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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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考生：郭同學、鄭同學、馬同學、許同學、

程同學 

教師：柯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十)是二十世紀時，甲、乙二國領袖來往的信函，根據內容判斷，甲、乙二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甲：蘇聯、乙：東德 

(B)甲：西德、乙：美國 

(C)甲：美國、乙：蘇聯 

(D)甲：蘇聯、乙：美國 

疑 

義 

內 

容 

1.題幹敘述為二國領袖的來往「信函」，而圖中甲國領袖後加了「冒號」，且在書信的「框框中」，依書信格式，應視為「書信的

開頭稱呼」。如以下例子： 

●●公司： 

貴公司於今年…… 

上例的「●●公司」應為該例子裡的「貴公司」而非寄信人。 



因此，「甲國領袖」應視為「左邊」信函中的「貴國」；「乙國領袖」則為「右邊」信函中的「貴國」。故本題答案「甲」應為美

國；「乙」應為蘇聯。 

*關於「信末無署名」部分，可解讀為信函後半減省，且若有署名則會透漏答案。 

*倘若非書信開頭稱呼，應將「甲國領袖：」、「乙國領袖：」標示於框框外。 

 

2.從題目敘述當中，我們可以理解這是「信函」的往來，依信函格式來看，當中的「甲國領袖」應是寄信人對收信人的稱呼，

也就是，蘇聯對美國的稱呼，甲國即為美國，右旁信函亦是如此，因此，乙國為蘇聯較為恰當。若題目為二國對話，則(D)較

為合理，不過此為信函，因此我認為(C)是較適合。 

 

3.題目敘述圖十為甲、乙二國領袖來往的信函，圖十的左圖為 

甲國領袖： 

貴國針對我們提供…… 

可解讀為此為乙國領袖寫給甲國領袖的信函，如果題目本意為左圖是甲國領袖所書寫之信函，應做如下呈現，才不致造成混淆 

甲國領袖 

貴國針對我們提供武器…… 

，右圖亦然。此圖造成題意不清，又做答選項中有完全相反的二個選項，二者均可視為正確答案。 

 

4.題目上說圖(十)是甲、乙二國領袖來往的信函，同時呈現〝甲國領袖：〞在第一行後才在下面呈現書信內容，〝乙國領袖：〞

亦然，此呈現方式會讓考生認為是書信的截圖內容，因此左圖應為乙國領袖寫給甲國領袖的信函，右圖應為甲國領袖寫給乙國

的信函，故而判斷答案時會呈現完全相反的情況，而選項中又有完全相反的答案，可謂題意不清。 

 

5.我的視角是將左圖本身看成一封「信函」，一開始我的直覺也是要選(D)，但是後來檢查的時候，想到說不定是陷阱題，然後

又看到每張圖左上角皆是「●國領袖：」，符合信封的格式，應是填寫「收件人之稱謂」。由於左圖是蘇聯寫給美國的話，所以

我就選了美國，反之右圖則是蘇聯。 



 

6.根據「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冒號」，本試題之「甲國領袖：」應較貼近於「用於總起下文」中之「引語」或

「稱呼」。茲將兩種方法摘錄如下： 

（二）引語：1.孫中山先生說：「…」 2.俗話說：「…」 3.子曰：「…」 

（四）稱呼：1.父親大人膝下： 2.親愛的小朋友： 

「引語」所例之三個例子，在主詞後皆有—「說」或「曰」來明確表示其後下文為「出自」主詞。出題老師原意應為「引語」，

但在此試題中並沒有出現此重要關鍵字，反觀在「稱呼」之例子中，對長輩可在稱謂後加敬語，對晚輩則可在前面加上表達關

愛之描述。以本試題而言，兩國領袖屬於平等地位且關係不睦；故前或後都不需多加。因此，綜觀上述，「甲國領袖：」更符

合「稱呼」之用法，故答案應選「C」。 

說 

明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夠理解冷戰時期的重要事件。歷屆會考中以信函形式呈現的歷史科試題，稱呼收信者時，收件者及信

件正文皆會放在相同方格內，並以「致」字標示致函對象，例如 110年會考第 37題「致法軍司令：」、112年會考(大陸考場考

試)第 19 題「致雞籠島要塞長官：」、「致大員長官：」。而本題則是以明顯不同的色塊框格呈現信件書寫者及信件內容，亦未

標示致函對象，足以辨識左右兩圖分別代表甲國領袖與乙國領袖所寫的信函，並不涉及疑義者所提書信格式的問題。本題最佳

答案為(D)並無疑義，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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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考生：陳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圖(十五)呈現雲林縣某一環境災害在前、後兩個時期分布的變化，可以觀察出此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在後期有向某地區轉移的

