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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內容

• 何謂閱讀理解？

• 依據說明：課綱 & 國教院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

• 評量目標的設定

• Translanguaging 的應用

• 生字的提示方法

• 試題間連鎖連鎖現象說明

• 題組的產生程序說明 & 實作



想想這個七年級文本要如何出 2 題？

p. 1



可預測的作法

• 這篇七年級適用的對話文本，若只限定用英文寫題幹&選項，

大概只能考明確敍述的細節。



若把原文本稍做修改，並用突破性的作法寫試題



試題改成這樣問，結果會如何？

答對率均超過63%；
鑑別度均超過0.6。



什麼是「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是什麼？ 1/2

• Wikipedia:

「閱讀理解」(reading comprehension) 是指讀者處理文本內容、

了解其意，並與其已知之先備知識整合而言。有效的閱讀所需的

基本技能包括了解字意、有能力猜測字義、依循段落組織，以指

出前文及相關訊息、從文本內容做出推論、指出主旨、依文本內

容回答問題、確認文本的結構與文體、理解文中所要傳達之情境

氛圍意涵、理解作者的立場與觀點等等。

與心測中心的「閱讀評量標準」之「文意理解」大致相符。

p. 2



「閱讀理解」是什麼？ 2/2

• 簡單地說，「閱讀理解」是指理解你所讀的文本內容。

參考文獻：What is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trieved from K-12 Reader Website:  
https://www.k12reader.com/what-is-reading-comprehension/

所以重點在於對「文本內容」的理解。

p. 2

https://www.k12reader.com/what-is-reading-comprehension/


評量的理由

• 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 評量「是為了」學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

• 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總結性評量 檢驗一段學習期間後的學習成果

形成性評量 檢驗學生是否理解所學，藉以調整教學

形成性評量的
次分類

在形成性評量中，引導培養學生
後設認知能力及終身學習態度

參考文獻：Earl, L. M. (2003). Assessment as learning: Us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to
maximize student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評量觀念的改變

以前 重建構後

參考文獻：Earl, L. M. (2003). Assessment as learning: Us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to
maximize student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會考



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評量應有的態度

• 對於初學者的評量，應該要

在朝向課程目標的方向上，

聚焦在他們某個階段中的學

習過程。

會考

參考文獻：La Celle-Peterson, M. W., & Rivera, C. (1994). Is it real for all kids? A framework for equitable 
assessment policies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4(1), 55-75.

也就是聚焦在「形成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的效益

• Crooks (1988)認為形成性評量在協助學生學習上，可以達到八

個效益其中之三個：

1. 提供學生練習技能和強固學習的機會。

2. 引導學生做更進一步的指導或學習活動的選擇，以提升[對於

課程內容的]熟悉度。

3. 協助學生擁有成就感，[提升其繼續學習的信心] 。

參考文獻：Crooks, T. J. (1988). The impact of classroom evaluation practices on student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8(4), 43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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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對於「核心素養」的一些說法



課綱實施要點：評量

• 評量的目的在於檢驗學生學習的成效，以利教師調整教學。

• 須視評量為課程發展的一部分，教師應視學習評量結果，適當調

整教材教法與教學活動設計。

• 事先告知學生學習評量的相關內容與方法。

評量範圍 & 要如何評量？

形成性評量



評量的內容

• 考試的內容須得是老師所教的。

• 因此，評量已經越來越多重新設計成包括學生應該要學的內容，

例如口語和文意表達，以及複雜的問題解決和分析等。

參考文獻：Resnick, L. B. & Resnick, D. P. (1991). Assessing the Thinking Curriculum: New Tool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B. R. Gifford and M. C. O’Connor (eds.). Changing Assessments: Alternative Views of 
Aptitude, Achievement, and Instruction (pp. 37-75). Kluwer, Boston, MA. 

對應到Wikipedia對於「閱讀理解」的定義。

Hamsters and mice are in the same family.docx


課綱實施要點：補救教學

• 教師可建立個人試題檔案，於每次評量後進行簡易分析，以評估

試題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診斷學生學習困難，以提供學生加

深、加廣或補救教學的適性學習輔導。



國教院對於素養導向題的說明 -1

• 素養導向試題的目的是為了引導素養導向的教學，素養導向教學

的目的是培養核心素養。

素養導向

試題

素養導向

教學

培養

核心素養

p. 3



國教院對於素養導向題的說明 -2

• 適當設計的素養導向試題，除了可讓現場老

師掌握核心素養精神，進而調整教學，最後

讓素養導向教學的效果反映在學生的評量成

果上。

素養導向試題

素養導向教學

從評量的角度看長篇閱讀文本的設計

p. 3



•藉助於素養導向閱讀教

學引導與評量，培養學

生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

(利用資訊創
造新事物)

