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非選擇題，採用研發多年的語文表達能力測驗題型。因為題型新，予
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做為檢測學生語文能力的考試項目之一，其評閱標準自然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為讓各界清楚新題型評分要點，也讓高中教師與學生了解語表的測驗目標，茲簡述國文科閱卷評
分標準，以供各界參考。

一、圖表判讀

  下圖顯示的是傳染病X從民國85年到88年各年度四季之間的發生率。圖的橫軸是不同年度，縱軸是
每十萬人發生的個案數（單位：人數∕十萬人）。請判讀本圖，歸納、分析它所傳達的訊息，並以條
列方式陳述。

注意 
1.請分點列舉，力求簡明扼要。
2.不必詳述具體數字。

（一）答題要求

  本題要求學生歸納、分析柱狀圖所傳遞的訊息，並以條列方式陳述。因此考生必須歸納出圖中民
國85、86與88三年大致共同的現象，並提出民國87年的特殊現象，逐條列舉，方能得到高分。

（二）評閱標準

  本圖所傳達的訊息，可分為二大類：「共同現象」與「殊異現象」，評閱試卷即以此為依據：

1.共同現象
(1) 傳染病X一年四季均發生。
(2) 除87年外，85、86、88年，春、夏、秋季傳染病X發生率依次增高，唯冬季為低。
(3) 大抵言之（87年除外），一年之中，傳染病X秋季發生率偏高。

2.殊異現象
(1) 87年春、夏、秋三季傳染病X發生率都比85、86、88年高，尤以春季最高。

  因此，能將此二類現象完整扼要說明者可得A級（含A－）；若僅完整說明其中一種現象者至多得
B：未能完整說明共同、殊異現象者，僅可得C級。在上述三種評閱原則下，若出現說明未臻完整、文
辭條理欠佳的情形，則酌降其等級。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因為題目要求須條列說明，故若未能分點列舉，則至多得B－。此外，題目
尚要求文字須簡明扼要，且不必詳述具體數字，若考生敘述繁蕪或亂列數字，甚而隨意臆測病名者，
也會斟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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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所要求的是要歸納、分析該圖所傳達的訊息，而非傳染病發生的原因。因此，考生若將寫作
重點放在臆測傳染病發生的原因，而未能客觀呈現圖表所傳達的訊息者，則無法得高分。

二、文章改寫

　　寫作時，適度而精確的使用口語與成語，可使文章增色，但若濫用、誤用，反不可取。下面是一
封情書，除粗陋的口語外，更充斥俗濫與錯誤的成語。請在不違背其本意的前提下，用真切、自然的
文字加以改寫。

注意

1.改寫時須保留原信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
2.不可使用粗陋的口語，並避免濫用成語。

　　「上個禮拜六在校刊編輯會議首度看到你，就被你煞得很慘。你長得稱得上是閉月羞花，聲音也
像鶯啼燕囀。從此，你在我心中音容宛在，害我臥薪嚐膽、形容枯槁。我老媽看不下去，斥責我馬齒
徒長、尸位素餐，不知奮發圖強，難道要等到名落孫山、墓木已拱才甘心嗎？我也有自知之明，這封
信對你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你一定棄之如敝屣。但我相信愚公移山的偉大教訓，也就是人定勝天，如
果你給我機會讓我向你表白我自己，你會恍然大悟我是個很善良的人。期待你的隻字片語，若收到回
音，那一定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了！」

（一） 答題要求

  本題在「注意」中明白指出改寫須保留原信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
  
  因此，考生改寫時，須以下列事項做為寫作要件：
1. 時間：上星期六
2. 地點：校刊編輯會議中
3. 人物：情書作者為男性學生，對象為同校女生，另一人物為作者的母親
4. 情節：1.相逢、2.因為看到對方的某些女性特質而被吸引、3.相思、4.被母親指責、5.表白心意並期
待回信。

  此外，原文雖充斥浮濫粗陋的成語，然題目要求「改寫」，所以不可視為單純的「成語改錯
題」。換言之，若文詞暢達自然，即使完全不用成語，亦未違答題要求。

  但是大多數的考生仍有下列情形：1.依照原有框架；2.使用粗陋口語；3.濫用、誤用成語，所以成
績普遍不理想。

（二） 評分標準

  依據答題要求，考生若能掌握提示內容，適度而精確使用口語和成語，文字真切、自然，且能善
加發揮者，可得A；若僅依原有框架改寫，而適當使用口語和成語者，可得B；若人物角色易位，或遺
漏作者母親，或誤讀作者母親意思者，至多C＋。此外，仍依原框架，僅替換少數成語，而文中依然
有誤用成語、濫用粗陋口語情形者，至多得C；若時、地、人、情節皆不合者，至多C－。 

三、情境寫作

　　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但一般人對老人世界仍缺乏了解，也欠缺了解的興趣。相對於兒童、青
少年，老人似乎愈來愈處於社會的邊緣。下面是一位老人的日誌，平實記錄的背後，頗有心情寄託，
例如：
30日的日誌中「三十年老屋，不知如何修起？」既說屋況，也正是說自己，讀者細細推敲，自能體會
其中調侃與蒼涼的況味。請以「1月4日星期五的日誌」為對象，並以老人原本所記二事為基礎，鋪寫
成首尾完整的文章，文長不限。

注意



1. 不必訂題目。

2. 先仔細閱讀每一則日誌，體會老人的心情、了解老人的身體與家庭狀況，以便發揮；但不得直接
重組、套用各則日誌原文。

3. 以老人為第一人稱，用他自己的口吻與觀點加以撰寫，務必表現出老人的心境與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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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答題要求

  本題以一位老人表格化的一週日誌為材料，要求考生細讀其文字，先從文字的背後，體會老人家
庭、心理與生理的狀況，再以1月4日星期五所記二事為基礎，用第一人稱觀點鋪寫一篇首尾完整的文
章。

（二） 評分標準

  情境寫作題要求考生進入題目所提供的語境之中，轉換心情，繼而依據答題要求進行寫作。考生
能以1月4日所記二事充分發揮，能辭采生動、貼切傳神表達出老人心境與感懷者，可得A級；能符合
題幹要求，文字尚稱通順者，可得B級；若完全不以1月4日兩件事為基礎書寫，或大量套用原文者，
至多得C級；未以老人為第一人稱敘述者，不給分。

  此外，若僅寫出1月4日其中一件事者，至多B－；若有組合或套用部分原文；或違背日誌中老人
的形象或事件者；或未依答題要求，以星期五所發生的兩件事為敘述背景，甚至寫到尚未來臨的星期
六的事件，皆酌降級分。

  語文表達能力測驗除了考察學生運用文字的能力外，也包括檢測學生閱讀題目、從而掌握題目測
驗旨趣的能力。因此，本次非選擇題雖包羅圖表判讀、文章改寫、情境寫作等理性與感性各異的題
型，考生只要能確實了解各題的要求，發揮歸納、分析、抒情、理解之能力，以正確、優美、通暢之
文字書寫，自能得高分。但若有本文前述之疏失，得分自然難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