現象，下列何項措施較有助於緩解此災害在後期最嚴重的地區持續惡化？ 

 

(A)提高自來水水費以減少用水 

(B)鼓勵在高鐵沿線改種省水作物 

(C)補助受影響居民墊高房舍與路基 

(D)限制臺鐵通過此路段的運量與班次 



疑 

義 

內 

容 

老師好，我是學生家長，請問是否可以詢問社會科考試第 28 題的疑義，該題義詢問雲嘉南因超抽地下水，致使地層下陷嚴

重，何者可以減緩災害的惡化？ 

答案為多種植省水植物。為此，我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並沒有一個正確的解決之道，因為省水植物到頭來也僅是相對減緩；

而工程學報也有提到高鐵減少班次，也可以相對降低震動引起的地層下陷幅度。所以，我想該題是否可以開放雙解？因為這

個還在討論與提出見解的題目，還沒有真正的定論，或許能夠給國中生一個思考的空間。謝謝各位老師，麻煩您們了。 

說 

明 

由圖中可以觀察到此環境災害為地層下陷，且最嚴重的地區由原本的沿海地區轉移至高鐵沿線，因此鼓勵在高鐵沿線改種省

水作物可以減少地下水使用量，進而緩解地層下陷在高鐵沿線持續惡化；由圖中可以看出地層下陷在後期並未轉移到「臺

鐵」沿線，因此限制「臺鐵」通過此路段的運量與班次無助於緩解此環境災害。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

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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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考生：蔡同學、鄭同學、廖同學 

教師：邱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我國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未來恐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危機。政府除了促進人口成長以減緩影響程度外，根據人力

運用調查資料顯示，2018 年時約有 150 萬的壯年人口，因須承擔無酬勞動而未就業，有學者建議可設法提高這些人參與市

場勞動的意願。根據上述內容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學者的建議之一？  

(A)延後高齡勞工的退休年齡  

(B)廣設優質平價的托育機構  

(C)增加中小企業的就業機會  

(D)健全國際志工的培訓制度 

疑 

義 

內 

容 

1.(B)廣設優質平價的托育機構， 雖然符合題目中前半段的敘述，但與學者提出的「增加壯年人口參與市場勞動的意願」相

差偏遠，(C)才與學者提出的才有一定關連(增加就業機會)，因此答案較可能為(C)。 

 

2.題目提及「除了促進人口成長以減緩影響程度外，...」，而答案(B)廣設優質平價的托育機構，此答案內容也可提高生育率，

促進人口成長，答案(B)在題目敘述「除了促進人口成長以外...」，即被判定錯誤，故此題是否無解？ 

 

3.題幹中提到少子化與高齡化未來恐面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政府除了促進人口成長亦提到壯年人口因承擔無酬勞動而未就

業。選項(B)只針對女性無酬勞動而言，並未涵蓋全部，因為目前台灣社會仍以女性為幼兒主要照顧者，但高齡需照顧長者

仍以子女為主，並無性別差異。而當這些無酬勞動者階段性任務結束後，要再重返職場再就業時，首先就會遇到企業歇業與



企業業務緊縮及工作場所對壯年人口比青年人口年齡稍長而受排斥與不友善對待。而現今社會不婚不生少子化最大因素是

經濟因素。高齡化導致壯年人口擔任無酬勞動力增加，勞動力相對不足。 

因此政府最迫切該做的是應從獎勵企業方式，讓企業願意增加就業機會，經濟穩定才會讓國民有結婚生子意願。為解決缺工

問題，增加勞動力，2024 年 1 月起，勞動部首度推出「壯年就業獎勵」及「中高齡雇用獎勵措施」，明年起搭配壯世代就業

獎勵，雇主和勞工都有獎勵。廣設優質平價的托育譏為次要，經濟穩定才能解決少子化問題。經濟不穩定，連生子意願都無，

此時廣設平價托育機構根本用不到。因此與題幹相符少子化與高齡化及勞動力不足等問題，故(C)選項為第一優先。 

 

