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測簡介─國文考科

民國1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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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內容著作權屬「財團法人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基金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歡

迎參考或適當引用，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如欲大規模複製，請事先取得本中心書面

同意；但如涉及商業利益，則不在同意使

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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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閱讀，適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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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整體說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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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新課
綱（108課綱）

111學年度起適
用之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

術科
測驗

學科能力測驗

國文(含國寫)、英文、數學A、
數學B、社會、自然

部定必修

分科測驗

數甲、物理、化學、生物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部定必修與加
深加廣選修

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

部定10、11年
級必修英文

111學年度起的大考與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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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起大考新增混合題型

混合題型

包含選擇題型
與非選擇題型
的題組

英聽

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既有題型

選擇題型
選填題型
（數學）

非選擇題型

單選題

多選題

•用以評量108課綱所要強化學生有系統的表達說明、整合運用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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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點記號

應試號碼 考生姓名 條碼

請注意！！！

請勿污損或破壞答題卷上的

應試號碼、姓名、條碼、定

位點記號，答題卷無法掃描

需自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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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分科測驗:預備鈴響就

座後請核對應試號碼、姓名

與座位標示單是否吻合。

學測、分科測驗:請於考試開始

鈴響後才可劃記與簽名。



111學年度起大考命題方向

• 依據課綱命題、不超綱不偏本

• 精進素養導向試題，並兼顧基本題

• 綜合評量閱讀理解、分析推論、反思評價、

語文表達等能力；並考察整合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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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命題重點

• 試題素材情境化：素材引用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

• 考察整合運用能力：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知識與技能以處理現

實世界或學術探究的問題，如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圖表資訊判讀、

證據應用等。

•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設計較為結構化的設問，藉由同一題

組內不同評量層次的試題，引導深化或多面向評量學生對問題（或主

題）的理解，並強化評量其表達說明能力。

• 跨單元 / 跨領域／跨學科的主題式試題設問：考察學生是否能夠融會

貫通，善用不同單元、領域或學科所學，來處理跨單元、領域或跨學

科主題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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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試辦考試目的

• 提供同學試作包含選擇題與非選擇題的混合題型

• 瞭解新式A3答題卷(新增簽名欄及混合題換筆作答)

與試場規則

• 提供老師與同學瞭解111 學測各科組卷題型與配分

110/9/1～9/3舉辦試辦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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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學測各考科評量知識基本題占比將與近年學測各考科相彷

• 111學測各考科文字量會以近年學測各考科平均文字量為原則

• 111學測非選題將以現行指考非選題型為主，採簡答、計算、

說明等方式，視需要增加簡單繪圖、表格填寫等

• 111學測各科非選題占分會與110試辦考試各科相似

• 111學測題型與配分，會與 110 試辦考試接近

111學測命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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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國文考科說明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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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順序

2 國文科素養導向命題重點

3 110試辦考試國綜試題特色

1 學測國文考科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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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國文考科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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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 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簡稱 國綜 國寫

測驗

題型

選擇題型(單選題、多選題)

混合題型(兼含選擇題與非選擇題)
非選擇題型

考試

時間
90分鐘 90分鐘

成績

計算

國綜（滿分100分）與國寫（滿分50分），兩部分成績各占50%。
計算公式如下：
國文考科原始得分＝（國綜得分 × 0.5）＋國寫得分
＊各科成績之表示及使用均採級分制

學測國文架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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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2 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 滿分100分，非選擇題
約占20分。占國文成績
50%。

• 包含單選題、多選題與
混合題型2-3組，全卷＞
30題

學測國文（國綜、國寫）試卷架構111

• 滿分50分
• 包含兩大題非選擇題：
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
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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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題型

01

• 單選25題
(含7題組)

• 多選7題
(含1題組)

• 占78分

混合
題型

02

• 共2組

• 占22分

• 非選擇題占
18分

全卷
配置

03

• 總分100分
• 全卷39題

國綜試卷架構：以110試辦考試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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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0試辦考試為什麼沒有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學測會

