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SA自然科高中職段正式施測

題目部分釋出 

壹、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簡介

一、 背景與目的 

為了加入世界各國教育改革之行列，政府近年來致力於推動教育改革，期以

整體提升國民之素質及國家競爭力，為適應時代變遷與學生身心發展需要，各級

學校教育課程應隨時改進。 

「九年一貫課程」是近年來教育部大力推動的政策，希望藉此教育政策之落

實，改善傳統教育，將教育水準提升到另一個境界。然而，全國各級學校學生之

學習成效如何？國內長期缺乏各級學校學生量化指標和標準化測量工具來檢視

學生學習成就的表現及其差異，也無跨年段、跨學科之學生學習成就長期性的資

料庫，可提供國內專家學者或學術單位進行基礎性研究，以致無法確實瞭解課程

實施的成效，亦不利於課程發展之進行與相關教育政策之研擬。因此，2004年 4

月 20日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小組第 43次會議決議：「有關

學生學習成就調查是本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之重要參據，有必要進行常態性之

資料建立。請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約集研究發展中心與中研院共同規劃之。」

教育部乃於 2004年 5月函請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7年 8月 26日更名為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針對臺灣學生學習成就建立常態性之資料庫，作為教育

部研訂課程與教學政策之重要參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乃邀集相關單位、人

員提出「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建置計畫。 

本研究結合國內大學院校、學術研究機構等學者專家之學術專長以及資深教

師的經驗，建置臺灣地區國小四年級、國小六年級、國中二年級、高中二年級與

高職二年級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其主要目的如下： 



 

 

（一）建立國民中小學、高中及高職學生學習成就長期資料庫，以分析學生在學

習上變遷之趨勢，進而檢視目前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二）提供完整、標準化的學習成就資料，作為分析學生學習成就上差異表現變

項資料，以評估學生未來在學術方面能力之發展與社會期許。 

（三）瞭解國內學校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現況，作為課程與教學政策改進之參

考。 

（四）以資料庫的量化資料，提供國內外相關研究人員，深入探討學生學習成就

方面的相關政策議題。 

二、 資料庫設計內容 

資料庫設計內涵採分年建置的整體規劃方式進行。資料庫建置主要以學科屬

性劃分，包含國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與社會五個科目（不含小四英語文及

社會），再依其教育階段分為國小四年級、國小六年級、國中二年級、高中（職）

二年級。建置架構如下圖：  

 

 

本研究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高中（職）課程綱要內涵，並參



 

 

考各版本教科書內容及國際試題，發展標準化成就測驗工具。每一學科依其學科

領域考量不同測驗內容及題型，國語文科增加作文測驗，英語文科增加寫說測驗。

除發展各學科領域測驗評量工具，亦編製學生共同問卷，以蒐集影響學生學習成

就相關因素之資料。 



 

 

貳、試題品質分析變項說明 

一、 科別：包含國語文、英語文、數學、自然、社會五科。 

二、 年級：包含小四、小六、國二、高二、高職二五個類別，代號分別為 4、

6、8、11A、11B。 

三、 題本、題號：試題在原施測時所屬的題本及題號。 

四、 主題：試題所屬課程綱要中的內容主題。 

五、 能力指標：試題所對應的能力指標。 

六、 認知向度（層次）：各科別界定試題所屬的認知向度（層次）。 

七、 試題反應理論（IRT）試題參數： 

(1)鑑別度 a：a愈高表示鑑別度愈好，a值通常介於 0.5 ~ 2之間。 

(2)難度 b：b值愈高表示試題難度愈難，答對人數愈少，b值通常在-3 ~ 

3之間。 

(3)猜測度 c：c值愈高表示學生猜對的機率愈大，題目為 4選 1的選擇題，

c值的理論值是 0.25，如果是 3選 1的選擇題，c值的理論值是 0.33。 

八、 古典測驗理論（CTT）試題參數： 

(1)通過率(p)：p =  100%
答對人數

施測人數
  

試題通過率愈高，表示愈多考生答對此試題，也就是試題愈容易。 

(2)鑑別度(D)： H LD = p - p       Hp ：高分組通過率  Lp ：低分組通過

率 

試題鑑別度愈高，表示試題愈能有效區別能力不同的學生，也就是試

題的品質愈佳。 

九、 試題分析：試題分析提供教師或命題人員了解此題在測驗的內容及認知層
次，並依據試題參數提供內容回饋的訊息。 

十、 教學建議：依據試題內容的回饋，提供教師在有關此試題測驗的內容或主
題關於教學上的建議。 

  



