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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篇



從111看趨勢
共
4
2
題

語文知識9題

閱讀理解23題

文本評鑑10題

閱讀理解70%
文言比例30%

111會考國文科試題共有42題（去
年為48題），單題25題，題組題有
8篇（6篇白話文，2篇文言文）、
17題。其中，文言文12題，白話文
30題，「文白比」為2比5。



從111看趨勢
推論

自我提問

圖表組織

111（學年度）會考是第一屆適用108
課綱的會考，從各科考題來看，整體命題趨
近生活化、情境化，強調知識的學習是有用
的。簡單來說，在「素養導向」的命題趨勢
下，會考想要考得好，必須具備閱讀理解、
圖表轉譯、整合知識等素養才行。

國文老師建議，平日培養閱讀素養最簡
單的方法莫過於，把課內該讀的都讀懂，在
讀課文過程中學會閱讀理解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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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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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題—段落重點

摘要主題—作者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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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示範

會考題型



摘要策略



摘要策略

圈出主詞
/關鍵字
詞/畫線
主題句

整理 排列 摘要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01
關键詞

02
關键詞

03
關键詞

04
關键詞

這段文字的涵義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這段文字所表達的
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下列何者最符合
這段文字/作者的觀點？

這段文字
主要在描寫什麼？

會考題幹用語



1
這段文字的涵義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這段文字所表達的
意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下列何者最符合
這段文字/作者的觀點？

2
這段文字

主要在描寫什麼？

會考題幹用語



用摘要策略試試看
111



1臺灣原住民的布只有形制屬傳統或較現代的分別，
2像圓領的剪裁、鈕扣和棉布的使用等，都是受漢人的影響而來。
3泰雅族的貝珠鈴衣，是貝珠串底下加銅鈴裝飾，銅鈴也是和漢人
交易而來。
４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服裝，還出現以漢人棉布做底、日本布做袖口、
原住民圖案做主要裝飾的混搭法。

摘要主題--段落重點(說分句重點→概括段落重點)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1臺灣原住民的布只有形制(=_____)屬傳統或較現代的分別，
2(_______)像圓領的剪裁、鈕扣和棉布的使用等，都是受漢人的影響
而來。
3泰雅族的貝珠鈴衣，是貝珠串底下加銅鈴裝飾，銅鈴也是和漢人交
易而來。
４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服裝，還出現以漢人棉布做底、日本布做袖口、
原住民圖案做主要裝飾的混搭法。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摘要主題--段落重點(說分句重點→概括段落重點)

圖案
樣式

配件樣式



1臺灣原住民的布只有形制(=_____)屬傳統或較現代的分別，
2(_______)像圓領的剪裁、鈕扣和棉布的使用等，都是受漢人的影響
而來。
3泰雅族的貝珠鈴衣，是貝珠串底下加銅鈴裝飾，銅鈴也是和漢人交
易而來。
４日治時代的原住民服裝，還出現以漢人棉布做底、日本布做袖口、
原住民圖案做主要裝飾的混搭法。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摘要主題--段落重點(說分句重點→概括段落重點)

圖案
樣式

配件樣式
漢
人

日
人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摘要主題--段落重點(說分句重點→概括段落重點)

1臺灣原住民的布圖案分傳統或較現代。

2(原住民的衣服裝飾)常受漢人、日人影響，形成混搭風。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摘要主題--段落重點(說分句重點→概括段落重點)

1臺灣原住民的布圖案分傳統或較現代。

2(原住民的衣服裝飾)常受漢人、日人影響，形成混搭風。

(A)不同文化的碰撞，可融合並產生新的火花
(B)外來文化的入侵，讓在地的傳統文化日漸消失
(C)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影響了漢人與日本人的穿著
(D)觀察不同族群的服飾，就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



段落理解—摘要主題

• 評量學生在段落理
解中，能摘要段落
主題的理解能力。

• 關鍵詞：這段話/
這段文字/上文的
觀點、涵義、意旨。
這段話/這段文字/
上文主要在說。



摘要主題

段落重點



說分句重點 概括段落重點
摘要主題
段落重點

如何摘要段落重點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切句子 歸納重點

概括重點

找重點

圈重點

主要在說

說明重點

段落理解--
段落重點的教學步驟策略說明









換老師試試看

WHO?

WHAT?



摘要:鹽水溪右岸為荷據以來的舊聚落，溪畔有清領時期德記洋行，
向入海口望去，安平港外正是台江內海。



地理位置

歷史發展

城內外建築及功用

時空
背景

昔 熱蘭遮城遺跡

荷鄭對戰歷史



安平保有被荷鄭清
日治理的痕跡

作者繼續尋訪

今昔
對比

心得

安平保有被荷鄭清
日治理的痕跡



「以為攝影捕攫物象而加以複製便是寫實，是忽略了攝影和其他藝術
共通的創作元素：主觀的選擇。一旦必須通過人的意識選擇安排而呈
現，絕對的客觀便失去了意義。」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會109-28】【0.50】

(A)客觀的寫實是攝影和其他藝術共通的元素
(B)攝影藝術所追求的終極境界是絕對的客觀
(C)個人喜好不同，欣賞攝影作品的角度就不同
(D)攝影被視為創作，必然具有主觀意識的安排※



「(如果你)以為攝影捕攫物象而加以複製便是寫實(的話)，

是忽略了攝影和其他藝術共通的創作元素：主觀的選擇。

一旦必須通過人的意識選擇安排而呈現，絕對的客觀便失去了意義。」
這段文字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會109-28】【0.50】