考嗎？

A：本次試辦考試是希望讓高三同學知道適用108課綱的學測

各考科題型與答題卷的作答方式。國寫的題型、作答方式跟

現行學測類似，因此沒有列入本次試辦考試。但 111 學測仍

會有國寫，並與國綜各占國文科 50% 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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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素養導向試題
命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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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試題命題重點

• 試題素材情境化

• 考察整合運用能力

•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

能力

• 跨單元 / 跨領域／跨學科

的主題式試題設問

111年學測
整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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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素材情境化：學術探究情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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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詞選名 

選
錄
女
詞
人
數 

女
詞
人
作
品
數 

入選率高的 

宋代女詞人及作品數 

【備註】 

* 該書選錄詞作總數／該

書選錄非佚名詞人總數 

# 該書所錄李清照、朱淑真

詞作歸屬存疑篇數 

李
清
照 

朱
淑
真 

孫
夫
人 

魏
夫
人 

 

南

宋 

《梅苑》  1 18 18    * 421首／82人 

《樂府雅詞》  2 33 23   10 * 923首／95人 

《草堂詩餘》  3 13 10  2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10 29 8  5 7 選錄「閨秀」1卷 

 

明 

代 

《類編草堂詩餘》  3 15 9  5  # 李 2首 

《詞的》  6 18 8 2 5  # 李 2首 

《花草粹編》  52 147 43 23 8 11 # 李 9首；朱 5首 

《古今詞統》  30 62 15 5 5 3 # 李 6首；朱 2首 

 
宋代、明代選錄女詞人之相關研究 110學測15-17題



11-1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1-13題。
……
大蒜的辛辣味來自大蒜素，烹煮時的香味來自大蒜素的分解產物，主要是揮發性的誘烯醚。1944

年，化學家卡瓦里托（Chester J. Cavallito）從蒜片萃取出大蒜素。但大蒜素原不存於大蒜裡，而是大
蒜破裂時，細胞釋出的蒜氨酸酶將大蒜內含的蒜氨酸分解，所形成的化合物。大蒜素含丙烯基與氧化
硫基，易與蛋白質的硫醇起作用，抑制一些酵素的活性，故具殺菌效果。大蒜素屬於硫化物，吃大蒜
會產生口臭，即因硫化物釋出所致。

……（改寫自徐明達〈大蒜的化學〉）

薛己
《食物本草》

◆味辛，氣溫，有毒，屬火。主散癰腫䘌瘡，除風邪，殺毒氣，消食，下氣，
健胃。

◆人喜食多於暑月，但生食久食，傷肝氣，損目明，面無顏色。

張秉成
《本草便讀》

◆雖極臭而又能闢臭，故凡一切腥臭之物，用此同煮，均可解之。
◆剛猛之性，耗散為多，道家稱其服之能損神伐性，不如外治之功為善也。
少食卻能開胃進食。

甲

乙

110試辦考試第12題

12.依據甲文，乙表所述內容與大蒜素最不相關的是：

考察整合運用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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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國民健康署若欲針對18歲（含）以下的學生進行
減糖宣導，請依據圖1、圖2具體說明哪一群體（須註明
性別）應列為最優先宣導對象？理由為何？文長限80字
以內（至多4行）。（占4分）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對於「中、小學校園禁止含糖飲
料」，你贊成或反對？請撰寫一篇短文，提出你的看法
與論述。文長限400字以內（至多19行）。（占21分）

考察整合運用能力2

（閱讀材料略）

108年學測國寫第一大題整合圖表、文字，表達立場並以文字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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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

（選文略）

甲文：改寫自朱自清〈荷塘月色〉
乙文：改寫自顏元叔〈荷塘風起〉

110試辦考試第33-36題

第33題：單選題
第34-36題：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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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甲文運用感覺相通的原理，或以聽覺形容嗅覺的感受（例如以歌聲形容
清香），或以聽覺形容視覺的感受（例如以小提琴演奏形容光和影）。下
列文句，也將某一感官的感受，移轉為另一感官的感受的是：（占2分，
單選題）
(A)夏乃聲音的季節，有雨打，有雷響，蛙聲、鳥鳴及蟬唱。蟬聲足以代
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絕句

