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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補考）試題說明 

臺師大心測中心 6/5/2022 

 

    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教育會考）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中「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

適性輔導及品質提升方案」的一項重要配套措施，其測驗目的旨在檢測國中畢業生的學力表現，一

方面可協助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了解國中畢業生的學習品質，另一方面也可作為國中端與高中端適

性輔導及因材施教的參考依據。今年教育會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防疫措施，於 6 月 4、5

日實施補行考試，考試科目包含國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其中英語科分為閱讀

與聽力兩本試題本，分兩階段測驗。為達最佳測量結果，考量測驗題型的優點與限制，各考試科目

之題型以選擇題為主，非選擇題為輔，除了數學科非選擇題及寫作測驗之外，其他試題均為選擇題

型。 

為能有效檢測學生學力水準，教育會考（補考）各科試題皆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不僅有評量重要知識的「學科基本能力題」，也

有連結日常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的「情境題」。為維護測驗的公平性，各科試題皆經過今年國

中畢業生使用之部審通過教材的檢核程序，以避免考生因教材版本的選用不同而產生作答差異。 

國文科第 1 題，評量常用字的字音；英語科閱讀試題本第 6 題，評量連接詞的概念；數學科第

1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坐標的意義；社會科第 11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覺察公平正義行為；自

然科第 3 題，評量學生是否了解常見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前述試題都是評量學生是否記憶

或理解學科的重要知識，屬於「學科基本能力題」。 

國文科第 10 題，素材為一張戲劇公演宣傳海報，評量學生應用文本的能力；英語科閱讀試題

本第 22 題，以農場徵求打工換宿者的傳單為素材，評量考生掌握文本作者目的的能力；數學科第

11 題，以觀光工廠統計參觀民眾人數的情境，評量學生判讀統計圖表的能力；社會科第 34 題，以

電影片影片級別區分的規定為素材，藉由對法規內容的解讀，評量學生推論的能力；自然科第 37

題，以貼近真實生活的聽力檢查表，評量學生圖表轉譯的能力。前述試題取材著重考生學校學習與

生活經驗的結合，透過真實情境脈絡進行提問，引導學生思考、探究課堂所學與生活之關聯性，屬

於「情境題」。這類試題在題幹或選文中提供較多的資訊，學生需解讀資訊以探究相關議題，為避

免部分篇幅較長的試題增加學生的整體閱讀負擔，各科以調整單題與題組比例、調降總題數等方

式，維持試題本的總字數與往年相當。 

至於寫作測驗，透過情境的討論，引導學生進行主客觀的反思與辯證：偏心是什麼感受？偏

心如何產生？偏心該如何判斷？人有可能完全不偏心嗎？當偏心無從避免，我們該如何看待與思

考？偏心只是負面感受嗎？有無其他層面的意義？藉由偏心的多層次思辨空間，形成討論性的廣

度面向，協助學生澄清價值、建立信念的深度思考，同時培養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之能力，連結

個人感受與思考，呼應現代公民所需的「多元思辨與識讀能力」；亦能讓善於感受抒情或理性思辨

不同傾向的學生，能在主客觀互為影響的寫作情境中，都能有發揮的空間，讓敘事、描寫、說明、

議論的寫作方式，也能得到開展的面向。 

此外，為彰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將議題的精神與價值適切融入教育」的理念，部

分試題嘗試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十九項議題為取材。例如，國文科第 3 題介紹「傷癒野

生動物放生」，呼應環境教育議題；英語科閱讀試題本第 38～40 題，以西班牙境內巴斯克語因強人

佛朗哥高壓統治而遭禁的歷史為素材，呼應人權教育議題；數學科第 24～25 題，介紹綜合溫度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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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與熱傷害風險等級，呼應安全教育議題；社會科第 40 題，以我國對同性婚姻的保障，呼應性

別平等教育議題；自然科第 32 題，由所提供之數據，判斷不同成分比例天然氣燃燒的熱值、碳排

放量多寡關係，連結能源教育議題。 

作為國中畢業生學力檢定機制，教育會考以標準參照的計分方式，將各科評量結果分為「精

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等級，寫作測驗分為一級分至六級分。為能精確區分學生能力表現，

今年教育會考（補考）各科難度以「難易適中」為組題原則，試題平均通過率約為五成至六成。試

題的評量目標與判定能力等級標準有關，例如，國文科第 18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分析、比較不同

文本的內容；英語科閱讀試題本第 4 題，評量 be 動詞簡答的用法；數學科第 13 題，評量學生是否

能利用未知數表示情境中的數量關係；社會科第 22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辛亥革命造成的轉變；

