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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一、單題：（1～24 題） 

題號 1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3  .08  .00 

2*  .61  .36  .85 

3  .19  .31  .09 

4  .16  .25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1 鑑別度  .4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字音）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1%，高分組答對率 85%，低分組答對率 36%，鑑別度 0.47。 

2. 6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3%的學生選擇 A，19%的學生選擇 C，16%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連綿山「巒」：ㄌㄨㄢˊ／態度「蠻」橫：ㄇㄢˊ 

選項 B：破「涕」為笑：ㄊㄧˋ／孝「悌」之道：ㄊㄧˋ 

選項 C：「躊」躇不決：ㄔㄡˊ／「鑄」成大錯：ㄓㄨ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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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D：面有「慍」色：ㄩㄣˋ／「溫」故知新：ㄨㄣ 

選項 B為正確選項。 

2. 各組選項中的兩個形近字，分別是生活中較常用及相對下較困難的生字，低

分組學生中有 31%選擇選項 C，25%選擇選項 D，推測「躊躇」與「慍色」

對低分組學生而言是較難正確念讀的字詞。 

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由於漢字中以「形聲」字最多，學生在遇到生難字時，容易以「聲符」作發音

的聯想，如「悌」字容易因其「弟」的部件而誤讀為「ㄉㄧˋ」。另外，學生也容易

受熟悉的形近字讀音的影響，因形近而誤讀作相同的音，如：「慍」字不會念時，因

聯想到「溫」字，而也將其念作「ㄨㄣ」。 

(二) 教師作形音對應教學時，應多讓學生將字詞念讀出聲，有發音錯誤時立即糾正

讀錯的字音。加強同偏旁形聲字的整理識讀，特別提醒學生留意不同讀音的字，一

樣可透過反覆念讀讓學生熟悉詞彙。教學時應以 88 年版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

訂表》或《國語辭典簡編本》為準，讓學生多查讀並筆記易誤讀的字音，以加深記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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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80  .57  .95 

2  .06  .13  .01 

3  .13  .26  .03 

4  .01  .03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0 鑑別度  .3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區辨多音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57%，鑑別度 0.38。 

2. 8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6%的學生選擇 B，13%的學生選擇 C，1%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埋」頭苦幹：ㄇㄞˊ／隱姓「埋」名：ㄇㄞˊ 

選項 B：怒髮衝「冠」：ㄍㄨㄢ／「冠」名贊助：ㄍㄨㄢˋ 

選項 C：千「載」難逢：ㄗㄞˇ／詳實記「載」：ㄗㄞˋ 

選項 D：「量」力而為：ㄌㄧㄤˋ／再三考「量」：ㄌㄧㄤˊ 

選項 A 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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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難度不高，高分組學生通過率超過九成，低分組學生通過率也有五成。

由低分組選擇錯誤選項的分布可推知對於「載」字讀音的區辨尚待加強。 

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一字多音教學，教師應引導學生找出字形、字音、字義間的辨識要點，並加強

構詞練習。以本題「載」為例，該字只有當作「年」，計算時間的單位時才讀作「ㄗ

ㄞˇ」，如「一年半載」、「億載金城」，其餘用法一律讀作「ㄗㄞˋ」，如「記載」、

「載歌載舞」、「怨聲載道」等，學生可藉由判別字義來區辨讀音。 

(二) 生活中易讀錯的音，如「下載」、「載歌載舞」易誤讀為「ㄗㄞˇ」，學生可透

過重複念讀來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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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18  .08 

2  .41  .41  .35 

3  .12  .17  .07 

4*  .33  .23  .4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3 鑑別度  .2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區辨形近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3%，高分組答對率 49%，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26。 

2. 3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3%的學生選擇 A，41%的學生選擇 B，12%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營」幕，正確字形為「螢」。 

選項 B：震「憾」，正確字形為「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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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C：閃「鑠」，正確字形為「爍」。 

選項 D為正確選項。 

2. 本題通過率低，顯示多數學生在形近字的區辨尚待加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本題全體錯誤選項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有兩種可能性，一為選項Ｂ「憾」、

「撼」字形太相近，學生未看清楚選項而誤答；也可能反映出多數學生平時

書寫「震撼」一詞即用錯字形，但未發現錯誤。 

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形近字」因字形相近而容易混淆誤用，教師教學時可以搭配「部首」引導

學生辨別字義關係。以本題誤答率高的選項Ｂ為例，「心部」的字與情感有關，

「憾」字有「悔恨」、「怨恨」之意，如「遺珠之憾」；而「手部」的字與動作有

關，「撼」有「搖動」之意，如「撼天震地」。在選項Ｂ的句子裡，當無人機出現

虎爺、藍鯨等立體圖案時，感受到的情緒不會是「悔恨」或「怨恨」，而是內心受

到震動，由此可判別震「撼」才是正確用字。教學時透過詞義的理解及部首意義

的關聯，可讓學生更容易記憶。 

(二) 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1版或《國語辭典簡編本》

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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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2  .01 

2  .07  .15  .01 

3*  .80  .58  .97 

4  .07  .14  .0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0 鑑別度  .3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區辨同音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答對率 97%，低分組答對率 58%，鑑別度 0.39。 

2. 8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6%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B；7%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一「ㄕˋ」同仁：視／不甘「ㄕˋ」弱：示。 

選項 B：趁人不「ㄅㄟˋ」：備／事半功「ㄅㄟˋ」：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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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C：迫不及「ㄉㄞˋ」：待／守株「ㄉㄞˋ」兔：待。為正確選項。 

選項 D：「ㄍㄨㄥ」城掠地：攻／徒勞無「ㄍㄨㄥ」：功。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低分組也有近五成學生答對，由低分組選擇錯誤選項

的分布平均可推知對於無法區辨同音字的學生，錯誤選項皆有誘答力。 

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4-Ⅳ-2  認識造字的原則，輔助識字，了解文字的形、音、義。 

4-Ⅳ-3  能運用字典或辭典了解一字多音及一字多義的現象。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同音易錯字在記憶時可搭配「詞語」作練習，教師在教學時引導學生利用詞

語義回推用字，這樣更能判斷題目詢問的正確用字。如選項Ａ：一「視」同仁，

是指平等「看待」每一個人；不甘「示」弱，是不情願「表現」得比別人差。 

(二) 國字要使用正確，得由字義、詞義或句義來輔助，學生在使用手機或電腦時

常習慣用注音輸入法自動跳選同音字，但未進一步思考辨析該字是否使用正確，

應提醒學生於生活中養成正確用字的態度，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2021版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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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評量指標 字詞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詞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6  .40  .21 

2*  .36  .22  .63 

3  .18  .23  .13 

4  .10  .15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6 鑑別度  .4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試學生能否判別成語意義，並能正確選答。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6%，高分組答對率 63%，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41。 

2. 3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36%的學生選擇 A；18%的學生選擇 C；10%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阮囊羞澀：形容錢財窘乏，經濟困難。 

選項Ｂ：百孔千瘡：形容瑕疵漏洞很多，損壞極大。 

 選項Ｃ：寅吃卯糧：比喻收入不夠支出，預支以後的用項。 

 選項Ｄ：捉襟見肘：比喻短缺不足、窮於應付的窘態。 

2. 高分組選答正確達 63%，有 21%的學生選答選項 A，應是不解「阮囊羞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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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意。低分組選答正確達 22%，有 40%的學生選答選項 A、24%的學生選

答選項 C，應是對成語的語義不了解。 

對應學習重點 

4-Ⅳ-1  認識國字至少 4,500字，使用 3,500字。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閱讀成語故事，以掌握典故，理解詞義。 

(二) 提供不同的情境，讓學生以配對的活動，增強記憶及判斷成語意義的能力。 

(三) 請學生以成語造句，可以具體掌握學生習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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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詞語結構/認識詞類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85  .60  .99 

2  .05  .14  .00 

3  .04  .12  .00 

4  .06  .14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5 鑑別度  .3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試學生對詞語結構的理解。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5%，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63%，鑑別度 0.38。 

2. 8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5%的學生選擇 B；4%的學生選擇 C；6%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 符合題目條件「動+名+動+名」，選項 B「名+動+名+動」，選項 C

「形+動+形+動」，選項 D「形+名+形+名」。 

2. 學生答對率達 85%，剩下 15%的學生應是在分辨詞性有困難，或是粗心大

意而未能正確作答，本題難易度偏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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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Ab-Ⅲ-8  詞類的分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掌握詞類語詞彙結構，有助學生在閱讀時，協助字詞義的理解。教學時，教

師可以整理並幫助學生建立詞類體系，並讓學生了解各詞類的定義與用法。 

(二) 分辨詞類依據，不僅靠詞語推論，也要分析詞語在文句中的功能及修飾的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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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句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15  .03 

2*  .64  .34  .91 

3  .15  .29  .03 

4  .11  .21  .03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4 鑑別度  .57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驗學生能否判別前後文句的關係，了解學生對於語句結構之語意辨

別與詞語使用的精準度。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4%，高分組答對率 91%，低分組答對率 34%，鑑別度 0.57。 

2. 6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9%的學生選擇 A；15%的學生選擇 C；11%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B符合題目條件「先果後因」，選項 A、C、D皆先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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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答對率達 64%，剩下 36%的學生應是閱讀太過倉促，未能正確作答，本

題難易度偏簡單。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可以透過連接詞語，來判斷句型常見的九種關聯句型：並列句、選

擇句、因果句、遞進句、假設句、轉折句、條件句、承接句、目的句等。 

(二) 教師可指導學生整理九種句型的定義、關聯詞、例句，建立關連句型的整體

內容。 

(三) 教學時可指導學生判別邏輯字詞，先找出文句中的邏輯字詞，結合前後文，

就能掌握文意脈絡，理解作者想凸顯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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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病句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3  .23  .89 

2  .11  .25  .01 

3  .08  .20  .00 

4  .28  .32  .1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3 鑑別度  .6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認識病句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3%，高分組答對率 89%，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66。 

2. 5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1%的學生選擇 B；8%的學生選擇 C；28%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B：「大體」或「大概」可擇一。 

選項 C：「依稀」或「彷彿」可擇一，「還」可略。 



16 

 

選項 D：「杵」或「呆」可擇一。 

綜上所述，選項 A較為精簡，符合題目要求。 

2. 學生答對率達 53%，低分組的學生應是不懂字義或詞義，因而未能正確作

答。 

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國中會考作文評分第三項「遣詞造句」列有評斷規準：三級分「用字遣詞不

夠精確，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句過多。」二級分「用字、遣詞、構句常有錯

誤。」一級分「不能於文法、字詞及標點符號之使用上有基本之表現。」可見，

協助學生有效的文句表達，有其必要性。 

(二)常見的詞語病句類型有：另造新詞、詞語割裂、近義詞誤用、詞語重複等。語

法病句類型有：主語多餘、主語殘缺、謂語殘缺等。教學時，宜強化語句意義理

解，透過前後文的意義釐清語意邏輯，進而選用適切、精準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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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運用標點符號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4  .40  .06 

2  .05  .12  .01 

3  .08  .16  .01 

4*  .63  .31  .9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3 鑑別度  .6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了解學生能否正確運用標點符號。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3%，高分組答對率 92%，低分組答對率 31%，鑑別度 0.61。 

2. 6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4%的學生選擇 A；5%的學生選擇 B；8%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第一個□的前後句為複句的平列式，需分開說明，應填入「；」。 

第二個□作為敘事的繼續，隔開複句內的各分句，應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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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用於語意完整的句末，應填入「。」 

2. 學生答對率達 63%，剩下的學生大多選擇 A，應是對標點符號的運用有困

難，尤其是分號「；」的運用，因而未能正確作答。 

對應學習重點 

5-Ⅳ-1 比較不同標點符號的表達效果，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情感的起伏變

化。 

Ac-Ⅳ-1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不同效果。 

補救教學建議   

(一) 解題時可先篩選出有關鍵標點符號的選項或文句，判斷其在文句中使用的方

法，或將選項代入句子中，檢視語氣與敘事邏輯是否契合，再刪去語氣、語意錯

誤的選項，即可得正確答案。 

(二) 標點符號的熟習在寫作測驗上可起到加分作用，關鍵標點符號的使用亦可幫

助長文的閱讀理解，教學時宜從多元面向讓學生了解該知識向度的重要性。 

 

  



19 

 

 

題號 10 

評量指標 修辭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修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7  .23  .07 

2*  .56  .24  .85 

3  .11  .29  .01 

4  .17  .24  .0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6 鑑別度  .6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修辭知識（認識修辭）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答對率 85%，低分組答對率 24%，鑑別度 0.61。 

