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文領域到校諮詢服務記錄 

服務分區 第 6 區 服務地點 大橋國中 

服務日期 
105 年 4 月 7 日(週四) 

09:00~16:30 

與會對象/ 

參加人數 

本領域(議題)授課教師、配課教師、

實習教師 /  60 人 

紀錄人 黃佩玲 輔導團領隊 周憲章校長 

政策宣導 

周憲章校長 

一、 介紹團員、講師 

二、 今天分區到校結合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與培訓計

畫辦理初階教師研習，課程是一整天的宣導與實作，希望與

會老師能有滿滿的收穫。 

服務主題 

暨宣導內容 

 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宣導  

如附件一 

 

參與教師實作分享 

詳見輔導團網頁活動照片 

綜合座談 

周校長:今天非常感謝秀梗老師的分享， 從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

標準的概念，到閱讀、寫作評量設計實作，一步步帶大家對國中學

生學習成就評量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後感謝各校老師的熱烈參與討

論及踴躍分享，希望今天的研習課程，能讓老師更有收穫，在教學

上有所幫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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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推廣與培訓初階研習 

                --國語文領域閱讀與寫作示例與實作--          王秀梗分享 

一、發展說明  

(一)發展依據  

1.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分段能力指標。  

2.參酌教育部審查通過之各版國中教科書內容。  

(二)採取三年共用評量標準 

國文科評量標準採取三年共用原則，原因如下：  

1.就課綱的架構而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國語文」學習領域， 將國中七至九年級視為一個

階段，能力指標的內容是針對整個階段 作描述。  

2.就國語文的學習進程與課綱的內容而言，在國中階段較著重文意理解、綜合應用的能力，其表現

較難以根據年級描述其差異，故適用 同一套評量標準。  

3.就教材而言，各家版本在課文的編選上並無明顯的排序原則。  

(三)訂定內容標準  

1.學科主題：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以下簡稱《國語文課

綱》）所指示，國文科「分段能力指標」包含六項：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

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考量教師於教學現場的實際操作，「注音符號運用能力」及「識

字與寫字能力」皆為「閱讀」及「寫作」能力的基礎，故可併入「閱讀」及「寫作」能力。再者，

考量「聆聽」與「說話」是語言之輸出及輸入的完整過程，二者均以「語音」作為傳播媒介，故將

「聆聽」及「說話」二項能力合併。由此，國文科標準設定之學科主題有三： 「閱讀能力」、「寫作

能力」與「聆聽與說話能力」。 

2.學科次主題：次主題的擬訂乃依據《國語文課綱》之「實施要點」之「學習評量」的指示，並配

合學科教授及國中教學現場老師的諮詢意見修整條列。以「閱讀能力」為例，《國語文課綱》所列舉

之評量原則有四：「文字理解與語詞辨析」、「文意理解與大意摘取」、「統整要點與靈活應用」及「內

容深究與審美感受」。心測中心參照學科諮詢教授及教學現場教師之意見，將「閱讀能力」此項主題

的「次主題」整併為三，亦即「語文知識」、「文意理解」與「綜合評鑑」， 並將「注音符號運用能

力」之「認唸」、「拼音」評量要項及「識字寫字能力」合併於「語文知識」一項。  

(四)訂定表現標準  

1.表現等級訂為 A-E 五級，其代表意義如下：A表「優秀」；B表「良好」；C表「通過」；D表「不

足」；E表「落後」。  

2.表現標準的設定，首先依據《國語文課綱》之「學習評量」要項，其次參照《國語文課綱》之

「分段能力指標」，再配合基測評量及他國經驗，由心測中心國文科研究員試擬表現描述，並經過學

科教授及國中教學現場老師的討論和修正後，完成修訂。 

(五) 國中教育會考與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關係表 

 國中教育會考 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 

評量目的 了解學生國中三年總結性學習成效 即時了解學生階段性學習成效以進行補救 

使用時機 國中三年級下學期（三年一次） 學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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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描

