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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評量參考示例 

前 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即將於 108學年度實施，

依據教育部於民國 103年 11月公告之總綱訴求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

之主軸，定義核心素養為「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並以「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以「成就每一

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而新課綱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舊課綱)的內涵，並非互不交疊，

只是新課綱的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比舊課綱的「基本能力」、「學科

知識」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因此，雖然國中教育會考(以下簡稱會

考)歷屆試題是依據舊課綱的能力指標命題，但已有一定比例的試題可呼應新

課綱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承此，未來會考的試題將以現有試題形式為基礎框

架進行調整，不會驟然進行大幅度的改變。 

本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國中教

育會考」之試題研發工作，從 103 至 106 年會考試題中，挑選較符合新課綱的

素養導向之試題做為參考示例，即日起於「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

整合平臺網站」（網址：https://cirn.moe.edu.tw）公告，提供現場教師參考。雖然

本次公告的會考示例並非依據新課綱製出，難免未能完全切合新課綱的核心

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但舊課綱中已融有新課綱的素養導向評量概念，

可藉此提供國中教師對新課綱施行之教學準備之參考。 

至會考素養導向試題之研發成果將陸續公告提供參考，另本署規劃於 108

年 7 月新課綱將實施時，再針對符應新課綱的 111 年會考各科參考題本進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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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示例一 

題 目 

「當部分亞洲國家為了生產足夠的稻米而焦頭爛額之際，泰國稻米的產量卻多

到一年出口九百萬噸，是全世界最大稻米輸出國。泰國成為世界米倉的原因是：

民營企業非常有效率，擁有大量平坦肥沃的三角洲和充沛的水源，再加上政府

機關支持民間銀行貸款給小農購買種子、肥料。以上種種，使泰國在米糧危機

中占盡利益。」這段文字的主旨為下列何者？ 

(A)泰國米質提升的技術 

(B)泰國稻米盛產的原因 

(C)泰國稻米行銷的方式 

(D)泰國復興米業的計畫 

答 案 B 

核心素養 
國-J-C3 閱讀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

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學習表現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

性。 

學習內容 Ca-IV-2 各類文本中表現科技文明演進、生存環境發展的文化內涵。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文章主旨，素材為連續性說明文本，說明泰國成

為世界米倉的原因，涉及[環 J6]中「了解世界糧食供給的永續議題」。本題符合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於「理解議題內涵」與「文本中表現生存環境發展的

文化內涵」的細目，亦可對應核心素養[國-J-C3]中，「探索不同文化」之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3 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文章主

旨。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

及文章結構。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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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示例二 

題 目 

周老師在黑板上寫道：「天下沒有一個人從不羨慕別人，只有少數人從沒被別

人羨慕過。」她請學生以圖表來表示這句話，下列哪一張圖表最恰當？ 

(A)                                  (B) 

 

 

 

 

 

 

 

(C)                                 (D) 

 

 

 

 

 

 

 

 

答 案 A 

核心素養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讀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

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

互動。 

學習表現 
5-IV-4 應用閱讀策略增進學習效能，整合跨領域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

力。 

學習內容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根據文句作判斷，素材為完整的一句話，要求學生理

解句意之後，判斷哪一張圖表最適合用來表示這句話，學生必須具備圖表轉譯

的能力才能作答。本題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於「整合跨領域知識」與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的細目，亦可對應核心素養[國-J-B1]中，「運用國語

文增進閱讀理解」之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22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能力指標 5-4-2-5 能依據文章內容，進行推測、歸納、總結。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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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示例三 

題 目 

袁宏道與友人書云：「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

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

虛度光景。」這段文字的主要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以物為寄應該有所節制，不可浮濫 

(B)古之達人寄懷於民，不求一己之樂 

(C)情感有所依託，生命方能愉悅自適 

(D)習得多種才藝，方能晉身達人之列 

答 案 C 

核心素養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

語文自學的興趣。 

學習表現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學習內容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理解文意，素材選自袁宏道〈致李子髯書〉，說明情感有

所依託，才有快樂的人生，不致虛度光陰。本題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

於理解文本「主要概念」與「篇章的主旨」的細目，亦可對應核心素養[國-J-A1]

