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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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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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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四年級施測

人數為 23,432 人。各縣市在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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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縣市參與情形 

參與縣市 報名學生人數 到考人數 

雲林縣 4,783 4,622 

嘉義縣 2,891 2,828 

臺南市 13,333 13,079 

花蓮縣 2,387 2,316 

金門縣 593 587 

總計 23,987 2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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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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國語文四年級學生學習能力

檢測」者為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花蓮縣及金門縣等五縣市之國民小學四年

級學生（未排除資源班及特殊生），應考名冊羅列 23,987 人、實際施測人數 23,432

人，其中男生 12,076 人、女生 11,201 人、未填寫性別 155 人，整體缺考率約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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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校，約佔全國國民小學總校數之 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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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與國語文四年級學力檢測學校之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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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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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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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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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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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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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校。 

 

二、檢測工具 

    「國民小學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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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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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語文領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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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小學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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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屏

東縣之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共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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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先分析「110 年國民小學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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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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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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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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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全  體 0.63 0.06 0.18 0.13 0.00 

高分組 0.84 0.01 0.09 0.05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41 0.14 0.26 0.20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字音）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3%，高分組 

答對率 84%，低分組答對 41%，顯示超過六成的學生能區辨選項形近字的字音。 

(二)根據教育部 104 年版字頻表，四個選項的字頻序號分別是：「輪」字的字頻序號 

為 1045（意指：教育部統計媒體上常見的 5289 字中，排序第 1045，屬高頻字）、 

「倫」951、「偏」929、「遍」1382、「波」632、「坡」1504、「躍」1651、「耀」1390，

符合四年級學生應達成的識字量範圍。 

(三)選項②、③、④共有六成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低分組學生在區辨形近字字音的

能力較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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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導學生辨識形近字時，宜通過詞語指出形近字的形音義差異，或利用部首 

連結字形，如「遨遊」都是辶部、「翱翔」都是羽部；教導字音時應參閱教育部 88

年公告的《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本題包含四組形近字： 

1.「輪」番上陣：讀作輪，車部，有「依次更替轉換」的意思，例如：輪班。 

天「倫」之樂：讀作輪，人部，有「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之意，例如：天

倫、人倫。 

2.誤信「偏」方：讀作篇，人部，有「不是中心地帶的、荒僻的」之意，例如：

偏遠、偏僻。 

 走「遍」天下：讀作遍，辵部，有「全部、到處」之意，例如：遍地。 

3.一「波」三折：讀作波，水部，有「量詞。計算接續情勢的單位」之意，例如：

一波又一波的攻勢。  

「坡」度陡峭：讀作坡，土部，有「地勢傾斜的地方」之意，例如：山坡。  

4.一「躍」而起：讀作躍，足部，有「跳」之意，例如：跳躍。 

光宗「耀」祖：讀作耀，羽部，有「誇示、顯揚」之意，例如：耀武揚威。  

(二)建議教師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提醒學生讀出正確的字音，熟悉字音、字義的連結 

關係，輔以部件連結字音、部首辨識字義與字形，並以詞語造句，強化記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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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 110-C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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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全  體 0.04 0.86 0.06 0.04 0.00 

高分組 0.00 0.98 0.01 0.00 0.00 

鑑別度：0.32 
低分組 0.11 0.66 0.13 0.0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多音字）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6%，高分組答 

對率為 98%，低分組答對率 66%，顯示低分組約有三成四的學生無法區辨「處」

字出現在不同詞語時的讀音差異。 

(二)根據教育部 104 年版字頻表，「處」的字頻序號為 277，符合四年級學童應達成的 

識字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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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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導學生辨識一字多音時，宜將一字多音現象中容易混淆的讀音，以詞語或 

語句方式呈現，指導學生分辨多音字，讓學生了解字音有「音隨義轉」的特性。 

本題四個選項的字音包含兩種讀音，分別為「處」及「處」：  

1.處讀作「處」時，有居住、止息之意，例如：獨處。  

2.處讀作「處」時，有地方、場所、所在之意，例如：住處、各處。 

(二)教師在教學時，宜指導學生以字義區辨字音，並讓學生練習造詞及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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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 110-C4-A1-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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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全  體 0.82 0.09 0.03 0.06 0.00 

高分組 0.92 0.05 0.01 0.03 0.00 

鑑別度：0.21 
低分組 0.70 0.14 0.06 0.0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同音字）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2%，高

分組答對率為 92%，低分組答對率 70%，顯示高達八成的學生能正確辨別本組形

近字。 

(二)本題四個選項為形近且同音字，皆讀作「中」。  

(三)選項②有一成四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部分學生無法正確區辨兩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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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鐘：有計時器之意，例如：時鐘、鬧鐘。 

2.「鍾」鐘：有聚集、集中之意，例如：情有獨鍾。 

(二)教師引導學生構詞時，可加入情境，使學生加速理解且不易忘記，亦可進一步練 

習造句，將句子運用在適合的情境內容。 

 

  



13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4 110-C4-A1-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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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全  體 0.13 0.23 0.58 0.06 0.00 

高分組 0.08 0.11 0.77 0.04 0.00 

鑑別度：0.36 
低分組 0.17 0.34 0.41 0.0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同音字）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8%，高

分組答對率為 77%，低分組答對率 41%，顯示約有四成二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本題四個選項為形近且同音字，皆讀作「或」。  

(三)選項②有三成四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部分學生無法正確區辨兩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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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獲：有收割農作物之意，例如：收穫。 

2.「獲」獲：打獵所得之物，引申取得、得到之意，例如：不勞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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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字形不同時，字義也截然不同。如：禾部的字多與農作物有關、犬部旁

通常作為獸類的名稱。 

(三) 教師引導學生構詞時，可加入情境，使學生加速理解與記憶，亦可設定情境讓學

生練習造句，將句子使用在符合情境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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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詞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7 110-C4-B1-07 2 

知識向度 字詞知識 

評量指標 提取詞語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9% 

全  體 0.12 0.59 0.10 0.20 0.00 

高分組 0.04 0.86 0.02 0.08 0.00 

鑑別度：0.55 
低分組 0.19 0.31 0.21 0.28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知識(提取詞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9%，高分組