述方式 

整體、概括 分項、精細 

測驗形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和學習單、實作評量、及檔案評

量，包含習作作業、隨堂測驗、定期評

量、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展演、科學實

驗等多元評量方式 

測驗結果解

釋方式 

標準參照 標準參照 

區分等級 3等級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5等級 

A級：優秀 

B級：良好 

C級：通過 

D級：不足 

E級：嚴重落後 

科目 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寫作 七大學習領域十八學科 

（國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公

民、生物、理化、地球科學、生活科技、

健康教育、體育、視覺藝術、音樂、表演

藝術、童軍、家政、輔導） 

教育功能 1. 確保國中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品質 

2. 幫助學生和家長了解學習的成效 

3. 滿足高中職端了解學生先備知能的

需求 

4. 協助 12年國教免試入學的適性輔導 

5. 緩解學生分分計較的競爭壓力 

1. 提供與九年一貫課綱相對應的評量參照

依據 

2. 幫助親、師、生三方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3. 協助教師建構教學評量的新視野 

4. 依照學生學習情況適時給予補救教學 

5. 評量概念與國際接軌 

   

二、國中學習成就評量標準--閱讀能力 

次主

題 
A B C D 

語
文
知
識 
1 

1. 能辨識常用漢
字。  
(表現描述同 B 等
級)2 

2. 能理解語體及文
言中常用詞語的
意義及其在文句
中的作用。 

3. 能具備並運用基
本語法、修辭常
識。 

1. 能辨識常用漢
字。 
 

2. 能理解語體及文
言中常用詞語的
意義。 
 

3. 能具備基本語
法、修辭常識。 

4. 能具備與教材相
關的文化先備知

1. 大致能辨識常用
漢字。 
 

2. 大致能理解語體
及文言中常用詞
語的意義。 

 
3. 大致能具備基本

語法、修辭常
識。  

4. 大致能具備與教

1. 僅能辨識部分常
用漢字。 

2. 僅能理解部分語
體及文言中常用
詞語的意義。 
 

3. 僅能具備部分基
本語法、修辭常
識。 

4. 僅能具備與教材
相關的部分文化

                                                     
1語文知識：包含漢字（形、音、義）、詞彙、語法（詞類、詞的結構、句型）、標點符號、漢字造字基本法則、書體

（篆、隸、楷、行），以及在閱讀文本前，要具備的相關文化知識，如重要典籍、重要文類體裁與代表作家

及重要文化傳統等。 
2有些能力，不容易區分出五個能力等級。因此，相同表現描述，可能出現在不同能力等級。這種情形表示達到某一(較

低)等級(含)以上的學生，即可表現出所描述的該項能力，因此該項能力的表現等級判定，以其所在的各能力等級中，

最低（含）等級為準，因為無法得知該學生是否具備更高的能力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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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具備文化先備
知識。 

識。 材相關的文化先
備知識。 

先備知識。 

文
意
理
解 

1. 能提取正確訊
息。(表現描述同
B 等級) 