中，「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之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18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能力指標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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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示例四 

題 幹 

在父親與族人的注視之下，年輕的莫那魯道，靜靜躺在自己家中的地面上。

他不說一語，態度宛如岩石一般沉靜，更像是和整個大地融為一體。他身上蓋

著苧麻編織成的白色毯子，一直覆蓋到脖子的下方。那毯子上面如同晚霞一般

美麗的紅色圖騰，正是母親親手編織而成的傑作。 

在流動緩慢的時間裡，莫那試著讓自己的呼吸不要因紋面儀式到來而變得

急促。但當他從仰視的視野看著滿臉皺紋的老嬤嬤將紋面工具一一放在自己左

耳附近時，他的心，仍像是大雨過後的溪流，有種難以抑止的澎湃。 

對賽德克族而言，紋面，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儀式。 

每個賽德克族新出生的生命，不管男女，在年幼時都會在額頭上刺上額紋。

那是一種「生命」的表徵，也代表著祖靈的眷顧，用以保護他們長大。但是只

刺上額紋的人，並還不能獲得成為一個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的資格。 

要成為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的男子必須要有精湛的狩獵技巧，並且成

功出草獵回人頭之後，才能在頭目的見證之下，於下巴紋上代表成年的頤紋。

至於女子得以紋面的資格，則是必須努力學習有關編織的知識與技術，從採麻、

搓麻、織布到縫衣都必須精通，等到有一天她織布的技巧獲得部落長老的認同

之後，才能於臉頰兩側刺上頰紋。 

對賽德克族人而言，只有臉上有刺紋的人，才能結婚擁有後代；臉上沒有

刺紋的人，將永遠被視為小孩，永遠被譏笑，將來死後也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

祖靈。 

可以說，沒有紋面對於一個賽德克族人而言，是一種最羞恥的墮落。 

──改寫自魏德聖《賽德克‧巴萊》 

子 題 

根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賽德克族內，男女戀愛及婚嫁須經過頭目的准許 

(B)賽德克族人的額紋，象徵著生命的至高尊嚴與榮耀 

(C)已屆婚齡卻不結婚的賽德克‧巴萊，被視為一種恥辱 

(D)女性想成為賽德克‧巴萊，須精通編織的知識與技術 

答 案 D 

核心素養 
國-J-C3 閱讀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

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學習表現 
5-IV-5 大量閱讀多元文本，理解議題內涵及其與個人生活、社會結構的關聯

性。 

學習內容 Cb-IV-1 各類文本中的親屬關係、道德倫理、儀式風俗、典章制度等文化內涵。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理解文意，素材改寫自《賽德克‧巴萊》，說明賽德克

族紋面的儀式與意義，涉及相關議題[原住民族教育]中「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

化與價值觀」。本題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於「閱讀文本，理解議題內涵」

與「文本中的儀式風俗」的細目，亦可對應核心素養[國-J-C3]中，「閱讀文本，

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了解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之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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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38 題(原為題組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5-4-3-4 能欣賞作品的內涵及文章結構。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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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示例五 

題 目 

 

   

 

 

 

 

 

 

 

 

 

 

 

 

 

 

 

關於本詩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節透過靜態的描寫，烘托表演場內的凝重氣氛 

(B)第二節重複「獨自一人」，強調無法一人完成表演 

(C)第三節藉各種具體與抽象的描寫，說明表演的難度* 

(D)第四節以委婉的筆法，寫出表演最終以失敗收場 

答 案 C 

核心素養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

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學習表現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學習內容 Ad-IV-2 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指出文本的寫作手法，素材選自辛波絲卡的詩作。本

題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關於「理解文本寫作特色」與「新詩」的細目，

亦可對應核心素養[國-J-B3]中，「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之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39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能力指標 5-4-3 能欣賞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及修辭技巧。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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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文科(寫作測驗)-示例六 

題 目 

請閱讀以下圖表及文字，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作文。 

 

 

 

 

 

 

 

 