答對率為 86%，低分組答對率 31%，顯示整體有四成一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 本題四個選項皆為描寫情緒的成語，低分組有六成九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顯

示學生對選項中的詞語意思不了解，容易斷章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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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三、教學建議 

(一) 詞語中的成語一般都有出處來源與引申的比喻義，教導學生成語時，可從課文的

生字延伸相關成語，擴充學生的成語知識，若能搭配成語故事，以說故事的方式

讓學生理解成語典源，也能提升學生學習成語的興趣。  

(二) 本題四個選項皆為描寫情緒的成語，可透過表演來詮釋詞語意思，也可以將與情 

緒有關的成語一併呈現，讓學生比較不同情緒語詞的差異。  

(三) 教學時，可以補充成語典故，藉此加強學生學習的印象，並利用造句鞏固學習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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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8 110-C4-C1-08 3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詞語結構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7% 

全  體 0.14 0.12 0.57 0.18 0.00 

高分組 0.05 0.06 0.84 0.05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23 0.17 0.30 0.2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語法知識(詞語結構)的能力，也就是學生能否理解短語的組成

結構。整體通過率為 57%，高分組答對率為 84%，低分組答對率 30%，顯示整體

有四成三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選項①、②、④的詞語結構為形容詞加上名詞，選項③則是名詞加上名詞。 

(三)選項①、②、④合起來總共有 43%學生選答，而低分組學生的選答率高達 70%，

學生誤以為「○○的」就是形容詞，對形容詞及名詞的概念不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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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類(性)教學時可以先從認識詞類(性)開始，定義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

詞類(性)的意思，例如：鉛筆、黑板、板擦等各項物品的名稱為名詞，表示走、

跳、跑步等動作的名稱叫動詞，用來形容人或事物的性質、狀態、特徵的是形容

詞等。教師也可透過詞性分類遊戲，檢測學生能否正確判斷詞性。  

(二)教師教導生字、詞語時，宜引導學生認識詞類(性)，將有助於學習句型、修辭，

可以讓學生在照樣造句練習中，透過判讀詞類(性)方式，寫出適切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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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9 110-C4-C1-09 1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語句結構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4% 

全  體 0.64 0.07 0.23 0.06 0.00 

高分組 0.85 0.02 0.12 0.01 0.00 

鑑別度：0.45 
低分組 0.40 0.14 0.32 0.13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語法知識（認識語句結構）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4%，高分

組答對率為 85%，低分組答對率 40%，顯示整體有三成六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本題選答率在高分組的部分，高達 85%選答，表示高分組能正確判斷本題句型； 

而在低分組部分，雖然正確選項有 40%的學生選答正確，但也有 32%的學生選擇

③為因果句，推測這些低分組的學生只看到「上課專心聽」(原因)，「就會寫這

份作業」(結果)，而忽略一開始的關聯詞是「如果」，因此選答此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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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因果複句的概念：前後兩個分句，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另一個分句說出結果， 

一般常用「由於」、「因為」、「所以」、「因此」等連接詞。例如：由於學校要舉辦 

班際跳繩比賽，我們每天下課都會去操場練習。  

(二)教師宜教導學生常用句型，並讓學生練習造句，以熟習活用，其他三個選項中也 

是學生常接觸的句型。  

1.承接句：幾個分句一個接一個的敘述連續發生的動作或是情況，分句之間有先

後的順序，常用的連接詞如：「首先……然後……」、「接著」、「……就……」等。

例如：每當我經過寵物店，就會進去看看可愛的寵物。 

2.假設句：由兩個有假設關係的分句組成，前面的分句假設一個情況，後面的分 

句說出假設情況一旦實現時所產生的結果，常用的連接詞如：假使、如果、要

是等。例如：假如明天是大晴天，校慶就會如期舉行了。 

3.並列句：由兩個或以上的分句並列組合而成，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平行或相對 

的，沒有主次之分，常用的連接詞如：和、與、又、也等。例如：我喜歡聽音 

樂，也喜歡看電影。 

(三)掌握句型有助於教導閱讀理解策略，例如：找出複句關聯詞「所以」、「但是」、

「卻」、「也」……等，往往會帶出語句的重點，找到重點後，再指導學生以「換

句話說」方式說出句義，就可以掌握句子重點了。同時，可以運用常見句型寫作，

可以增進內容的表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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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0 110-C4-C1-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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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全  體 0.03  0.14  0.07  0.76  0.00  

高分組 0.00  0.03  0.02  0.95  0.00  

鑑別度：0.43 
低分組 0.07  0.26  0.15  0.52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語法知識(區辨病句)的能力。高分組答對率為 95%，低分組答

對率 52%，整體通過率為 76%，顯示整體有二成四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 低分組學生有 26%選擇選項②，表示選項②較具誘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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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並主動和他人交換寫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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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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語句為學生常見錯誤類型，引導學生找出多餘的部分，即可正確解題。 

1.首先學生必須理解句中的「肯定」與「可能」前後矛盾，同時「可能」也與前

句「氣象預報說今天降雨機率百分之百」前後矛盾，因此「可能」不可使用在

此。 

2.引導學生將選項中的詞語從句子中刪去後，將句子再讀一遍，判斷是否通順。 

(三) 教師可利用病句引導學生思考、討論並修改，以利能運用正確語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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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1 110-C4-C1-11 4 

知識向度 語法知識 

評量指標 掌握標點符號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41% 

全  體 0.34  0.16  0.10  0.41  0.00  

高分組 0.17  0.11  0.04  0.68  0.00  

鑑別度：0.48 
低分組 0.46  0.17  0.17  0.2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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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高分組答對率為

68%，低分組答對率 20%，鑑別度 0.48。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標點符號的使用方

法較不熟悉。 

(二) 選項①在低分組的學生中有 46%選答，為所有選項中選答率最高；在高分組有

17%學生選答，也是高分組的錯誤答案中選答率最高的選項。顯示學生無法判別

頓號與分號的功能與使用時機，無法根據語句內容正確使用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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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號及頓號的說明如下： 