(依據某項標準作
價值判斷的能力)

(將所學分析為各
個構成的部分，
或找出各部分間
的相互關係)



評量目標的設定

• 以心測中心的「閱讀評量標準」為閱讀理解評量目標設定依據。

• 參考網站：SBASA

(https://www.sbasa.ntnu.edu.tw/SBASA/HomePage/index.aspx)

https://www.sbasa.ntnu.edu.tw/SBASA/HomePage/index.aspx


認識英語科閱讀能力評量標準 (pp. 21-23) 

學習內容

優
秀

良
好

基
礎

不
足

落
後

A-E五個表現等級 學習表現



七、八、九年級閱讀能力評量標準

取材內容逐年加深加廣



各年級閱讀能力「學習內容」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生活化、與個人相關、
訊息或情境單純、語句
簡短的內容，
如對話、短篇故事或敘
述、韻文、簡易圖表等

主題熟悉、訊息或情境
略為複雜、語句略長的
內容，
如對話、記敘文、說明
文、韻文、圖表等

一般議題、訊息或情境
多元、語句略為複雜的
內容，
如對話、記敘文、說明
文、議論文、韻文、圖
表等

各年級閱讀能力「學習內容」



以九年級的評量標準為例 (p. 23) 

基礎知識本次不予討論



九年級閱讀能力文意理解評量標準

這是學習內容

本次不予討論



「整合」和「擷取」訊息的區別：

• 「整合」：需多個線索合起來才可得出答案，缺一不可。故整合常

不是只有加起來，而是1+1>2。

--選擇題中，如果有選項需多個線索合起來才可知對錯，也許就

較偏整合。

• 「擷取」：在文本中，可以得出答案的線索很多，但其實任一個線

索就可以答題，這是擷取。

--選擇題中，四個選項個別都只要單一線索，這是擷取，但盡量

還是要四個選項有某個共同方向。

所以「整合」的等級比「擷取」高

Read the poem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docx


心測中心「閱讀評量標準」「文意理解」-1 (p. 23)

• 能指出篇章中跨句群的連貫標記6及其意義或功能7 。

註腳：

6 轉承文意的字詞，如指涉代詞、連接詞等。

7 除了指出連貫標記，也能考量文意發展的連貫性及一致性，

指出文本中應使用的合適字詞或語句。

克漏字題組
閱讀理解題組

William.docx


連貫標記 (p. 23) 

空格的答題線索在
跨很多句，甚至於
得整合全篇文意，
方能獲得。

空格的答題線索在
跨2-3句中。

空格的答題線索提
示在上或下句中。



心測中心「閱讀評量標準」「文意理解」-2 (p. 23) 

•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息。

• 能整合隱晦、繁複或整體訊息8，指出主旨大意與隱含文意9 。

註腳：

8 包含文本體裁、格式、結構等。

9 包含主題、目的、作者立場態度、字義、推論、預測等。



指出主旨大意與隱含文意 (p. 23) 

註腳中的這些，都可做為評量目標。



「指出主旨大意與隱含文意」註腳 9 總共可以有幾個評量目標？

該項能力，至少可以有21個評量目標



其他閱讀理解評量目標：文意連貫 -1/3

• 107年會考#35-37 (獵殺鯨魚)



其他閱讀理解評量目標：文意連貫示例一

段落中的句子重組：(以 2 題為例的題組) 文本

pp. 9-10



其他閱讀理解評量目標：文意連貫示例一

Q1. 將1-2的段落中，各句子打散，並要求學生將各句子重組成語意

連貫的段落。

pp. 9-10



其他閱讀理解評量目標：文意連貫示例一

Q2. (題幹出示一句，並問該句應該放在哪個句子之後？)

pp. 9-10



其他閱讀理解評量目標：文意連貫 -3/3

• 文本：僅提供短文上半部。

• 文本呈現的兩種方式：(包裝)