2. 5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7%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C，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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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題幹敘述「以『蠵』諧音『珍惜』的『惜』」，可知該文宣海報使用了諧音

雙關修辭。 

選項 A：重複「測」字，修辭上使用類疊。 

選項 B：「醉後的不歸路」，以『醉』諧音『最後』的『最』，亦運用了諧音

雙關，為正確選項。 

選項 C：「人生不是遊戲」，運用了譬喻修辭。 

選項 D：「忽有龐然大物，疾駛快衝而來，原來是不停讓的三寶也」化用了〈兒

時記趣〉中「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的句子。 

2. 本題高分組學生答對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答對率卻很低，僅有 24%，甚至

有更高比例選擇錯誤選項，推測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低分組學生無法從題幹

的提示判別該文宣內容使用了「諧音雙關修辭」；二是雖然知道使用了「諧

音雙關修辭」，但無法進一步從選項中判別何者使用了相同修辭手法。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對應能力指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應教導學生教育部建議國中學生必須學會的十四種修辭法：譬喻、轉

化、類疊、引用、排比、摹寫、雙關、設問、誇飾、對偶、映襯、借代、層遞、

倒反。介紹各修辭法之定義與構成要件，引導學生辨析易混淆的修辭。 

(二) 近幾年會考修辭題型的題目，多半會把判斷基準寫在題幹上，即使學生對該

修辭的定義並不熟悉，也可從題幹獲取答題的線索，只要理解題幹的說明，再與

各選項確認即可選出正確答案，解題時可引導學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擷取訊息線

索，再作推論。如從本題題幹中找到修辭判別關鍵：「以『蠵』諧音『珍惜』的

『惜』」，即使不懂何謂「雙關修辭」，但分析「蠵」與「惜」音接近，而在「珍

惜」一詞中故意使用「蠵」字替代，再從四個選項中尋找是否有哪個詞語也有故

意使用音相近或相同的字替代原字的狀況，即可找到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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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評量指標 章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章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7  .02 

2  .10  .18  .04 

3*  .70  .42  .91 

4  .13  .22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0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章法知識（認識文章結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0%，高分組答對率 91%，低分組答對率 42%，鑑別度 0.48。 

2. 7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7%的學生選擇 A，10%的學生選擇 B，1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文本第一段寫小時候吃地瓜長大，覺得地瓜是苦澀的。第二段敘述地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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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反而變成菜館上不便宜的佳餚，兩段從不同時代吃「地瓜」的感受，對

比出「地瓜」今昔的價值，故正確答案為選項 C。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九成，但低分組答對近四成，且其他錯誤選項都有一定

的選答率，推知低分組學生對於文章結構及表述方法可能尚未建立概念。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對應能力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文章結構即段落組織，教師教學時，應先協助學生釐清各種表述方法： 

1. 記敘：以人、事、物、景為對象，加以事件敘述與摹狀描寫。 

2. 議論：以論點、論據、論證方式，發表自己的看法。 

3. 說明：以邏輯、客觀、理性的方式，說明事物或事理。 

4. 抒情：表達對人、事、物、景的情感。 

(二) 回答這類題目時建議學生先看選項，確認各選項的關鍵字詞，如運用順敘或

倒敘、加入對比、援引言例事例等，再回頭閱讀文本，一一與選項關鍵字比對，

即可推出正解。以本題為例，選項Ｃ的關鍵字為「今昔」、「地瓜價值」，回到文本

第一段可找到「小時候」（昔），「少有不埋怨吃地瓜籤的」，可知過去吃地瓜是生

活苦不得已；第二段從「風水輪流轉」可知地瓜地位在今日呈現對比，「價格並不

便宜」，由此可知選項Ｃ是正確答案，其他選項亦可藉此方法找到矛盾或不符合的

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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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評量指標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體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20  .06 

2*  .80  .62  .92 

3  .04  .10  .01 

4  .02  .07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0 鑑別度  .3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試學生認識文體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0%，高分組答對率 92%，低分組答對率 62%，鑑別度 0.30。 

2. 8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3%的學生選擇 A；4%的學生選擇 C；2%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目文本以說明介紹鵝鑾鼻沿東海岸的地理現況，因此選項 B為正確答案。 

選項 A：記敘文是以敘述為主要表達方式，以敘述作者真實經歷及表達思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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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一種文體。 

選項 C：應用文是個人或機關、團體相互間，因公因私往來而使用之各種特定

的文字格式，是種應用於日常生活，並有特定目的的體裁。 

選項 D：抒情文是主要抒發表露個人內心情感，抒寫個人心靈主觀情感的文

章。 

2. 學生答對率達 80%，未答對的學生應是對於各文本的定義尚未熟悉，或是粗

心大意而未能正確作答，本題難易度偏簡單。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a-Ⅴ-3 寫作手法與文學美感的呈現。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新課綱從國小開始便要求學生掌握記敘文、抒情文、應用文、說明文、議論

文、故事、童詩等體裁的特徵。進入國中階段，教師可以再做統整，以確認學生

能掌握各文體特徵。 

(二) 判定文體有助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的提升。教學時，宜讓學生清楚掌握各個

文體的特徵，並以特徵比對文本，判斷出文體。等寫作應用時，則可依據文體特

徵寫出符合該文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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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評量指標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表述方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1  .07 

2  .10  .19  .02 

3*  .64  .38  .88 

4  .11  .22  .0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4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文體知識（認識表述方式）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4%，高分組答對率 88%，低分組答對率 38%，鑑別度 0.50。 

2. 6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5%的學生選擇 A，10%的學生選擇 B，11%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寫作測驗以〈多做多得〉為題，正面構思會強調「多做」可以「多得」，如

選項Ａ「願意多燃燒的星辰」才「真正閃耀」。選項Ｂ嫩芽渴望奉獻己力。

選項Ｄ「奮戰的英勇、積累的分數」都是來自「更多、更拚地努力」。而選

項Ｃ的論點是當超過自己所能負荷便是逞強不智，屬反面論述。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四成，且其他錯誤選項都有

一定的選答率，推知低分組學生對於文章的表述方法可能尚未建立概念，無

法區分正／反面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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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對應能力指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建議   

(一) 表述方式又稱表達方式，主要有敘述、抒情、議論、說明和描寫五種。其

中，敘述、描寫、說明偏客觀，抒情與議論偏主觀。另外，也可以正面或反面來

做論述。以本題所評量的知識節點，教師應幫助學生先理解二者定義： 

1. 正面論述：語氣上較積極，敘述優點與好處，句中常出現正面、鼓勵的詞語。 

2. 反面論述：語氣上較消極，點出缺失，句中常出現負面、批評性質的詞語，

或使用否定詞彙，提供讀者另外的思維，也可襯托出正面論述的可信度。 

(二) 解題時可引導學生利用選項中之負向詞語、否定詞作為判定的依據，而平常

教導學生理解句義時，可多讓學生練習換句話說，包括正、反立說，如「天下沒

有白吃的午餐」，從否定詞「沒有」可判別是反面論述，讓學生練習改成正面論

述，如「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培養學生判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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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評量指標 國學知識 

知識向度 認識文字學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4  .31  .80 

2  .18  .23  .11 

3  .11  .20  .04 

4  .17  .25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4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試學生對基本造字法則的理解。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80%，低分組答對率 31%，鑑別度 0.48。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8%的學生選擇 B；11%的學生選擇 C；17%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木」為象形，「本」為指事，「炎」為會意，符合題目條件。 

選項 B：「牛」為象形，「三」為指事，「松」為形聲。 

選項 C：「甘」為指事，「林」為會意，「末」為指事。 

選項 D：「口」為象形，「刀」為象形，「寸」為指事。 

2. 學生答對率達 54%，選擇選項 B 與選項 C 的學生應是對於指事與會意字的

造字原則不甚熟悉，故未能正確作答。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3 基本的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Ab-Ⅴ-1 六書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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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教師可運用影音媒材讓學生對文字的演變加深印象。也可讓學生手

繪字體演變的形體，加深印象。 

(二) 清楚講述各個造字原則，並舉例，或引導學生查閱相關網頁，達到自主學習

效益。 

(三) 答題時，可先從獨體的「文」、合體的「字」作第一階段區辨，再從兩組的造

字法則定義挑選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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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字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89  .67  .99 

2  .04  .12  .00 

3  .04  .12  .00 

4  .03  .09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9 鑑別度  .3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字詞理解（提取字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9%，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67%，鑑別度 0.32。 

2. 8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4%的學生選擇 B，4%的學生選擇 C，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黑」名單：隱密的、不公開的。（非顏色，為正確選項）。 

選項Ｂ：「黑」面琵鷺：實指顏色。 

選項Ｃ：「黑」黝黝：實指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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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Ｄ：「黑」壓壓：實指顏色。 

2. 本題通過率高，低分組也有超過六成的通過率，可推知學生對於「黑」是實

指顏色或虛指多能正確區辨。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顏色字題型通常考判斷其為實指或虛指，若學生能記憶並理解，可以直接從

選項檢驗。若無法確定實指或虛指，可從其搭配的事物來推論，搭配顏色解釋的

事物便很有可能是實指。以本題為例，「黑面琵鷺」可能是一種臉部有黑色羽毛的

鳥類，「黑黝黝的肩」可能是指肩膀膚色較黑，「黑壓壓一片」，可以推測是歌迷太

多，人群密集看不清楚的樣子，但「黑名單」較不可能是指黑色的名單，因此推

論選項Ａ最可能不是實指顏色。 

(二) 鼓勵學生善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或《國語辭典簡編本》查找字

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擴展詞彙、掌握字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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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字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  .11  .00 

2  .07  .19  .00 

3  .07  .19  .00 

4*  .82  .50  .9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2 鑑別度  .4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字詞理解（提取字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2%，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50%，鑑別度 0.49。 

2. 8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4%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B，7%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望其項背」的「項」是指頸項。 

選項Ａ：義賣款「項」：經費。 

選項Ｂ：注意事「項」：條款、種類。 

選項Ｃ：鐵人三「項」：量詞。計算事物分類或件數的單位。 

選項Ｄ：抱頭縮「項」：頸項。為正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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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但低分組仍有五成選擇錯誤選項，可知低分組對於提

取字義的能力仍是較不足的。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 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Ab-Ⅳ-7  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這類題型在題幹上其實已有提供解題線索，從「望其項背」的詞義可推知

「項」是指「頸項」，再直接帶入各選項中，逐一檢驗文意是否通順，即可找出正

解。 

(二) 教師教學時，建議可以運用課文字詞，引導學生繪製字詞義的樹狀圖，標出

本義與衍生義的脈絡，再透過學生熟悉的詞語義去連結字義，以鞏固學習成效。 

(三) 鼓勵學生善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

資料，擴展詞彙、掌握字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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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掌握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  .11  .00 

2*  .73  .43  .95 

3  .19  .34  .04 

4  .04  .12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3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字詞理解（掌握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3%，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43%，鑑別度 0.52。 

2. 7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4%的學生選擇 A，19%的學生選擇 C，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應改為：選項 A：網路「上線」／使用時間的「上限」 

     選項Ｃ：「權力」地位／接受教育的「權利」 

     選項Ｄ：「過渡」時期／工作時數「過度」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五成，且有與答對者相當的比例

選擇選項Ｃ，可推知無法區辨及正確使用「權力」、「權利」二詞的學生頗

多，故誘答力高。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4  6,500 個常用詞語的認念。 

Ab-Ⅳ-5  5,000 個常用詞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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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本題評量的詞語因為音同而容易混淆，解題時應提醒學生回到詞語本身，這

類詞語通常會有其中一個字相同，因此另一個不同的字便是判別詞義的關鍵。以

本題選項Ｃ為例，「力」有力量之意，可以聯想到「權力」是控制、指揮的力量，

由「地位」一詞再推敲因身分位置而擁有的力量，所以應作「權利地位」。「利」

有「利益」之意，可以聯想到「權利」是受到保護的利益，如接受教育的「權

利」。 

(二) 詞由字構成，教師可於範文教學中隨機指導字形、字音、字義間的辨識要

點，加強構詞與造句練習，讓學生掌握不同語境中字詞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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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5  .01 

2  .05  .12  .01 

3  .02  .07  .00 

4*  .85  .66  .9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5 鑑別度  .3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5%，高分組答對率 97%，低分組答對率 66%，鑑別度 0.32。 

