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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守正、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陳昌明、大考中心國文科研究員／潘莉
瑩、曾佩芬 撰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入學考試「考試說明」－國文考科（國綜、
國寫）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守正　撰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陳昌明　撰

大考中心國文科研究員／潘莉瑩、曾佩芬　撰

　　十二年國教課綱期許學生能夠培養核心素養，以解決生活情境中所面臨的問題，並能與時俱進
因應快速變遷的生活情境，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面對這一波教育改革，大學也期待新世代學子，
可以擁有面對未來變化的能力，並期許大學入學考試命題能兼具學科基本知識及其知識運用的評
量，以回應新課綱強調素養及跨領域的精神。因此，大學入學考試自111學年度起，推出包含選擇題
與非選擇題的「混合題型」，期以多層次且結構化的評量設計，引導考生善用習得的知識與技能，
深入思考、解決問題，以體現素養學習的成果。

　　隨著混合題型的加入，現行學測國文（選擇題）將更名為「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簡稱「國
綜」），並與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簡稱「國寫」）維持現行分節施測、合併計算國文考科總成績
的測驗模式。

一、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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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綜整體的測驗方向，積極配合108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簡稱「國語文課綱」）第五學習階段的學習表現與學習
內容。以測驗目標而言，國綜參酌國語文課綱中識字、寫字、閱讀、寫作等各方面的學習表現，提
舉出「一、國語文知識的認知與應用」、「二、文本的理解與探究」兩個面向，表列說明如下：

國綜測驗目標

　　必須說明的是，特別標舉出測驗目標「B5.結合文學、文化知識的詮釋與鑑賞」，原因在於期許
學生能活用文學或文化知識，詮釋、鑑賞作品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期盼藉此深化文本閱讀的價值，
緊密聯繫國文教學，以彰顯國文的學科特質。

　　閱讀理解能力是核心素養中的重要能力，向來也是國文考科評量的重心，因此特別標舉「文本
的理解與探究」一項，並將理解過程予以展開。以下試舉一組混合題型為例：

一、國語文知識的認知與應用 二、文本的理解與探究

A1.字形、字音、字義的辨識與應用

A2.語詞、成語意義的辨識與應用

A3.語法的辨識與應用

A4.表現手法、表述方式的辨識與應用

A5.具備重要文學作家、作品、體類、流派的知識

A6.具備重要學術思想、文化的知識

B1.訊息的檢索與擷取

B2.文意的理解、比較、分析、統整

B3.內容的延伸與反思

B4.形式的推究與分析

B5.結合文學、文化知識的詮釋與鑑賞



2019/10/16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入學考試「考試說明」－國文考科（國綜、國寫） | 大考中心

https://www.ceec.edu.tw/xcepaper/cont?xsmsid=0J066588036013658199&qperoid=0J253359386566821653&sid=0J277511271352871093 3/5



2019/10/16 111學年度起適用之大學入學考試「考試說明」－國文考科（國綜、國寫） | 大考中心

https://www.ceec.edu.tw/xcepaper/cont?xsmsid=0J066588036013658199&qperoid=0J253359386566821653&sid=0J277511271352871093 4/5

　　該題組選用表演藝術領域的評論文章，設計成4小題，有層次地測驗考生閱讀理解與表達說明的
能力：第1小題要求考生擷取文本訊息，第2、3小題要求考生依據文意，判斷《關於島嶼》的舞作形
式與創作理念，第4小題統整分析林懷民三階段舞作創作理念與代表作。

　　混合題型主要依閱讀歷程來命題，選擇題先引導考生掌握文本脈絡，測驗考生檢索、理解文本
訊息的能力；非選擇題則讓考生嘗試用自己的語言，寫出對文本理解、分析，乃至推理的結果，更
深層地思考文本所傳達的概念或觀點，以檢測考生統整解釋文本訊息的能力。這樣的測驗方式，除
了具有提高試題鑑別度的評量意義外，應也能在教學過程中讓老師帶領學生，以討論的方式進行深
度閱讀的學習。

　　總而言之，為呼應新課綱的變革，國綜延續既有的題型，包含長文、多元文本的取材方向外，
也研發出混合題型，以更靈活的方式引導考生深入理解文本，評量考生的思考歷程及表達說明能
力。試題取材講求多元文本之餘，強調活用文學或文化知識，期使國文教學與考試相輔相成，形成
良好互動關係。

二、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

　　107學年度起為因應大學多元選才，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簡稱「國寫」）分節獨立施測，測驗
目標歸納為「知性的統整判斷能力」、「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兩項。本次為因應108課綱的實施，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連貫與統整發展的主軸，進一步修訂
測驗目標，細目包含「正確解讀文字或圖表，系統理解、分析歸納，具體描述說明」、「針對議題
進行思辨，提出個人的見解與評斷」；「具體寫出個人的生活經驗，從中感知聯想、創造抒發」、
「針對問題的情境，真誠抒發個人的情感與體會」。從這些細目，可看出國寫的測驗目標與「議
題」或「問題情境」之結合更趨緊密，符合新課綱的修訂精神。

　　本次公告的「考試說明」共有六道例題，期能在近年所公布或施測的基礎上，提供更多元的試
題樣貌。新題型雖未必立即出現在正式考試，但能協助高中同學了解真實表達情境的多樣性。在知
性統整判斷能力的三道例題中，「被遺忘權」評量定義說明、表達立場、陳述理由的能力；「漫畫
解讀」評量解讀寓意、闡述思考與看法、自訂題目的能力；「低頭與被低頭」評量歸納資訊、反
思、擬定對策的能力。在情意的感受抒發能力之三道例題中，「籠中鳥」評量體會文意、敘述經驗
與感受的能力；「金盒子」評量體會情意、敘述故事與情感的能力；「炙艾圖」評量觀察力、想像
力、敘事力等能力。

　　「考試說明」的讀者一定能注意到此次所公告的六題中含有兩題圖畫題，分屬知性與情意兩項
測驗目標。開發圖畫題，一方面基於在研究訪談過程中，有些學者認為傳統的閱讀素材有大量文字
可依傍，不利判斷考生作答的原創性；另一方面，寫作過程中極為重要的「觀察力」—即客觀描述
事物的能力，可透過觀看與書寫圖畫細節來評量。寫作是種高層次的綜合性能力表現，除前述的觀
察力外，還包含蒐集資訊和核實的能力、整合力、說服力、想像力、自我對話或省思、精確用語的
能力等等，因此文字與圖畫素材都可作為設題的重要媒介，兩者並無高下之別。國寫試卷只有兩大
題，不可能兼顧所有層面，但同學在學習過程中，若能廣泛接觸各種素材類型，對於未來的學習或
生涯當有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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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讀者對「考試說明」的國寫例題可能仍會有一些困惑，例如各子題占分與其作答字數的
要求是否成正比？同樣要求自訂題目，不同的試題是否有一致的評分原則？事實上，國寫各子題占
分與設問的難度有關，與字數要求則不必然相關。因為以精簡的文字表達意見，有時反較長文難度
更高，所以占分與字數要求不一定成正比。另外，自訂題目的占分，視題型有所不同。舉例而言，
若訂題為關鍵要項，未訂題者，得分至多B+；若訂題非關鍵要項，未訂題者，可能酌扣2分。各題
評分原則詳列於「考試說明」，請讀者一併參看。

更新日期：108-10-15  瀏覽人次：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