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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其取材範疇、測驗學科、

命題依據和測驗型式，大抵延續九十六年本測驗的內涵和精神。為方

便考生、老師、家長及社會大眾更了解相關訊息，「國民中學學生基本

學力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特別企劃製作了「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

基本學力測驗 Q & A」，將歷年來有關本測驗的常見問題一一加以回覆

解說，讓關心本測驗的各界人士，能輕輕鬆鬆按圖索驥，解除茅塞！ 



壹、開門見山話基測

Q1：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考些什麼科目？ 
A1：九十七年國中基測之測驗學科為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及寫作測驗，除國

文與寫作測驗同屬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外，各科不跨學習領域。 
 
Q2：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各科命題依據為何？ 
A2：九十七年國中基測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皆以「課程綱要」為命題

依據（註：寫作測驗需參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能力指標）。有關課程綱要能力指標等內

容，可參考教育部國教司網站，網址：http://www.edu.tw/EDU_WEB/Web/EJE/home.php。 
 
Q3：準備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是否要讀很多版本？沒有統一教材命題如何能

公平？ 
A3：不需要讀很多版本。國中基測是以能力指標為命題依據，學生使用任一經教育部審定通

過之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基本能力，皆足以應考本測驗。在公平性的考

量上，考生答對試題的機會，不會受到該題命題指標以外的因素所影響，命題上會避免

「因版本選用的不同而產生的作答差異」。 
 
Q4：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會不會考國小學習部分？ 
A4：各科不會單獨測驗國小學習部分。但依九年一貫階段課程設計理念，國小學習教材內容

為國中階段學習的先備知識，其能力（知識）為國中課程學習的基礎，因此，若命題內

容涉及國小學習部分的能力（知識），此部分為無須特別加強複習的內容。 
  
Q5：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會不會考很難？各單元學習要準備到多深、多廣？ 
A5：試題難度大致上與前幾年相同，以「能評量出學生所學到的與所培養出來的基本知識與

基本能力」的題目為主。試題皆經由預試機制審核學習內容（用預試參數推知），各單

元學習只要能習得基本知識與基本能力即可。 
 
Q6：什麼是「題庫」？其安全性如何？ 
A6：國中基測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等五科的運作方式是採事前命題，經過多次修

題、審題、事前測試（預試）與試題分析，以得到試題的相關訊息（稱為試題參數），

然後再將合乎要求的優良試題納入嚴格保密控管的題庫中。正式施測時，會依據事前公

布的測驗目標，從題庫中抽取試題，組成正式題本進行測驗。那些存放優良試題以及試

題參數的資料庫就稱為「題庫」。 
 

國中基測設計的題庫系統係採封閉式的區域網路，不連接網際網路及其他內部網路，故

無遭受網路攻擊的顧慮。為更確保題庫資料安全，我們參考國內多家金融機構及政府單

位的控管措施，設計完整的軟硬體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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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驗學科： 

九十七年國中基測科目為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及寫作測驗，除國文科及

寫作測驗同屬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外，各科不跨學習領域。 

 

二、測驗題數與時間： 
除寫作測驗為五十分鐘外，其餘各科測驗時間均為七十分鐘，其題數如下： 

寫作測驗：一題。 

國文科：四十五～五十題。 

數學科：三十～三十五題。 

英語科：四十～四十五題。 
社會科：六十～七十題。 

自然科：五十～六十題。 

各科測驗題數以學生能於測驗時間內從容完成作答為原則。 

 
三、測驗題型： 

寫作測驗：引導寫作方式。 

其餘五科：四選一的單選題，包括單題及題組題。 

 

四、試題取材原則與示例： 
（一）取材一般性原則 

九十七年國中基測各科試題之取材，以學生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要來源。各科所要測驗

的能力與內涵，以課程綱要為命題依據，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測驗學科 測驗時間 命 題 依 據  

寫作 
測驗 

50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寫作能力指標，並參

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能力指標 

國文 70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數學 70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數學學習領域/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貳、見微知著觀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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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70分鐘 

1.《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英語/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一千字詞》（俗稱「千字表」，教育部

92 年 1 月公告） 

社會 70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社會學習領域/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自然 70分鐘 

1.《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自然學科/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2.「附錄二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教材內容細目」之自然

學科/國中階段部分 

 
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一般命題原則如下： 
1、以能經由紙筆測驗評量的能力指標為主： 

採用紙筆測驗所能評量的能力指標，期能客觀、公平的實施國中基測。 
2、以評量學生所習得的基本能力為目的： 

採用基礎、核心及重要的能力指標，期能可靠（信度）、有效（效度）的評量學生基

本能力。 
3、以符合綱要不涉及素材（版本）為選取方針： 

國中基測內容根據能力指標，學生無論使用哪一版本教材，只要能融會貫通，並習得

基本能力，皆足以應考國中基測。 
 

［示例一］ 
「蟬噪林逾靜，鳥鳴山更幽。」是藉聲音的描寫來反襯寂靜。下列詩句何者屬於此類？ 
(A)春眠不覺曉，處處聞啼鳥 
(B)三更子規啼，松夜益寂寥* 
(C)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鳴 
(D)江靜潮初落，林昏瘴不開  

94 參考題本-17

＜能力指標＞E-3-3-2-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測驗內容＞修辭技巧。 
＜說    明＞本題在題幹中說明反襯修辭法的特性，學生可藉此類推，選出答案，不須熟記

修辭法的定義。不論學生使用哪一種版本，只要具備基本的修辭概念，即可作

答。 



［示例二］ 
下列哪一個數值最小？ 
(A)  99.5 10−×
(B) * 92.5 10−×
(C)  89.5 10−×
(D)  82.5 10−×

96-1-13

＜能力指標＞7-N-15 能用以十為底的指數表達大數或小數（包括日常生活長度、重量、容積

等單位，如奈米、微米、公分或厘米、公尺或米……）。 
＜測驗內容＞數與量。 
＜說    明＞本題只要理解「科學符號」的基本概念並加以應用，不論使用哪一版本均可以

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 
 
［示例三］ 
Judy: The ball game will be on TV tomorrow at six in the morning. 
Lucy:       up early and you won’t miss it. 
(A) Get*       (B) To get      (C) Getting       (D) Gets 

94-1-19

＜能力指標＞3-2-6 能了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情節與內容。 
＜測驗內容＞祈使句（語言基礎知識）。 
＜說  明＞本題評量基礎英文語法結構，只要經過國中階段正常學習，不論採用哪一版本

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 
 

［示例四］ 
圖(三)為某一國家沿海地形剖面示

意圖，▲記號為油氣蘊藏區的位

置。若依「領海及經濟海域」的劃

分方式判斷，這個國家在本圖中擁

有幾個油氣蘊藏區的開採權？ 
(A) 1 
(B) 2 
(C) 3* 
(D) 4                                                                    95-1-18

＜能力指標＞7-4-8 解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測驗內容＞生產、消費與分配。 
＜說    明＞本題測驗學生是否理解領海與經濟海域的範圍，只要經過國中階段正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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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採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 
 
［示例五］ 
右圖為學力氣象站於冬季所測得連續兩日的濕

度(甲－)、溫度(乙-- )變化記錄圖。由圖中的資

料推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天的降雨機會較高 
(B)第二天的降雨機會較高* 
(C)兩日的降雨機會相同 

(D)兩日皆不會降雨 

 

 

94 公開練習題

＜能力指標＞2-4-3-3 探討臺灣的天氣，知道梅雨、季風、寒流、颱風、氣壓、氣團、鋒面等

氣象語彙，認識溫度、濕度及紫外線對人的影響。 
＜測驗內容＞211-4d 觀察冬季和夏季之風向、溫度、濕度的變化。 

＜說  明＞試題取材自綱要中「附錄二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教材內容細目」自然科

國中階段部分之「溫度與濕度變化」。學生只要學得溫度與濕度的基本認知即可

作答。 
 

（二）各科取材範疇與依據 

【 國 文 科 】 

1、能力指標 
（1）注音符號應用能力。 
（2）聆聽能力。 
（3）說話能力。 
（4）識字與寫字能力。 
（5）閱讀能力。 
（6）寫作能力。 

 

2、測驗內容 

（1）正確認念一般字詞，分辨破音字在不同用法下的讀音，進而理解音義關係。 

（2）聆聽要點、聆聽方法的掌握。 

（3）說話要點、說話方式的掌握，及思維方法、組織結構的鍛練。 

（4）基本識字量 3,500～4,500 字。配合部首、簡易六書常識、工具書（字、辭典）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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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寫字教學，以確實把握文字之形、音、義，進而擴充詞彙，理解語詞結構。辨

識、欣賞各種書體及楷書名家碑帖的特色。 

（5）認識各類文體文類；理解語詞在不同情境中的不同意義，簡易文法、句型及基本修

辭技巧；分析篇章結構、內涵主旨、作品風格；並與實際生活情境相聯結。 

（6）熟習作文基本工夫及寫作步驟，進而運用各種敘寫技巧，配合生活經驗，恰當地使

用標點符號，以寫作不同類型的作品。 

以上測驗內容歸納自《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國文科分段能力指標，為本測

驗取材之最大範疇。詳細測驗內容請參見指標細目。文中灰階部分，表示該項能力不

適合由選擇題型進行評量。 

 
3、示例 

（1）單題 
［例 1］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殺身以成仁。」這句話旨在強調志士仁人應有哪一種

作為？ 
(A)宅心仁厚，不計利害      (B)實踐仁德，不恤生死* 
(C)仁民愛物，不問親疏      (D)以仁存心，不忍殺生 

＜能力指標＞E-3-2-10-6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行推測和下結論。 
＜測驗內容＞句意。 

＜說    明＞本題評量學生能否在理解句意的基礎上，推論出正確答案。學生只要在國中三

年內正常學習，增進語文素養，不論使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

版本。 

 

