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級 

1. 依試題參數所示，本年級通過率最低的 5 題中，1 題為「字詞_應

用」，測驗能根據語境，正確詮釋詞義;2題為「句段_朗讀與閱讀」，

能夠恰當權勢句子涵義，以及恰當運用句子及段落；2 題為「篇

章_朗讀與閱讀」閱讀測驗綜合理解試題，測驗學生綜合理解，以

提取、詮釋、推論訊息，進而摘取大意的能力。以下概列試題基

本訊息： 

編號 基本學習內容 評量重點 

(1) 字詞_應用 能根據語境，正確詮釋詞義。 

(2) 句段_朗讀與閱讀 能恰當詮釋句段涵義。 

(3) 句段_朗讀與閱讀 能恰當運用句子及段落。 

(4)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能根據文本，恰當詮釋訊息。 

(5)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能根據文本，正確提取訊息。 

2. 試題資料與教學指引 

編號(1)：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07 

題目 

下面句子中的「降溫」，哪個意思和其他三者不同？ 

(1) 疫情持續「降溫」，各地景點出現大批遊客  

(2) 由於電子產品需求「降溫」，導致庫存過多  

(3) 炎炎夏日，到游泳池戲水是「降溫」的好選擇  

(4) 這家店排隊的熱潮已「降溫」，要購買很容易  

答案 3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5-3-1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 

基本學習

內容 
字詞_應用 基本學習內容 字詞_應用 

評量指標 2-1能詮釋詞義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根據語境，正確詮釋詞義。 

2. 題幹分析： 

 題幹：下面句子中的「降溫」，哪個意思和其他三者不同？ 

 「降溫」的意義和用法有三： 

(1)指「降低溫度」，如：「本店的產品在包裝前，都以急速降溫的方式殺菌」。 

(2)指「使事情和緩、平穩下來」，如：「警察舉牌警告之後，雙方的衝突才降溫」。 

(3)比喻事物發展的程度降低或減緩，如：「腸病毒在每年五、六月達到高峰，七、

八月以後就逐漸降溫」。 

 先分析各選項中「降溫」的意思，再找出哪個和其他三者不同。 

3. 選項分析： 

選項(1)：「疫情持續降溫，各地景點出現大批遊客」。句中「降溫」，指「發展減緩、

和緩、平穩下來」。 

選項(2)：「由於電子產品需求降溫，導致庫存過多」。句中「降溫」，指「減緩、和

緩、平穩下來」。 

選項(3)：「炎炎夏日，到游泳池戲水是降溫的好選擇」。句中「降溫」，指「降低溫

度」。 

選項(4)：「這家店排隊的熱潮已降溫，要購買很容易」。句中「降溫」，指「減緩、

和緩、平穩下來」。 

綜合上述分析，選項(3)「降溫」的意思和其他三者不同。 

4. 輔導活動： 

 詞義教學時，宜運用多元教學策略，如示意法、從上下文理解、造句練習，加強理

解的效果，以有效幫助學生分辨語詞的意義，正確的運用於合適的語言情境中。 

 語詞意義的推敲與推理能力有關，鼓勵學生從語詞結構和文章脈絡來判斷語詞的

涵義。教師宜鼓勵學生多思考，多嘗試，做出合乎邏輯的推測。 

 推敲所得的語詞涵義，未必全面，有時只能推測到語詞的大概意思或部分涵義，

需再將語詞放回到整句、整段或整篇文章重讀一次，以驗證語詞的詮釋是否恰當。 



 
編號(2)：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13 

題目 

下面這句話，哪個選項最能說明它的重點？ 

失去金錢的人損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損失極多，失去勇氣的人損失一切。  

(1) 勇氣比金錢、健康更重要  

(2) 有金錢與健康，才會有勇氣  

(3) 只要有勇氣，金錢、健康都不重要  

(1) 失去金錢、健康和勇氣，損失都一樣大  

答案 1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略，增進閱讀的能力。 

基本學習

內容 
句段_朗讀與閱讀 內容領域 句段 

評量指標 3-1 能詮釋句段涵義及觀點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恰當詮釋句段涵義。 

2. 題幹分析： 

 題幹：下面這句話，哪個選項最能說明它的重點？ 

失去金錢的人損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損失極多，失去勇氣的人 

損失一切。 

 從「損失甚少」、「損失極多」到「損失一切」，可知「金錢」、「健康」、「勇氣」三

者之中，「勇氣」最重要，其次是「健康」。據此判斷適當選項。 

3. 選項分析： 

選項(1)：「勇氣比金錢、健康更重要」，符合句義重點。為正確選項。 

選項(2)：「有金錢與健康，才會有勇氣」，不符合句義重點。非正確選項。 

選項(3)：「 只要有勇氣，金錢、健康都不重要」，不符合句義重點。非正確選項。 



選項(4)：「失去金錢、健康和勇氣，損失都一樣大」，不符合句義重點。非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教師進行句義教學時，可採「尋找關鍵語詞」、「換句話說」、「簡化訊息」、「判斷

