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考-國文 
少 2 題卻更重閱讀力  桌遊型考題小心迷航 2022-05-02 08:48 聯合報  / 記者趙宥寧  

今年是新課綱首屆國中會考，題型更加「素養」導向，國文科考題更著重生活實踐。往年題目 70 題，今年則會略減兩

題，換句話說，題目將會變得更長，更考驗學生「融會貫通」的閱讀力，甚至會出現各類複合型考題。 

國中教師提醒，近年考題變化多、文本也多，閱讀力相對重要，建議考生作答時務必圈選關鍵字詞，才不會讓自己迷航；

補教老師也提醒，今年有望考出「桌遊題」，除了讓考生檢索標題跟固定主詞，題目中也可能考出附加條件，考驗學生

判斷力。 

●國文選擇 

距離國中會考倒數不到一個月，苗栗縣造橋國中校長林孟君表示，今年國文選擇減少兩題，也代表今年一定會考出素養

生活題型，以及跨文本的考題。 

她舉例，若考題要「生活導向」，常見的文本則包含說明文，比如科普文、生活情境文，若是考說明文，就會考細節推

論邏輯因果關係。但她也要考生放心，若碰到跨文本考題不用太緊張，往只是考如何理解，建議圈選關鍵字詞，才不會

讓自己迷航。 

對於不少考生而言，「文言文」考題常是魔王型考題。林孟君表示，去年會考文言文比例就多了一點點，尤其最後一題

讀兩篇還要去做比較，是「答對率」比較低的題目。不過她也喊話，會考已經要考了，就不要怕它，提醒孩子文言文要

看出處，若是寓言就是前面故事後面結論，孩子就有線索能推敲。 

林孟君也說，考生對於「長文」也要有耐心，必須留意文意有無轉折，或是在做比較的地方，往往考點就在「轉折後」，

建議學生多加留心。 

楊墨國文團隊陳奇瑋（阿波）老師表示，新課綱首屆會考，「素養」貫穿考題的目的是生活實踐。尤其減少兩道考題，

換句話說就是題目會變長，且今年多考一個文本評鑑，也是最能凸顯鑑別度的考題之一。 

他分析，今年七成考題仍是文意理解，特色就是考學生檢索資料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另會有近兩成的文本評鑑題，可以

考出「意象」，又或是解釋詞類、圖像轉換，甚至會在文句中挖空格，讓學生選填，白話文、文言文皆可能入題。 

最後一成則是考國學或文化常識，書信、六書、對聯皆有望入題，甚至可能結合「桌遊」，考出一道複合型考題。 

會考倒數一個月，陳奇瑋建議，基礎形音義不要放，另也要強化白話文文意理解，考生可利用歷屆試題，針對題目錯誤

處找到原因，但他強調，不用太糾結於模擬考。另也要留意圖表題，並謹記「白話文是結構、文言文是布局，韻文就是

意象因果」，學生不要緊張。 

●國文寫作 

新課綱上路除了影響國文選擇的出題模式，也徹底改變國文寫作的命題原則。林孟君說，今年心測中心的命題從領綱出

發，往年會著重要考生把一篇文章寫完，但新的一年，心測中心改變題目寫作任務，可能會提供情境（文字、文章或圖

表）讓考生續寫，也就是要考生讀完訊息後自行統整、組織，再去書寫。 

林孟君也說，考生除了要按照考題需求書寫，還要能闡述個人的見解。她也說，近兩年會考題目已經開始鋪陳寫作情境，

好比去年主題是「未成功的博覽會」，考生除了要透過這情境回想過去的生活經驗，還必須回扣到失敗或沒有成功的經

驗，並寫下影響將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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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國文寫作只有 50 分鐘，林孟君說，建議學生要先看懂情境在說什麼，並注意要「有問就有答」，可留意有無黑色粗

