本：因應日常生活、人際往來與學習的需要，靈活運用各種表述方式而 

產生的實用性文本。 

(二)應用文本是因應日常生活、人際往來的需要而生的，是一種實用性很高的文本。

應用文首重格式，建議教師在教授課文時，宜強化文本的格式特徵，引導學生利

用應用文各類別的文本格式，辨識應用文、習寫應用文。 

(三)書信、卡片格式相同，分成開頭、主體、結尾三部分。開頭要寫出稱謂(職稱或名

字)、問候段，主體是寫信或寫卡片的目的，結尾要寫出祝福語、署名即日期三個

部分。而便條又稱簡化的書信，常用於臨時性留言，故可省略問候段及祝福語，

其餘格式語書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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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 

  三年級評量的閱讀理解(語文技能)計有：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與篇章理解等

四項。 

  (一)字詞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5 110-C3-G7-05 3 

知識向度 字詞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字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9% 

全體 0.05  0.07  0.79  0.08  0.00  

高分組 0.01  0.02  0.95  0.02  0.00  

鑑別度：0.36 
低分組 0.11  0.14  0.58  0.17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9%，高分組答對率為 95%，

低分組答對率 58%。 

（二）選項①「道」歉是指「用言語表示心意」。 

選項②一「道」閃電是指「單位量詞」。 



34 
 

選項③「道」路「路徑」。 

選項④「道」理是指「事理」。 

約有二成一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顯示學生尚無法很精準的辨識「道」的字義。 

 

二、對應能力指標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三、教學建議 

（一）正確選項為③，所謂「快速道路」的意思是行車速度很快的道路，所以在這個詞

語中的「道」字義為路徑的意思。而選擇其他三個選項的學生相對不多，可能並

未讀懂題目的意思，而隨意猜測作答。 

（二）教師在教學中宜加入常用字詞的區辨與替換，例如本題中「道路」和「路徑」、

「道理」和「事理」，並說明詞義，避免學生誤用。 

（三）教學中宜比較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透過語境幫助學生分辨詞語的意義及適

用的語言場合，有時亦可運用「上下文」推論詞語的正確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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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6 110-C3-G7-06 4 

知識向度 字詞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字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2% 

全體 0.11  0.14  0.13  0.62  0.00  

高分組 0.02  0.05  0.05  0.88  0.00  

鑑別度：0.54 
低分組 0.22  0.22  0.22  0.34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2%，高分組答對率為 88%，

低分組答對率 34%，顯示整體約有三成八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鑑別度達 0.54，

是十分優秀的試題。 

（二）選項①「風吹雨打」的「吹」是指「空氣流動而碰觸物體」。 

選項②「計畫吹了」的「吹」是指「事情取消」。 

選項③「吹出音樂」的「吹」是指「噘起嘴脣用力吐出氣流」。 

選項④「吹牛」的「吹」是指「說話誇張不實」。 

只有 62%學生選答正確，顯示近四成的學生無法很精準的辨識「吹」的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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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典，分辨字義。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正確選項為④。「吹牛」的意思是「誇口、說話誇大其詞」，所以在這個句子中的

「吹」字義為「說話誇張不實」的意思。而選擇其他三個選項的學生分布比例都

差不多，很可能並未讀懂題目的意思，而隨意猜測作答。 

（二）教師教學時，宜搭配詞語，指導學生理解詞義後，區辨多義字意思。 

「風吹雨打」的「吹」是指「空氣流動而碰觸物體」。 

「計畫吹了」的「吹」是指「事情取消」。 

「吹出音樂」的「吹」是指「噘起嘴脣用力吐出氣流」。 

「吹牛」的「吹」是指「說話誇張不實」。 

（三）教學中宜加入常用字詞的區辨與替換，例如本題中「吹了」和「取消」，並說明詞

義避免學生誤用。 

（四）教學中宜比較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透過語境幫助學生分辨詞語的意義及適

用的語言場合，有時亦可運用「上下文」推論詞語的正確用法。 

 

 

  



37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6 110-C3-G1-16 3 

知識向度 字詞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字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5% 

全體 0.14  0.17  0.45  0.24  0.00  

高分組 0.07  0.12  0.63  0.18  0.00  

鑑別度：0.34 
低分組 0.22  0.22  0.28  0.27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選用字詞（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5%，高分組

