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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國文科 

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112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為防疫降階前最後一場大型考試，於 4 月

30 日施測結束後，隨即展開寫作測驗之閱卷作業。 
本年度命題依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朝向素養導向試題發展。題型架構仍與

往年相同，即：選擇題 38 題(共 76 分)；國文寫作測驗 1 題，占 24 分。寫作題屬

於題意引導寫作類型，考生在閱讀完引導文字後，以「選擇多，是障礙？還是暢

快？」為題，結合經驗或見聞，寫一篇完整的文章。 

本次評分規準採三等六級制，依內容、組織、語言三個面向進行評閱。為使

閱卷達一致性及公平性，每份答案卷至少會經過兩位委員評閱，若委員閱卷分數

相差超過標準，則由另一位委員進行三閱。整體觀之，本年度閱卷一致性佳，三

閱率低，約 1.53%左右。以下就寫作試題分析、學生作答狀況等，依序說明。 
題目全文如下： 

 

請結合生活經驗或見聞，以「選擇多，是障礙？還是暢快？」為題，寫一篇完整的

文章。 
(1)可以擇一立場，也可以概括兩面綜述。 
(2)可以參考上面話題討論紀錄的觀點，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看法。 
 

引導文字以話題討論紀錄方式呈現，列舉多種觀點： 

1. 討論紀錄的前兩點，先提出「因事」或「因人」而定。（因事，只舉暢快為

例。因人，只舉無障礙為例。） 

2. 第三點提示「選擇多」的「多」，也因事、因人而定。 

3. 第四點，舉例提示「選擇障礙」可能的原因。 

4. 第五點，提示「障礙」與「暢快」未必是對立的。（有障礙才帶來暢快） 

5. 第六、七點，提示「選擇障礙（不願意做選擇）」的可能原因。（不想負責任。

不滿足──明明有自認滿意的，卻懷疑還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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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試題設計分析，在明確的題目下，試著讓考生去思考「選擇多」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不同的情境、組合下，因人、因時、因事會有不同的考量；而不願意

選擇也可能有很多的心理因素，端看能否加以描述。試題亦揭示寫作立場：可從

障礙、暢快擇一立場書寫，也可並存，或是否定，或是跳脫兩者，講出自圓其說

的理路。透過這個看似簡單的提問──「暢快」或「障礙」，希望學生能在選擇

素材、敘寫個人經驗的同時，發現其中的複雜性，進而對「做選擇」所涉及的價

值與心理層面，提出較深入的反思。 

在寫作評閱上，本次試題在取材廣泛，可以是人、事、時、地、物，款式、

造型、功能……千樣百款，「選擇多」、「選擇少」甚或「不選擇」都是可以書寫

的範圍。面對選擇多的經驗、想法及態度為寫作重點。考生可談心情、狀態、場

景、分析利害、判斷價值、探討人性、反思……等。談選擇屬合題，但全文須可

尋得是在「選擇多」的語意脈絡中表達立場，並進一步對「做選擇」所涉及的價

值與心理層面，提出較深入的探討及反思，方能至上卷。 

閱卷上依據評分規準，不難判定學生作品的級分。本次由於取材容易，故考

生寫作篇幅偏長，部分考生容易將引導文字詳錄於寫作內容，導致篇幅雖多，但

看不見對於話題的探討、反思。整體評閱中可看出對於「選擇多，是障礙？還是

暢快？」引導考生思考選擇的多樣性對人們的影響。部分考生探討「選擇多」可

能有不同的詮釋，例如「選擇矛盾」、「選擇自由」、「選擇迷茫」、「選擇機會」等

等。透過這些詞語，開啟對於「選擇多」相關題材與認知的討論；也有考生從各

種面對選擇多的行為表現與分際，說明不同種類的選擇多所帶來的行為節度。例

如，考生可以探討在面對眾多選擇時，如何思考忖度而做出適度的選擇。另外，

也可以討論當選擇面過於廣泛時，可能會出現輕率的行動，或者當思考缺乏彈性

時，可能展現出不理性爆買或躊躇不前的行為，擴充對於「選擇多」的思考角度，

甚至發現選擇是一種放棄的過程，為自己舖展開不斷深化及提升的思維。考生也

會思考選擇多的情境下，如何處理可能產生的衝突與矛盾。 
    今年度上卷作品內容取材日常生活，皆能自訂選擇的素材敘寫，例如就「升

學抉擇」、「選填志願」、「術科考試」、「寫報告找主題」、「出國旅遊」、「購物經驗」、

「各種類的競賽」、「點菜經驗」、「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蹟」、「魔方」、「躺平的我」，