2. 能深入理解文本
涵義3。 

3. 能指出文本脈
絡，並完整說明
理由。 

4. 能指出作者寫作
目的或觀點，並
完整說明理由。 

1. 能提取正確訊
息。 

2. 能理解文本涵
義。 

3. 能指出文本脈
絡，並說明理
由。 

4. 能指出作者寫作
目的或觀點，並
說明理由。 

1. 大致能提取正確
訊息。 

2. 大致能理解文本
涵義。 

3. 大致能指出文本
脈絡，並簡單說
明理由。 

4. 大致能指出作者
寫作目的或觀
點，並簡單說明
理由。 

1. 僅能提取部分正
確訊息。 

2. 僅能有限地理解
文本涵義。 

3. 僅能有限地指出
文本脈絡，並有
限地說明理由。 

4. 僅能有限地指出
作者寫作目的或
觀點，並有限地
說明理由。 

綜
合
評
鑑4 

1. 能整合、比較文
本或不同文本間
的重點與細節，
並完整提出個人
的觀點。 

2. 能評鑑文本內容
（如：邏輯、論
據或實例等）的
適切性，並完整
說明理由。 

3. 能指出文本形
式，評鑑其適切
性，並完整說明
理由。 

4. 能指出文本如何
反映文化與社會
現象，並說明理
由。 

1. 能整合、比較文
本或不同文本間
的重點與細節，
並提出個人的觀
點。 

2. 能評鑑文本內容
（如：邏輯、論
據或實例等）的
適切性，並說明
理由。 

 
3. 能指出文本形

式，評鑑其適切
性，並說明理
由。 

 
4. 能簡單指出文本

如何反映文化或
社會現象，並說
明理由。 

1. 大致能整合、比
較文本或不同文
本間的重點，並
簡單提出個人的
觀點。 

2. 大致能評鑑文本
內容（如：邏
輯、論據或實例
等）的適切性，
並簡單說明理
由。 

3. 大致能指出或評
鑑文本形式，並
簡單說明理由。 
 

4. 能簡單指出文本
如何反映文化或
社會現象。 

1. 僅能有限地整
合、比較文本或
不同文本間的重
點，並有限地提
出個人的觀點。 

2. 僅能有限地評鑑
文本內容（如：
邏輯、論據或實
例等）的適切
性，並有限地說
明理由。 

3. 僅能有限地指出
或評鑑文本形
式，並有限地說
明理由。 

4. 能嘗試指出文本
如何反映文化或
社會現象。 

 

三、國中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寫作能力 

「寫作能力評量標準」(100/12/29修訂) 

內

容

標

準 

表現標準 

A B C D E 

立意

取材 

1.能根據題目及

主旨，從學習內

容或生活中選取

適切的材料。 

2.能完整地表達

自己的思想，且

能生動或深刻地

凸顯主旨。 

1.能根據題目及主

旨，從學習內容或

生活中選取適當的

材料。 

2.能完整地表達自

己的思想，闡述說

明主旨。 

1.大致能根據題目

及主旨，從學習內

容或生活中選取材

料。 

2.大致能表達自己

的思想，闡述說明

主旨。 

1.僅能根據題目及

主旨，從學習內容

或生活中選取有限

的材料。 

2.僅能簡單地表達

思想，主旨說明不

充分。 

未

達 

D

級 

                                                     
3文本涵義：文本，係指適合該年級學生的閱讀素材。文本涵義，包含句義、段義、篇章主旨等。 
4綜合評鑑：100.12.29 原定義為「綜合評鑑」，106.02.26 暫定修改為「文本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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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組織 

1.文章結構完

整。 

2.內容前後連貫

且承轉流暢。 

1.文章結構完整。 

2.內容鮮少有前後

不連貫或承轉不清

之處。 

1.文章結構大致完

整。 

2.內容偶有前後不

連貫或承轉不清之

處。 

1.文章結構鬆散或

不完整。 

2.內容時有前後不

連貫或脈絡不清之

處。 

未

達 

D

級 

遣詞

造句 

1.能因應不同的

寫作目的與文

類，正確、靈活

地運用語詞，文

意表達精確。 

2.能有效運用各

種句型，並適切

地應用修辭技

巧，文句流暢。 

1.能因應不同的寫

作目的與文類，正

確運用語詞，文意

表達清楚。 

2.能運用各種句

型，並適當地應用

修辭技巧，文句通

順。 

1.大致能依不同的

寫作目的與文類，

正確運用語詞，文

意表達尚稱清楚。 

2.句型少有變化，

偶有冗詞贅句，文

句尚稱通順。 

1.僅能運用有限或

簡單的語詞，用字

遣詞不太恰當或錯

誤，文意表達有些

不清。 

2.句型單一缺乏變

化或偶有錯誤，冗

詞贅句較多。 

未

達 

D

級 

表達

形式 

1.幾乎沒有錯別

字，且字體端

正。 

2.格式正確，標

點符號使用恰

當。 

1.少有錯別字，且

字體端正。 

2.格式正確，標點

符號少有錯誤。 

1.有一些錯別字，

但不影響文意理

解。 

2.格式或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誤，但不

影響文意理解。 

1.錯別字較多，影

響文意理解。 

2.格式或標點符號

有較多錯誤，影響

文意理解。 

未

達 

D

級 

 

四、學習成就評量示例-閱讀能力  

來源：國語文領域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網址：http://www.sbasa.ntnu.edu.tw/) 

請閱讀以下詩文，並回答 1～7 題： 

（甲）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乙）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楓橋夜泊〉 

※設計一 1.甲詩的詩題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中能點明「之廣陵」的關鍵處是什麼？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評分規準 