從小到大，許多傳統習俗伴隨我們成長。在這些傳統習俗裡，你也

許感受到它所傳遞的情感，也許發現它值得保存的內涵，也許察覺到

它不合時宜的地方。 

請就個人生活見聞，以「在這樣的傳統習俗裡，我看見……」為

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樣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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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卷說明 

一、能依據題旨選取適切材料，以對外婆冠夫姓的不解、疑惑切入，帶出對傳

統習俗內藏男尊女卑觀念的批判，進而從中覺察看似不合宜的習俗，其實

蘊含著對幸福家庭的想望之心理轉折，並能進一步闡述說明透過夫妻姓氏

連結，象徵二人永生不渝的習俗寓意，以凸顯文章主旨。  

二、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  

三、能正確使用語詞、善用修辭，並有效運用各種句型使文句流暢。  

四、有錯別字及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錯別字訂正：「煞」是、「始」終、「囁嚅」、「唇」上 

核心素養 

國-J-C1 

 

國-J-C3 

 

國-J-B1 

 

 

國-J-A2 

閱讀各類文本，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

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閱讀各類文本，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

性，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讀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

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

互動。 

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

常生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學習表現 

6-IV-1 

6-IV-2 

 

6-IV-5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能力及說服力。  

依據審題、立意、取材、組織、遣詞造句、修改潤飾，寫出結構完

整、主旨明確、文辭優美的文章。 

主動創作、自訂題目、闡述見解，並發表自己的作品。 

學習內容 Ａ文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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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字詞： 

Ab-IV-2 

Ab-IV-5 

Ac 句段： 

Ac-IV-1 

Ac-IV-2 

Ac-IV-3 

Ad 篇章： 

Ad-IV-1 

Ｂ文本表述 

主要 

Bb 抒情文本： 

Bb-IV-1 

Bb-IV-2 

Bb-IV-3 

Bb-IV-4 

Bb-IV-5 

Bc 說明文本： 

Bc-IV-1 

 

Bc-IV-2 

 

Bc-IV-3 

Bd 議論文本： 

Bd-IV-1 

Bd-IV-2 

次要 

Ba 記敘文本： 

Ba-IV-1 

Ba-IV-2 

 

3,500 個常用字的使用。 

5,000 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標點符號在文本中的不同效果。  

敘事、有無、判斷、表態等句型。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自我及人際交流的感受。  

對社會群體與家國民族情感的體會。  

對物或自然以及生命的感悟。  

直接抒情。  

藉由敘述事件與描寫景物間接抒情。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制

度等說明。 

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分類、定義等寫作手

法。 

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論證方式如比較、比喻等。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寫作測驗命題切合學生程度、貼近生活，容易取材發揮，透過寫作，能使學生

回顧個人生命經驗，書寫經歷之人、事、地、物的同時，亦喚起對人我關係的

省思，可對應新課綱核心素養之「主動學習」、「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面

向的訴求。透過書寫，除了展現寫作能力外，同時能：培養思辨的能力，反思

內容主題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國-J-A2）；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傾聽他人的

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國-J-B1）；觀察生活環境，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

議題的興趣（國-J-C1）；探索不同文化的內涵，欣賞並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

了解與關懷多元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國-J-C3)。 

寫作測驗透過不同寫作主題之題意引導試題，評量國中畢業學生表達見聞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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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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說明僅指出範圍，不限定情意開展方向，寫作發展空間寬廣，敘事、描寫、

說明、議論在命題中皆有開展的空間，亦能符合新課綱在「學習表現」及「學

習內容」中關於寫作之各項細目。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寫作測驗試題，旨在評量學生是否具備一般

的、基本的寫作能力。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6-4-4-1

能確立主旨，擬定大綱，並完成寫作；6-4-4-2 能將蒐集的材料，加以選擇，

並做適當的運用；6-3-1-1 能安排段落、組織成篇；6-4-2-1 能正確的遣詞用

字，恰當的表情達意；6-4-2-2 能應用各種句型，表達自己的見解；6-4-3-7 能

以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不同表述方式寫作；6-4-5-1 能配合寫作

需要，恰當選用標點符號和標點方式，達到寫作效果。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進行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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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英語科-示例一 

題 幹 

 

 

子 題 一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news report? 