自然科第 15 題，評量學生是否理解聲音的神經傳導，透過理解電子耳的輔助示意圖，做出正確的

神經傳導途徑。依據各科的能力等級標準表現描述，答對前述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在該科被歸

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為考量考試公平性，今年教育會考正式考試與補行考試在整體試題的鑑別度與難易度分布上趨

於一致，且各科評量的內容向度相仿，可視為複本測驗。因此，補行考試結束後不另外召開標準設

定會議，由本中心採心理計量分析技術連結兩次測驗之結果，並於諮詢測驗專家意見後公告補行考

試各科等級通過題數或分數。 

    如果考生對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各科試題有疑義，可於 111 年 6 月 06 日上午 8 時起，至

下午 5 時止，依簡章所列方式，將疑義問題傳真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

心，傳真號碼為(02)8601-8310，詳情請參閱簡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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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試題說明 

壹、國文科 

一、 命題依據 

教育會考國文科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國語文」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

表現與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透過選擇題的形式，評量學生的語文知識、閱讀能力與語文素養。學

生只要在國中三年內正常學習，不論使用哪一版本均可作答，無須習讀所有版本。 

二、 試題本結構 

111年教育會考（補考）國文科試題，皆為四選一的選擇題，第1～26題為單題，第27～42題為

題組，共計42題。題本結構如下： 

題型 題數分配 

單題(共 26 題) 

語文知識 8 

文意理解 13 

文本評鑑 5 

題組(共 8 組 16 題) 

語文知識 0 

文意理解 12 

文本評鑑 4 

單題＋題組：共 42 題 

三、 試題特色 

111年教育會考（補考）國文科試題依據國中生應有的閱讀程度廣泛取材，評量學生各層次的

語文能力。除針對基本、重要的學科概念命題外，並以閱讀能力為核心，著重句段篇章的理解與賞

析，同時透過試題的設計，適切結合情境，評量學生應用文本概念的能力。 

(一) 文本內容多樣 

1. 兼具各種主題： 

在白話方面，第 31～32 題組，取材自魯迅〈夏三蟲〉，以諷刺筆法針砭人性之惡。

第 37～38 題組，引用科普文章，說明行事拖沓可能與杏仁核的大小有關。 

    在文言方面，第 25 題取材自劉向《說苑‧正諫》，藉泄冶與曹羈的遭遇，說明危身

固諫並非明智之舉。第 41～42 題組，取材自張鷟《朝野僉載》，多處描摹唐太宗的情緒

言行，生動呈現其人格性情。 

2. 部分素材呼應 19 項議題： 

    第 3 題介紹「傷癒野生動物放生」，可呼應 19 項議題中的「環境教育」。第 27～28

題組，取材自阿潑〈越南：日久他鄉是故鄉〉，文中傳達對於新融入的群體與文化，應

給予適當尊重之意，可呼應 19 項議題中的「人權教育」。    

(二) 文本形式多元 

    部分試題的素材適度結合圖表形式，貼近學生所觸及的閱讀環境。第 2 題、第 10 題以宣

傳海報的方式呈現，評量學生應用文本的能力。第 6 題將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大致歸納為一張圖

表，讓學生判斷分類的原則為何。 

此外，亦有將主題、題材或觀點相近的文言、白話作品並列比較的試題。第 18 題取材自

李商隱、余光中的〈霜月〉，第 39~40 題組取材自鄭燮〈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信後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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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梁實秋〈鳥〉，讓學生分析、比較不同文本的內容。 

(三) 部分試題結合情境，評量應用能力 

    部分試題的素材來源或選項設計，適切結合生活情境，評量學生應用文本的能力。第 2

題、第 10 題的素材分別為大胃王比賽、戲劇公演之宣傳海報，並根據海報內容設計與該情境

相關的選項，評量學生是否能應用文本內容做出判斷。 

四、 能力等級表現描述與試題示例 

◎精  熟：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能深入的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與形式，並能

適切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基  礎：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大致能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與形式，並

大致能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待加強：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相關的語文知識，僅能有限的理解、評鑑各類文本的內容與形

式，並有限的統整應用以處理問題。 

 

〔示例一〕 

25.「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

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何者最符合作者的觀點？ 

(A)進諫不被採納仍危身固諫，非明智之士* 

(B)肯定泄冶以死進諫之舉，終於感動國君 

(C)賢者居高位不敢危君，處下則隨遇而安 

(D)《春秋》序義稱道曹羈與曹君兩者俱賢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作者的觀點。引用素材取自劉向《說苑‧正諫》，篇幅較長，屬於

複雜的文言文本。在選項的設計上，皆扣合文本的字面設計，具有誘答力。學生必須先深入

理解文本內容，再進一步分析作者透露的觀點，釐清選項的差異後，方能選出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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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18.  

