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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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回憶常用國字的正確字音；1 題為「句段_朗讀與閱讀」，

測驗詮釋句段涵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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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認念 能回憶常用國字的正確字音。 

(2) 句段_朗讀與閱讀 能恰當詮釋句段涵義。 

(3)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能根據文本，推論相關訊息。 

(4)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能根據文本，恰當摘取訊息。 

(5) 篇章_朗讀與閱讀 能根據文本，正確提取重點。 

2. 試題資料與教學指引 

編號(1)：111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02 

題目 

下面句子中的「行」，哪個字音和其他三者不同？ 

(1) 我們先這樣安排，遇到狀況再見機「行」事 

(2) 日「行」一善並不難，可以從身邊小事做起 

(3) 小光品「行」優良，所以獲選為班級模範生 

(1) 身為公眾人物需要謹言慎「行」， 避免爭議 

答案 3 認知歷程向度 記憶 題型 選擇題 

能力指標 4-3-1 能認識常用國字 2,200-2,700字。 

基本學習

內容 
字詞_認念 內容領域 字詞 

評量指標 1-1能回憶字音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回憶常用國字的正確字音。 

2. 題幹分析： 

 題幹：下面「」中的「行」，哪個字音和其他三者不同？ 

 分辨各選項「行」的字音，找出與其他三者不同的選項。 

 「行」的字音有三：讀成「行」，做動詞，指「走」，如：「行走」、「人行道」、「步

行」；指「做」，如：「行善」、「行醫」；指「實施」，如：「實行」、「施行」；指「同

意、允許」，如：「行不行」。做名詞，指「行為」，如：「善行」、「惡行」。讀成「姓」，

指「表現品德的行為舉止」，如：「品行」、「操行」。讀成「航」，指「營業交易的

機構」，如：「銀行」、「車行」；指「列」，如：「行列」、「字裡行間」。 

3. 選項分析： 

選項(1)：我們先這樣安排，遇到狀況再見機「行」事：「見機行事」，指「做事時看

情況的變化而採用適合的方法」。「行」指「做」，字音為「形」。 

選項(2)：日「行」一善並不難，可以從身邊小事做起：「日行一善」指「每天做一

件善事」。「行」指「做」，字音為「形」 

選項(3)：小光品「行」優良，所以獲選為班級模範生：「品行」，指「人的品格和

德行」。「行」指「表現品德的行為舉止」，字音為「姓」。 

選項(4)：身為公眾人物需要謹言慎「行」，避免爭議：「謹言慎行」，指「言談小心，

行事謹慎」。「行」指「行為」，字音為「形」。 

綜合上述選項分析，可知選項(3)的「行」字音與其他三者不同。為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教師進行一字多音教學時，應以常用語詞為主，並配合課文習作或學習單裡設計

相關練習，指導學生辨識生字語詞字音與字義的關係，並加強構詞與造句練習。

在一字多音的查閱上，可參考：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 

 建議教學時教師多範讀相關文句，以擴充學生相關的詞彙。課堂中，應及時糾正

學生讀錯的字音，以幫助學生辨識正確字音。 

 



編號(2)：111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13 

題目 

下面這段文字，哪個選項最能表達它的涵義？ 

你從不知道機會何時會降臨。通常，在你最不期待的時候，機會就會出現。盡

可能利用這些機會，不要揮霍掉了。 

(1) 機會總在不需要的時候出現 

(2) 我們要創造機會才能夠成功 

(3) 揮霍機會是最不可取的態度 

(4) 要好好把握出乎意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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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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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段文字，哪個選項最能表達它的涵義？ 

你從不知道機會何時會降臨。通常，在你最不期待的時候，機 

會就會出現。盡可能利用這些機會，不要揮霍掉了。 

 根據段義，從「你從不知道機會何時會降臨」與「在你最不期待的時候， 

機會就會出現」，可知機會的出現常常是出乎意料，不在掌握之中。從「盡可能利

用這些機會，不要揮霍掉了」，可知這段文字的涵義，是面對意外降臨的機會，要

好好把握。 

3. 選項分析： 



選項(1)：「機會總在不需要的時候出現」，不符合段落重點。非正確選項。 

選項(2)：「我們要創造機會才能夠成功」，不符合段落重點。非正確選項。 

選項(3)：「揮霍機會是最不可取的態度」，不符合段落重點。非正確選項。 

選項(4)：「要好好把握出乎意料的機會」，符合段落重點。為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教師進行語句教學時，可採「尋找關鍵語詞」、「換句話說」、「簡化訊息」、「判斷

重要性」、「從上下文理解」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句子涵義。 

 指導學生運用畫線策略（畫重點或刪去法），找出句子中的主要語詞，並進一步歸

納整理所得的訊息，將訊息中相近的意思合併起來，以掌握訊息重點。  

 引導學生練習用自己的話重述或解釋所閱讀的句子涵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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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22 

