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扣課綱精神  整體命題品質趨優 

桃園市教師會暨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桃學產)關心學生考試權益，繼去年首次評析桃

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試模擬測驗(以下簡稱試模擬)試題後，今年接續邀請第一線國中

教師，針對上週(12/20-21)甫結束的試模擬，進行分科試題評析。 

試模擬測驗的成績，為桃連區學子下一步進行志願模擬選填的依據；模擬分發的結果，

對學生未來半年的會考準備方向及志願選填皆有影響。因此，模擬試題的品質良莠，廣受親

師生關注。去年使學生信心深受打擊的英文科，今年試題品質明顯改善，學生答題有把握；

數學科較令人意外，去年掌握到 108課綱講求素養的趨勢，今年卻明顯不符會考方向。 

圖文訊息量大  結合課綱特色 

今年試模擬試題經評論教師群全面檢視後，多數認為試題重閱讀理解能力，結合時事，

有大量的文字圖表訊息，十分考驗學生轉換能力。國文科貼近生活議題，試題取材多元，且

涵蓋不同文類訊息的統整，選項以圖表呈現，檢測文圖轉譯的能力；英文科題目四平八穩，

品質優於去年；社會科選材多元、嘗試與生活經驗結合，其中歷史科結合桃園在地特色，地

理科圖表判讀超過六成，公民科題目精準扣緊核心，選項有高度誘答性；自然科分科試題佔

比適當，生物科題型新穎，理化科題目閱讀量高，並搭配圖表或數據資料進行判讀，宜增加

跨科及題組式的題目。 

數學科命題方向偏  計算繁雜學生哀號 

數學科評論老師以為，本次試題難度放在繁複的計算而非概念的整合應用，與會考命題

趨勢不同。部分重要單元，如七年級的「科學記號」、「絕對值與數線」、「線對稱」及八年

級的「根式的化簡與運算」，皆未出現，試題反而過分偏重在八年級。以 106～111會考而言，

「等差與等比」平均每年出現 1.3題，這次則考了 3題；「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平均每年出

現 0.5題，本次也考了 3題。另非選題第 2題的第 2小題，解題思考方向難，計算亦不容易。

整體試題而言，題目情境不夠自然，題幹敘述不夠清楚，不接近會考試題，打擊學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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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審題力度  確保試題品質 

相較於去年，本次試模擬試題部分科目嘗試委外辦理，再由輔導團審題，稍稍減輕了部

分科目輔導團的負擔。然而，各科試題是否由輔導團統一命題審題？或部分科目委外辦理、

輔導團審題？或全部科目委外辦理、輔導團統一審題？的確值得思考，尤其是輔導團的業務

量及其意見，都必須要納入考量。桃園市教師會暨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認為，要精進試

模擬試題品質，教育局可投入更多的經費或資源於採購及研發，加強審題力度，並給予充裕

的命題作業時間，以提升各科試題的信效度，進而發揮其最大效益於後續的志願模擬選填結

果與未來會考準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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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桃連區免試入學試模擬測驗評論 

 

111學年度各科試題，經評論教師全面檢視詳細討論後，提出之整體評論彙整如下： 

 