 

 

 

 

 

 

 

 

 

 

關於這兩首詩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兩詩皆以嬋娟來表示美好的姿容* 

(B)兩詩皆明白寫出霜月互鬥的結果 

(C)乙詩清楚標示季節，甲詩則無法判斷 

(D)乙詩寫出霜、月間的對話，甲詩則無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分析、比較不同文本的內容。引用素材取自李商隱、余光中的〈霜

月〉，余詩自李詩變化而來，二者皆以充滿想像的擬人手法描寫霜、月互鬥，屬於略微複雜

的文本。在選項的設計上，皆扣合兩詩內容設計，具有誘答力。學生只要具備基本的閱讀

能力，仍可自選項中找出答案。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示例三〕 

2.  

 

 

 

 

 

 

 

 

根據這張海報，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小明是社員，只要準時出席繳交參加費就可比賽 

(B)小華是非社員，全程參加比賽，就能退回參加費 

(C)小敏在結束鈴響起時仍繼續取食，遭沒收保證金* 

(D)小泰和小武同樣累積最多空盤數，直接並列冠軍 

＜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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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文意。引用素材為一張大胃王比賽海報，貼近生活，用語平易，

屬於簡單的文本。學生只要理解文本內容，即可自選項中找出答案。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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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語科 

一、命題依據 

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包含閱讀及聽力試題，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

域－英語文」第四階段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試題編寫以綱要所附參考字彙表之基本

一千兩百字為主，並重視真實、自然的語言使用情境，評量核心、重要的概念，而非繁瑣片斷的

記憶，試題取材則呈現多種體裁及主題。整體而言，考生只要正常學習，培養英語閱讀及聆聽的

能力，不論使用哪一版本的教材，均可以作答，無須習讀所有版本。 

二、試題本結構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測驗包含閱讀及聽力兩題本：閱讀題本第 1～21 題為單題，第

22～43 題為題組，共計 43 題；聽力題本全為單題，共計 21 題。兩題本結構如下： 

題本 題型 測驗內容 題數分配 

閱讀題本（四選一） 

（共 43 題） 

單題 
字彙 10 

語法 11 

題組 
篇章理解 19（7 篇） 

克漏字 3（1 篇） 

聽力題本（三選一） 

（共 21 題） 
單題 

辨識句意 3 

基本問答 8 

言談理解 10 

三、試題特色 

(一) 閱讀題本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閱讀試題的組成反映教學現場的建議，增加學科基本概念

的單題，評量基礎字彙與語法，比例各半。題組組成延續以往英語科試題在體裁與題材的多元

選擇，除了短文、對話等一般常見體裁外，也涵蓋傳單、信件、流程圖、旅遊廣告與報導

等；內容取材則包含農場打工換宿、全球暖化、二手書販賣、古城導覽、商業廣告進入校

園、巴斯克語興衰、童話故事魔法帽等。試題涵蓋十二年國教課綱的重要議題，如環境教育

（第 24-26 題）、人權教育（第 38-40 題）等。另外，試題反映核心素養條目強調的系統性理

解與推演能力，除了均衡評量各種重要的閱讀次能力，如擷取大意（第 24 題）、指出細節（第

31 題）、猜測字義（第 37 題）、推敲文意（第 27 題）等，也評量了學習表現中新增的條目，

如敘述者的觀點、態度及寫作目的（第 22 題）等，呼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的精神。 

(二) 聽力題本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聽力試題反映教學現場的建議，增加第二部份基本問答試

題的比例。試題組成反映核心素養條目強調的日常生活溝通互動能力，以簡易的日常語句及短

篇生活言談為主，內容包含詢問許可、感謝邀約、關心慰問等日常社交應對；題材則包含電

影院場次座位問題、浴室漏水修理、新書介紹、火車車上廣播等生活經驗。試題呼應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重要議題，如多元文化教育（第 17 題）。試題涵蓋言談重要的元素，如言談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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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 12 題）、言談發生的場合（第 13 題）、言談者的意見（第 14 題）等；言談的類型除