(A) How to deal with Cow Cold. 

(B) Whether people may catch Cow Cold. 

(C) How fast Cow Cold has hit the country. 

(D) How to find out if cows have Cow Cold. 

答 案 C 

核心素養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

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學習表現 3-IV-9 能了解故事的主要內容與情節。 

學習內容 
Ae-IV-14 

Ae-IV-17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簡易故事及短文的大意。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掌握短文主旨，需要系統性理解的能力；本文為參考狂牛

症事件改寫的虛構文章，與國際議題相關。符合新課綱在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中，關於了解故事的主要內容、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與簡易故事及短文大意的

細目。此題亦可對應核心素養[英-J-A2]中，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

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的內涵。 

Since the first case of “Cow Cold” was reported in Kirk State in 

June, this killer cold has moved up north faster than we thought it 

would.  By July, almost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 had been attacked 

by Cow Cold.  In only two months, the number of dead cows has 

risen to 5,000.  Though Cow Cold started in the south, the east of 

the country is the worst hit area.  By this week, 80% of the farms in 

Osten State have reported cases of Cow Cold. 

The sale of milk in Osten State has slumped because of Cow Cold.  

Before Cow Cold, the sale of milk in Osten State was $2.5 million 

each week; now it is less than $500,000. 

Odin State is the only area in the north without cases of Cow 

Cold.  Before we know how to deal with Cow Cold, we can only 

hope Odin State will be lucky enough not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this killer cold. 

                                 (Elaine Baker, City Post) 

 
 case 案例  area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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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ly 可能 

子 題 二 

Which map will most likely appear with the above news report? 

(A)             (B)             (C)              (D) 

答 案 A 

核心素養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

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學習表現 3-IV-4 能看懂簡易的圖表。 

學習內容 
Ae-IV-11 

Ae-IV-14 

常見的圖表。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評量學生是否能整理且過濾文中訊息，需要具備訊息比較與釐清其關係的

能力；本文為參考狂牛症事件改寫的虛構文章，與國際議題相關。符合新課綱

在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中，關於能看懂簡易圖表、常見的圖表與不同主題之簡

易文章的細目。此題亦可對應核心素養[英-J-A2]中，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

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的內涵。 

子 題 三 

If a store’s sales keep slumping, what would the sales chart look like? 

(A)                     (B) 

 

 

 

 

 

 

 

 

(C)                     (D) 

 

  chart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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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A 

核心素養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

論，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學習表現 

3-IV-4 

3-IV-12 

能看懂簡易的圖表。 

能熟悉重要的閱讀技巧，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等。 

學習內容 
Ae-IV-11 

Ae-IV-14 

常見的圖表。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評量學生是否能透過上下文推測字義，需要具備釐清上下文訊息關係的能

力；本文為參考狂牛症事件改寫的虛構文章，與國際議題相關。符合新課綱在

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中，關於能看懂簡易的圖表、能熟悉重要的閱讀技巧與不

同主題之簡易文章的細目。此題亦可對應核心素養[英-J-A2]中，具備系統性理

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的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5 年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閱讀題本第 32-34 題題組。 

子題一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

旨大意。 

子題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

文標示和圖表。 

子題三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

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以及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表。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進

行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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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英語科-示例二 

題 幹 

 

子 題 一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reading? 

(A) No buses go from Apple City to Orange Island before the bus line changes. 

(B) Before July 1, those who want to visit Mango Island have to take a bus at Berry 

City.  

(C) Traveling from Apple City to Grape Town will take less time after the bus line 

changes.  

(D) Before July 1, Dashing Shuttle does not have buses from Apple City to Peach 

City. 