［例 2］ 
下列文句，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以牙還牙的抱負心態，往往使人闖下大禍 
(B)既然他以經來了，你就陪他去喝杯咖啡吧 
(C)他跑得好快，一定能夠在校運中奪得金牌* 
(D)我覺的只要能承擔責任，就是一個好幹部 

＜能力指標＞D-3-1-1-1 能認識常用中國文字 3,500～4,500 字。 

＜測驗內容＞常用字。 

＜說    明＞本題 A 選項「抱負」應訂正為「報復」；B 選項「以」應為「已」；D 選項「的」

應為「得」。根據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公布的八十七年字頻表：報 210、復

799、已 160、得 55，均在指標規定的 3,500～4,500 字之內，屬於常用字，學

生不論使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另外，教育部公布的字

頻表是國中基測推動工作委員會用以檢核試題難度的工具之一，教師不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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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是哪 3,500～4,500 字，也不須刻意要求學生記憶。 

 

［例 3］ 
下列文句，何者應用了「譬喻」的修辭技巧？ 
(A)我是一個充滿祕密的人，沒有人能和我分享這些祕密 
(B)春天，我喜歡披戴著陽光，在草間漫步，品嚐露水的清香 
(C)她們爭辯激烈，完全不容我插嘴，即使把話壓扁了都擠不進去 
(D)榮華園中的那對天鵝，是水上的芭蕾舞者，動作優雅，引人注目* 

＜能力指標＞E-3-3-2-5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修辭技巧及特色。 

＜測驗內容＞修辭技巧。 

＜說    明＞本題旨在評量學生能否辨認譬喻修辭法，只要能學會基本修辭方法，學生不論

使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 
 

（2）題組 

［例 1］ 
十三歲的貝塔妮‧漢彌爾頓被視為夏威夷衝浪界的明日之星。一天，她和平日一樣躺

在衝浪板上，享受著微風吹拂；這時，一團灰色的龐然大物悄悄接近，她的左手臂頓時被

拉住，整個人瞬間被甩來甩去。她看著被染紅的海水，立刻意識到：「是一頭鯊魚！」這一

切都發生得太突然，結果她失去了全身一半以上的血液，左手臂也只剩下十公分。 
貝塔妮自始至終都表現得很鎮定，療傷期間更是勇敢；她告訴親友，等她手臂傷勢復元之

後，她還要再去衝浪，「如果我不去衝浪，我永遠都不會快樂。」她甚至想裝上義肢好好彈

彈吉他呢！ 
── 改寫自《中國時報》92.10

＜說    明＞國文科題組選文是依據國中生應有的程度廣泛取材，同時再依據「國民中小學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國中階段的能力指標命題。其中非關學科專業知識、概念、

原則的閱讀理解類試題，只要是坊間程度適中之古今中外文學、報章雜誌、媒

體廣告……等，皆可納入取材之列。唯涉及教材內的選文，必為各版本的交集，

絕不獨厚單一版本或少數版本，因此，學生無論使用哪一版本的教材，只要能

學習到教材中所涵蓋的基本能力，皆足以應考國文科題組試題。 

 

1. 根據本文，下列哪一個成語可以形容衝浪少女被鯊魚攻擊的遭遇？ 
(A)池魚之禍       (B)禍不單行 
(C)飛來橫禍*      (D)因禍得福 

＜能力指標＞E-3-1-1-1 能熟習並能靈活應用語體及文言作品中詞語的意義。 

＜測驗內容＞成語。 

＜說    明＞本題旨在評量學生是否熟習常用的成語，只要具備基本的成語知識即可作答。 



 

2. 本文主要是在藉由衝浪少女的表現說明什麼道理？ 
(A)失敗的人沒有悲觀的權利 
(B)唯有耐心等待，才能擁有成功 
(C)恐懼往往能激發人類奮鬥的潛能 
(D)樂觀的人才能不畏逆境，勇於創造前途* 

＜能力指標＞E-3-3-2-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測驗內容＞文意。 

＜說    明＞本題旨在測驗學生是否能了解文章中所隱含的意旨。只要具備基本的閱讀能力

即可作答。 

4、說明 

九年一貫語文學習領域在國語文的教學上，旨在培養學生正確理解和應用本國語言文字

的能力。期使學生具備良好的聽、說、讀、寫、作等基本能力，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

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而國中基測國文科的命題理念，一方面是要評量學生

於國民中學階段所習得的基本語文能力，另一方面則要考核學生的人文涵養。此一理念與九

年一貫語文學習領域的理念相切合，二者皆著重生活基本能力的養成，期望學生能培養「可

以帶著走的能力」，而不是學習繁雜、瑣碎、片斷的知識。 

 

【 數 學 科 】 

1、能力指標與測驗內容 

（1）數與量。 

（2）圖形與空間。 

（3）統計與機率。 

（4）代數。 

（5）連結。 

 

2、示例 

（1）典型題 

［例 1］ 
若 a、b 為方程式 的兩根，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x 2( 29) 247− =
(A) a 為 247 的平方根 
(B) a＋b 為 247 的平方根 
(C) a＋29 為 247 的平方根 
(D) 29－b 為 247 的平方根* 

9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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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8-a-13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識一元二次方程式，並理解其解的意義。 

＜測驗內容＞代數。 

 
［例 2］ 
圖(廿一)是甲、乙兩校的工藝成績折線圖，圖(廿二)是丙、丁兩校的家政成績折線圖。 
 
 
 
 
 
 
 
 
根據圖中的資訊，判斷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甲校工藝成績的平均分數比乙校高 
(B)甲校工藝成績的平均分數比乙校低 
(C)丙校家政成績的平均分數比丁校高 
(D)丙校家政成績的平均分數比丁校低* 

95-2-33

＜能力指標＞9-d-04 能認識平均數、中位數與眾數均可以某個程度地表示整筆資料集中的位

置。 
＜測驗內容＞統計與機率。 

 
（2）日常生活題 

甲、乙兩店賣豆漿，每杯售價均相同。已知： 
甲店的促銷方式是：每買 2 杯，第 1 杯原價，第 2 杯半價。 
乙店的促銷方式是：每買 3 杯，第 1、2 杯原價，第 3 杯免費。 
例如，分別在甲、乙兩店購買豆漿 5 杯，均需 4 杯的價錢。 
若東東想買豆漿 24 杯，則下列哪一個方式花的錢最少？ 
(A)在甲店買 24 杯 
(B)在乙店買 24 杯* 
(C)在甲店買 12 杯，在乙店買 12 杯 
(D)在甲店買 6 杯，在乙店買 18 杯 

95-1-24

＜能力指標＞7-a-09 能由具體情境中描述解的意義。 
＜測驗內容＞代數。 

3、說明 

數學領域分為數與量、圖形與空間、統計與機率、代數、連結等五大主題，其中「連結」

此一主題可分為數學內外部的連結：數學內部的連結貫穿數與量、圖形與空間、統計與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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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數四個主題，強調的是解題能力的培養；數學外部的連結則強調生活經驗及其他領域中數

學問題的察覺、轉化、解題、溝通、評析諸能力的培養。九十六年數學科的評量依舊秉持教

改的主要原則「培養學生能帶著走的基本能力」，並參酌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的理念，統整各

個相關領域，進行試題的設計。 

 
【 英 語 科 】 

1、能力指標 

（1）聽、說、讀、寫之基本溝通能力。 

（2）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3）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識。 

 

2、測驗內容 

（1）主題與體裁： 

符合趣味化、實用化、多元化及生活化的原則，呼應十項基本能力的精神。 

（詳見課程綱要附錄一：主題與體裁參考表） 

（2）溝通功能： 

包括日常交談、社交應對、教室用語等一般人際溝通之語言能力。依其功能可分為

問候、感謝、道歉、同意、請求、問路、打電話等類別。 

（詳見課程綱要附錄二：溝通功能參考表） 

（3）語言成分： 

① 字彙：依據教育部於民國九十二年元月公布的《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一千字詞》

（俗稱「千字表」）。 
② 語法結構：以基本常用為主，避免冷僻、抽象的文法知識。 

 

3、示例 

（1）單題 

［例 1］ 
I like bread very much and I usually buy my breakfast at the       near my home. 
(A) bakery *    (B) bank     (C) fire station    (D) post office 

94-1-5

＜能力指標＞3-2-6 能了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情節與內容。 

＜測驗內容＞理解單字及句子的意義（語言基礎知識）。 

＜說    明＞本題所用字彙依據千字表，評量基本單字及句意理解，只要經過國中階段正常

學習，不論採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有版本。 

 

（2）題組 



［例 1］ 
Mr. Adams works from six in the evening to three in the morning, so he cannot see his 

daughter Cindy very often.  He sometimes writes letters to her.  Here is a letter he wrote. 

94-1-39～40

 
chat 聊天 
make up 捏造 
invite 邀請 

 
(1)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Mr. Adams wrote this letter? 

 
main reason 主要原因 

(A) To ask Cindy not to get on the Internet. 
(B) To invite Cindy’s friends to have dinner at home. 
(C) To tell Cindy why he has been so busy these days. 
(D) To tell Cindy to be careful about people she meets on the Internet.* 
 

(2) Which is true about Mr. Adams? 
(A) He knows nothing about the Internet. 
(B) He usually spends the evening with Cindy. 
(C) He is thinking about taking a trip with his family.* 
(D) He thinks that computers are very useful for students. 
 

＜能力指標＞(1) 3-2-6 能了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情節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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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6 能了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情節與內容。 
＜測驗內容＞(1) 理解書信之主旨（閱讀理解）。 
            (2) 理解書信之重要細節（閱讀理解）。 
＜說    明＞(1) 本題組選文及題目所用字彙依據千字表，超出千字表之字詞加註中文。 

(2) 以書信的形式，評量基本閱讀能力。 
(3) 只要經過國中階段正常學習，不論採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

有版本。 

 
［例 2］ 

 

 

 

 

 

 

 

 

 

 

 

 

 

 
94-1-30～31

  pick up 接送   experienced 經驗豐富的 

 
(1) What is Little Rabbit? 