4.家庭中之保護與照顧、從事家務、志工服務皆屬無酬勞動之範圍，因此題幹說明需承擔無酬勞動而未就業，此 150 萬人口

無法定義為題目中選項答案「B」-廣設托育機構，可能為社會上之無酬勞動，家庭中無酬勞動可能是為處理那些無酬勞動之

事物，導致沒有辦法去工作而不是缺乏工作機會所以答案選 B。 

但既然無酬勞動不限於保護與照顧和家務之類，以下單單只視為無酬勞動，是否政府也可以推動增加中小企業的就業機會？

似比較利益法則，選 C 增加中小企業的就業機會，有了更好的就業空間，是否就不會想從事無酬勞動之工作？否則造題幹

敘述也無法證明 150 萬人口都是為了選項 B 的政策而提高市場勞動之意願，須承擔無酬勞動，代表需要花很多時間進行家

務勞動，所以政府應該要廣設托育機構，好使這些無酬勞動者可方便就業、但如前文所說不能只單單說明是在照顧小孩，依

題目答案等同將無酬勞動定義為托育方面之無酬勞動，如造原答案 B，C 答案之反駁論點，如增加就業機會給無酬勞動者，

他們願意去就業，那些承擔無酬之勞動者，也因此就將增加就業機會，那他們是否就無需承擔無酬勞動了？造選項 B 來判

斷之，無酬勞動而沒就業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可能是因為沒薪資，所以不願意就業，是不是可以提供就業機會？因為無酬

所以意願降低，那政府提高就業機會，就成有報酬了。 

覺得題目比起往年異議題，此題說明不夠完善...撇除一切關係，原答案之詳解末句給出「可能」提升就業意願，證明了不能

說 150 萬人口都為家務勞動，那依照上面所有判斷，是否也符合上了 C 選項增加中小企業就業機會？此題題幹雖說少子化

日益嚴重，但學生認為不能以偏概全，就將答案定 B，且此題幹也沒額外圖例來輔助證明，無酬勞動之範圍廣大，題目頗有

爭議，因此我認為答案選項雖是 B，答案同時不為最佳之解，有點小瑕疵，甚至更多之小爭議無法用書面文字來表達。建議

此題以送分來杜悠悠之口，否則是否給予 B、C 之答對率，來證明只有少數考生認為此題亦有異議，而導致只有少部分考生

答錯。(認為此題尚有彈性選項~「C」) 

請給予解釋之。 



說 

明 

有疑義者認為選項(B)的建議僅針對女性無酬勞動者，效果並不全面，但本題問句已敘明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該學者的「建議

之一」，要處理勞動力不足的相關問題可從各面向著手，現實上不會有任何單一方法可全面性解決問題，只要能從其中一個

面向提高因須承擔無酬勞動者參與市場勞動的意願，即是符合題幹條件的建議。而有疑義者主張題幹提及「除了促進人口成

長以減緩影響程度外，……」的敘述，認為正答的建議不應具有促進人口成長的效果。題幹中「政府除了促進人口成長以減

緩影響程度外」，僅呈現政府已採取促進人口成長的相關對策，並不表示學者提出之建議必須排除政府已採行政策的效果。

只要能針對題幹設定條件產生增加勞動力的效果，即便有其他連帶的正向影響，亦是符合條件的建議。故選項(B)屬最適答

案。 

另有三位疑義者主張透過增加就業機會可提高勞動力。 

首先，根據題幹完整敘述「2018 年時約有 150 萬的壯年人口，因須承擔無酬勞動而未就業，有學者建議可設法提高這些人

參與市場勞動的意願」，該學者所指的「這些人」應是指須承擔無酬勞動而未就業之壯年人口，因此學者的建議並非疑義者

所指的單純「增加壯年人口參與市場勞動的意願」。由於「這些人」並非是因找不到工作而失業者，在未協助他們承擔無酬

勞動的負擔之前，就算提供再多工作機會，「這些人」仍會因須承擔無酬勞動分身乏術而無法選擇外出工作。 

再者，題幹已說明我國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情況日益嚴重，未來恐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危機，故該學者的建議是為了因應勞動力

不足現象而提出增加勞動力的方法。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只會增加工作職缺，雇主仍然可能找不到