大自生死大事，小至香港腳的處理等瑣事，都是寫作材料。且考生不一定只針對

選擇障礙或暢快來談狀態，會提升到另一個層面去討論甚至去思考方法解決障礙；

甚或分析不同類型的利弊得失；選一件生活上的事舉例說明面對選擇多的感受，

進而呈現出價值判斷；運用心理學及腦科學領域上直接討論面對選擇多的認知及

心理知識；列舉古今中外歷史人物面對選擇的狀態……等等，在上卷中都可見到

多元取材及討論的思考，並能自這些事理中更進一層提升理路翻出新穎見解，篇

篇各有其風貌與自成一格的敘寫脈絡。 
在組織架構方面，考生懂得敘事平穩布局妥貼，首尾呼應，如：首段以面對

選擇時的態度來分析猶疑、畏懼的種種心情，必須為選擇負責為後文論述核心。

二、三段承上開展，敘寫選擇普高或技高的思考角度與切入點，敘事中反思，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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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流暢明爽，反覆思考中確定抉擇的思考點，展現負責的態度，呼應首段。末段

以傾聽內心跟著心走，來總結全文，結構層次分明。或偶有考生善於敘述理路伏

筆鋪墊與針縫勾連，謀篇布局，或前後對比呼應，或承轉穩妥而清晰，也有鋪染

氛圍情韻，以期能闢理通透。如以術科考試國畫與西畫為例，對比兩位教師不同

的教學風格，一位凡事皆要自由選擇，非常煎熬；一位皆須照樣模仿無從選擇，

非常輕鬆。接著筆鋒一轉，對照出面臨考試時的自由揮灑及無從下手，領悟出學

習選擇是一種創造力培養的過程，收束到有選擇是一種幸福的立場，而非僅僅是

障礙或暢快的回應。也有定調選擇性障礙的成因與背景，分析不願承擔風險的狀

況，再進而敘明事事必須選擇的生活面貌，借設問來說明討厭選擇和面對選擇的

心態，具體提出解決之道，敘事中衍出議論，收結於描述選擇後心境如大海般的

暢快感受，反思順著本心走便能消弭困難選擇的心理糾結，再以抒情心緒點染提

升障礙的層次做結。布局頗見巧思，懂得調整敘述方式，承轉具流暢感。上卷文

章理路章法時見精彩。舉例如下： 
（例1） 要是當初我選擇了高中，現在的我會是怎麼樣的呢？依然會被擾

人的物理、化學逼的陷入絕境，亦或是遇到了能夠讓我醍醐灌頂

的老師，從此對於自然科不再畏懼、也不再一竅不通了呢？要是

我選擇了別的科系，那麼我依舊會遇到打擊我信心的科目嗎？但

是，人生要是有這麼多的假設及如果，我們只會在原地停滯不前

罷了，於是我不再逃避那令我喪氣的專業科目，而是更努力的去

理解它，而我最終也成功戰勝它們了！ 

（例2） 為了面對將要到來的術科考試，國三的我同時報名了兩個繪畫訓

練班——西畫與國畫，不僅畫風、媒材截然不同，兩位老師的教

學作風更是背道而馳，難以抉擇的我固然每次都在各個交叉路口

徘迴，彷彿踏錯一步便會掉入萬丈深淵；反之，國畫老師都會幫

我訂好目標、畫圖也只要我跟著範例描繪即可，「不用選擇，真

輕鬆！」那時的我想著。 

    大考來臨，考場內我的心急速的跳著，原以為平常信手捻來

的國畫竟因為只會照範例畫，完全無從下手，不知如何表現，反

而是總讓我頭疼的西畫，一拿到題目，腦中浮現各式各樣的排列、

技法融合畫面，成品更是躍然於紙上……(略) 

