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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測驗與評量 小組作業(一) 

試題評析與改進 

 

 

92年學科能力測驗---自然考科(生物部分) 

 

92 學年學科能力測驗，測驗範圍為高中的必修課程。依據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

公布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自然考科的試卷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試題以高一必

修課程為主要範圍，包括高一的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生物、基礎地球科學。 

第二部分試題則偏重高二課程，包括高二的物質科學(物理篇)、物質科學(化學篇)、

物質科學(地球科學篇)、生命科學等四科。 

另外，為配合課程的設計，第一部分試題考生須全部作答；第二部分試題可以全

答，但只要答對一定題數，該部分即為滿分。至於兩部分的佔分比例，大約參考課

程標準的節數比。 

考試重點高一以基本學科知識為主，題型則沿用過去的題型，高二則以評量科學

能力為主，並不以較專精的學科知識作為測驗內容，題型則包括資料判讀、結果整

理和觀點辨證等。 

根據大考中心指出，學科能力測驗的測驗目的是（1）測驗高中生應具備的基本

學科能力，（2）評量考生是否具有接受大學教育所應具備的基本知能。學科能力測

驗主要評量考生記憶、理解、分析、綜合、觀察、推理、閱讀、文字表達、資料判

讀等能力。各科成績採級分制。 

  

 覺得最好的題目 

 

第壹部分 

二、多重選擇題 

說明：第41 至48 題為多重選擇題，每題均計分。每題選出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 

案卡上。每題答對得2 分，答錯不倒扣，未答者不給分。只錯一個可獲1 分， 

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給分。 

 

41-42 為題組： 

「非洲草原中常可見到高三、四公尺的土丘， 其實這是白蟻建築出的蟻塚。蟻塚內 

住著幾百萬隻的白蟻家族。它們大量在草原上收集乾草等植物碎屑， 帶回蟻塚， 再 

將這些碎屑攜入蟻塚底部儲存。儲存的植物碎屑是培養菌類的原料，菌類長出的菌 

絲是白蟻的食物。如此才能養活整個家族的白蟻。白蟻排泄的物質滲入地底後， 又 

讓蟻塚週圍的植物長得好。這些植物養活了更多的有蹄類動物；而豐富的有蹄類動 

物資源又供應了獅子足夠的食物， 維持了獅子的存活及族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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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所述， 回答41-42 題。 

 

41. 本文中提到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生物間的相互關係及生態系中能量流轉方式。下

列哪幾種關係是文中提到的？ (應選三項) 

(A) 掠食(B) 競爭(C) 寄生(D) 食物鏈(E) 互利共生 

 

42. 現在若有一種殺蟲劑， 只會殺死白蟻， 但對植物或其它脊椎動物都沒有影響， 

則持續使用這種殺蟲劑來殺白蟻， 對當地生態的影響為何？ (應選二項) 

(A) 獅子數量減少(B) 植物碎屑減少(C) 植物生長增快 

(D) 有蹄動物數量增加(E) 碎屑分解速度變慢 

 

說明： 

41答案為ADE。 

A：「有蹄類動物資源又供應了獅子足夠的食物」說明獅子的掠食行為。 

D：文中所提到的所有生物關係是一種食物鏈。 

E：「白蟻提供植物碎屑給菌類，菌類長出的菌絲是白蟻的食物」，是一種互利共

生的行為。 

42答案為AE。 

  白蟻減少使植物碎屑分解速度變慢且植物生長變慢，間接使有蹄動物數量減少，

繼而獅子數量減少。 

 

 

 

 

 

 

 

 

 

 

 

 

 

 

 

本題組目的在測驗學生對科學性文章的閱讀分析與判斷能力，以及對生物與環

境依存關係的認知與素養。41題主要是測驗學生對生態系中關於食物鏈的科學辭

彙，是一種基本的生物學知識。42題則進一步測驗較高層次的思考能力，測驗學生

是否能利用題幹所提供之資料，並進行歸納整理，提出合理的結論與推論，

而非只是重述課堂上學到已整理出的事實或原理而已。在命題設計用題組的方

式來評量由點而線而面的知識內涵。 

白蟻

菌類

植物

有蹄類動物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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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幹的部分提供了充分的作答訊息，因為學科能力測驗重視的是學生判讀資料

的能力，以及知識的貫通，而非死記片段瑣細的知識，儘量提供充分的作答訊息，

以評量考生理解、分析資料的能力。題幹清楚表達題意，但又不會過長，且只

問一個問題。 

選項的部分相互獨立，不會有隱藏答案，或是出現互斥的選項。敘述簡短，不

增加閱讀的複雜性，且在題目後面告知應選的答案數。 

 