員工，並不能解決缺乏勞動力的問題，此作法與該學者的建議不相符。 

最後，其中一位疑義者指出無酬勞動範圍不僅止於家務勞動，但因須承擔無酬勞動而無法就業的部分，絕大多數屬於家務勞

動，其他無酬勞動如志願服務工作，多是基於滿足自我實現的個人選擇，往往不是被迫因須擔任志工而無法選擇就業，顯示

擔任志工者並非是因找不到工作才選擇從事志工服務，因此增加就業機會也不太可能使這些志工轉而投入職場。故選項(C)

不符合題幹設定的條件。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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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藍蟹原產於美洲，因國際貿易蓬勃發展，透過船舶的壓艙水被帶往地中海，由於該地氣候適宜生長又缺乏天敵，藍蟹數量大

幅增加，而使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在法國 地中海沿岸，藍蟹已成為常被捕捉到的漁獲，但這項食材在該國的食用

者很少，使漁民生計受到衝擊；反觀北非 突尼西亞，在原本漁獲減少的情況下，漁民轉而捕捉藍蟹販售，結果獲得不錯的收

入。上述關於二國漁民處境的內容，其所探討的主題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漁民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受惠  

(B)漁民如何應對外來文化的衝擊  

(C)全球化現象如何影響漁民的生活  

(D)資訊科技發展如何便利漁民的生活   

疑 

義 

內 

容 

(C)全球化分為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但藍蟹從美洲到地中海只是因為船的特殊結構而使它移動，應該與全球化沒有太

大的關係。 

(A)題目中有提到法國地中海的人因為不吃藍蟹，使漁民生計受到衝擊，但北非突尼西亞漁民販售藍蟹，得到不錯的收入，

因此(A)漁民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受惠有呼應題目中漁民獲利的狀況，而題目中「北非突尼西亞……獲得不錯的收入」回應(A)

選項(漁民要到北非突尼西亞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受惠)，因此(A)才是最佳答案。 

說 

明 

根據題幹所述，船舶因國際貿易蓬勃發展而在各地移動之情形，即屬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藍蟹透過船舶壓艙水而跨區域移動

的情形，即是受全球化現象的影響。 

另疑義者因北非突尼西亞漁民販售藍蟹獲得不錯的收入，認為選項(A)較適合，但題幹中並未提及漁民在兩個不同市場上採



取的競爭方式及相關影響，因此探討的主題並非「漁民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受惠」。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C)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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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考生：洪同學、紀同學 

教師：呂老師、林老師、賴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我國某地方法院在一段時間內的刑事案件判決件數，以及其中屬於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判決的件數，

如圖(二十二)。當地調解委員會在同一段時間內，也順利調解了許多刑事案件。若上述調解成立的案

件，當初都沒能調解成功，且這些案件皆改由該地方法院作出判決，則關於圖中甲、乙線段的位置，

下列何種變化最可能發生？ 

(A)甲線段上移，乙線段上移  

(B)甲線段上移，乙線段不變  

(C)甲線段下移，乙線段上移  

(D)甲線段下移，乙線段不變 

疑 

義 

內 

容 

1.第 40 題，有疑義 

中文所謂的「變化」指的是事物產生新的狀況。 

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禮而新體，謂之「化」。《禮記》 

題目中「若當初都沒能調解成功」，題旨欲問的是之前的情況，但附上的圖(22)則是調解之後的情況，要學生從之後的情況，

回答之前的情況，題目敘述卻是用「何種變化最可能發生」來提問？用變化來問之前的情況？ 

「變化」指的是之後改變的情況，從前面的時間點來檢視之後時間點改變的狀況，或是一段時間的變化，但通常還是從較早

的時間點來檢視後面的時間點這當中狀態的改變。 

若題目問句改成「圖中甲、乙線段原本的位置可能為下列何者？」就不會有誤導之嫌。 

題目的問題敘述不清，誤導學生，無從作答。所謂的變化可能發生，問的應該是之後發生的狀況，要問之前的情況？可是卻



用「變化」二字來提問？欠缺試題用語的慎重性，這是重大重要的考試，這樣的題目敘述非常的不精確不恰當，有失公允。 

第 40 題在日後學生練習歷屆試題時，每年每次都會被批判，有失會考主辦單位的公正性，況且如此用語不慎的題目來作為

升學考試的評判，有失民心，學生會因為一題之差而產生級距之差，不可不慎，建議本題應該送分！ 

 

