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二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試題 

國文考科 
姓名：陳 慧 君 

                                                      學號：E88701037 
 
選擇以下三題認為是好的題目，並且說明好的理由之所在： 
 
４、單一選擇題： 
「直田積八百六十四步，且云『闊（寬）』少『長』十二步，問『長』、『闊』幾

何？」上引是古代《算學寶鑑》中的一道數學題目，下列關於這道題目的理解，

正確的選項是： 
（A）這道題目是問：面積八百六十四單位的田地，長、寬相差多少 
（B）問題中的「少」，與「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的「少」同義 
（C）若假設「長」為 X單位，「闊」就是（X＋12）單位 
（D）若假設「闊」為 X，可將問題改為方程式「X（X＋12）＝864」進行求解 
                            答：（D） 
 
理由： 
 
認為此題是好題目的原因有二點： 
１此題目所要測驗的目標是：學生對於古文的理解及辨析的能力。所以學生在作

答時要先能理解古文所問的意思是在於：求矩形面積的算法，進而解出長與寬

各是多少？ 
２學生在解這道題目的過程中，不僅需要作古文閱讀能力的理解，同時也需要作

數學運算的邏輯思考。因此在一道題目之中，同時將國文與數學二個領域都測

驗到了，可說即靈活又附有創意，故認為此題是好的題目。 
 
 
能力指標： 
E-2-5-9能用心精讀，記取細節，深究內容，開展思路。 
E-2-5-3瞭解教材中不同的閱讀策略，增進閱讀的能力。 
E-3-2-7在閱讀過程中，利用語文理解，發展系統思考。 
E-3-2-5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和下結論。 
 
 
 



16-18、題組： 
 
下列短文有三個空格，請自參考選項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不同時代的文學書寫，往往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以描繪「女子之美」為例： 

周代詩人運用大量的比喻，寫下「 16 」的句子；漢代〈羽林郎〉寫胡姬「長
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具有鮮明的 17 風格；二者都著重於人物面貌、神情、衣飾的細膩刻劃。梁、
陳兩代，結合民歌的直率與宮廷的淫靡，類似「 18 」將形體、姿態如此感官
式的描寫盛極一時，形成文學史上所謂的「宮體詩」。 
 
（A）樂府詩     （B）近體詩     （C）閨怨詩 
（D）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 
（E）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婉，香汗浸紅紗 
（F）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G）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                

                      答：16（G）17（A）18（E） 
 
理由： 
 
此題所要測驗的目標是：學生對於中國詩歌風格的理解、鑑賞及分析的能力。所

以學生在作答的的過程中，要根據歷代中國詩歌發展的特色來作為研判答案的依

據。在答案的選項中，出題者放入許多容易混淆學生選擇的選項，每一個選項分

別代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的詩歌作品風格，何謂樂府詩？何謂閨怨詩？何謂宮

體詩？何謂周代詩風？因此這道題目不僅測驗學生的記憶與理解的能力，亦測驗

學生分析研判歷代詩歌風格的能力。 
 
 
能力指標： 
E-2-3-2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 
E-3-3-1能瞭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E-3-3-2能分辨文體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E-3-3-2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和特色。 
 
 
 
 



22、多重選擇題： 
 
某文化出版公司打算製作一部介紹「唐代詩人生活」的三 D動畫，做為教學輔
助之用。下列內容，適合納入此部動畫的選項是： 
 
（A）幾位詩人在酒樓小聚，歌人吟唱其中一位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
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B）詩人擔任駐邊將領的幕僚，寫下悲壯的邊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
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C）詩人感慨家國淪亡，興復無望：「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
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D）詩人創作戲劇，供達官貴人在宅院中觀賞，劇中主角的唱詞是：「原來奼
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E）詩人伏案窗前，代人寫情書：「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
晌無才思。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疵。今日箇病厭厭，剛寫下兩個相思字」 

答：（A）（B） 
 
理由： 
 
此題目所要測驗的目標是：學生對唐代文化、生活的了解，對作者地位、成就、 
風格的了解，以及對國學常識的了解。對於出題者所給的每一個選項，學生首先 
要研判是屬於唐詩、宋詞或是元曲，另外還要再進而思考選項中對於作者的敘述 
是否正確。這道題目分別將唐、宋、元、明各朝的作品都包含在內： 
（A）出自唐、王之渙〈涼州詞〉是詩，（B）出自唐、王昌齡〈出塞〉是樂府詩，
（C）出自宋、張孝祥〈六州歌頭〉是詞，（D）出自明、湯顯祖〈牡丹亭〉是 
傳奇戲曲，（E）出自元、貫雲石〈塞鴻秋〉是散曲。所以學生在作答的同時，
不僅要對詩、詞、曲的文學作品有所理解，更要對唐代文人生活的文化、風俗、 
創作背景有所認識，可說是充份結合了國文與歷史二個領域的知識，因此認為是 
題很好的題目。 
 