了日常生活對話外，也包含公共廣播等簡短說明（第 21 題），反映十二年國教課綱在語言能

力（聽）的學習表現中強調學生應理解的語音內容。 

  如此試題設計旨在強調英語不只是一門考試科目，更是生活溝通、情感表現、新知獲取

及意見傳達的工具。此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所載明「英語文課程除了語言知識的

學習與語言技能的培養，更應重視語言的使用。……藉由英語獲取各個領域的新知，增廣見

聞。除了學習語言知識與技能以及他國文化，課程內容也應涵蓋學習方法與策略，以發展學

生的自學能力，為未來的終身學習奠定基礎。」之理念一致。 

四、能力等級表現描述與試題示例 

(一) 閱讀 

◎精 熟：能理解所學字詞的常見語意、常見的句型結構，及簡易文本的篇章結構。能理

解生活或社會議題、時事或新知、個人經歷或想法等主題，且敘述稍長、脈絡

清楚分明的文本；能指出文本的主旨、結論、清楚陳述的敘述者態度或立場等

重要訊息；能過濾及綜合文本訊息做推論。 

◎基  礎：能理解所學字詞的基本語意、基本的句型結構，及簡易語句的語意或語法連結。

能理解描繪生活周遭人事時地物等貼近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主題，且敘述淺顯

直白的文本；能提取文本中明確陳述的重要訊息。 

◎待加強：僅能理解少數所學字詞的基本語意或基本的句型結構，僅能有限地理解簡易語

句的語意或語法連結。僅能有限地理解少數描繪生活周遭的人事時地物等貼近

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主題，且敘述淺顯直白的文本；僅能有限地提取文本中明

確陳述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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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36. What does the reading say about in-school ads? 

(A) In-school ads help students learn something about business. 

(B) It costs less to put ads in schools than in other public places. 

(C) Schools and parents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in-school ads.* 

(D) Students can get a better price on what in-school ads are selling.  

＜示例說明＞ 

1. 此篇短文探討商業廣告進入校園的影響。學生作答此題時，需理解並比較校方與家長各自對

商業廣告出現在校園的看法，推論出兩方對此現象看法不一（校方覺得有益；家長覺得有弊）。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閱讀能力被歸類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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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26. What does this mean?  

(A) Living in a better place.  

(B) Sending e-mails to the club.*  

(C) Changing our ways of living.  

(D) Making a wish list for the earth. 

＜示例說明＞ 

1. 此篇為環保團體給社會大眾的一封信。學生作答此題時，可從代名詞 this 的前一句「Please 

e-mail us pictures of the changes you see around you」得知此代名詞的指涉意涵。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閱讀能力被歸類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示例三〕 

4. Claire i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music, but her brother _____.  He enjoys sports 

(A) isn’t*    (B) aren’t    (C) doesn’t    (D) don’t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理解 be 動詞簡答的用法。本題語法結構清楚單純，上下文情境常見。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閱讀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二) 聽力 

◎基  礎：能聽懂與個人日常生活和周遭具體事物相關的簡短語句、問答及敘述直白的簡

短言談；能聽懂關鍵字詞，並指出言談的主題或情境等重要內容。 

◎待加強：僅能有限地聽懂少數與個人日常生活和周遭具體事物相關的簡短語句、問答及

敘述直白的簡短言談；僅能有限地聽懂少數關鍵字詞，僅能有限地指出少數言

談的主題或情境等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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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聽力試題以簡易的日常語句及短篇生活言談為主，旨在評

量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基礎」等級所描述之聆聽能力。學生只需透過經由部審通過之英語聽力

教材正常學習，即可作答教育會考（補考）英語科聽力試題。 

 

〔示例一〕 

光碟播放時所聽到： 

第 12 題 

M: Uh-oh! 

W: What’s wrong? 

M: I can’t see.  The guy in front of me is too tall.  Let’s sit somewhere else. 

W: We can’t.  Don’t you see that the other seats are all taken?   

M: But all I can see is the back of the big guy’s head.  Why did you pick this time?  

W: You wanted to see the six o’clock one!  I wanted the eight o’clock one, remember?  

M: I didn’t know we’d get such terrible seats! (a bit louder) 

W: Shh!  Don’t be so loud.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Question: Where might they be?  

題本中所看到： 

第 12 題 

(A) On the bus. 

(B) In the theater.* 

(C) In a clothes store.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聽懂簡易的對話，判斷言談的地點。此題為電影院觀眾的對話，討論

買到的電影場次座位很差的問題。學生可從對話內容中的“Why did you pick this time?”，

“You wanted to see the six o’clock one!  I wanted the eight o’clock one, remember?”，以及

“Shh!  Don’t be so loud.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得知對話的男女在電影院裡。 

2. 此聽力試題情境單純、句構簡單、訊息清楚明確，且答題線索不只一個。 

3.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類為「基礎」等級的機率較高。 

 

〔示例二〕 

光碟播放時所聽到： 

第 11 題 

When is the next bus to Taipei? 