 

 

參、 試題品質分析 

一、 高中二年級正式施測試題分析 

※物理科試題皆有潤飾題幹及選項※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甲、乙兩杯中分別盛有 60℃和 20℃溫度不同，但質量相同的水。現將一

溫度為 20℃的鐵球投入甲杯中足夠長的時間，取出後再立即投入乙杯中，

停留足夠長的時間。如果不計熱量損失，比較甲、乙兩杯水溫的變化量值，

則： 

① 甲較大 

② 乙較大 

③ 兩者相等 

④ 無法判定 

 

評量指標 P3.1-2介紹熱量的單位「卡」及其測量；簡介比熱與熱容量。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68 b=0.06 c=0.23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60.60 

選項率 0.61 0.07 0.23 0.09 .00 

高分組 0.87 0.01 0.07 0.05 .00 
鑑別度： 0.54 

低分組 0.33 0.15 0.40 0.13 .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通過率佳，鑑別度高。 

2. 低分組僅 1/3 選填正確答案，顯示對推算步驟較多的題目解題能力不

足。 

3. 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③的可能原因為：將高溫的水與鐵塊達成熱平衡

後，且鐵塊又與低溫的水達成熱平衡，所以認為三者的溫度相同，而

忽略前後兩次熱平衡的溫度不同。且未留意題目所問溫度變化並非末

溫。 

4. 可能學生僅考慮甲乙兩杯水之末溫而非題意之溫度變化。 

 

教學建議： 

1. 教學時宜強調熱平衡的基本概念與運算(         )。 



 

 

2. 教導學生以實例練習熱平衡的思考步驟： 

(1)考量末溫度： 

鐵球的初溫為20℃與60℃熱水平衡後的溫度為 t1℃再與20℃冷水平衡

後的溫度為 t2℃（大於 20℃），故可判斷 t1>t2。 

(2)考量溫度變化： 

假設鐵的熱容量極小（約為 0），則甲乙的溫度不變，溫度變化約皆為 0。

假設鐵的熱容量極大（遠大於水），則甲乙的末溫皆約為 20℃，甲的溫度

變化約為 60℃ 20℃=40℃，乙的溫度變化約為 20℃ 20℃=0。 

3. 提醒學生留意溫度變化與末溫之間的差異。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設有一輛汽車在一平直的公路上以 10公尺/秒等速行駛，公路的前方有一

座陡峭的山壁，途中司機按了一次喇叭，2秒後聽到回音，若聲速為 340

公尺/秒，則司機按喇叭當時汽車距離山壁約多少公尺？ 

① 320 

② 330 

③ 340 

④ 350 

 

評量指標 P4.2-1解釋回聲現象及其應用。 

認知歷程向度 統整推理 

IRT 試題參數 a=1.33 b=0.15 c=0.10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0.24 

選項率 0.15 0.15 0.20 0.50 .00 

高分組 0.01 0.06 0.02 0.90 .00 
鑑別度： 0.80 

低分組 0.29 0.19 0.42 0.10 .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通過率中等，鑑別度佳。 

2. 高分組有高達九成的學生選擇正確選項，顯示其對速度與位移的概念

是正確。 

3. 低分組有四成的學生選答選項③，可能並未考慮聲源的移動，也就是

思考聲音來回傳播時，未考量汽車同時產生的位移。 

 

教學建議： 

教學時可加強學生多使用繪圖（例如向量圖）方法表示題意以輔助思考，

並留意聲源及觀察者的運動狀態。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附圖是臺灣某溪流上、下游的「水溫」與「溶氧量」的對應情形。下列有

關甲、乙兩水域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 甲為「上游」；岸邊植物的落葉為生物的主要

