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測驗與評量作業一 

(A類) 

 
 

試題採用： 

彰化縣芬園國中. 

九十五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

社會歷史科三年級. 

 

 

歷史系-翁健修 

-彭仁鴻 

-劉建宏 



範圍： 

康軒版國中社會三上，第二單元的第四～六課 

第二單元：世界文明的發展 

課程目標：期望從全球觀點出發，一方面有系統認識各地區、國家、民

族的文明特點，以及其對人類歷史發至展的重要貢獻；另一方面深入體會人

類生生不息的創造動力，以及追求理想的進取精神。 

考題共五十題，不倒扣；題目形式全為單選題；評量方式，段考應該屬

於篩選性測驗，因此我們在此盡量以客觀的判斷是否能夠符合此次考試是否

有信度、效度。 

 

 

 

 

 

 

 

 

 

 

 

 

 

 

 

 

 



認為較好題目： 

好題一： 

( )1.下列何者是宗教改革對於歐洲文化的貢獻？                                        

(A)用新港社語翻譯《聖經》，提升識字率                                               

(B)用各國方言教導人民閱讀《聖經》，提   升識字率                                    

(C)在歐洲各國推廣希臘文                                  

(D)統一歐洲文字，一律使用拉丁文  

說明： 

本題是九年一貫綱要中歐洲的文化變革概述歐洲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化和

知識變革,此題在於使學生了解宗教改革的運動當中對於歐洲的文化有何影響。 

各教派為了培養人才到處興學,促進歐洲教育的發展及識字率的提高。 

能夠直接切入整個歷史事件的核心成因,主要是在測試學生對於整件事情的

理解程度。 

好題二： 

( )2.下列有關工業革命的敘述，何者錯誤？                                              

(A)首先發生於英國                              (B)從紡織業開始                      

(C)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                         (D)促成都市化現象 

說明： 

本題是九年一貫綱要中歐洲的商業發展和工業革命說明近代歐洲從商業到

工業革命的發展與影響,此題主要讓學生了解工業革命的整個來龍去脈,包括工業

革命的發源地、發展及其影響等,此題當中的(C)選項之所以錯誤在於工業革命之

後新的社會問題產生,除了貧富差距擴大之外,失業問題以及童工、女工、工資、

工時等問題均未獲得改善 

讓學生了解整個工業革命事件的人、事、時、地、物以及事件所帶來的影響

。 

好題三： 

( )3.下列何者不是宗教改革運動發生的原因？                                            

(A)教會禁止貸款生息，引發商人的不滿ˉ                                                



(B)各國政府厭惡教會干預政治，又坐擁龐大教產ˉ                                        

(C)某些神職人員生活腐化，引發各界敵視ˉ                                             

(D)土耳其人控制西亞，阻撓基督徒前往耶路撒冷朝聖 

說明： 

本題是九年一貫綱要中歐洲的文化變革概述歐洲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化和

知識變革,此題在於使學生了解宗教改革運動的起源。而(D)選項是十字軍東征的

起源,十一世紀末,塞爾柱土耳其人攻占聖地耶路撒冷,阻撓基督徒朝聖,並侵略拜

占庭帝國。 

能夠讓學生判斷一個事件所發生的原因為何。 

好題四： 

( )5.曉華參加學校舉辦的辯論會，在辯論的過程中，曉華說：「我非常不贊同你

的意見，但是你有反駁我的觀點的權利與自由。」請問：曉華所說的這句話，體

現了啟蒙時代哪一位思想家的精神？ˉ                         

(A)洛克ˉ                                                                

(B)孟德斯鳩ˉ                                                      

(C)伏爾泰ˉ                                                            

(D)盧梭 

說明： 

本題是九年一貫綱要中歐洲的文化變革概述歐洲十五到十八世紀的文化和

知識變革,此題在於使學生了解伏爾泰所提倡的言論自由,其名言為：「我雖然不同

意你所說的話,但我誓死維護你說話的權利」。 

藉由一段生活化的經驗帶出某位歷史人物所說的話能夠讓題目看起來較活

潑。 

 

 

 

 

 

 