 

 

 

 

覺得最差的題目 

 

第貳部分 

說明：第49 至68 題，共20 題，均為單一選擇題，答對16 題以上則第貳部分即得 

滿分(32 分)。每題選出最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上。每題答對得2 分，答錯不

倒扣。 

 

49-51 為題組： 

紫外線波長在280 到320 奈米(nm) 的部分稱為「紫外線B」， 人類長期暴露在紫 

外線B下， 能造成免疫系統的傷害、能引起白內障、還能增加罹患皮膚癌的機會。

太陽輻射線中的紫外線， 通常會被臭氧層吸收， 只有少量會照射到地表。 

科學家從1970 年代開始， 發現全世界許多兩棲類的種類， 族群量都大幅減少，甚

至完全消失。因而懷疑兩棲類族群滅絕的原因之一， 是地球上空的臭氧層消失。為

了要証實這個假說， 科學家在美國西部山區， 採了蠑螈、蛙、蟾蜍等三種在當地 

水池中繁殖的兩棲類動物的卵， 分別放在紗網作成的籠子中， 每一籠各100 顆卵， 

置於原地的池塘中。籠子共分成三組： 甲組的籠子上方， 加了一層透明的塑膠板， 

用以隔絕紫外線B ； 乙組則沒有任何隔離， 卵可接受完全的日光照射； 丙組則

是用無法隔絕紫外線B 的透明塑膠膜蓋住。該實驗共進行三次， 實驗的結果如下

表。 

但研究人員經過檢查， 發現造成 這些卵或胚胎死亡的原因， 都是因為 

受到原本就在池塘中的水黴菌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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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所述， 回答49-51 題。 

49. 依據上表實驗數據， 下列敘述， 何者較合理？ 

(A) 紫外線B造成蠑螈族群瀕臨絕種 

(B) 紫外線B明顯會影響蠑螈、蛙及蟾蜍的發育 

(C) 水黴菌是造成蠑螈、蛙及蟾蜍數量減少的主因 

(D) 紫外線B對族群數量的影響： 蠑螈大於蛙， 蛙大於蟾蜍 

 

50. 下列推論， 何項最為合理？ 

(A) 紫外線B會增強水黴菌的生長 

(B) 本實驗並無法証實卵和胚胎死亡與紫外線B有關 

(C) 甲組卵和胚胎的死亡， 是缺乏紫外線B照射所造成的 

(D) 兩棲類胚胎經紫外線B照射後， 較容易被水黴菌感染而死亡 

 

51. 下列何項敘述做為上述短文的結論， 最為合理？ 

(A) 蛙及蟾蜍將取代蠑螈 

(B) 臭氧層的破壞會影響兩棲類的族群數量 

(C) 本實驗的兩棲類死亡率， 並不足以造成族群量降低 

(D) 兩棲類族群減少的原因和紫外線無關， 和水黴菌有關 

 

說明： 

49答案為B 

50答案為D 

51答案為B 

 

本題也是題組的類型，且是第二部分選答。題組的目的在測驗學生對運用科學

方法、實驗觀察的能力，以及是否有分析與推論實驗數據的能力 。 
本題組乍看之下似乎假設族群死亡是因為紫外線照射，結果卻是因為水黴菌感

染。其實它要考的兩大概念：一是由實驗圖表解讀出「受紫外線照射的動物死亡率

較高」，其二則是由文章中推論「原因是紫外線使免疫系統受損」。在題幹的構思

設計上非常靈活，除了能測驗分析實驗結果的能力外，還能測驗學生是否有判斷、

發現問題的能力。 

但我覺得最差的題目是第49題，最主要的理由是選項的不確定性。答案雖為由

圖表解讀出的(B)紫外線B明顯會影響蠑螈、蛙及蟾蜍的發育，但是由題幹及圖表中

來看，選項(A)紫外線B的確是造成當地蠑螈族群瀕臨絕種，因為在沒有紫外線的照

射下，蠑螈族群降低了40%~50%的死亡率， 選項(C)亦同，紫外線使免疫系統受損， 

進而易受水黴菌感染，所以文末才說「研究人員經過檢查， 發現造成 這些卵或胚

胎死亡的原因， 都是因為受到原本就在池塘中的水黴菌的感染。」因此說水黴菌是

造成蠑螈、蛙及蟾蜍數量減少的主因並不為過。而選項(D)紫外線B對族群數量的影

響： 蠑螈大於蛙， 蛙大於蟾蜍，敘述應可以在簡潔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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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題目 

 