題本中所看到： 

第 11 題 

(A) In 10 minutes.* 

(B) It’s going to Taipei. 

(C) I think it’s the nex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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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聽懂字句基本語意並掌握簡易的生活應對。 

2. 此類型聽力試題為單一來回的基本問答，句構簡單、訊息清楚明確，學生只要理解問句中

的 when 旨在詢問時間，即可作答。 

3.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示例三〕 

光碟播放時所聽到： 

第 3 題 

The dog jumps up on the girl and she smiles. 

題本中所看到： 

第 3 題 

(A)                      (B)*                    (C)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聽懂字句的基本語意。 

2. 此類型聽力試題為單句，句構簡單，學生依據所聽到 jumps up on her 和 smile 等字詞即可

選出相對應的圖片。 

3.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英語聆聽能力被歸類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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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學科 

一、命題依據 

教育會考（補考）數學科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評量國中畢業生的數學能力。其中試題所涉及之學習內容皆已進行版本

檢核，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能力，皆足以作答。 

二、試題本結構 

111年教育會考（補考）數學科試題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25題選擇題，第二部分為2題非選擇

題，共27題。評量能力的題數分布如下： 

題型 測驗內容 題數分配 

選擇題(共 25 題) 

概念理解 7 

程序執行 4 

解題應用 8 

分析思考 6 

非選擇題(共 2 題) 
解題應用 1 

分析思考 1 

選擇題＋非選擇題：共 27 題 

三、試題特色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數學科試題避免特殊、繁瑣的解題方法，以核心、重要的知識與能力

為評量重點，其試題特色說明如下： 

(一) 題型納入非選擇題，評量學生表達解題過程與思維的能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重視數學溝通能力的培養。數學科試題納入非

選擇題型，評量學生表達解題過程與思維的能力，強調數學溝通的重要性。此次測驗有 2 題非

選擇題，第 1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認識直角坐標的意義，並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學

生作答此題時，須理解情境中的遊戲系統所使用的坐標系統及其運作模式，以正確的坐標點和

路徑列出關係式，求得達成遊戲目的所須按方向鍵的次數。第 2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比例式

與反比的概念，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推論數量間的關係。學生作答此題時，須掌握拍攝時經過

的時間長度與縮時影片的長度之間的比例關係，並透過推論及算式說明進行縮時攝影時可調整

的變數間的反比關係。 

(二) 題材貼近真實生活，著重數學知識的實用性。 

試題取材貼近真實生活，呼應課綱強調將數學運用到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的能力。例

如，選擇題的第 11 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判讀生活情境中直方圖的資訊並回答情境中的問題，

試題採用觀光工廠統計民眾進出時間的情境，學生須判讀直方圖的資訊，並運用於情境中回答

特定時刻仍在工廠內參觀的民眾人數。選擇題的第 24～25 題，選文介紹了綜合溫度熱指數及

其數值所對應的熱傷害風險等級，回答第 24 題時學生需將各種溫度數值代入式子，求出綜合

溫度熱指數之數值並找出所對應的熱傷害風險等級，回答第 25 題時學生需將不等式運用於室

內運動場綜合溫度熱指數的變化，求出該運動場的自然濕球溫度至少增加了多少。 

 



14 

 

四、能力等級表現描述與試題示例 

◎精  熟：能分析問題情境中複雜、不明顯的數學訊息，並發展解題策略、應用數學方法或基

本的論證解決問題。 

◎基  礎：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能操作算則或程序，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明顯的數學訊

息，並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待加強：僅認識部分基本的數學概念，僅能操作部分的算則或程序。 

 

〔示例一〕 

20. 有一個二次函數 ( )y a x h k= − +2 ，其中a 、h、k為三數，且a  0。若此二次函數在

x = −101時， y值為0，在 x = 101時， y值大於0，則此二次函數在坐標平面上的圖形的

頂點在第幾象限？ 

(A)一* 

(B)二 

(C)三 

(D)四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利用二次函數圖形的對稱性質解決問題。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結合兩

個點的位置資訊與函數的對稱性質，判斷函數圖形對稱軸的位置，再利用圖形的開口方向

判斷頂點位置。此能力表現符合「精熟」等級能分析問題情境中不明顯的數學訊息，並應

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描述。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示例二〕 