體字。另外，考生也要結合題目提供的素材，可利用前五分鐘找重點，並提出中心論點，接著再寫出自己的想法、主軸，

把握時間。 

 

文本評鑑題可以考出「意象」，又或是解釋詞類、圖像轉換。圖為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參考試題本。記者趙宥

寧／翻攝

 

文意理解，特色就是考學生檢索資料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圖為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參考試題本。記者趙宥寧／ 



 

國學或文化常識，書信、六書、對聯皆有望入題。圖為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參考試題本。記者趙宥寧／翻攝 

讀課本絕對有用  掌握「素養」3 原則快速拿分 2022-04-20 08:23 聯合新聞網  / 葉建昭。 

首先，到底什麼是「素養」？「素養」轉換成考題究竟在「考什麼」？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及《111

年教育會考國文科試題評量目標說明》內容所描述，簡要來說，國文所有題目背後的出題邏輯只為了考兩件事： 

一、運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檢索、統整、解釋： 

這點凸顯的是考題中「形式的多元化」，不只是文字表述，還會出現圖形、表格、繪畫、小說等呈現方式，與文字相結

合。 

二、文本的多樣性與應用文本訊息的能力： 

題目「內容的多樣性」，考試內容跨領域整合，如性別平等（公民）、西洋史素材（歷史）、科普（生物地科理化）、

環境生態議題、原住民教育……等範疇都會入題。 

在此前提之下，大考中心雖然希望學生「體認文化精髓，具備『帶著走的能力』，而不是學習繁雜、瑣碎、片斷的知識。」

但是不代表碎片化的國學常識不能做為「文意理解」的一部分出題。也就是說，雖然不強調死背，但是完全不背或只是

死背卻不知道自己在背什麼，導致不理解這些國學常識背後的所代表的「觀念」，臨場依然無法判斷答案。換言之，國

學常識不是不考，只是從「字面」考成了「意義」！ 

舉例來說：儒家強調「仁愛」，雖然學生都知道「仁愛」，可是如果再進一步問「什麼是仁愛」，又有多少人是真的說

得出來的呢？因此，如果學生只是背筆記、講光抄，卻不知道「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念是「關懷照顧」，必然就會出現

臨場看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視民如傷」等句子，除了看不懂亂選，即使看得懂會翻譯，依

然是在矇答案的情況。因此，國文之所以長期以來在考科中被視為「玄學」，這完全是因為學生或教學老師的腦子沒有

跟著時代進步做改變，而不是國文「永遠考課外」、「答題靠感覺」，所以無法準備！ 

所以新課綱的核心觀念，是在「內容與形式多元化」的出題方向下，檢測考生臨場是否有「自覺的對題幹與答案進行檢

索、統整並交叉比對驗證」的能力。 

也就是說，現在的國文，考的是「從題幹找線索→在文本裡快速尋找相關資訊→從答案中找相符的觀念」。有沒有發現，

現在國文的答題方式，其實還「挺理科」的？這時您再回想一下，有多少老師是這樣教國文、又多少學生是這樣思考如

何找答案的呢？ 

那麼，說了這麼多，究竟臨場要如何「進行檢索、統整並交叉比對驗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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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務必細讀並瞭解題目到底在「問什麼」！ 

不只是國文科，很多學生其實不是「不會答案」，而是根本不知道題目在問什麼！這體現在沒有養成良好答題習慣，容易漏看「為非」、「不

是」、「錯誤」、「不同」，導致選錯。其實，這間接也證明另一件事：「通常這類的學生，不但會漏看題目，甚至常常連答案的選項都沒

看完！」既沒看到題目在問「何者為非」，看到 A 就先選，卻沒發現 B、C 一樣是正確的選項。而只要稍微認真一點看完題目，稍微定點腦

判斷，根本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完全都是平時粗心、沒耐心，答題習慣不佳所造成！因為這樣的情況丟分，是最要不得的錯誤！ 