2. 8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7%的學生選擇 A，5%的學生選擇 B，2%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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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句子找到判別關鍵「狀如虎而牛尾」，即可推斷正確的圖像為選項Ｄ。 

2. 本題通過率高，低分組亦有近六成學生答對，可知雖是文言語法，但只要掌

握身體像虎，像牛只有尾巴，且不被「聲音如犬吠」誤導，即可找到正解。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文意理解的試題包括細節對照、歸納理解及轉換詮釋，本題即是評量學生能

否將文意轉化成圖，解題時學生可先看題目找考點。以本題為例，辨別文本中的

獸應是什麼模樣，學生只需找到文本中跟外貌有關的敘述，關鍵字為「形」（外

形），後文的「音」及「名」的介紹皆可略過。 

(二) 教師教導文言文時，可帶領學生多熟悉閱讀策略，尤其是圈補主語、還原省

略，根據上下文文意，還原其指稱的部分，除提高句子的理解詮釋能力，也有助

於找出關鍵字詞，判斷核心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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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20  .02 

2  .07  .18  .00 

3*  .81  .52  .98 

4  .03  .10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1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1%，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52%，鑑別度 0.46。 

2. 8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9%的學生選擇 A，7%的學生選擇 B，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中「每個人都會在人世中遭遇一些坎坷，我們的身心都可能傷痕累累」

對應到「人生的坎坷境遇會打擊我們」，「但，那也是我們學習的功課」對應

到「也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可推知選項Ｃ為正確答案。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低分組通過率也不低，但選項Ａ、Ｂ都有一定比例的

學生選答，推測是未能掌握邏輯字詞的功能，以致無法正確理解句義。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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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建議教師在句子理解的教學中指導學生認識常見句型，練習利用邏輯字詞找

到句義關鍵： 

1. 並列句：前後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平行或相對的，沒有主次之分。多用「也」、

「又」、「既……又……」、「一方面……另一方面……」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2. 轉折句：由兩個有轉折關係的分句組成，前後分句的意思相反或相對，多

用「卻」、「不過」、「雖然……但是……」、「儘管……還是……」等邏輯字詞

來聯結。 

3. 因果句：前一個分句說明原因，後一個分句說出結果，一般用「由於」、「以

致」、「因為……所以……」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4. 承接句：分句之間有先後的順序，一般用「就」、「接著」、「首先……然後……」

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5. 條件句：前面的分句提出條件，後面的分句說明在這種條件下所產生的結果。

這類分句多用「只要」、「才」、「便」、「除非……否則……」、「無論……都……」

等邏輯字詞來聯結。 

6. 選擇句：由兩句或以上的分句組成，分別說出幾件事情或幾種情況，表示從

中選擇一項，用「還是」、「或者……或者……」、「不是……就是……」等詞

語邏輯字詞來聯結。 

(二) 以本題為例，四個選項都有提到人生會遇到坎坷，「如何面對」是句子的核心

思想。由「但」得知其為轉折句，此句型的重點會出現在邏輯字詞後，即「但，

那也是我們學習的功課」，再將該句子換句話說，即可找到最符合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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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4  .31  .92 

2  .12  .24  .02 

3  .11  .22  .02 

4  .13  .22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4 鑑別度  .6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句子理解（掌握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4%，高分組答對率 92%，低分組答對率 31%，鑑別度 0.61。 

2. 6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2%的學生選擇 B，11%的學生選擇 C，1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旨在說明為學不可半途而廢，應持之以恆。 

選項Ａ：旨在強調莫忘初衷，與題幹相去最遠。 

選項Ｂ：旨在說明堅持的重要。 

選項Ｃ：旨在說明毅力的重要。 

選項Ｄ：旨在說明堅持的重要。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高，且各選項均有相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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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選答，在此題型，學生只要在各選項找到句義異於其他三者，即可得

出答案，因此推測低分組通過率低的原因或許與文言文題目關聯較低，而是

低分組學生無法正確理解各選項句子的意義。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可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先將句子中的關鍵詞語或關鍵句

選出來，配合換句話說的練習，如正面敘述轉成反面敘述，再利用「刪去法」得

出答案。以選項Ａ為例，「不要忘了為什麼要出發」，轉成正面敘述即「要記得當

初為什麼要出發」。 

(二) 本題題型題幹是文言文，選項是白話文，學生在文言文閱讀理解的部分，需

藉由平時課文教學所奠定的基礎，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掌握文言文中

常用字詞的意義與析詞釋義的能力，當學生能大致理解句義時，才能作更深層次

的思考與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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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推論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1  .25  .01 

2*  .81  .54  .98 

3  .06  .15  .00 

4  .02  .06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1 鑑別度  .44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句子理解（推論句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1%，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54%，鑑別度 0.44。 

2. 8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1%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C，2%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打開包裝」後發現「空氣也需要錢」，可推測「空氣」是指包裝袋內的空

氣，空氣多相對產品量少，可知該句是以嘲諷的語氣說明洋芋片的內容物太

少。其他選項的敘述皆無法從該句中得到佐證。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雖然低分組通過率也不低，但誤答選項 A 與 C 的比

例明顯較高，推測與學生無法判別「反諷」語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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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語氣」是指說話的人表達想法時，所呈現的態度與口氣，通常需要搭配前

後文意來推敲。本題文句不長，但仍有可辨別的線索，如句末的「！」表明感嘆

語氣或加重語氣，若只是單純發現一則事實是不需要加重語氣的。而「空氣需要

錢」要打開包裝才能發現，表示需要錢的空氣在包裝裡，那嘲諷包裝裡空氣多的

態度便很明顯了！ 

(二) 課堂教學時，提醒學生作文句內容推論，應本於題幹文字的敘述，切勿擅自

加字詞去補充文句，如本題僅提到「空氣」，學生不該作過度解讀將其等同於「食

物香氣」。學生也不應以自身的學習經驗去解讀文句，如洋芋片的確會在包裝內注

入氮氣，以防止洋芋片碎裂，減少洋芋片氧化產生油耗味，以及防止微生物滋

生，但單從題幹上的敘述是無法推知包裝內的空氣有特殊功能，消費者也無法從

打開包裝就得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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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8  .26  .12 

2  .18  .20  .15 

3*  .41  .29  .55 

4  .23  .25  .1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1 鑑別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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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1%，高分組答對率 55%，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26。 

2. 4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8%的學生選擇 A，18%的學生選擇 B，2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由【甲】的內文可知肇事事故前五名皆與未遵守交通規則有關。 

選項Ｂ：由【乙】表格可知 110年的自撞死亡人數（442 人）較前一年(424人)

稍有增加。 

選項Ｃ：【甲】的內文中「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第一名，但屬綜合性

的交通事故統計，未針對機車事故，故無法推論。 

選項Ｄ：機車事故總死亡人數 1,492 人，佔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 2,440 人的

61.1%，為正確選項。 

2. 本題提供文字與表格兩種資訊呈現方式，學生需要判斷各選項內容應由文字

【甲】或表格【乙】來判讀，由通過率推測低分組對於此題型的掌握度較不

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c-Ⅳ-3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非連續性文本的形式包括長條圖（注重比較）、折線圖（強調趨勢）、圓餅圖

（注意比例）、流程圖（強調順序）、情境圖（注意提示）、分類表（強調歸納）

等，教學時應先建立學生對各類圖表的概念及其對應的功能。 

(二) 指導學生解題時應先讀標題，對圖表有初步認識。閱讀圖表時留意項目和單

位，若是圖，可以閱讀「橫軸」與「縱軸」，若是表，則從「標題列」看起。接著

看選項再回到文本找相關訊息，比較選項敘述與圖表內容是否相符，即可找到正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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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79  .46  .98 

2  .05  .15  .00 

3  .06  .17  .00 

4  .10  .22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9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9%，高分組答對率 98%，低分組答對率 46%，鑑別度 0.52。 

2. 7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5%的學生選擇 B，6%的學生選擇 C，10%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冬末春初盛產加志魚，秋食鯖魚，農曆正月紅蟳，二月螃蟹可知，孔子所

言「不時不食」是指當季什麼食材盛產，就是最適合吃的食材，即遵遁自然，

吃應時令、季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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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高，雖然低分組通過率不低，但從錯誤選項的選答率頗平

均來看，仍有一定比例的低分組學生無法從文本的舉例中統整訊息，掌握段

旨。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可教導學生分析段落結構的策略，如起承轉合、先敘後議、先總後分

等，再從中推論主旨。以本題為例，首句『子曰：「不時不食。」』為「總」，即整

段主旨，接著舉例分述說明，若能統合所舉例子的共同點，即可歸納該段落的主

旨，明白孔子所說「不時不食」的涵義。 

(二) 面對歸納理解型的題目，在解題時建議學生先看題目，了解考點，閱讀文本

時也能更快找到答題關鍵。若學習低成就的學生閱讀段落負擔較大，先以「。」、

「？」、「！」把段落再劃分為句子，從每個句子中找到含有作者主觀看法的部

分，確認關鍵字詞，再彙整各句的關鍵字詞，找出共通性，對照選項即可推出正

答。 

 

  



48 

 

 

題號 24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1  .19  .68 

2  .12  .18  .05 

3  .39  .41  .27 

4  .08  .22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1 鑑別度  .4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段落理解（掌握段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1%，高分組答對率 68%，低分組答對率 19%，鑑別度 0.49。 

2. 4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2%的學生選擇 B，39%的學生選擇 C，8%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作者建議大家去陌生的地方不要使 APP，甚至可以把迷路設定為目標，這樣

在抵達的路途中，因為困難重重，你不會和世界匆匆而過，即有機會認識你

原本可能會錯過的。與選項Ａ旨意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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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通過率不高，且全體錯誤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可知選項Ｃ對學生而言

更具誘答力，或許與文本中多次提到要大家「立志迷路」有關。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可教導學生找出褒貶詞後判斷作者觀點的策略，在文字中找到帶有主觀

褒貶意識的詞語，再進一步判斷作者的觀點。以本題為例，閱讀時配合邏輯字詞

「但」的圈選策略，會發現文意的轉折在「我認為那種看法令人心驚」一句，可

知作者並不贊同使用 GOOGLE 地圖，而是建議大家「立志迷路」，而主要觀點句

在最末一句，說明迷路的好處：投入這個世界，即希望大家透過迷路有機會更認

識這個世界。 

(二) 從文字敘述推論深層文意，在判斷選項中最相近的答案時，應提醒學生必須

全部都符合文本內容，如誘答力較高的選項Ｃ，前半句是正確的，但文本中完全

沒提及作者擔心大家走不出自己的路，故非正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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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25～3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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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4  .00 

2  .05  .14  .00 

3  .05  .13  .00 

4*  .85  .58  .9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5 鑑別度  .4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5%，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58%，鑑別度 0.41。 

2. 8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6%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5%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荔枝生巴峽間 

選項Ｂ：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 

選項Ｃ：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

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 

選項Ｄ：未提及。 

2. 本題高分組答對率高，低分組答對率也近六成，題目難度並不高，推測答錯

的學生應是未具備文言文基本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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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面對文言文題型，教學時可引導學生運用策略解題： 

1. 確認句子的主語：除了辨別句子明確的主語，也要能判斷省略的主語。 

2. 辨識代詞指稱的對象：前文提過才會出現代詞，因此遇到代詞，往前即可找

到代詞「指代的人物或內容」，有助於理解文意。 

3. 推測生難詞語意涵： 

①換字：回想學過的課文，思考可能的解釋再替換。 

②加字：將詞語一個字一個字拆開，再作加字造詞。 

③部首：從部首大略推論字詞意義。 

④前後文：當字詞本身無法提供判讀線索，只能從前後文推論，要確認前後文

理解時是否通順合理。 

(二) 提醒學生若遇到不懂的虛詞不用驚慌，「之」應判別是否為代詞，而其他常見

的「因、為、以、於、乃、蓋」等，常是順著前後文而來，其中只有可以判斷前

後句子邏輯的「連詞」比較重要，但也較容易理解。其他若真的猜不出來，可以

暫時忽略，先往下讀，每句大致理解文意即可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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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6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3  .17  .07 

2*  .54  .30  .82 

3  .06  .15  .01 

4  .27  .37  .1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4 鑑別度  .5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82%，低分組答對率 30%，鑑別度 0.52。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3%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C，27%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畫線處「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可知，作者命令工吏

畫荔枝圖，是為了給那些不認識荔枝，及雖見過但不是在前三天內見到的人

看。其原因前文有提及，荔枝每日都有變化，超過四、五日，荔枝的色香味

就全部消除了。與選項Ｂ最相符。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近八成，答錯的學生多選擇選項Ｄ，低分組選擇選項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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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更是超過正確選項，推知學生被「荔枝一日三變」所誘答，未能從「四