(A) A children’s zoo. 
(B) A children’s library. 
(C) An elementary school. 
(D) A children’s lear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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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ok at the map.  Where is Little Rabbit? 

(A) A. 
(B) B. 
(C) C.* 
(D) D. 

 
 
＜能力指標＞(1) 3-2-7 能閱讀不同體裁、不同主題之簡易文章。 

(2)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表。 
＜測驗內容＞(1) 猜測字義（閱讀理解）。 

(2) 以圖表徵文意（閱讀理解）。 
＜說    明＞(1) 本題組選文及題目所用字彙依據千字表，超出千字表之字詞加註中文。 

(2) 以廣告海報為體裁，評量基本閱讀能力。 
(3) 只要經過國中階段正常學習，不論採用哪一版本均可以作答，毋須習讀所

有版本。 
 

4、說明 

九年一貫課程語文領域英語科課程總目標為：（1）培養學生基本聽、說、讀、寫基本溝

通能力。（2）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3）促使學生對本土與外國文化習俗有所認識。 

國中基測英語科的測驗內容皆為基本、核心、重要的概念，試題編寫嘗試多種體裁及主

題，且其語言使用重視整體自然情境，而非繁瑣、片斷的記憶。 

 

【 社 會 科 】 

1、能力指標與測驗內容 

（1）人與空間。 

（2）人與時間。 

（3）演化與不變。 

（4）意義與價值。 

（5）自我、人際與群己。 

（6）權力、規則與人權。 

（7）生產、分配與消費。 

（8）科學、技術和社會。 

（9）全球關連。 

 

2、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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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題 

圖(二)是貞貞在書中看到的一幅插圖，該圖最可能在表達下列 

哪一項史實對人類生活造成的改變？ 

(A)地理大發現 

(B)莊園經濟 

(C)文藝復興 

(D)工業革命* 

 

 

 

94-2-7 

＜能力指標＞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類價值、信仰、態度如何交互影響。 

＜測驗內容＞科學、技術和社會。 
 
（2）領域內整合題 
［例 1］ 
清領初期，從北部淡水到中部鹿港，交通主要以海運為主。請問：當時選擇此一交通工具

的主要原因為何? 

(A)通商港口的開放 
(B)海禁政策的解除 
(C)陸地上有族群械鬥 
(D)河流東西向的阻隔* 

94 參考題本-4

＜能力指標＞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類的生活型態。 

＜測驗內容＞人與空間。 

 

［例 2］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是由包括我國在內的太平洋周邊國家所組成，每年底均召開高峰

會議，交換當年主要經濟問題的意見，但由於未簽署貿易協定，故難以發揮真正促進會員

國間貿易的效果。而素有經貿聯合國之稱的世界貿易組織(WTO)，其成立的主要目的為減少

國際間各種形式的貿易障礙與對不同國家的歧視，我國也於西元 2002 年正式成為會員國之

一。各會員國主要透過共識決的方式，決定各項國際貿易規範的內容，但當無法取得共識

時，則採多數決方式做成決議，以避免受到大國主導議題的缺點。 

94 參考題本-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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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列哪一個國家，最可能同時是這兩個組織的會員國？ 
(A)巴西    (B)印度    (C)義大利    (D)澳大利亞* 

 

(2) WTO 兼採多數決方式做決議，可避免採共識決容易受到大國主導的缺點，其主要精神為

何？ 
(A)大小國均有平等的投票權* 

(B)小國可依附大國爭取權利 
(C)大小國皆能充分表達意見 
(D)大國可說服小國放棄定見 

 

(3) 我國先後參與文中所述的兩個組織，主要在達成下列哪一項目的？ 
(A)增加就業機會   (B)吸引外來移民   (C)促進經貿往來*   (D)提高農民收入 
 

第(1)題： 
＜能力指標＞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類的生活型態。 
＜測驗內容＞人與空間。 

 

第(2)題： 
＜能力指標＞9-4-4 分析國際間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途徑。 
＜測驗內容＞全球關連。 

 

第(3)題： 
＜能力指標＞9-4-6 討論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測驗內容＞全球關連。 
 

（3）日常生活題 
以往家庭暴力事件常因無「法」可管而被視為家務事，但在《家庭暴力防治法》公布實施

後，則可以透過法律的規定來保護家庭成員。請問：家庭暴力的受害者，採取下列哪一種

方式最能得到合法的保障？ 
(A)以德報怨 
(B)離家出走 
(C)找親友聲援 
(D)聲請保護令* 

94 參考題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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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5-4-5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的衝突及解決策略，並能運用理性溝通、

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測驗內容＞自我、人際與群己。 

 

3、說明 

國中基測社會科命題乃根據九年一貫分段能力指標，評量學生是否具備基本、核心及重

要的學科能力。國中階段的能力多累積自前階段的能力學習，學生在完成九年一貫社會領域

課程學習後，基於指標內容的要求，可由淺而深地評量出不同能力層次的學習成果。 

 

【 自 然 科 】 

1、能力指標 

自然科命題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之自然學科國中階段能力指標為依據。「自

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之能力指標建構主要用以提升「科學素養」，其指標之分類計有下列八項： 

（1）過程技能：觀察、比較與分類、組織與關連、歸納研判與推斷、傳達。 
（2）科學與技術認知。 
（3）科學本質。 
（4）科技的發展：科技的本質、科技的演進、科技與社會。 
（5）科學態度：喜歡探討、發現樂趣、細心切實、求真求實。 
（6）思考智能：綜合思考、推論思考、批判思考、創造思考、解決問題。 
（7）科學應用。 
（8）設計與製作。 

 

2、測驗內容 

自然科之測驗內容以第 2 項能力指標「科學與技術認知」所規範者為主要參考，其內容

分類如下所示：  

（1）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地球的環境、地球上的生物、物質的組成與特性。 
（2）自然界的作用：改變與平衡、交互作用、構造與功能。 
（3）演化與延續：生命的延續、地球的歷史。 
（4）生活與環境：生活科技、環境保護。 
（5）永續發展：生態保育、科學與人文、創造與文明。 

詳細內容請參閱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附錄一與附錄二（主題、次主題與細目）。 

 

3、示例 

（1）典型題 

［例 1］ 



 
如圖(九)所示，取基因型為 AA 的草莓植株(甲)，以匍匐莖產生子代(乙)；若甲與基因型 aa
的植株受粉，產生草莓果實之種子(丙)。則乙和丙的基因型分別為下列何者？ 
(A)乙為 aa；丙為 aa 
(B)乙為 Aa；丙為 Aa 
(C)乙為 AA；丙為 Aa* 
(D)乙為 AA；丙為 AA 
 
   
 

95-1-22

圖(九) 

＜能力指標＞6-4-2-1 依現有的理論，運用類比、轉換等推廣方式，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測驗內容＞310-4b 知道基因可控制性狀的遺傳，以及了解基因會突變，及人類遺傳與性別

的關係。 
 
［例 2］ 
在白色光的照射下，大雄看見小叮噹的頭是藍色，眼珠是 
黑色，臉頰是白色，嘴巴是紅色，如圖(三)所示。若改 
以藍色光照射，則當大雄看著小叮噹時，最可能看到下列 
哪一種情況？ 
(A)頭是藍色，眼珠是黑色，臉頰是白色，嘴巴是紅色 
(B)頭是藍色，眼珠是黑色，臉頰是綠色，嘴巴是紫色 
(C)頭是藍色，眼珠是黑色，臉頰是藍色，嘴巴是黑色* 
(D)頭、眼珠、臉頰及嘴巴四部位皆為藍色 

 94-1-4 

＜能力指標＞2-4-5-6 認識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感受。 
＜測驗內容＞216-4b 了解物體「顏色」的形成，是光選擇性反射的結果。 
 
（2）領域內整合題 

［例 1］ 
太陽輻射線中，含有會傷害生物的帶電粒子，但我們卻能安然生活在地球上，並可在南、

北兩極區內欣賞到美麗的極光。下列何種力量把帶電粒子引到兩極區，並和大氣碰撞產生

極光？ 
(A)地球磁場的力量*            (B)地球自轉的力量 
(C)地球引力                   (D)風力 

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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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2-4-5-8 探討電磁作用中電流的熱效應、磁效應。 
＜測驗內容＞222-4d 探討電與磁的關係（例如電流會產生磁的作用、磁場的改變會產生電

動勢、載電流導線在磁場中會受力）。 
 
［例 2］ 
有兩包未標示的白色粉末，已知它們分別為葡萄糖與麵粉。下列哪一項實驗最適合用來區

分兩者？ 
(A)取適量粉末配成水溶液，分別以藍色石蕊試紙測試，觀察是否變色 
(B)取適量粉末置於試管，分別加入少量稀碘液，觀察是否變藍紫色* 
(C)取適量粉末置於試管，分別加入一滴濃硫酸，觀察是否變黑色 
(D)取適量粉末配成水溶液，分別通以直流電，觀察是否導電 94-1-18

＜能力指標＞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略、規劃及設計解

決問題的流程，經由觀察、實驗，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料，

做變量與應變量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學性的描述。 

＜測驗內容＞218-4c 認識實驗中各種不同的變化（三態、沉澱、顏色與溫度的變化）。 

 
（3）日常生活題 
［例 1］ 
攜帶式瓦斯爐使用裝有液態丁烷的瓦斯罐，當瓦斯爐加熱食物時，發現瓦斯罐變冰冷，且

罐身四周附著有液滴。下列有關此現象的敘述，何者最適當？ 
(A)丁烷燃燒為吸熱反應，故使瓦斯罐變冰冷 
(B)氣態丁烷會由瓦斯罐口逸出，凝結於罐上 
(C)液態丁烷由瓦斯罐的縫隙滲出，附著於罐上 
(D)丁烷汽化時瓦斯罐變冰冷，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於罐上* 

95-2-9

＜能力指標＞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念。 
＜測驗內容＞214-4d 知道加熱會改變物質形態，發生脹縮、熔化、蒸發、擴散等現象。 