答對率為 63%，低分組答對率為 28%，鑑別度 0.34。顯示超過半數以上學生無法

正確判別相近語詞。 

（二）選擇選項①有 14%，選擇選項②的有 17%，選擇選項④的學生有 24%。其中選項

①有 7%高分組學生及 22%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②有 12%高分組學生及 22%低

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④有 18%高分組學生及 27%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有部分學

生無法掌握四個詞語的詞義。 

（三）本題必須了解詞義，各選項詞義說明如下： 

      1.選項①猜測：猜想、推測。 

2.選項②推論：推求討論。 

3.選項③猜疑：對人對事猜忌疑慮。 

4.選項④推測：推究揣測。 

故選項③不適合填入句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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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宜指導學生將字詞放入句中，並讀一次，確定句子的表達是通順合理的。 

（二）許多相似詞語從字面上看容易混淆，使學生對文句產生錯誤的理解。教師宜在各

類教學情境中，鼓勵學生在不同文本裡多多留意此類詞語，並指導學生從上下文

語境推論正確詞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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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7 110-C3-G1-17 1 

知識向度 字詞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字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5% 

全體 0.75  0.09  0.08  0.08  0.00  

高分組 0.97  0.01  0.01  0.01  0.00  

鑑別度：0.55 
低分組 0.42  0.20  0.19  0.18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選用字詞（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5%，高分

組答對率為 97%，低分組答對率為 42%，鑑別度 0.55。顯示七成五以上的學生

能掌握詞語用法。 

（二）各選項詞義說明如下： 

      1.選項①不凡：不尋常、不平凡。與平凡為相反詞。 

2.選項②簡易：簡單容易。與簡單為相似詞。 

3.選項③寬敞：寬大。與寬闊為相似詞。 

4.選項④談天：談話、聊天。與聊天為相似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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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4-3-1 能認識常用國字 2,200-2,700 字。 

    5-3-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在教學中先引導學生理解題幹的意思，幫助學生從上下文語境判斷語意，培

養學生藉由語境整合出正確語意的能力。例如本題可由前後語意對調後，找出與

之意思相反的詞語。 

（二）平日宜鼓勵學生透過閱讀擴充詞彙量，以詞語造句並練習同義詞替換，可以幫助

學生熟習詞語的意義及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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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8 110-C3-H1-18 2 

知識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8% 

全體 0.11  0.78  0.07  0.04  0.00  

高分組 0.07  0.88  0.04  0.01  0.00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17  0.64  0.10  0.08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掌握句義（理解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8%，高分組答

對率為 88%，低分組答對率為 64%，顯示近四成的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掌握句

義。 

（二）由題幹的「輪到他分享時，沒有任何表示」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自私的人。而有 17%

的低分組學生認為，「沒有任何表示」等同於懶惰的意思。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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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透過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多思考推敲語句所表述的意義，以有效掌握句義。 

（二）教導句子理解時，可以利用句中的關聯詞，如：但、然而、也、所以等找出語句

重點，再以「換句話說」方式解讀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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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9 110-C3-H1-19 3 

知識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推論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8% 

全體 0.20  0.14  0.58  0.08  0.00  

高分組 0.10  0.06  0.82  0.02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29  0.23  0.32  0.1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句義理解（推論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8%，高分組

答對率為 82%，低分組答對率為 32%，鑑別度 0.5。顯示近四成的學生無法正確

推論本句句義。 

（二）低分組學生有 29%選答選項①，23%選答選項②，顯示低分組學生理解句義的

能力仍顯不足。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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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不能」和「不」皆為否定詞，當句子形式為「否定＋否定」時，即為雙重否定，

表達出「肯定」的語意，且語氣比較強烈。 

      1.肯定句：你要謹慎。 

      2.否定句：你不謹慎。 

      3.雙重否定句：你不能不謹慎。意即：你要非常謹慎。 

（二）生活中常見「雙重否定」如下： 

1.我不得不接受。→我必須接受。 

2.你不會不知道。→你一定知道。 

3.在場的人無不激動。→在場的人都很激動。 

4.無所不能→什麼都能 

（三）教師可引導學生練習「肯定句」及「雙重否定句」的句式轉換，再共同討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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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落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0 110-C3-I1-20 3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段落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1% 

全體 0.16  0.04  0.71  0.09  0.00  

高分組 0.05  0.00  0.91  0.04  0.00  

鑑別度：0.47 
低分組 0.30  0.10  0.44  0.1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1%，高分組答