五日外，色香味盡去」推論出前文的「色變香變味變」不是指香氣味道層次

豐富，而是因為不耐久放而變質。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面對文言文題型，除了上述的教學指引，教師在作範文教學時可多讓學生練

習以下閱讀理解策略： 

1. 配合注釋翻譯：搭配文本提供的注釋，練習刪除不必要的虛詞，調整倒裝句

等特殊句型，從部首或上下文推測等方法，讓學生用自己的話翻譯成白話文。 

2. 辨別文體找重點：如記敘文可用「六何法」整理資訊，議論文及抒情文的主

旨句通常會在前面，也可能在最後面出現。 

(二) 提醒學生從文字敘述推論深層文意時，應把句子完整看完，並配合前後文，

才能推論出符合邏輯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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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7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7  .18  .00 

2  .12  .27  .01 

3*  .56  .28  .87 

4  .25  .26  .1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6 鑑別度  .5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答對率 87%，低分組答對率 28%，鑑別度 0.59。 

2. 5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7%的學生選擇 A，12%的學生選擇 B，25%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文中並無提及潛水人得到心臟病的機率。 

選項Ｂ：作者並非為了巨大石斑魚而特地去東澳灣潛水。 

選項Ｃ：從文本第六段可知。 

選項Ｄ：對作者而言是三十年不忘的魅力，非夢魘。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四個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

甚至選項Ｂ的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推測低分組學生並未仔細比對文本與選

項內容，以致無法掌握正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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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作現代散文範文教學時，應引導學生從審題開始，練習從題目預測內容

或主題。閱讀全文後，判斷該文章屬於何種文體，再運用適合的閱讀策略。如本

篇為記敘文，一般記敘文可以「六何法」找出敘寫的對象及相關訊息，再進一步

分析其記敘手法。 

(二) 本題重點在檢核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學生在作答該類型試題時，建議先閱

讀考題的選項，再回到文本找出與選項有關的句子，仔細比對選項與文本內容的

異同，即可正確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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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8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6  .23  .24 

2  .11  .22  .02 

3  .15  .30  .04 

4*  .47  .25  .7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7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7%，高分組答對率 70%，低分組答對率 25%，鑑別度 0.45。 

2. 4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6%的學生選擇 A，11%的學生選擇 B，15%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題幹的句子出現在文本第五段，該段敘寫石斑魚本在沉船尾橋過得幸福快

樂，身為入侵者的作者將牠趕跑，覺得很不應該，可推論作者認為應該尊重

海裡的生物，讓牠們安心自在的在原來的生活場域，人類去潛水不該破壞原

來的生態。與選項Ｄ涵義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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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組通過率近七成，但選答錯誤的學生大都選擇了選項 A，可知選項Ａ對

高分組學生是有誘答力的。低分組各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且選擇

選項Ｃ的比例高於正確選項，可知低分組學生對於該句義的推論理解是不足

的。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本題重點在檢核推論理解的能力。「推論」的方法可以從尋找支持的證據、判

斷因果關係、釐清不同觀點、連結訊息間的關係、融入背景知識等方面著手。以

本題為例，是運用判斷因果關係、連結訊息間的關係做推論。找到與題幹敘述相

關的第五段，掌握重點訊息：1.石斑魚在那個空間生活得幸福 2.人類喧賓奪主，

很不應該。綜合以上訊息，即可推論作者對海洋的態度應是予以尊重，讓它維持

原來的樣貌。 

(二) 此類題型除了掌握作者觀點外，學生尚需理解選項各文句的涵義，理解策略

包括圈選關鍵字句、換句話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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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9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7  .00 

2  .14  .26  .02 

3*  .49  .23  .81 

4  .31  .33  .1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9 鑑別度  .5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9%，高分組答對率 81%，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58。 

2. 4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6%的學生選擇 A，14%的學生選擇 B，31%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作者看到魚市場的大石斑魚屍體，湧上自己的朋友遭暴君追殺的悲哀，可知

作者將魚視為朋友，不捨其失去生命，其情感與選項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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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管高分組或低分組，都有頗高的比例學生選擇選項Ｄ，推測學生是誤解了

「桀紂暴君追殺九族」的句義，認為作者是在譴責捕魚的人，但文中僅是就

悠遊在大海中的魚與冰冷屍體的魚作對比，道出作者的感傷。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記敘文雖以敘述手法為主，但通常是透過記人、記事、記物、記景等，表達

作者的情感或看法。教學時，可引導學生找出文本中帶有主觀情感的句子，統整

這些訊息，即可理解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或感受。以本題為例，從「具有讓人三

秒鐘烙印三十年的魅力」、「華屋美食，真是幸福快樂得不得了」、「我將牠嚇走

了，還真是乞丐趕廟公般的不應該呢」等句，可知對作者來說海洋是魚的歸屬

處，以致於在市場看到魚屍體時才會那麼感傷。 

(二) 「詮釋整合」的考題包括主旨、涵義，即作者的觀點看法或情感。教學時，

應從段落摘要著手，教師可藉由提問、關鍵句畫線，引導學生理解文意，摘要重

點，再整合摘要重點，掌握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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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0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19  .02 

2  .25  .33  .14 

3  .11  .22  .01 

4*  .55  .25  .83 

未作答  .01   

通過率  .55 鑑別度  .5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5%，高分組答對率 83%，低分組答對率 25%，鑑別度 0.59。 

2. 5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9%的學生選擇 A，25%的學生選擇 B，11%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在餃子裡包硬幣的傳統始於明朝，流行於清朝。 

選項 B：在包餃子時把麵皮對折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沿著半圓形邊緣細

細捏勻，稱之為「捏福」，並非餃子的別名。 

選項 C：在山東過年煮的餃子常常會故意煮破幾顆，但不說「破」了，而要說

「掙了」或「漲了」，因為餃子餡有菜，菜諧音財，取「掙財」、「漲財」

之意。 

選項 D：從文本第五段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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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四個選項都有一定比例的學生選答，

甚至選項Ｂ的選答率高於正確選項，推測低分組學生並未仔細比對文本與選

項內容，以致無法掌握正確訊息。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作現代散文範文教學時，應引導學生從審題開始，練習從題目預測內容

或主題。閱讀全文後，判斷該文章屬於何種文體，再運用適合的閱讀策略。如本

篇為說明文，閱讀說明文時需找出說明對象的相關細節，可運用畫線策略。若有

搭配圖片或表格，須留意其中的文字說明，可試著歸納或分析異同。 

(二) 說明文的題型多在評量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提醒學生作答時可先大概閱覽

文章，掌握各段說明主題，再閱讀考題的選項，將選項帶回文本內容驗證，即可

找到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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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1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5  .20  .76 

2  .16  .26  .05 

3  .30  .41  .15 

4  .09  .12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5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5%，高分組答對率 76%，低分組答對率 20%，鑑別度 0.56。 

2. 4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6%的學生選擇 B，30%的學生選擇 C，9%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文本第五段引用此俗語說明年夜飯中餃子是親人們歡聚一堂的象徵，和各選

項作比對，可推論「沒有外人」最符合其涵義。 

2. 本題低分組通過率近二成，且選擇選項Ｃ的比例頗高，高分組亦有較高比例

選擇選項Ｃ，推測是受到傳統觀念影響而過度解讀句義，認為過年相聚的親

人應該「多多益善」，愈熱鬧愈好。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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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面對填空的題型，應先閱讀空格的前後文來推論文意，再套入選項，找出最

通順且符合文意者。以本題為例，空格前文為「大年三十吃餃子」，後文為「年夜

飯中餃子是親人們歡聚一堂的象徵」，統整前後訊息，大年三十吃年夜飯，餃子象

徵親人歡聚一堂，既然是親人相聚，自然沒有外人的道理，即可推論出正答。 

(二) 此題的俗語為歇後語形式，歇後語通常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像是謎

面，後半部分像是謎底，常有諧音、諧義雙關的用法。面對這類型題目，可以將

前半部的謎面作為引導，和後半部的謎底配對看看，能借義通順的就是正確的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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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2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1  .21  .02 

2  .09  .19  .02 

3  .12  .25  .01 

4*  .68  .33  .95 

未作答  .01   

通過率  .68 鑑別度  .6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8%，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33%，鑑別度 0.62。 

2. 6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1%的學生選擇 A，9%的學生選擇 B，12%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 A：從「渡鵲橋」可知是七夕。 

選項 B：從「登高」、「茱萸」可知是重陽節。 

選項 C：從「月明」、「秋思」可知是中秋節。 

選項 D：從「爆竹」、「一歲除」可知是除夕。與題幹相符。 

2. 高分組的通過率超過九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三成，且錯誤選項均有一定

比例選答，推知低分組學生從詩句中判別節慶的能力尚待加強。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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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簡化長篇文本策略：先彙整段意（段落主題），再整合篇意。以本文

為例，找出本文的說明對象「餃子」，掌握各段在說明餃子的何種資訊，即可從第

五、六段得知傳統吃餃子是在過年時。 

(二) 本題評量的知識節點為節慶的判讀，教師教學時可配合季節，從各季節的動

植物、天文到各節慶的文化習俗作講解，平時解題時可標注每個選項的判斷關鍵

詞語，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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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3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6  .05 

2  .12  .23  .03 

3*  .57  .26  .89 

4  .13  .24  .03 

未作答  .01   

通過率  .57 鑑別度  .63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7%，高分組答對率 89%，低分組答對率 26%，鑑別度 0.63。 

2. 5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6%的學生選擇 A，12%的學生選擇 B，1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狄更斯是透過寫作，讓可憐的人深深地獲得大家的同情，故選項Ｃ的內容有

誤。 

2. 本題高分組通過率超過八成，但低分組通過率不到三成，且錯誤選項均有一

定比例選答，推知低分組的學生未能仔細比較選項內容與文本的異同。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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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建議   

(一) 本題重點在檢核學生檢索訊息的能力。此類型考題的題幹敘述通常為：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因此作答試題時，可以先閱讀考題的選項，

再回到文本比對，檢視兩者的吻合度，即可正確地答題。 

(二) 以本題為例，四個選項出現的段落，分別是：選項Ａ在第二段、選項Ｂ在第

六段、選項Ｃ在第二段及第四段、選項Ｄ在第三段。經過比對後，可以發現正確

答案為Ｃ，從「英國的知識分子，深深地受到狄更斯的影響，在狄更斯的筆

下……」、「沒有一個作家出來聲援他們」，可知狄更斯是作家，是透過寫作的方式

喚起群眾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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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4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5  .00 

2  .06  .16  .00 

3  .06  .15  .00 

4*  .82  .53  .99 

未作答  .01   

通過率  .82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2%，高分組答對率 99%，低分組答對率 53%，鑑別度 0.46。 

2. 8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6%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6%的學

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從劃線處後的說明可知此故事是悲慘的情節，故〈賣火柴的小女孩〉最符合。 

2. 本題難度不高，但仍有近二成學生無法正確作答，推知原因可能有二，其一

是學生沒注意到劃線後的提示，其二可能是不了解四個童話的故事內容。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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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對劃線或填空的題型，應先閱讀劃線處或空格的前後文來推論文意，找出

最通順且符合文意者。以本題為例，劃線處要填的是美國孩子不喜歡讀的童話故

事，因為他們不能想像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悲慘的事情，由此可知要選填的童話

故事內容是悲慘的，即可找出正答。 

(二) 此類題型在命題時會顧及學生的生活經驗，像此題選項四個童話皆是耳熟能

詳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都應讀過。但倘若對四則童話真的沒有概念，可利用審

題來預測故事內容，如〈醜小鴨〉讓人聯想到「醜小鴨變天鵝」的說法，結局是

美好的；〈拇指姑娘〉可推測是像拇指一樣小的女孩的故事，可愛的形象與「悲

慘」似乎連結不上；〈國王的新衣〉雖無法得知是什麼樣的新衣服，但至少主角的

身分是國王；而〈賣火柴的小女孩〉，想像小女孩年紀輕輕就要在外面賣東西，命

運相較之下最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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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5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寫作手法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2  .22  .04 

2*  .41  .21  .72 

3  .15  .22  .08 

4  .31  .34  .16 

未作答  .01   

通過率  .41 鑑別度  .51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篇章理解（寫作手法）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1%，高分組答對率 72%，低分組答對率 21%，鑑別度 0.51。 