營養來源 

② 甲為「下游」；因水溫高，生物種類較其他區

域多 

③ 乙為「上游」；此區水流急，魚多呈流線型 

④ 乙為「下游」；因溶氧量高，故適合水棲昆蟲

生存 

評量指標 3-5a 各種水域生態系(淡水、河口與海洋)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81 b=0.23  c=0.26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8.80 

選項率 0.07 0.16 0.59 0.19 0.00 

高分組 0.03 0.05 0.88 0.04 0.00 
鑑別度： 0.57 

低分組 0.12 0.20 0.32 0.36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評測內容主要評量學生是否了解溪流上、下游環境因子的差異，以及

生活於其中的生物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式；並評量學生是否具備科學過程技

能中「依據資料推測其屬性與因果關係」的能力。 

 

試題分析： 

本題通過率為58.8%，鑑別度高達0.57。高分組通過率為88%，低分組通過

率為32%。 

錯誤選項中以選項④誘答力最高，低分組高達 36%，可能因為低分組學生

從圖中判斷乙處的溶氧量高，適合水棲昆蟲生長，但是不清楚溪流上游與

下游的環境因子差異，故誤判乙處為下游。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說明溪流生態系時，可舉例讓學生區別上游與下游的各項環境因

子差異，多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例如：提醒學生若有到山上溪流處遊

玩時，可多觀察水流速度、溪水溫度、水中生物形態、種類與數量等。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附圖為細胞週期中，遺傳物質在不同時期的構形變化，若從「甲」開始，

則其正確的變化順序應為下列哪一項？ 

 

 

 

 

 

 

①甲→乙→丙→丁 

②甲→乙→丁→丙 

③甲→丙→乙→丁 

④甲→丁→丙→乙 

評量指標 生命的特性 1-4細胞分裂 1-4a 有絲分裂，減數分裂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41 b=-1.59 c=0.20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78.33 

選項率 0.05 0.08 0.78 0.09 0.00 

高分組 0.01 0.02 0.95 0.02 0.00 
鑑別度： 0.39 

低分組 0.11 0.14 0.56 0.18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評測內容主要評量學生是否了解細胞週期中，遺傳物質於各階段的變

化情形。 

 

試題分析： 

本題通過率高達78.33%，鑑別度為0.39。高分組答對率高達95%，低分組答

對率亦達56%。 

低分組於錯誤選項①、②和④的選答率很接近。選答選項①和②的低分組

學生應了解，從乙圖到丁圖的過程代表染色分體分離的現象，但是不明白

丙圖代表染色質已複製的狀態，所以隨機選擇選項①或②。選答選項④的

低分組學生，可能誤認為丁圖中的染色體複製後變成乙圖，不了解DNA複

製發生在間期而非細胞分裂期。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講解細胞週期時，首先要讓學生釐清DNA、染色質與染色體的差



 

 

異，可利用圖示說明兩者的不同，還可以讓學生動手製作模型，如：用毛

線代表DNA，保麗龍球代表組織蛋白，熱溶膠代表非組織蛋白；毛線纏繞

在保麗龍球上象徵DNA纏繞在組織蛋白上形成核體，之後核體間藉「非組

織蛋白」的作用聚合形成染色質，染色質需要再經聚合後才會形成染色體，

以加深學生的印象，但要提醒學生自製模型的準確度與實體仍有差距。其

次，應強調DNA複製發生於間期，並非有絲分裂的前期，所以課本中有絲

分裂的圖示，均是呈現在分裂期中已完成DNA複製的染色體變化情形。 

此外，網路上有許多染色體形成過程的動畫，教學時也可加以利用。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孟子．梁惠王篇中敘述「數罟不入洿ㄨ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試問此段文句與下列哪一項「保育觀念」最

為接近？  

 

① 設立自然保留區，以永續保存生物資源 

② 妥善處理廢棄物，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③ 不過度採集捕獵，以永續利用生物資源 

④ 不任意引入外來種，以避免破壞生態平衡 

評量指標 4-3a 生物多樣性保育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80 b=-1.42 c=0.18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84.51 

選項率 0.10 0.02 0.85 0.03 0.00 

高分組 0.01 0.00 0.99 0.00 0.00 
鑑別度： 0.39 

低分組 0.23 0.07 0.60 0.10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評測內容主要評量學生是否了解題幹中「…魚鱉不可勝食也，…，林