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學生根本搞不清楚題目在問什麼，而是草草看過之後，用內心自以為的想法「覺得題目在幹嘛」，卻根本沒思考過那些自

以為的答案，跟所有選項一點關係都沒有，於是這時就開啟了自我催眠模式，把錯的抝成對的，其他正確答案的條件一個都看不到！ 

二、尋找「關鍵字」： 

現在的文章題幹越來越長，除了很容易沒耐心看完之外，另一種情況是雖然看了，卻不知道文章在幹嘛，反反覆覆一直看卻找不到重點，最

後仍然是靠「感覺」與「印象」在猜答案。解決這種情況，強烈建議在答題過程中加入以下步驟，通常可以更清楚、準確的找到答案！ 

1.先從答案選項看起，然後依答案關鍵字回頭到文章找關鍵字所在的位置，這樣可以避免漫無目的的花太多時間看沒用的資訊，也避免因為

文章字太多，銷磨了耐性。 

2.優先看文章最後一句，或每一段的末句。通常重點都歸結在最後，以文意理解而言，絕大部分的答案也都是在文章最後一句，在不知道該

選什麼的時候，以最後一句為條件來選答案，往往有奇效！ 

3.文言文看不懂很正常，別亂猜，先看答案選項，答案沒有說的，千萬不要自己引伸，老是「我覺得」、「我以為」，務必從關鍵字找到意

義相近的「證據」，才能避免亂寫的窘境。 

三、熟讀課文註釋與習作： 

1.很多人認為讀課本習作沒有用。可是，如果真的研究過歷屆題就會發現，學生視為畏途不知從何準備起的形音義，將近 90%都出在課本註

釋、習作練習裡，根本不需要額外大量浪費時間做不必要的參考書題目，就可以快速高效的拿分！ 

2.熟讀課本的另外一個理由，是因為當課內「觀念」夠熟，就會瞭解到會考題目中很多文意理解背後真正要考的「觀念」，是出自課本，或

從課文觀念稍做延伸，反而不需要過度糾結在逐字逐句的翻譯是否正確上。事實上，如果不懂觀念光是會翻譯，往往即使翻譯對了、文章看

懂了，答案一樣不會對！ 

本篇文稿已毫無藏私的將國文心法傳授給大家，國文其實沒有那麼難，掌握背後邏輯，方能有效練習而不瞎寫，臨場穩定答題而不靠猜！最

後，如果今年會考出題與解題模式，真被筆者言中，那麼幾乎可以一鎚定音：108 課綱之後，國文會是所有科目的前備學科！即使數學英文

分數再高，終究是「得國文者得天下」！ 



好難進步？如何在短時間衝刺拿高分  應試訣竅報你知 2022-04-26 聯合新聞網  /力宇教育／林伶老師 

隨著國中教育會考的日子越來越近，林伶老師發現許多同學仍不知道該怎麼準備國文科，多數問題集中在「內容好多，根本沒有範圍」抑或

「不管怎麼練習題本，每次都錯差不多的題數，好難進步」等，到底該如何在短時間內衝刺國文科，順利在會考拿高分，是不是有什麼應試

訣竅？ 

國文科近年來多設計素養導向、跨領域等活用試題，總題數 48 題中，文意及閱讀試題比例高達六到七成，考驗的不再是背誦而是學生應用

能力。然而基礎試題也不能小覷，具備知識的基礎，才能看見閱讀的核心。 

熟讀課本，基礎試題輕鬆得分 

針對基礎試題，林伶老師建議同學熟讀課本，尤其是常考的文言文，如〈張釋之執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五

柳先生傳〉、〈愛蓮說〉等。每年的形音義、成語試題，多半由課文延伸，尤其是字義題往往直接從課文注釋出題，例

如 106 年會考第 25 題 C 選項：「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看似課外題，但熟讀課文的同學就知道，這個「如」

