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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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單題 11 10 10 10 10

小題組 6(3) 6(3) 8(4) 4(2) 4(2)

閱讀題組 21(7) 22(7) 20(6) 24(7) 24(7)

寫作題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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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評量指標 考試大綱 題數

(一)單題

1.字形(含字音)詞義 一、文字篇章:(一)字詞 3

2.語文應用 一、文字篇章:(一)字詞、(二)句段 1

3.語法修辭應用文 一、文字篇章:(一)字詞、(二)句段
二、文本表述:(五)應用文本 5

4.文化內涵 三、文化內涵:(三)精神文化 1

(二)小題組 5.文意理解 一、文字篇章:(三)篇章 4(2)

(三)大題組 閱讀理解
一、文字篇章:(三)篇章
二、文本表述:(一)記敘文本(三)說明文本(四)議論文本
三、文化內涵

24(7)

(四)寫作 語文表達
一、文字篇章
二、文本表述
三、文化內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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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9 110 111 112
選文數 20 26 26 29
分數 22 26 22 28

占分比 29% 34% 29% 37%

年度 109 110 111 112

字數 9141 8679 8670 8855

文言文 語體文 文言文+語體文

110年題數(舊課綱) 15(39%) 18(47%) 5(13%)
111年題數(新課綱) 11(29%) 22(58%) 5(13%)
112年題數(新課綱) 12(32%) 22(57%)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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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01

90550

83706

74761

70201

108

109

110

111

112

到考人數

112年 111年

平均分數 51.99 50.56

標準差 15.71 16.63

信度 0.81 0.83

極值 0,96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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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111 0.14% 2.76% 8.26% 14.51% 20.13% 21.21% 18.31% 11.25% 3.24% 0.19%
112 0.07% 1.62% 6.44% 13.39% 20.75% 23.15% 19.30% 11.77% 3.31% 0.19%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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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8 37.45 38.64 37.39 38.79

52.1 51.41 51.87 50.56 51.99

108 109 110 111 112

108~112年平均分數
選擇題平均 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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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 難易度等級

P ＜0.4 困難

0.4  ≦ P ＜ 0.7 中等

0.7  ≦ P 容易

難度最小值 難度最大值

0.24(29) 0.83(7)

困難
23.68%

中等
65.79%

容易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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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指數 試題評鑑

D＜0.2 不佳

0.2 ≦ D＜0.3 可

0.3 ≦ D＜0.4 佳

0.4 ≦ D 優

鑑別度最小值 鑑別度最大值

0.22(18) 0.61(34)

不佳
0.00%

可
10.53%

佳
28.95%優

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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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
困難 中等 容易

鑑
別
度

不佳

可 2、18、21、27

佳 4、5、12、22、29 1、8、10、28、35 7

優
3、6、9、11、13、14、15、19、20、
23、24、25、26、30、31、32、33、

34、36、37
16、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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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優良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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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優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22.89 13.82 52.49 10.57 0.24

52.49 60.97高分組 8.72 3.85 85.42 1.96 0.04
低分組 29.98 24.23 24.45 20.66 0.68

87.79

69.58

48.88
32.29

23.88

Pa Pb Pc Pd Pe

第34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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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優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66.33 13.52 13.18 6.83 0.14

66.33 60.69高分組 93.58 3.26 2.16 0.99 0.02
低分組 32.89 25.68 26.70 14.32 0.42

廬兒曰：「已晚，須明日。」 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此。」

(A) 拖延時間以便潛逃 讓士人相信隔天定可拿到錢

(B) 拖延時間以便潛逃 讓士人不好意思不出面取錢

(C) 利用時間找人頂罪 讓士人相信隔天定可拿到錢

(D) 利用時間找人頂罪 讓士人不好意思不出面取錢
94.84 85.14

70.33
50.99

30.36

Pa Pb Pc Pd Pe

第25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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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優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6.41 56.44 23.29 13.74 0.13

56.44 58.29高分組 0.84 87.60 7.12 4.43 0.01
低分組 15.66 29.31 34.18 20.41 0.44

90.1
72.44

53.08
38.3

28.26

Pa Pb Pc Pd Pe

第6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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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優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57.18 19.06 9.68 13.98 0.10

57.18 56.92高分組 85.72 6.88 2.02 5.37 0.01
低分組 28.80 29.40 21.36 20.15 0.30

88.25
72.87

56.84
40.92

27.04

Pa Pb Pc Pd Pe

第3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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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圖書館藏書目錄檢索