B：答案完全正確。能指出「揚州」、「下揚州」，或「煙花三月下揚州」。 

C：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錯誤或不恰當。 

D：答案僅小部分正確。 

E：答案完全錯誤，全詩抄錄或未作答。 

※設計二 2.乙詩的詩題為〈楓橋夜泊〉，詩中能說明「泊」這個意象的線索是什麼？ 

評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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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評分規準 

B：答案完全正確。能指出「船」、「客船」，或「夜半鐘聲到客船」。 

C：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錯誤或不恰當。 

D：答案僅小部分正確。 

E：答案完全錯誤，全詩抄錄或未作答。 

※設計三 3.李白在甲詩中如何透過末兩句來表達他對孟浩然的依依離情？ 

評量目標※實作-換您試試看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              )主題的(               )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 (                                                )。 

(三)評分規準※實作-換您試試看 

 

 

 

 

 

 

 

【七年級評量作業】 

請閱讀以下詩文，並回答 1～8題：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

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
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為了

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

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裡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
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
次，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
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

去。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
鋪好座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裡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裡暗笑他
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
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您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

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
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
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
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
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
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
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
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然後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裡很輕鬆似的。過一會
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裡
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裡，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我北來後，他寫了一封信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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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得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
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
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朱自清〈背影〉 

※示例一題目 1. 文中第段三處「望」字，請解釋它的意義。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語文知識」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常用的漢字。 

評分規準 

B：答案完全正確，能寫出「向（朝／往）」、「向（朝／往）」、「看」。 

C：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錯誤或不恰當。 

D：僅能寫出部分的答案。 

E：答案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二題目 2. 下列「」中的詞語，何者代換後意思改變了？ 

(A)滿院「狼藉」──蘊藉＊     (B)怕茶房不「妥帖」──穩當 

(C)頗「躊躇」了一會──猶疑   (D)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死去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語文知識」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語體文及文言文中常用詞語的意義。 

評分規準(本題為選擇題型，不適合列出評分規準) 

※示例三題目 3. 文章多處凸顯父親對兒子的關懷，請由文章第、段內容，各舉出兩項。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評分規準 

B：能提取正確的訊息。 

C：大致能提取正確的訊息，但有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D：僅能提取部分的訊息。 

E：答案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四題目 4. 面對父親的關懷，作者前後的態度有何轉變？請寫出你的看法，並舉出文章中可

以證明的動作或細節。 

評量目標※實作-換您試試看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                )主題的(              )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                                            )。 

評分規準 

A：能正確寫出答案，且完整地指出支持的細節。 

B：能正確寫出答案與指出支持的細節，但有少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C：大致能寫出答案或指出支持的細節，但有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D：僅寫出部分的答案或指出部分的細節。 

E：答案幾乎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五題目 5.(1)根據文章內容，作者父親在買橘子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請舉出三項。 

              (2)作者以不少的篇幅描寫父親買橘子的困難，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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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提取正確或重要的訊息。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作者寫作目的。 

評分規準   

A：能正確、完整地提取重要訊息，且能正確寫出答案。 

B：能正確提取訊息與寫出答案，但有少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C：大致能提取訊息與寫出答案，但有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D：僅能提取部分的訊息或寫出部分的答案。 

E：答案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六題目 6. 文中第段兩次提及作者看著父親的背影而流淚，第段提及淚光中看見父親的背 

               影。請根據文章內容，分別寫出作者流淚的原因。 

評量目標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閱讀能力」主題的「文意理解」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文本涵義。 

評分規準 

B：答案正確且闡述清楚完整。 

C：答案大致正確，但有部分不恰當或不完整。 

D：僅能寫出部分的答案。 

E：答案幾乎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七題目 7.本文為什麼描寫父親的「背影」，並以「背影」為題？請說出你的看法及理由。 

評量目標※實作-換您試試看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                )主題的(              )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                                            )。 