字與〈五柳先生傳〉裡「晏『如』也」同義。唯有熟讀課本，碰到沒見過的文言文語句才不致手足無措。 

語文常識的部分則是每年輪流考不同單元，常出現的有應用文、六書、標點符號、書法演變等，這些語文常識內容很固

定，同學不需費時練習太艱深的課外補充題，只要熟讀課本上的知識內容，即使出現圖表活用題都能輕鬆得分。而年年

必考的標點符號，同學可以針對容易誤用的分號、破折號、頓號等多練習，檢視自己是否還會出錯。 

牢記字詞解釋，解讀文言文免緊張 

此外，學生最頭痛的文言文也常是失分關鍵，其實文言文沒有想像中困難，同學不妨把文言文當成第二語言，要用學語

言的方式思考，遇到艱難的文言單字、詞語解釋要熟記，就像英文也要背單字一樣，例如 104 會考 47 題的選項「結髮」、

「卿曹」、「左右」等都是直接考詞義；其次，考試時遇到不懂的詞句不妨先跳過，由前後推測文意，甚至可以從選項

提示找答案。文言文像讀英文文法一樣，也有一些常見的基本句型，包含省略主語、賓語提前倒裝及判斷句型等，多讀

多寫就能找出規律，從而靈活運用。 

「背多分」不再是定律，靈活運用才是潮 

108 課綱重視的是學生的思辨及應用能力，就連過去只要靠「背多分」就能輕鬆過關的國學常識題，近年來除了結合圖

表靈活出題，考試內容也偏向生活化，例如應用文中題辭及敬謙詞的使用，未來在職場或婚喪喜慶場合都能用上；六書

及書法字體演變則能透過題目及選項推敲答案，真的不需要背太多！ 

當然，占分比例最高的文意及閱讀題組，出題方向亦不離此核心，許多家長、同學看到考古題，發現國文科竟然跨科結

合數學、自然科學、歷史等考題便感到恐慌，例如 106 年會考的「藍月」報導入題，這是不是代表考生得具備相關知識？

其實，同學不需過度焦慮，國文閱讀的題材確實包羅萬象，無法掌握，但題目考的是檢索及推論的能力，就算沒有具備

各領域知識也能靠閱讀理解文章得分。 

林伶老師提醒大家，在家練習閱讀題目時，不要忘記計時，了解長篇選文容易在哪裡卡住，找不到答案，通常閱讀測驗

的兩到三題，考得「不是相同段落」，因此不能只看頭尾而是要通篇掌握，且末段往往是抒情、議論段，最能揭示該篇

主旨，不可不慎。除此之外，建議閱測易失分的同學可以練習寫錯題的「詳解」，不但能熟悉命題關鍵，更能發現自己

作答的弱點，不失為快速衝刺的好方法喔！ 

寫作三字訣，取得六級分非難事 

深：立意要深刻，太過表面、空泛的內容，難以獲得閱卷老師青睞。作文要寫深，題材選擇很重要，除了要別出心裁、

脫穎而出，文章內涵也要有深度，例如題目是「家」，如果寫成「我的家」內容就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必須強調家的內

涵和意義，不能只著重在家中的成員或故事。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8B%E4%B8%AD%E6%95%99%E8%82%B2%E6%9C%83%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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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取材要多元，如果能善用時事，有洞察社會的眼光，更能拿高分。大部分同學的文章多著眼於學校和家庭，雖然寫

得不錯四平八穩，但較難產生亮點。倘若文章內容能推深至古今中外，或者提出議題探討，例如環境議題、原住民議題

等，將會讓文章更為豐富、有層次。 

美：遣詞用句要優美，避免錯別字，文句暢達，才能吸引讀者繼續看下去。再好的內容還是需要優美詞句包裝，才能使

文章更生動且感動人心，同學們不妨多參考歷屆滿級分作文，將喜歡的句子透過模仿、記憶，來美化自己的文章，相信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獲取不錯的成果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