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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導向之素養紙筆命題－以大學入學考試 
學科能力測驗試題分析為例 

蔡佳禎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提出的素養概念係

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就英文科而

言，素養導向教學強調藉由英語獲取各領域的知識，並提供有效的學習方法與策

略，最終發展出學生終身的自學能力（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a）。素養具有學習

遷移的構念，包括轉化知識為能力、應用書本內容到日常生活、及各個科目領

域內容的互動連結，素養導向與跨領域之間密不可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發展建議書》（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頁 20）指出「核心素養的培養有賴課

程、教學與評量的有效連結」。換言之，除了規劃跨領域導向課程與教學來培養

素養之外，實施跨領域導向評量也是一個很適當的管道，因為它能培養學生素養、

評估學生素養學習成效、更能引導教師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任宗浩，2018）。 

然而，筆者身為中學教師多年，察覺到多數教師對於為了服膺新課綱的精神，

每學期校內三次紙筆定期評量命題方向，必須由傳統命題設計改為跨領域導向命

題的這項轉變是心生畏懼、卻步不前的。主因一則來自於工作內容負擔的現實問

題；二則縱使教師有心進行命題改革，卻苦無具體紙筆評量跨領域命題的明確參

考準則。前者係指相對於傳統著墨於片段知識與理解的單題設計，跨領域導向命

題須參酌大量多元文本、以及題目設計需考量許多面向，命題將耗費更多時間心

力，在教師員額編制無變動的前提下，教師除了原有的基本授課、行政事務與學

生生活雜事之外，還需要為因應新課綱開設的多元選修課程作準備，而這份命題

工作勢必增添其工作負荷。後者係指近年來，即便政府陸續公布新課綱課程與教

學綱要手冊，並緊鑼密鼓宣揚跨領域導向的優勢與必要性，但是就測驗評量的命

題而言，官方資料多聚焦於實作評量、形成性評量、學習歷程檔案等類型評量；

抽象的論點描述與完美的範例呈現對於教師實際命題校內定期三次紙筆評量的

助益有限，這正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以下先說明官方公布的資料中，與評量有關的內容，以凸顯教師缺乏具體命

題參考準則之窘境；接續以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英文科試題為例，說明素養導

向測驗的跨領域命題特色，並據此整理校內定期紙筆評量命題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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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相關綱要手冊內容，關於紙筆命題的介紹或指引有限 

關於十二年國教，官方資料與評量有關的介紹偏少，更別說有提供足夠的紙

筆命題參考準則。教育部 2014 年公布的 41 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中，僅在第 33 頁出現一段與評量相關的內容。該段隸屬綱要書中「柒、實

施要點」的第三個子要點，標題為「學習評量與應用」，內容講述學習評量實施

與評量結果應用。國教院（2018a）公布的長達 71 頁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綱要書中，與評量

相關的內容僅占約一頁的版面，列在該書「實施要點」的最後一個子要點：「學

習評量」中，分為「評量依據」、「評量範圍」、「評量方式」、「評量內容」、「結果

呈現」與「回饋應用」六個面向簡述。 

 筆者以為或許上述這兩份官方資料著重在課程介紹，評量命題的說明本來

就不在規畫之中，因此轉向《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界定、轉化與實踐之說明》

（國教院，2018b）與《素養導向「紙筆測驗」範例試題（定稿版）》（國教院，

2019）這兩份手冊。前者內容包括四大部分：(1)學術界對於「素養」或有不同界

定，素養的界定應回歸部頒課綱；(2)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掌握四原則，海納多元模

式，隨領域/科目性質、學習對象與學習目標得以有機調整，以創發現場動能；(3)
紙筆測驗應增加素養導向試題，也應保留評量重要知識與技能的試題；(4)素養導

向的課室評量應採多元化的方式，不僅評量知識與技能，也評量態度和行為；不

僅重視學習成果，更重視學習歷程。 

該手冊自第 18 頁起到文末第 50 頁，提供大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示例與範例