［例 2］ 
有四顆裝有不同氣體的氣球，如圖(一)所示，在常溫常壓下，哪些氣球會在空氣中向上飄？

 

 

 

 

 

 

 

 

(A)甲和乙       (B)乙和丙          (C)丙和丁          (D)甲和丁* 
 

94-1-1

＜能力指標＞2-4-4-6 了解原子量、分子量、碳氫化合物的概念。 
＜測驗內容＞130-4l 了解原子量、分子量的概念，並能做簡單的計算。 
 

4、說明 

自然科只考自然學科有關之能力與知識，因此試題取材須先從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

技」學習領域中之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部分做界定，以作為試題取材之原則。以下三原則為

試題取材與否之參考依據： 

 

（1）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學科之界定，以能契合該學科精神與意涵為原則，下列能力指

標與測驗內容，因屬生活科技的典型內涵，不為自然科試題取材範疇。 
＜能力指標＞2-4-8-7 認識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2-4-8-8 認識水、陸及空中的各種交通工具。 
＜測驗內容＞415 居住、416 運輸。 
 

（2）凡是自然學科或是其知識原理之應用，皆屬自然學科學習之內容，為試題取材之範

疇。例如，下列所舉的能力指標，因屬自然學科原理於生活上之應用，故為試題取

材範疇。 

＜能力指標＞2-4-8-5 認識電力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家用電器。 

 

（3）「自然學科」與「生活科技」重疊部分，此重疊部分因平常均為自然學科教授之

內容，故為可取材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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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各取所需分科別

【 國 文 科 】 
Q1：九年一貫開放教材後，各家版本選用篇章出入頗多，是否要讀完所有版本才能因應呢？  
A1：各版本教科書皆依據「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能力指標來編纂，因此學生

無論使用哪一種版本的教材，只要能學習到教材中所涵蓋的基本能力，皆足以應考國中

基測，無須讀完所有版本。 
 
Q2：九年一貫開放教材後，面臨一綱多本的局面，若各家版本在同一文字的讀音與文章解讀

上有所出入時，該如何因應呢？  
A2：國立編譯館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中，明訂國字注音應以教育部

公告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依據。故各版教科書在編、審階段，皆受一字多音審

訂表的規範，不大可能會有出入。且字音的問題多半出在文言文與語體文的使用上，國

中基測推動工作委員會絕對會避開有爭議的部分。若有字音方面的疑慮，可至教育部國

語推行委員會查詢或下載一字多音審訂表。同樣的，若是各版本出現對同篇文章有不同

解讀的情況時，為避免爭議，絕對會加以迴避。 
 
Q3：英語科已公布一千字測驗用字彙，國文科是否也有限定測驗用字彙範圍？  

A3：「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國中生須認識常用中國文字達 3,500~4,500 字，但

未附上字頻表細目。這是因為國文屬於母語範疇，母語的學習不應受限，但要顧及學生

的程度與能力，故國中基測國文科將以一般大眾的常用文字作為評量學生識字能力的主

要範疇，但不排除各版本皆出現的重要字詞。此外，題幹、選文若出現艱澀、罕見之字

詞，必加註說明。 
 

關於常用字詞的認定標準，參考資料大致如下：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年月

八十四年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 教育部 87 年 
八十五年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 教育部 88 年 
八十六年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 教育部 88 年 
八十七年常用語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 教育部 89 年 
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 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 教育部 89 年 

 
【 數 學 科 】 
Q1：現行市面上有許多數學教材版本，而每一版本的內容差異頗大，到底該用哪個版本來準

備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數學科呢？  

A1：依據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基本理念，九十七年國中基測數學科以評量學生「基礎」

而「完整」的學科能力為目標，所以測驗取材不以教材範圍為限，而以「核心的」、「重

要的」學科基本能力為導向，題目的設計上以能對應到屬於數學科課程綱要中相關的能

力指標為主，數學科以此作為國中基測的命題方向。不管任何版本的教材，有關國中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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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學生所應學習的基本而重要的內容都是相同的，並不會受制於任何一版本的教材。所

以學生在準備數學科測驗時，應將所用教材內所介紹的重要觀念確實理解，而不必研讀

各種版本教材。  

 
Q2：目前數學科測驗有部分題目敘述過長，會不會是題目為了要配合生活化情境而做了太多

不必要的敘述，反而造成學生解讀題目困難而無法有效測得學生的基礎能力？ 

A2：數學科部分試題偏長是為了要提供該題足夠的解題訊息。題目所提供的訊息都與解題有

關，不會為了要配合生活化而多做贅述。  

 
Q3：目前市面上各版本數學科課本所附的公式或公制單位或許都不盡相同，九十七年國民中

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數學科所要用到的公式或公制單位都會附在題本上嗎？ 

A3：會，在題本最後一頁會提供該次測驗可能會運用到的公式或是公制單位（但並不代表本

次測驗作答時一定要運用到全部所附的公式或公制單位）。而若有其必要性，與國小階

段數學基礎知識相關的公式和公制單位會考量題目內容，適當地附加在題本最後一頁。 

 
Q4：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數學科是否一個題目只考一個能力指標呢？ 

A4：原則上一個題目以一個能力指標為主，但依目前所頒布的數學科課程綱要中，有些單項

指標內容實際上已涵蓋了多項能力的內涵，故不宜直接定論說一個題目只考一個能力指

標。 

 
【 英 語 科 】 
Q1：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一綱多本後，該如何準備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英語

科？ 

A1：雖然一綱多本，九十七年國中基測英語科試題乃依據教育部九十二年元月公布的一千字

字彙編寫，學生只需選用任一教育部審查通過的教材，在學習過程中習得國中階段的基

本文法、句型及一千字字彙，不必讀多本教材。 

 
Q2：教育部公布一千字字彙，但並未規範文法及句型，老師及學生該如何因應？ 

A2：一千字字彙公布之後，各方看法不一，也都很有道理，可見語言學習範疇很難有所定論；

若欲規範國中階段重要基本文法及句型，勢必也很難達成共識。目前英語科命題會檢核

所有版本之片語、句型及語法結構，因此老師及學生只需專注於任一教育部審查通過的

教材版本，不需因此教授或學習多版教材。 
 
Q3：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文法教學是否不再重要？ 

A3：英語閱讀能力架構在紮實的文法概念上，文法概念不清的考生很難真正理解文意，因此

文法學習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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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英語科已確定不考聽力，以後有可能考嗎？ 

A4：英語基本能力的評量本應涵蓋聽、說、讀、寫；目前國中基測不考英聽、口語表達及寫

作，是因為實施上尚有無法克服之處；將來如果技術方面可以克服，仍然會列入測驗範

疇。 

 
【 社 會 科 】 
Q1：「人與空間」和「人與時間」主題軸，是否可等同看成「地理」和「歷史」兩科？  

A1：各大主題軸能力指標之達成，並不以過去單一學科的學習內容為限，故「人與空間」和

「人與時間」兩大主題軸的能力培養，可以透過地理、歷史及公民等學科的學習共同完

成，所以不應將「人與空間」和「人與時間」分別等同看待成「地理」和「歷史」兩科。 

 
Q2：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如何配題（組題）？ 

A2：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分段能力指標的達成，可以過去地理、歷史及公民三學科內容為

學習途徑，所以九十七年國中基測試題，將依據能力指標的配置組題，且儘量維持各子

學科平均分配的原則。 

 
Q3：社會科增加的題組題份量大概會占多少？ 

A3：因為題組題選文較長，學生必須花費較多時間閱讀，所以題組試題占題本比例不會太高，

現行規畫題組子題總數以不超過十題為原則。 

 
【 自 然 科 】 
Q1：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自然科只考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的自然學科

部分，哪些部分是測驗的內容？ 

A1：凡是自然學科或是其知識原理的應用，皆屬自然學科學習的內容，為試題取材的範疇。

例如，「能力指標：2-4-8-5 認識電力的供應與運輸，並知道如何安全使用家用電器。」

因屬自然學科原理於生活上的應用，故為試題取材範疇。 
 
Q2：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自然科命題以能力指標為依據，又能力指標常需涉

及知識的學習，哪些能力指標及其相關的學習知識將被用為評量？ 

A2：九年一貫自然學科能力指標主要用以提升「自然科學素養」，評量能力指標計有過程技

能、科學認知、科學本質、科學態度、思考智能及科學應用等項。能力指標所涉及的學

習知識以第二項能力指標「科學認知」所規範為主，詳細的學習內容參閱「國民中小學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附錄二之細目內容，九十七年國中基測自

然科測驗內容即以此命題。 
 
Q3：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自然科會不會考國小的部分？ 

A3：不會，九十七年國中基測自然科以國中階段能力指標為命題依據，所以不會考國小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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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指標。而試題的素材以學生學習及生活經驗為主要來源，沒有區分國中、國小部分。  

 
Q4：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已無學科分化，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

基本學力測驗自然科如何由學習內容來配題？ 

A4：九十七年國中基測自然科配題以能兼顧各單元的學習為原則，依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

域綱要平均分配試題題量，另針對學習知識較多的單元，會有加重彈性配題考量。 

 
Q5：九十七年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會不會考健康教育（健康）部分？又，健康教育有

些內容跟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生物學的某些部分重疊，這些重疊部分會不會考？ 

A5：九十七年國中基測不會考健康與體育學習領域中的健康教育部分，對於健康教育跟自然

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中的生物學重疊部分，會以生物學知識的觀點來測驗。



肆、精打細算談量尺

Q1：如何應用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分數？ 
A1：（1）如果您參加了第一次測驗，可以報名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或登記分發入學。 