2. 4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2%的學生選擇 A，15%的學生選擇 C，31%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1. 選項Ａ：文中是拿美國兒童與臺灣兒童作類比，不知人間悲苦的狀況，台灣

兒童有，美國兒童更嚴重。 

選項Ｂ：過去英國的窮人在國土內，所以狄更斯能喚起英國人對窮人的關懷，

但非洲愛滋即使再嚴重，多數富有國家的人民仍無動於衷。為正確選項。 

選項Ｃ：文中想譴責的是冷漠、未伸出援手的一群，並非針對製造仇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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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Ｄ：文中未提及。 

2. 本題通過率不高，且有超過三成的比例選擇錯誤答案選項Ｄ，可知選項Ｄ極

具誘答力外，推測學生是過度解讀童話在第一段的意義。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 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在教學時可善用每篇範文後的「鑑賞分析」，讓學生在閱讀文本後，透過

劃分意義段來了解文章的敘述脈絡，找出重點修辭及其表現手法，分析作者特有

的寫作風格。 

(二) 回答此類題型時建議學生先看選項，確認各選項的關鍵字詞，如運用順敘或

倒敘、加入對比、援引言例事例等，再回頭閱讀文本，一一與選項內容比對，必

要時需整合數段訊息，即可找到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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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八年級試題選項分析與教學建議 

一、單題：（1~24 題） 

題號 1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音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2  .19  .48 

2*  .23  .22  .24 

3  .06  .10  .02 

4  .40  .49  .2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4 鑑別度  .33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辨識形近字音）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72%，低分組答對率 41%，鑑別度 0.33。 

2. 5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或 B；6%的學生選擇 C；40%的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蓓」蕾待放：被/高溫烘「焙」：焙 

  選項 B：「徇」私舞弊：巡/以身「殉」職：殉 

選項 C：去「蕪」存菁：無/「撫」今追昔：撫 

選項 D：「詐」欺慣犯：詐/「炸」雞套餐：炸 
選項 D「詐」欺慣犯/「炸」雞套餐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 50%及全體學生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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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40%，顯示學生作答易受日常口語讀音影響。 

選項 A「蓓」蕾待放/高溫烘「焙」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 19%，顯示學生對這

兩個形近字的掌握度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宜針對容易誤讀的常見字詞，針對每個形近字在讀音、意義和結構上的

差別去引導分析，利用詞語意義及讀音的搭配來學習，如：針「砭」的字音會被

誤讀為針「乏」，可以利用針「砭」意義為「比喻指出錯誤，以求改正」，而「針

砭」一詞詞義為「比喻規勸過失」，來做連結，讓學生可透過意義的理解進而記住

詞語的讀音，而非強記讀音。 

(二) 其次，可配合課次作朗讀練習，亦可加深印象。 

(三) 教師可以指導學生進入教育部《國語詞典檢編本》，查閱字音，或可以下載教

育部 88年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引導學生查讀，並筆記易誤讀的字

音，可以使學生加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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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 

評量指標 形音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字形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9  .24  .33 

2  .21  .26  .16 

3*  .17  .16  .24 

4  .33  .34  .2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17 鑑別度  .0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形音知識（辨析同音字/形似字）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17%，高分組答對率 24%，低分組答對率 16%，鑑別度 0.09。 

2. 1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29%的學生選擇 A；21%的學生選擇 B；3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鬼」計多端應為「詭」計多端 

  選項 B：「顧」步自封應為「故」步自封；墨守「陳」規應為墨守「成」規 

  選項 D：粗「曠」外型應為粗「獷」外型 

  選項 C 在全體學生選答率 17%、高分組學生選答率 24%及低分組學生選答

率 16%，顯示學生對於同音字或形似字的字形辨識掌握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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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教師可以使用字詞義、部首義講解字形的寫法，並利用詞語概念的

理解來記憶，會讓學生更能加深記憶。如本題：酉部字通常與酒有相關的連結，

所以 

「醺」為喝醉酒之義，如果教學時透過詞意的理解及部首意義的關聯，可讓學生 

 更容易記憶。 

(二) 其次，可透過短文閱讀或報紙閱讀增加學生的語詞量。 

(三) 建議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

資料， 

鞏固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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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 

評量指標 字詞知識 

知識向度 提取詞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15  .14 

2  .23  .40  .06 

3  .07  .13  .03 

4*  .56  .31  .7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6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字詞知識（提取詞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答對率 77%，低分組答對率 31%，鑑別度 0.45。 

2. 5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5%的學生選擇 A；23%的學生選擇 B；7%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白雲蒼狗：比喻世事變幻無常。 

選項 B：鏡花水月：比喻空幻不實在。 

選項 C：師心自用：剛愎任性，自以為是。 

選項 D 相較於高分組學生選答率 77%來說，低分組學選答率 31%生對於詞語

義的掌握能力較差，可能是學生日常語彙中出現的成語或詞語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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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Ab-Ⅳ-4 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平時教學可以針對四字詞語、成語做同義反義的對照教學。 

(二) 其次，可透過短文閱讀或報紙閱讀增加學生的語詞量。 

(三) 在教學或引導時，用淺顯的語言來解釋成語的意義，並善用多個例句幫助孩

子具體理解成語的用法，以及在句子中的使用方式。 

(四) 運用教育部《成語典》查找成語的解釋、典源、典故說明、用法說明、參考

詞語，可以完整的學習成語的內容，加深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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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4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詞語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5  .30  .16 

2  .12  .17  .05 

3  .27  .35  .14 

4*  .36  .17  .6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6 鑑別度  .47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語法知識（辨識詞類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6%，高分組答對率 65%，低分組答對率 17%，鑑別度 0.47。 

2. 3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25%的學生選擇 A；12%的學生選擇 B；27%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不談過去，不談回憶，「幸福」從現在起：名詞 

  如果能「幸福」，誰會放棄：動詞 

  選項 B：我只能永遠讀著對白，讀著我給妳的「傷害」：名詞 

  我不想「傷害」誰，也不曾對誰使壞：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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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C：希望讓這世界靜止，「想念」才不會變得奢侈：名詞 

  「想念」的心不會改變，只會日益破舊：形容詞 

  選項 D：還要幾次的擦肩錯過，多少的「懊悔」還等著：名詞 

  當「懊悔」變得清晰，壓迫感在近逼：名詞 

  選項 D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 17%，顯示學生對於不同語句結構下的句意掌

握能力不佳，導致詞語結構(詞性)的判斷能力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4 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指導學生建立漢語詞類的架構體系，掌握實詞、虛詞各類項內容語用法，以

利閱讀、寫作的應用。 

(二) 指導學生運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字義、詞類（詞

性）等相關資料，了解字詞的正確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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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5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語句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3  .32  .78 

2  .26  .31  .16 

3  .10  .20  .04 

4  .10  .18  .03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3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語法知識（語句結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3%，高分組答對率 78%，低分組答對率 32%，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三成能清楚判別語句結構。鑑別度 0.46，試題品質優秀。 

2. 5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26%的學生選擇 B；10%的學生選擇 C；10%的

學生選擇 D。(數據說明建議老師不要編輯，以利統一格式，可將內容稍做

修飾挪至學生表現說明。)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天空清藍如洗──表態句； 

 選項Ｂ：欖仁葉已轉為深紅──敘事句； 

 選項Ｃ：那是一個老去的空間──判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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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Ｄ：空間裡有很多動人的故事──有無句。 

 故選Ａ。 

A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2%，推測學生未能清楚區辨「主語＋表語」與

「主語＋述語＋賓語」的語句結構。此外，低分組學生各有 20%、18%誤答

選項 C 以及Ｄ，可能是受到部分字詞判斷的影響，以致無法清楚區辨四大

句型的語句結構概念。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2 敘事、有無、判斷、表態等句型。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四大句型為八年級上學期語文常識內容，建議教師在語句結構上建立原則，

以概念作教學，引導學生根據原則概念判斷句型。 

(二) 除了生活實例，亦可運用文學作品為教材，擴大閱讀基底，也有效理解句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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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6 

評量指標 語法知識 

知識向度 語句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15  .08 

2  .14  .22  .09 

3  .18  .29  .07 

4*  .57  .34  .7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7 鑑別度  .4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語法知識（語句結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7%，高分組答對率 76%，低分組答對率 34%，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三成能清楚判別語句結構。鑑別度 0.42，試題品質優秀。 

2. 5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0%的學生選擇 A；14%的學生選擇 B；18%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占地廣大的兼六園以動觀為主、靜觀為輔； 

 選項Ｂ：園區雖然別有情致，但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選項Ｃ：大部分的時候，「美」是剝去繁文縟節後的真實； 

 選項Ｄ：而兼六園真正的美，則在消抹一切全部後的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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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選Ｄ。 

 D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4%，顯示學生對於語句中的冗詞贅字未能

清楚覺察。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常見病句類型有詞語誤用、錯用虛詞、錯用關聯詞、主謂搭配不當、動賓搭

配不當、修飾語中心語搭配不當、成分殘缺、成分多餘等問題，建議教師可分別

舉例帶學生修改病句。 

(二) 可運用國中會考作文為教材，分組討論、修改作文，以能正確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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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7 

評量指標 修辭知識 

知識向度 修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18  .04 

2*  .78  .53  .95 

3  .08  .20  .01 

4  .04  .09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8 鑑別度  .4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辨識修辭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8%，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53%，鑑別度 0.42。 

2. 7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0%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C；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兩面受敵，3M 幫你→將「3M」當作「人」來描寫，是為轉化修辭 

  選項 B：牛頭牌沙茶醬，「拌」你長大→將「伴」你長大取諧音字「拌」，也

取「拌」的意義在產品的使用上，既有「伴」也有「拌」的意思，是為雙關

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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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C：統一科學麵，好吃到不科學→將名詞「科學」轉化為形容詞「科學」，

是為轉品修辭。 

  選項 D：NOKIA相信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將「NOKIA」當作「人」來描

寫，是為轉化修辭 

  選項Ｂ牛頭牌沙茶醬，拌你長大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 46%，顯示學生低分組

學生對於修辭知識的辨別能力偏低。 

對應學習重點 

Ba-Ⅳ-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應教導教育部建議國中學生必須學會十四種修辭法：譬喻、轉化、類

疊、引用、排比、摹寫、雙關、設問、誇飾、對偶、映襯、借代、層遞、倒反。

介紹各修辭法之定義與構成要件。 

(二) 同時，可以進一步講解修辭的兼格現象，並比較相近修辭格的差別點，以利

學生辨析。 

(三) 建議可以利用仿寫（模仿修辭的句子、照樣造句）或擴寫（加上動作或心

情、加上感覺）來實際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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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8 

評量指標 章法知識 

知識向度 文章結構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9  .21  .12 

2*  .51  .26  .81 

3  .23  .38  .06 

4  .07  .15  .0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1 鑑別度  .5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章法知識（文章結構）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1%，高分組答對率 81%，低分組答對率 26%，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四能明確辨析文章結構。鑑別度 0.55，試題品質優秀。 

2. 5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9%的學生選擇 A；23%的學生選擇 C；7%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先總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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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Ｂ：先分後總。 

 選項Ｃ：先因後果。 

 選項Ｄ：先果後因。 

 從前六句「聚為一徒，名曰 OO之士」的句型可推知此部分乃分述六種類型

的善士。末句「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也。」則為總結。故選 B。 

 B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6%，顯示學生對於文章結構的掌握不清楚，

或者還未形成成熟的概念。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文章結構類型有九類：縱向式（時間順序、發展進程、聯想為序）、橫向式

（平列、並列、複合、方位）、論證式（三段式、歸納論證、演繹論證）、總分式

（先總後分、先分後總、先總後分又總）、因果式（先因後果、先果後因、因果穿

插）、問答式（一問一答、集中問答、自問自答、對話式）、層遞式、對比式（縱

比、橫比、人物比照、事物比照、觀點對比）、回環式。 

(二) 掌握文章結構，有助於閱讀理解與寫作設計，建議以課文引導學生認識文章

的組織形式並繪製圖像，以讀導寫，落實寫作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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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評量指標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表述方式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6  .30  .15 

2  .15  .23  .06 

3*  .44  .24  .72 

4  .15  .22  .0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4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測驗學生文體知識（認識表述方式）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4%，高分組答對率 72%，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48。 

2. 4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26%的學生選擇 A；15%的學生選擇 B；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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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一派淺淡輕柔」及「優雅地詮釋」為主觀感受 