試題；而後者全文共 23 頁，僅前 4 頁說明核心素養之定義與素養導向「紙筆測

驗」之要素，第 5 頁到 23 頁則提供大量素養試題範例，但是與前者提供的範例

多有重複。 

此外，筆者也參考了國教院 2014 年發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

指引》、2015 年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心素養發展手冊》與

教育部 2018 年委由親子天下雜誌社編輯發行的《面向未來的能力-素養導向教學

教戰手冊》等其他官方出版品，結論如下： 

1. 關於十二年國教，官方手冊多偏重在教學與課程，評量的介紹相形不足。 

2. 關於十二年國教，在少數官方發行與評量主題有關的出版品中，其與評量有

關的論述涉及題型的改變方向、素養導向紙筆測驗的要素、素養導向範例試

題、素養導向命題重點、素養命題格式、評量精神等，論述主題範圍不算狹

隘，但是對於中學教師實際動手進行每學期三次定期紙筆 評量命題的幫助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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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聽聞過不少現場老師在命題時茫然不知所措，明知命題方式需要改革，

但是在命題交卷期限將屆之際，閱讀著空泛的論述要點、欣賞著玩美的試題範例，

卻缺乏具體可以依循的準則或步驟而遲遲無法下筆命題。筆者於是油然升起整理

素養導向跨領域命題特色與條列命題具體作法的決定，以提供命題教師參考。 

三、素養導向測驗跨領域命題特色與作法 

學者對於素養導向評量陸續提出見解，素養試題的特色與命題策略包括以解

決生活情境問題為主；題目文字量高，常配合圖表；同時有單題與題組、有選擇

題與非選擇題；跨領域與跨學科；要評量表達說明的能力，以提升評量層次（陳

柏熹，引自王惠英，2017；張茂桂，引自朱乙真，2019；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b）。
綜合上述，筆者以學測英文試題為例，整理跨領域命題特色並具體說明命題作法。 

(一) 題目取材自多元題材文本－題材是相同主題多元文本或取材結合八大領域 

多元的題材文本有兩種詮釋。一是相同主題之多元文本類型、年代、地域等、

或者同一主題以雙文並列，巧妙顯示其關聯性並據此設計問題；二是整份試題的

命題選題不容偏廢或一個題組要能廣泛連結各種領域。不同範疇知識取材能刺激

學生的思路；領域知識彼此串聯能檢測學生多元領域的閱讀理解力。     

111 年試題第 47 到第 49 題為上述第一種詮釋的示範。該題選文背景是為了

支持世界各地面臨危機的難民和人們，國際奧委員會創立的難民奧運代表隊的比

賽介紹。題組呈現兩位難民運動員的故事，屬於相同主題之雙文本並列類型（圖

1）。 

圖 1 111 年學測第 47 到第 49 題組的雙文並列題型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https://www.gvm.com.tw/author/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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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以 111 年整份考題的題組文本為例，說明多元題材的第二種詮釋。綜合

測驗第一篇談到各種書城（book town），及在數位閱讀（digital reading）盛行之

下，實體書（physical book）仍有其重要性（語言與科技）；第二篇說明飛機窗戶

設計成圓弧形（rounded edges）的原因（自然科學）。文意選填選文介紹特技人員

（stunt person）職業的發展（社會與綜合活動）。篇章結構主題是關於日本盂蘭

盆節（Obon, or the Bon Festival）（社會、綜合活動、藝術）。閱讀測驗第一篇介紹

非洲部落馬賽人（Maasai people）衣著及珠飾（社會、綜合活動、藝術）；第二篇

主題為工地帽（hard hat）的歷史演變及構造（社會、數學、自然科學、綜合活動）；

第三篇談到斑馬魚（Zebrafish）視網膜（retina）損傷之增生功能（regeneration）
及其對人類醫學研究的影響（自然科學、健康與體育）。混合題文本為奧運難民

隊伍（Refugee Olympic Team）的兩位選手生平介紹（社會、健康與體育）。翻譯

題主題與寵物飼養的責任感相關（綜合活動）。作文請考生敘述圖片並比較兩種

公園，寫出心目中理想公園的樣貌（自然科學、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 

整體而言，111 年學測命題符合跨領域原則，整份試題涉及新課綱的八大領

域：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科技、綜合活動、藝術、健康與體育。教師

命題時，不妨檢驗整份試題涉及了哪些領域？以題目是否連結八大領域作為多元

題材文本選取的依據。 

(二) 題目情境要有清楚的脈絡敘述－文字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閱讀是讀者藉由與文本、情境之間的互動，以建構意義的歷程（Graess Singer 
& Trabasso, 1994）。學生學習過程中，必須培養閱讀習慣，才能有效吸收知識，