評分規準 

A：答案敘述合理而且完整。 

B：答案敘述合理。 

C：答案敘述大致合理，但太過簡略或有部分不恰當。 

D：僅能寫出部分的答案。 

E：答案完全錯誤，或未作答。 

※示例八題目 8. 以作者寫作的時間點來看，本文呈現出的時間順序應為何者？ 

(A)現在過去未來  (B)現在過去現在＊  (C)過去過去現在  (D)過去過去未來 

評量目標※實作-換您試試看 

本示例針對國語文學習領域中，(                )主題的(              )次主題設計。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                                            )。 

評分規準(本題為選擇題型，不適合列出評分規準)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C(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五、小試身手-104年教育會考試題【寫出該題閱讀能力的評量目標 內容標準】 

1.小敬搬新家，阿嬌欲送禮金表達祝賀之意。下列題辭，何者最適合寫在賀儀封套上？ (A)近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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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B)造福桑梓 (C)宜室宜家 (D)喬遷之喜。 

 

5.「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沉默是金，可免禍從口出 

(B)善傾聽者，聞言必加審查 (C)適時發言，方為人所接受 (D)經常練習，言語方能動聽。 

 

7.下列選項「 」中的疊字，何者是用來描摹聲音的狀聲詞？ (A)「嘖嘖」稱奇的老師 (B)「侃

侃」而談的官員 (C)「滔滔」不絕的名嘴 (D)「聲聲」叮嚀的母親。 

 

9.「物產豐富」中的「物產」是本句的主語。下列各選項「 」中的語詞，何者不做主語使用？ 

(A)「四海」昇平 (B)「群魔」亂舞 (C)「氣焰」囂張 (D)「百年」樹人。 

 

14.「我只希望，我們的距離□我和所有野鳥的距離，永遠是這樣接近。」句中空格處填入下列哪一

種標點符號最恰當？ (A)； (B)！ (C)…… (D) —— 

18.袁宏道與友人書云：「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

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這段文字的主要涵義，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以物為寄應該有所節制，不可浮濫 (B)古之達人寄懷於民，不求一己之

樂 (C)情感有所依託，生命方能愉悅自適 (D)習得多種才藝，方能晉身達人之列。 

 

22.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各種跡象一再顯示他有犯罪嫌疑 (B)紐約是個交通便利、

人口綢密的都市 (C)認真負責的態度，是他履創佳績的關鍵  (D)你整天遊手好閒，只是突然虛

度光陰罷了。 

 

25.「如果有人認為文學是不著塵色的白裳，那是因為他遺忘了『現實』這一件緇衣。崇拜詩聖杜甫

的人，不見得讀得懂『杜詩』，但我們不難想像，當杜甫自外訪友歸來，一進門問他老妻第一句話，

也許是：『尚有油鹽否？』」根據文意，下列何者最符合本文作者的看法？ (A)偉大的詩人也須面對

生活中的問題 (B)超脫世俗觀點的文學作品最為動人 (C)物質生活的滿足與文學創作難以兼顧 

(D)杜詩的可貴之處在於以生活瑣事入詩。 

 

26.下列文句「 」中的字詞，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A)「曾」不吝情去留／「曾」益其所不能 

(B)「安」能辨我是雄雌／爾「安」敢輕吾射 (C)「行」拂亂其所為／月色入戶，欣然起「行」 

(D)「當」窗理雲鬢／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 

 

28.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他為人作惡多端，今日落得如此下場，真是

「甕中捉鱉」 (B)多年之後重回故鄉，不禁有「移山倒海」、世事多變之嘆 (C)他對流浪動物毫不

關心，視之如「白雲蒼狗」，不屑一顧(D)這家臺菜館味美價廉，難怪客人絡繹不絕、「戶限為穿」。 

 

36.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作者說自己是「今之古人」的原因？ (A)喜愛紙筆書寫   (B)學貫中外古

今 (C)融通百家思想 (D)雅好蒐集骨董。(題組-改寫自許悔之〈寫字的迷戀〉) 

 

39.關於本詩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節透過靜態的描寫，烘托表演場內的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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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 (B)第二節重複「獨自一人」，強調無法一人完成表演 (C)第三節藉各種具體與抽象的描寫，

說明表演的難度 (D)第四節以委婉的筆法，寫出表演最終以失敗收場。(題組-特技表演者) 

 

43.關於本文所述的「知縣」一職，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每年享有一個半月的年假 (B)無故曠

