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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佩芬

今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的三道非選擇題，分別為語文修正、議論評述與情境寫作。

本文簡要分析各題內涵，並說明評分標準，提供讀者參考。

第一題 語文修正

近年來，由於傳播媒體高度發達，電視、電腦、網路、手機使用普及且頻繁，使得語文

變化遠較過去快速而多元。適度的變化與發展，其實可使日常語言顯得活潑、生動、風趣、

且具親和力，但是若變化使用失當，往往會產生語文混亂的後果。尤其是用於正式場合的書

面語言，更需注意語法、雅俗的問題。基於此觀察與憂慮，命題者歸納常見的中學生語文表

達亂象，包括口語與書面語不分、俗語及外來語泛濫、語法錯誤、以圖案取代文字等，精心

設計九個使用不當的句子，以修正中學生作文為試題主軸，測驗考生能否辨別、書寫平正文

字，並冀能藉此警醒社會，以更加嚴肅的態度，注意語文應用的現狀。

本題一出，媒體即刻以「火星文入題」作為標題，報導焦點集中於題幹示例「3Q得

Orz」，致使各界誤以為本題乃測試考生能否看懂火星文、能否理解「Orz」，於是在未明試

題詳情之時，即紛紛發言、投書評論命題之不當。軒然大波，於焉而起，而命題者的良善用

意，遂遭湮沒。

各界言論，先是以「火星文入題，對偏遠地區、不上網考生極度不公平」為主調；其

後，或認為答案有主觀認定之嫌，質疑「：：>_<：：」是否一定是「哭」、「落淚」之意?
而同樣是外來語，為何「達人」不當，「便當」得當? 或認為試題出現「火星文」，考試引

導教學，其後果恐與命題旨意背道而馳? 以下分別予以說明。

一、作答本題，應無「城鄉差距」或「不利於不上網考生」的問題

本題為「語文修正」題，其命題用意，乃是冀能藉此導正不當的網路用語及錯誤語法，

文中必須訂正處，屬於所謂「火星文」者，只有「：：>_<：：」一處，而絕大多數皆為一

般學生作文時常見的語法或用詞錯誤，因此，無論是偏遠地區或不上網考生都能作答。另

外，根據閱卷委員訪談，本題以得5、6分者，人數最多，而得分較低的考生，第二題與第三

題的表現一般也多不佳，是故考生答題，呈現的是語文程度之差異，而非城鄉差距。

二、九處應修正者，非僅止單一標準答案，故應無主觀認定之爭議

評分標準中，所謂「改正」，係指「改正之文字回置原文，文句通順、意思相近即

可」。因此「：：>_<：：」除了可修正為「哭」、「氣哭了」、「哭出來」、「落淚」等

與哭有關的答案外，「冒汗」、「羞愧得說不出話來」、「不知所措」……等答案亦可得

分。

至於「達人」，在文章中，為「專家」、「高手」之意，與古籍中「通達事理的人」、

「達觀的人」等意義不同。此類用法，實係近年來自日本引進，尚未化入我國語文而為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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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故為應挑出的外來語。至於「便當」，雖亦為外來語，但經數十年使用，已約定俗

成，翻檢辭典可見，故毋須修正。

無論是「：：>_<：：」，或是「達人」，能挑出、並為之改正的考生皆高達八、 九成

以上。反而「被挨罵受罰」、「不錯吃」等語句，才是考生容易習焉不察的錯誤。(能看出

「被挨罵受罰」有誤的考生不到三成)。

三、如果「考試引導教學」，其影響應回歸於正面

或云「考試引導教學」，本題可能會導致教師在學校課堂上教授不當用語或要求考生背

誦「火星文翻譯表」，其實不應如此。命題小組設計本題，乃從語文教育、語文評量之本

質、宗旨出發，冀能喚起社會對語文使用淆亂問題的警覺與反省。因此，無論是高中師生或

是家長、社會人士，均應理解命題用意，閱讀書籍、練習寫作、培養語感、加強語文能力，

才是應考的不二法門。

若干投書於報端之考生意見，可提供高中師生參考。茲引述如下：「這篇考題最主要的

用意，明顯是希望矯正學生作文用詞不當的毛病，絕非鼓勵其多用此類文字。遇上這類考

題，想要考好，只有靠平常多閱讀、寫作，接觸文法正確的作文。」(1/25 聯合報 陳悅書)
「因此我以為就算沒有看過也沒關係，只要有基礎的文學能力即能解答，不需要耗費心力去

學習火星文。所以希望學子們不要利用這次的機會向家長辯駁要多上網聊天，應認真念書培

養基礎能力，這才是應考的真理，家長也不需過度緊張。而且題目中不只有火星文，還考了

很多常見的語病，這才是老師和家長應該多幫學生加強的，也是命題人員用心良苦之處。」

(1/27 聯合報 蔡雅婷)