（例3） 「選擇障礙」是現代人常用的一個詞，因為我們太常在做選擇。

今天晚餐要吃什麼？明天出門騎車還是開車？大學要讀哪個科

系？要用哪個升學管道升學？或許有人在這些問題中徘徊不定、

猶豫不決，以至於怨懟這些選項的出現，但這些問題，分明是幸

福的象徵。……（略）這些看似令人煩惱的選擇，背後其實寫滿

了幸福的字眼，如此一來，選擇多毫無疑問是讓人求之不得的。 

假如世界上沒有選擇，再也不用操心猶疑，會發生什麼事？那將

會是一個死氣沉沉的世界，和遊戲中的模擬玩家一樣，每天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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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事，一生中便走那唯一一條路，沒有分支也沒有意外，所

有人漫無目的地活著，過著一模一樣的人生。人們腦海中不會再

有靈光一現的瞬間，不再有突如其來的衝動，不再有改寫人生的

契機。再也不用煩惱午餐吃什麼，因為只有一間學校、一個科系，

無論喜不喜歡、願不願意，都必須接受。 

    在語言運用方面，美文少見，但表達立場遣詞精確明暢有力，敍事說理井井

有條，比喻、引用、示現常見巧妙之處，懂得兼用各種句型使行文表達生動活潑，

整體而言文字樸實卻有力。舉例如下： 
（例1） 但這些問題，分明是幸福的象徵。晚餐有琳瑯滿目的品項能選擇，

代表不愁吃喝；出門要選擇代步工具，代表不僅有機車還有汽車；

大學有許多科系要選，代表考得上大學、有能力讀大學；有好幾

中升學管道能選，代表教育制度完善、機會不可限量。這些看似

令人煩惱的選擇，背後其實寫滿了幸福的字眼，如此一來，選擇

多毫無疑問是讓人求之不得的。 

（例2） 走在他人已開發的路固然輕鬆，直直的單行道不需猶豫於路口更

是悠哉，但若只是一昧地走著結果明確、通行無阻的道路，便無

法自己從中領悟其中的奧妙，選擇代表著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結

果代表著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經歷代表著不同的精彩與未知，若

是沒有選擇，又何嘗能體會到出奇不意的學習與領悟？ 

（例3） 這個世界絢爛繁雜，多彩繽紛，每時每刻都有選擇朝我們蜂擁而

來。我們一生遇到的選擇太多了，大到是否結婚這種人生大事，

小到是否帶傘這種生活瑣事，都時刻決定了我們下一秒乃至未來

會何去何從。 

（例4） 解決了面前的問題，所經歷的過程，都如一道道不起眼的水流，

卻在腦海中涓滴匯集成，寬廣雄厚的大海，為人生中的成績單，

又添上一道瑰麗的紅色煙花。 

    中卷在內容取材上，素材選取與運用大致得宜，文章論述能有中心。或泛論流於

空洞；或雖有個人見解，但論析平淺難以支撐。至於中下卷，取材狹隘、片斷的

試題解讀，材料雜蕪、貧弱，且想且寫、勉強補湊而成章，以致內容淺顯，無法

開展。而組織章法上，則有基本結構，分段較制式、呆板，欠缺布局，組織稍鬆

散，轉承不足，但無礙完整。雖能簡略提出自我看法，但僅點到為止，各段間連

結不夠，缺乏深入論述。 

下卷則僅能就試題引導三兩句簡略回應，無法選擇材料有效展開敘寫。材料

雜蕪，文章中心不清楚，常因變換文章中心而各段不連貫；或因開展明顯有困難

而一段成文，全篇文意時有中斷，但理路仍可勉強辨識。雖略能舉例說明，且提

出看法，但均僅一兩句話，點到為止，無法發展，內容貧弱不足，簡單表達對「選

擇多」的粗略看法與經驗，無法展開內容。 
    下面分別依照中卷、下卷之評閱面向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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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級分 