49. 依據上表實驗數據， 下列敘述， 何者較合理？ 

(A) 水黴菌是造成兩棲類瀕臨絕種的主要原因 

(B) 紫外線B明顯會影響蠑螈、蛙及蟾蜍的發育 

(C) 造成蠑螈數量減少的原因，是水黴菌而非紫外線 

(D) 紫外線B對族群數量的影響： 蠑螈＞蛙＞蟾蜍 

 

 

 

 

91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自然考科(生物部分) 
 

基本學力測驗主要有下列幾項特點： 

1.標準化測驗 

基本學力測驗是結合測驗專家與各學科領域專家所發展出來的標準化測驗。測

驗發展的過程完全依據標準的測驗編製程序來進行，從各科能力指標的擬定、試題

的設計、施測程序的建立、記分方式，乃至於試題預試以及測驗信度、效度的建立，

完全依照標準化的測驗編製程序來進行，以使測驗能有最佳的評量效果。  

2.明確的測驗藍圖(見附表) 

基本學力測驗的目標是分析國中現行之課程標準及課程綱要，考慮國民中學教

育階段應具備的基本能力，形成能力指標。測驗的藍圖就是依據能力指標發展出來

的，每個題目在設計時，都有明確的能力指標，並經過嚴格的審查，使題目能夠反

映出該能力指標。 

3.題庫式測驗 

基本學力測驗的試卷產生方式與過去的聯考不同，它是採取試前命題，經過多

次修（審）題、預試與試題分析，以得到試題的相關訊息，然後將符合要求的優良

試題納入嚴格保密控管的題庫中。九十年度正式測驗時，將會從題庫中選取試題組

成正式測驗卷，以正式測驗卷進行考試。這種做法的優點是試題的相關訊息（包括

難易度、鑑別力、所評量的能力指標⋯等）都已經事先知道了，可以使組合出來的

測驗能發揮最準確的評量效果。 

4.分數的可比較性 

基本學力測驗的實施是一年多次的，其測量結果可利用分數等化的方法，將不

同次的測驗分數換算成同一個量尺的分數，使每一次考試的分數能放在同一個標準

上來進行比較。因此，即使學生參加不同次測驗，其分數仍然可以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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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最好的題目 

 

91年第二次學力測驗 

 
 

說明： 

答案為D 

   本題目的在測驗學生是否具備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能力層次 1-1)，像是符
號、計量單位或是「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科學名詞，以及運用資料和圖表的能

力(能力層次 2-1)，是否能理解實驗數據的意義，並提出合理的解釋。 
題幹簡單、清楚的表達題意，試題的數目應與資料的長度成比例。選用

的資料符合學生的學習經驗和閱讀水準。所使用的表格行列對齊，標示清楚，

列出適當的指示，如刻度、軸向名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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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最差的題目 

91年第一次學力測驗 

 
說明： 

答案為A 

此題在測驗學生是否具備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能力層次 1-4)，知道科學研究
的方法。原理為一般有機物之沸點比起無機物低得多，在高溫下加熱易變焦黑，所

以可以用加熱是否易變焦黑的方法來分辨有機物與無機物。本題的選項中唯一的無

機物是(A)食鹽，但根據統計資料，有35.11%的學生選答(D)豬油。 

 

我覺得(D)的確是個有所爭議的選項，雖然豬油是含碳的有機物，但根據

題目所所設計的實驗來做，五分鐘的加熱並不足以使豬油焦黑-(為了證實這

點，我實際操作了一次)-所以答案的設計與學生的生活經驗不相符合，建議選

項改為其他有機物。 

 

建議更改題目 

 

選項 A B C D 

選答比例

（％） 
51.64%  7.98% 5.21% 35.11%  

通過率=0.52   鑑別度=0.50 

(D)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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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委員會」所設計的測驗藍

圖－雙向細目分析表 

設計命題的方向有二：一是根據學習內容，另一是根據能力層次，兩個方向組

成雙向細目分析表。 

能力層次是參考教育心理學認知領域的分類，根據國中課程的研究文獻、

解析國內外試題的重要理念、以及學者、專家、教師們多次研究討論，將國

民中學階段的學生對於自然學科所應習得的能力分析如下表： 

能力層次 項目舉例 

具備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 1-1知道科學名詞、符號或計量單位 

1-2知道科學現象、規則、學說、定律 

1-3知道工具的使用方法 

1-4 知道科學研究的方法 

運用資料和圖表的能力 2-1能理解數據、反應式、數學式或圖形的意義 

2-2能選用圖文中適當的資料 

2-3 能轉換資料與圖表間之呈現方式 

具備高層次思考的能力 3-1能運用基礎知識解決問題 

3-2能分析比較物象間的關係 

3-3 能提出合理的推論與結論 

統整學科知識的能力 4-1能綜合自然學科各學門相關知識並加以運用 

4-2 能了解自然科學的侷限性 

4-3 能了解自然科學與人類文明及環境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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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學科能力測驗---數學考科 

