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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非選擇題評分說明

【第一處/曾佩芬】

  今年學科能力測驗國文考科的三道非選擇題，分別為文章解讀、文章分析及引導寫

作。本文擬簡要分析各題內涵並說明評分標準，提供讀者參考。

一、文章解讀

  本題引用朱光潛〈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中的一段文字，要求考生閱讀引文後

回答兩個小題，包括：

（一）作者指出木商、植物學家和畫家「知覺」同一棵古松有三種不同的反應態度，

這三種態度各有優劣嗎？以你對本段引文的理解，請加以闡述說明。

（二）閱讀了作者這一段文字後，依據它的意旨，請你重新給它訂個題目，並簡要說

明你的理由。（引文略）

  木商、植物學家、畫家三人的專業不同，每個人都脫離不了自己的心習，因此對於

同一棵古松，三人「知覺」到的卻是三種不同的東西。木商知覺到的是木料的價值，植

物學家知覺到的是植物分類，畫家知覺到的是松樹的美感。於是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相

同，木商重視用途─架屋、製器及如何購買、砍伐或搬運等實務工作；植物學家專注於學

術領域，包括植物分類、物種比較及生存原理等；畫家則聚精會神於觀賞松樹的顏色、

線紋與氣概。

  關於第（一）小題，由於作者認為：「各人所見到的古松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

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為的。極平常的知覺都帶有幾分創

造性；極客觀的東西之中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木商、植物學家、畫家三人的專業和

眼光不同，因此對於同一棵古松自然有不同的認識和解讀，其反應態度，其實是沒有高

下優劣之分的。而在這個基礎上，考生可為本段文字重新擬訂題目，並簡要說明理由，

只要能言之成理，即可滿足第（二）小題的作答要求。

  本題的評分要項為：第（一）小題占6分，包括：1.對三種態度優劣的比較，應強調

三種態度無分優劣（3分），如進行態度優劣區別者，至多給1分；2.對三種態度闡述說明

（3分）。第（二）小題占3分：須訂定題目，並說明理由。

  考生作答，如果兩小題皆能符合題幹要求，敘述清楚，解讀正確，並有所發揮，即

可得A等（7～9分）。兩小題雖尚能符合題幹要求，唯敘述不夠全面，文字仍通順，得B

等（4～6分）。內容不符題幹要求，文字蕪雜，敘述浮泛，僅能得C等（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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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題幹的要求，考生必須分列小題作答，若未分項或不標（一）、（二）卻仍層

次清楚者，酌扣1分；而若完全照抄原文，給零分。除此之外，試題尚有150～200字的文

長限制，因此字數不足6行或超過12行者，酌扣1分。最後，再依錯別字多寡酌予扣分。

二、文章分析

  本題以高中國文教科書各版共同選文—蘇軾〈赤壁賦〉，評量考生分析文章內容的

能力。試題分三小題，分別為：

（一）客所以有「而今安在哉」的感歎，是因何而起？

（二）「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所提示的人生問題是什麼？

（三）客云：「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請解釋他對於問題（二）要如何解

決？

  作答本題，考生必須具備課內學習而來的基本知識，而後依據要求逐題分析。本題

三小題彼此連貫：首先，客因想起即使是文才武略蓋世、英雄豪傑無匹的曹操，也敵不

過歲月流逝，終歸銷亡，故而有「而今安在」之嘆。一世之雄的曹操如此，一般人更不

必言，生命短暫，人物渺小，是普遍性的人生問題，因此「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

粟」所提示的人生問題，即是人生天地間，只是暫時寄託而已，短暫如蜉蝣之朝生暮

死，渺小如大洋滄海中的一顆小粟米。人在無限的時空之中，原來竟只是一個渺小卑

微、生命短暫的存在體。此一人生問題浮現之後，須尋覓解決之方，客欲「挾飛仙以遨

遊，抱明月而長終」，即以「學仙求道」的方式解決此一人生問題。然而學仙求道，終

屬渺茫難成，「不可乎驟得」，故只有「託遺響於悲風」，以洞簫抒其悲慨。

  因此本題的評分基本要項為：第（一）小題占6分，未提及曹操及其事功者，酌予扣

分。第（二）小題占6分，應提及生命短暫與渺小兩個面向，缺其一者酌予扣分。第

（三）小題占6分，如未提及學仙求道或其相關意涵，最多得4分。

  在評分原則方面，三小題皆分析正確而深入，文字流暢，敘述清楚，可得A等（13～

18分）。三小題分析欠深入，文字大體平順；或三小題中二小題分析正確，文字敘述清

楚，則得B等（7～12分）。至於三小題中，其分析僅一題正確，僅能得C等（1～6

分）。

  另有若干評分注意事項，包含：必須分列小題作答。若未分項或不標（一）、

（二）、（三）卻仍層次清楚者，酌扣1分；引述原文過多，幾乎沒有看法，至多C級（3

～4分）；完全照抄原文，給零分；字數不足9行或超過16行者，酌扣1～2分。最後，再

依錯別字多寡酌扣1～2分。

三、引導寫作

  本題為引導式作文，援引時事入題，評量考生論說申述的能力。試題內容為：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第六八四號解釋，認定大學生如不滿學校的處分，有權可

提起訴願和行政訴訟。臺灣大學李校長表示，依據《大學法》的規定，學校在法律的

範圍內有自治權，學生也有很多申訴管道；大法官做出這項解釋，可能造成學校和學

生之間關係的緊張。學校是教學的地方，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應如何維持和諧，

避免陷於緊張，而影響教學活動，是學校和學生雙方面都應關心的問題。對大法官的

這項解釋和李校長的反應，以你在學校的親身體驗或所見所聞，請以「學校和學生的

關係」為題，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文體不拘，文長不限。

  由於考生必須針對試題畫底線的文字作答，因此文章內容不可僅有自身經驗或所見

所聞，必須略事提及大學法或學生擁有申訴權，否則至多給A-（18～21分）。此外，試

題並未要求考生站在學校或學生的角度說理，因此只要論述言之成理即可，無須預設立

場。由於題幹特別說明「以你在學校的親身體驗或所見所聞」，因此文中必須具體舉

例，否則至多給A-（18～21分）。

  本題的評分原則為：能扣緊題旨，論述周延，舉證切當，結構完整，文字流暢者，

可得A等（19～26分）；尚能符合題旨，內容平實，結構大致完整，文筆尚稱通順，則得

B等（10～18分）；若未盡符合題意，內容浮泛，結構散漫，文筆拙劣，僅得C等（1～9

分）。其餘評分標準，大抵如前：一段成文，至多為B（15分）；文未終篇，至多為

B+（18分）；原文照抄者給零分；視標點符號之使用與錯別字多寡，斟酌減分。

  今年的三道非選擇題，與去年的結構相似，第一、二題分別以課外的語體文與課內

的文言文評量考生解讀文章、分析內容的能力；第三題則是以具時事性的議題評量考生

綜合寫作能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反映教材內容，評量高中學生課內所學，近年

學測非選擇題亦常向高中國文課內共同選文取材，評量所有考生應具備的基礎知識，且

占分不低。此類試題可提醒考生，高中三年務須重視課內學習，除了精熟課文內容，亦

應深入分析理解作者文章的作法與意涵，才能在面對試題時，從容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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