【國文科】 

一、本次試題考題的題型、文白比例、檢核能力題型分析如下： 

1. 題型分析：包括單題19題，題組8篇23題。 

與會考不同之處探討︰ 

題本 單題 題組 文本 

111學年桃連區試模擬測驗國文科 19題 23題 8篇 

111年教育會考國文科 25題 17題 8篇 

(1)桃連區試模擬測驗單題少6題，題組則多了6題。 

(2)會考每一文本搭配2題題目，桃連區試模擬每一文本則搭配3題題目。何種搭配方

式較佳？眾說紛紜。但會考題組畢竟是以搭配2題題目居多，建議桃連區試模擬題

組，應配合教育會考搭配2題即可，畢竟試模擬目的在仿照會考出題方式，讓學生

能提早適應明年之會考型態，如果桃連區試模擬出題型態另有創舉，將使學生在準

備會考方向失準及失衡。 

2. 文白比例：分別是白話32題、文言10題。 

3. 檢核能力題型分布為文意理解26題，語文知識表達能力9題，文本評鑑7題。題目的

敘述上仍偏重考驗學生是否能「掌握敘述細節」和「釐清理解目標」的能力。題組

難度適中，學生只要能掌握文本的脈絡細節，不難找出答案。 

二、因應111會考國文科趨勢變化，本次考題類型比重，全卷42題中含8篇題組，其中近八成

(33題)為文意理解題目，包括抓周習俗、教育改革、網路倫理、飲食文學、生活經驗、

時事新聞等入題，貼近生活議題，試題取材多元且涵蓋不同文類訊息的統整，選項以圖

表呈現，檢測文圖轉譯的能力。 

 

【英文科】 

一、整體試題中間偏易，著重單字、詞彙的使用以及基礎文法的應用，題組題幹以及試題選

項敘述幾乎都簡單明瞭，能讓有好好準備的學生信心大增。 

二、題組內容對於學識豐富的學生較有利，有些題目甚至毋須前後文推測，即可作答，潛藏

城鄉差距與文化不利的因素。 

三、此次題目稍嫌保守，未包含具國際觀或重大議題等相關題目，但仍需提醒學生留意；出

題內容四平八穩，品質稍優於去年。 

 

 



【數學科】 

一、數字不好運算，試題難度放在繁複的計算而非概念的整合應用，與會考命題趨勢不同。 

二、重要的單元沒有出現，而繁複的一元二次方程式就出現 3題： 

1. 部分重要學習主題未出現，如： 

(1) 七年級：「科學記號」(106～111會考：4次)、「絕對值與數線」(106～111會

考：5次)、「線對稱」(106～111會考：5次) 

(2) 八年級：「根式的化簡與運算」(106至 111會考：5次)、 

2. 試題過分偏重八年級：「等差與等比」出現 3題(106～111會考，平均每年 1.3題)、

「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出現 3題(106～111會考，平均每年 0.5題) 

三、情境不夠自然，敘述也不夠清楚，與會考方向大不同。 

四、整體來說，今年會考試題很不接近，希望未來能朝會考命題方向多方考量。 

 

 

【自然科】 

一、生物： 

(一) 題型新穎，且參考 12年國教課綱學習內容，展現出題者對於新課綱的熟悉度，對

於桃園學生準備教育會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二) 題幹中鮮有否定式敘述，顯示出題者已考量在有限時間造成的考試壓力下，否定式

敘述常常會造成考生的錯誤判斷；對於題目的真實鑑別度非常有幫助。 

(三) 24題生物題集中在試卷的前半段，缺少最後的綜合題組，實屬可惜，但仍瑕不掩

瑜。 

(四) 有多題的實驗操作（探討活動）題，例：第 2、6、8、13、18題，其中第 8題符合

課程綱要主題 Bc的學習內容說明 1-2，「進行實驗，探討改變單一自變項，對於酵

素作用速率的影響」，更符合素養與課綱中，要求學生討論實驗因素，設計操作。 

(五) 題目精彩，唯章節分布不均，第一冊有 17題，第二冊僅 7題，實屬可惜；且偏重

恆定、運輸，缺少部分重要概念題目，例如：消化、神經和內分泌、生態保育、突

變與生物技術等概念的題型。建議類似概念可擇一出題，如第 1和 16題、第 9和

12題、第 21和 22題。 

二、理化科： 

(一) 本次命題全卷 50題，其中自然科理化部分考題共計 26題，試題比例占整份試卷

52%，符合歷年會考自然科試題之比例分配。自然科理化試題，近年來搭配 108課

綱素養導向、探究與實作的精神，命題情境常結合以「生活問題解決」為主，題目

閱讀量高，問題情境會以大量文字敘述清楚，並常搭配圖表或數據資料進行判讀，

因考量到學生的閱讀速度，自然科的會考命題，也由以往的 54題縮減為 50題，希

望鼓勵學生在動筆前多思考。同時，近年來會考命題不再以大量計算為主，而是邏

輯性的思考題目、需要實際理解實驗的實驗題型，命題也強調實驗過程及技能應

用，希望能檢測學生能否透過實驗過程、圖表分析、資料解構，來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此次命題，有八成題目含有圖表及數據分析，題型多以生活情境入題，大致符