覺得最理想的題目 

 
(複選題）假設坐標平面上一非空集合 S內的點( x , y )具有以下性質： 「若 x > 0 ， 
則 y > 0」。試問下列哪些敘述對 S內的點( x , y )必定成立？ 
(1) 若 x <= 0 ， 則 y <= 0  ；  (2) 若 y <= 0 ，則 x <= 0 ； 
(3) 若 y > 0  ， 則 x > 0  ；  (4) 若 x > 1  ，則 y > 0  ； 
(5) 若 y < 0  ， 則 x <= 0  。 

 

說明： 

答案為BDE 

 

此題考答題者的邏輯觀念，必需邏輯清楚才能全部答對。每個選項都需讓答題

者思考過才能得到答案，不是那種一看就知道答案或代公式就知道答案的題目。且

不用花很多時間來判斷。且這種邏輯觀念不但用在數學上，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中也

可用到這種邏輯判斷來分辨事物。 
 
覺得最不理想的題目 
(複選題)下列那些函數的最小正週期為π？ 

(1) sin x + cos x  (2) sin x – cos x  (3)  | sin x + cos x | 

(4) | sin x - cos x|  (5) | sin x | + | cos x | 

 

說明： 

答案為CD(AB->2pi , CD->pi , E->pi/2) 

 

這題雖然考的是週期的觀念，但有像公式的東西可背。直接代公式就可求得答

案。或是用畫圖的方式，或是用代數字進去猜。畫圖須要花很多時間，若有人直接

背公式可以省不少時間，個人覺得這種題目不公平。而且這題似乎是在考答題者對

週期的瞭解；或許有些學生知道週期是什麼，卻得花很多時間在畫圖和合成上，有

些學生直接代公式卻不清楚其來源。如果學生事先做過這類題目，就會很快答出答

案，可能就可以用背的。這樣會的人也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在畫圖，而沒時間去做別

的題目。題目可以改成幾個選項可以用簡單的觀念題，幾個選項還是要畫圖，這樣

不但可以考學生觀念，也可以考到將觀念整合應用。也不會讓學生花太多時間在畫

圖上面。 

 

建議更改題目 

(複選題)下列那些函數的最小正週期為π？ 

(1) | sin x |  (2) sin x + cos x  (3) | cos x | 

(4) | sin x + cos x|  (5) | sin x | + | cos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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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最理想的題目 

 
(單選題)下列四個敘述甲與乙關係的選項中，哪一個與其他三個不同？ 
(A) 甲是乙的 b/a 倍 
(B) 甲：乙 = a：b 
(C) 甲的 a倍等於乙的 b倍 
(D) 甲：乙的比值為 b/a 
 

說明： 

答案為B 

 

這題是考答題者對於兩數關係的瞭解。這題雖然是單選題，但是每個選項仍需

答題者對每個選項經過思考判斷後才能得知答案，不會浪費選項。不是那種算出答

案就由選項中選一個的那種題型，學生還需要去分析哪個才是答案。而且在題目上，

有在”不同”的地方特地標線，不會讓學生因為看錯題目而答錯，不是考學生的粗心
細心。 
 
 
 
覺得最不理想的題目 
 
(單選題)百貨公司舉辦促銷活動，將原價 x元的衣服改為( 3x/5 + 1 )元出售。請問下
列哪一個敘述可作為此百貨公司的促銷標語？  
(1) 原價打三折再加 1元 
(2) 原價打三五折再加 1元 
(3) 原價打四折再加 1元 
(4) 原價打六折再加 1元 
 

說明： 

答案為D 

 

此題主要在考答題者對於分數的概念，原價的 3/5 相當於促銷語中的打幾折。但是
題目中的” +1”和每個選項的後面都有同樣的”再加一元”， 似乎顯得很累贅，好像
要誘困答題者的感覺。其實可以將題目改為 3x/5就好，而每個答案後面的”再加 1
元”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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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題目 

(單選題)百貨公司舉辦促銷活動，將原價 x元的衣服改為 3x/5元出售。請問下列哪
一個敘述可作為此百貨公司的促銷標語？  
(1)原價打三折 
(2)原價打三五折 
(3)原價打四折 
(4)原價打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