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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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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8 
考生：孫同學 

教師：謝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五)是臺灣某考古遺址中，同一文化層出土的四種石器。圖中何者

最適合作為判斷該文化層所屬時代的證據？ 

(A)甲 

(B)乙 

(C)丙 

(D)丁 

疑 

義 

內 

容 

1.第八題所謂「文化層」概念，在 108 學年度七年級南一版課本本文沒有(置於 P.99”牛刀小試”)。 

2.題意不明確，容易誤導為「哪一個石器的功能不正確」。 

3.同一文化層的四種”石器”，其用途僅能推測，正確答案雖為 C，但石器或也可以作為其他用途，除非是直接出土金屬器方才

明確。 

4.我認為此題的題義並沒有表達的很清楚，會使答題人不理解出題者的意思，影響作答。七年級的課本中也並未提到過文化層

的意思，也許會有人誤解，不確定文化層指的是一個時代還是其他？在不確定文化層定義為何的情況下，完全看不懂題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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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什麼。以上是我的疑義，謝謝！ 

說 

明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夠透過考古遺址出土的石器及其功能，判斷該文化層所屬的時代。題幹中直接提問「何者最適合作

為判斷時代的證據」，並無疑義者所提題意不明確及容易造成誤導的情況。根據題目中四種石器的說明，可知當時已能使用陶

罐、用火煮食、用石器錘擊物品、進行漁撈，而該遺址出土的砥石，在圖中已明確指出其功能為「用來磨利當地生產的鐵器」，

學生可藉此理解當地已經能夠使用並生產鐵器，進而判斷此一文化層屬於金屬器時代，相較於其他出土的石器，砥石最適合

作為判斷所屬時代的證據。至於石器是否具有其他用途，並不影響此題的作答。   

此外，檢視疑義者所提之教材版本，該版課本已於閱讀資料、圖片及測驗題中提及「文化層」，並沒有教材中未提「文化層」

的情況，學生透過研讀教材便能習得相關概念。只要融會貫通所學到的社會科知識，解讀圖中石器功能的相關資訊，即可作

答本題。本題最佳答案為(C)並無疑義，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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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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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25 
考生：江同學、黃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我國國會可對中央政府部分官員的人事提名案行使同意權，並在投票表決前，藉由提問來審查被提名人是否適任。根據我國

公職人員的法定職權判斷，下列哪一個問題的提問對象最可能是大法官被提名人？  

(A)如何提升違法官員彈劾案件的辦案效率  

(B)如何落實嚴謹審核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  

(C)我國仍維持死刑刑罰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D)公務人員的選才制度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疑 

義 

內 

容 

1.因最後一句「大法官被提名人」，容易誤解為提名大法官的人──總統，應在「大法官被提名人」中加入標點符號或補充，又

或者直接講大法官。且「大法官被提名人」一詞，課本從未出現，需到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才能查到，新聞也較少提到，反

而是”總統提名人”、”XX 提名人”(例如)，並不符合新課綱素養導向，所以建議此題送分。 

2.(1)國中未教過大法官是司法院提名。(2)C 選項讓人感覺是立法院(可修改法律)。故認為不合理。(C)選項會讓人覺得是在詢

問立法院，在加上國中並未提到大法官是司法院提名。故認為此題有誤。 

說 

明 

經檢視通過教育部審定之各版本社會科教材內容，皆有提及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本題題幹已告知，「我國國會可對中央政府部分官員的人事提名案行使同意權，並在投票表決前，藉由提問來審查被提名人

是否適任。」因此，本題問句中的大法官被提名人，應是前述國會行使人事同意權的人選之一，若學生能理解本題題幹所述

內容，應可以理解「大法官被提名人」是指被提名為大法官的人，不致誤解「大法官被提名人」之意。  

《憲法》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權，且大法官具有解釋憲法的職權，因此(C)選項中的提問內容屬於大法官

的職權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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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題選項(C)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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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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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33 
考生：江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開班會時，有些同學在玩牌、有些同學在吃東西，阿偉認為吵雜聲使他聽不清楚其他人的發

言內容，影響到他參與會議的權利。圖(十七)是當日班會的部分過程，阿偉應是在圖中哪一階

段要求主席處理上述問題？  

(A)甲  

(B)乙  

(C)丙  

(D)丁 

疑 

義 

內 

容 

如題幹，阿偉因有人吵鬧而聽不清他人發言，為”權宜問題”。他人在發言，表示當時可能在班級幹部報告，或提案討論，又或

臨時動議。建議題目應改成「在上述階段要求處理何種問題」，您這邊可能會回覆此圖流程已經發生、結束，但是這樣答案只

能選班級幹部報告。我認為答案有瑕疵，且影響作答。權宜問題不是過程，且無需附議。○1 康軒課本也未將權宜問題視為”階

段”，僅在下方補充○2 所以應除相去最遠”秩序問題”均給分。 

說 

明 

由圖(十七)可知，當日班會先是由主席宣布開會，再來進行班級幹部報告，之後有人提出了權宜問題，接續為提案討論，緊接

著有人提出了秩序問題，最後在臨時動議結束後宣布散會。如阿偉認為吵雜聲使他聽不清楚其他人的發言內容，影響到他參

與會議的權利，阿偉可提出權宜問題。 

至於提出權宜問題的時間點，在班級幹部報告結束後與進行提案討論前，若是這時候阿偉感覺吵雜聲再持續下去，會影響他

接下來參與會議的權利，此時阿偉可以提出權宜問題，希望吵雜聲能獲得處理後再繼續進行會議，因此情境屬合理安排。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A)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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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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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39 
考生：莊同學、辛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小強參加辯論比賽，辯論主題是「目前甲國社會尚未達到性別平等」，若他是站在正方的立場，須提出支持主題的論點，下列