題目 

  胡椒是一種香料，使用廣泛，在我們日常飲食中相當常見，可依照顏色區

分為黑胡椒、白胡椒、綠胡椒及紅胡椒。 

  黑胡椒是採用胡椒藤上即將成熟的漿果製作。先用熱水煮，破壞果實的細

胞壁。接著烘乾漿果，就製作完成。 

    白胡椒採用完全成熟的漿果，把漿果在水中浸泡約一個星期。這段時間果

肉會漸漸鬆軟，可藉由摩擦去除果肉，最後將裸露的種子乾燥。因為多了一道

工序，價格較同等級的黑胡椒高。 

  綠胡椒則採帶殼、未成熟的漿果製作，使用鹽水和醋醃漬處理。新鮮綠胡

椒漿果的氣味辛辣且清新，常會運用在泰式料理中。 

  紅胡椒的果實來自巴西胡椒樹，這種樹最初主要當作裝飾或遮蔭植物。

1980年後，由於香味特殊，才做為香料。是採用成熟的漿果，在食鹽水和醋中

醃漬而成。 

  胡椒的辣味來自胡椒鹼。它分布在胡椒果實的果皮跟種子中，研磨得越

細，味道就越突出。如果你希望食物可以含有胡椒的辣味，但又不想要味道太

突出，可以將胡椒原粒跟食材一起烹煮。 

 

根據文章，如果希望烹煮食物時胡椒的辣味更突出，應使用怎樣的胡椒？ 

(1) 較小的胡椒原粒 

(2) 較大的胡椒原粒 

(3) 較細的胡椒粉末 

(4) 較粗的胡椒粉末 

答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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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領域 篇章 

評量指標 5-3 推論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根據文本，推論相關訊息。 

2. 題幹分析： 

 題幹：如果希望烹煮食物時胡椒的辣味更突出，應使用怎樣的胡椒？ 

 解題步驟：解題步驟：先檢索相關訊息，再整理重點，最後做推論。說明如下： 

(a) 檢索訊息： 

第六段：胡椒的辣味來自胡椒鹼。它分布在胡椒果實的果皮跟種子中，研磨得越

細，味道就越突出。如果你希望食物可以含有胡椒的辣味，但又不想要味道太突

出，可以將胡椒原粒跟食材一起烹煮。 

(b) 整理訊息： 

胡椒研磨得越細，味道就會越突出。 

(c)推論訊息： 

根據以上訊息可知，如果希望胡椒的辣味更突出，應選擇研磨後較 

細的胡椒粉末。 

3. 選項分析： 

選項(1)：「較小的胡椒原粒」，不符合推論所得。非正確選項。 

選項(2)：「較大的胡椒原粒」，不符合推論所得。非正確選項。 

選項(3)：「較細的胡椒粉末」，符合推論所得。為正確選項。 

選項(4)：「較粗的胡椒粉末」，不符合推論所得。非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推論」的方法可以從尋找支持的證據、判斷因果關係、釐清不同觀點、連結訊

息間的關係、融入背景知識等方面著手。以本題為例，是運用判斷因果關係、連

結訊息間的關係做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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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4)：111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23 

題目 

  胡椒是一種香料，使用廣泛，在我們日常飲食中相當常見，可依照顏色區

分為黑胡椒、白胡椒、綠胡椒及紅胡椒。 

  黑胡椒是採用胡椒藤上即將成熟的漿果製作。先用熱水煮，破壞果實的細

胞壁。接著烘乾漿果，就製作完成。 

    白胡椒採用完全成熟的漿果，把漿果在水中浸泡約一個星期。這段時間果

肉會漸漸鬆軟，可藉由摩擦去除果肉，最後將裸露的種子乾燥。因為多了一道

工序，價格較同等級的黑胡椒高。 

  綠胡椒則採帶殼、未成熟的漿果製作，使用鹽水和醋醃漬處理。新鮮綠胡

椒漿果的氣味辛辣且清新，常會運用在泰式料理中。 

  紅胡椒的果實來自巴西胡椒樹，這種樹最初主要當作裝飾或遮蔭植物。

1980年後，由於香味特殊，才做為香料。是採用成熟的漿果，在食鹽水和醋中

醃漬而成。 

  胡椒的辣味來自胡椒鹼。它分布在胡椒果實的果皮跟種子中，研磨得越

細，味道就越突出。如果你希望食物可以含有胡椒的辣味，但又不想要味道太

突出，可以將胡椒原粒跟食材一起烹煮。 

 