分號 

位置：占一個字的位置，居正中。 

      說明：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 

      用法舉例： 

      1.鯨魚是獸類，不是魚類；蝙蝠是獸類，不是鳥類。 

2.勤勞能幫助農人，使他收穫豐富；幫助工人，使他產品精美；幫助商人，使

他貨物暢銷；幫助學生，使他成績優良。 

頓號 

位置：占一個字的位置，居正中。 

說明：用於並列連用的詞、語之間，或標示條列次序的文字之後。 

用法舉例： 

一、用於並列連用的詞、語之間： 

1.喜、怒、哀、樂、愛、惡、欲，叫做七情。 

2.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論語．先進》） 

3.我們的憲法精神是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4.形容女子的美麗，可以用「閉月羞花」 、 「明眸皓齒」和「國色天

香」等成語。 

二、用於標示條列次序的文字之後： 

1.一、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孝順為齊家之本。 

三、仁愛為接物之本。 

2.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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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１、…… 

２、…… 

３、……  

(二) 本題中的分號是學生較不熟悉的標點符號，教師宜指導學生標點符號的用法，並

提供例句輔助，以幫助學生釐清使用時機及使用方法，使學生能正確使用各種標

點符號。 

(三) 教師宜引導學生於平時造句、寫作中，共同討論，使用正確的標點符號表情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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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辭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2 110-C4-D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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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全  體 0.15  0.13  0.60  0.11  0.00  

高分組 0.09  0.09  0.75  0.07  0.00  

鑑別度：0.31 
低分組 0.21  0.18  0.44  0.1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修辭知識(辨識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0%，高分組答

對率為 75%，低分組答對率為 44%，鑑別度 0.31。顯示整體有四成學生無法正

確選答。 

(二) 在低分組中答對率為 44%，而就錯誤選答分配情況而言，選答選項①、選項②、

選項④的比率相差不多，並無明顯誘答選項，顯示低分組學生有五成六不熟悉

擬人法與譬喻法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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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修辭──「擬人」法是作者把自然界的萬物當成人一樣，將它們人格化，使它

們似乎是有了生命似的，可以有情感、能思考、能行動、會說話的寫作手法。 

(二)教師可以舉課文中擬人法的句子為例，讓學生分析語句中的將事物人格化的元素

例如：情感、思考、行動、說話……等。 

(三)指導學生寫作時，可依表達需要將事物人格化，以確切掌握擬人法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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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3 110-C4-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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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全  體 0.90  0.03  0.02  0.05  0.00  

高分組 0.99  0.01  0.00  0.00  0.00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75  0.07  0.07  0.11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修辭知識（認識修辭）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90%，高分組答

對率為 99%，低分組答對率為 75%，鑑別度 0.24。顯示有九成學生對於摹寫法有

基礎認識。 

(二) 「微風輕拂臉龐」為觸覺摹寫、「帶來一股淡淡的花香」為嗅覺摹寫、「金色的

陽光灑進樹林，照亮了大地」為視覺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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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寫」是作者將有關事物的各種感覺，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五

種感官，透過主觀形容描述的寫作手法。 

1.視覺摹寫：能引起視覺意象如色彩、景物、動作、空間的文字描寫，例如：灰

暗的天空、綠油油的草地。 

2.聽覺摹寫：對事物所發出的聲音加以描繪的摹寫，例如：淅瀝瀝的水聲、叮叮

噹噹的鈴聲。 

3.嗅覺摹寫：對鼻子所聞到的氣味加以描繪的摹寫，例如：香噴噴的飯菜、臭氣熏

天的垃圾。 

4.味覺摹寫：對嘴巴品嘗到的滋味加以描繪的摹寫，例如：酸酸甜甜的檸檬汁、鹹

鹹的海風。 

5.觸覺摹寫：用皮膚所接觸到事物加以描繪的摹寫，例如：軟綿綿的被子、溫暖的

陽光。 

(二) 教師教導課文時，可引導學生找出文本中運用到摹寫的句子，並分析作者是透過

何種感官得到此感受。 

(三) 教師教學時，可藉不同感官多加覺察日常生活中的各式情境，再以文字加以描述，

有助於學生熟悉摹寫修辭特性，提升寫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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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法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4 110-C4-E1-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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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全  體 0.03  0.05  0.79  0.13  0.00  

高分組 0.01  0.00  0.90  0.08  0.00  

鑑別度：0.30 
低分組 0.08  0.12  0.61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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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高分

組答對率為 90%，低分組答對率為 61%，鑑別度 0.30。顯示有三成九的低分組

學生無法正確選答時間式的文章結構。 

(二)選項②家中的擺設→庭院的風景→街道的景色為空間式的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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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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教材常以時間式、事件式、空間式、因果式、方位式、並列式、總分式等方

式組織文章內容。 

      1.時間式：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描述。 

      2.事件式：按照事件的先後順序描述。 

      3.空間式：按照空間的先後順序描述。 

      4.因果式：按照原因、經過、結果次序安排文章內容。 

      5.方位式：按照方位順序安排文章內容。 

      6.並列式：依照與主題有關的各項內容並列呈現的方式安排內容。 

      7.總分式：按照總說、分說等順序安排文章內容。 

(二) 教師在教學時，宜引導學生分析文章組織材料的方式，整理成文章結構表，有助

於學生閱讀理解，也可運用文章結構設計寫作綱要，寫出結構完整的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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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體知識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5 110-C4-F1-15 2 

知識向度 文體知識 

評量指標 認識文本體裁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82% 

全  體 0.01  0.82  0.14  0.03  0.00  

高分組 0.00  0.85  0.14  0.01  0.00  

鑑別度：0.11 
低分組 0.02  0.75  0.16  0.0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文體知識（掌握文本特徵、認識文體）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2%，高分組答對率為 85%，低分組答對率為 75%，鑑別度 0.11。顯示八成二的

學生可以分辨文本類型。 

(二) 說明文是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著重解說事物（人、事、物、景）、闡明事理

的文章。它著重說明事物的形狀、性質、成因、關係、功用等問題。本題題幹屬

說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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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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建議 

(一) 說明文是一種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的文章，透過對事物、事理的特徵、性質、