13. 某協會舉辦會長選舉，共有甲、乙、丙三位候選人，投票規則為每人從選票上的三位候選人

中選出一人蓋一個贊成章，選出另外一人蓋一個反對章，符合上述規則的選票為有效票，不

符合則為廢票。開票後統計有效票中各候選人得到的贊成章、反對章個數，以及廢票張數，

結果如表(一)所示。根據投票規則與表中資訊，求 x y− 之值為何？ 

(A)−40  

(B)−20  

(C) 20 * 

(D)40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利用未知數表示情境中的數量關係。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察覺有效票中

贊成章與反對章的數量關係，利用未知數列式後回答題目所求。此能力表現符合「基礎」等

級能理解問題情境中簡單的數學訊息，並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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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1. 圖(一)為一坐標平面，若從坐標平面上的點 ( , )−1 2 出發，則下列哪

一種方式可以移動到點 ( , )−3 1 ？ 

(A)向左移動 3單位，向下移動4單位 

(B)向左移動3單位，向上移動4單位 

(C)向右移動4單位，向下移動3單位* 

(D)向右移動4單位，向上移動3單位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坐標的意義。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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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會科 

一、命題依據 

教育會考（補考）社會科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社會領域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評量學生接受三年國中教育後，是否具備應有的社會科能力。試題設計

避免瑣碎的知識，以基礎、核心及重要的內容為測驗重點。而這些試題所涉及之知識基礎皆已進行

版本檢核，確認只要讀通任一版本皆可作答，符合一綱多本的命題原則。 

二、試題本結構 

111年教育會考（補考）社會科試題，第1～43題為單題，第44～54題為題組題，合計共54題。

題本結構如下： 

 
單題題數 

(共 43 題) 

題組題數 

(共 4 組 11 題) 

題型 

文字題 19 8 

附圖題 12 3 

附表題 12 0 

附圖表題  0 0 

學習

表現 

項目 

覺察說明 13 8 

分析詮釋 21 0 

判斷創新  2 1 

問題發現  0 1 

資料蒐整與應用  7 1 

三、試題特色 

111 年教育會考（補考）社會科試題由淺而深，評量學生不同能力層次的學習成果，並力求知

識內容與實際生活經驗相連結。部分試題著重跨子科整合與資料解讀，學生必須具有統整和轉譯

所學知識的能力，方能作答。 

(一) 試題取材貼近真實生活 

試題取材貼近國中學生的生活經驗，旨在促使學習更具有意義，例如：臺灣的高速鐵路

路線、臺商對外投資的產業類別、臺灣鄉鎮的人口分布、臺灣的降雨在空間及時間上的分布、

臺灣各地的地名命名緣由、歷史劇的情節、協助視障者的導盲犬、市長選舉參選人受訪的內

容、臺灣的外籍移工政策、飼養螞蟻作為寵物的現象、電影片的分級審議及其規定內容、流行

歌曲的歌詞內容、同性婚姻的保障、海洋塑膠垃圾議題等內容，取材與學生切身生活經驗相結

合，試題內容兼具生活化及多樣性。 

(二) 試題取材跨子科整合 

為評量學生整合學習內容的能力，社會科試題包括跨子科整合單題 (跨地理、歷史二子

科整合，跨地理、公民二子科整合，跨歷史、公民二子科整合，如：第 37 題等)與跨子科整

合題組(如：第 49～51 題)。 



17 

 

(三) 評量概念重視資料掌握的適當性與正確性 

本次測驗使用許多的圖表呈現資料，著重學生解讀及轉譯圖表資料的能力，如：第 2 題等。

試題設計上提供足夠的答題訊息，重視學生解讀及轉譯圖表資料意義的能力，評量學生對資料

理解及掌握的程度。 

 

四、能力等級表現描述與試題示例 

◎精  熟：能廣泛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並能運用多元的社會領域知識探究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 

◎基  礎：能大致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並能運用基礎的社會領域知識探究人類生活

相關議題。 

◎待加強：能約略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學習內容，並能覺察相關訊息。 

〔示例一〕 

43.歐洲某國家的國名原意為「平原之地」，反映該國主要地形特徵，但也因

缺乏天然屏障，曾為強鄰占領、瓜分的對象。該國應是指圖(十二)中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示例說明＞ 

1.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了解歐洲的主要地形分布及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等多元知識，並加以

運用。 

 2.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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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22.圖(八)中甲、乙分別為兩個時期官方所