能力指標： 
E-2-7-4能配合語言情境，欣賞不同語言情境中詞句與語態在溝通和表達的效果。 
E-2-3-2能認識基本文體的特色。 
E-3-3-1能瞭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E-3-3-2能分辨文體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E-3-3-2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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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題目         

                                                              蕭雅慧 

好的題目三題 

一. 第 28 題題目:「我愛你」的結構是「主語十述語十賓語」。下列何句的結構

與此相同？ 

   （A）月光多麼皎潔明亮 

   （B）微風輕輕地吹拂著 

   （C）早起的母親推開窗戶 

   （D）夏夜的景色真是美極了 

答案: （C） 

本題為高層次的試題，運用到高層次的應用方法，來出考題。給應試者一個範例

及公式，再給選項，讓學生去應用選出對的。答案為 c偏正結構詞組修飾語與中

心語的關係。中心語母親。 

結合的能力指標:E-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F-1-2 能擴充詞彙，正確的遣詞造句，並練習常用的基本句型。  

               2-2-1 熟練應用各種句型。 

二.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

告彌子瑕者，彌子瑕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

其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作者：韓非出自韓非子一書。 

結合的能力指標:E-3-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文，及文語文作品中辭語的意義。 

               3-3-3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3-2-10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和下結論。 

3-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第 37 題 由上文可知，彌子瑕竊駕君車的原因何在？ 

（A） 知法犯法，故意挑戰法令。 

（B） 衛國之法，不處罰竊車賊。   

（C） 母親患急病，無暇顧及法律。 

（D） 與國君同遊，當然不算竊車。 

答案: （C） 

 

第 38 題 由上文可知，彌子瑕將桃子分與衛君吃，當時衛君的想法是什麼？ 

（A） 桃子很甜，彌子瑕捨不得個人獨享。 



（B） 彌子瑕故意示好，以考驗衛君的愛。 

（C） 彌子瑕平日就驕緃，不顧君臣之禮。 

（D） 桃子是衛君的最愛，不容他人分享。 

答案: （ A） 

 

 

第 39 題 根據上文，衛君改變了對彌子瑕的態度，關鍵在何處？ 

（A） 彌子瑕仗勢欺人，衛君己經忍無可忍。 

（B） 彌子瑕目中無人，衛君自覺受到冒犯。 

（C） 彌子瑕不再迷人，衛君已經感到厭倦。 

（D） 彌子瑕得罪他人，衛君難以再袒護他。 

答案: （C） 

測驗學生平時的語文能力，包含理解中的轉譯、解釋及外推。語文能力需要學生

平時多閱讀、及平日課堂中實力的累積。在這篇文章中考的是對古文的理解，文

章理解後，才可依文章的內容推測作答。例如: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這兩

句詩可知道第三題的答案為 C。  

三. 好像 

           生前是一個憂傷的君王 

          變作禽鳥 

          啼濺了鮮血 

          尋找春天的精魂 

 

結合的能力指標:E-1-4 能喜愛閱讀課外讀物主動擴展閱讀視野。 

               E-3-1 能熟習並靈活應用語體文，及文語文作品中辭語的意義。 

               E-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3-3-2 能經由朗讀，美讀及吟唱作品，體會文學的美感。 

               3-3-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3-2-7在閱讀過程中，利用語文理解，發展系統思考。 
               2-10-10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第 44 題 關於這首詩的體裁，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 這種詩體依規定不可押韻 

（B） 這種詩體產生於唐代初期 

（C） 這種詩體又可稱為樂府詩 

（D） 這種詩興起於白話文運動 

答案: （ D） 

 



第 45 題 本詩中所提到的禽鳥最可能是哪一種？ 

（A） 精衛 

（B） 慈烏 

（C） 杜鵑 

（D） 夜鶯 

答案: （C） 

第 46 題非好題目改成 

第 46 題 從本詩的描述可看出，這首詩與古典詩的那首詩名的主題相近？ 

（A） 李白的宣城見杜鵑花 

（B） 李商隱的錦瑟 

（C）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 

（D） 沈佺期的古意 

答案: （ A） 

運用基本的知識，知道白話文運動也有新詩這件事，由文字中應用所學找出答

案。平日要多記成語，這是平時的功夫，非一蹴可幾的事，記了成語也要了解它

的用法及語意，才可運用。第四十五題可由神話故事或山海經一書中的故事，可

約略的猜到答案。若談到杜鵑的由來就是這首詩的內容。子規，即杜鵑。 

附註:李白的宣城見杜鵑花「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

斷，三春三月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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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之題目評析 
何儀慧 