職須扣薪，退休無給俸 (C)每日實際工作十小時，另有兩小時午休 (D)除了司法審判外，兼負彈

劾百官的職責。(題組-誠徵臺灣府屬諸羅縣知縣一名) 

 

 

六、從共同備課到學習成就評量 

 

(一)共同備課流程 

 

步驟一: 文體架構分析表 

步驟二: 文本內容分析 

課文各段落 ▲段落重點 

1.摘要重點：  1.重點整理：Ａ表格分類  Ｂ敘述順序  Ｃ論證方式 

2.分析語詞句子： 

  (1)詞語義 

  (2)句義 

  (3)句法 

  (4)寓意、意涵 

  (5)關係  

2.詞句整理：Ａ詞語解釋  Ｂ句子意涵  Ｃ句法 

3.具體轉抽象： 

   Ａ語言、動作、細節的寓意 

   Ｂ象徵意象 

4.關係：因果、轉折、並列、選擇、條件、層遞、順承 

3.分析文章形式：  5.寫作技巧：視角轉變、修辭運用 

6.寫作目的、寓意 

4.預測學習困難 7.預測學生學習難處，並設計搭建學習鷹架 

步驟三: 繪製概念圖(三層
5
)        步驟四: 決定教學目標與重點     步驟五: 教學設計與提問 

(二)共備操作示例:木蘭詩—文本分析 

(甲)文本 

1.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5 備課的結構圖只需畫三層，原因是文本內容分析時會根據各段落再做詳細的句段分析。 

教師共同備
課

決定教學重
點

教學設計
學習成就評
量設計

教學實施

文體架構分
析

文本內容分
析

繪出概念圖
決定教學重

點
設計教學與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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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3.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4.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5.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6.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辭) 

 

(乙)文體架構分析表 

題目 木蘭辭 

作者 佚名 

版本冊數 第四冊 

文類 韻文 

文章特質 寫人--借事寫人（花木蘭） 
摘要 1. 借木蘭代父從軍這件事寫孝親、英勇的木蘭 

2. 因為徵兵緊急、又無長兄，所以木蘭決定代父從軍；經過多年征戰，終於

凱旋而歸，最後返鄉團聚，恢復女兒身。 

寫作目的、寓意 藉木蘭的表現，肯定女性的能力與智慧，展現女子不讓鬚眉的形象 

表述方式 時間順序 

(丙)畫概念圖 

 

事件

木蘭從軍

木蘭準備

木蘭出發

木蘭征戰

木蘭榮歸

木蘭返鄉

評價

因果

因為徵兵緊急→木蘭代父從軍

因為代父從軍→木蘭匆促購買裝備

因為踏上征途→思親孤單

因為英勇奮戰→凱旋歸來

因為思鄉心切→婉拒賞賜

因為回復女兒身→同袍驚訝

自我肯定，女性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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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本內容分析表（解釋、省思能力） 

段落內容 段落分析 

1.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木蘭從軍理由 

1.重點整理 

A父女對話 

a.父:關懷→女:煩惱→共同難題→女:決定.  

2.寫作技巧 

a.內容上 

反覆重疊 

○1 .寫感情: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父對女的關心 

○2. .寫煩惱: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事實上卻憂心忡忡 

○3 .寫共同難題: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b.形式上：韻文的特色分析 

○1 .押韻 

○2 .口語化 

○3 .反覆重疊 

2.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木蘭準備出發 

1.重點整理 

A.行前準備: 反覆重疊 

  藉東西南北方位的轉變來寫行前準備的忙碌與匆忙 

B.踏上征途: 由時間、地點的轉換帶出思念家人的心 

  a.以時間地點的轉換表達行軍的急速 

  b.此段敘事者為木蘭 

2.寫作技巧 

a.如何藉景抒情 

○1 以不同的景 

○2 以不同的聲音來描述 (流水聲→胡騎聲) 

b.思念親人，如何寫? 