1. 被撕成兩半的宣傳單

2. 須加入會員才能繼續看下去的網路新聞

• 兩個問題：

Q1. 問學生哪個選項最有可能是短文的下半部？

Q2. 問學生短文上半部的細節(文本中明確敍述的細節)。

pp. 11-14



試題發展歷程分享：文意連貫 (示例二)-2/4 pp. 11-14

文本：



試題發展歷程分享：文意連貫 (示例二)-3/4

• Q1：

p. 14



試題發展歷程分享：文意連貫 (示例二)-4/4

• Q2：改考在文本中明確敍述的細節。

p. 14

故在編寫文本時，除了要注意Q1外，還得考慮到Q2要如何考？



分兩半文意連貫題組文本編寫的困難點 -1

• 上半之文本的最後一行必須得調整到和前述幾行幾乎接近長度：



分兩半文意連貫題組文本編寫的困難點 -2

• 上半之文本的最後一句/前半句，

必須得考慮到 Q1 的各選項第一

句/後半句的銜接通順。



Translanguaging 的應用



溫習一下學習外語的過程

• 請問這些符號怎麼讀？

約略相當於中文音

肚 (短促音)

中文意義

(無)

堵 (第三音) 筷子、姪/甥、槌子

都 (平、長音) 挖

讀音和台北腔的閩南語「箸」很接近。

緬甸語的三個基本語調



這句是什麼意思？

• အဖေန ဲ့ အတူတူ ကောားဖ ောငာ်းလောတယ်။

• 句子分析：

爸爸
Father

和
with

一起
together

汽車
car

開(車)
drive

肯定句
語尾助詞

句號來
come

讀音從英語 car 轉化而來

受詞放在前面 緬甸文的「字序」和中文很像。



請問學習上述簡單緬甸文句，用了哪些語言？

• 華語文

• 閩南語

• 英語文

這些語文在你腦中交錯使用著，

以便去理解該些緬甸文的含意及其讀音。

對初學者來說，透過母語 (L1) 學習外語 (L2)，是件無可迴避的事。



從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到 Translanguaging

• 自從美國小布希總統2002年提出「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2, NCLB)後，包括教學、評量、補救教學，

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於學習落後者(包括「雙語學習者學習英語文」) ，須投以科

學研究，提供最大的協助。

指正在學習英語文的學生



英語文初學者對於外語文學習的不利起始點

• 英語能力不足的學生在學習英語文時，在以內容導向的英語文教

學裡，是不可能會學得和以英語文為母語的學生一樣快。

參考文獻：Neill, M. (2005). Assessment of ELL Students under NCLB: Problems and Solutions. 
Retrieved from FairTest website:  https://www.fairtest.org/sites/default/files/NCLB_assessing_bilingual_students_0.pdf

故「語文精熟度」和「內容精熟度」得分開看

參考文獻： García, O. & Baetens, H. (2009). Assessment of Bilinguals. In O. García. Bilingualism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 目標語文的初學者之語文精熟度還在發展階段中，所以

要期望他們對於目標語的精熟，是不可能的事。

https://www.fairtest.org/sites/default/files/NCLB_assessing_bilingual_students_0.pdf


對雙語學習/英語文落後學生主要改變方向

• [評量]除了得扣合州訂標準外，必須得依據科學性研究，具有效

度和信度，而且必須符合各種需求，例如對於英語文程度欠佳及

各種殘障學生，做各種的調整以符應其需求等。

• 英語文的學習者就符合這種調整，即考試過程、考試本身、或是

學生在考試時的回應作答模式上的改變。

參考文獻： Abedi, J., Hofstetter, C. H. and Lord, C. (2004).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pring, 74(1), 1-28.



這些改變的目的

• 理想上，一個評量的調整結果，應該是在改善英語文學習者的表

現，而不是以英語文為母語的學生之表現。

• 這些調整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個公平的機會給那些英語文的學

習者，讓他們能展現他們知道了什麼、能做什麼，將評量平台平

整化。

參考文獻： Abedi, J., Hofstetter, C. H. and Lord, C. (2004).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pring, 74(1), 1-28.



全英文題幹、選項對於英語文落後者的不公平處

• 英語文程度較差的學生因為比較不熟悉用複雜的語文寫成的問題，

或是可能不認識某些字詞，或是曲解了題意，而可能在表現他們

對內容的理解上有困難。

• 英語程度較差的學生可能擁有文本內容知識，但卻因為對評量工

具所用語文不熟[，致而無法表達他們對文本內容的理解]。

參考文獻：García, G. E. (1991).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glish reading test performance of Spanish-speaking 
Hispanic childre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6. 371-391.