(B)秀潔從人與人之間的縫隙裡望過去，看到紙菸上那一點火光在他臉上一
閃一滅，一閃一滅，那蒼老憂鬱而頹喪的神情便一下子鮮明起來

(C)那鬼頭刀浮沉的空間，是漁人視覺不可及的未知世界。一個個餌鉤沉下
水面，就像沉下一個個倒懸的問號，而答案往往是從零到無窮，甚或常
常連問號也無法收回

(D)頭頂上的煙雲卻已淡散，好像天地在創世之初從猛暴的騷動混沌中漸
顯出秩序，也好像交響樂在一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沉穩，進
入了主題豐繁的開展部

從四個選項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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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答題卷作答區＆滿分參考答案

34.甲文如何比擬「田田的葉子」？乙文如何比擬「一層一層的荷葉」？

（各占1分，共2分。）

「田田的葉子」：

「一層一層的荷葉」：

（像）疊居的都市人生

從文章中找答案（擷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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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甲、乙二文均敘述「光照荷葉」的景象。請參考表格中甲文欄項的填寫
方式，填寫乙文欄項缺空的、兩處。（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
內。占2分，作答字數：10字以內。）

因 風 豎 起 的

一 半 呈 現 紫

黃 ， 低 壓 的

一 半 轉 為 深

黛 。

色 彩 變 化



答
題
卷
作
答
區&

滿
分
參
考
答
案

從文章中找答案，並摘要

統整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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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乙文結尾以「公事包依舊沉重拉著我的肩膀」映襯「我感謝那剎那的一刻」，
敘寫觀荷人發現了生活中一個值得珍惜的片刻。這個片刻，讓觀荷人得以在
何種情境下，獲得什麼樣的經驗？（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

在 忙 碌 的 上 班 生 活 中 ， 獲 得 美 的 享

受 。

答題卷作答區＆滿分參考答案

統整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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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甲文運用感覺相通的原理，或以聽覺形容嗅覺的感受（例如以歌聲形容清
香），或以聽覺形容視覺的感受（例如以小提琴演奏形容光和影）。下列文句，
也將某一感官的感受，移轉為另一感官的感受的是：（占2分，單選題）

34.甲文如何比擬「田田的葉子」？乙文如何比擬「一層一層的荷葉」？（各占
1分，共2分。）

35.甲、乙二文均敘述「光照荷葉」的景象。請參考表格中甲文欄項的填寫方式，
填寫乙文欄項缺空的1、2兩處。（1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2占2分，作
答字數：10字以內。）

36.乙文結尾以「公事包依舊沉重拉著我的肩膀」映襯「我感謝那剎那的一刻」，
敘寫觀荷人發現了生活中一個值得珍惜的片刻。這個片刻，讓觀荷人得以在何
種情境下，獲得什麼樣的經驗？（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

從四個選項中找答案

從文章中找答案（擷取原文）

從文章中找答案，並摘要 統整與解釋

統整與解釋
作答任務由簡而繁，能力層次由淺而深 29



33.甲文運用感覺相通的原理，或以聽覺形容嗅覺的感受（例如以歌聲形容清
香），或以聽覺形容視覺的感受（例如以小提琴演奏形容光和影）。下列文句，
也將某一感官的感受，移轉為另一感官的感受的是：（占2分，單選題）

34.甲文如何比擬「田田的葉子」？乙文如何比擬「一層一層的荷葉」？（各占
1分，共2分。）

35.甲、乙二文均敘述「光照荷葉」的景象。請參考表格中甲文欄項的填寫方式，
填寫乙文欄項缺空的1、2兩處。（1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2占2分，作
答字數：10字以內。）

36.乙文結尾以「公事包依舊沉重拉著我的肩膀」映襯「我感謝那剎那的一刻」，
敘寫觀荷人發現了生活中一個值得珍惜的片刻。這個片刻，讓觀荷人得以在何
種情境下，獲得什麼樣的經驗？（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