○1 氛圍的營造:匆忙→單調 

○2 環境的轉變:熟悉→陌生 

○3 接觸的人物對象:父母→陌生同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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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木蘭的征戰生活 

1.重點整理 

 

 

 

 

 

 

2.寫作技巧 

 

 

 

 

4.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 

足，送兒還故鄉。」 

▲木蘭婉拒賞賜而榮歸 

1.教學重點 

藉對話呈現木蘭淡泊名利的個性 

2.寫作技巧 

 抽象數字、誇飾 

5.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木蘭返家的喜悅 

1.教學重點 

A.由每個人的具體行為（一種動作）描述→到木蘭 

  一連串的動作（許多動作）說明心中喜悅滿滿 

B.流動視角：有家人、自己、同伴的觀點（多方呈現喜 

悅之情） 

C.文章的高潮 

2.寫作技巧 

  互文 

6.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評價 

1.教學重點 

 凸顯女性形象：女→兒→我 

（女性自覺形象，給予女性比男性更高的形象—女生會 

做的她都會做，男生會做的她也會） 

2.寫作技巧 

  譬喻 

 

(戊)決定教學重點 

重點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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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作—成就評量設計【並寫出該題閱讀能力的內容標準】 

 

1.說出木蘭在北地的軍旅生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兩件事？ 

2.依文本的結構順序，填入大意摘要: A. 謳歌英雄 B.征戰沙場 C.會見親人恢復女兒身 D.木蘭停機嘆

息 F.婉拒賞賜回鄉 G.代父從軍奔赴戰場 

3.解釋哪些句子描寫父親與木蘭彼此的關懷？ 

4.想一想段落二購買軍備與行軍，同樣都強調速度，為什麼塑造出來的氣氛卻不相同？  

5.想一想「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使用哪些寫作技巧？ 

6.如果「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本為「五言」，你認為哪些字是附加的呢？

說一說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7.南北朝因文化背景、政治環境、生活習俗、及地理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其民歌也呈現出不同的風

格與特色。請依你對民歌的了解，利用下列表格的項目，比較兩首民歌的不同。 

北朝民歌—李波小妹歌 南朝民歌---子夜歌 

8.在課文的二、三段中描寫木蘭軍旅生活，請統整出軍旅生活的狀況，並以文句舉例。 

9.木蘭終於返抵家門，不明寫家人的心理狀態而以動作表示，試歸納並解釋。 

10.你認為文章的高潮出現在哪一段？說說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11.木蘭詩為一首民歌，其具有善用類疊，反覆吟詠以及敘寫口語特色。就詩中內容，你認為那些文

句具有民歌特色？並解釋文句支持你的看法。 

12.解釋木蘭與天子的對話，哪些文句富有民歌的精神？ 

13.想一想為何作者對木蘭返家的描寫，全聚焦在她的閨房中？ 

14.解釋哪些敘述能說明木蘭與家人感情融洽？ 

15.你認為末段為何要寫木蘭有關兔子比喻的話？說說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16.你認為文中木蘭的父親是個怎樣的人？從文中舉例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17.解釋文中所塑造的「木蘭姐弟形象」有哪些特色？ 

18.詩中寫木蘭共使用女、兒、我三種不同的稱呼詞？想一想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 

19.你認為文中的木蘭是個怎樣的人？從文中舉例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20.讀完本詩，你覺得木蘭到底是甚麼樣特質的女性？她的特質讓我們學習到甚麼？ 

21.木蘭詩為一首民歌，其具有善用類疊，反覆吟詠以及敘寫口語特色。就詩中內容，你認為哪些文

句具有民歌特色？並解釋文句支持你的看法。(至少舉一例) 

 

 

 

 

 

 

 

 

 

 

蒐集題目 挑題 修題 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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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安排 

節次 一(一、二) 二(三) 三(四) 四(五) 

教學重點 摘要大意 畫出結構 段落分析推論 如何寫人的形象 

設計理念 立意取材 脈絡組織 推論分析 能力養成  

(五)課堂教學設計簡表 

節次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評量方式 

第二節 畫出結構 1.全文概覽：釐清困難語詞→畫重點→想題目  

2.切割意義段：三到五段 

3.摘要意義段重點：總分、順序、比較、論證、因果、轉折 

4.推論各意義段間關係：說明式、順序式、議論式 

5.畫出結構圖：三層  

畫結構圖 

 

七、結語 

國中教育會考及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皆是以標準參照為依據的評量，國中教育會考屬於大型標準