選項 B：「淡雅地盛開」及「素樸的美麗」為主觀感受 

選項 C：「我蹲在田埂檢視，早晨的田地出現了四小一大的柚子形腳跡。一步

一痕，排出一列長長的新鮮足印」為客觀陳述 

選項 D：「我猜想」為主觀感受 

選項 A、選項 B 及選項 D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0%、23%及 22%，顯示學

生無法擷取文句中主觀的感悟，進而正確區辨主客觀論述。 

對應學習重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

作特色。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在邏輯學上，「主觀語言」係指帶有價值判斷的語言；相對的，不帶有評價而

只是作事實判斷的語言，就是「客觀語言」。 

(二) 教學時，閱讀、聆聽或表達訓練能掌握「主觀語言」與「客觀語言」的分野

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主觀語言」，我們要瞭解其背後的價值觀，而面對「客觀語

言」時，我們要判斷其真假和其定義。 

(三) 文學作品的抒發多為主觀表述，但在發表時，特別是學術性寫作和報導，要

確保自己的客觀語言正確無誤；有所評論時，也要注意自己是受到什麼樣的價值

觀影響而表達出這麼樣的主觀語言，對一個學習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修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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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0 

評量指標 文體知識 

知識向度 文體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2  .10 

2*  .46  .29  .65 

3  .34  .41  .24 

4  .03  .08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6 鑑別度  .3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文體知識（文體）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6%，高分組答對率 65%，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36。 

2. 4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6%的學生選擇 A；34%的學生選擇 C；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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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本第二段可知，第二段的重點在「『準時』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則，但是這

也是高效率經營與成功關鍵。」，而第三段用「大多數人也都對『不準時』

習以為常」反面凸顯準時是高效率經營與成功關鍵，因為多數人習慣不準時；

「準時是高效率經營與成功關鍵」屬於「論點」，「『準時』是人人都知道

的原則」、「大多數人也都對『不準時』習以為常」是反面論據。 

  故選 B。 

  選項 B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9%，顯示學生對文體辨識的掌握能力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Bd 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 2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等。 

補救教學建議   

(一) 議論文結構是說以邏輯思考及證據的方式說服他人的文章，因此其相當看重

文章的結構與脈絡。行文上， 建立正確論點後，應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論據進行論

證，方能發揮說服的作用。提出論據，即是舉例。 

(二) 論據的使用，貴在說服。教師可指導學生先找出段、篇中明確的論點，再根

據論點尋找可證明論點的可靠性證據，即為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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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1 

評量指標 國學知識 

知識向度 題辭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4  .01 

2  .06  .13  .01 

3*  .69  .39  .95 

4  .18  .34  .03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9 鑑別度  .5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國學知識（題辭）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9%，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39%，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三成九能清楚辨識題辭中的敬詞、謙詞。鑑別度 0.56，試題品質優秀。 

2. 6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6%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18%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但見「令媛」聰慧過人──敬詞； 

 選項Ｂ：「賢弟」真是年輕有為──敬詞； 

 選項Ｃ：「愚兄」自認有十足的把握──謙詞； 

 選項Ｄ：必前往「貴寶號」請益經營之道──敬詞。 

 故選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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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9%，顯示學生無法辨析敬詞與謙詞的差別。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Be-Ⅳ-2在人際溝通方面，以書信、便條、對聯等之慣用語彙與書寫格式為主。 

補救教學建議   

(一) 介紹題辭時，可連結生活中的實際例子來引導學生認識題辭的意義，可促使

學生容易記憶。 

(二) 其次，可藉由學校真實活動，讓學生實際練習及使用，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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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2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字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2  .42  .13 

2  .17  .24  .09 

3  .04  .11  .00 

4*  .47  .22  .77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7 鑑別度  .5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字詞理解（提取字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7，高分組答對率 77%，低分組答對率 22%。鑑別度 0.55。 

2. 4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32%的學生選擇 A；17%的學生選擇 B；4%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天下之「平」：標準   「平」心靜氣：安寧的 

選項 B：細瘦乾「癟」：凹下去、不飽滿。 

    嬰兒「癟」嘴：使凹下去。 

選項 C：「鋪」床神器：攤開、展平。 

     優質店「鋪」：商店。 

選項 D：手不釋「卷」：古時書籍寫在絹帛或紙上，捲起來收藏，因此通稱書

籍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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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卷」有益：古時書籍寫在絹帛或紙上，捲起來收藏，因此通稱書籍為

「卷」。 

選項 D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1%，顯示學生面對沒有接觸過的詞語，無法

由詞語的前後字詞來推導出字詞的意義。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1 4,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Ⅳ-2 3,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建議可以運用課文字詞，引導學生繪製字詞義的樹狀圖，標出本義

與衍生義的脈絡。並運用詞會造句，可以鞏固學習成效。 

(二) 其次，引導學生從文章上下文脈絡確認字詞義的正確用法。 

(三) 善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字形、部首與字義等相關資料，擴

展詞彙、  掌握字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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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3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詞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35  .30  .36 

2  .15  .25  .06 

3*  .29  .22  .42 

4  .20  .23  .16 

未作答  .00   

通過率  .29 鑑別度  .2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提取詞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29%，高分組答對率 42%，低分組答對率 22%，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二能正確提取詞語義。由數字上來分析，在高、低分組學生答對率

均低的情況下，試題難易度偏難，鑑別度 0.20。 

2. 2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35%的學生選擇 A；15%的學生選擇 B；20%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不可勝數──計算； 

 選項Ｂ：氣數已盡──氣運、命運； 

 選項Ｃ：數見不鮮──頻頻、屢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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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Ｄ：數口之家──幾，為約舉之詞。 

 句中「數」字為「頻頻、屢次」之意，故選Ｃ。 

 C 選項在高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42%，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2%，顯示不論

高低分組學生皆無法藉由完整情境故事及脈絡推論出文言文字詞的涵義，對

文言文語句的釋義能力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b-Ⅳ-7常用文言文的字詞、虛字、古今義變。 

補救教學建議   

(一) 運用教育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查找文言文字詞的釋義、典源、

典故說明、示例、參考詞語等，可以快速地理解文言文的內容，加深學習效果。 

(二) 運用教育部《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查找文言文字詞的釋義與多音，可以

精準地理解文言文字音與字詞義間的對應，強化學習效果。 

(三) 建議選擇一些與課文難度相當、內容有緊密聯繫、主題相近（或相反）的文

言文課外閱讀材料，嘗試概念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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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4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詞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19  .02 

2  .13  .23  .03 

3  .18  .30  .04 

4*  .59  .27  .9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9 鑑別度  .6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字詞理解（提取詞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9%，高分組答對率 92%，低分組答對率 27%，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七能正確辨識文言文段落中的主語。鑑別度 0.65，試題品質優秀。 

2. 5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0%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18%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張濟）為流矢所中而死； 

 選項Ｂ：（張繡）用賈詡為謀士； 

 選項Ｃ：（張繡）欲興兵犯闕奪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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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Ｄ：（曹操）乃問計於荀彧。 

 故選Ｄ。 

 D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7%，顯示學生對於段落中多個主詞的掌握

度不足，以致閱讀時產生對象混淆。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特別是對於學習弱勢的學生，應該明確引導他們利用上下文，圈補

所省略的主詞對象。 

(二) 延伸應用的部分，可在不同的語境中刪省主詞讓學生進行圈補推論，除了在

教學中鞏固學生的記憶，也可由學生歸納推論規則，並注意其表達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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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5 

評量指標 字詞理解 

知識向度 提取詞語義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0  .24  .16 

2*  .35  .23  .50 

3  .16  .23  .12 

4  .28  .30  .2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5 鑑別度  .27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字詞知識（提取成語義）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5%，高分組答對率 50%，低分組答對率 23%，鑑別度 0.27。 

2. 3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20%的學生選擇 A；16%的學生選擇 C；28%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由「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及「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可推知兩兄

弟不管是誰，就功德才學這件事，是無法比較出誰比較好或誰比較不好，因

而「難兄難弟」意思應該是兄弟才學品德均佳，表現不相上下與選項 B的敘

述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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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B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3%，顯示學生無法藉由完整情境故事及脈絡

推論出成語的涵義，以及對文言文語句的釋義能力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Ab-Ⅳ-4 6,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b-Ⅳ-5 5,0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師平時教學可以針對四字詞語、成語做同義反義的對照教學。 

(二) 運用教育部《成語典》查找成語的解釋、典源、典故說明、用法說明、參考

詞語，可以完整的學習成語的內容，加深學習效果。 

(三) 建議選擇一些與課文難度相當、內容有緊密聯繫、主題相近（或相反）的課

外文言文閱讀材料，嘗試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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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6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0  .18  .04 

2  .13  .23  .04 

3*  .72  .48  .91 

4  .05  .11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2 鑑別度  .43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句義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2%，高分組答對率 91%，低分組答對率 48%，鑑別度 0.43。 

2. 72%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0%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5%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由「成績和實力不同」即可知實力與成績不是同等重要 

  選項 B：由「成績和實力不同」即可知實力與成績不是同等重要 

  選項 C：由「成績是考試結果，主要是以數字表示」與「但是實力可以幫助

我們迅速處理工作，是我們生活中實際需要的能力」的句子中，「主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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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語意的連接上，可知「實力」比「成績」重要，而實力就是生活

中實際需要的能力，也就是解決工作或生活上問題的能力 

  選項 D：文本中並未提及成績不重要 

  選項 C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44%，顯示學生未能清楚理解該文句的內容，

對句子理解的掌握能力較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時，可以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善用多元的語句教學策略，

以「尋找關鍵語詞」、「換句話說」、「簡化訊息」、「判斷重要性」、「從上下文理

解」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句義，加強理解的效果，以有效幫助學生分辨語句涵

義。 

(二) 培養學生運用分析及判斷重要性的能力。將前面整理的重點加以分析，從訊

息量（多或少）、分布位置與語意間的轉化（如強調的語氣），去判斷重要性，並

讀出言外之意。 

(三)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項

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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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7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15  .06 

2*  .64  .40  .84 

3  .04  .12  .00 

4  .22  .32  .1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4 鑑別度  .44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句義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4%，高分組答對率 84%，低分組答對率 40%，鑑別度 0.44。 

2. 6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9%的學生選擇 A；4%的學生選擇 C；22%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勸人做出承諾時應該思考能不能—文句中未提及思考能不能 

  選項 B：許諾容易，但信守諾言更是考驗—由「最容易」及「最難」可對比

出守承諾比許承諾來得更不容易 

  選項 C：少做承諾多做事，沉默是一種美德—文句主要在凸顯「許諾」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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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的關係，而非「許諾」與「做事」的關係 

  選項 D：既然難以守住承諾，就不要輕易許諾—文句主要在說明既然要許

諾，就要守住承諾，而非不要輕易許諾 

  選項 B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7%，顯示學生未能清楚理解該文句的內容，

對句子理解的掌握能力較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時，可以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善用多元的語句教學策略，

以「尋找關鍵語詞」、「換句話說」、「簡化訊息」、「判斷重要性」、「從上下文理

解」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句義，加強理解的效果，以有效幫助學生分辨語句涵

義。 

(二) 培養學生運用分析及判斷重要性的能力。將前面整理的重點加以分析，從訊

息量（多或少）、分布位置與語意間的轉化（如強調的語氣），去判斷重要性，並

讀出言外之意。 

(三)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項

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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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8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6  .16  .00 

2  .13  .22  .06 

3*  .69  .40  .90 

4  .11  .20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9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句子理解（句義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9%，高分組答對率 90%，低分組答對率 40%，鑑別度 0.50。 

2. 69%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6%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11%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哲學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過去所學—為了反思問題 

  選項 B：學習哲學是為了不斷對話及提問—為了反思問題 

  選項 C：哲學的訓練是為了打破既有框架—打破既有的想法相近於打破既有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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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D：反思問題是哲學課程的唯一途徑—反思問題是目的而不是途徑 

  選項 C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40%，顯示學生未能清楚理解該文句的內容，

對句子理解的掌握能力較不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時，可以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善用多元的語句教學策略，

以「尋找關鍵語詞」、「換句話說」、「簡化訊息」、「判斷重要性」、「從上下文理

解」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句義，加強理解的效果，以有效幫助學生分辨語句涵

義。 

(二) 培養學生運用分析及判斷重要性的能力。將前面整理的重點加以分析，從訊

息量（多或少）、分布位置與語意間的轉化（如強調的語氣），去判斷重要性，並

讀出言外之意。 

(三)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項

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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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19 