進而學習思考判斷。隨著跨領域評量的實施，為了讓考生作答時有清楚的情境脈

絡可循，題目敘述必須更清楚完整。事實上，真實世界的訊息，並非全是一目了

然、簡短明確的呈現方式；學會處理長文訊息是學生為了因應未來需要培養的能

力之一，這與素養導向學習的目標相呼應。因此相較於傳統試題，素養導向試題

的題目文字有增加的趨勢。以 111 年詞彙題第 6 題為例： 

6. An ______ person is usually pleasant and easy to get along with,     第一句 

but don’t expect that he or she will always say “yes” to everything.     第二句 

(A) enormous  (B) intimate  (C) agreeable  (D) ultimate 

本題以語境考單字，雖然第一句的「pleasant」與「easy to get along with」其

實就暗示出答案是(C)agreeable，但是題目再加了第二句（但是別期望他/她總是

同意每件事），使語意更加完整、答案更為明確。 

https://www.ivy.com.tw/newsLetter/life_cont/2021080613420375213
https://www.ivy.com.tw/newsLetter/life_cont/202108061342037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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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歷屆學測的四篇閱讀題組字數為例（往年每年四篇；111 年改為三篇，

原第四篇改以混合題替代），91 年四篇閱讀字數依序是 223, 223, 240, 315；101 年

是 254, 308, 310, 256；109 年是 335, 307, 315, 294；111 年是 336, 316, 323, 400。
這些數據呈現文章字數緩慢增加，以往字數還有不足 300 字的文章，但是 111 年

全都超過 300 字，混合題更高達 400 字。素養命題應避免言簡意賅，題幹說明文

字要增加。文字的增加並不是要增加閱讀難度，而是為了把脈絡背景條件交代清

楚。 

(三) 題目內容呈現真實的生活情境－內容要融入十九項議題 

傳統測驗偏重知識和理解層次，素養導向評量則強調知識與技能的應用，以

解決真實情境的問題，舉凡讀者投書、廣告文宣、短篇故事、新聞報導、實景照

片等形式的考題都可納入命題。根據國教院公布的《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

與範例試題（定稿版）》（2019），命題的真實情境包含生活情境、學習脈絡情境、

學術探究情境，內容可以是學生曾經歷過的、未來可能經歷的、或他人值得參考

的經歷。 

近年學測作文考題提供實景照片，且其內容貼近同學生活經驗。例如 109 年

作文題目（圖 2）為某家賣場週年慶的兩張新聞報導圖片，題目要求考生描述圖

片場景、正在發生的狀況，並敘述該事件接下來的發展和結果；110 年作文題目

（圖 3）為遊客踐踏花海的實景照片，考生除了描述圖片內容外，也要為解決這

個真實生活中的問題提供解方。 

圖 2 109 年學測作文題的兩張圖片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圖 3 110 年學測作文題的單張圖片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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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真實的命題是設想學生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而非因人設事，其來

源可以參考新課綱的十九項議題：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

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

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圖 2 命題符合其中的品德、法治、

安全議題；圖 3 命題則符合其中的環境、品德、法治、戶外教育議題。議題存在

眾人日常生活中，將議題融入命題，可引導學生覺知生活中的大小事，並從不同

領域角度對議題進行探究，進而培養對情境問題的解決能力，最終有助於核心素

養的養成。教師命題時，不妨檢驗整份試題涉及了哪些議題？以題目是否融入這

十九項議題作為符合真實的生活情境的圭臬。 

(四) 題目設計結合圖表的理解判讀－題目設計加入圖片、影像、表格 

跨領域並非專指或僅限指跨領域題材文本，如果考題呈現的方式是以文字結

合圖表，則能評量總綱三面九項圖裡的「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

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這樣的命題也

是跨領域概念的應用。 

108 年第 45-48 題組介紹北美西北岸原住民的圖騰柱，該題組除了文字描述

圖騰柱的製作與功能、並說明它是原住民文化的表徵與傳承外，並在旁邊輔以圖

片（圖 4），引領考生對圖騰柱的樣貌有清楚的輪廓畫面。 

圖 4 108 年學測第 45-48 題的輔助圖片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再以 110 年第 49 題為例，題組文字介紹富蘭克林發明的玻璃琴時提到： 

…He had a glassmaker create thirty-seven hemispheres made of glass, with each 
being a different size and thickness to... Franklin ran an iron rod through a hole in 
the top of each hemisphere so that they could nest together from largest to smallest. 
He linked all of this to a device shaped like a spinning wheel, with a foot control 
that turned the rod, making the glass hemispheres rotate…（…他要一名玻璃工