木不可勝用也…」的涵意是不要過度利用自然資源，以永續經營的理念達

到保育的目的。 

 

答題分析： 

本題通過率高達84.51%，鑑別度為0.39。高分組答對率高達99%，低分組答

對率亦達60%。顯示學生已具備一定程度的國文素養。 

低分組學生於錯誤選項①的選答率最高，為23%，可能因為選項①中的「魚

鱉」與「山林」屬於生物資源，設立自然保留區就是保護生物資源的正確

做法，當學生不了解題幹中的深意，是不過度利用生物資源，而非完全不

可利用，故容易誤判此選項；由於四個選項皆為正面敘述，可能部份低分

組學生未完全讀完四個選項的內容，單憑選項①的內容，就憑直覺而選擇

此選項。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講解生態保育的觀念時，可引用各領域學生學過的相關教材融入

教學情境中，如《荀子‧王制篇》記載「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



 

 

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美也。」讓學生進一步了解自然保育各個面向的

涵意，並可增進學生科目間的整合能力。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小明將放射性 32
P 標定的含磷物質加入植物細胞的培養基中，以供細胞合

成各種化合物，則下列哪一種細胞內的化合物無法偵測到放射性？ 

① 粒線體內的 ATP 

② 細胞核內的核酸 

③ 細胞膜上的脂質 

④ 葉綠體內的澱粉 

評量指標 
1-2b醣類，脂質，蛋白質，核酸 

1-2c ATP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46 b=0.88 c=0.21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48.48 

選項率 0.16 0.15 0.21 0.48 0.00 

高分組 0.09 0.07 0.12 0.73 0.00 
鑑別度： 0.47 

低分組 0.23 0.23 0.28 0.26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評測內容主要評量學生是否了解哪些細胞構造或成份中含有磷元素。 

 

答題分析： 

本題通過率為48.48%，鑑別度為0.47。高分組答對率為73%，低分組答對率

僅26%。 

本題低分組學生的通過率特別低，可能因為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

中，只提及生活中常見的碳氫氧化合物（有機酸、酯、醣類）的構造，若

學生對此部份的基礎薄弱，接觸高中基礎生物課程中講述細胞化學組成

時，學習上常會倍感艱辛。 

低分組學生對各錯誤選項的選答率十分平均，沒有偏好某一選項，錯誤選

項③的選答率略高，可能因為選項中僅描述細胞膜中的「脂質」而非「磷

脂質」，所以學生容易誤判此選項。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講解生物內的化學概念時，可與化學科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將相

關的單元（基礎化學—「介紹醣與蛋白質的成分與營養價值」與基礎生物—

「細胞的化學組成」）於同一時段進行教學活動，可增進學生概念的整合。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下表為太陽系八大行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公轉週期與自轉週期三項資

訊。從表中可判斷：離太陽愈近的行星具有下列哪一項特性？ 

 

 
與太陽的平均距離 

（地球=1） 
公轉週期 

自轉週期 

（地球日） 

水星 0.387 88天 58.65 

金星 0.23 224.7天 243 

地球 1.000 365.26天 0.9973 

火星 1.524 687天 1.0260 

木星 .20 11.96年 0.414 

土星 9.539 29.46年 0.444 

天王星 19.18 84.01年 0.718 

海王星 30.06 164.8年 0.671 

① 公轉一週所需的時間愈長 

② 公轉一週所需的時間愈短 

③ 自轉一週所需的時間愈長 

④ 自轉一週所需的時間愈短 

評量指標 212晝夜與四季 4a.觀察地、日模型，來體認晝夜是因地球自轉所造成。 

認知歷程向度 統整推理 

IRT 試題參數 a=0.5898 b=0.8667 c=0.1655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72.59 

選項率 0.13 0.73 0.11 0.04 0.00 

高分組 0.06 0.93 0.01 0.00 0.00 
鑑別度： 0.49 

低分組 0.23 0.44 0.23 0.10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本題尚能符合評測目標 212晝夜與四季 4a.觀察地、日模型，來體認晝夜是

因地球自轉所造成。 

整體考生通過率 72.59%，試題難度屬於中偏易，試題鑑別度高。 

 