頒行的學校行事曆，每逢表中所列的紀

念日，學校須為學生講述相關歷史，來

養成愛國心。由甲到乙的轉變，主要受

到下列哪一事件的影響？ 

(A)辛亥革命* 

(B)戊戌變法 

(C)《馬關條約》簽訂 

(D)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示例說明＞ 

1.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轉譯圖片中的資訊，理解中國歷史上重大事件的影響。 

2.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示例三〕 

11.阿泉在餐廳外等候用餐時，看見店門口張貼一張「禁止寵物入內，導盲犬除外」的貼紙，他

疑惑視障者應該看不見貼紙，於是好奇地向店家詢問張貼貼紙的用意，店員說明這是為了提

醒其他客人，店內出現的狗是正在執行勤務的導盲犬，要請客人注意不要打擾牠。上述店家

的作為主要展現下列何項素養？ 

(A)增進公共利益 

(B)實踐公平正義* 

(C)重視環境倫理 

(D)維護善良風俗 

＜示例說明＞ 

1.此題評量學生是否能發覺社會中民眾所實踐的公平正義行為。 

2.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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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然科 

一、命題依據 

教育會考自然科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然科學領域第四學習階段的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評量學生在國中三年的學習後，是否具備應有的自然科學能力。試題設計以

基礎、核心及重要的概念為測驗重點，學生無論使用哪一版本教材，皆足以作答。 

二、試題本結構 

測驗內容 題數分配 

具備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 10 

科學資料的閱讀與理解 3 

解決科學問題所需的推論與應用能力 30 

進行科學探究活動所需的規劃、執行與數據分析能力 7 

選擇題(單題＋題組)，共 50 題 

 

三、試題特色 

(一) 重視科學探究能力 

為評量學生的探究能力，試題結合相關的探究活動等資訊。例如：第 4 題，藉由水族箱飼

養渦蟲，探討生活中的科學現象。第 26 題，以肥皂水檢測自來水、白開水等水的水質，評量

學生能否依據實驗內容與實驗數據，判斷水中鈣、鎂離子的含量多寡關係。題組第 42～43 題

藉由水面放置乒乓球如何影響蒸發的探究情境，評量學生分析數據及設計實驗的能力。 

(二) 融入生活情境 

試題著重在知識的靈活運用，結合生活中的素材或貼近真實的情境，使學生更易融入試題

情境，活用其所學應答。例如：第 12 題，以新竹米粉產業與當地的氣候條件，評量學生是否

能理解季風與迎風面、背風面的概念。第 37 題，以貼近真實生活的聽力檢查表，評量學生圖

表轉譯的能力。 

(三) 注重邏輯思考與推理判斷 

為評量學生邏輯思考與推理判斷的能力，試題設計上提供多元訊息，學生在答題時，需做

出合理的判斷或解釋。例如：第 18 題，藉由電路中燈炮不亮可能原因的推論，評量學生推理

判斷的能力。第 32 題，由所提供之數據，判斷不同成分比例天然氣燃燒的熱值、碳排放量多

寡關係。第 33 題，結合酵素的特性與澱粉液的濃度變化，評量學生是否能正確的推理出各試

管的環境溫度。 

(四) 評量基本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念 

除了上述特色之外，自然科試題仍重視基本的科學知識與概念，學生在答題時需具備相關

知識與概念。例如：第 1、2、3、11、14 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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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等級表現描述與試題示例 

◎精  熟：能融會貫通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探究能力解決需要多層次思考的問題。 

◎基  礎：能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並能運用探究能力解決基本的問題。 

◎待加強：能部分知道及理解學習內容。 

〔示例一〕 

35.將甲液體分次倒入空的 X 量筒、乙液體分次倒入空的 Y 量筒，逐次測量

液體與量筒的總質量，並記錄量筒中的液體體積，將數據繪製成圖(十九)。

若改將甲液體以分次方式倒入空的 Y 量筒，將總質量與液體體積的數據繪

製在同一張圖上，並稱之為「甲＂」，則此圖應為下列何者？ 

 

 

 

(A) *       (B)      (C)      (D) 

       

 

 

 

 

＜示例說明＞ 

1. 評量學生是否能知道，當所使用的工具改變時，物質體積和質量關係圖會如何變化。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精熟」等級的機率較高。 

 

〔示例二〕 

15.電子耳是可以協助聽覺受器有缺陷的人將聲音的訊號傳導至耳內的醫療器材，圖(七)為電子

耳經由導線傳導聲音訊號的示意圖，關於使用者配戴此器材聽聲音時的部分傳導途徑，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電子耳將電流轉換成聲波 

(B)聽覺受器將電流轉換成聲波 

(C)訊息由聽覺受器傳至運動神經元 

(D)訊息經由感覺神經元傳至大腦* 

 

 

 

 

 

 

 

 

受器又稱感測器 

圖(七) 