認為較差的題目： 

壞題一： 

( )18.下列何者並非文藝復興時期的文學作品？ (A)《神曲》 (B)《十日談》 

(C)《唐‧吉訶德》 (D)荷馬史詩。  

說明： 

1. 誘答雖具似真性、同質性，但是在「標號」部分有所疏漏（應改成《荷馬史

詩》 ），以及在選項的順序上，和課本中提及的順序相同，都可能造成易於猜題

的情況。 

2. 應盡量避免使用否定敘述。 

3.能力指標 

　 2-4-3　 認識世界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

的發展過程。  

修改： 

★ 文藝復興時期，有本著作描寫現實社會的各個層面，書中除了對於現實生活

的描 寫、愛情的稱揚、商人的智慧和才幹之外，同時對於當時的帝王、貴族

、教會等等勢力的黑暗面加以揭露諷刺 ，書中的寫實手法，也對後世文學影

響甚大。請問，上述著作為下列何者：(A)《神曲》(B)《荷馬史詩》 (C) 《

十日談》(D) 《唐‧吉訶德》。 

★  

壞題二： 

( )33.哥白尼所提出的地動說，獲得哪一位科學家的證實後，動搖了基督教向來

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ˉ(A)亞里斯塔克ˉ(B)伽利略ˉ(C)愛因斯坦ˉ(D)歐幾

里德。  

說明： 

1.選項當中雖然皆為人名，且都是對於物理、天文學中有卓越貢獻者。但是，非

常遺憾的是，每個人物的生存年代差距過大，太容易猜測。更重要的是，課本中

，該課只出現哥白尼與伽利略這兩個人名，極有可能會讓同學們不加思索就能選

出答案來。 



2.能力指標 

2-4-6  了解並描述歷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8-4-2  分析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9-4-2  說明不同文化之接觸和交流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修改： 

★著名學者伽利略主張研究自然界必須進行觀察和實驗，透過反復多次實驗，證

實了哥白尼所提出的地動說，推翻了向來被奉為權威的亞里斯多德學說 。此外

，他也是利用自製的望遠鏡觀察天體取得大量成果的第一人。 請問，他所造成

的影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歸納法因而出現（乙）動搖了基督教向來認為的宇宙觀（丙）勇於挑戰的

精神成為開啟科學革命的契機（丁）出現許多私人科學研究社團。 

（A）甲乙（B）乙丙（C）甲丙（D）乙丁 

壞題三： 

( )38.下列何者與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沒有直接的關係？ (A)華盛頓 (B)盧梭 

(C)亞里斯多德 (D)伏爾泰。 

說明： 

1. 第三個選項（C）亞里斯多德，此人生存於西元前四百年左右的時代，與其他

選項所提的人物相差甚遠，太好猜題，不妥。 

2.盡量避免使用否定句。 

3.能力指標 

　 2-4-6　 了解並描述歷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9-4-2　 說明不同文化之接觸和交流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修改： 

★下列何者與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較有直接的關係？(甲)華盛頓 (乙)洛克  (丙)

孟德斯鳩 (丁)盧梭。 

（A）甲乙（B）甲丁（C）乙丙（D）乙丁 

 

 

 



壞題四： 

「西元1520年11月28日，我們脫離了前述的海峽，進入太平洋，在太平洋上的3

個月又20日中，我們沒有得到補給品或新的物資，只吃一些已經變成了粉末狀的

餅乾，長滿了蛆，而且惡臭難聞。這些臭味是餅乾還香脆可口時，老鼠偷吃所留

下的糞便所致。」以上是一名水手的航海紀錄，他跟隨著領隊出發，完成人類首

次環球一周的壯舉。請問： 

( )40.他們的領隊是誰？ˉ(A)麥哲倫ˉ(B)哥倫布ˉ(C)馬可波羅ˉ(D)羅耀拉。 

( )41.他們的領隊中途在亞洲哪一個地方，被土人襲擊身亡？ˉ(A)臺灣 ˉ(B)

菲律賓ˉ(C)日本ˉ(D)印尼。 

( )42.他們是由哪一個地方出發的？ˉ(A)葡萄牙ˉ(B)西班牙ˉ(C)英國ˉ(D)義

大利。 

說明： 

1. 前面的說明可以說完全沒有意義，同學們只要看到最後一句話即可作答。 

2. 此題組的三題，皆為記憶性的題目，讓此題組開頭看似較為複雜、較需要思

考。但事實上，在看到題目後此想法一瞬間化為烏有。 

3.能力指標 

　 2-4-3 認識世界歷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度、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