教學建議： 

雖未能完全符合課程綱要，但可檢測學生閱讀圖表能力，教師可在此部分

加強。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下圖為大氣對流的示意圖，則何者正確？

 

① 乙地面為高氣壓區域； 

② 甲地容易形成陰雨天氣； 

③ 若甲、乙兩地均處於南半球，甲地的氣流呈逆時鐘方向向外流出； 

④ 若甲、乙兩地均處於北半球，乙地的氣流呈順時鐘方向向內流入。 

評量指標 E3.2-2了解高、低氣壓系統與風向、風速、大氣垂直運動的關係，及

其與天氣變化的關係。 

認知歷程向度 統整推理 

IRT 試題參數 a=1.0049 b=0.3699 c=0.1936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1.33 

選項率 0.16 0.19 0.51 0.13 0.00 

高分組 0.04 0.05 0.84 0.07 0.00 
鑑別度： 0.63 

低分組 0.29 0.31 0.21 0.18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本題符合評測目標 E3.2-2了解高、低氣壓系統與風向、風速、大氣垂直運

動的關係，及其與天氣變化的關係。 

整體考生通過率 51.33%，試題難度屬於中等，試題鑑別度高。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影響地球潮汐現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以月球對地球的引潮力影響最大。下

圖為月球和地球的相對位置圖，若只考慮月球的引潮力，此時圖中地球上

甲、乙、丙、丁四處，何處為滿潮狀態？ 

 

 

 

 

 

 

 

 

 

① 甲 

② 乙 

③ 丙 

④ 丁 

評量指標 E3.2-5知道潮汐的成因與週期，以及潮汐對海岸環境的影響。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1.0401 b=0.7673 c=0.1718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39.57 

選項率 0.40 0.18 0.38 0.04 0.00 

高分組 0.75 0.07 0.17 0.00 0.00 
鑑別度： 0.59 

低分組 0.16 0.27 0.50 0.08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本題符合評測目標 E3.2-5知道潮汐的成因與週期，以及潮汐對海岸環境的

影響。 

整體考生通過率 39.57%，試題難度屬於偏難，鑑別度高。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中二年級 

試題內容 

小明在暑假參加溯溪活動，他看到沿途的河床上，礫石的大小與外形有一

些變化，小明拍了下列三張照片。為什麼河床上的礫石，由上游到下游的

形態會有變化？  

 

上游 

 
中游 

 

下游 

① 流水會把有稜有角的礫石帶往上游，把顆粒較圓的帶到下游處 

② 礫石隨水流滾動或跳動，彼此碰撞，或與河床周圍岩層摩擦 

③  風力的吹拂，使河流下游處的礫石被磨蝕掉 

④  位於上游的山壁，崩塌的礫石有稜有角；在下游的山壁，崩塌的礫石

外形渾圓 

評量指標 210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4a 了解地貌改變的主要原因(例如風化、侵蝕、

搬運、堆積及一些地質作用)。 

認知歷程向度 統整推理 



 

 

IRT 試題參數 a=0.6090 b=-2.0790 c=0.1978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88.31 

選項率 0.03 0.88 0.02 0.06 0.00 

高分組 0.01 0.98 0.00 0.01 0.00 
鑑別度： 0.25 

低分組 0.07 0.73 0.06 0.15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本題符合評測目標 210地表與地殼的變動 4a 了解地貌改變的主要原因(例

如風化、侵蝕、搬運、堆積及一些地質作用)。整體考生通過率 88.31%，試

題難度屬於偏易，為基本概念試題鑑別度低。 

 

 

  



 

 

二、高職二年級正式施測試題分析 

※物理科試題皆有潤飾題幹及選項※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杰倫走迷宮。已知他在迷宮行走的路線如下圖。則杰倫此次行走迷宮位

移的大小為多少公尺？ 

 

 

 

 

 

 

 

 

 

 

 

 

 

 

 

 

① 6 

② 8 

③ 13 

④ 21 

評量指標 P2.1-a 從生活中常見的運動，談到位置、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物理

意義 

認知歷程向度 知道 

IRT 試題參數 a=1.6936 b=0.0000 c=0.1610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9.75 