2.題幹描述”若上述調解成立的案件，當初都沒能調解成功”會讓學生誤以為附圖是”調解案件成立之前”的圖，而非原本題目

所要傳達”調解案件成立之後”的圖。所以若該圖為”調解事件成立之後所繪製的圖形”，將會是「調解事件成立之前的圖」則

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會增加，答案為 B，甲線上移。但若該圖為”調解事件成立之前所繪製的圖”則題目要求的變化圖形將會

是「調解事件成立之後的圖」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會減少，答案為 D，甲線下移。 

 

3.該題題幹並未說明甲、乙線段分別代表哪一類案件數，雖可推論甲案件數應大於乙案件數，但仍應在題幹中標明甲、乙線

段各代表何種案件較為完整妥當。 

 

4.甲、乙線段在題目中未明確標示。 

 

5.甲、乙線段在題目中所代表的涵義不清楚。 

說 

明 

根據題幹所述「若上述調解成立的案件，當初都沒能調解成功，……」，即屬疑義者所提及因條件更改使後續數據「產生新

的狀況」之情形。本題問的是在條件變動後的數據可能會發生何種改變，並非如疑義者所言問調解之前的情況，故問句使用

變化一詞並無不妥。 

又有疑義者認為圖(二十二)會讓人誤以為是「調解案件成立之前」的圖片，主張調解成立後，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會減少，

甲線下移。但題幹已說明該圖是「刑事案件判決件數以及其中屬於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判決的件數」，且當地調解委員會在

「同一段時間內」也順利調解了許多刑事案件，顯見該圖呈現之數據是指在調解成立後的情形。而疑義者認為若圖(二十二)

是「調解事件成立之前」的數據，會因「調解成立」而使甲線下移，但本題是問相關案件若「調解不成立」後的變化，疑義

者的主張與問句並不相符。 

另有三位疑義者指出圖(二十二)中未明確標示甲、乙線段的圖例。根據題幹敘述，可推論出甲線段為刑事案件判決的件數、



乙線段為非告訴乃論刑事案件判決的件數。此一圖例判別的過程為作答所需能力，屬本題評量目標之一。 

綜上所述，本題選項(B)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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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考生： 

教師：吳老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1970 年 11 月恆河出海口附近出現一座長 3.5 公里、寬 3 公里，最高點僅 2 公尺的沙洲島，因其位處印度與孟加拉領海交界

處，引發兩國領土爭議，但在爭議還未解決之前，這座島嶼就消失了。根據當地自然環境判斷，該島嶼形成的原因最可能

是下列何者？ 

(A)位處板塊接觸帶，海底火山噴發   (B)恆河集水區的水土保持持續改善 

(C)恆河河口附近的海平面持續上升   (D)豪雨侵襲，河流帶來大量堆積物 

疑 

義 

內 

容 

題幹敘明沙洲形成時間為 11 月，答案給(D)豪雨侵襲…部份學生就課本知識點認知判定雨季止於 10 月（6-10 月），不會有

豪雨在 11 月發生，認為此題有瑕疵，應送分處理。 

說 

明 

此沙洲島形成的原因為當時恆河下游三角洲地區受到豪雨侵襲，造成大量泥、沙進入河流，並於恆河出海口附近堆積出此

一島嶼。南亞地區的主要雨季雖然在 6 至 10 月，但不代表 11 月不會有豪雨發生。本題選項(D)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

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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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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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49至 51題： 

    根據《美國憲法》，眾議院的 435席議員席次是按照各州人口數分配，而每 10年會依據人口普查結果重新分配席次，且

每個州至少有 1 個席次。圖(二十三)為不同年分各州眾議員席次的變化情形，每位眾議員平均代表的美國公民也從 646,952

人變成 761,169人。其中，僅有 1席的州為圖中標示斜線的區域，而席次最多的州皆為加州，在 2020年為 52席。臺灣現行

的區域立委席次分配也採類似美國的方式，例如 73位區域立委中，臺北市應選出 8人，雲林縣應選出 2人。 

 

50.影響美國各州人口多寡的因素眾多且不相同，觀察圖(二十三)中 2020年眾議院席次僅有 1席的州，下列何者與這些州人

口少的原因較無關聯？ 

(A)地形崎嶇                 (B)工業就業機會少 

(C)位居高緯且氣候嚴寒       (D)深受殖民地式經濟影響 



疑 

義 

內 

容 

依圖片內容，2020 年僅有一席的州有：北達科他、阿拉斯加、南達科他、懷俄明州。依據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大平原研究