(A)客觀的寫實是攝影和其他藝術共通的元素(主觀的選擇才是攝影和
其他藝術共通的元素)
(B)攝影藝術所追求的終極境界是絕對的客觀(若通過意識選擇安排，
絕對的客觀便會失去意義)
(C)個人喜好不同，欣賞攝影作品的角度就不同(此文是在說創作者非
欣賞者)
(D)攝影被視為創作，必然具有主觀意識的安排※



「學書之法，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
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這段話的寫作用意，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會108-19】【0.68】

(A)說明學習書法的不同階段與進境※
(B)強調練習書法時要有正確的心態
(C)提醒常人不應追求艱難的書法技巧
(D)指出書法的最高境界在於標新立異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1.學書之法，初學分布，但求平正；

2.既知平正，務追險絕；

3.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4.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



切句子 找重點 歸納重點 主要在說

1.學書之法，初學( 字體結構 )分布，但求(字體)平正；

2.既知平正，務追(字體)險絕；

3.既能險絕，復歸(字體)平正。

4.初(求平正)謂未及，中(追險絕)則過之，後(歸平正)乃通會。



摘要主題

作者看法/意旨



找出主題句 說出看法
摘要主題
作者看法

如何摘要作者看法/意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切句子 整理重點

釐清主題句

找重點

圈主題句

作者看法

說作者看法

段落理解--
作者看法的教學步驟策略說明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切句子 整理重點

歸納重點

找重點

圈重點

作者意旨

作者的言外之意

段落理解--
作者意旨的教學步驟策略說明



「閱讀」是最適合一個人進行的行為，毫無落單的疑慮，它要求靜默，
摒除和人交談的需求。我在圖書館，拿起書，坐定在某一處，沉入書
中世界。在此，我不再是被他人拋下的，是我選擇背對那些喧譁。
一開始僅僅是裝模作樣，但我漸漸發現，手中捧讀的，往往是其他質
數的孤獨。這一冊冊的創作，使我瞭解到，在廣漠人世裡，不只我是
落單者，正如37後面有41，101前面有97。身為質數，在數列裡，我
們無法緊挨著取暖，總是隔著許多無法理解我們的他人，但那孤獨正
是因為身具的奇特性質而來。(對孤獨做了新定義)
那麼，我，與其他親愛的質數，難道不正因此是特別的？於是才終於
相信，自己不是被除法剩下的那孤絕丁零的餘數，而是個不需他人合
成的質數。(有自身的價值，不需要靠他人)
後來，我體認到這些同為質數者，是以寫作面對自身的孤絕、痛苦，
且彷彿因此得到救贖。同時，也正因其出眾的書寫，寫定了自身價值。
我驚喜地發現，那不會離開自我的「一」，能與自身緊緊相繫的，原
來正是「寫作」。

（徐孟芳〈質數〉）



質數

(除了一和自己以外，
無法被其他數整除)

隔著其他數

無法理解我們的他
人

孤獨

不是除法剩下的餘
數

不需他人合成

不會離開自我的
「一」就是寫作

閱讀最適合一個人，
因為可以背對喧譁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的觀點？【會110-36題組】【0.73】

(A)孤獨是一種救贖(寫作是一種救贖)
(B)藉由寫作可以肯定自我※(寫定了自身價值)
(C)閱讀使人感到更加孤獨(是我選擇背對喧譁)
(D)不受他人干擾才能專心創作(面對自身的孤絕才能出眾書寫)



所謂的「歷史」，是「過去人類的所有活動」；而所謂的「歷史學」，是
「從史料（包括文獻、考古）所能復原過去人類的所有活動」。從各種史料中，
不斷進行研究和比較，逐步接近真實，這就是歷史學的本色，也是歷史學家所從
事的工作。因為這世上從來無法得到「真實的歷史」，我們所能得到的只有「歷
史的真實」。

有人問：「《史記》中那麼多私人對話，太史公是如何得知？」基本上，古
人記載事情許多沒有附上出處，但不代表前人所記都是捏造。太史公如何得知前
人的對話，因為在他之前的人是這麼記載或傳說的。若不能找到更可靠的證據，
那就只能選擇記載下來，頂多寫下可能的疑點，留給後世的史學家再來研究。

歷史學講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從許多《史記》的內容來看，太史公
所記都有其根據。有些他根據的史料，今日還能見到，可以驗證這一點。只是太
史公時代的書籍，已經有太多亡佚，因此有更多的記事，今天已經無法得知出處
為何。我從不認為《史記》上的記載「絕對」可信，但若你不相信古人所記的史
事，請拿出更可靠的證據。唯有如此，歷史學才能不斷進步，不致流於虛無的懷
疑。

（改寫自呂世浩《帝國崛起：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2》）



比較 歷史 歷史學

定義 過去人類的所有活動 從史料所能復原過去人類的所
有行為

解讀 無法得到真實的歷史 從各史料進行研究，逐步接近
歷史的真實

舉例 太史公所記都有其根據，今日尚存的史料可以驗證，亡
佚的則無從考證，但可提出疑點，並請拿出更可靠的證
據。

觀點 歷史學要進步要靠證據，而非虛無的懷疑



本文的觀點與下列何者最接近？【會109-40題組】【0.72】

(A)「歷史」的研究是為了追求「歷史的真實」※
(B)「歷史學」不斷進步可得到「真實的歷史」(世上從來沒有真實的
歷史)
(C)史書記載絕對可信，不容後人缺乏實據的懷疑(可提出疑點)
(D)為了增加史書的可讀性，作者多半會虛構情節(雖沒有附出處，但
不代表前人都是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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