評量指標 句子理解 

知識向度 句義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1  .22  .03 

2  .20  .24  .14 

3*  .56  .33  .79 

4  .12  .21  .04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6 鑑別度  .4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句子理解（句義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6%，高分組答對率 79%，低分組答對率 33%，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三成一能明確判別句義中的節慶（端午節）元素。鑑別度 0.46，試題品

質優秀。 

2. 56%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1%的學生選擇 A；20%的學生選擇 B；12%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寒食。 

 選項Ｂ：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重陽。 

 選項Ｃ：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端午。 

 選項Ｄ：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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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選Ｃ。 

 C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3%，顯示學生對於詩句中節慶判讀理解的

應用能力不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Bb-Ⅳ-5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句義理解教學，在古典詩詞句義判讀的部分，需藉由平時課文教學所奠基的

根底，引導學生掌握文言文中常用字詞的意義與析詞釋義的能力，便能大致掌握

句義，以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與辨析。 

(二)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即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

項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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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0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4  .29  .78 

2  .31  .40  .17 

3  .04  .13  .00 

4  .10  .17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4 鑑別度  .49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段落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4%，高分組答對率 78%，低分組答對率 29%，鑑別度 0.49。 

2. 5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31%的學生選擇 B；4%的學生選擇 C；10%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選擇性的新聞報導影響民眾對科研產業的觀感—正解，由「只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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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此為題的研究找到某種關係，似乎就具備新聞價值。」及「然而….也難

怪大家很快就對整個科學產業疑神疑鬼。」可得知選項 B：大眾容易受科學

家實驗結果的影響而左右為難—左右為難是來自新聞報導的前後不一致  

選項 C：大眾新聞媒體能帶給社會民眾完整的科研成果—新聞媒體只講求新聞

價值，而非完整的科研成果 

 選項 D：科學產業被民眾質疑的主因是研究不嚴謹所致—被質疑是因為新聞

報導的前後不一致，而非研究不嚴謹 

 選項 A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9%，顯示學生在段落理解能力的掌握度不

佳。 

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段落理解是會考命題的重點。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練習擷取關鍵字詞，理

解標點符號作用，並透過句法結構，整理重點，進而歸納摘要。 

(二) 如解題所需提取的關鍵訊息為重要學科知識點，則需在平日教學將學科知識

的概念原則說明清楚，讓學生得以掌握進而遷移使用。 

(三) 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運用刪去法刪除

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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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1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9  .17  .05 

2*  .84  .64  .95 

3  .05  .12  .01 

4  .02  .07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4 鑑別度  .3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段落理解（段落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4%，高分組答對率 95%，低分組答對率 64%，鑑別度 0.30。 

2. 8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9%的學生選擇 A；5%的學生選擇 C；2%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由「鮮少去了解這個「忽然」背後，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辛勤而漫長」的

工作」及「真正有價值的成功，通常是來自辛勤而漫長的努力」關鍵訊息語句，

歸納出整個段落的主旨為「成功來自辛勤而漫長的努力，成功不會忽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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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選項 B的敘述。 

選項 B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64%，顯示學生具備初步掌握段落主旨的能力。 

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段落理解是會考命題的重點。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練習擷取關鍵字詞，理

解標點符號作用，並透過句法結構，整理重點，進而歸納摘要。 

(二) 如解題所需提取的關鍵訊息為重要學科知識點，則需在平日教學將學科知識

的概念原則說明清楚，讓學生得以掌握進而遷移使用。 

(三) 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運用刪去法刪除

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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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2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訊息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16  .12 

2  .06  .14  .01 

3*  .73  .54  .86 

4  .06  .16  .01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3 鑑別度  .32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段落理解（段落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3%，高分組答對率 86%，低分組答對率 54%，顯示低分組學

生約有五成四能理解段落，並正確擷取訊息。鑑別度 0.32，難易度偏易，在

通過率高的情況下，仍能適度區分出高、低分組學生的能力，試題品質優良。 

2. 7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15%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B；6%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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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食用口感──生茄子嘗起來就像一顆平淡無味的蘋果，但一經烹調，

便搖身變為可口無比的珍饈。 

 選項Ｂ：調味搭配── 

(A) 酥炸過的茄子會散發美妙的奶油香味，灑些甜中帶辣的香料，風

味絕佳。 

(B) 無論是燉煮或烘烤，茄子那種菇蕈般的麝香氣味，都能與鹹味食

材完美搭配。 

 選項Ｃ：適用醬汁──未提及。 

 選項Ｄ：測試方式── 

(A) 除了偷偷咬一小口的方式外，檢查茄子是否具有所需風味與質地

最好的方法，就是測試它的緊實度。 

(B) 一顆理想的茄子，外觀應該要像海豚皮膚般緊實光亮，用手揉捏

時，還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故選Ｃ。 

 C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54%，推測學生具有一定掌握訊息類別提取

的能力。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段落教學時，可以透過簡化複雜句或摘要策略，先斷句，再逐句摘要，進而

提取訊息類別。 

(二) 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運用刪去法刪除

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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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3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落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5  .27  .64 

2  .08  .17  .02 

3  .26  .28  .22 

4  .20  .27  .12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3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段落理解（段落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5%，高分組答對率 64%，低分組答對率 27%，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七能理解段落，並進行跨段落整合。鑑別度 0.35，難易度偏難，在

通過率不高的情況下，仍能適度區分出高、低分組學生的能力，試題品質優

良。。 

2. 4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8%的學生選擇 B；26%的學生選擇 C；20%的

學生選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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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月初的月亮沉落太快，讓人遺憾──正答。 

 選項Ｂ：新月升起得太晚，讓人不能滿足──「缺月」升起得太晚。 

 選項Ｃ：無法分辨上弦月與下弦月易錯失賞月機會──未提及。 

 選項Ｄ：睹月懷人，見月傷心，思念故鄉不能自已──未提及。 

 A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5%，推測學生對於文言文的句義掌握度較

不足，加以兩位對讀參照整合，未能明確理解選項的完整意義。 

對應學習重點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對讀型的段落理解教學，可在句義教學上作培能強化，進而提取出不同文句

句義的共同上位概念已進行整合思考。 

(二)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即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

項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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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4 

評量指標 段落理解 

知識向度 段旨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0  .31  .88 

2  .16  .29  .03 

3  .12  .21  .04 

4  .12  .19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0 鑑別度  .57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段落理解（段旨）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0%，高分組答對率 88%，低分組答對率 31%，顯示低分組學生

僅二成九能理解段落，並正確提取段旨。鑑別度 0.57，試題品質優秀。 

2. 6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6%的學生選擇 B；12%的學生選擇 C；12%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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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批駁孟嘗君能得士的觀念──正答 

 選項Ｂ：宣揚齊國建功謀國的理念──無宣揚義。 

 選項Ｃ：惋惜孟嘗君未能如願稱帝──無惋惜義。 

 選項Ｄ：讚許齊國能網羅各界人才──無讚許義。 

 從「嗟乎！」、「特」、「豈」、「不然」、「何取……哉」等字詞，可知

本文對於世人都稱讚孟嘗君能得士的說法持反面看法；而末句「夫雞鳴狗盜

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則明白點出正因為雞鳴狗盜之徒出現在孟

嘗君的門庭上，這正是賢士不歸附他的原因。故選Ａ。 

 A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1%，推測學生對於文言文中的訊息掌握度

不足，是以未能進一步理解段旨。 

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在文言文的解讀上，需先藉由平時課文教學所奠基的根底，引導學生掌握文

言文中常用字詞的意義與析詞釋義的能力，進而大致理解段意，才能進行更深層

次的思考與辨析。 

(二) 答題引導上，可以教導學生透過核對原文訊息與意義關聯，運用刪去法刪除

錯誤選項，再從剩餘選項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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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25~3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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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5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6  .29  .05 

2*  .74  .44  .94 

3  .06  .15  .01 

4  .04  .11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74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74%，高分組答對率 94%，低分組答對率 44%，顯示低分組學

生約有三成九能理解篇章，並進行跨段落整合。鑑別度 0.50，試題品質優秀。 

2. 7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16%的學生選擇 A；6%的學生選擇 C；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偏鹹的先上，味淡的後上──甲文主張。 

 選項Ｂ：濃郁類先上，清淡類後上──甲乙文皆主張。 

 選項Ｃ：味正的先上，奇特的後上──乙文主張。 

 選項Ｄ：乾爽類先上，湯羹類後上──甲文主張。 

 故選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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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44%，推測學生對於文言文中對讀訊息的掌

握能力稍顯不足，是以無法進一步統整推論。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對讀型的篇章理解教學，可在單一篇章理解的教學建議上強化培能，進而提

取出不同句段的訊息進行比對整合。 

(二) 推論是閱讀歷程的重要核心。教學時，教師可運用先備知識或文章上下文的

脈絡線索，建構讓學生練習推測出作者在文章中沒有明確提及的內容的鷹架。 

(三)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即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

項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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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6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45  .24  .73 

2  .23  .29  .14 

3  .20  .28  .08 

4  .12  .19  .05 

未作答  .00   

通過率  .45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5%，高分組答對率 73%，低分組答對率 24%，顯示低分組學生

僅二成四能理解篇章，並進行詮釋整合。鑑別度 0.50，試題品質優秀。 

2. 4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23%的學生選擇 B；20%的學生選擇 C；12%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一旦脾胃感到困疲，菜餚調味就必須調整──正答。 

 選項Ｂ：以辛辣刺激味蕾，可以使腸胃加速消化──「脾困」用辛辣以振動

之。 

 選項Ｃ：以甘酸喚醒味蕾，可以使脾臟不再受困──「胃疲」用酸甘以提醒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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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Ｄ：想要養生，調味必須考量不同體質類型──未提及。 

 故選Ａ。 

 A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4%，推測學生對於文言文對讀型文本中的

句段理解不足，致難以進一步詮釋整合。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篇章理解教學，除了透過前後文義爬梳脈絡，在文言文的部分，需先藉由平

時課文教學所奠基的根底，引導學生掌握文言文中常用字詞的意義與析詞釋義的

能力，進而能大致理解文意，才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與辨析。 

(二) 答題時，則可以教導學生運用刪去法，即刪去明顯錯誤的選項，再從剩餘選

項中判別答案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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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7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3  .00 

2  .08  .16  .04 

3*  .83  .60  .96 

4  .03  .09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83 鑑別度  .36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篇章直接理解（提取訊息）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83%，高分組答對率 96%，低分組答對率 60%，鑑別度 0.36。 

2. 8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C；5%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B；3%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由文本第三段「小白來了…..長出和波斯同類一樣長而蓬軟如棉花的毛…」、

「空氣中飄游白色細毛……只有當毛纏上黑色衣物才愈發顯明」，及第四段

「我不堪毛的苦擾，讓衣櫃裡的主色調由暗轉明」等訊息提取及核對後，可

得知「上面有毛」的原因，來自家裡來了一隻貓。 

故選 C。 

選項 C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60%，顯示學生具有相當程度的提取訊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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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訓練學生先刪除較不重要的訊息，並引導學生辨別重要訊息。 

(二) 其次，可直接提取題型旨要，並依照題目要求，從文本中搜尋，即可完成作

答。 

(三) 指導學生閱讀時，善用圈選關鍵詞策略，以利作答時快速回溯找到答案，節

省作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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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8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55  .30  .77 

2  .18  .30  .07 

3  .23  .30  .15 

4  .03  .09  .00 

未作答  .00   

通過率  .55 鑑別度  .48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5%，高分組答對率 77%，低分組答對率 30%，鑑別度 0.48。 

2. 55%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18%的學生選擇 B；23%的學生選擇 C；3%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 A：失去毛時更顯身體的脆弱—由「當他們終於失去毛時，你會震驚眼

前動物原來如此渺小」「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毛都未能完全長回來」等

訊息可推論出答案。正解。 

  選項 B：容易有異味必須妥善處理—文中可透過結紮手術處理，非壞處。 

  選項 C：毛太多太長嚴重影響生活—本文有提及稍有影響衣服的顏色，但未

嚴重影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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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 D：對飼料飲水極為挑剔固執—由「不敢爭食，揀剩下的乾飼料吃」可

知長毛貓未對飼料有挑剔固執的狀況，反而是不挑飼料。 

  選項 A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0%，顯示學生對推論理解能力的掌握度不

佳。 

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導學生，推論是運用已知和提問，加上文本的線索，找出文本的意義或是