（2）如果只參加第二次測驗，就只能報名登記分發入學。 
（3）如果兩次都參加了，而且總分不同時，那麼登記分發時，電腦會在您第一次和第二

次國中基測的分數中，選擇分數較優的那一次完整使用來報名登記分發。要特別注

意的是，參加登記分發入學填寫志願時，是以第二次測驗報名時所選填的登記分發

區為依據。 
 
Q2：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怎樣計分？ 
A2：本測驗國文、數學、英語、社會和自然五科屬於標準化測驗，測驗結果是以「量尺分數」

表示。量尺分數是透過統計方法，由答對題數轉換而來，其目的是要呈現每一位考生的

每一測驗學科在所有考生中的相對位置，以劃分出不同的能力級別。每科以量尺計分，

分數為 1～60 分，即均分為六十個能力等級，分數愈高，代表該科能力愈好。 
 
Q3：何謂量尺分數？ 
A3：參加國中基測的每一位考生，國文、數學、英語、社會和自然五科都會得到一個「分數」，

這個分數最少 1 分，最多 60 分，是根據： 
（1）在這一科所答對的題數（無論答對的是哪些題）。 
（2）所有考生在這一科的表現，也就是「考生答對題數的次數分配」這樣整體的統計資

料所換算出來的。這是國際上大型標準化測驗（例如：托福）通用的方式，因為具

有和群體比較的意義，好像一把用來測「量」個人表現的「尺」，所以稱為「量尺

分數」。 
 

Q4：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為什麼不用傳統的計分方式，而要用量尺分數計分？ 

A4：國中基測量尺計分系統發展目標主要有下列四項： 
（1）統一各科分數的標準： 

過去的入學考試各個考科的滿分不同，當我們使用各考科分數相加作為甄選或分

發的依據時，此加總所得的總分無形中已經被加權過了。例如，傳統高中聯考國

文科滿分是 200 分，自然科、社會科是 140 分，數學科是 120 分，英語科是 100
分，在各科滿分不同的情況下，國文科、自然科與社會科表現較優異的學生，其

總分將會比數學科或英語科表現較優異的學生來得高。如果還要再對各科進行加

權的話，則各科在總分中所占的比重相差可能會更大。為了降低這種不公平現象，

我們使用相同的分數量尺，將每一科的分數定為 1～60 分，平均分數都是 30 分。 
 

（2）以答對題數來測量考生各科的基本學力，不依據題型配分： 
過去許多的考試分數是以各種題型為配分依據，通常一題填充題的配分比一題選

擇題或是非題的配分多；而問答題及作文的配分又比選擇題及填充題多，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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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分數是將各個題目加權計分得來的，而加權的依據卻是題目型態。這種根據

不同題目（型）來配分的方式並無客觀的依據，我們不應該直接認定考生答對問

答題或填充題所需的能力要比選擇題來得多，因為選擇題所需要的能力可能是很

複雜的分析或推理能力，而問答題所需要的能力也可以是很簡單的記憶能力，因

此這種主觀的配分方式，並不十分公平。國中基測並不對特定題目做加權，而是

將各科答對題數做適當的轉換，形成另外一種標準分數的量尺型態。 
 

（3）使分數更能精確反映考生間的能力差異： 
國中基測的目的是要測出學生在經過國中三年學習後，所應當具備的基礎的、核

心的、重要的知識與能力，國中基測分數是用來作為全國高中、高職、五專錄取

學生的依據之一。因此，測驗的編製與題目難度的分布也以能符合國中基測的精

神以及大多數學校的需求為主。這也就是為什麼我們希望測驗題目的答對率最好

在 50%～75%左右。由於國中基測適合能力中等學生的題目比適合能力很高或很

低學生的題目來得多，對於中等程度學生的鑑別力會比其他程度的學生來得好。 
 

國中基測各科分數報告若用傳統的計分方式或答對題數來表示，當然也能反映考

生的表現，但比較不能精確說出他們之間真正的能力差異。比如說某次測驗的題

目特別艱深，雖然滿分是一百，但多數人只得了二、三十分，結果就是能力較高

的學生也許只比中等生多十分而已，這樣似乎不能正確地「測量」出他們之間的

差異。又如，以一份總題數 50 題的國文科為例，答對 36 題比答對 35 題多一題，

答對 49 題比答對 48 題也多一題，同樣是相差一題，代表的能力差異卻不相同。

為了讓國中基測的分數更能反映出考生間的能力差異，我們採用適當的數學轉

換，將靠近中間的量尺稍微加以壓縮，並將兩端的量尺稍微拉長開來，如此所得

的分數量尺更能精確反映出考生間不同的能力差距。 
 

（4）使兩次測驗分數可以互相比較： 
國中基測每年舉辦兩次，考生可從這兩次測驗中擇優參加登記分發入學，因此必

須有一個共同的參照標準使兩次測驗分數可以互相比較，而傳統的計分方式難以

提供這樣的機制。目前國中基測的做法是利用每年參加第一次各科測驗的考生分

數為常模，來建立各科答對題數與量尺分數的對照表。同年第二次測驗各科並不

再重新計算量尺，而是透過測驗等化的機制，將第二次測驗各科的答對題數對應

到依據第一次測驗結果所建立的參照標準上。兩次測驗題本的難度雖然有些微差

異，但是透過共同的參照標準，兩次測驗的分數是可以互相比較的。 
 
Q5：量尺分數換算出來的結果大概會是什麼樣子？ 
A5：假想有某一科的一份考卷，根據過去對類似考卷的經驗，我們假設全體考生答對題數的

數據，經過換算之後，結果得到下面這個換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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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測驗科目「答對題數、量尺分數」對照表 （範例） 

答對題數 量尺分數 答對題數 量尺分數 答對題數 量尺分數 答對題數 量尺分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 
1 
1 
1 
1 
1 
1 
1 
2 
3 
5 
6 
7 
8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8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39 
40 
41 
42 
44 
45 
47 
48 
50 
52 
55 
60 

 
這個對照表有下列幾個重要特徵： 
（1）答對題數越多，量尺分數會越高；答對題數越少，量尺分數也會越低（和答對的是

哪些題無關）。不會有答對題數較多，反而分數較低的情形。 
（2）答對 0 至 8 題的，都只有一分；答對 9 至 48 題的，每多對一題大概都是增加一分；

在答對 49 至 56 題這個績優範圍內的，多答對一題增加的分數就比較多。 
（3）在低分的那一側中，分數差別不大（因為有猜對的可能）；越靠近滿分的那一側，

每多對一題，代表考生所需的學科能力較高，故其得分增加較多。 
 
Q6：量尺分數如何換算？ 
A6：換算的方式，是依據統計學的理論，涉及複雜的計算，所以我們只做一個簡單近似的說

明。實際得分約略可以依各科「題數」、「全體考生平均答對題數」、「標準差」等來

計算，而平均答對題數和標準差必須在測驗完才能得知，所以用一個假設的範例幫助做

約略的估計： 
 
假設某科出了 40 題，根據今年測驗結果，算出群體平均答對 22 題，也算出群體的標準

差是 5 題，而某學生答對 25 題，則得多少分？ 
 
（25 題－22 題）/5 題＝0.6 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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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根據測驗信度算出）×（0.6）＋30 分（平均分數）＝35 分 
 
又假設某生在同一個測驗中同一科答對 20 題，則得分為： 
（20 題－22 題）/5 題＝- 0.4 個標準差 
8 分（根據測驗信度算出）×（- 0.4）＋30 分（平均分數）＝27 分 
 
以上僅為「約略估計」分數的說明，實際做法比這個程序更複雜，所得到的結果會有些

許的差距。 
 
Q7：第一次量尺分數與第二次量尺分數如何轉換？兩次參加測驗的人數不同，其轉換的基準

是否公平？ 
A7：為了使每年兩次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分數能互相比較，第二次測驗分數必經過「等化」。

等化只是將分數轉成相同的單位，就好像將華氏溫度轉成攝氏溫度一樣。分數等化並不

會改變學生的能力，如果學生在第二次測驗中能力真的進步了，其等化後的分數依然會

反映出進步的趨勢。 
 

國中基測量尺分數等化過程如下： 
（1）先以第一次國中基本學力測驗來建立「量尺分數對照表」（詳見附表）由於所有國

三學生都參加了第一次國中基測，因此第一次測驗的結果非常適合用來建立量尺分

數。依據「試題反應理論」（IRT），配合試題的難度與鑑別度，可以計算出答對

題數、能力值與量尺分數的對照表。 
 

（2）根據第二次測驗的題目難度與學生的答對題數，計算學生的能力值，第二次國中基

測不再建立新的量尺，而是使用「試題反應理論」（IRT）與「最大概似估計法」，

依據第二次測驗的題目難度與學生的答對題數，計算出學生最有可能的能力值。 
 

（3）學生的能力值對應到「量尺分數對照表」，得到第二次測驗學生的量尺分數，以學

生的能力值參照步驟 1 中第一次測驗所建立出來的「量尺分數對照表」，即可得到

學生的量尺分數。由於「量尺分數對照表」是經由第一次測驗的資料所計算出來的，

因此第二次測驗的量尺分數與第一次測驗的量尺分數就有相同的標準，如此才是比

較公平的計算方法，二次測驗的結果才能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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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科量尺分數對照表（範例） 

量尺分數 第一次答對題數 能力值 第二次答對題數 

60 63 4.96 63 
55 62 3.74 62 
53  3.07 61 
52 61 3.01  
51  2.64 60 
50 60 2.44  
49  2.28 59 
48 59 2.13  
47 58 2.07 58 
： ： ： ： 
： ： ： ： 