答 案 A 

核心素養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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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學習表現 

3-IV-4 

3-IV-12 

能看懂簡易的圖表。 

能熟悉重要的閱讀技巧，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等。 

學習內容 Ae-IV-11 常見的圖表。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此題的文本為參考長程客運路線圖及營運路線更新公告所改寫的虛構告示，

評量學生是否能掌握圖表訊息、綜合相關資訊作合理推論。此題可對應新課

綱核心素養［英-J-A2］中「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

間的關係進行推論」的內涵，亦符合新課綱在學習表現及內容中，關於看懂

簡易常見圖表的細目。 

子 題 二 

Which is most likely Dashing Shuttle’s map of bus lines before July 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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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D 

核心素養 
英-J-A2 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係進行推論，

並能經由訊息的比較，對國內外文化的異同有初步的了解。 

學習表現 

3-IV-4 

3-IV-12 

能看懂簡易的圖表。 

能熟悉重要的閱讀技巧，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敲文意、預測

後續文意等。 

學習內容 
Ae-IV-11 

D-Ⅳ-1 

常見的圖表。 

依綜合資訊作合理猜測。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此題的文本為參考長程客運路線圖及營運路線更新公告所改寫的虛構告示，評

量學生是否能掌握圖表訊息、綜合相關資訊作合理推論。此題可對應新課綱核

心素養［英-J-A2］中「具備系統性理解與推演的能力，能釐清文本訊息間的關

係進行推論」的內涵，亦符合新課綱在學習表現及內容中，關於看懂簡易常見

圖表的細目。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閱讀題本第 29–30 題題組。 

子題一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

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子題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3-2-3 能看懂常用的英

文標示和圖表。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進

行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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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數學科-示例一 

題 目 

圖(七)為小杰使用手機內的通訊軟體跟小智對話的紀錄。 

 
根據圖中兩人的對話紀錄，若下列有一種走法能從郵局出發走到小杰家，則

此走法為何？ 

(A)向北直走700公尺，再向西直走100公尺 

(B)向北直走100公尺，再向東直走700公尺 

(C)向北直走 300公尺，再向西直走400公尺 

(D)向北直走400公尺，再向東直走300公尺 

答 案 A 

核心素養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

以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g-IV-1 認識直角坐標的意義與構成要素，並能報讀與標示坐標點，以及計算

兩個坐標點的距離。 

學習內容 
G-7-1 平面直角坐標系：以平面直角坐標系、方位距離標定位置；平面直角

坐標系及其相關術語（縱軸、橫軸、象限）。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應用坐標平面的概念，將建築物的位置用坐標來表示，

並找出兩點位置之間的關係，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的「認識直角坐標的

意義與構成要素，並能報讀與標示坐標點」、「以平面直角坐標系、方位距離標

定位置」的項目，亦符合核心素養中的「具備坐標系之運作能力，在生活情境

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13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能力指標 A-4-10 能理解直角坐標系，並能計算坐標平面上兩點間的距離。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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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數學科-示例二 

題 目 

下列選項中有一張紙片會與圖(二)緊密拼湊成正方形紙片，

且正方形上的黑色區域會形成一個線對稱圖形，則此紙片

為何？ 

(A)           (B)           (C)           (D) 

                 
 

答 案 A 

核心素養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學習表現 
s-IV-5 理解線對稱的意義和線對稱圖形的幾何性質，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與

日常生活的問題。 

學習內容 
S-7-4 線對稱的性質：對稱線段等長；對稱角相等；對稱點的連線段會被對

稱軸垂直等分。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理解線對稱的意義，判斷選項與題目所給的圖形拼湊之

後是否為線對稱圖形，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的「理解線對稱的意義和線

對稱圖形的幾何性質」、「線對稱的性質」的項目。而理解線對稱圖形也符合核

心素養中的「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8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

能力指標 S-4-02 能指出滿足給定幾何性質的形體，以及 S-4-08 能理解線對

稱圖形的幾何性質，並應用於解題和推理。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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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數學科-示例三 

題 目 

阿信、小怡兩人打算搭乘同一班次電車上學。若此班次電車共有5節車廂，且

阿信從任意一節車廂上車的機會相等，小怡從任意一節車廂上車的機會相等，

則兩人從同一節車廂上車的機率為何？ 

(A)
1

2  

(B)
1

5  

(C)
1

10  

(D)
1

25
 

答 案 B 

核心素養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

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度。 

學習表現 
d-IV-2 理解機率的意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以樹狀圖分析所有的可能