作者沒有寫出來的資訊。 

(二) 參考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推論的教學重點有： 

1.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 

2.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 

3.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句型） 

4.找不同觀點（找反證）／（句型） 

教學時，教師可根據上述四項教學重點，教導學生可以提取何種訊息去推論答

案。 

(三) 教學時，教師提醒學生可以提取每段的重點和作者的觀點句子，並畫線標

記，或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因果關係、相互對應的觀點，進行連結，產生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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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29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5  .12  .01 

2  .22  .30  .13 

3  .09  .18  .03 

4*  .63  .38  .83 

未作答  .00   

通過率  .63 鑑別度  .4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在評量學生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3%，高分組答對率 83%，低分組答對率 38%，鑑別度 0.45。 

2. 63%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5%的學生選擇 A；22%的學生選擇 B；9%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由文本第三段「小白來了，我非常愛他。」到最後一段「是當他們終於失去毛

時，你會震驚眼前動物原來如此渺小」、「我握他的手，撫觸那一層極為細軟、

像是植物初生的絨毛」，作者透過行為及言語表達出對自家寵物的熱愛，尤其

透過「撫觸」到「驚覺…渺小」，透過詮釋整合能力可以找出作者的想法。 

故選 D。 

選項 D 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8%，顯示學生白話文長篇章的理解能力仍顯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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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學習重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Ⅳ-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主旨是由一連串的段旨建構出來的，我們要先找到文章各段的段旨，然後透

過段旨，分析文章主要談論的事情或問題。至於表達主旨的方法，與表達段旨的

方法相同，即先找出文章的主要內容，然後說明文章所要說明的道理／抒發的感

情／反映的事實／帶出的訊息等。所以，在教學上，我們可以先引導學生學習抓

取段落主旨的能力，然後再引導學生將段旨主要的訊息或內容進行整合。 

(二) 其次，教師教學時，務必提醒學生「聚焦文本」，從文本中找線索，歸納出主

旨，不能僅靠個人生活經驗去選答案。 

(三) 日常教學時，教師可提醒學生練習提取段、篇的重點，以及作者表達觀點相

關的訊息，並畫線標記，或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因果關係、相互對應的觀點，再

進行整合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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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0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2  .09 

2  .13  .25  .03 

3  .40  .30  .49 

4*  .31  .22  .39 

未作答  .00   

通過率  .31 鑑別度  .17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31%，高分組答對率 39%，低分組答對率 22%，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二能理解篇章，並進行對照推論。鑑別度 0.17，試題難易度偏難。  

2. 31%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5%的學生選擇 A；13%的學生選擇 B；40%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情無喜」是因為停酒後多巴胺的分泌量減少。 

 選項Ｂ：「不安寢」是因為停酒後受酒精戒斷症狀影響。 

 選項Ｃ：「不能起」是因為停酒後容易引發不適與煩躁。 

 選項Ｄ：「止不樂」是因為停酒後外在的刺激跟著降低──因多巴胺分泌減

少，對外在刺激的感受就跟著減少，非指外在刺激跟著停酒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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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選 D。 

 D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2%，推測學生未能明確掌握〈止酒〉原詩與

白話詮釋的對應，是以無法進行參照推論。另外，高分組與低分組的學生各

有 49%與 30%選擇 C，推測應是該敘述無法明確從文本中找到直接對應，

致學生無法透過原詩與其後詮釋段落區塊化的對應推論。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推論是運用已知和提問加上文本的線索，找出文本的意義或是作者沒有寫出

來的資訊。 

(二) 參考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推論的教學重點有： 

1.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 

2.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 

3.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句型） 

4.找不同觀點（找反證）／（句型） 

教學時，教師可根據上述四項教學重點，教導學生可以提取何種訊息去推論答

案。 

(三) 教學時，教師提醒學生可以提取每段的重點和作者的觀點句子，並畫線標

記，或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因果關係、相互對應的觀點作連結，產生推論。本文

可以圈記停酒後的各種狀態來引導學生推論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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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1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68  .37  .92 

2  .08  .19  .01 

3  .19  .31  .07 

4  .04  .12  .00 

未作答  .01   

通過率  .68 鑑別度  .54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直接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68%，高分組答對率 82%，低分組答對率 37%，顯示低分組學

生約有三成四能理解篇章，並進行直接推論。鑑別度 0.54，試題品質優秀。 

2. 3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8%的學生選擇 B；19%的學生選擇 C；4%的學

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長期飲酒致使腦傷，控制力下降。 

 選項Ｂ：退隱後悠閒生活，藉酒打發時間。 

 選項Ｃ：停酒的痛苦，需要依賴酒精度過。 

 選項Ｄ：睡眠品質不佳，喝些酒可以助眠。 

 從末段敘述可明確得知陶淵明戒酒失敗的可能原因為「因為長期飲酒，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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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了，受傷的地方影響了長期飲酒者的衝動控制、自我調節能力和決策能

力，腦部受傷後，還要回頭用大腦負責的控制力來強迫自己停止喝酒，是比

一般人更難的」，故選Ａ。 

 A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7%，推測學生對於文本直接理解的能力稍顯

不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訓練學生先刪除較不重要的訊息，並引導學生辨別重要訊息。 

(二) 其次，可直接提取題型旨要，依照題目要求從文本中搜尋即可完成作答。 

(三) 指導學生閱讀時，善用圈選關鍵詞策略，以利作答時快速回溯找到答案，節

省作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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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2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04  .12  .01 

2*  .44  .36  .52 

3  .16  .23  .08 

4  .34  .28  .39 

未作答  .01   

通過率  .44 鑑別度  .1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4%，高分組答對率 52%，低分組答對率 36%，顯示低分組學

生約有三成六能理解篇章，並進行詮釋整合。此題錯誤選項誘答力高，試題

難易度偏難。 

2. 44%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4%的學生選擇 A；16%的學生選擇 C；34%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鼓勵飲酒。 

 選項Ｂ：勸人戒酒。 

 選項Ｃ：抒發酗酒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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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Ｄ：解釋酒癮的成因。 

 本文篇名為〈陶淵明帶大家一起對酒宣戰〉，文章開頭即開宗明義說明所引

〈止酒〉為戒酒詩，且在〈止酒〉詩第三段的詮釋中明指「說明他決心要好

好戒酒」，故選 B。 

 B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36%，推測學生對於白話文篇章的詮釋理解

能力稍顯不足。另外，高分組與低分組的學生各有 39%與 26%選擇 D，推測

應是將焦點放在後三段關於成癮症狀的描述。 

對應學習重點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篇章理解教學時宜提醒學生注意書名或篇名，作者行文目的，會在篇名中敘

明，並與主旨呼應。是以在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注意篇名給予的提示，對應文

章的主要內容，進而理解文章所要說明的道理、抒發的感情、反映的事實、帶出

的訊息重點等。 

(二) 其次，教師教學時，務必提醒學生「聚焦文本」，從文本中找線索，注意文題

對應的相關呈現，以歸納出主旨，不能僅靠個人生活經驗去選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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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3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直接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7  .22  .36 

2  .26  .34  .12 

3?  .35  .25  .46 

4  .12  .18  .06 

未作答  .01   

通過率  .27 鑑別度  .15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直接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27%，高分組答對率 36%，低分組答對率 22%，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二能理解篇章，直接提取反面原因。 

2. 27%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A；26%的學生選擇 B；35%的學生選擇 C；12%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擔憂兵敗丟官──未提及。 

 選項Ｂ：保留可敬對手──若攻進西城活捉諸葛亮，自此世間再無抗手。 

 選項Ｃ：避免招來猜忌──以司馬懿的睿智韜略，熟讀史書兵法，豈能不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 

 選項Ｄ：胸懷遠大謀算──若非司馬懿心中另有更深遠的謀算，當時他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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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紮營列陣，空城計必於一、二日內被視破。 

 故選 A。 

 A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2%，高分組學生的選答率 36%；另外，高分

組與低分組的學生反而有 46%與 25%選擇 C，推測學生對於文本的理解可

能受到過往閱讀〈空城計〉經驗的干擾，而無法客觀理解本文之故。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教學時，訓練學生先刪除較不重要的訊息，並引導學生辨別重要訊息。 

(二) 其次，可直接提取題型旨要，依照題目要求從文本中搜尋即可完成作答。 

(三) 指導學生閱讀時，善用圈選關鍵詞策略，以利作答時快速回溯找到答案，節

省作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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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4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推論理解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15  .21  .08 

2  .16  .28  .04 

3  .19  .24  .12 

4*  .50  .26  .76 

未作答  .01   

通過率  .50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推論理解）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50%，高分組答對率 76%，低分組答對率 26%，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四能理解篇章，並進行推論。鑑別度 0.50，試題品質優秀。 

2. 50%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D；15%的學生選擇 A；16%的學生選擇 B；19%的

學生選擇 C。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司馬懿與諸葛亮曾有書信往來，應有交情。 

 選項Ｂ：司馬懿終其一生自稱魏臣，以報君臣之誼。 

 選項Ｃ：魏明帝臨終託孤，任命司馬懿為顧命大臣。 

 選項Ｄ：每逢蜀魏對陣，司馬懿多採守勢而不強攻。 

 文中第二段提出對司馬懿面對空城計選擇退兵的疑惑，第三、四段論述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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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選擇退兵的幾個可能原因，是以若想凸顯作者認為司馬懿是「故意」退兵

的論演，可於文中附上「每逢蜀魏對陣，司馬懿多採守勢而不強攻」的證據，

故選 D。 

 D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6%，推測學生未能明確掌握本文論點，是以

難以據此進一步推論作者應採哪一個證據來凸顯論點。 

對應學習重點 

5-Ⅳ-4  應用閱讀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Ad-Ⅳ-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補救教學建議   

(一) 推論是運用已知和提問加上文本的線索，找出文本的意義或是作者沒有寫出

來的資訊。 

(二) 參考教育部閱讀理解策略，推論的教學重點有： 

1.連結線索（指示代名詞／轉折詞）／（句型） 

2.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句型） 

3.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句型） 

4.找不同觀點（找反證）／（句型） 

教學時，教師可根據上述四項教學重點，教導學生可以提取何種訊息去推論答

案。 

(三) 教學時，教師提醒學生可以提取每段的重點和作者的觀點句子，並畫線標

記，或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因果關係、相互對應的觀點作連結，產生推論。本文

可以圈記作者的觀點來引導學生推論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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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35 

評量指標 篇章理解 

知識向度 詮釋整合 

試題內容 

 

   選答率 

選項 

答題反應比率（＊表正確答案） 

整體 低分組 高分組 

1  .27  .31  .17 

2*  .48  .24  .74 

3  .08  .19  .01 

4  .16  .25  .07 

未作答  .01   

通過率  .48 鑑別度  .50 

試題品質分析 

(一) 評量目標 

本題主要檢測學生篇章理解（詮釋整合）的能力。 

(二) 數據說明 

1. 整體通過率 48%，高分組答對率 74%，低分組答對率 24%，顯示低分組學

生僅二成三能理解篇章，並進行詮釋整合。鑑別度 0.50，試題品質優秀。 

2. 48%的學生選擇正確答案 B；27%的學生選擇 A；8%的學生選擇 C；16%的

學生選擇 D。 

(三) 選項及學生表現說明 

各選項說明如下： 

 選項Ａ：懂得體察上意，才能在職場中待得久。 

 選項Ｂ：一味求勝無異於自掘墳墓，技術性認輸可取得實質勝利。 

 選項Ｃ：面對挫折，只要堅持到底，就可換來別人的羨慕。 

 選項Ｄ：人生沒有永遠的朋友，更不會有永遠的敵人。 

 從末段「如果你問我，誰是空城計的贏家，我會回答你：諸葛亮贏了空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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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戰術戰役，贏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好名聲；而司馬懿雖輸掉空城計，

卻贏了全盤戰爭，亦為後代子孫打下創建晉國的好基業」，可知作者所持的

觀點為「一味求勝無異於自掘墳墓，技術性認輸可取得實質勝利」，故選 B。 

 B 選項在低分組學生選答率為 24%，推測學生對於白話文篇章的詮釋理解

能力不足。 

對應學習重點 

5-Ⅳ-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Ac-Ⅳ-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補救教學建議   

(一) 篇章理解教學時宜提醒學生注意書名或篇名，作者行文目的，會在篇名中敘

明，並與主旨呼應。是以在教學時，建議引導學生注意篇名給予的提示，對應文

章的主要內容，進而理解文章所要說明的道理、抒發的感情、反映的事實、帶出

的訊息重點等。 

(二) 其次，教師教學時，務必提醒學生「聚焦文本」，從文本中找線索，注意文題

對應的相關呈現，以歸納出主旨，不能僅靠個人生活經驗去選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