對率為 91%，低分組答對率為 44%，鑑別度 0.47。顯示七成學生可以正確歸納出

段落主旨，但低分組學生有近六成無法正確找出段落主旨。 

（二）選項①吸引 30%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由段落中仔細描述學布鞋的樣式，

認為本段最主要想表達的涵義為作者很喜愛學布鞋的樣式。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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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宜指導學生閱讀段落後再作答，以避免未全面理解內容而造成錯誤答題。 

（二）作者在寫作時，往往有其中心感受或主張，且常會出現在文末，因此教師宜指導

學生找出文本的感受或主張，再解讀其意涵。本段文末句「就會找回力量」，加

上前句提及「心情低落時撫摸它」，可以歸納出本段重點為「學布鞋可以在作者

心情低落時給予力量」。 

（三）教師也可以透過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發表，幫助學生理解段落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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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1 110-C3-I1-21 4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理解段落主旨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9% 

全體 0.05  0.08  0.28  0.59  0.00  

高分組 0.01  0.00  0.16  0.83  0.00  

鑑別度：0.51 
低分組 0.11  0.21  0.35  0.3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9%，高分組答

對率為 83%，低分組答對率為 32%，鑑別度 0.51。顯示約四成學生無法正確歸納

出段落主旨，尤其低分組學生有六成八無法正確找出段落主旨。 

（二）選項③有 35%低分組學生選答，高於正確答案的選項④，顯示低分組學生可能只

擷取表面訊息，未能統整全文訊息，因而選答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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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應能力指標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進閱讀的能力。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宜指導學生閱讀段落後再作答，以避免未全面理解內容而造成錯誤答題。 

（二）作者在寫作時，往往有其中心感受或主張，且常會出現在文末，因此教師宜指導

學生找出文本的感受或主張，再解讀其意涵。本段文末句「看著他，再低頭看看

我的冰棒，突然覺得冰棒沒這麼清涼消暑了。」再連結前文，可以得知作者自我

檢視、反省，體悟「公德心不能因時因地打折扣」之重要性。 

（三）教師也可以透過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發表，幫助學生理解段落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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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篇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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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2 110-C3-J1-22 2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直接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5% 

全體 0.06  0.75  0.09  0.10  0.00  

高分組 0.01  0.95  0.02  0.02  0.00  

鑑別度：0.49 
低分組 0.15  0.46  0.20  0.1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5%，高分

組答對率為 95%，低分組答對率 46%，顯示五成左右的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

文意，提取訊息。 

（二）此題的設計是訊息理解，從文章第二段的段落訊息可以得知媽媽在小時候遇上地

震時，看見妹妹跌進尿桶裡哭號的慘狀，才會如此聞震色變。 

（三）選項③和④各有 20%及 19%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作答時並沒有仔細閱讀

文章，所以選錯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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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可指導學生利用畫線策略，從題幹中找出關鍵詞，畫線標註，即可快速找到

正確段落。例如本題題幹：「為什麼媽媽這麼害怕地震？」可以指導學生圈出關鍵

詞「害怕」，比對文本後，即可在第二段找到與害怕相關的「心有餘悸」一詞。 

（二）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全文後，整合文本訊息再判讀，才能掌握文意。僅從局部訊

息或斷章取義會導致錯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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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3 110-C3-J2-23 4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推論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4% 

全體 0.04  0.05  0.07  0.84  0.00  

高分組 0.01  0.00  0.03  0.96  0.00  

鑑別度：0.34 
低分組 0.09  0.13  0.14  0.62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推論理解（推論句段重點）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4%，高分組

答對率為 96%，低分組答對率 62%，有 38%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判斷出正確選項。 

（二）低分組學生有 9%選答①、13%選答②、14%選答③，顯示仍有部分低分組學生可

能無法理解作者稱媽媽為千手觀音的原因，無法正確選出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全文後，整合文本訊息再判讀，才能掌握文意。 

（二）教師在閱讀教學中，可以使用推論策略讓學生從「用跑的、拉的、牽的、夾的」

這些敘述中，推測出媽媽遇到危險時，會發揮超乎平常的力量，手腳並用的保護

著小孩不受傷害，藉此訓練學生推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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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4 110-C3-J3-24 3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詮釋整合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0% 

全體 0.16  0.04  0.50  0.29  0.00  

高分組 0.04  0.01  0.75  0.20  0.00  

鑑別度：0.49 
低分組 0.31  0.09  0.26  0.3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0%，高分組答