合當前會考題型之趨勢。惟，探究與實作的實驗題型較為不足，試題中有出現跨科

的試題，但可惜其題目設計僅著重於單一科目的科學知識記憶，全卷中僅設計 1道

題組形式的題目。建議未來命題應多融入科學探究與實作的實驗題型，針對變因設

計及實驗步驟與結果分析等向度進行設計，同時，可讓跨科甚至跨領域的教師聯合

命題，設計題組式的題目，以檢測學生整合不同概念的能力。 

(二) 本次考題理化部分簡易題佔 50%，難題 11.5%，難易度適中，能檢驗學生對理化課

程知識的熟練度。近年來會考的命題趨勢，計算題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用推理

取代複雜計算。而本次命題中，相關試題的設計也符合會考趨勢，並無涉及繁雜的

數字計算，同時，命題者也將學生易混淆的概念融入選項中，維持相當的鑑別度。

此次試模擬為全市指標性的測驗，命題能符合當前會考趨勢，予以肯定。 

 

 

【社會科】 

一、歷史科： 

(一) 題目選材多元、嘗試與生活經驗結合並結合桃園在地特色(如龍岡米干節、桃園開

齋節、泰雅族祖靈祭、虎頭山神社、桃園火車站出土的遺址)。 

(二) 試題分布平均，第一冊 4題(7.8.47.50題)、第二冊 5題(6.8.9.10.46題)、第三冊 5題

(21.22.23.24.25題)、第四冊 5題(36.37.38.39.40題)；並且適度出現跨科題目，如 13

題與 26題兩題為歷、公，40題為歷、地相關的命題。 

(三) 試題敘述出現語意模糊，加上新課綱精簡細節後，學生背景知識不足，導致線索不

明確，使得受試學生難以判斷而答對率偏低。(如 21題學生認為滲透王朝與征服王

朝的定義不明，相關遊牧民族建立政權與漢人互動的先後過程，新課綱的課本課文

並未多作描述，導致學生無法分辨清楚)。 

二、地理科：  

(一) 圖表判讀題比例佔 66%，超過一半，學生須加強分析詮釋圖表的能力。 

(二) 題目貼近生活，能活用課內知識，如第 2、17、35題 

(三) 部分試題題幹說明不清，讓學生容易誤解，如第 5題 

(四) 相對於歷史科而言，地理科較少出現「跨科」或「混科」題目。 

(五) 本次試模擬難易度適中。偏重基本概念與台灣主題，區域特色題目相對稀少。 

三、公民科： 

(一) 本次測驗題目難度中間偏難，學生需具作答之分析、資料應用、判讀等多元能力。 

(二) 選材內容上核心概念均有入題，各冊學習主題之分布尚稱適切。 

(三) 題幹敘述的文字較多，但與題目核心精準扣緊。多數題目選項均有高度誘答性，能

有效分辨基礎以及精熟程度。 

(四) 評量題型分布恰當，能如實考驗學生作答之分析、資料應用、判讀等多元能力。 



(五) 符合課程綱要，能有效考驗學生是否廣泛認識及了解社會領域之學習內容。 

(六) 取材新穎且符合時事，例如憲法修正案之公民複決、房地合一稅制改革、跟蹤騷擾

防制法等。 

 

 

【寫作測驗】作文題目：「這次的生涯選擇，我決定……」 

一、藉由四位同學的圖文說明，生涯規劃會因個人生活背景及社會脈動而有所不同，學生可

以完整敘寫自己的選擇，取材容易，貼近學生生活及目前身心狀態。 

二、題目好寫、好發揮，考生只要對生涯規畫有基本認知，有做出決定、能充分說明理由、

有執行與努力、對未來有嚮往有期待……等等，很容易寫出情理兼具的豐實內容。 

三、建議須「自訂題目」的命題作文可思考是否規定抄題，以利閱卷老師依題目評閱立意取

材是否切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