書名

著者

卷數

出版事項

書誌註記

瓶史國字觧

袁 宏道（1568～1610）作
桐谷 鳥習 註觧

4卷

須原屋茂兵衛（千鍾房〔江戶〕）
須原屋平助（花説堂〔江戶〕）
文化6年（1809）

文化5年龜田鵬齋（長興）〈序〉
文化5年藤雲齋（望月義達）〈序〉 觧：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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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30.45 29.36 18.69 21.25 0.25

29.36 21.87高分組 26.27 43.93 13.33 16.35 0.13
低分組 27.98 22.06 25.95 23.42 0.59

46.74

31.47
24.76 21.75 22.06

Pa Pb Pc Pd Pe

第18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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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19.依據下列 《 瓶史 》 文字，何者最可能是宏道流的看法？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
一律，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
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樹，
墓門華表也，惡得為整齊哉！

20.下列 《 瓶花譜 》 文字，與上列 《 瓶史 》 的相同觀點為何？
大率插花須要花與瓶稱，令花稍高於瓶。假如瓶高一尺，花出瓶口一尺三四寸，瓶高

六七寸，花出瓶口八九寸，乃佳。忌太高，太高瓶易仆；忌太低，太低雅趣失。
小瓶插花，宜瘦巧，不宜繁雜。若止插一枝，須擇枝柯奇古，屈曲斜裊者。欲插二種，

須分高下合插，儼若一枝天生者；或兩枝彼此各向，先湊簇像生，用麻絲縛定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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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27.30 15.23 35.85 21.45 0.18

35.85 24.29高分組 21.12 11.73 50.80 16.25 0.09
低分組 32.27 19.62 26.51 21.19 0.41

梅

水
仙

富
士
松

菊

甲 乙

(A) ①、②皆正確
(B) ①、②皆錯誤
(C) ①正確，②錯誤
(D) ①錯誤，②正確

53.33

38.75
32.12 29 26.02

Pa Pb Pc Pd Pe

第21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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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18.69 32.91 28.08 20.07 0.25

32.91 22.66高分組 11.68 47.06 26.43 14.74 0.09
低分組 23.86 24.40 28.44 22.72 0.58

50.02

33.95 29.88 26.81 23.89

Pa Pb Pc Pd Pe

第27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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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度
尚可試題

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35.09 13.13 32.23 19.46 0.09

35.09 28.27高分組 51.64 4.42 30.51 13.39 0.04
低分組 23.37 23.07 33.40 19.91 0.26

54.57

39.33
31.91

26.92
22.72

Pa Pb Pc Pd Pe

第2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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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
難試題

銅鏡演變簡圖 

 

 

今可見的數面銅鏡，
直徑約7～13cm。鏡
背紋飾以直線和斜線
為主，鏡面近平或微
凸。直徑小的銅鏡凸
起明顯。

今可見的十多面銅鏡，
直徑約6～14cm。鏡背
沒有紋飾。鏡面有微凸
者，但大多平直。

鏡背紋飾以龍
、鳳、動植物
為主。鏡面大
多平直。

凸面鏡頗多。有些
直徑10cm者鏡面微
凸，有些直徑20cm
者鏡面凸起明顯。

殷商 西周 春秋戰國 兩漢三國

宋代沈括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
不能全視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
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

凸面鏡，為使用者考量的鑄鏡工藝

當代學者

位於鏡背中心的鏡紐，漢代銅鏡比戰國銅鏡大。由於銅液澆注進模具後會收
縮，即使改變鏡背紋飾的造型，以利暫存較多銅液，鏡體中央仍會出現鑄造
缺陷。故進行鏡面加工時，圓心附近的磨削會比外圍略少，避免缺陷外露，
因而形成鏡面凸起。

凸面鏡，                      


		銅鏡演變簡圖

[image: ]







image1.emf

今可見的數面銅鏡，直徑約7～13cm。鏡背紋飾以直線和斜線為主，鏡面近平或微凸。直徑小的銅鏡凸起明顯。今可見的十多面銅鏡，直徑約6～14cm。鏡背沒有紋飾。鏡面有微凸者，但大多平直。鏡背紋飾以龍、鳳、動植物為主。鏡面大多平直。凸面鏡頗多。有些直徑10cm者鏡面微凸，有些直徑20cm者鏡面凸起明顯。殷商西周春秋戰國兩漢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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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29.79 24.61 20.45 24.95 0.19