第一部分：選擇題 
 
壹、單一選擇題 
 
11-12題組 
請閱讀下列短文，回答 11-12題。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旦五十。每

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

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註：人名）法也。度囊



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11. 作者的經濟狀況是： 
(A) 寬裕的 (B)困窘的 (C)收支相抵的 (D)舉債度日的 

答案：(B)困窘的 
 

命題出處：宋．蘇軾〈與秦太虛書〉 
測驗目標：作者之地位與成就、作者之風格、重要作品的內涵價值的了解、國學

及文化常識的了解、 
評  析：考題敘述蘇東坡的經濟狀況，通篇文章在強調蘇東坡的經濟狀況不

佳，所以答案(B)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假如是站在強調蘇東城的理財
能力方面來思考，答案(C)也是可以選擇的。答案(B)與答案(C)的語意
不夠分明，讓答題者很容易陷入模糊的思辯。 

改進建議：將答案(C)之選項刪除，或是改為多重選擇題。 
 
 
 
貳、多重選擇題： 
 
23. 請閱讀下文，選出適合做為標題的選項： 
開蘭舉人黃纘緒的老家，那傳統的三合院建築，在經濟掛帥的壓力下，一

瞬間，化為醜陋的建築工地。被怪手鏟除掉的，不只是傳統的建築文化，

更是一段宜蘭人驕傲的開墾歷史。 
宜蘭舊城有條優美的護城河，曾經悠悠地流過宜蘭人的心中，豐富了宜蘭

人的鄉愁記憶。河中搖曳的水草、岸邊的垂柳，曾經是宜蘭人生活中的一

部分。如今，站在已掩蓋的原址，過去謢城河流經的地方，只見車來車往，

一片匆忙。真難想像失去河流滋潤的城市，就像乾枯的蘋果，怎會美麗得

起來！ 
 
(A) 除舊與布新  
(B) 被抹去的記憶 
(C) 消失的宜蘭城 
(D) 宜蘭舊城風物考 
(E) 優美的傳統建築文化 

答案：(B) 被抹去的記憶」、(C)消失的宜蘭城 
 
測驗目標：閱讀及欣賞作品的能力、判讀資料的能力、對國學及文化常識的了解 



評  析：答案(A)除舊與布新、答案(D)宜蘭舊城風物考【「考」字有「探究」
之意，但文中並未說明宜蘭護城河消失的原委，故不宜選】、答案(E)
優美的傳統建築文化」，與全文敘述關係不大，可以不選，剩下兩個

選項：答案(C)消失的宜蘭城」與全文最為貼切，而答案(B)被抹去的
記憶」與答案(C)之意思太過相近，顯得畫蛇添足。 

改進建議：將答案(C)刪除，並將題目放在單一選擇題的類型下。 
 

 

 

第二部分：非選擇題 
 

二、閱讀下列資料， 依框內要求作答。( 佔2 7 分) 
 

A 香米 

「香米」，顧名思義即是煮熟後會散發出香味的米。民國66 年，農業試驗所嘉義

分所開始從事香米育種研究，引進國外香米品種與台灣優良水稻品種進行雜交育種。 

 

B 益全香米 

益全香米穀粒大而飽實，米粒透明度佳，黏度適中、彈性優、口感Q。據實驗，其

單位面積產量比一般稻作多，育苗時間短，對於稻熱病的抵抗力強。益全香米具獨特的

芋頭香，據吃過的人表示，掀開飯鍋時，會被那股香芋味感動。⋯⋯ 

 

C 台農71 號 

「台農71 號」是繼「台.4 號」及「台農72 號」之後，在台灣地區育成的第三個.

型香米品種。「台.4 號」是民國79 年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命名；「台農72 號」則是

於民國76 年由農試所嘉義分所命名，兩種米雖然都有香味，但各有缺點，雖曾推廣種

植，卻成效不佳。 

「台農71 號」是以「台.4 號」為父本，取其具有國人喜愛的芋頭香味，母本則為

外觀、品質均佳的「日本絹光米」。農試所自民國81 年起正式將「台.4 號」與「絹光

米」進行雜交，據參與育種的人員指出，「台農71 號」不僅是二十幾年來農試所自行

雜交育種成功的第一個稻作新品種，也是農業界首度跳脫舊框架，以品質而非產量或抗

病性為主要育種目的的新品種。專家表示，連栽種方法也不能再循舊有模式，農民必須

配合新香米的生長特性作改變。 

 