化測驗，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則是提供學校具體的成就表現描述，讓老師在進行教學評量有一致的參

考依據。 

在實施十二年國教後，透過全國一致的學習評量標準，教師能即時了解學生階段性學習成效以

進行適時補救；再配合國三下學期全國統一的會考，了解學生國中三年總結性學習成效。透過三年

形成性、持續性的校內評量檔案，及國三畢業前的總結性會考評量結果，兩者相輔相成，除了讓教

育主管機關確保國中教育階段學生學習品質，也讓學生能了解自己的學習能力與成效，以利協助學

生進行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的適性輔導。 

 

八、附錄--會考與特招寫作試題 

(一) 

寫作提示：理想的校園，能提升學習的興趣。不管是購置充足的音樂、體育器材，加強五育的均衡

發展；還是規劃趣味盎然的生態走廊、特色教室，營造更有吸引力的學習空間；或者是推動自選課

程、自訂作業，提升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如果有機會寫一封信給校長， 

你會提出什麼樣的建議，讓學校成為更適於學習的環境？又會如何說服校長，讓他接受你的意見？  

請寫一封信給校長，針對「如何讓學校變得更好」，提出你認為最重要、可行的建議，並充分說明原

因，嘗試說服校長接受你的意見。 

※不需書寫題目，文章請以「親愛的校長」為收信者開頭，信末一律署名「 一個關心學校的學生」  

※不需使用其他書信結構（敬語、問候語、日期……等）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 103年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試規劃手冊各科示例說明 

(二)題目：我所知道的           

說明：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寫下他在康橋的生活點滴，以及對康橋的獨特觀察與

喜愛，讓閱讀者不禁心生嚮往。你心中是否也有這樣一個地方？「它」曾帶給你什麼樣的特別感

受？請你以「我所知道的---------」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１．可以書寫特色的人、事、物等風土民情，作一篇精采的導覽 

２．可以分享你心頭獨有的美好景色、感動，由情意作深入分享 

３．別忘記視覺、聽覺、嗅覺等不同感官的描繪，可以讓「你所知道的」一切變得更加３Ｄ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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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讀者也彷彿身歷其境 

※---------內請填入「地名」，不限填入字數 

※務必於首行寫明題目，如：「我所知道的鹿港小鎮」   ※不可使用詩歌體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 103年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試規劃手冊各科示例說明 

 (三) 

請先閱讀下面兩篇短文：  

1.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就如同農夫收穫前必得要彎下腰桿，流下汗

水，做任何事，都必須要付出努力，才能達到目標。畢竟，兔子死在樹前這種事只會發生一次，如

果終日只想不勞而獲，只會讓人越來越散漫，終致自掘墳墓而亡。有的時候，我們或許無法立即嘗

到甜美的成果，但「努力付出」的能量，都在逐日積累，絕不會白費……  

2.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穫：付出並不等同於收穫，努力不可能都百分之百地實現我們的期盼，

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會發生的事情，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即使再努力，也

無法掌控一切，因此，如果沒有「天時、地利、人和」，努力可能沒有任何結果，努力只是增加成功

的機會而已，我們不應該過度期待，應該學會坦然面對、接受事實……  

許多事情都有正、反兩面，沒有一定的是非對錯，也各有其道理可循。請你仿照上述寫作方式，以

「國中生應該穿制服」以及「國中生不必穿制服」兩種角度切入寫作，各書寫一篇約 300字的短

文，加以闡述驗證。   ※需於文前分別標明主題：「國中生應該穿制服」或「國中生不必穿制服」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 103年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試規劃手冊各科示例說明 

(四)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 103年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試規劃手冊各科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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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寫作提示:每到學期末，老師會在成績單上用一些話語概括我們的表現，使我們更清楚自己的學習狀

況。如今，國中三年就要結束，除了老師在成績單上的講評之外，你對自己的國中生涯又有什麼樣

的評語呢? 

1.請先以四十字以內的文字，寫下最能概括你國中三年整體表現的評語。 

2.再寫一篇文章，就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闡述你為什麼如此評價自己的國中生活。 

資料來源:心測中心 103年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試規劃手冊各科示例說明 

 

(六) 

 

資料來源:103年特招語文表達試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