24.95 33.91高分組 18.10 13.78 21.35 46.71 0.05
低分組 32.26 31.02 23.42 12.80 0.49

難度
難試題

50

29.75
18.91

12.8 13.3

Pa Pb Pc Pd Pe

第29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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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A* B C D 未答 CTT
難度

CTT
鑑別度

選答比例 82.51 7.74 5.70 3.95 0.10

82.51 35.65高分組 96.45 1.55 1.22 0.78 0.01
低分組 60.80 16.36 13.59 8.93 0.32

難度
易試題

97.17 92.32
87.16 77.97

57.92

Pa Pb Pc Pd Pe

第7題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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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作文題目 題型

99 友誼精靈 資訊整合

100 善意，在手中 引導寫作

101 問心無愧 引導寫作

102 放大鏡 引導寫作

103 「I」型人「π」型人 資訊整合

104 青年行動力大調查 資訊整合

105 怎麼會是我 引導寫作

106 關於物美價廉，我的看
法是…… 引導寫作

年度 作文題目 題型

107 「做了」、「做完」、
「做對」、「做好」 引導寫作

108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引導寫作

109 「展現真實的一面」與
「展現完美的一面」 引導寫作

110 「不好意思」的運用與
影響 引導寫作

111 「心眼」的體會與看法 引導寫作

112 「選擇多，是障礙？還
是暢快？」

引導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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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考 0分 4分 6分 8分 10分 12分 14分 16分 18分 20分 22分 24分

數列1 5.11% 5.51% 2.95% 1.46% 5.75% 3.50% 17.36% 9.55% 39.34% 5.97% 2.88% 0.50% 0.12%

5.11% 5.51%
2.95% 1.46%

5.75%
3.50%

17.36%

9.55%

39.34%

5.97%
2.88%

0.50% 0.1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112年國文科得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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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事情。自助餐品項多，是暢快。
  ◆是看人吧！有主見的目標清楚，有錢的全買，哪有障礙？
  ◆有些考題就算只有兩個選項，還是障礙。
  ◆有障礙，未必是因為認知不足，而是上網一查，評論超多。
  ◆有人就愛比較、精挑，覺得排除障礙很暢快。
  ◆選擇會卡關，可能是不想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如果怕百裡挑一又出現101，就擺脫不了選擇糾結。
  ◆這話題有這麼多可選的切入點，是障礙？還是暢快？

「選擇多，是障礙？還是暢快？」
話題討論紀錄

請結合生活經驗或見聞，以「選擇多，是障礙？還是暢快？」為題，寫一
篇完整的文章。
(1)可以擇一立場，也可以概括兩面綜述。

(2)可以參考上面話題討論紀錄的觀點，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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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紀錄的前兩點，先提出「因事」或「因人」而定。

 第三點提示「選擇多」的「多」，也因事、因人而定。

 第四點，舉例提示「選擇障礙」可能的原因。

 第五點，提示「障礙」與「暢快」未必是對立的。

 第六、七點，提示「選擇障礙」的可能原因。

 提示寫作方向：

• 宜結合生活經驗或見聞

• 可擇一立場，或概括兩面綜述。

• 可以採用話題討論紀錄的觀點，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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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以「選擇多」為寫作範圍。

02

03

寫作立場：須講出自圓其說的理路。

04

寫作重點：面對選擇多的經驗、想法及態度。

上卷：能進一步對「做選擇」所涉及的價值與心理層面，提出較深入的探
討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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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分數
多落在3~4級分，6級分卷較少

作答觀察
取材容易，寫作篇幅偏長

內容取材
多數考生能掌握題旨，但取
材及舉例多了無新意，侷限
在日常生活的層次

審題立意
部分考生主題偏向選擇的重要
以及如何選擇，而缺乏針對選
擇的多或少發揮

遣詞用字
注音、錯別字多，語言平淺





 本年度試題適中偏難，鑑別度優。

 能融合古典文學的傳統，又能加入現代文學的元素，扣合產業及其他領域的文本，加入圖表、

對話及生活情境的設計。

 結合新課綱議題融入（環境教育：第15-17題。法治教育：第22-23題。科技教育：第28-30題。

國際教育：第18-21題。安全教育：第24-27題。生命教育：第11-14題。）。

 閱讀內容跨領域，引導學生注意「如何敘寫」的形式層面。

 寫作題多數為中卷(3~4級分)；6級分較往年減少。

 寫作題試題設計扣合新課綱核心素養，讓考生在作答同時能發現其中的複雜性，並提出較深入

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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