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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席報告：今日議題為「定期評量試題分析」。 

 

二、 討論提綱 

(一) 歷史科考題分析 

本次會議歷史科針對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高二定期評量進行剖析與討論，評

量測驗範圍為第一冊第 1章、第二冊第 1~2章、第三冊第 12章、第四冊第 1章~第

3章第 1節，內容涵蓋了臺灣的史前文化與原住民、中國史的先秦時代、世界史則

是從近代歐洲民族王國興起直迄維也納會議的結束。以下就本次出題及學生作答之

情形，概略性地提出相關分析與觀察，以供未來定期評量發展方向來斟酌參考： 

1.針對目前大考發展趨勢，本份試卷出題方向綜合大學學測及指定考試的相關題

型，設計了以下三大類型的題目作為定期評量之主軸，總共有 44道題目： 

(1)單選題 30題：史料閱讀與情境分析題占 26題，圖表題統計占 4題的比例。 

(2)多重選擇題 10題：史料閱讀與情境分析題占 9題，圖表題統計占 1題的比例。 

(3)非選題共 4題 5格：透過設計過的問題，讓學生在閱讀文字脈絡的過程中，清楚

判斷撰述者所處的時空背景與觀點立場，進而運用邏輯思考進行回答。 

2.主要針對不同類型的歷史核心能力(時序、證據、變遷、神入、歷史解釋、史料分

析)呈現出各種相關史料所應用的論述方式，舉例來說，比如說敘事性手法、觀點比

較分析等等，在考題設計的過程中著重於閱讀素養能力的應用，讓定期評量能有效

突顯出各單元之學習焦點。 

3.此次評量範圍橫跨四冊，因而特別針對每冊各章節平均分配比例出題，避免過於

偏重特定章節，故而於審題過程中格外重視此點。 

4.分析學生答題情況，答對率 90％以上的題目具有下列特性： 

  (1)臺灣史的相關複習內容，學生大多能掌握題目設計的問題意識來作答。 

  (2)題幹敘述較為簡單直白且文字鋪陳不長者，學生多能選取正確答案，推測此種  

     答題現象可能與學生平時閱聽習慣有關，對於較長篇幅的題幹文字掌握度較不 



     佳。 

5.本次定期評量測驗各班學生平均分數落在 70分左右，題目難易度與鑑別度大致皆 

  符合學生學習情形。 

 

(二) 地理科考題分析 

103學年度下學期，一年級第一次定期評量範圍為第二冊第 1~5課，內容包含人口

以及農業範圍，就本次出題及學生作答之情形，簡略提出下列幾點分析： 

1. 因應指考題型趨勢，出題題型為: 

(1) 單選題、單選題組題:共 40題。純文字題有 17題、圖表題則占 23題。 

(2) 綜合問答題:共 9題組，10個答案。純文字題有 4題、圖表題則占 6題。 

2. 因應指考內容趨勢，設計一題時事題以及三題長文題 

3. 各單元內容平均分配出題 

4. 本次評量重點以課本內容為主，次要為老師上課補充之內容。 

5. 分析學生答對率 50％以下的題目，發現題目特性有二: 

(1) 課本內文沒有，為教師補充之內容 

(2) 因學生概念不清楚，只要選項中有出現看過的名詞或概念，便選擇該選項

作答 

 

(三) 公民科考題分析 

本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高一以第二冊第一、二課；高二第三冊第七、八課為評量

範圍；高三下學期只剩兩次段考，即期中考、期末考；故本次期中考內容考選修(下)

第一課至第三課。 

就本次出題及學生作答之情形，簡單以下幾點分析： 

1. 配合大考趨勢，高一試題以單選題以及單選題組題為出題方式，清楚設計各選

項背後之相對應觀念，讓學生在答題上免流於文字的區辨，而能清楚的測驗出

學生對於課程觀念的了解與否。 

2. 各單元內容平均分配出題，無某單元佔較多比例之情形 

3. 本次評量重點以課本內容為主，學生的評量成績，各班也都有在一定的水平之

上。 

4. 高三考題分兩部分，一單選題，二複選題，其中記憶題佔：15題；理解題佔：

25題；應用題佔 20題，其中內容分別為： 

 第一課：民意、媒體與政治 

 第二課：國際關係與和平安全 

 第三課：世界主要政治意識與型態 

 

三、 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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