綜上所述，本題實無公平性之爭議，且能鑑別考生語文程度，不宜予以送分。根據命題

者所提供的評分參考，本題九項應修正處，依序是：「有夠衰」(或「衰」)、「氣到不

行」、「做反省的動作」、「：：>_<：：」、「星座達人」(或「達人」)、「被挨罵受

罰」、「偶氣ㄉ要死」(或「偶氣ㄉ」)、「粉不錯吃滴」、「理一顆一百塊的頭」(或「一

顆」)；考生修正方式應依題幹示例「3Q得Orz→感謝得五體投地」，寫成「做反省的動作→
反省」。

本題評分原則為每改正一處，可得1分(即1級分)，若未依題幹指示方式答題者(不標序

號、不標出需改正者、通篇抄錄)，視情況輕重，酌扣1至2分(即1至2級分)。

所謂「改正」，係指：改正之文字回置原文，文句通順、意思相近即可。舉例而言，

「氣到不行」可改為「氣壞了」、「氣得不得了」、「非常生氣」、「火冒三丈」、「大發

雷霆」、「怒髮衝冠」、「氣得要命」、「暴跳如雷」、「極為憤怒」、「氣得漲紅了

臉」、「為之氣結」……。

試題所謂「依序標號」，考生僅需標示1、2、 3、……即可，不必拘泥原文先後次序；

但若考生僅挑出不當處而未加以改正，即不能得分。

第二題 議論評述

本題要求考生閱讀所附資料後，分別針對資料中老師甲、家長、吳生的觀念、態度，各

寫一段文字加以論述，測驗重點在於考生議論評述之能力。

本題提供的資料有四，從資料甲中，可以看出老師甲與家長的思想及價值觀，而資料

乙、丙、丁，則呈現吳生的觀念、具體行為、甚至對同學的影響。題幹並未指明或限定評議

的方向，但考生應能從文意中，體會老師甲、家長、吳生在觀念(或態度)上分別有所偏差，

進而加以評議。

三人的觀念(或態度)中，足以探討之處極多，如：老師甲對於「優秀學生」的定義，乃在

學科方面表現優異，失之偏頗；並認為學生只要用功讀書，心無旁騖，不必參加任何團體活

動；而且只有醫學系、法律系才是第一志願，考上此二科系，方可為校爭光。家長部分，包

括孩子只要專心讀書，在家不必幫忙做家事；完全配合老師指示選擇「有前途」的科系，而

不顧及孩子真正的志趣……。吳生部分，可議之處最多，包括只管唸書，不關心其他人與



事；加入社團，只為增加進入大學的機會；不讀課外書；不注意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凡此

有所偏失之處(不限於上舉諸項)，考生均可擇選議題加以論述。但所謂論述，必須具有主觀

之意見，而非僅止於羅列出文中三人的客觀現象。若是考生只敘不議，即使長篇作文，亦不

符題目要求。

評分原則方面，只要考生能對三人分段論述而精當，即可得A等；若三人均分段論述而欠

深入，或只論述二人，至多得B等；至於文字不通，議論欠當，內容貧乏，或只論述一人，

或不議論評述，至多給C等。等而下之者，理路不清，觀念全誤，至多C-。

必須注意的是，本題題幹清楚要求考生就三人分三段論述，故凡不合此一形式者，至多

得B等。文句欠順，以及錯別字較多者，酌予降級。

第三題 情境寫作

本題名為「情境寫作」，要求考生以「雨季的故事」為題，根據題幹所引文字，設想情

境，鋪敘為文。為求文章完整，命題者特別要求考生抄錄題幹引文，故本題實質上亦屬於

「續寫題」。

試題雖有「故事」二字，但評分時，並未嚴格加以定義，故考生作答若無顯著的「故事

情節」，亦不扣分，只要符合題幹要求，內容充實，文筆流暢，結構完整，即可得A等；符

合題幹要求，內容平實，結構大致完整，可得B等；敘寫焦點渙散，文筆欠佳，段落不明，

最多只有C等。

另有與評閱作文相同的一般性原則，包括一段成文者，至多B級；未抄錄題幹提示首段文

字，或自創題目者，降一級；文未終篇者，至多得B等；又依錯別字多寡斟酌降級。

尚須一提的是，雖然本題題幹引文文學性較強，但考生答題時，若僅重鋪陳文采或羅列

辭藻，並不能獲得高分。有些考生，雖然文采稍具修飾，或引用了大量古人的清辭麗句，卻

缺乏深刻的感受或具思想性的內容，且文意脈落邏輯不明，敘寫焦點渙散，依據評分標準，

最多只能得到C+左右的成績。

總結而言，今年的學測國文非選擇題雖然引起較大的關注，但撥開迷霧、化解誤會、還

原試題之後，各界應能了解命題小組設計試題之用心，就如報端投書所言，只要是平時多閱

讀、多思考、多練習寫作的考生，都能輕鬆作答。試題只是用以測驗能力的工具，取材、題

型千變萬化，是為尋找更好的方法，以鑑別考生的語文程度。因此，學子應考之道，乃是紮

穩語文程度的根基，而非追逐試題素材，只有培養了正確的語感與深厚的內涵，應考時依據

題幹要求，以流暢自然的語言作答，才能得到理想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