對率為 75%，低分組答對率 26%。 

（二）低分組學生有 31%選答①、9%選答②、33%選答④，顯示大部分低分組學生可能

只是略讀，未能仔細思考，無法正確總結篇章主旨。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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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本題選項具誘答力，吸引低分組學生選答。 

1.選項①：地震非常可怕，要隨時做好逃生的準備。文本中雖然有描述地震的可

怕，但卻不是文章最想表達的重點，因此並非正確選項。 

2.選項②：誠心向千手觀音祈禱，傷亡越少越好。文本中雖有提到千手觀音一詞，

但並沒有向千手觀音祈禱。此選項不正確。 

3.選項③：父母會盡其所能，保護孩子遠離危險。本文主要描述媽媽在危急時刻

雖只有兩隻手，但發揮超乎平常的力量，同時做到很多手才能完成的

事情，保護了孩子。 

4.選項④：遇到地震不要緊張，冷靜思考求生存。文未提到相關敘述，此選項不

正確。 

（二）低分組學生較不易總結正確的篇章主旨，教師可以運用下列幾個方法： 

1.透過提問，引導學生發表、討論，釐清篇章主旨。如：「作者到底想要說什麼？」、

「作者寫作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2.先透過段落摘要策略，找出各段重點，再推論作者的想法。 

（三）作者的感受與想法常是文章的重點，且通常在文末，教師可提醒學生針對結尾內

容反覆閱讀、思索涵義，歸結出篇章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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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5 110-C3-J1-25 4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直接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9% 

全體 0.07  0.14  0.29  0.49  0.01  

高分組 0.04  0.14  0.20  0.62  0.00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11  0.15  0.35  0.37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9%，高分

組答對率為 62%，低分組答對率 37%，顯示五成一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文意。 

（二）此題的設計是訊息理解，學生要能讀懂文章的段落訊息。 

（三）選項③有高分組 20%及 35%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作答時並沒有仔細閱讀

文章，並理解背後的涵義，所以選錯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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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可指導學生利用畫線策略，從題幹中找出關鍵詞，畫線標註，再與各段內容

作比對，即可快速找到正確段落。 

（二）教師教學時應協助學生仔細閱讀文章，並判斷語句代表的意義。題幹中敘述「做

成的事」意即成功做成的事。由此可知選項③為小鳥織毛衣並不是笨狼真正完成

的事情。 

（三）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全文後，整合文本訊息再判讀，才能掌握文意。僅從局部訊

息或斷章取義會導致錯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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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6 110-C3-J2-26 2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推論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0% 

全體 0.09  0.80  0.06  0.05  0.00  

高分組 0.03  0.94  0.01  0.01  0.00  

鑑別度：0.35 
低分組 0.17  0.59  0.13  0.11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推論理解（推論句段重點）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0%，高分

組答對率為 94%，低分組答對率 59%，有 41%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判斷出正確選

項。 

（二）低分組學生有 17%選答①、13%選答③、11%選答④，顯示近四成左右的低分組

學生可能無法理解文章中的笨狼所做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代表的意義，所以無法

正確選出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全文後，整合文本訊息再判讀，才能掌握文意。 

（二）從想為鳥兒擋風雨、想為小鳥織毛衣、幫小鳥畫棵充滿綠葉及紅果的樹等處，可

以知道笨狼非常天真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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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訊息大量出現時，可以教學生利用畫線方式或以「誰做什麼」的方式概括各段

重點，繼而整合不同區塊間（如：句子、段落等）的訊息內容，適度推論，可有

效理解文章所要傳達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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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7 110-C3-J3-27 2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詮釋整合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3% 

全體 0.07  0.53  0.20  0.20  0.01  

高分組 0.03  0.74  0.11  0.12  0.00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12  0.31  0.28  0.28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詮釋整合（掌握篇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3%，高分組答

對率為 74%，低分組答對率 31%，顯示高、低分組學生對文本理解能力有明顯的

差異。 

（二）作者寫作文本時，往往有其中心主張，並在文章中直接敘述或以言外之意的方式

表達。從數據看來，高分組學生較能掌握本文主旨，低分組學生則容易被錯誤選

項誘答，而無法從文章所給的資訊內化歸納出本文中心主旨。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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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學時，可指導學生從文本時找出相關的訊息，歸納、整合出大意及主旨，使有