形態、功能、原理、來源、成因、發展等說明，讓人們了解被解說的對象，是日

常生活當中常見的一種文體，例如：產品說明書、導覽手冊、書籍（電影、戲

劇）簡介、統計圖表等。 

(二) 說明文以傳遞知識為訴求，教學時宜指導學生留意文本之圖片、表格、照片等

內容，結合文字，更可掌握文意教師宜介紹說明文的性質及特徵，並分析其結

構，以利於延伸至說明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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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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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G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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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全  體 0.03 0.26 0.02 0.69 0.00 

高分組 0.00 0.19 0.00 0.80 0.00 

鑑別度：0.21 
低分組 0.06 0.29 0.06 0.5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提取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9%，高分組

答對率為 80%，低分組答對率 59%，顯示整體有三成一的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字義有本義和比喻義、引申義等不同意思。「養」的本義為照顧、撫育的意思，後

引申為培植、治療等義。本題四個選項都與「養」字有關，但意思不盡相同，教

師可指導學生依照語境來判別字義，說明如下： 

1.選項①保養得當的「養」是指治療、調護的意思。 

2.選項②飼養動物的「養」是指培植或飼餵的意思。  

3.選項③吸收養分的「養」是指對生長或保健有益的。 



35 
 

4.選項④養育之恩的「養」是指照顧、撫育的意思。為正確答案。 

(三) 只有 69%學生選答正確，顯示學生尚無法很精準的辨識「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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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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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教導學生理解多義字詞時，可以透過字辭典輔助確認字詞義。  

(二)教學中宜透過語句比較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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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詞語的正確意涵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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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6 110-C4-G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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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全  體 0.13 0.10 0.65 0.11 0.00 

高分組 0.04 0.03 0.88 0.05 0.00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20 0.18 0.42 0.19 0.00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理解字詞引申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5%，高

分組答對率為 88%，低分組答對率 42%，顯示整體有三成五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低分組學生共有約五成八的學生選答錯誤，顯示低分組學生對於「深」在不同詞

語中的正確字義有所混淆。本題四個選項都與「深」字有關，但意思不盡相同，

教師可指導學生依照語境來判別字義，說明如下： 

1.選項①深不可測的「深」是指很、非常的意思。 

2.選項②深入的討論的「深」是指程度高的意思。 

3.選項③手足情深的「深」是指情意濃厚、密切的意思。是為正確答案。 

4.選項④深刻的教訓的「深」是指很、非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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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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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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教學中先引導學生理解字詞的本義，即字詞最初、最基本的意義。一般來 

說，本義通常比引申義更具體，而引申義一般與本義有條件或因果關係。理解詞 

義時可利用上下文語境、短語、造句練習，歸納整理相同意思的語境，加強理解。 

(二)教師可以教導學生在作答時，將題幹的詞義帶入各選項的語境中，判斷詞義是否

合理，即可分辨各選項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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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6 110-C4-G1-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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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全  體 0.03  0.88  0.05  0.04  0.00  

高分組 0.00  0.98  0.01  0.01  0.00  

鑑別度：0.27 
低分組 0.07  0.71  0.12  0.10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8%，高分

組答對率為 98%，低分組答對率為 71%，鑑別度 0.27。顯示有八成八的學生能

正確判別語句中字詞的意思。 

(二) 本題四個選項都與「捕捉」字有關，但意思不盡相同。選項①、選項③及選項④

的「捕捉」為「追捕捉拿」之意。選項②「捕捉」：為「掌握某一事物的特質，

使其呈現出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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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檢測學生能否在語境中區辨詞義，教師宜指導學生透過上下文語境推測詞

義，判斷該語境的詞義。 

(二) 老師可鼓勵學生擴充詞彙量，平時練習同義詞替換，可以幫助學生熟習詞語的意

義及用法。 

(三) 遇到生難詞語時，可以利用翻閱字詞典或教育部線上字詞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查閱詞語的用法，以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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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7 110-C4-G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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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全  體 0.04  0.34  0.56  0.06  0.00  

高分組 0.01  0.20  0.79  0.01  0.00  

鑑別度：0.44 
低分組 0.09  0.44  0.34  0.12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理解字詞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56%，高分組

答對率為 79%，低分組答對率為 34%，鑑別度 0.44。顯示低分組有六成六學生無

法選用正確的四字詞語。 

(二) 四個選項均與「水」有關，各選項詞義說明如下： 

      1.選項①落花流水：形容零落殘敗、亂七八糟的景象。。 

      2.選項②車水馬龍：形容車馬絡繹不絕的熱鬧景象。 

      3.選項③水泄不通：連水都無法流通。形容非常擁擠的樣子。 

      4.選項④水深火熱：比喻生活非常艱辛困苦，如身處深水熱火中。 

      結合題幹的語境，正確答案為選項③。 

(三) 選項②的誘答力高，尤其是對於低分組的學生而言，更是高於正確答案的選答率，

推測低分組的學生對於「車水馬龍」一詞不甚理解，並對其使用時機無法掌握，

因此容易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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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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檢測學生能否在語境中選用正確詞語，教師可指導學生透過上下文脈絡歸納

出句義，即可找出最適當的詞語。  

(二) 老師可多鼓勵學生透過閱讀擴充詞彙量，平時練習同義詞替換，可以幫助學生熟

習詞語的意義及用法。 

(三) 成語詞可以閱讀成語典故，以掌握實質內涵，以利寫作或口語表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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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8 110-C4-H1-18 2 

知識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6% 

全  體 0.08  0.66  0.04  0.22  0.00  

高分組 0.02  0.89  0.01  0.08  0.00  

鑑別度：0.50 
低分組 0.17  0.39  0.11  0.32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句子理解 (掌握句意)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66%，高分組答

對率為 89%，低分組答對率為 39%，鑑別度 0.50。顯示低分組有六成一的學生

無法掌握準確的句意。 

(二)低分組中有 32%的學生選答選項④，是誘答力較高的選項，選答率接近正確選

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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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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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先理解題幹句義，再了解每個選項的意思。 

(二) 教導句子理解時，以「換句話說」、「找關鍵語句」等方式，有助學生理解句義。 

(三) 可將題幹題目的關鍵句「擁有」與「富有」找出，並從句子中分析兩者的關係，

再檢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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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19 110-C4-H1-19 4 