對於輔導初學者在學習目標語上要如何調整？

• 對於雙語的初學學生來說，彈性的評量是重要的。

• 評量對文本內容的理解度，必須和評量語文的精熟度有所區別。

• 也就是說，在評量對目標語文文本內容的理解度時，允許學生使

用任何的語文或表達方式作答。

參考文獻： García, O. & Baetens, H. (2009). Assessment of Bilinguals. In O. García. Bilingualism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套用在封閉性題型時，

就是在必要的時候，題幹 & 選項可以用中文撰寫。



Translanguaging在 L2 學習過程中 3 階段角色

• 對於初學者來說，translanguaging是學習者的支持角色，

可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投入度。

• 有時候也是擴展了他們的理解；

加深對於文本內容的理解與符合社會政治要求、發展與擴展新

知、發展批判性思考，以及批判性意識。

• 而到了較進階時段，translanguaging則是扮演了強化、提升他

們自己的角色。

參考文獻： García, O., & Li W. (2014).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57/9781137385765

可評量到學生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何時才採用全英語文撰寫試題全部內容？

• 在目標語教學上，L1 就像是其他的工具一樣，應該要視為有用的

工具，L1 是應該要用在需要的地方，但不應該過度使用。

參考文獻：Nation, P. (2003). The role of the first languag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ian EFL Journal, 5(2). 
Retrieved from http://www.asian-efl-journal.com/june_2003_PN.php

參考文獻：Neill, M. (2005). Assessment of ELL Students under NCLB: Problems and Solutions. 
Retrieved from FairTest website:  https://www.fairtest.org/sites/default/files/NCLB_assessing_bilingual_students_0.pdf

• 等到學生的目標語文程度達到精熟度要求後，再施予和一般精熟

度學生同一類型的評量方式。

http://www.asian-efl-journal.com/june_2003_PN.php
https://www.fairtest.org/sites/default/files/NCLB_assessing_bilingual_students_0.pdf


應用Translanguaging的評量示例 –澳洲 (2010)

文本

開放性試題

資料來源：Queensland Studies Authority. (2010). Chinese (2008) Sample assessment instrument and student 
responses: Supervised assessment-read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qcaa.qld.edu.au/downloads/senior/snr_chinese_08_assess_respon_read.pdf

p. 15

https://www.qcaa.qld.edu.au/downloads/senior/snr_chinese_08_assess_respon_read.pdf


應用Translanguaging的評量示例 –心測中心

以英文、中文回答皆可

(pp. 90-92)



應用Translanguaging的評量示例 -7下(封閉型) -1

文本 (p. 16)



應用Translanguaging的評量示例 -7下(封閉型) -2

(p. 16)
試題



應用Translanguaging的評量示例 -7下(封閉型) -3

若用學生已學的字詞，無
法寫出這樣的題幹。

上網查詢所得到的資訊，
仿Google格式。

題幹用中文，便可以評量學生
對文本的更深層認知能力。



生字問題
文本裡中文提示過多，變成非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文本裡關鍵訊息以中文提示，變成依中文即可作答。

最佳方案是替代其他字，必要時更改文本內容。

文本裡中文提示過多，妨礙英文閱讀素養的培養。



閱讀能力篇章評量中文提示注意事項：

• 文本中未學過的單字，以中文提示不超過 3 個為原則。

選文單字給中文，還須考慮不能是影響關鍵文意理解的字彙，否則

會影響英文閱讀評量效度

造成英文閱讀理解測驗卻可借助中文註解答題。



文本中，未學過的生字其他處理方式

有提示者：

1. 用圖示方式註解。

2. 用括弧插字代替中文提示。

3. 用同位語方式提示。

4. 用上下文意提示。

5. 用註解的方式提示。

沒有提示者：

1. 不影響文意理解的組合字，但從上下文意可以約略猜出字義。



• 題幹則只能給1個中文，並要確保學生看得懂問題要問什麼。

•選項裡不能有中文提示。

題幹與選項裡的中文處理 (尤其是八、九年級)

七年級因所學字詞有限，「題幹/選項」

可以依 translanguaging 理論，適當地使用中文處理。



不影響關鍵文意理解

104年會考



題幹中出現一個未學過的生字104年會考



用圖示註解方式提示：國教院的核心素養評量工具示例

(p. 6)



用括弧插字代替中文提示

107年會考#35-37



用「同位語」方式提示未學過之生字

109年會考 #28-30



用「上、下文意」提示

• temperature 學生雖未學過，但透過 “30 °C and 35 °C”，學

生即可理解 temperature 是指溫度而言。



用註解的方式提示

109年會考#31-34



不影響文意理解與作答的組合字 109年會考#16-17

在「衣服線」上？



網路參考資訊

• Skill Spotlight: Vocabulary in Informational Text

https://pickofthelit.com/2016/10/17/skill-spotlight-vocabulary-in-informational-text/