D 關於郭益全 

姓名 郭益全 

籍貫 台南縣鹽水鎮 

生卒年 民國35 年生，民國89 年9 月9 日猝逝，享年55 歲。 

死因 家族本有心血管疾病病史，又因工作過勞，引起胸口悶痛卻不察，導致心

臟病發，送醫不治。 

學歷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博士，研究「水稻遺傳與育種」。 

經歷 民國81 年起，擔任農試所「水稻育種計畫」主持人，帶領團隊投入高品質

香米品種改良 

工作。民國89 年10 月25 日，正式通過農委會之審查登記，命名為「台農

71 號」。 

工作信念 「要種稻，就要種好稻；要吃米，就要吃好米」 

讚譽 1. 農試所同仁讚譽他是「接受正統水稻遺傳育種訓練，在台灣從事相關研

究的第一人」。 

2. 農委會視「台農71 號」為革命性稻作品種，為紀念郭益全，特訂名為

「益全香米」。 

其他 1. 郭益全猝逝後，同事接手他未完成的事務，見堆積如山的資料，才體會

到他對工作的投入有多深。 

2. 郭夫人說：「每天洗米的時候就會想到他，如果他能吃一口香米再走，

該有多好！」 

 

 

E 加入WTO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世界各國的米將大舉進軍台灣，從日本高級

米「越光米」、泰國皇家御用米到美國米、澳洲米、⋯⋯，對稻農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閱畢上列資料，相信你對台灣香米育種歷史及「益全香米」靈魂人物郭益全

博士已有初步的認識。香米的育種過程讓我們看見，即使是最尋常的東西，也藏

有無名英雄的心血。 



現在假設要立一座「香米碑」，告訴民眾香米的故事，請將上列資料融會貫

通，並運用文學想像，以「香米碑」為題，鋪寫一篇紀念郭益全博士並記述台灣

香米育種歷史的文章，文長不限。 

【注意】：無須拘泥於碑文體製。 

 

 

 

測驗目標：資料統整能力，包括閱讀後的資料整理、感想、啟示、評論、語

文組織能力。這樣的題目幾乎從未出現在一般模擬考中，可以測驗考生的反

應。 

評  析：提供了大量資料，也許會讓閱讀能力較緩慢的答題者，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整作答，實顯吃力。 
另，題目中寫明「以『香米碑』為題」，後又備註「無須拘泥於碑文體製」，顯示題目說明的自我揚棄與自相矛盾。

原意是要作答者運用所提供之資料，與自身的文學想像力去寫，但這樣的敘述方式卻容易將作答者引入思索碑體

為何的泥沼中。 

改進建議：重新思考作答時間的限制，或可精減所提供的資料。 
將「以『香米碑』為題」以及備註之「無須拘泥於碑文體製」之題目

要求除刪，讓作答者以所提供之資料，自定題目，鋪寫一篇紀念郭益

全博士的人物傳記介紹，並旁及台灣香米育種歷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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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之題目評析 
                                                               張昊陽 
14. 某報一篇以「高行健現象與臺灣文化的反思」為題的社論， 能以寬廣的視
野洞悉臺灣文化發展的未來方向。此乃「輿論自身健全」所應具備的哪一項

條件 ？  
（A）動機純潔 
（B）識見卓越 
（C）文才暢達 
（D）膽氣橫逸。 



答案：（B） 
測驗目標：對臺灣的社會文化及輿論所應具備的條件有進一步地認識與了解。 
評  析：高行健是何許人？高行健現象是什麼？或許有些考生並不明白。若能

夠對此加以說明，此題將是不錯的題目。 
改進建議：在題目中或是以附註的方式，說明自從法國籍中國人高行健自從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後，原本囤積在倉庫的書籍，在短短的時間內銷售一

空，還不停地加印，此種盲目崇拜的行為，實不足法。 
 
題組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

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

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

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

桃。』 
 
38. 由上文可知，彌子瑕將桃子分與衛君吃，當時衛君的想法是什麼？ 
（A）桃子很甜，彌子瑕捨不得個人獨享 
（B）彌子瑕故意示好，以考驗衛君的愛 
（C）彌子瑕平日就驕縱，不顧君臣之禮 
（D）桃子是衛君的最愛，不容他人分享。 
                                                            答案：（A）  
測驗目標：閱讀及欣賞作品的能力、判讀資料的能力及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評  析： 
改進建議：將全文引出，然後考生便可以更加容易判斷問題的題幹，也可以從文

中學習一些道理。 
原文：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閒

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

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

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

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

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刖：砍斷雙腳。    啖 ：給人食物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