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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會考甫結束，但本屆試題的難易度，從新聞中我們看到截然不同的報導： 

        某北部考生：「比模擬考簡單 5 倍以上！」 

        某中部考生：「難，今天最難一科！」 

    大相逕庭的學生評價令人詫異，而原因又是出在哪？ 

        某北部考生：「大部分都在考文意判斷能力。」 

        某中部考生：「文言文、國學常識、字音字形考題多，白話文閱讀測驗文章有 

                     融合多元科目的感覺，較需判斷。」 

    兩相比對之下，考生之所以對於考題難易度感受不同的原因，主要在文言文的多寡，以

及解答閱讀題的能力不同。若以文言文比例多寡來判斷難易度，106 年文言文有 11 題，107

年則提升為 14 題，中部考生所言或許較真實。 

◎106 年、107 年國文科會考題型及題數一覽表 

題型 106 年題數 107 年題數 107 年對應題號 

形音義 3 題 4 題 第 6、13、25、27 題 

成語詞語 4 題 5 題 第 3、11、12、15、18 題 

語文常識 6 題 3 題 第 1、2、39 題 

閱讀理解 35 題 36 題 剩餘題數皆是 

 從上表可知，本次在形音義、成語詞語、閱讀理解部分，題目稍微增加，而向來較有確

定範圍、學生也容易準備的「語文常識」題，此次卻大減半；此外，若仔細觀察本次的出題

內容，白話文本閱讀的素材有科學相關、歷史年表，文言文題目設計也著重在文意理解。由

這些情形，我們可以試著推估，108 年會考出題不外乎也會是這幾種類型，並搭配多樣化的

文本素材，因此，對於學生來說，無論是文言文或白話文，的「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仍

是學生學習國文很重要的一環。 

※學習指南 

    面對會考取材的多樣化，與每年題型數量並非固定的狀況下，身為考生，如何在顧好基

本盤（語文常識、課文內容）的同時，也能增加自己的課外知識，培養閱讀理解能力？以下

提供幾個建議，讓學生們能夠增加學習效率，考前就能有萬全的準備。 

一、準備「口袋祕笈」 

    學生們可以準備幾本方便攜帶的小筆記本、或是小卡片，將學習到的東西，無論是形音

義、語文常識、成語詞語、詩文名句……等，將它們簡單整理於其中隨身攜帶，就可在通勤、

下課……等短暫時間，拿出來快速溫習，亦可依主題分成好幾本，如此一來，就能妥善利用

零碎的時間達到復習的效果。 

 

 

 



 例如把重點以表格方式簡單整理，一目了然，方便快速學習。(如下表) 

   
以上取自南一國中國文總復習講義 

 或將自己平常較不熟的、考試容易錯的知識抄下來，以便於考前再度復習。(如下表) 

       取自南一國中國文總復習講義 

二、訂定復習進度 

    學生們能夠先排好自己的復習進度，無論此時是要認真念書，或是放鬆身心，都能更妥

善運用時間，而不會有臨時抱佛腳的問題。可以參考下列表格預定好學習進度，才能清楚知

道自己哪部分還沒復習過。 

取自南一國中國文總復習講義 



三、多方面閱讀各種文本 

   「閱讀」向來是增加語文能力的好方法，不管是對文意重點的理解，或是寫作技巧，都

能透過閱讀增進。無論是課內相關的文學書籍，或是新聞報導、期刊雜誌、其他課外書籍等，

除了增加知識外，也能培養閱讀的能力。 

取自南一國中國文總復習講義 

 課外閱讀可從自己感興趣的主題開始，不論是何種文章，試著讓自己從文章中找到關鍵

字，還能培養自己的寫作敏銳度。 

四、大量練習題目 

    正所謂「熟能生巧」，只要多練習，就能加快解題的能力與速度。現在不管是從網路分

享，或是坊間參考書，都能找到許多的題目做練習，只要平時多做題，補充各樣的題目，除

了在大考時能更冷靜應對不同類型的出題，還能藉此增強自己的國文知識。 

 透過平常練習，累積各式各樣的題型，讓大考時能更得心應手。 

取自南一國中國文總復習講義 

   「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為學的態度，不外乎就是如此。只要平時多接觸各種文

本，培養出文字的敏銳度，再加上有效率的復習方法，以及考前的大量練習，相信無論面對

任何考試，都能夠迎刃而解，百戰百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