效理解文本。例如從本文最後兩段得知笨狼為小鳥們畫了一棵充滿綠葉及紅果的

樹，小鳥因為笨狼的體貼，而願意留下不離開。 

（二）引導學生大概理解文意及中心主張後，再針對文章內容的前後因果及文意脈絡深

究探討，使學生能掌握文句邏輯，正確理解文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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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8 110-C3-J1-28 1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直接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27% 

全體 0.27  0.40  0.17  0.15  0.01  

高分組 0.39  0.45  0.08  0.08  0.01  

鑑別度：0.19 
低分組 0.20  0.30  0.26  0.21  0.02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27%，高分

組答對率為 39%，低分組答對率 20%，顯示七成三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文意。 

（二）選項②、③和④分別有 40%、17%及 15%的學生選答，特別是選項②，選答率高

於正確答案，推測學生作答時並沒有仔細閱讀文章及題幹，所以選錯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學生必須從文章提供的訊息，理解文句的含義，以進一步掌握文章內容。有近一

半的學生只擷取表面訊息，未能統整全文訊息，因而選答錯誤。 

（二）本題選項來自文本不同段落，因此學生更需要摘要統整的能力，以建構文句涵義。 

本題各選項皆可在文章二到四段中找到線索，對照文本後，即可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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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9 110-C3-J2-29 2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推論理解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5% 

全體 0.03  0.45  0.21  0.29  0.02  

高分組 0.01  0.68  0.09  0.21  0.01  

鑑別度：0.45 
低分組 0.08  0.23  0.33  0.33  0.03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推論理解（句段推論）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5%，高分組答

對率為 68%，低分組答對率 23%，有七成七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判斷出正確選項。 

（二）選項③和④皆有 33%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文章內容或是選項

敘述不太理解，有隨機作答的情形。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當文本內容較長、訊息量較大時，低分組的學生較缺乏歸納、統整訊息的能力，

教師在教學中宜適時引導，可藉由問題引導推論，或指導學生利用畫線找出相關

訊息的方式，整合文章不同區塊間的內容，進而理解文章所要傳達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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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必須教導學生理解用與人類基因相似的小白鼠做實驗，為人類的健康做出貢

獻，這些描述指的是醫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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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0 110-C3-J3-30 3 

知識向度 篇章理解 

評量指標 詮釋整合 

題目 

  

選答率 

選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8% 

全體 0.32  0.07  0.48  0.11  0.02  

高分組 0.30  0.01  0.65  0.03  0.01  

鑑別度：0.37 
低分組 0.31  0.16  0.29  0.22  0.03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詮釋整合（掌握篇旨）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8%，高分組答對

率為 65%，低分組答對率 29%，顯示高、低分組學生對文本理解能力有明顯的差

異。 

（二）作者寫作文本時，往往有其中心主張，並在文章中直接敘述或以言外之意的方式

表達。從數據看來，高分組學生較能掌握本文重點，低分組學生則被錯誤選項誘

答，如選項①的選答比例高達 31%，表示低分組學生僅能從文本中直接提取訊息，

而無法內化歸納出本文中心主旨。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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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本題讀完文章後，從各段落可以提取訊息、整合文意。 

1.選項①：文中雖有說明小白鼠適合做實驗的原因，但並非本文要表達的重點。 

    2.選項②：文中並未介紹小白鼠的生長週期及環境，所以不是作者想表達的真正

涵義。 

    3.選項③：說明小白鼠對人類健康的貢獻，作者寫作文本時，往往有其中心主張，

常會出現在文末，因此教師宜指導學生從最後一段理解文章主旨。 

    4.選項④：文章中並未提到使用小白鼠做實驗的過程，亦非本文主旨。 

（二）教師教學時，可介紹主題相關知識，幫助學生建立先備知識，當學生擁有的先備

知識或經驗越多，越容易理解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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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整體學力表現分析 

本計畫同時採用古典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 CTT)與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三參數模式作為試題分析理論基礎，並以三參數模式進行學

生能力估計。三參數模式有 a、b、c 三種參數，分別代表鑑別度、難度以及猜測

度。學生能力估計值則參考 PISA 與 TIMSS 等國際大型測驗的作法，將估計出來

的能力轉換至平均分數 500，標準差 100 的量尺上，再以轉換所得量尺分數進行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表現分析。本年度國語文三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狀況，

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國語文三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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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2，以性別為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男生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492（標準差