選項率 0.60 0.04 0.07 0.28 0.00 

高分組 0.97 0.00 0.00 0.03 0.00 
鑑別度： 0.80 

低分組 0.16 0.10 0.18 0.55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本題通過率適中，鑑別率高。 

2. 過半的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 4，顯示對路徑長與位移的概念混淆不清。 

 

起點 

終點 

每
格
長
度
為 

 
 
 

公
尺 

1 



 

 

教學建議： 

教學中應多舉生活中的實例，例如以跑操場來說明路徑長與位移的差異。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欲將 1公斤的金屬塊，溫度上升 50C，需加熱 5仟卡，則此金屬塊的熱容

量為多少卡／C？ 

① 50 

② 100 

③ 150 

④ 200 

評量指標 P3.1-b介紹熱量、熱容量及比熱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8019 b=0.2714 c=0.3415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62.91 

選項率 0.14 0.63 0.16 0.07 0.00 

高分組 0.05 0.90 0.04 0.01 0.00 
鑑別度： 0.56 

低分組 0.21 0.34 0.31 0.14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通過率適中，鑑別度適中。 

2. 對低分組學生而言，較不容易理解熱容量的概念。 

 

教學建議： 

教學時，宜加強學生熱容量的相關概念及計算。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下表為室內坪數與安裝冷氣機所需冷房能力的關係，若家中客廳大小約為

10坪，則裝設冷房能力約多少仟卡/小時的冷氣機較為恰當？ 

 

室內大小(坪數) 3~4 4~5 5~6 

所需冷房能力(kcal/h) 1600 2000 2500 

 

① 1600 

② 2500 

③ 5000 

④ 10000 

 

評量指標 P3.4-a 簡介冷氣機、冰箱等，但不含詳細構造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5673 b=-1.1355 c=0.1664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76.46 

選項率 0.06 0.11 0.76 0.07 0.00 

高分組 0.00 0.03 0.95 0.02 0.00 
鑑別度： 0.44 

低分組 0.11 0.24 0.50 0.15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通過率佳，鑑別度適中。 

2. 學生可由數據推論出答案。 

 

教學建議： 

教學時教師宜清晰說明冷房能力在生活上的應用。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柯南站在一平面鏡前 3公尺處照鏡子，則柯南與像的距離為多少公尺？ 

① 3 

② 4 

③ 5 

④ 6 

 

評量指標 P5.1-b介紹面鏡及成像作圖法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9667 b=0.7661 c=0.3440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4.80 

選項率 0.36 0.03 0.06 0.55 0.00 

高分組 0.16 0.00 0.01 0.83 0.00 
鑑別度： 0.53 

低分組 0.51 0.07 0.13 0.30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1. 通過率適中，鑑別度適中。 

2. 有五成低分組學生選答選項①，可能是誤解題目所求的為像距，或對

平面鏡成像位置有迷思概念，誤以為成像在鏡面上。 

 

教學建議： 

教學時宜多利用作圖法及實例，了解平面鏡成像之性質，並強調成像在平

面鏡後而非在平面鏡上。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附圖為 8月 1日至 8月 28日期間，小英子宮內膜的厚度變化情形。試問她

在哪一段時間內月經來潮？ 

 

 
 

 

① 8月 1～7日 

② 8月 8～14日 

③ 8月 15～21日 

④ 8月 22～28日 

評量指標 5-6b月經週期、懷孕與避孕 

認知歷程向度 知道 

IRT 試題參數 a=0.8105 b=0.5595 c=0.2011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49.54 

選項率 0.50 0.23 0.09 0.18 0.00 

高分組 0.80 0.09 0.01 0.09 0.00 
鑑別度： 0.59 

低分組 0.21 0.35 0.19 0.24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以圖示方式評量學生是否知道女性月經週期中子宮內膜的變化與月經

來潮的關係。 

 

試題分析： 

本題所評量的是關於月經週期的基本概念，但只有近五成的學生答對(通過

率 49.54)。高分組學生通過率為 80%，低分組則為 21%，顯示低分組學生

對本題的圖示方式不甚了解。 

錯誤選項中以②8月 8～14日的誘答力最高，此選項是低分組學生選答率

最高的，可能是看到第八天時子宮內膜厚度最小，而誤認為是子宮內膜正

在剝落。低分組學生選答③、④選項的可能原因是學生將圖中 8 月

14~28 日的下凹部分誤判為子宮內膜剝落。  

 