 
要使兩次測驗題目的難度相同，必須要有精確的難度估計。國中基測每一道試題皆經過

320 位不同地區的國三學生「預試」，截至目前為止，參與過預試的國三學生已超過數

萬人，涵蓋全國各縣市的國民中學。以此大規模的預試工作所得的答題反應資料，可以

計算出每一道試題的難度、鑑別度……等資訊。經過實際驗證，預試所得的題目難度與

第一次測驗三十萬人的資料所算出來的題目難度相當接近。 
 
國中基測在正式測驗組題時，都盡量將兩次測驗的難度分配調整到相同的程度。就算有

微小的差距，兩次國中基測的分數還經過等化的過程，因此兩次測驗分數可以互相比較。 
 

國中基測的分數計算方法與等化程序中，並沒有假設同一個人在兩次測驗中的能力相

同。個人能力是否有改變與國中基測分數的計算是兩件獨立的事件，並不相關。也因為

如此，才能根據兩次測驗的結果來了解學生是否有進步。 
 

根據國中基測的精神，測驗試題的取向是能力導向，不偏重記憶，且兩次測驗的範圍相

同，各科測驗的難度分配相近，在學生能力沒有突然進步的情況下，學生在兩次測驗的

分數應當並不會改變太多。不過如果學生在第一次測驗與第二次測驗之間兩個月內努力

用功，並且在能力上真的進步了，則第二次測驗的量尺分數應該會提升。 
 
Q8：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會不會太簡單？同分的人會不會太多？以此分數來選人或分

發會不會有困難？ 
A8：國中基測所測量的「基本學力」，是指學生在經過國中三年的學習所應具備的基礎的、

核心的、重要的知識與能力。並不是指簡單的知識與能力。至於哪些知識與能力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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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根據研究小組會同多位學科專家以及教師，對國民中學階段的教育目標與課

程內容仔細的討論評估後所定出來的。因為是「基本學力」，我們期待各個題目應該是

大多數的學生可以答對的，這也就是為什麼我們希望測驗題目的答對率最好在 50%～

75%左右。這樣的題目，一般來說，能夠使考生不感到威脅，且測驗本身的性能也相當

理想。 
 

雖然我們經常以大約 50%～75%左右考生能答對的題目來說明國中基測題目大致的難

度範圍，但這只是我們對測驗題目難度的推估值，對於概念被大多數學科專家與教師認

為是基本而難度較高的題目，我們並不排除。而此難度推估值也不代表有二分之一至四

分之三的人會得滿分，因為每個人會答對或答錯的題目並不相同。 
 
以國中基測每科為 1～60 分而言，五科加總為 5～300 分，共 296 個類別。若以每年三

十萬國中畢業生全部參加本測驗來計算，平均每個類別約有 1,014 人（實際上，根據人

的能力大致呈常態分布的情況來看，中等能力者的人數較多，高能力者與低能力者的人

數較少，因此高分者與低分者每個分數等級的人數應當會低於 1,000 人）。所以對高能

力與低能力者而言，同分者並不會太多。雖然對中等能力者而言，同分的人數較多，但

是以中等能力為標準來篩選學生的學校數量也會比較多，因此分發時應當不會有太大的

困難。 
 

Q9：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真的有鑑別度嗎？ 
A9：在理解測驗的鑑別度時，要考量「測驗的目的」與「受試者的能力點」。以國中基測而

言，由於測量的是學生的基本學力，所以測驗應該要對學生是否具備基本學力的能力點

具有高鑑別度，這樣的學生所具備的能力在群體中應該是大約在 50 百分等級的位置，

這也就是為什麼我們希望測驗大部分題目的答對率最好在 50%～75%左右。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然關心各個能力點的鑑別度，所以國中基測在各個能力點上的鑑別

度也都會維持在某個水準之上；只是我們也不希望為了提高測驗在其他能力點上的鑑別

度，而犧牲了對中等能力者的鑑別度，因為這將使國中基測的原意盡失。 
 
Q10：同樣是五科總題數錯五題，為什麼各科都錯一題的量尺總分比五題集中錯在某一科的

量尺總分低？ 
A10：由於國中基測測量的是考生的基本學力，所以測驗應該要針對考生是否具備基本學力，

提供高度的鑑別訊息。因為是「基本學力」，我們期待各個題目應該是大多數的考生可

以答對的，這也就是為什麼我們希望大部分測驗題目的答對率最好在 50%～75%左右。

這樣的題目，能夠使得測驗本身具有最大的鑑別度，也能根據考生的能力高低來進行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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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中基測適合能力中等考生的題目，比適合能力很高或很低考生的題目來得多，對

於中等程度考生的鑑別力會比其他程度的考生來得好。中等程度考生答對題數可能是總

題數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左右，每答對一題，量尺分數可能只會增加一、二分，因為這部

分的量尺分數，每一、二分的增加是可以說明考生的差異。但能力很高的考生，雖然幾

乎答對所有的題目，但因國中基測對能力很高的鑑別度不及對中等程度的鑑別度，所以

只要多答對了一題，量尺分數可能就會多增加幾分，如此才能說明這些高能力考生的差

異。 
 
在國中基測中，量尺分數的計算是以單一考科作為單位，也就是說，國文科的量尺分數

計算係以考生在國文科的表現來單獨考慮，而英語科的量尺分數計算，也單獨以考生在

英語科的表現為考慮，因此考生在英語科答錯幾題，並不會影響他在國文科的量尺分

數。雖然各考科的平均分數都是 30 分，但每一測驗學科的答對題數與量尺分數對照表

卻會因其測驗題數和信度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就單一考科而言，答對的題數越多，其對應的量尺分數就越高；考生若答對相同題數，

得到的量尺分數一定相同。也因為量尺分數的計算是各科獨立的，因此，此一原則只適

用於解釋單一考科的量尺分數，而不適用於加總兩科或兩科以上量尺分數的情形。舉例

來說，兩個考生若在五科中均答錯五題，其中一個考生在各科都錯一題，另一個考生四

科全對，而在第五科錯了五題。在這個情形之下，因為他們在各個科目所得到的量尺分

數不同，因此他們的總分不一定會相同，得到不同的量尺總分是相當合理的。 
 
Q11：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分數通知單上所提供的 PR 值代表什麼意思？ 
A11：國中基測分數通知單上所提供的 PR 值（又稱為百分等級），是先將該次測驗所有考生

的總分排序後，依照人數均分成一百等分，該生大約會落在第幾個等分中。簡單來說，

若某位考生的 PR 值為 95，即表示該生的分數高於該次測驗全國約 95%考生。但是因

為每次測驗的總人數不相同，所以不同次測驗中每個百分等級所包含的人數並不相

同。例如，九十六年第一次國中基測的總人數是 314,974，每個百分等級平均約包含了

3,150 人；至於九十六年第二次國中基測的總人數是 162,746，每個百分等級平均約包

含了 1,627 人。 兩次國中基測的總分經過測驗等化機制，所以可以互相比較，但要注

意的是兩次測驗分數通知單上所提供的 PR 值是無法直接比較的。 
 
Q12：什麼是兩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量尺分數擇優後之 PR 值？ 
A12：九十六年大約有五成二左右的考生兩次國中基測都參加，這些考生會得到兩個總分。「擇

優後 PR 值」是將該年度所有考生兩次測驗中比較高的總分進行排序（如果考生只考一

次，就選用該次的總分），再依照人數均分成一百等分。以九十六年為例，兩次測驗中

一共有 318598 位考生，其中大約有五成二左右的考生兩次國中基測都參加，「擇優後

PR 值」是選出九十六年所有考生較高的一次總分，並加以排序，依照人數均分成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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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後，某考生大約會落在第幾個等分中，這個「擇優後 PR 值」可以用來說明該生在

當年度與所有考生比較的相對位置。下頁為「九十六年兩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

總分擇優之 PR 值及累積人數對照表」，舉例來說，小明九十六年第一次總分為 240，第

二次總分為 237，小明的總分擇優後 PR 值為 82，表示小明的擇優分數高於當年度全國

約 82%考生。又如小華只參加九十六年第二次國中基測，總分為 220，小華的測驗分數

擇優後 PR 值為 73，表示小華的分數高於當年度全國約 73%考生。考生可以從總分擇

優後 PR 值及累積人數對照表，推知自己與當年度所有考生比較後的相對位置。 
 

九十六年兩次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總分擇優之 PR 值及累積人數對照表 
（此表中的 PR 值與量尺總分皆為擇優後的結果） 

PR 值 96總分 96 各 PR
累積人數 

PR 值 96總分
96 各 PR
累積人數

PR 值 96總分 96 各 PR
累積人數

99 289 3693 64 199 114867 29 104 226882 
98 284 6843 63 196 118892 28 101 230298 
97 280 9819 62 194 121605 27 99 232619 
96 276 13464 61 192 124243 26 96 235973 
95 273 16348 60 189 128252 25 93 239397 
94 270 19540 59 187 130895 24 90 242888 
93 267 22868 58 184 134768 23 87 246308 
92 264 26315 57 182 137296 22 85 248665 
91 262 28665 56 179 141045 21 82 252113 
90 259 32371 55 177 143433 20 79 255798 
89 256 36166 54 174 147225 19 77 258221 
88 254 38737 53 171 150911 18 74 261839 
87 251 42659 52 169 153271 17 71 265499 
86 249 45257 51 166 156966 16 69 268010 
85 247 47874 50 164 159327 15 66 271783 
84 244 51936 49 161 162875 14 64 274304 
83 242 54619 48 158 166390 13 61 278010 
82 240 57545 47 155 169856 12 59 280486 
81 237 61761 46 153 172178 11 56 284151 
80 235 64633 45 150 175638 10 53 287891 
79 233 67412 44 147 179019 9 51 290351 
78 231 70276 43 144 182406 8 48 294085 
77 228 74521 42 141 185646 7 46 296502 
76 226 77275 41 138 188969 6 43 300089 
75 224 80116 40 136 191171 5 41 302231 
74 222 82986 39 133 194503 5 以下 0 318598 
73 219 87236 38 130 197860    
72 217 90064 37 127 201197    
71 215 92872 36 124 204463    
70 213 95672 35 121 207846    
69 210 99861 34 118 211105    
68 208 102649 33 115 214390    
67 206 105308 32 113 216624    
66 203 109395 31 110 219935    
65 201 112115 30 107 223414    



伍、妙筆生花道寫作

 