性，並能應用機率到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學習內容 D-9-2 認識機率：機率的意義；樹狀圖(以兩層為限)。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學生作答此題時，必須根據題目描述畫出兩人上車時搭乘車廂的所有情形的樹

狀圖，再根據樹狀圖結果計算機率，符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中的「理解機率

的意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以樹狀圖分析所有的可能性，並能應用機率

到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機率的意義；樹狀圖」的項目，亦符合核

心素養中的「能以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度」。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6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

能力指標 D-4-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機率的概念。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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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數學科-示例四 

題 目 

今有甲、乙、丙三名候選人參與某村村長選舉，共發出1800張選票，得票數最

高者為當選人，且廢票不計入任何一位候選人之得票數內。全村設有四個投開

票所，目前第一、第二、第三投開票所已開完所有選票，剩下第四投開票所尚

未開票，結果如表(一)所示：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請分別寫出目前甲、乙、丙三名候選人的得票數。 

(2) 承(1)，請分別判斷甲、乙兩名候選人是否還有機會當選村長，並詳細解釋

或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 

評分指引 

 
 

樣 卷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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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數-A3 

 

 

數-A1 

具備轉化現實問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探索、擬定與執行解決問題

計畫，以及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決數學問題，並能將問題解

答轉化運用於現實生活。 

能堅持不懈地探索與解決數學問題，具備數學思考能力以及精確與理

性溝通時所必需的數學語言，並擁有學習力以成就優質的生涯規畫與

發展。 

學習表現 

a-IV-1 

a-IV-3 

 

d-IV-1 

理解並應用符號及文字敘述表達概念、運算、推理及證明。 

理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意義，並應用於標示數的範圍和其在數線上的

圖形，以及使用不等式的數學符號描述情境，與人溝通。 

理解常用統計圖表，並能運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及使用統計

軟體的資訊表徵，與人溝通。 

學習內容 

A-7-8 

 

D-7-1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與應用：單一的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在數線上

標示解的範圍；應用問題。 

統計圖表：蒐集生活中常見的數據資料，整理並繪製成含有原始資料

或百分率的統計圖表：直方圖、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列聯表。

遇到複雜數據時可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師可使用電腦應用軟體演示教

授。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學生作答此題時，需先理解統計表格內的資訊，以規劃解題策略，此部分符合

學習表現中的「理解常用統計圖表，並與人溝通」與「理解並應用符號及文字

敘述表達概念、運算、推理及證明」；在回答其判斷的結果時，學生可直接利用

數量變化的關係，設想特例或不同角度等方式，搭配情境中的條件限制來說明，

或透過一元一次不等式求出解的範圍，亦符合學習表現中的「使用不等式的數

學符號描述情境，與人溝通」。整體而言，此題根據現實的選舉情境設計命題，

請學生根據題目中所提供的訊息解決問題，符合核心素中的「具備轉化現實問

題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探索、擬定與執行解決問題計畫，將問題解答轉化運

用於現實生活」。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 第二部份 第 1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C-C-07 能用回應情境、設想特例、估計或不同角度等

方式說明或反駁解答的合理性。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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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自然科-示例一 

題 目 

老師要求同學設計一個有關粉筆在水中浸泡時間與粉筆斷裂難易度關係的實

驗，實驗方法為先將粉筆浸泡水中一段時間，再以相同的方法量出折斷粉筆所

需要的最小外力。由下列選項的實驗紀錄表，推測何者的實驗設計最符合前述

的實驗目的？ 

(A)                                (B) 

 

 

 

 

(B)                                (D) 

 

 

 

 

 

答 案 A 

核心素養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等因素，

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規劃自然科學探

究活動。 

學習表現 

pe-IV-1 能辨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預測活動的可能

結果。在教師或教科書的指導或說明下，能了解探究的計畫，並進而

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如設備、時間）等因素，規劃具有可信度（如

多次測量等）的探究活動。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依實驗目的來設計實驗，符合學習表現中關於「能辨

明多個自變項、應變項並計劃適當次數的測試」的細目。此題亦可對應核心素

養[自-J-A3]中，學生具備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的能力之內涵。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5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21 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能力指標 1-4-2-3 能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成