（例1）  

【內容】依據題目及引導文字中的「上網查、精挑細選、排除障礙、眾

多切入點、全買、卡關、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等開展文章，敘

寫中心亦能聚焦於「障礙／暢快」兩者。取材多參考自題目引

導文字，但均能有所發展，惟因面向多，內容略雜，且未能深

入。 

【組織】首段標明選擇多會導致障礙或暢快兩種可能，第二、三段承上

開展，參考引導文字加以敘寫，但較乏差異與層次。末段說明

自己的立場：選擇多是暢快。具有基本的結構，但組織較為鬆

散。 

【語言】遣詞造句大致通順，表達尚清楚明白。 

（例2）  

【內容】 能依據題目，以「選擇多是暢快」為敘寫內容，文章有中心，

素材與文章中心大致相結合。 

【組織】 文分四段，首段直陳立場，說明選擇多能感到暢快，二段以超市

買菜精挑細選的快樂為例說明選擇多的好處；三段承上敘寫，認

為應以「適合自己」作為挑選的原則，可惜如何適合自己卻未有

論述；四段以選擇多元才有精采生活作結語。文章具有平實而基

本的結構，惟理路組織鬆散。 

【語言】 文句大致通順，表達尚清楚。 

三級分 

（例1）  

【內容】能依據題目，以「因人而異」為論述核心，文章符合試題指向，

然取材偏狹，開展不足，整體內涵勉強有中卷水準，但頗為粗略。 

【組織】文分四段，首段提出因人而異之見解，二、三段承首段以自己及

朋友為例，分述障礙與暢快之差異，末段重申文章見解，大致有

基本的結構。 

【語言】遣詞造句尚可，偶有不通但能達意，稍有冗贅之感，標點符號使

用甚不理想。 

（例2）  

【內容】能回應題目要求，以「選填志願及在自助餐店點菜的經驗」為

敘寫內容，文章雖大致有中心，但取材內容單薄，未有較深刻

的感受。 

【組織】文分三段，首段簡略回應題目，對所謂「選擇」略作解釋。第

二段先說「選擇要看當下的事情」，接著以具體事例說明選擇暢

快與障礙的不同感受。第三段總結全文，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選擇不一定只能在障礙與暢快中二擇一，換個角度想：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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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比別人思考更多，同時增加機會，這並沒有不好。文章具

基本結構，但組織鬆散，承接欠順暢。 

【語言】文句大致能達意，但措詞較口語化。 

二級分 

（例1）  

【內容】能依據題目，討論選擇多在不同情況下可能造成障礙或暢快兩種

不同結果。文章雖大致有中心，但取材薄弱。 

【組織】文分三段，雖具文章基本結構，但各段反覆敘述同樣內容，明顯

有開展之困難。 

【語言】遣詞造句能力不足，措詞較口語化。 

（例2）  

【內容】依據題目，選擇「購物時的選擇障礙」為敘寫內容，取材狹

隘，內涵膚淺。 

【組織】一段成文，段落開展明顯有困難，未具基本文章結構。 

【語言】遣詞造句能力不足，文句明顯口語化，有冗贅、囉嗦之感。標

點符號使用上頗多錯誤。 

一級分 

（例1）  

【內容】所寫尚能觸及試題指向，但整體內容僅一長句，泛寫自己的想

法與原因，無文章中心。 

【組織】文章無結構。 

【語言】措詞明顯口語化。 

（例2）  

【內容】以有主見與否的簡單討論，來回應題目，表明自我立場，但內

容粗陋，隨意雜湊詞句，無法展開敘寫。 

【組織】文章無結構。 

【語言】文句欠完整，措詞較口語化。 
 

    綜觀整體學生作品的表現，以「選擇多」為主軸的論述，可以涵蓋 108 課

綱核心素養的三面九項的範疇，涵蓋的範圍可寬可廣，不受宥限，但具體符合

哪些項目則需要根據學生在選取的材料內容和思考情境而論。例如學生需要思

考如何在面對多重選擇時制定計畫、做出決策和應對變化的系統性，以展現主

動思考和行動能力；在回答中需要運用言語和文字表達自己對於「選擇多」的

觀點和看法，並能清晰地傳達思想和意見；題目涉及選擇多重選項可能對人際

關係和合作帶來的影響，學生可以思考如何在多元的選擇中與他人合作和相互

協調……等等，透過本題，學生在回應中展現出對於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

會參與的思考和行動能力，有助於評估其對核心素養的發展程度。故能得全教

會國文科評論教師群認為，寫作測驗題目「選擇多，是障礙？還是暢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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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驚艷，舉例也符合生活情境，凸顯現今多元社會價值，點醒學生思考「選

擇」的意義跟內涵，並學會尊重其他人的不同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