92）、女生平均量尺分數則為 507 （標準差 87）；再以不同都市化程度進行背景變

項分析，發現「都會核心」、「工商市區」及「新興市鎮」之三年級學生其國語文

學力檢測表現高於整體平均，「傳統產業市鎮」、「低度發展鄉鎮」、「高齡化鄉鎮」

及「偏遠鄉鎮」學生之表現低於整體平均。按照不同都市化程度學力表現由高至

低依序為「都會核心」、「工商市區」、「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低度發展

鄉鎮」、「高齡化鄉鎮」、「偏遠鄉鎮」，與都市化程度排列大致相同，其中「偏遠鄉

鎮」平均量尺分數為 471（標準差 92）與整體平均差異最為明顯，各鄉鎮市區類

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5-1 所示。本年度參與人數

39,168 人，排除資料缺漏者 5 人，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樣本為 39,163 人。 

 

 

圖 5-2 國語文三年級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學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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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鄉鎮市區類型參與之學生人數、學力表現平均數及標準差 

整體 

人數 39,163 

平均數 499  

標準差 90  

都會核心 

人數 2,689 

平均數 523  

標準差 85  

工商市區 

人數 6,069 

平均數 516  

標準差 86  

新興市鎮 

人數 7,299 

平均數 503  

標準差 88  

傳統產業市鎮 

人數 6,199 

平均數 498  

標準差 89  

低度發展鄉鎮 

人數 8,585 

平均數 492  

標準差 91  

高齡化鄉鎮 

人數 6,432 

平均數 484  

標準差 93  

偏遠鄉鎮 

人數 1,890 

平均數 471  

標準差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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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三年級學生於不同能力指標之答對率 

藉由將「國民小學國語文三年級學生學習能力檢測」題號、對應之九年一貫能

力指標和答對率進行交叉對照，可更明確檢視學生表現較優異和有待加強之處，相

關整理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不同能力指標及其答對率之交叉對照表 

答對率% 

形音知識 字詞知識 

題號 能力指標 
題

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4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61~70 1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7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

辭典，分辨字義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

正確使用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1~60 3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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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2 

1-2-1 
能運用注音符號，理解字詞

音義，提升閱讀效能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21~30             

11~20             

0~10             

 

答對率% 
語法知識 修辭知識 

題號 能力指標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11 6-2-9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在

寫作時恰當的使用 
  

  
  

61~70 9、10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

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1~60 8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

句型 

13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

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

使用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

正確使用 

41~50   

  

12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

正確使用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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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章法知識 文體知識 

題號 能力指標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61~70 14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6-2-6 
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

排段落、組織成篇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15 

5-2-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

方式 

6-1-3 
能運用各種簡單的方式

練習寫作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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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字詞理解 句子理解 

題號 能力指標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71~80 

5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18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

字詞句型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17 

4-3-1 
能認識常用國字 2,200-2,700

字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3-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61~70 6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1,800

字 

   

  

4-2-2 
會查字辭典，並能利用字辭

典，分辨字義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51~60   

  

19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

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

的正確使用 

41~50 16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5-2-7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

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

確使用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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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 
段落理解 篇章理解 

題號 能力指標 題號 能力指標 

91~100           

81~90   

  

23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

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71~80 20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

進閱讀的能力 
22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

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26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

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61~70        

51~60 21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

進閱讀的能力 27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

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41~50   

  24、 

29、 

30 

5-2-13 
能讀懂課文內容，瞭解文

章的大意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25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

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31~40         

21~30   

  

28 
5-2-4 

能閱讀各種不同表述方

式的文章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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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教學建議 

國語文三年級學力檢測，以「選擇題型」的方式，檢測「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

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

與「篇章理解」等十項能力。 

  國語文三年級學力檢測全體學生通過率是 59%，各向度施測結果統計如下表 6-1所示： 

表 6-1  整體學生及高分組、低分組學生於各評量向度之通過率 

評量向度 題號 分組 平均通過率 

形音知識 1、2、3、4 

全體 0.59 

高分組 0.76 

低分組 0.41 

字詞知識 7 

全體 0.65 

高分組 0.85 

低分組 0.42 

語法知識 8、9、10、11 

全體 0.66 

高分組 0.86 

低分組 0.43 

修辭知識 12、13 

全體 0.50 

高分組 0.66 

低分組 0.34 

章法知識 14 

全體 0.66 

高分組 0.86 

低分組 0.42 

文體知識 15 

全體 0.15 

高分組 0.24 

低分組 0.09 

字詞理解 5、6、16、17 

全體 0.65 

高分組 0.86 

低分組 0.41 

句子理解 18、19 

全體 0.68 

高分組 0.85 

低分組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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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理解 20、21 