從四個選項中找答案

從文章中找答案（擷取原文）

從文章中找答案，並摘要 統整與解釋

統整與解釋
作答任務由簡而繁，能力層次由淺而深

• 主題式設問

•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

30



4 跨領域的主題式試題設問

11-13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11-13題。
4500年前，蘇美楔形文已提到大蒜。大蒜用於醫療，與食用歷史一樣久遠。古埃及《艾伯斯手卷》、古印度

《揭羅迦本集》均記載多種大蒜療病藥方。當代研究也認為大蒜對痢疾、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有防治功效，但這
些研究多來自體外或動物實驗，尚待人體試驗證實。例如曾有研究指出大蒜能降低膽固醇，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2007年發表的人體試驗結果，卻不符原先的預期。

大蒜的辛辣味來自大蒜素，烹煮時的香味來自大蒜素的分解產物，主要是揮發性的誘烯醚。1944年，化學家
卡瓦里托（Chester J. Cavallito）從蒜片萃取出大蒜素。但大蒜素原不存於大蒜裡，而是大蒜破裂時，細胞釋出
的蒜氨酸酶將大蒜內含的蒜氨酸分解，所形成的化合物。大蒜素含丙烯基與氧化硫基，易與蛋白質的硫醇起作用，
抑制一些酵素的活性，故具殺菌效果。大蒜素屬於硫化物，吃大蒜會產生口臭，即因硫化物釋出所致。

許多人認為大蒜素有益健康，且認為大蒜要生吃才有效。為了不讓胃酸破壞大蒜素，有些生技公司將蒜胺酸和
蒜胺酸酶分別包進膠囊，希望在腸道形成大蒜素以獲致療效。但實驗證明達成度極低，吃太多大蒜素也會傷肝。

一氧化氮、一氧化碳、硫化氫為三種氣態的神經傳遞物。由於大蒜會促進體內產生一氧化氮，易刺激興奮，影

響心神，所以佛教、道教修行者皆禁食大蒜。（改寫自徐明達〈大蒜的化學〉）

薛己
《食物本草》

◆味辛，氣溫，有毒，屬火。主散癰腫䘌瘡，除風邪，殺毒氣，消食，下氣，健胃。
◆人喜食多於暑月，但生食久食，傷肝氣，損目明，面無顏色。

張秉成
《本草便讀》

◆雖極臭而又能闢臭，故凡一切腥臭之物，用此同煮，均可解之。
◆剛猛之性，耗散為多，道家稱其服之能損神伐性，不如外治之功為善也。少食卻
能開胃進食。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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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甲文，關於大蒜素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古代醫典已記載大蒜素，但至二十世紀才找到萃取法
(B)大蒜素能降低膽固醇，十多年前已獲得人體試驗證實
(C)原存於大蒜的大蒜素受熱時產生誘烯醚，散發辛辣味
(D)服用蒜胺酸和蒜胺酸酶，難以在體內有效產生大蒜素

12. 依據甲文，乙表所述內容與大蒜素最不相關的是：
(A)味辛 (B)雖極臭而又能闢臭
(C)生食久食，傷肝氣 (D)道家稱其服之能損神伐性

甲文 乙表
(A) 就醫療功效，陳述正面證據 就醫療作為，提供程序
(B) 就醫療功效，陳述正面證據 就食用方式，指出效應
(C) 就食用感受，解說成因 就醫療作為，提供程序
(D) 就食用感受，解說成因 就食用方式，指出效應

13. 甲文、乙表均對大蒜特性有所說明，關於甲文、乙表的說明方法，最適當
的是：

檢索與擷取

統整與解釋

統整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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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試辦考試國綜試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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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納入教材內容1

7. 張李德和〈畫菊自序〉：「竊慕管夫人之墨竹，紙上生風；敢藉陶彭
澤之黃花，圖中寫影」，四句為一組駢偶，形式為一、三句相對，二、四
句相對。下列文句，具有相同形式的是：

8. 有專家評歸有光：「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
者，有光之力也。雖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別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
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雋語，劌心鉥目，斯以
廁文人學士之筆。至有光出，而專致力於