四張關於甲國不同面向的統計圖，何者最適合小強作為強化論點的證據？ 

 

疑 

義 

內 

容 

1.答案(C)中，用家暴事件被害者的性別做為「社會是否尚未達到性別平等」的「證據」，不合理的原因如下： 

(1)家暴事件背後的原因是多樣化的，有些部分是與個人感情因素、性格、處理情緒的能力有關。我們在媒體新聞報導中也時

常看見「高學歷高社經地位」的女性受到家暴的新聞，她們通常並不是因為「社會的性別不平等」而承受家暴，許多是因為

感情因素或性格等其他問題。另一方面，受到家暴的男性往往會因為面子問題而隱忍不說，這張圖表無法呈現真實的狀況，

因此「單一性別的比例較高」並不能當成「社會未達性別平等」的證據，這中間仍有許多需要嚴肅討論的地方。 

(2)圖中所謂的「家暴」未明確定義，到底是肢體、言語、或其他行為的暴力並未明確說明；另外，僅有性別而未說明關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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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暴是否父母對子女？或是子女對父母？或是照顧者對長者/小孩？…等，以上常見家暴案明顯並非「性別平權問題」)，

圖(C)無法提供足夠的判斷也存在非常多明顯的另類可能。在現代的素養教育中，要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圖表做為此主題的論述

證明，似有不妥。 

而在其他選項如(D)中，受到照護為獲得資源，若以題目給的資料(男女比例)判斷，不同性別所獲得的資源有所落差，也可視

為性別平等問題。 

因此，若是思慮較密考慮較多的人，會認為圖(C)不夠嚴謹且家暴並非單純為兩性之間的關係，難以做為論述的證據，轉而考

慮其他選項(如上述(D)選項也符合定義)，造成答題時的困擾。此題應無「最適合」的答案(因為如上述，C 有不合理之處，而

若只以「男女比例差」來推論，則其他選項也各有其理)。 

2.家暴事件被害人性別比例女多於男，依該題題意及參考答案代表前述之意義為，若家暴受害者人數性別比皆為 50%即屬性

別平等？題目所述未達性別平等之定義與家暴被被害者及其性別有何直接的關係。詳細可否請心測中心說明。 

說 

明 

本題的試題設計，是希望學生能藉由分析不同統計資料，發現社會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處境。誠如疑義者所言，家庭暴力事

件的成因與樣態眾多，但其共同原因多是由於在家庭中的地位、權勢、體型、社經條件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的一方對於相

對弱勢者的壓迫。因此(C)選項呈現出甲國家庭暴力事件多數受害者為女性，顯示可能與該國社會多數女性在家庭中是處於相

對弱勢的一方有關。 

而疑義者所提因家庭暴力事件樣態多，因此無法推論其中的性別關係，但(C)選項呈現被害者多數為女性，顯示在家庭中的地

位、權勢、體型、社經條件等方面，存在對於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待遇，這類對於女性實施的家庭暴力行為，不管在上對下(父

母對女兒)、下對上(子女對母親)、水平關係(配偶間)中發生，都涉及性別平權問題。 

疑義者認為(D)選項呈現不同性別所獲得的資源有落差亦可視為性別平等問題。不過，長照服務有助人民維持有尊嚴的生存權

利，屬社會福利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享有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保障應是人民重要的基本權利，政府也應基於公平正義的原則，

盡量讓社會福利能提供給有需要的民眾；再加上(D)選項資料僅呈現接受長照服務個案的人數性別比例差異，無法看出投入資

源的多寡或不同性別間所獲得資源的差異，故較不適合用來解釋甲國社會的性別平等狀況。 

另有疑義者提問，是否家暴受害者人數性別比皆為 50%即屬性別平等？這應是對於性別平等概念的誤解，性別比例不同並不

代表就存在性別不平等，反之性別比例相同亦不代表就是性別平等，關鍵應在於對不同性別之間是否給予平等的對待或平等

的機會，因此不單只是從數字差異判斷是否性別平等，應是從不同資料呈現的性別差異，進而分析背後可能的原因，藉此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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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相關現象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的狀況。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C)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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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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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科 

41 
考生：周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二十一)是日本繪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圖，三種圖例代表與

日本三種不同關係。從圖中標示的圖例，可得知這是 1941 年底太

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世界形勢，最主要的判斷依據應為下列何者？ 

(A)英國和德國使用不同圖例 

(B)英國和美國使用相同圖例 

(C)朝鮮和日本使用相同圖例 

(D)德國和日本使用相同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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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義 

內 

容 

試題公布答案為(B)，但英國和美國使用相同圖例的情形也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故單以(B)選項為條件不足以判定為西元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之情形。是本題題意設計並非明確且亦使考生無從判斷該正確性為何，建議本題送分。 

說 

明 

本題在題幹中已明確告知圖(二十一)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世界形勢圖，學生只需要根據題幹的定義，理解美國在珍珠港

事變後加入同盟國陣營，最適合作為判斷此圖繪製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依據，並無疑義者所提題意不明使考生無從判斷正

確性的情況。而其他選項所呈現的英國與德國為敵對國、朝鮮為日本殖民地、德國與日本為友好關係，時間上皆早於太平洋

戰爭爆發，無法據以判斷圖(二十一)是否描繪太平洋戰爭後的情勢。至於英國與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關係，亦不影響

美國參戰最適合作為本題的判斷依據。本題最佳答案為(B)並無疑義，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