立的範圍。 

2. 上列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布之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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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自然科-示例二 

題 幹 

科學家要研究激素對血液中物質濃度的影響，在大白鼠身上分次靜脈注射激素

X、Y 及 Z，並記錄注射前後血液中鈣及葡萄糖的濃度變化。已知每次注射都有

足夠的時間間隔，使激素不會彼此干擾。表(七)為此實驗的平均結果，請根據

此表回答下列問題：  

 

 

 
 

 

 

子 題 

有關注射上述不同激素前後，大白鼠血液中鈣或葡萄糖濃度變化的圖形，下列

何者正確？(□表示注射前；■表示注射後) 

(A)            (B)             (C)            (D) 

 

 

 

 

 

答 案 D 

核心素養 

自-J-B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

資訊或數據，並利用稍複雜之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其他新媒體形式，表達探究之過程、發

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學習表現 pa- IV-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學習內容 
Dc-IV-4 人體會藉由各系統的協調，使體內所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能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能具有圖表轉換能力，學生的學習表現符合[pa-Ⅳ-1]

中，「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等方法，整理資訊或數據」，即

可作答此題。此題對應核心素養[自-J-B1]內涵中，「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

用資訊與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稍複雜之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其他新媒體形

式，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47 題(原為題組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

及形成概念。 

2. 上列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

布之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

對應。 

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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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自然科-示例三 

題 幹 

以下是小明閱讀某篇研究報告後所作的摘要及圖表： 

某研究員欲探討營養素 X 和物質 Y 對大白鼠體重增加量的影響，利用一群條

件相同的大白鼠，分成四組進行實驗。此研究員先測量各組大白鼠的原始重量，

各組別再依實驗設計進行不同的處理，如表(十)所示；之後每週都記錄各組大

白鼠的重量，再把各組每週所測得的重量和原始重量相減，即為各組的體重增

加量。各組大白鼠在實驗不同週數的體重增加量，如圖(三十)所示。 

 

 

 

 

 

 

子 題 一 

根據表(十)，小明欲探討「在未提供營養素 X 時，注射物質 Y 對大白鼠體重增

加量的影響」，則他應選取下列哪一組合的資料來分析？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答 案 D 

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

學習自我或團體探索證據、回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

數據的可性信抱持合理的懷疑態度或進行檢核，進而解釋因果關係或

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學習表現 

pa-IV-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

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它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

互檢核，確認結果。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透過實驗的摘要及圖表，評量學生是否能依實驗目的來設計實驗組與對照

組。學生的學習表現符合[pa-Ⅳ-2]中，「能運用科學原理等方法，從(所得的)資

訊或數據解決問題」。此題對應核心素養[自-J-A2]內涵中，「能將所習得的科學

知識，連結到自己觀察到的實驗數據，並能對問題進行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

解決方案。」 

子 題 二 根據小明的摘要及圖表判斷，有關營養素 X 及物質 Y 在四週內會不會使大白

圖(三十) 

 

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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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的體重增加量超過 100 gw 的推論，下列何者最合理？ 

(A)營養素 X 及物質 Y 皆會 

(B)營養素 X 及物質 Y 皆不會 

(C)營養素 X 會；物質 Y 不會 

(D)營養素 X 不會；物質 Y 會 

答 案 C 

核心素養 

自-J-B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訊與數學運算等方法，整理自然科學

資訊或數據，並利用稍複雜之口語、影像、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

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或其他新媒體形式，表達探究之過程、發

現與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學習表現 
tr-IV-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並

推論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論點的正確性。 

試題概念

與 分 析 

本題透過實驗的摘要及圖表，評量學生是否能根據實驗數據，推論其中所代表

的意義。學生的學習表現符合[tr-IV-1]中，「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連結到所

觀察到的實驗數據，並推論出其中的關聯」。此題對應核心素養[自-J-B1]內涵中，

「能分析歸納、使用資訊整理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 

補充說明 

1. 本題出處為 106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47~48 題。 

子題一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

解讀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子題二原命題依據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

解讀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2. 上列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的條目，是依據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發布之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進行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