之描寫。」若以〈項脊軒志〉為代表案例， 內的詞語，
最適當的是：

110試辦考試教材選文試題：

第1題、第7題、第8題、第26題、第28題、第29題、第3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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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多元閱讀文本2

題號 文類

9-10題組：鸞鳥詩序 古代散文

22-23題：徐志摩文章 現代散文

6、14、31題 古典詩

37-39題組：我的忍者生涯 現代詩

11-13題組：大蒜
20-21題組：大數據

跨領域文本

11-13題組：大蒜 圖表

110試辦考試國綜閱讀素材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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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混合題型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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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才電子報第311期：
精準閱讀，適切表達──談國文科混合題型的評量精神

精準閱讀

閱讀素材

題幹要求

適切表達

切合提問

長短得宜

以試辦考試試題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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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占14分）

33-36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33-36題。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
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嬝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
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
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那邊去
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著，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
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裡，葉子和花

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
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
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稀疏
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

玲上奏著的名曲。（改寫自朱自清〈荷塘月色〉）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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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長堤中間停步，儘量把腳尖逼近水塘，彎屈膝蓋，低壓視線，向荷葉間望去。
但見一層一層的荷葉，像疊居的都市人生，只是這裡一切寧靜，一切翠綠，一切婉順
著自然。
凝神之際，突然一陣強風從對面吹來，千百張荷葉的一側，被捲起，豎起，形成直

角，陽光便射在翻起的葉底，使得那豎起的一半，頓時轉成昏亮的紫黃，低壓的一半
在陰暗中，則轉為深黛。千百張荷葉，霎時皆成深黛托著紫黃。紫黃耀眼，碧黛深沉。
瞬間風過，荷葉恢復了舉天而立的姿態；紫黃碧黛同時消失。我站在堤邊，穿著皮鞋
的腳未敢涉入塘水，公事包依舊沉重拉著我的肩膀。然而，我感謝那剎那的一刻，當

陽光，荷葉，清風與人，有那瞬間的多彩的神會。（改寫自顏元叔〈荷塘風起〉）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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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答題卷作答區＆滿分參考答案

34.甲文如何比擬「田田的葉子」？乙文如何比擬「一層一層的荷葉」？
（各占1分，共2分。）
「田田的葉子」：
「一層一層的荷葉」：

（像）疊居的都市人生 明珠、星星、美人

甲文：「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嬝娜地開
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

1. 未注意到題幹問「乙文」。 2.未讀懂甲文「明珠、星星、美人」指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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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答題卷作答區＆滿分參考答案

34.甲文如何比擬「田田的葉子」？乙文如何比擬「一層一層的荷葉」？
（各占1分，共2分。）
「田田的葉子」：
「一層一層的荷葉」：

（像）疊居的都市人生

像舞女裙一樣，如一粒粒明
珠，天上星星

甲文：「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嬝娜地開
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

多寫錯答
41



36.乙文結尾以「公事包依舊沉重拉著我的肩膀」映襯「我感謝那剎那的一刻」，敘寫觀荷人
發現了生活中一個值得珍惜的片刻。這個片刻，讓觀荷人得以在何種情境下，獲得什麼樣
的經驗？（占4分，作答字數：30字以內。）

在 忙 碌 的 上 班 生 活 中 ， 獲 得 美 的 享

受 。

答題卷作答區＆滿分參考答案

忙裡偷閒

相較於滿分答案，「忙裡偷閒」敘述太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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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想提醒老師、考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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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考科學習進程

• 由熟悉到陌生

由教材入手，學習
閱讀策略，應用至
其他多元文本閱讀

• 由學習到應用

將課堂所學的能力，
遷移到日常生活之中，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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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

生活應用多元文本

教材選文 = 素養



考試

學習

生活

• 適度納入教材內容
• 取材多元閱讀文本
• 精進素養導向試題

知識、能力、態度 閱讀與寫作
習得終身用得到
的能力1. 透過教材學習閱讀策略、

寫作方法
2. 藉由主題式閱讀刺激思

考，練習表達
3. 將課堂所學連結生活經

驗

紙筆測驗（總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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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聆 聽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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