文本的撰寫，儘量以沒生字為目標

• 隨時參查全六冊單字表。

將所用版本全六冊的單字表存放在電腦中，隨時參查，是好主

意。

• 有時用別的字代替，因字義的改變，而必須得修改文本內容。

為了要避開生字，隨時修改文本內容，
是編寫試題常見的事。



試題間的連鎖問題

試題 (含題幹、選項)間互相暗示或互相排斥

這在本文內容少，但卻出很多題者更明顯。

也常見於為了湊題數而出的
Which is (not) true? 試題中。

試題間的連鎖，因已互相暗示/排斥，
也妨礙了閱讀素養的培養。



試題間連鎖：

• 第(1)、(2)、(4)、(5)題都在講

fish/fishing。

(p. 17)

看看有哪些題有連鎖情形？



題組內各選擇試題間需考量事項

• 選擇題各試題互相獨立，無連鎖性試題。

• 選擇題組各試題「所有選項」，應一併做整體考量。

也就是說，每個選擇題都各有一個評量目標。

可見好的選擇題很難出。



封閉性題組內，各試題所有選項應做整體考量有何影響？

• 若只出一題，則只需考量4個選項。

• 若出兩題，就要一起考量8個選項。

• 若出三題呢？就要一起考量12個選項。

• 出越多題，要一起考量的數量就以「四」的級距暴增。

選擇題難出的原因在此需整體考量：
試題評量目標、連鎖、選項誘答力。
為了整體考量，文本和試題選項間

來回修改的情形很常見。



選項問題
(提升誘答力)

同質性

無文法錯誤

選項長度 與
邏輯性排列

文本中須提及

選項須似真選項至少須二二選項類似



選項裡有非同質性者

(p. 17)

慎用never、always …



選項未按邏輯排列 (p. 18)



選項裡有非同質性、未按邏輯排列者 (p. 18)



文本中未提及之內容：
因未出現，或與題幹所問差
太遠，很容易就被排除。

• 第(1)題(D)；第(2)題(A)、(B)、(D)

而且第1題和第2題連鎖，都有談
到the USA，但(1)(C)卻說No, he 

didn’t move to the USA. 。

(p. 19)



選項有不似真之內容：因不合理很容易就被排除-1/2

• 第(4)題(D)
(餵烏龜吃巧克力)

欠缺誘答力

(p. 19)



選項的誘答力與邏輯排列整理

• 誘答選項的撰寫：

 不能有文法上的錯誤：根本不需要參考文本內容就被刪除。

 文本內須有提及：文本裡沒有提到的，根本不需要被列入考慮。

 誘答選項須具似真性：不能一看就知道是錯的。

 誘答選項須具同質性：非同質性選項容易被直接刪除。

 選項長度不要差太多：正答常見長度超乎其他誘答選項，很容易被猜
中。

• 選項的排列：

 依某種邏輯次序（方向、季節、時間先後、字數多寡等）排列。

 星期的排列：從星期一到星期日。

誘答選項不足，就得修改文本內容。



評量用「素養導向閱讀文本」

從評量的角度看長篇閱讀文本的設計

「長篇」閱讀應包含「題幹」 &「選項」一起考量



評量工具編寫過程建議

設定「題數」與
各題的「評量目標」

確定題型
(開放性、封閉性、克漏字)

進行評量工具編修
(含文本、試題)

尋找合適題材內容

依所選題材內容，編寫各題
題幹及其正、誘答選項。



題組文本「編寫過程」經驗分享：

• 確認題組所含的試題數量。(以 2 題為例)

• 確認各題的評量目標：global + local 。

• 確定題型。 (封閉性閱讀文意理解或克漏字題組)

• 確定合適題材內容。

• 依構想文本內容，寫出各題題幹及其「正答」、「誘答」選項。

• 依「誘答」選項，「條列記下」欲寫文本之內容。

• 依各題的「正答」與「誘答」選項內容，發展撰寫評量工具文本。

• 再依文本內容，修改各題的選項。

各題選項

文本內容



合適題材內容哪裡找？

• 依所用版本課本內容/主題，延伸推想相關內容

• 依所用版本課本所跨領域/融入之議題，擇選合適題材內容

• 依所用版本課本溝通功能，擇選合適題材內容

• 依學生所學字詞、句型，擇選合適題材內容

• 顧及低成就學生，擇選與學生日常能經歷、熟悉的相關題材



從「選項」「文本內容」示例 -1/2    (pp. 20-23)

