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國文科教學研究會  會議紀錄    林美妙 
ㄧ、主席報告： 
   本次教學研究會，開會時間稍早，因有重要事項須討論，且有時效性，請到教務主任列席

說明。 
二、會議內容： 
1. 各年級第一次段考試題分析（如附） 
2. 上學期申請語文科專業社群團隊 ，高雄市國文科國教輔導團負責老師已與召集人聯絡，

第一次到校服務將於 4 / 22 下午到本校，與老師談論的主題為「運用心智圖的閱讀策略」，

以課本內容為主，若老師有不同想法請告知，當為之轉達至國教輔導團。 
3. 國教輔導團於 4 / 15 下午在梓官國中有本土語言相關研習，經討論由傅瑞麗及林美妙老師

參加。 
4. 教務主任列席校務宣導報告： 

主任──因應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教育部積極推展「閱讀」運動，最近有一圖書館閱

讀推動教師實施計劃，類似高中職之圖書館主任工作，期程從 102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

負責推動之教師將可減課 10 節，全高雄市只有六個學校的名額。蚵中學生較缺乏閱讀習

慣，是否試著推展看看。 
素珠──國文老師在圖書資訊管理能力較差，推動教師不一定得國文老師，設備組長應

更適合。 
主任──問題很好，申請之後會有相關能力之研習課程，不必憂心。目前本校辦理圖書

館業務老師為秀蓉，她的職務為兼辦行政，只減課 4 節，負擔很重。 
＊因應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需求，亟需加強閱讀能力，且蚵中學生能力較差，可從推動

閱讀著手，目前每週只有週四早自修晨讀，但未完全落實，應再挪出一個早晨做閱讀時間，

如週三早修。 
素珠──課程之中原有閱讀與寫作，但因數學老師反應節數不足，無法上完進度，故下

一學年度已讓出，又要推閱讀，又減少閱讀節數，實在兩難。 
5.國教輔導團到校服務時間分別為：4 / 22──記錄者怡琦老師；5 / 13──記錄者瑞麗老師；

6 / 3──記錄者素珠老師。 
三、決議：因諸多原因擬不提出申請。 
四、散會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七年級國文試題分析    林美妙 
此次試題有選擇 40 題（含閱讀題組一題，答數 5），非選擇 10 題（注釋及摘釋）。 
選擇題難易度方面屬易者有 6 題，答對率均在 85％以上；屬難者有 5 題，答對率均為 40％

以下。 

鑑別度方面，屬下者居然有 13 題之多，其中不乏經老師費力修改選項之題目，顯示命題技

巧仍須多下工夫學習。其中有關方言諺語之題目（附錄一），因以閩南語方式書寫，有老師認

為超出範圍，因學生不會唸；另屬字音及詞性題稍多，而字義及字形題略少，題型分配不平

均。六書部分（附錄二），題目多經修改，鑑別度均為上，難易度均為中。 

 

附錄一 

(   ) 220(甲)青衫疊白褲，腳底生毛未行路(乙)頂開花，下結子，大人囡仔愛食甲卜死(丙)

烏布包白布，一嘴吃，一嘴吐。以上三句謎題，其謎底依序為何？ (Ａ)蔥、花生、甘蔗 (Ｂ)

甘蔗、番茄、檳榔 (Ｃ)青椒、番石榴、甘蔗 (Ｄ)蔥、番石榴、甘蔗。 
 
附錄二 

(   ) 30 下列有關中國文字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象形、指事是合體的字 (Ｂ) 象形、

指事、會意、形聲是中國文字的四種基本造字法則 (Ｃ)西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

字》，是第一部有系統完整的文字研究專書 (Ｄ)象形字所表示的是抽象之「事」，

指事字所表示的是具體之「物」。     
(   )31.0「林、聶、磊、棘」以上相疊的文字，屬於六書中的何種造字法則？ (Ａ)會意 (

Ｂ)指事 (Ｃ)象形 (Ｄ)形聲。 
(   )32.0「田園詩人」四個字中，共使用了哪幾種造字法則？ (Ａ)象形、形聲 (Ｂ)會意、

形聲 (Ｃ)象形、會意 (Ｄ)指事、會意。     
(   )33.0「花好月圓」四個字，在六書中依序是屬於哪一類？ (Ａ)會意、形聲、會意、形聲 

(Ｂ)形聲、會意、形聲、會意 (Ｃ) 形聲、會意、象形、形聲 (Ｄ)象形、會意、

指事、會意。 
(   )34.0 下列何者依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次序排列？ (Ａ)象、刀、東、城 (Ｂ)雨、

亦、晨、憐 (Ｃ)舟、刃、明、騎 (Ｄ)旦、冊、森、草。 
 

101學年度下學期二年級第一次月考國文試題分析(僅針對鑑別度低的試題) 

２ （  ）下列「然」字，何者與「若無事然」的「然」字意思相同？ （Ａ）豁「然」開朗 

（Ｂ）「然」非精潔即不受 （Ｃ）不以為「然」 （Ｄ）古之人皆「然」。 

分析：本题的答對率僅 6.49%，難度較高，因此鑑別度較低。對學生而言，此種

類型的題目，須每個選項了解其意義，再進行判斷，因此學生答對率不高。 

25（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不是將名詞轉為動詞？ （Ａ）「介」而馳，初不甚疾 （

Ｂ）「比」行百里 （Ｃ）「秣」不擇粟 （Ｄ）不「蔓」不枝。 

分析：本題的難易度亦屬較難的题型，學生必須要先判斷哪個選項有使用轉品，

再判斷使否為名辭轉動辭的轉品，故鑑別度較低，但接近中鑑別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