自九十六年起，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已正式加考寫作測驗，其測驗結果也會成為

高中、高職及五專入學的依據之一。由於社會各界很重視這項測驗，常常詢問測驗的發展與

將來辦理情形，為讓學生、老師和家長能了解測驗的內容、評分的方式、分數的使用及施測

的注意事項，特別將常見的問題及答覆整理供社會大眾參考。 

 
一、測驗的內容與示例 
 
Q1：寫作測驗的目的為何？ 
A1：寫作測驗目的是期望透過各類寫作類型，評量國中畢業學生表達見聞與思想的能力，

其中包含立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句及標點符號等寫作能力。測驗題型採引導式

寫作，包含一道題目及說明。試題示例如下： 

 
【試題示例】 

請依照題意作答。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請注意作答時間的控制。 

 
題目：「一張舊照片」 

 
說明：很多人會利用照片記錄成長的經驗、與他人接觸的情景、環境的變遷以及美麗

的景象……等等，請選擇一張令你印象深刻的照片，說明令你印象深刻的原因，

並詳述照片中的影像及背後的故事。 

 

※不可在文中洩露私人身分 

※不可使用詩歌體 

 

 

透過這類引導式寫作題目，綜合評量下列課程綱要中的寫作能力指標： 

F-3-1 能應用觀察的方法，並精確表達自己的見聞。 

F-3-2 能精確的遣辭用字，並靈活運用各種句型寫作。 

F-3-5 掌握寫作步驟，充實作品的內容，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思想。 

F-3-6 了解標點符號的功能，並適當使用。 

F-3-7 能靈活應用修辭技巧，讓作品更加精緻感人。 
 
Q2：什麼是引導式作文？和以前有什麼不一樣？ 
A2：近幾年來，「引導式寫作」的考題出現在各種升學及國家考試，題目也依據不同的評量

目的而有不同的表現方式。九十七年寫作測驗的引導式寫作，是以一道題目加上適度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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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形式，評量受試者的綜合語文能力。 
 
    更具體地說，九十七年寫作測驗的題型是由一道題目及題目的說明構成，期望藉由「說

明」能更清楚地解釋題意、幫助受試者引發聯想、避免誤解，並能更明確鎖定內容，幫

助受試者在立意取材時能更切合題意、避免天馬行空式的論述。因此受試者必須遵守題

目的說明進行作答，否則將影響評量結果。以下是命題作文、一般引導式寫作和國民中

學學生寫作測驗的引導式寫作的比較： 
 

 命題作文 一般引導式寫作 九十七年寫作測驗 

題 
型 

一道題目 
文章改寫、應用文、

看圖寫作等等 
一道題目加上說明 

特 
色 

受試者的表現空間較

大，但也因為題目所

提供的訊息過少，容

易使受試者因為對於

題目解讀的差異而有

不同的闡釋，增加閱

卷的難度。 

題型多變，可評量受

試者特定的語文表達

能力。然而，無法藉

由一次測驗的結果就

評定受試者整體寫作

能力的優劣。 

「說明」部分能更清

楚地解釋題意、幫助

受試者引發聯想，並

能更明確鎖定內容，

幫助受試者立意取材

時能更切合題意。 

 
Q3：什麼是評分規準？ 
A3：所謂的評分規準即是給予閱卷老師作為評分的準則依據，寫作測驗評分方式採級分制，

將學生寫作能力由劣至優區分為一級至六級分，四級分表示已達一般水準。另外，針對

完全離題、只有抄題目或說明而完全沒有任何其他可供判斷的內容、缺考等考生，因無

法判斷其寫作能力，給予其０級分。在評分規準中，我們可以看見每一個級分的文章寫

作能力表現，閱卷教師將依據考生的整體寫作能力表現直接給予整體評分，不單獨分項

給分及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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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力測驗寫作測驗評分規準一覽表 

級分 評  分  規  準 

六級分 

六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的特點： 
※立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當的材料，並能進一步闡述說明，以凸顯文章的主

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完整，段落分明，內容前後連貫，並能運用適當的連接詞聯貫全文。

※遣詞造句：能精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用各種句型，使文句流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幾乎沒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五級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的特點： 
※立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相關材料，並能闡述說明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轉折不流暢之處。 
※遣詞造句：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種句型，使文句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少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不影響

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的特點： 
※立意取材：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尚能闡述說明主旨。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稍嫌鬆散，或偶有不連貫、轉折不清之處。 
※遣詞造句：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句；句型較無變

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不至於

造成理解上太大的困難。 

三級分 

三級分的文章是不充分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的缺點： 
※立意取材：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但選取的材料不甚適切或發展不夠充分。 
※結構組織：文章結構鬆散，且前後不連貫。 
※遣詞造句：用字遣詞不夠精確，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句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以致於造

成理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各方面的表現都不夠好，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除了有三級分文章的

缺點，並有下列的缺點： 
※立意取材：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但所選取的材料不足或未能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結構本身不連貫；或僅有單一段落，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句：用字、遣詞、構句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不太能掌握格式，不太會使用標點符號，且錯別字頗多。 

一級分 

一級分的文章顯現出嚴重的缺點，雖提及文章的主題，但無法選擇相關題材、組織內容，

並且不能在文法、字詞、及標點符號的使用上有基本的表現。這種文章具有下列的缺點：

※立意取材：僅解釋提示；或雖提及文章主題，但無法選取相關材料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有單一段落，且不能辨認出結構。 
※遣詞造句：用字遣詞有很多錯誤或甚至完全不恰當，且文句支離破碎。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完全不能掌握格式，不會運用標點符號，且錯別字極多。 

０級分 完全離題、只重抄題目或只抄寫說明、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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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評分規準中的四項要點各占多少比重？錯別字錯一個字扣幾分？ 
A4：九十七年寫作測驗評分規準所採用的是整體性計分（holistic scoring）原則，所謂的整體

性計分是對考生寫作的品質，參照評分規準中對各級分的綜合描述，直接給予一個整體

性的評比。因此，評分規準中的四項評分要點（一、立意取材，二、結構組織，三、遣

詞造句，四、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是用於描述各級分常見的現象，並沒有評分時

特定比重的規定。 
 

同樣地，由於採用整體性計分原則，評分規準並不會對四項評分要點或其他因素再行規

定額外的扣分原則，以避免評分者對作品重複扣分，所以，針對錯別字的部分，評分者

將會直接對照評分規準中各級分的第四個評分要點（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的敘述

來作為評比的依據之一。很明顯地，由於錯別字很可能會影響寫作品質，考生應避免寫

錯別字。 
 
Q5：評分規準是怎麼訂定的？ 
A5：目前所公布的評分規準是參考數個國外大型寫作測驗所公開的寫作評分規準為基礎，如

美國國家教育進度評量（NAEP）、美國內華達州寫作評量計畫等研究的成果外，也邀請

國內國文學科專家將評分規準做適當調整，並由學科專家與測驗專家反覆討論，共同制

定適用於臺灣國中學生寫作測驗的評分規準。 
 
Q6：樣卷有什麼用途？要如何使用？ 
A6：樣卷的主要用途即是將評分規準的文字敘述具體化呈現。由於評分規準是一般性的說

明，不論敘述如何完整，社會大眾仍可能有文字認知上的差異，因此樣卷就是進一步說

明評分規準所用的文章，讓大眾能更清楚評分規準所定義的分級分法及範圍。 
 

這些樣卷是經由具有豐富經驗的閱卷老師和學科教授們根據評分規準，對試卷的等級凝

聚共識所得到的。樣卷可以作為評分人員的訓練材料，幫助評分者釐清和掌握評分規準，

使評分結果更客觀和一致。另外，藉由樣卷也有助於考生了解其表現將如何被評分，及

幫助他們設定目標。 
 
二、測驗技術的使用 

 

Q7：為什麼寫作測驗用六級分計分，而不是和其他五科一樣的 60 分？ 
A7：評鑑一份測驗的可用性，其信、效度是最重要的考量因素。國中基測國文、數學、英語、

社會、自然等五科皆以選擇題型來評量學生在各科的學習成就，透過選擇題型評分的客

觀性與適中的測驗題數，我們可以比較精確地估計考生能力。現行的量尺分數就是根據

測驗理論制定出來的，各科分數都是 1～60 分，平均數約為 30 分。然而對於寫作評量而

言，題目只有一題，與其他各科的題數差異很大。又因為寫作題目沒有標準答案，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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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分數的高低除了跟自己的能力有關外，也與評分者有些關係。換句話說，由於不同

評分者的閱卷經驗及其評分嚴苛程度不盡相同，一篇文章由不同的人評分，可能會有不

同的結果。因此，依照寫作測驗的測驗題數及評分的主觀性，很難採用與國文、數學、

英語、社會和自然五科相同的評分方式。 
 

為提升寫作測驗評分者間閱卷標準的一致性，建立與使用具體的評分規準是非常重要的

程序。一些對評分者區辨表現品質能力的研究指出，評分者最多只能將七到十個表現品

質等級做可靠的區分，具體言之，採過去聯考的計分方式，評分者將很難說出 60 分和

55 分的作文其間的差異；反之若採六等級制，評分者則較能區分和說出五級分和六級分

作文的差別。再者，傳統計分方式中，若某評分者給一篇作文 60 分，一段時間後，請其

重評該篇作文，其再評 60 分的機率可能就沒有六等級制高，換言之，傳統計分方式中，

測驗分數受到寫作能力之外因素的影響，明顯大於六等級制的情況。 
 

以上所述現象，在兩位評分者分別評閱同一篇作文的情況下亦然。總而言之，採級分制

較傳統的計分方式，更能確保評分者信度。因此，只有當評分者能正確且一致區分出考

生的能力等級，寫作測驗的信、效度才能達到我們所要求的程度。 
 
Q8：每份答案卷有幾個閱卷老師評閱？最後分數如何決定？ 
A8：每份答案卷都由兩個經過閱卷一致性訓練的評閱委員評分。若兩者評分分數相同，則該

分數為該卷分數。若只相差一級分，則以兩者平均做為該卷分數。由於評閱委員均受過

訓練，兩位評閱委員給的分數相差兩級分以上（含兩級分）的情況很少見。一旦出現，

則該卷交由核心委員進行複閱。 
 

寫作測驗評分有下列幾種情況（可參考對照下列表格）： 
（1）狀況一： 

若兩位評閱委員評定結果相同或只相差一級分，兩位評閱委員的平均分數將是該考

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2）狀況二： 

複閱分數落在兩評閱委員分數之間，最後分數以複閱分數決定。 
（3）狀況三： 

複閱分數落在兩評閱委員分數的兩邊時，複閱分數與較接近的評閱委員分數的平

均，將是該考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4）狀況四： 

若兩初閱分數中只有一個為０級分，此種狀況需複閱，因零級分代表離題或只抄題

目，並不是寫作能力很差。若複閱分數為０級分，則該考生最後分數為０級分；若

複閱分數不是０級分，則以複閱分數及另一位非０級分之評閱分數之平均數為該考

生最後所得的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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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狀況五： 