重要性」、「掌握句型結構」、「從上下文理解」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句義。 

 引導學生練習用自己的話，重述或解釋所閱讀的句義，並協助學生自我監控所理

解的內容。 

 培養學生從訊息量、分布位置以及語意間的轉化（如強調的語氣），自行整理與分

析所得的各項訊息。 

 

  



編號(3)：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17 

題目 

下面哪個選項的標點符號使用最適當？  

(1)長時間看電視、打電動；很容易導致近視。  

(2)眼前奇景令人驚嘆、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3)（活到老，學到老）是一種很棒的學習態度。  

(4)順境時，要學善待他人；逆境時，要會善待自己。  

答案 4 認知歷程向度 應用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6-3-1能正確流暢的遣詞造句、安排段落、組織成篇。 

基本學習

內容 
句段_朗讀與閱讀 基本學習內容 句段_朗讀與閱讀 

評量指標 3-2 能運用完整句子及段落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恰當運用句子及段落。 

2. 題幹分析： 

 題幹：下面哪個選項的標點符號使用最適當？ 

 檢視選項，判斷句中標點符號使用是否適當。 

3. 選項分析： 

選項(1)：「長時間看電視、打電動；很容易導致近視。」句中的分號應改為逗號，表

示句中停頓。因為分號必須是「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長時間、近

距離用眼」與「很容易導致近視」，並不是複句中平列的句子。標點符號使

用不適當。非正確選項。 

選項(2)：「眼前奇景令人驚嘆、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句中的頓號應該為逗號，

表示句中停頓，因為頓號必須是「用於並列連用的詞、語之間，或標示條列

次序的文字之後」。句中雙引號應改用單引號，因為雙引號必須使用在單引

號裡面，此句並沒有單引號。標點符號使用不適當。非正確選項。 



選項(3)：「（活到老，學到老）是一種很棒的學習態度。」句中的括號應改為單引號，

才能標示引語「活到老，學到老」。標點符號使用不適當。非正確選項。 

選項(4)：「順境時，要學善待他人；逆境時，要會善待自己。」標點符號使用適當。

為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指導學生正確使用標點符號，例如： 

逗號（，）：用於隔開複句內各分句，或標示句子內語氣的停頓。 

句號（。）：用於一個語意完整的句末，不用於疑問句、感嘆句。 

頓號（、）：用於並列連用的詞、語之間，或標示條列次序的文字之後。 

問號（？）：用於疑問句之後。 

驚嘆號（！）：用於感嘆語氣及加重語氣的詞、語、句之後。 

冒號（：）：用於總起下文，或舉例說明上文。 

引號（「」）：用於標示說話、引語、特別指稱或強調的詞語。 

分號（；）：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 

刪節號（……）：用於節略原文、語句未完、意思未盡，或表示語句斷 

斷續續。 

破折號（──）：用於語意的轉變、聲音的延續，或行文中對前面文字 

的解釋或說明。 

 標點符號的使用宜參酌教育部《重訂標點符號手冊》修訂版進行教學。 

 引導學生閱讀文章時，針對相關語境進行標點符號的認識與判斷。 

 判斷「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先決條件在於理解語意，教師可藉由提問，讓學生

先了解意義脈絡，再判別上下文的關係，選擇適當的標點符號。 

 指導學生以朗讀方式體會標點符號的表意作用。可藉由朗讀句子的停頓時間，讓

學生體會頓號、逗號及句號的使用及效果，例如：頓號停半拍、逗號一拍、句號一

拍半，加深學生印象，增進標點符號的運用能力。 

 學生平時的書寫中，如聯絡簿、日記，須加強對標點符號運用的提醒。 

 教師可利用閱讀短文，或透過摘取大意，讓學生熟習較少使用的分號、破折號等



標點符號。 

 

  



編號(4)：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19 

題目 

  春秋時代，有個木匠魯班，他心思神巧，發明了雲梯、木鳶(像現在的滑翔

機)，也發明了許多木工工具，如鑽子、鋸子、鏟子、魯班尺，成為後代工匠必

備的工具。 

  魯班招收許多徒弟，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從中淘汰表現不好的人。徒弟中，

有個看起來不太靈巧的年輕人，名叫泰山，一直沒有太大的進步。魯班為了維護

個人聲譽，毅然叫泰山離開。 

  多年後，魯班在市集看到有個攤位擠滿人群。他好奇的往前一看，看到販售

的竹編製品十分精美，相當訝異。魯班覺得竹匠手藝非常精湛，和自己的工藝不

相上下，於是向攤販打聽竹匠的住處，就前往拜訪。出乎意料的，竹匠師父就是

當年被逐出師門的泰山。魯班覺得不可思議，和泰山交談後，才知泰山來學藝

時，並沒有偷懶而不學木工，只是對竹子特別感興趣，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學習竹

編的工法。因為當時還沒有做出好的竹器，不敢向魯班說明一切。 

  泰山被逐出師門後，並沒有放棄對竹編技術的鑽研，終於成為竹匠大師。魯

班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後，當著泰山的面說：「我真是有眼不識泰山啊！」 

 