全體 0.65 

高分組 0.87 

低分組 0.38 

篇章理解 
22、23、24、25、26、27、

28、29、30 

全體 0.57 

高分組 0.74 

低分組 0.37 

小計   

全體 0.59 

高分組 0.77 

低分組 0.39 

從各向度來看，「字詞知識」（65%）、「語法知識」（66%）、「章法知識」（66%）和「字

詞理解」（65%）、「句子理解」（68%）及「段落理解」（65%）的表現較佳，高於平均通過

率；「形音知識」（59%）與整體平均相差不大；「修辭知識」（50%）、「文體知識」（15%）

與「篇章理解」（57%）的表現較弱，低於平均通過率。 

依據施測結果針對語文知識及閱讀理解（語文技能）提出教學建議如下： 

一、語文知識 

語文知識試題包括形音知識、字詞知識、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

字詞理解七項。學生的整體表現以語法知識、章法知識的成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0.66，

文體知識的表現較弱，整體通過率僅 0.15。 

在形音知識部分，包含提取字音、提取字形兩個面向。首先，提取字音內含形近字音

與多音字音兩部分，教師教學形近字音時，可將容易混淆的形近字讀音以詞語的方式呈現，

在示範念讀後，指導學生分辨兩者的差異，以修正錯誤。教導多音字時，應以教育部 民國

88 年正式頒布使用的《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教學時著重「音隨義轉」的特性，就

字音具有辨義作用的字詞，以成組對照方式教導學生，例如：「興」奮與高「興」。提取字

形內含形近字、同音字、筆順、筆畫名稱、字形結構和部首六部分，但本次檢測僅就形近

字、同音字兩部分評量。教師宜引導學生觀察形近字，辨識差異，進而理解字義，或是利

用部首特性，理解字義。例如：「漫」長與快「慢」；教導同音字時，以構詞加強學生辨析

能力，例如：遊「行」、「形」狀與造「型」。指導生字的形音義，可以使學生擴增識字量，

並提高字詞辨識與運用的能力。此外，三年級的學生已具拼音能力，建議教師指導形音知

識，尤其是「同音字」或「音近字」指導時，能結合「識字教學」與「說話教學」，利用朗

讀課文引導學生「讀得正確」，評量時自然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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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詞知識部分，主要檢測提取成語義的能力。教學時，教師除了可以指導學生嘗試

透過前後文意推論成語的詞義外，宜講解典故加深學生印象。 

在語法知識部分，分為詞語結構(詞類應用)、區辨基本句型、區辨病句及運用標點符

號：詞語結構方面可利用課文語句，指導學生認識詞類、學習語詞的組成結構；基本句型

方面可教導學生認識陳述、疑問、感嘆、祈使句。引導學生理解語句意思，並注意其所使

用的句型，以精確掌握作者或說話者想呈現的語氣。區辨病句方面，除反覆朗讀精確的文

句篇章，以培養敏銳的語感外，並應於平時課堂中練習、討論並修改不適當的語句。另外，

教師需教導學生標點符號的使用，藉由標點符號理解句子，以免斷句有誤而會錯意。 

在修辭知識部分，適時於閱讀過程中提點作者的巧思，佐以淺顯的解析、類舉引導學

生理解與欣賞，並掌握「由具體而抽象」、「由直接而曲折」、「由感知而實作」等原則進行

指導。 

在章法知識部分，檢測因果式的文章結構。在教導課文時，宜就文章內容引導學生認

識文章結構與特色，將有助學生透過文章脈絡，理解文意，並運用文章結構，設計出綱要，

完成寫作。 

在文體知識部分，本題屬於應用文「卡片」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語文

領綱：「6-Ⅱ-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規範了應達成的學習表現。三年級學

生，除了記敘文與詩歌外，應該學習過書信、卡片便條及日記等類別的應用文，因此教師

宜指導學生分辨不同文體之間的差異，以增進學生的文體知識。 

 

二、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試題包括字詞理解、句子理解、段落理解及篇章理解四項。學生在句子理解