知識向度 句子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句義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70% 

全  體 0.07  0.16  0.07  0.70  0.00  

高分組 0.01  0.07  0.00  0.91  0.00  

鑑別度：0.46 
低分組 0.15  0.23  0.16  0.46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70%，高分組

答對率為 91%，低分組答對率為 46%，鑑別度 0.46。顯示整體有七成學生可以

正確理解本句句義，而低分組中有五成四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本句句義。 

(二)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①、選項②、選項③的比率落差不大，顯示其無法理解題

幹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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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教學時宜指導學生先理解題幹句義，找出關鍵句子並畫線，再作判讀，即

能掌握句義。題幹中包含雙重否定「沒有人不喜歡他」，因此可以推測出班上的

同學都喜歡文華。 

(二) 教師平時鼓勵學生多閱讀、整合訊息歸納答案，有助於提升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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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落理解 

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0 110-C4-I1-20 1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段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61% 

全  體 0.61  0.20  0.16  0.03  0.00  

高分組 0.77  0.13  0.10  0.00  0.00  

鑑別度：0.33 
低分組 0.44  0.26  0.23  0.0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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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高分組

答對率為 77%，低分組答對率為 44%，鑑別度 0.33。顯示整體學生中有六成一

的學生可以正確歸納出段落主旨，但低分組學生尚有五成六無法正確理解段落

重點。 

(二) 選項②和③分別吸引 26%及 23%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由文章中的「不

敢」及「遺憾」判斷為錯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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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整合相關訊息再判讀，以避免未全面理解內容

而造成錯誤答題。 

(二) 文章的中心主旨來自作者的感受或主張，常會出現在文末。因此，教師宜指導

學生從最後段落末句理解內容要旨。本文末句「反而是個高尚、有信心的人」，

可以歸納出本段重點為「主動與人打招呼，展現自己是個有自信的人」。 

(三) 教師可透過提問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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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I1-21 2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評量指標 掌握段旨 

題目 

  

選答率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58% 

全  體 0.17  0.58  0.13  0.12  0.00  

高分組 0.06  0.84  0.05  0.05  0.00  

鑑別度：0.53 
低分組 0.27  0.30  0.2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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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高分組

答對率為 84%，低分組答對率為 30%，鑑別度 0.53。顯示有四成二的學生無法

正確歸納出段落主旨，尤其低分組學生有七成無法正確找出段落主旨。 

(二)低分組的學生在錯誤選項中皆有約二成的選答率，顯示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理

解段落意旨，致使各選項的選答比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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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整合文本相關訊息後再判讀重點，以避免未全面

理解內容而造成錯誤答題。 

(二) 本段第一個層次：「每逢假日，我總是喜歡到住家附近的旱溪旁走走，卻意外發

現一條開滿天堂鳥的小徑。」之後都以「小徑」為對象，敘寫兩旁旁的籬笆、綠

葉、天堂鳥花等景色，故整合訊息後，可以推知本段的重點落在：沿小徑散步時，

無意間發現的景緻。 

(三) 教師可透過提問方式，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有沒有轉折詞、因果詞、並列詞……？

有沒有不斷出現的訊息？透過整合，便可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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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J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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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全  體 0.05  0.02  0.02  0.91  0.00  

高分組 0.00  0.00  0.00  0.99  0.00  

鑑別度：0.24 
低分組 0.13  0.07  0.05  0.75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91%，高分組答

對率為 99%，低分組答對率 75%，顯示有九成左右的學生能正確理解文意。 

(二) 此題的設計是提取訊息，學生要能讀懂文章第三段的段落訊息。 

(三) 有 13%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①，推測學生作答時並沒有仔細閱讀文章。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擴充閱讀範圍。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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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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文章的重點思想常會出現在段落尾端，因此教師宜指導學生從最後一句找出

段落要旨。第三段末句「一碗鹹湯圓，趕走我心裡的煩悶」，可以歸納出本段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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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3 110-C4-J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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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全  體 0.10  0.42  0.11  0.36  0.00  

高分組 0.05  0.27  0.03  0.65  0.00  

鑑別度：0.49 
低分組 0.14  0.49  0.20  0.16  0.00  

一、試題分析 

(一)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推論理解（句段推論）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36%，高分組答對

率為 65%，低分組答對率 16%，鑑別度為 0.49，有八成四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判斷

出正確選項。 

(二) 低分組學生有 14%選答選項①、49%選答選項②、20%選答選項③，而在高分組

中也有 27%的學生選答選項②，顯示選項②具誘答力。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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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具誘答力，吸引低分組學生選答。教師必須指導學生在病床上吃鹹湯

圓的日子只占本文的小部分，且後續還有許多在其他時間點關於湯圓和外婆的

描述。包含了湯圓的溫度、口感、大小、食材來源等等都可以發現外婆對作者的

用心與情感。 

(二)當新訊息大量出現時，可以教學生利用畫線方式找出相關的訊息，繼而整合不同

區塊間（如：句子、段落等）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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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10-C4-J1-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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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全  體 0.55  0.16  0.07  0.22  0.00  

高分組 0.83  0.02  0.01  0.13  0.00  

鑑別度：0.55 
低分組 0.28  0.32  0.14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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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高分組答

對率為 83%，低分組答對率 28%，鑑別度為 0.55。 

(二) 低分組學生有 32%選答選項②、14%選答③、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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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寫作文章時，中心主張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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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的選答比例

高達 32%，表示低分組學生僅能從文本中直接提取訊息，未能統整全文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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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選項②具誘答力，吸引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②：好吃的鹹湯圓會讓病人

覺得溫暖。文本中雖然有提到鹹湯圓讓作者覺得溫暖，但本篇文章的主旨在於

作者和外婆之間的情感連結，而非鹹湯圓會讓病人覺得溫暖，因此並非正確選

項。 

(二)教師透過提問例如：「作者想要表達什麼？」「作者寫作的主要目的是什麼？」

「哪一個詞最適合作為故事的標題？」引導學生利用摘要策略，並發表、討論，

再推論作者的想法以釐清篇章主旨。 

(三)由於段落、文章的主要涵義通常在段落末端及文末，教師可提醒學生針對段落

最末幾句和文章的結尾內容反覆閱讀、思索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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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5 110-C4-J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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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  體 0.42  0.42  0.12  0.04  0.00  