根據文章，有關魯班與泰山的關係，哪個敘述最適當？ 

(1) 泰山曾經是魯班的老師  

(2) 魯班根本就不認識泰山  

(3) 魯班曾向泰山請教竹編技術  

(4) 泰山表現不佳而被魯班淘汰  

答案 4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略，增進閱讀的能力。 

基本學習

內容 
篇章_朗讀與閱讀 基本學習內容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評量指標 5-2 詮釋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根據文本，恰當詮釋訊息。 

2. 題幹分析： 

 題幹：根據文章，有關魯班與泰山的關係，哪個敘述最適當？ 

 解題步驟：(a)檢索訊息(b)整理訊息(c)詮釋訊息。說明如下： 

(a) 檢索訊息：相關訊息在第二、四段。 

第二段： 

魯班招收許多徒弟，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從中淘汰特別不成器的。徒弟中，有

個看起來不太靈巧的年輕人，名叫泰山，一直沒有太大的進步。魯班為了維護

個人聲譽，毅然叫泰山離開。 

第四段： 

泰山被逐出師門後，並沒有放棄對竹編技術的鑽研，終於成為一代竹匠大師。 

(b) 整理訊息： 

魯班將沒太大進步的徒弟泰山逐出師門，泰山仍然鑽研竹編技術，最終成為竹

匠大師。 

(c) 詮釋訊息： 

泰山曾經是魯班的徒弟，因表現不佳而被逐出師門。 

3. 選項分析： 

選項(1)：「泰山曾經是魯班的老師」，詮釋不合理。非正確選項。 

選項(2)：「魯班根本就不認識泰山」，詮釋不合理。非正確選項。 

選項(3)：「魯班曾向泰山請教竹編技術」，詮釋不合理。非正確選項。 

選項(4)：「泰山表現不佳而被魯班淘汰」，詮釋合理。為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詮釋文句涵義的方法，可引導學生先找出關鍵語詞，再推敲文句意涵。如果找不

出關鍵語詞，教師可提示學生透過關聯語詞、標點符號或語氣強調來判斷。 



 閱讀教學時，指導學生運用畫線策略（畫重點或刪去法），或找出句子中的主要語

詞，並進一步歸納整理所得的訊息，將訊息中相關的意思合併起來，以掌握訊息

重點。 

 培養詮釋文句的能力，可讓學生練習用自己的話重述重點或換句話解釋文句涵義，

建立學生自我理解監控的能力。 

 

  



編號(5)：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24 

題目 

 

 

 

 

 

 

 

 

 

 

 

 

 

 

 

 

 

小儒想參加「白冷圳採果趣」活動，下面敘述哪個最適當？ 

(1) 有兩個出發日期讓參加民眾選擇  

(2) 必須在出發日的三天前網路報名  

(3) 可以邀請媽媽一起前來參加活動  

(4) 當天來參加活動的團員最多 24人  

答案 3 認知歷程向度 記憶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5-3-5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略，增進閱讀的能力。 



基本學習

內容 
篇章_朗讀與閱讀 基本學習內容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評量指標 5-1 提取訊息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根據文本，正確提取訊息。 

2. 題幹分析： 

 題幹：小儒想參加「白冷圳採果趣」活動，下面敘述哪個最適當？ 

 根據文本訊息，判斷選項敘述是否正確。 

3. 選項分析： 

選項(1)：「有兩個出發日期讓參加民眾選擇」，活動日期在「2024 年 7 月 27 日到 28

日」，是兩天一夜，出發日是 7 月 27 日，沒有兩個出發日。非正確選項。 

選項(2)：「必須在出發日的三天前網路報名」，報名日期為「7 月 12 日前」，出發日

的三天前為 7 月 24 日，已錯過報名時間。非正確選項。 

選項(3)：「可以邀請媽媽一起前來參加活動」，報名對象是「一般大眾」，所以可以邀

請媽媽一起參加。為正確選項。 

選項(4)：「當天來參加活動的團員最多 24人」，名額為「36 人（滿 28 人出團）」，參

加團員最多可以有 36 人，另外參加團員若只有 24 人，無法成團。非正確

選項。 

4. 輔導活動： 

 本題重點在判斷選項訊息的正確性。進行檢索訊息時，可指導學生採用 畫線、標

記等方式，逐步建構閱讀理解能力。 

 閱讀教學時，可針對文章內容細節進行提問。難懂的語詞除了讓學生從 上下文意

推論，亦可特別標示出來，將有助於學生掌握重點。 

 鼓勵學生練習提問與回答，從問題中獲得更深入的思考。當學生較有經 驗及能力

時，可讓學生接手設計問題。藉此，啟發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增加閱讀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