發展過程。  

　 9-4-2 說明不同文化之接觸和交流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修改： 

★地理大發現時期，著名的船長麥哲倫的船隊完成首次環球一周的壯舉，下列敘

述何者為是。（甲）證明了他所相信的「地球是圓的」的想法（乙）獲得葡萄牙

國王的贊助（丙）羅盤的使用是環球成功的關鍵要素（丁）欲尋求到東方的新航

路（戊）佔領了澳門做為據點。 

（A）甲乙丙（B）甲乙丁（C）甲丙丁（D）丙丁戊 

 

 

 

 



答錯率： 

 

 民權國中 -11/50 彭 -4/50 

 建成國中 -11/50 宏 2/50 

 忠孝國中 -11/50 修 3/50 

 成淵國中 -9/50  

 師大附中 -6/50  

 北士商   -7/50  

 

 

 

 

章節分配比率分別為： 

 

第四課：近代歐洲的誕生～19題（38%）。 

當中又分為三個小主題，分別為文藝復興運動（9題）、宗教改革運動（2題）及

歐洲世界的擴大（8題）。 

 

第五課：近代歐洲國家的形成～13 題（28％）。 

當中分為民族國家的興起（3 題）、專制王權的發展（2 題）、英國議會政治的進

步及十七（3 題）、八世紀的歐洲文化（5 題）。 

 

第六課：革命的時代與社會變遷～18 題（36％）。 

分為美國獨立革命（4 題）、法國大革命（10 題）及工業革命（4 題）。 

 

 

 



就擬題原則來做探討： 

題幹方面，所有的題幹皆定義明確，且遣詞用字算是清楚，使用的措辭多為

課本內容有的，沒什麼變化。 

EX. 十三世紀英國的哪一個法案，已經規定國王未經議會同意，不得徵收新稅？

ˉ(A)《大憲章》ˉ(B)《權利法案》ˉ(C)《獨立宣言》ˉ(D)《人權宣言》。 

課文原文為：「英國的議會制度淵源甚早。十三世紀初簽署的大憲章，已規

定國王未經議會同意，不得徵收新稅。」 

選項內容方面，似乎忽略了誘答必須具備似真性、同質性的要點，出的題目

一眼就讓人看出有的選項是錯的，無法正確測驗出學生的了解程度。 

EX. 挪威的諾貝爾學院曾邀請世界各國知名作家，選出一百部他們所認為古今中

外最佳的小說，結果榮登榜首的是文藝復興晚期塞凡提斯所寫的一部西班牙文小

說。請問：這本小說的書名為何？ˉ(A)《十日談》ˉ(B)《唐‧吉訶德》ˉ(C)

《天方夜譚》ˉ(D)《西遊記》。 

選項排列方面，各個選項間的邏輯順序排列有被注意，排列的格式也一致且

整齊。 

Ex. 因為科學革命的發達，使下列哪一個時期有「天才的世紀」之稱？ˉ(A)十

六世紀ˉ(B)十七世紀ˉ(C)十八世紀ˉ(D)十九世紀。 

 

 

 



結論： 

基本上本次段考內容，在配題方面，算是平均，但是每個章節中，幾個小主

題的配題有嚴重的集中趨勢，非常不平衡，且有許多地方我們認為並不是很重要， 

例如：拿破崙在哪一場戰役中失利，從此在南大西洋的小島上度過他的餘生？ 

(A)十字軍東征 (B)滑鐵盧之役 (C)英法百年戰爭 (D)英法聯軍。 

像是這種題目其實就不是很必要，尤其是在第六課當中，法國大革命相關的考題

已經非常的多了。 

此外，五十題當中，有五分之一（十題）的題目為否定句，雖然在否定的形

容詞下有標線來讓學生注意，但是應盡量避免。 

前述提及題幹的部分清楚明瞭，格式一致，使用的措辭也不會難懂，但是形

容的方式跟課本當中的句子幾乎一模一樣，我們懷疑這樣子是不是真的可以考出

學生有明白了解題意或清楚知道答案，或只是死背課本，機械性的回答題目？ 

雖然挑出了諸多重點，但是每一題皆要注意這些問題著實不易，出題委實不

易。最後，必須說明的一點是，我們認為不太好的題目，不見得是學生認為不好

（或寫不出來）的題目，這種弔詭的現象，出題者必須稍加留意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