若兩初閱分數皆為０級分，此種狀況需複閱。若複閱分數為０級分，則該考生最後

分數為０級分；若複閱分數不是０級分，則該份答案卷將交由核心委員所組的疑問

卷處理小組決定其最後級分。 
 

以上的平均分數若有小數，則採四捨五入。 
 

 評閱委員 A 評閱委員 B 核心委員 
複閱 平均分數 最後分數 

5 4  4.5 5 

狀況一 
5 5  5 5 

5 2 4  4 

狀況二 5 3 4  4 

5 2 6 5.5 6 

狀況三 5 3 1 2 2 

0 1 0 0 0 

狀況四 0 2 1 1.5 2 

狀況五 0 0   
核心諮詢小

組審核決定 

 
【註】核心委員：除一般閱卷訓練外，進一步接受更多不同類型試題訓練的資深閱卷教師。

透過參與不同題目的樣卷挑選工作，更能充分掌握評分規準以及學生的寫作表現。 

 
Q9：會不會因為閱卷老師的主觀看法，讓很好的作品得到低分？ 
A9：不會。我們透過兩個程序來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第一是我們架構了一套有效的「評分規

準」及閱卷一致性訓練過程，來增加評分的一致性；第二是透過線上閱卷機制來稽核閱

卷時發生的不一致現象。 
 

首先，我們以寫作的核心：立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句以及錯別字等向度，採六個

級分制訂評分規準，並透過樣卷做更具體的說明。在這樣的基礎上，評閱委員必須遵循

一致的規準評分。另外經由每年反覆不斷多次訓練，評閱委員之間對規準的認知差異將

更為縮小，在實際評分行為上更趨一致。 
 

同時在閱卷時，透過線上閱卷系統的管理，即時挑出兩位評閱委員相差二級分以上（含

二級分）的答案卷，請核心委員再次評閱，以達到確保一致性的目的與功能。另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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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卷系統發現閱卷者出現一致性不穩定情形時，也會重新訓練閱卷者校正一致性。 
 

藉由以上的過程，我們相信能有效提升及確保閱卷的評分者信度。 
 
Q10：寫作測驗是否是用題庫的方式選題？是否會和國外寫作測驗一樣公布題庫？ 
A10：由於單一題本的題目數量過少，且受限於現實條件並無法產生足夠經過預試的題目，

目前並不以題庫的方式選題，而由專家群以闈內命題的方式進行，因此，現階段並沒

有公布題庫的問題，但是我們會提供一些示例及樣卷供各界參考。闈內命題的設計會

維持數年，但我們不排除在各種條件許可下，評估並執行可行的改良方案，包括公布

題庫方式在內，朝更提高測驗信、效度的方向努力。 
 
Q11：九十七年寫作測驗施測兩次，如何讓兩次寫作測驗分數可以比較？ 
A11：寫作測驗的評分採級分制，依據寫作測驗的評分規準，考生寫作能力的程度由劣到優

區分為六個能力等級，各等級的特徵與標準已經有明確規範，且已公告周知。這類標

準是依據受測者表現的實徵資料，與事先訂好的標準比較的結果來決定的，是屬於效

標參照測驗的解釋方式。透過這種固定能力量尺評閱所得到的測驗分數，代表該考生

所表現的寫作能力的程度。即使考不同的寫作題目，只要測量的能力相同、題目難度

相同，所得到的分數就自然存在其可互相比較的特性。 
 

我們透過以下三項策略，加強兩次測驗題目難易及所測量能力的相似度，進而達到兩次

測驗分數的可比較性： 
 
（1）根據命題原則，透過題目說明操作題目難易度 
根據寫作測驗的命題原則與題目分類機制，命題者對不同類別的題目有更清楚的認識與

了解。針對題目難易度及內容差異控制的問題，透過平時預試資料的收集，分析考生面

對不同類型題目的實際反應，特別是立意取材的部分，提供給參與命題的高中老師及大

學教授參考，以協助老師設計難易度相近的試題。 

 
（2）加強閱卷老師訓練，提高評分者一致性 
受測者的分數差異，並非單純取決於其能力差異，同時也受到了評分者的影響。因此，

評分者訓練在寫作測驗中就相對地重要。寫作測驗將運用同一套評分規準來訓練所有的

閱卷老師，使評分者熟悉於不同題目下運用相同的評分規準，並透過線上監控機制提升

評分的客觀性與一致性。此外，寫作測驗於九十七年正式施測的兩次閱卷中，將採用相

同的一批評閱委員來進行兩次寫作閱卷，加強兩次測驗分數的可比較性。 
 

（3）微調評分標準，以校準題目的難度 
於正式閱卷樣卷會議中，閱卷專家根據考生實際表現，比較兩次測驗題目的難度；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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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題目難度差異情況將評分標準作微調。透過正式閱卷訓練，將微調評分標準透過樣卷

傳遞給所有的評分人員，以校準題目難度，提高兩次測驗分數上的可比較性。 
 

三、新的閱卷工具：線上閱卷 
 
Q12：什麼是線上閱卷？ 
A12：線上閱卷是指用電腦管理閱卷流程。這個管理系統首先會將考生的答案紙利用掃描機

製成電腦圖檔。接著對每一份答案紙，系統會隨機指派兩位合格的評閱委員在終端機

前閱卷，並將閱卷結果以數位簽章加密後，送回資料庫中儲存。如果兩位委員的看法

分歧，會有核心委員參與閱卷。 
 

所有委員在停止閱卷超過一段時間而重新開始閱卷前，都會先在系統中進行評分一致

性校正，確保閱卷的一致性。若有少數委員偏離一致性，系統可以立即發現，並對閱

卷者進行再校正。這樣的過程只有依賴電腦系統龐大的資訊管理能力才能進行，對測

驗結果的合理性及正確性可以有效地提升。 
 
Q13：線上閱卷系統會不會有網路安全的問題？ 
A13：基於最嚴格的安全考量，線上閱卷系統並不會與網際網路連接，而是自成一個封閉式

的區域網路，所以沒有被來自網際網路的駭客攻擊或竄改資料的疑慮。在網路上的所

有使用者端點，都必須進行身分認證方得使用系統。另外，評閱委員評閱答案紙圖檔

後，會以私密金鑰將圖檔特徵及結果加密計算，一併送回資料庫存放，而任何存取或

修改系統資料的動作，必須由兩人以上同時執行，並留下紀錄，在這樣的情形下，線

上閱卷系統及資料可獲得最佳的安全保護。 
 
四、測驗的實施 
 
Q14：何時舉行寫作測驗？測驗時間多久？ 
A14：九十六年起，國中基測正式加考寫作測驗，與國文、數學、英語、社會和自然五科一

樣每年舉行兩次。九十七年第一次測驗日期為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第二次日期為七

月十二、十三日，兩次寫作測驗時間皆為五十分鐘。 
 
Q15：如何得知我的寫作測驗分數？如果對分數有疑問是否可以複查？ 
A15：寫作測驗級分列印於國中基測分數通知單，如對分數有疑問可以申請複查，試務主辦

學校會再度確認申請者級分與試務資料檔是否吻合，但不會重新評閱。複查結果將連

同國中基測各科複查結果一併通知考生。 
 
Q16：九十七年寫作測驗分數如何使用？ 



 40

A16：九十七年依據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各升學管道皆應採計寫作測驗分數。針對申

請及甄選入學，寫作測驗分數可作為報名資格或加分條件，採計方式由各校決定。登記

分發入學應以國中基測總分（含寫作測驗分數）為分發依據，不得加權計分。自九十六

年起，國中基測正式測驗科目為國文、數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加考寫作測驗，測

驗分數通知單呈現的總分為五科的量尺分數加上寫作測驗所得級分乘以二倍總和。面臨

總分同分時，採計的比序以寫作測驗為第一優先，其次依序是國文、數學、英語、社會、

自然。 
 
Q17：考生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A17：考生在應考寫作測驗時，有下列幾點事項應特別注意： 

（1）題目及題目說明應確實完整閱讀，避免因為匆忙讀題作答，導致文不對題的情況

發生。 
（2）由於線上閱卷必須掃描成影像檔案，為避免造成閱卷老師閱讀困難，考生應使用

黑色墨水的筆作答，並力求字體大小適中及卷面整齊，避免字體過小及大量塗改

情形發生。此外，由於影像檔案需要經過裁切始能送至線上閱卷，因此請考生務

必在作答區中作答，以免文字在裁切過程中遺失。若考生未遵守上述要求，導致

電腦掃描不清楚無法清晰呈現答案時，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異議。 
（3）寫作測驗請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更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不得使用鉛筆。 

（4）作答時間須自行確實掌握，應避免時間不足導致文章不完整的情況。 
（5）如有需要，可以在試題本空白頁進行擬稿，但必須自行掌握時間，作答時間不會

因擬稿而有所延長。 
（6）答案紙採橫式直書，考生應將答案紙橫放，並從第一頁右邊第一行，由上而下書

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