高分組 0.29  0.56  0.14  0.01  0.00  

鑑別度：0.25 
低分組 0.48  0.31  0.12  0.08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直接理解（提取文本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2%，高分

組答對率為 56%，低分組答對率 31%，顯示整體有五成八的學生無法從文本當中

選取正確答案。  

(二)此題的設計是文意理解，正確答案在文本第六、七段的描述當中，學生若能讀懂

文章的內容，即可選出正確答案。  

(三)誘答選項①有 48%的低分組學生選答，推測學生作答時並未仔細閱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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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J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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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  體 0.39  0.31  0.22  0.08  0.00  

高分組 0.53  0.25  0.14  0.08  0.00  

鑑別度：-0.01 
低分組 0.28  0.34  0.28  0.09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推論理解（推論人物特質）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高分

組答對率為 8%，低分組答對率 9%，顯示整體有九成二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此題的四個選項詞彙意思必須完全理解，並仔細閱讀文本內容，再加以推測，才

能選出正確答案。誘答選項①、②、③的詞彙是比較常見的詞，而正確選項④的

詞語，對於四年級的學生則較為困難，再加上也有可能學生在選答時，只看到選

項的前半段的詞語，而忽略後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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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可以從文章中找到線索，推論出答案。  

1.「哈，一群中看不中用的東西。」破窗一向瞧不起落地窗和格子窗，更別說是

紙窗了。 

2.「.鋁窗也不能和我比。輕巧好看有什麼用？防得了小偷嗎？」對於鋁窗，破窗

也不放在眼裡。 

3.「.有誰能和我們『鐵窗』比？」「我們『鐵窗』才是窗國的第一把交椅。」破

窗總是這樣大言不慚。 

4.偏偏鐵窗「鐵」面無私，竟然不放主人出去，主人一家因此困在屋內，活活被

燒死了。 

綜合上述的線索，可以合理推論出答案為④。  

(二)學生必須了解性格詞彙的意思，才能選出正確的答案。  

1.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觀點與做法皆屬正確，不肯虛心接受別人的意見。 

性烈如火：如火焰般激烈剛強的性情。  

2.自信滿滿：充滿自信心。 

嘴直心快：個性直爽，說話無所隱諱。 

3.自立自強：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奮發圖強。 

堅守崗位：堅定的守著自己的職責、本分，不輕易放棄。 

4.自負其能：對於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以為是，自認為了不起。 

懵能無知：糊塗無知的樣子。 

(三)學生要從文章描述中歸納出性格詞彙，對部分學生來說比較困難，教師教學中可

以針對文本中角色特質、性格、情緒等，讓學生分組討論、整理文章內容，提取

重要概念，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想法，增進理解詞彙的能力，提升閱讀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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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7 110-C4-J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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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全  體 0.08  0.06  0.83  0.03  0.00  

高分組 0.01  0.00  0.98  0.00  0.00  

鑑別度：0.41 
低分組 0.19  0.15  0.58  0.08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詮釋整合（掌握文本主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83%，高分

組答對率為 98%，低分組答對率 58%，顯示低分組仍有將近四成的學生無法正確

選答。  

(二)本題誘答選項①、②的設計為文章中曾出現過的部分訊息，而低分組合起來有

34%的學生選擇這兩個選項為正確答案，表示這些學生只擷取表面訊息，未能統

整全文訊息，因此無法掌握文章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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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先教導學生大意與主旨的差別。大意，指的是從文本區辨出重要訊息， 

再將這些訊息濃縮成連貫的短文，來代表原文的內容。主旨是文本主要傳遞的重

要感受、觀點或想法。閱讀時，或歸納文本中要訊息，或提取作者明確表示的中

心思想，便可掌握全文的重點了。 

(二)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全文後再作答，以避免片面理解文章內容而造成錯誤答題。  

(三)作者寫作文本時，往往有其中心主張，該主張往往安置於文末，教師可提醒學生

針對結尾內容反覆閱讀、思索涵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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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詞最適合作為故事的標題？」 

2.分析文章結構，掌握篇章中的上位概念，並找出主題句。 

3.先透過摘要策略，找出文章的重點，再歸納、推論作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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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8 110-C4-J1-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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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全  體 0.04  0.03  0.90  0.02  0.00  

高分組 0.01  0.00  0.98  0.00  0.00  

鑑別度：0.21 
低分組 0.10  0.07  0.77  0.05  0.01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直接理解（提取文本訊息）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90%，高分

組答對率為 98%，低分組答對率 77%，顯示大部分的學生皆能正確選取答案。  

(二)此題的設計是文意理解，學生若能仔細閱讀文本的內容，即可選出正確答案。 

 

二、對應能力指標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擴充閱讀範圍。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三、教學建議 

(一) 閱讀說明文類的文章時，當學生擁有的先備知識或經驗越多，越容易理解文章內

容，因此，平時可透過報章、書籍，以擴充學生的先備經驗。 

(二) 本題選項來自文本的第一段，接著分別為各個段落的小標題，因此學生在閱讀文

本的時候，可將各段落的小標題作註記，以方便識別重要訊息。 

(三) 教師可以教導學生運用文本的小標題，對照該段內容，提取與小標題有關的訊息

內容，即可了解該段內容的重要知識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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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29 110-C4-J1-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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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全  體 0.62  0.18  0.11  0.09  0.01  

高分組 0.84  0.08  0.04  0.04  0.00  

鑑別度：0.47 
低分組 0.37  0.27  0.19  0.1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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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高分組答對

率為 84%，低分組答對率 37%，顯示整體有近四成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誘答選項②、③、④有近六成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顯示這些學生無法正確推論出

螢火蟲幼蟲生活的地點。從文本的敘述中可以推論出螢火蟲在「幼蟲」這個成長

階段，幾乎都離不開有水的潮濕環境，而四個選項中，「隧道」比起其他三個選

項，是較為缺乏水的環境，故選項①才是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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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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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建議 