「旅遊計畫」對話「閱讀理解題組」編寫過程：先構思試題，並查

閱所需相關資訊。

• 依「兩兩相對選項」，進行第1題選項內容編寫，以提升誘答力。

• 配合第一題選項，進行整個對話構思，並刪除可能無法呈現之事

項。

• 依第一題選項內容，條列對話中的要點。

• 依試題選項內容，刪除不必要的訊息。

• 依對話內容，改變第2題題幹、選項。

題組文本發展過程分享.docx


從「選項」「文本內容」示例 -2/2   (p. 24)

新聞原文：「水庫女孩」上學 1 小時山路繞昏頭：

• 設定題數：2 題

• 設定各題「評量目標」：

1. 主旨大意：特殊的上學方式 (global)

2. 文本內容已明確敍述的細節 (local)：有關Dapu(大埔)事項

文本需在第一段對於Dapu的介紹上，另添加內容。

• 文本內容呈現方式：文字敍述與說明 + 曾文水庫地圖



在先撰寫「選項」時，你自然會：

•將選項儘量拉到約略長度

•將各選項依同質性原則，尋找適當字詞/片語/子句/句子

•將各選項依邏輯排列 (例如：依長度由短到長排列)

•審視各選項間有無連鎖情形



提升閱讀理解題組技能之策略

• 高層次閱讀認知技能：

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 利用圖文轉換技巧，達到整合文

本內容目的。

• 利用延伸推論技巧，依文本內容，

另創一試題情境。

「延伸推論」一定要依文本內容延伸思考



圖文轉換示例

p. 25



圖文轉換試題示例

整合明顯訊息指出主旨大意、文化理解，圖文轉換，
對應核心素養「英-J-A2」、「英-J-C3」。

p. 25



延伸推論題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 因另創情境之需，題幹可能會很長。

• 因另創情境之需，選項可能會很長。

題幹/選項可以很長或內容很多嗎？

參考一些會考閱讀文意理解題組：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題幹示例 -1/4 (103年)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題幹示例 -2/4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題幹示例 -3/4 (108年)

p. 20



會考閱讀文意理
解中的長題幹示
例 -4/4 (108年)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選項示例 -1/3 (103年)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選項示例 -2/3 (106年)



會考閱讀文意理解中的長選項示例 -3/3 (107年)



7下讀文意理解 -1

文本

(p. 16)

為「簡易推論」與「延伸推論」題，預留伏筆的文本撰寫。

Q1的伏筆



7下讀文意理解 -2

簡易推論/預測



7下讀文意理解 -3 對話中比較少說話的Mary為Q2留伏筆

延伸推論



實作 1
(p. 26)

改寫任務：
請依據 p. 26 文本內容，寫出一延伸推論封閉性題。



9讀文意理解
(開放題型)

p. 26

整合訊息推論



分享時刻

延伸推論封閉性題參考作法

實作參考做法檔案/實作_Lili Kitchen延伸推論題參考作法.docx


實作 2
(p. 27)

改寫任務：
請依據 p. 27 文本內容，寫出 2 題封閉性題。



實作三：文本內容

p. 27



分享時刻

圖文轉換、延伸推論封閉性題參考作法

實作參考做法檔案/實作_7年級B2L3Mouse Island.docx


還可以有第 3 題嗎？

• Mr. Wang likes taking pictures.  Which one is NOT the picture 

(Mr. Wang took) on Mouse Island?

• 但因可能和第 2 題連鎖，故在納入段考試題時，要注意和第 2 題

避開，即第一次使用是1、2題，第二次使用是1、3題；或修改第

2 題。



曾經引起學生興趣的校園試題文本：

(舊宜昌國中校園地圖)



試題：(雖然試題間有連鎖情形)



實作 3
(p. 28)

改寫任務：
請依據 p. 28 校園地圖內容，寫出至少 2 題封閉性題。



校園地圖：

p. 28

必要時，可配合試題
適當修改地圖。

想想看，如何在看似
簡易的地圖上，提升
試題的挑戰度？



分享時刻

各種地圖轉化為試題參考作法



實作 4
(pp. 29-37)

改寫任務：
將有關黑水虻網路資料轉化為至少 2 題封閉題閱讀題組。

將網路資料轉化為試題參考作法



分享時刻

將網路資料轉化為試題參考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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