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表 

科別 試題題號 資料提供者 疑義性質 決議 

寫
作
測
驗 

1 

考生：陳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無公平性疑慮 

試
題
內
容 

請先閱讀以下資訊，並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文章: 

 
若參考上述「青銀共居」的事例，思考高齡化社會的相關議題， 

你對年輕人與銀髮族的互動或相處模式，有什麼期待?請就你與年長者 

的相處經驗，或生活周遭的觀察，表達你的感受或看法。 

 

※文章不必訂題目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疑
義
內
容 

考題:高齡化社會相關議題已說明為青銀共居好家哉，為何又說明不必訂題目?有故意混淆考生的嫌疑，讓人無所適從。 

另外，青銀共居，高齡化議題和國中生的生活相差甚遠，難以發揮，又身處小家庭長大，並無和長者共居的經驗，對此題材不知如何下手。

針對此次考題命題太過偏頗，令學生無法適當發揮語文之美提出嚴重質疑，懇請出題中心勿讓此題太過新穎的題目和出題方式影響考生的成

績和表現。 

說
明 

疑義者認為試題已說明「青銀共居好家哉」為討論議題，卻又說明「不必訂題」造成考生混淆，影響作答。 

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試題採「引導式寫作」，過去試題透過「說明文字(圖表)」搭配「粗黑體寫作題目」以完整呈現題意，本試題則透過「說

明圖表」搭配「粗黑體寫作任務（你對年輕人與銀髮族的互動或相處模式，有什麼期待？）」呈現，對考生所能發揮之引導功用與過去一致：

試題皆透過粗黑體文字（題目或寫作任務）清楚揭示寫作要求，而「不必訂題」給予考生更寬廣的寫作空間，「訂題與否」亦不影響得分；

試題同時以「說明文字(圖表)」協助考生審題、提供寫作素材，無論考生聚焦「青銀共居」或由此觸發其他書寫，皆屬合題。此外，題本封

面、試題下方，皆已提醒考生：不必訂題目，不致造成混淆、影響考生權益。 

 

又，疑義者認為此議題「和國中生的生活相差甚遠，難以發揮；身處小家庭長大，並無和長者共居的經驗，對此題材不知如何下手；考生無

法適當發揮語文之美」。 

但「高齡化社會」之概念，就字面而言不難理解，而在國中各版本社會科內容中，也都有提到臺灣人口結構改變、日趨高齡化的現象，以及

家庭功能改變、推動老人福利政策等相關論述，議題貼近生活學習經驗，若考生確實經過國中三年課程學習，都可以理解此概念，在最基礎

的入門審題上，應該沒有疑慮。 

本試題結合特定社會議題，但寫作重點的「有什麼期待」，不預設任何答案、立場。「常與長者相處者」可以直接用親身經歷作為材料，而身

處小家庭、缺乏和長者共居經驗者，除了可以用示例中「青銀共居」的生活模式，為現成素材寫作外，還可以敘寫對生活周遭的觀察，甚至

對照自身少與長輩互動的經驗，提出疑惑、進行辯證思考。寫作方向、材料，或許和「常與長者相處者」不同，但並無高下之別，最終級分

端視個人寫作能力表現，「經驗多寡」並非影響級分的絕對因素。寫作內容可以著重經驗、強調敘事描寫，也可以著重思考、記敘議論兼採，

因此無論抒情或議論之美，皆可發揮，同過往試題一樣能清楚檢視考生遣辭用字的語文表達能力，展現語文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