(一)教師可引導學生讀完文章後，先找到文章中與題幹敘述相關的訊息，再藉由畫線、 

摘要、問題引導等方式，理解文章含義。本題題幹與文章描述「幼蟲」的段落有

關，歸納整理如下： 

1. 陸生型螢火蟲的幼蟲們白天會躲在落葉下或石縫中，等到夜晚現身潮濕的植被

底層，捕食蝸牛、蛞蝓、蚯蚓等。 

2. 水生型螢火蟲的幼蟲生活在水中。 

3. 半水生型螢火蟲的幼蟲白天會躲在山澗旁的岩縫中，晚上才潛入水中捕食螺類

或貝類。 

整合上述訊息，可以合理推斷出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螢火蟲幼蟲，都會生活在有

水、潮濕的環境中，因此可以合理推測選項①為正確答案。 

(二)閱讀說明文類的文章時，當學生擁有的先備知識或經驗越多，越容易理解文章內 

容，因此，平時可以請學生閱讀各種類型的文本，以擴充學生的先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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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試題代碼 答案 

30 110-C4-J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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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全  體 0.10  0.47  0.22  0.20  0.01  

高分組 0.07  0.66  0.14  0.13  0.00  

鑑別度：0.35 
低分組 0.12  0.31  0.30  0.26  0.02  

一、試題分析 

(一)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詮釋整合（掌握文本主旨）的能力。整體通過率為 47%，高分

組答對率為 66%，低分組答對率 31%，顯示整體有五成三學生無法正確選答。  

(二)本題誘答選項①、③、④為文章中曾出現過的部分訊息，低分組約有七成學生選

答，推測他們只擷取部分訊息，未能統整全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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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是一種以說明為主要表達方式的文章體裁，能讓閱讀者獲得與主題有關的 

知識，因此，說明文主要介紹的重點通常也就是文章的主旨。文章主旨是作者寫 

作的中心思想，與題目、取材、文體有密切關係。建議教師可以透過幾個方向教 

導說明文主旨：  

1.閱讀文章的標題，找出與標題相符的內容，除了主標題之外，次標題也能幫助 

學生掌握文章重點。 

2.分析文章結構，常見的說明文結構為描述或列舉、時間順序、比較、因果、問 

題解決等五種，篇章結構能幫助學生整合文章訊息。 

3.透過摘要策略，找出各段落文章的重點，並進行歸納統整，掌握篇章中的上位 

概念。  

(二)教師宜指導學生透過標題，或摘要策略整合出各段段旨，以及文章出現最多、份

量最重的材料內容，也往往是作者要談的重點，如此，可精確有效地掌握全文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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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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國語文四年級整體學生學力表現分布狀況，

如圖 5-1 所示。 

 

 

圖 5-1 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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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標準差

91）、女生平均量尺分數則為 508（標準差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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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年級學生其國語文

學力檢測表現高於整體平均，「傳統產業市鎮」及「低度發展鄉鎮」與整體平均相

差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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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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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2 人，排除資料缺漏者 148 人，總計背景變項分析有效

樣本為 23,284 人。 

 

 

圖 5-2 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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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4  

平均數 499  

標準差 89  

都會核心 

人數 2,284  

平均數 519  

標準差 82  

工商市區 

人數 1,174  

平均數 511  

標準差 86  

新興市鎮 

人數 5,228  

平均數 504  

標準差 88  

傳統產業市鎮 

人數 3,679  

平均數 499  

標準差 89  

低度發展鄉鎮 

人數 5,000  

平均數 499  

標準差 89  

高齡化鄉鎮 

人數 4,714  

平均數 490  

標準差 91  

偏遠鄉鎮 

人數 1,205  

平均數 473  

標準差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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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於不同能力指標之答對率 

藉由將「國民小學國語文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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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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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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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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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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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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 4 

4-2-1 
能認識常用國字 1,500-

1,800 字 

7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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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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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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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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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能具備自己修改作文的

能力，並主動和他人交

換寫作心得 

61~70 9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

習字詞句型 
   

  

51~60 8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

習字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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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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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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11 6-2-9 

能瞭解標點符號的功

能，並在寫作時恰當的

使用 

  

    

31~40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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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5-2-3 能認識文章的各種表述方式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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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0             

51~60             

41~50             

31~40             

21~3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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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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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           

61~7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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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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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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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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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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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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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

章，擴充閱讀範圍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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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

章，擴充閱讀範圍 

5-2-14 能掌握基本的閱讀技巧 

71~80         

61~70 20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

進閱讀的能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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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0 21 
5-2-5 

能利用不同的閱讀方法，增

進閱讀的能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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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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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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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23 

5-2-1 
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

詞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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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11~2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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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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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教學建議 

國語文四年級學力檢測，以「選擇題型」檢測語文知識：「形音知識」、「字詞知識」、

「語法知識」、「修辭知識」、「章法知識」、「文體知識」，及閱讀理解：「字詞理解」、「句子

理解」、「段落理解」與「篇章理解」等十項知能。國語文四年級學力檢測整體學生通過率

是 65%，各向度施測結果統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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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準差： 

評量向度 題號 分組 平均通過率 

形音知識 1、2、3、4 

全體 0.72 

高分組 0.88 

低分組 0.55 

字詞知識 7 

全體 0.59 

高分組 0.86 

低分組 0.31 

語法知識 8、9、10、11 

全體 0.59 

高分組 0.83 

低分組 0.36 

修辭知識 12、13 

全體 0.75 

高分組 0.87 

低分組 0.60 

章法知識 14 

全體 0.79 

高分組 0.90 

低分組 0.61 

文體知識 15 

全體 0.82 

高分組 0.85 

低分組 0.75 

字詞理解 5、6、16、17 

全體 0.70 

高分組 0.86 

低分組 0.52 

句子理解 18、19 

全體 0.68 

高分組 0.90 

低分組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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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理解 20、21 

全體 0.59 

高分組 0.80 

低分組 0.37 

篇章理解 
22、23、24、25、26、 

27、28、29、30 

全體 0.57 

高分組 0.73 

低分組 0.40 

小計   

全體 0.65 

高分組 0.82 

低分組 0.46 

 