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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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理解聲音的神經傳導，透過理解電子耳的輔助示意圖，做出正確的神經傳

導途徑。 

2. 答對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基礎」等級以上的機率較高。 

 

〔示例三〕 

2. 當我們知道某個山坡地的岩層傾斜方向，還需要下列哪一項資料才能判斷該山坡地是否為順

向坡？ 

(A)此地是否發生過山崩 

(B)山坡坡腳是否被挖除 

(C)山坡的坡面傾斜方向* 

(D)岩層岩石破碎的程度 

＜示例說明＞ 

1. 此題評量學生是否知道何種地質情況稱為順向坡。 

2. 答錯此類型試題的學生，其能力被歸為「待加強」等級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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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寫作測驗 

一、試題形式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補考)寫作測驗採「引導式寫作」，測驗時間為五十分鐘，試題內容如下： 

 

 

請先閱讀以下資訊，並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文章。 

 

             
 

    當我們沒得到與他人一樣的待遇，「偏心」的疑惑在所難免。

但人際間的互動，不可能一視同仁；事物要均勻分配，總有各種困

難；偏心與否，也常因人、因事而有不同的判斷。請結合自己的經

驗或見聞，寫下你對「偏心」的感受或想法。 

 

 

※不必訂題 

※不可在文中洩漏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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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題評量依據與目標 

本試題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語文領域-國語文」國民

中學教育階段（第四學習階段）中，與寫作相關之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為命題依據。試題採引導式

寫作，以適當的訊息呈現題意、引導寫作，檢視學生是否能展現以下寫作能力： 

（一）能正確審題，依據題目或寫作任務，統整閱讀內容、配合語言情境，適當轉化材料以表

情達意。 

（二）能適當地組織材料、安排段落，並組織成篇。 

（三）能適當地遣詞用字，並運用各種句型寫作。 

（四）能使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及說服力。 

（五）能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從試題形式到寫作主題，亦都能回應新課綱所強調的期待：語文應是能運用於生活表達個人情

意的工具、是人際溝通互動的媒介，而不僅是課堂知識。 

三、命題理念 

追求公平正義的現代社會中，人際的互動、資源的分配，是否真的能做到完全的公平或平均？

始終是人們關懷的核心價值。 

「偏心」──是人在成長歷程中，普遍的心理感受：家庭中，可能覺得父母、長輩偏心；在

學校裡，可能覺得老師、同學或朋友偏心；社會上，也可能感到某些制度或規範的偏心。 

偏心可能是主觀的感受，會因人、因事而有不同的判斷；偏心也可能是客觀條件限制下的分

配問題。因為主客觀的交互影響，構成多層次思維辯證的空間。人際間的互動，我們會有親疏遠

近之別，不可能一視同仁，因而產生偏心的可能；事物也可能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比如不可分

割性、比例原則等），若要均勻分配，總有難以迴避之困難。 

試題透過生活化的情境（學校分配羽球場的開放時段所引起的討論），引導學生進行反思、辯

證：資源在客觀條件受到限制時，如何達到公平的分配？什麼樣的分配方式可謂公平？「齊頭式

平等」或「實質性平等」真的公平嗎？在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如何達到公平？除了客觀條

件之外，公平與否的判斷，是否也會受到主觀感受的影響？而題面上不採「公平」用字，而改以

「偏心」作為「不公平分配」的描述，可使議題不至於過於嚴肅，且「偏心」較屬於感受層面的

描述，應更能觸動學生生命歷程中的情感記憶與經驗，讓寫作者易於連結經驗入題。 

本試題與國中教育會考第一次寫作測驗試題具有可比較性，皆以「觀點闡釋或價值思辨」為

首要考量且作為書寫之重點，並藉由議題的多層次思辨空間，形成討論性的廣度面向，協助學生

澄清價值、建立信念的深度思考，同時培養語言溝通與理性思辨之能力，連結個人感受與思考，

呼應現代公民所需的「多元思辨與識讀能力」。而二題試題難易度與鑑別度相同、測驗之能力亦相

仿，惟在寫作範圍與內容上做出明顯區分。 

四、寫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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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以「新建羽球場的開放時間」為寫作情境，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但「球場」僅作為情

境設計，主要連結資源分配的主題，無論使用經驗多寡均不影響對主題的理解。因此，學生在取

材上，可闡述自己感到「偏心」的經驗、感受，亦可深入思辨「偏心」的原因、條件或影響，可

作正面或反面不同角度的價值思考與論述。抒情與知性兩種不同傾向的學生，都有表現的機會，

敘事、描寫、說明、議論在此題中皆有開展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