匠製作 37 個玻璃半球體容器，每個大小和厚度皆不同…富蘭克林用鐵棒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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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每個球體頂端的洞，如此它們就能從最大到最小聚集在一起。他把這些裝

置連結到一個像滾輪的設備上，利用一個能用腳轉動橫桿的踏板來轉動玻璃

球體…） 

作答時須理解文字內容並將文字轉換成圖像，方能選出以下(D)為正解，該

選項圖像符合文字內容的描述（圖 5）： 

圖 5 110 年學測第 49 題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跨領域題目特色之一是文字結合圖表，即閱讀理解與圖表判讀的整合運用。

命題的具體做法有二： 

1. 題幹敘述文圖並茂：題幹除了大量文字描述外，亦輔以圖片說明。 

2. 選項的呈現以圖代文：異於傳統四個選項皆為純文字的呈現，跨領域題目選

項可以以圖代字，不但一樣能達到評量閱讀理解的目的，亦測驗考生符號、

媒體與藝術相關素養。 

(五) 題目重視表達說明能力－原有的選擇題型加入非選的混合題 

英語文是語言領域科目，其教學目的兼顧聽說讀寫四種技能的培養，評量重

點在於引導學生應用聽讀說寫的知識與策略，整合各面向能力後作答，中學校內

三次定期評量的命題常納入聽力或口說測驗。由於本文旨在為紙筆測驗提供命題

策略，因此聽力與口說的評量不在討論範圍內。 

素養題型重視表達說明能力，不宜只考選擇題，選擇題的被動作答方式可能

導致學生只知道對錯，卻不懂原因，因此缺乏表達意見的訓練（蘇逸涵，2019）。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選才電子報（提升評量層次，2018）指出，針對新課綱三面

九項中的「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等素養能力的培養，如果僅以選擇題或僅以開放式非選擇題評量似乎過猶不

及，因此 111 年起，學測引入混合題型，該題型能評量基本知識、閱讀理解、整

合運用、判斷推理、與表達能力等多層能力（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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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混合題型可發展出多層次的評量（圖片引自提升評量層次，2018） 

混合題意指在題組中混合選擇題與非選擇題，同時允許較為結構化的設問方

式（提升評量層次，2018）。以 111 年混合題為例（圖 1），其三個小題依序為填

充題、問答題與多選題（圖 7），能評量統整、歸納、分析、說明、表達等重要核

心能力。第 47 題需根據選文文字，從兩則故事中各選出一個單詞填入題目中的

空格，並視空格前後語法作適當的字形變化；第 48 題為簡答題，需從題目敘述

找出與引號內文字相對應的單字；第 49 題為多選題，測驗考生能否找出兩名選

手的共通點，需看完全文並注意局部細節後，再進行判斷。 

圖 7 111 年學測混合題組的 3 個子題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取自 https://www.ceec.edu.tw/xmfile?xsmsid=0J052424613319003165 

混合題命題的具體作法依序如下：先準備好選文、確認欲命題的混合題題型

（包含單選題、填充題、填表題、繪圖題、問答題、與多選題等，從中選取 3 種

題型）、連同選文，組成一篇題組、開始進行命題。 

綜上，素養導向測驗的跨領域命題特色與作法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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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項素養導向測驗的跨領域命題特色與作法 
項目 跨領域命題特色 跨領域命題作法 

1 題目取材自多元題材文本 
題材是相同主題的多元文本或取材結合八大

領域 

2 題目情境要有清楚的脈絡敘述 文字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3 題目內容呈現真實的生活情境 內容要融入十九項議題 

4 題目設計結合圖表的理解判讀 題目設計加入圖片、影像、表格 

5 題目重視表達說明能力 原有的選擇題型加入非選的混合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結語 

教育部前政務次長劉孟奇認為：「考試改，不保證教學會改變；但考試不改，

教學一定不會改（引自羅梅英，2019）。」評量的目的之一是檢視教學成效，而

跨領域導向試題能讓老師掌握與檢視教學是否符合核心素養精神，進而調整教學，

最後讓學生受惠，成為終身學習者。教育的轉變已經開始，本文提供五個具體設

計跨領域導向素養紙筆命題的作法，盼能協助教學現場教師於校內每學期三次定

期紙筆評量命題時，實踐跨領域命題的任務，以協助莘莘學子有機會成為更好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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