從各向度來看，「文體知識」（82%）、「章法知識」（79%）、「修辭知識」（75%）、「形音 

知識」（72%）、「字詞理解」(70%)與「句子理解」(68%)的表現較佳，高於平均通過率；「字

詞知識」（59%）、「語法知識」（59%）、「段落理解」（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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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法知識及文體知識

六項。學生的整體表現以文體知識的成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0.82，字詞知識與語法知

識的表現較弱，整體通過率都是 0.59。 

在形音知識部分，包含提取字音、提取字形兩個部分，學生較易混淆形近字與多音字

的形音義，教師教導形近字時，宜通過詞語指出形近字在形音義差異，或利用部首推測字

義、字形，例如：「輪」番上陣和天「倫」之樂。辨識一字多音時，宜將多音字中容易混淆

的讀音，以詞語或語句方式呈現，讓學生了解字音有「音隨義轉」的特性，例 如：共「處」

一室和恰到好「處」。建議教師在日常生活中，隨時提醒學生讀出正確的字音，熟悉字音、

字義的連結關係，輔以部首辨識字義，並以詞語造句，強化記憶印象。 

在字詞知識部分，除了透過查字辭典了解意思，也應注意上下文脈絡，從語境整合出

正確詞義。教導四字詞語時可運用拆解詞語的方式來理解詞意，並練習活用，例如：「欣喜

若狂」形容快樂、高興到了極點。教導學生成語時，可從課文的生字延伸相關成語，擴充

學生的成語知識，若能搭配成語故事，以說故事的方式讓學生理解成語典源，也能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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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成語的興趣，例如：教導「狡兔三窟」時，可以講述馮諼替孟嘗君買義的故事來加

深學生的印象。  

在語法知識部分，包含詞類、詞彙結構、語句結構及標點符號。詞類、詞彙結構教學，

可以先從認識詞類(性)開始，定義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類(性)的意思，也可透

過詞類(性)分類遊戲，檢測學生能否正確判斷詞類(性)，而像形容詞和副詞兩類學生較易

混淆的詞類，除了教導學生判別詞類(性)，也要能了解詞性搭配的限制。例如：形容詞通

常用於名詞前面，副詞會用來修飾動詞或形容詞。語句結構教學除了建立九種常用關聯複

句的概念，也要讓學生練習造句，並熟悉常用的連接詞，例如：假使、如果，以熟習活用。

在辨析病句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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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語句不完整、語意重複、前後矛盾、誤用詞語等。教導標點符號時，宜要求學生於日

常的書寫練習中，例如：造句、聯絡簿、作文等，就能精確使用各種標點符號，針對學生

不熟悉的標點符號，可共同討論該項標點符號的用法，並提供其他例證輔助。  

在修辭知識部分，教師教學時，不用特別強調修辭中的專有名詞，可以舉課文中運用

修辭的句子為例，讓學生分析句子中的修辭，感受運用修辭帶來的效果。使用修辭技巧的

語句，可以引起讀者注意，加深印象，例如：運用誇飾法可以使句子或文章呈現言過其實、

一鳴驚人的效果。  

在章法知識部分，教導國語課文時，宜引導學生留意寫作手法，認識常見的結構式，

例如：時間式、事件式、因果式、並列式、總分式、方位式。根據文章內容引導學生分析

其文章結構，整理成文章結構表，有助於學生了解文章脈絡，理解課文文意。 

在文體知識部分，可以從平時的課文累積學生的文體知識，說明各種文體的特徵及表

述方式，例如：閱讀說明文時，須留意文本之圖片、表格、照片等內容，結合文字，更可

掌握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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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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字詞理解的

表現最好，整體通過率達到 70%，篇章理解較弱，通過率為 57%。  

在字詞理解部分，教師在教導多義字時，除了透過字辭典輔助外，還可以透過上下文

脈絡、短語、造句練習，歸納整理相同意思的語境，加強理解。而在詞意的教學中，除了

引導學生透過查字辭典、上下文推測、部首辨識、同義詞類推、反義詞對比等多種方式掌

握詞意外，還可教導學生利用上下文判斷詞意，例如：「每到過年，採買年貨的人潮，總是

將年貨大街擠得□□□□。」根據句中的「人潮」、「擠得」來推測，□□□□選用「水泄

不通」。 

在句子理解部分，教師在教學時宜先解釋句中的難詞，再從句中找出關鍵語句、重要

的關聯詞，並且指導學生透過上下文語境推測句子所要表達的意思，整合相關訊息後再進

行判讀，或以「換句話說」的方式，學會用自己的話語重述文本內容，以達到掌握句義的

目的。例如：「難怪沒有人不喜歡他」是雙重否定的意思，因此答案會是肯定的語句。  

在段落理解部分，為了掌握段落主旨，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段落後，利用畫線策略，

找出關鍵句，整合訊息再判讀，才能掌握段落主旨，而段落的主要意旨通常在段末，教師

可提醒學生在結尾處仔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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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問幫助學生針對題幹思考，或透過分層歸納法，

即利用句號、分號找出各分句，再利用縮短長句、圈關鍵詞、摘要等策略找出各分句重點，

進而理解文意。推論教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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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文章跨段落的內容，以提取重要概念，進而適度推論。在詮釋整合部分，為

了理解文章主旨，可以根據文體選用適合的方法，例如：記敘文要注意文章中的情感段或

情感句，掌握作者的中心思想，說明文主要描寫的重點通常也就是文章的主旨，可根據文

章結構、摘要各段重點，先掌握段旨以及全文重點，以建構文章主旨。  

此外，本次施測題中，第 24 到 30 題皆有 1~2%左右的低分組學生未作答，而這些題

目皆是篇章閱讀測驗，推測低分組閱讀理解能力較弱或速度較慢，因此無法在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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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近年來，資訊發達，使得各類文本訊息量大增，國中教育會考和大學學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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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

睫。以目前的評量趨勢，學生須熟悉長文或閱讀字數較多的題目，因此，提升學生的閱讀

理解能力，教導預測、推論、提問、摘要等策略，增進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是教師的願望

也是教學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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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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