的表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0.68，篇章理解較弱，通過率為 0.57。 

    在字詞理解部分，教師宜指導學生將字詞放入句中，並讀一次，確定句子的表達是通

順合理的。鼓勵學生擴充詞彙量，平時教學中可藉由引導學生練習同義詞替換，幫助其熟

習詞語的意義及用法，同時教導學生從上下文所提供的語境脈絡來判斷詞義的能力。以本

題為例：「因為獲得的線索太少，想要從僅有的蛛絲馬跡中猜測出這件糾紛的對錯，實在不

容易。」可以替換成「因為獲得的線索太少，想要從僅有的蛛絲馬跡中推論出這件糾紛的

對錯，實在不容易。」或「因為獲得的線索太少，想要從僅有的蛛絲馬跡中推測出這件糾

紛的對錯，實在不容易。」協助學生理解新的詞意，達到擴充詞彙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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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句子理解部分，建議教師在教學時以不改變原句的基本意思，利用「換句話說」幫

助學生理解句義，也可以從句子中找出關鍵訊息，並畫線，整合相關訊息後再進行判讀，

可以幫助學生掌握句義。課文中常見的複句句型的認識及其使用方法，教師宜舉貼近生活

的例句引導學生練習，透過語境幫助學生建立複句概念，有助於提升句子理解能力。 

  在段落理解部分，宜指導學生使用閱讀策略，例如透過分層歸納法，利用句末符號找

出分句，再利用縮短長句、圈關鍵詞、摘要等策略找出各分句重點作為推論的線索，將線

索整合後，正確推論出文本未說出的重點。並且需明白作者在寫作時，往往有其中心主張，

此中心主張常會出現在文末，因此教師亦可指導學生從最後一句理解段落主旨。教師平時

教學可透過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歸納出段落主旨。 

在篇章理解部分，包含直接理解、推論理解、詮釋整合三部分。直接理解為文本訊息

理解，教師須指導學生閱讀策略，整合文本訊息再判斷，才能掌握文意。教師可以指導學

生利用畫線的方法，從題幹中找出關鍵詞，再與各段內容作比對，即可快速找到正確段落，

僅從局部訊息或斷章取義會導致錯誤理解。例如：〈小鳥的家〉中笨狼實際為小鳥做成的事

有哪些？透過畫線的方法，可以一一於段落中找出答案。 

推論理解教學中，教師應提醒學生，當文章篇幅較長、訊息量較大時，可藉由跨句子、

跨段落統整訊息，教師可以藉由問題引導式的推論訓練，幫助學生利用畫線找出相關訊息

的方式，整合文章不同區塊間（如：句子、段落等）的內容，提取重要概念，或以「誰做

什麼」的方式概括各段重點，繼而整合不同區塊間（如：句子、段落等）的訊息內容，適

度推論，可有效理解文章所要傳達的意涵。平時的閱讀教學中，教師可以推論策略讓學生

從題目中推測插圖中、開頭、中段、結尾的發展，訓練學生推論能力。 

在詮釋整合部分，教師宜指導學生透過提問，引導學生發表、討論，釐清篇章主旨，

接著分析文章結構，掌握篇章中的上位概念，最後找出主題句，掌握文章主旨的策略，充

分理解全文的中心思想及作者寫作的主要目的。 

本次施測中，第 22～30 題為篇章理解測驗，三篇文本分別是記敘文〈膽小千手觀音〉

（628 字）、故事體〈小鳥的家〉（597 字）和說明文〈實驗室裡的小白鼠〉（432 字）。其中

第 23～27 題有 1%，第 28 題有 2%，第 29～30 題有 3%的低分組學生未作答，可能與閱讀

理解能力較弱或速度較慢有關。近年來，資訊發達，使得各類文本訊息量大增，國中教育

會考和學測、指考各科命題內容也常以文字量多或生活應用的文本命題，可見提升學生閱

讀理解能力已刻不容緩。國小的各科評量命題形式可融入核心素養的題型，並增加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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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量，讓學生及早適應。 

此外，108 學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語文領域──國語文第二階段（三、四

年級）的閱讀學習表現中，不僅強調國語文教學要使學生「透過大量閱讀，體會閱讀的樂

趣」，還應「閱讀多元文本，以認識議題」，進而培養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語

文素養。因此，學生自國小三年級起，應該多學習閱讀策略，廣泛涉獵各類文本，建立足

夠的先備知識或經驗以理解文章意涵，提升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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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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