這篇文章的敘述順序，下面哪個最適當？ 

（1）烹調的建議→胡椒的種類→各種胡椒的製作 

（2）烹調的建議→各種胡椒的製作→胡椒的種類 

（3）胡椒的種類→烹調的建議→各種胡椒的製作 

（4）胡椒的種類→各種胡椒的製作→烹調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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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領域 摘要 



評量指標 5-4 摘要 

施測後回饋訊息 

1. 評量重點： 

能根據文本，恰當摘取重點。 

2. 題幹分析： 

 題幹：文章敘述內容依順序為何？ 

 解題步驟：(a)摘要段落重點(b)掌握文章敘述順序 

說明如下： 

 摘要段落大意： 

第一段：胡椒的種類。 

第二段：黑胡椒的製作。 

第三段：白胡椒的製作。 

第四段：綠胡椒的製作。  

第五段：紅胡椒的製作。 

第六段：烹調的建議。 

由此可知，第一段介紹胡椒的種類，第二至五段，說明各種胡椒的製作方式，第六

段提出烹調的建議。 

 本文敘述順序為：胡椒的種類→各種胡椒的製作→烹調的建議 

3. 選項分析： 

選項(4)「胡椒的種類→各種胡椒的製作→烹調的建議」為正確選項。 

4. 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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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段落大意時，教師可藉由提問法、畫線法，引導學生理解文意，摘要重點。

其中「掌握關鍵語詞」、「換句話說」、「拆解長句」、「簡化訊息」、「判斷重要性」等

方式，都是可以幫助學生掌握訊息重點。 



 摘要說明文的段落大意時，可以從描述、列舉、因果、比較、定義等寫作手法，掌

握各段的書寫形式，進而分析段落間如何組織。以本題為例，採「總分總」結構，

先以總說的方式說明胡椒的種類，再以分類、列舉、定義的方式，分項說明各種

胡椒的製作，最後以描述的方式，提出胡椒的烹調建議。 

 平時教學可採用生活週遭的說明書、廣告、海報、活動傳單等不同素材，做為訊

息類文本的閱讀材料，使學生熟習整理訊息類文本的方式，逐步建構說明體的閱

讀理解能力。 

 

  



編號(5)：111 年 5 月篩選測驗 題號：24 

題目 

家庭是生育、教養的場所，大致上可以分為：大家庭、小家庭、三代同堂

家庭、隔代教養家庭、單親家庭、異國婚姻家庭、重組家庭、夫婦家庭、單人

家庭。 

大家庭也叫擴展家庭，是由祖父母、父母、子女，以及伯叔父跟堂兄弟姊

妹共同組成的。小家庭是由夫妻及至少一位子女所組成的，也叫核心家庭。三

代同堂是夫妻及其父母、未婚子女同住的家庭型態。 

有些夫妻因為外出工作或是雙亡，將子女交由祖父母照顧，就是隔代教養

家庭。由於離婚率上升、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父親或母親必須獨力扶養子

女，就叫單親家庭。因為國與國之間的交流頻繁，父母中有一人來自其他國家

的異國婚姻家庭，也出現在臺灣的家庭型態中。如果由夫婦共同組成家庭，而

沒有生育子女，就是夫婦家庭。至於單人家庭，則是指一個人住。 

 

 

 

 

 

 

 

 

 

 

 

 

根據文章，下面哪個最可能是夫婦家庭形成的原因？ 

（1）離婚率不斷攀升 

（2）夫妻到外地工作 



（3）自主性高，不想生兒育女 

（4）交通便利，人們往來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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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領域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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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分析： 

選項(1)：「離婚率不斷攀升」，根據文本訊息，第三段「由於離婚率上升、意外事故

等原因，造成父母一方必須獨力扶養子女，就叫單親家庭」，可知「離婚率

不斷攀升」，是形成單親家庭的原因，不是形成夫婦家庭的原因。非正確選

項。 

選項(2)：「夫妻到外地工作」，根據文本訊息，第三段「有些夫妻因為外出工作或是

雙亡，將子女交由祖父母照顧，就是隔代教養家庭」，可知「夫妻到外地工

作」，是形成隔代教養家庭的原因，不是形成夫婦家庭的原因。非正確選項。 

選項(3)：「自主性高，不想生兒育女」，根據文本訊息，第三段「如果由夫婦共同組

成家庭，而沒有生育子女，就是夫婦家庭」，其中「沒有生育子女」有兩種

可能，一種是不想生育子女，另一種不能生育子女。可知「自主性高，不想

生兒育女」，是形成夫婦家庭的原因。為正確選項。 

選項(4)：「交通便利，人們往來方便」，根據文本訊息，第三段「因為國與國之間的

交流頻繁，父母中有一人來自其他國家的異國婚姻家庭，也出現在臺灣的家

庭型態中」，可知「交通便利，人們往來方便」，可能是形成異國婚姻家庭的

原因，不是形成夫婦家庭的原因。非正確選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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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