教學建議： 

日 期 



 

 

學習生物學相關知識時，常需要圖表來輔助學習，以加深印象，但學生往

往只重視文字敘述的部分，忽略了圖表的學習。教師在教學時，可提醒學

生以圖文相互參照的方式來學習，辨識子宮內膜厚度變化圖所代表的意

義，以了解月經來潮為子宮內膜厚度由厚轉薄的過程。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精子利用鞭毛擺動前進的過程，會消耗許多能量。試問這些能量主要是由

精子內的何種胞器供應？ 

 

① 溶體 

② 內質網 

③ 粒線體 

④ 高基氏體 

 

評量指標 
1-3a 細胞的形態、構造 

(僅討論細胞核、細胞膜、葉綠體、粒線體、核糖體、內質網等) 

認知歷程向度 知道 

IRT 試題參數 a=0.8869 b=0.9146 c=0.3981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6.58 

選項率 0.08 0.10 0.57 0.25 0.00 

高分組 0.02 0.02 0.82 0.14 0.00 
鑑別度： 0.47 

低分組 0.18 0.21 0.35 0.26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的評測目標在於評量學生是否知道粒線體的功能為提供細胞代謝所需

的能量。 

 

試題分析： 

本題的認知層次屬於「知道」的題目，原先設定的難易度為「易」，但通過

率偏低，只有56.58%。高分組大多能正確選答(82%)，低分組答對率僅35%。

低分組學生在錯誤選項的選答率差異不大，答題方式應以猜測居多。對選

項①「溶體」，可能學生較容易記得其內部有許多酵素，故可分解(溶解)許

多大分子，但以姓氏為名的選項④「高基氏體」，學生可能早已忘記其功能

了！  

 

教學建議： 

學習過國中生物後，學生大多有「粒線體是細胞的發電廠」的概念，然而

細胞內的構造與日常生活較無關連，若沒有複習可能早已忘記，因此還是

要在高職生物介紹胞器時，加強粒線體提供細胞能量的觀念。 

對高職學生而言，大多數學生不以生物作為升學考試科目，要學生記得細

胞內這些看不見的小構造並不容易，學生可能考完即忘，甚至聽過即忘，



 

 

因此在教學時不妨讓學生想像一下：假如細胞像一碗美味可口的什錦湯，

有許多好吃的配料，那麼湯裡的貢丸比較像什麼(細胞核)？豆皮像什麼(高

基氏體)？…，讓學生能夠對胞器的形態有初步的認識，再藉此講述細胞內

各種構造的功能，以引起學習動機、強化學習效果，但也要注意避免因為

譬喻而形成新的錯誤概念。 

此外，目前在網路上，有許多介紹胞器構造的動畫可供教學使用，這些具

象的內容對學生建構正確的胞器形態和功能概念有很大的助益，老師也可

善加利用。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我們吸入體內的「氧」，主要由何處進入血液？  

① 鼻腔 

② 支氣管 

③ 細支氣管 

④ 肺泡 

評量指標 5-2a 呼吸運動、氣體交換(簡單敘述，並說明二手煙與肺癌的嚴重性) 

認知歷程向度 知道 

IRT 試題參數 a=1.1243 b=0.0953 c=0.2443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61.98 

選項率 0.06 0.21 0.10 0.62 0.00 

高分組 0.01 0.04 0.04 0.91 0.00 
鑑別度： 0.62 

低分組 0.16 0.40 0.15 0.29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的評測目標在於評量學生是否知道氣體交換時，氧是經由肺泡進入微

血管。 

 

答題分析： 

本題的通過率為 61.98%，鑑別度為 0.62，高分組答對率高達 91%，但低分

組只有 29%。低分組對選項②的選答率為 40%，比正確選項還高，可能是

因為氣體由支氣管開始進入到肺部，學生誤以為氣體進入肺部後直接在氣

管進行氣體交換。低分組學生在選項①、③也都有大約 15%的選答率，可

能是觀念不清，誤以為鼻腔、細支氣管的氧會進入血液。 

 