中心的定義，北美大平原包含了北達科他、南達科他州的全境與懷俄明州的東側，這三州的平原大小皆大於紐約，但人數遠

小於紐約。阿拉斯加的育空河流域是一片大平原，雖然境內山脈較多，但寒冷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理由：阿拉斯加最大城安

克拉治被山脈包圍，使它受寒冷影響小）。依照翰林的定義，殖民地式經濟指熱帶栽培業與採礦業，我認為這符合阿拉斯加：

其在 1912 成為美國領地，一直到建州後仍依賴天然氣、石油的出口。綜上所述，答案應為 A 而非 D。 

說 

明 

觀察圖中 2020 年眾議院席次僅有 1 席的州，造成這些州人口少的原因，與下列幾點有關：1.位於洛磯山脈，因地形崎嶇而

人口少；2.產業發展以農業為主，工業就業機會較少；3.分布在高緯度地區，因氣候嚴寒造成人口少。其中，位於北美洲西

北端的阿拉斯加為美國緯度最高的州，其人口少的原因主要是受氣候嚴寒的影響。本題選項(D)屬最佳選項，維持原公布之

參考答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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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考生：林同學 

教師： 

題幹疑義 

答案疑義 

其他疑義 

維持原答案 

試 

題 

內 

容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52 至 54題： 

1950年代，臺灣電影為配合政府「反共抗俄」政策，政府所屬片廠拍攝的電影，幾乎都是配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傳

工具，而民間則出現以歌仔戲劇本與民俗故事為素材，並用閩南語發音的「臺語電影」。1960年代，因政府強調社會安定，

臺灣電影開啟「健康寫實」風格，主張電影劇情應避免暴露社會的黑暗面，呈現人性的光輝，受到當時海內外華人市場的歡

迎。在 1970年代經濟成長之下，愛情、武俠、功夫、喜劇等電影類型，也進一步走入民眾的休閒娛樂之中。 

1980年代初期，臺灣電影受到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影響，進入「臺灣新電影」時期。「新電影」發展初期的導演與編劇，

在劇本創作上融入鄉土文學的題材，拍攝風格以強調自然、寫實為主，在題材的選用上，開始有意識的挑戰官方政治禁忌，

而受到相關單位的關切。例如「新電影」初期代表作《兒子的大玩偶》，在正式上映前，因電影片段中呈現臺北違建林立等

有礙政府形象的畫面，遭官方施壓要求刪減，此事件後來被稱為「削蘋果事件」。最後借助影視記者楊士琪等人的聲援，才

使得電影逃過被刪剪的命運。 

 

53.根據上文，「新電影」發展之初，最可能以下列何者作為電影題材？ 

(A)宣揚政府推行南進政策所帶來的經濟成就 

(B)關注一般農民、勞工等小人物生活中的困頓 

(C)受到美援影響，將美國流行文化作為劇情主軸 

(D)重視原住民文化，發揚原住民族音樂與神話傳說 



疑 

義 

內 

容 

老師您好： 

第 53 題我選的答案是(D)重視原住民文化，發揚原住民族音樂與神話傳說，而目前公布的答案是(B)，我的主張如下： 

雖然題目有提到鄉土文學，可是鄉土文學開始的時間是 60 年代(也就是 1970 年代)，和題目說的 1980 年代不符，1980 年代

開始，應該是開始關注原住民權益的時代，所以題目提到 1980 年代初期「新電影」發展之初，我認為應該是開始重視原住

民權益的時代，所以我建議答案(D)更符合，麻煩您再確認，謝謝老師。 

說 

明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夠理解鄉土文學的內涵。正是由於鄉土文學運動於 1970 年代末期成形，才能化為 1980 年代初期臺

灣新電影的養分。誠如疑義者所提，原住民族運動亦始於 1980 年代初期，然而原住民族運動從形塑自我認同出發，透過影

視作品發揚傳統文化則需要時間積累，因此誕生於 1980 年代初期的新電影，實難立刻出現以發揚原住民族音樂與神話傳說

作為素材的作品。綜上所述，題組選文明確提及新電影發展之初，以鄉土文學作為素材，同時列舉《兒子的大玩偶》一片為

例，在敘述上並無疑義者所提不符史實的情況。本題最佳答案為(B)並無疑義，維持原公布之參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