教學建議： 

本題可以檢測出學生的迷失概念，教學時可針對這一點，強調從鼻腔、咽、

喉、氣管、支氣管等都只是氣體進入肺的通道，在通道「末端」的「肺泡」

壁薄、表面有微血管分佈，氧由此處易擴散到微血管中，故肺泡才是氣體

交換的主要位置，。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大牛的爺爺聽信地下電台廣告，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導致腎臟受損而需

要洗腎。試問洗腎的目的，主要是去除患者血液中的何種代謝產物？ 

① 尿素 

② 醣類 

③ 血脂肪 

④ 二氧化碳 

評量指標 5-2b腎臟的功能(不宜涉及尿液形成的機制，並簡述腎衰竭)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1.2379 b=0.5452 c=0.3151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4.77 

選項率 0.55 0.19 0.19 0.08 0.00 

高分組 0.85 0.06 0.06 0.04 0.00 
鑑別度： 0.61 

低分組 0.24 0.35 0.30 0.11 0.01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評測目標： 

本題主要評量學生是否了解腎臟的主要功能以及洗腎的目的。 

 

答題分析： 

本題通過率54.77%，鑑別度為0.61。高分組有85%答對，表示高分組學生對

於洗腎是取代腎臟過濾出尿素的目的是清楚的；而低分組只有24%的學生

瞭解。 

低分組學生多集中選答選項②(35%)與選項③(30%)，均高於正確答案的比

例(24%)，代表他們不清楚腎臟的功能與洗腎的目的(過濾血液，取代腎臟

將不要的物質排除)；選擇選項②的學生可能不清楚『代謝產物』的意思，

認為代謝產物應該是有用的物質，而尿素、血脂肪或二氧化碳應該是廢物，

因此選擇『醣類』；而選擇③的學生可能並不清楚『血脂肪』的內涵，誤認

為都是不好的物質，因此需要被排除。 

 

教學建議： 

建議教師教學時，可將血漿成分與透析液成分列表比較，以協助學生了解

腎臟的功能與洗腎的目的。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下列有關海水與洋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 海水的鹽度、溫度會影響海水的密度大小 

② 有洋流流經的陸地，其氣候一定是溫暖的 

③ 洋流的流動方向與海面的盛行風風向一定相同 

④ 海水因密度差異而造成的流動方向為密度低處流往密度高處 

評量指標 E3.2-b知道洋流（風成流）的成因，並知道洋流對環境的影響。 

認知歷程向度 理解應用 

IRT 試題參數 a=0.8547 b=0.9246 c=0.2947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48.98 

選項率 0.49 0.13 0.17 0.21 0.00 

高分組 0.78 0.05 0.10 0.07 0.00 
鑑別度： 0.55 

低分組 0.23 0.19 0.22 0.36 0.01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題符合評量項目 E3.2-b知道洋流（風成流）的成因，並知道洋流對環境

的影響。只是題目過短，缺乏題目敘述引導，會較難聚焦於題目要考的主

要概念。 

 

教學建議： 

明確說明洋流的成因，並結合世界洋流流向與各地風向，講解密度流時再

複習密度相關概念。(但國中階段洋流的成因只講到風) 

 

  



 

 

科別 年級 

自然科 高職二年級 

試題內容 

小明暑假和同學騎自行車去環島旅行，來到南橫公路勤和橋畔，發現橋下

的岩層很特別，如圖，在圖中甲、乙兩個方框內的岩層分別呈現不同的地

質構造。乙框中為那一種地質構造？ 

 

 

 

 

 

 

 

 

 

 

 

 

 

 

 

 

① 褶皺 

② 順向坡 

③ 逆斷層 

④ 平移斷層 

 

評量指標 E3.3-a 認識褶皺、斷層等常見的地質構造，試著解釋台灣地區各種地

形的成因。 

認知歷程向度 知道 

IRT 試題參數 a=0.6909 b=0.2641 c=0.2727 

古典理論 

（CTT） 

選項分析 

選  項 1* 2 3 4 其他 
通過率： 59.85 

選項率 0.60 0.12 0.20 0.08 0.00 

高分組 0.85 0.04 0.08 0.02 0.00 
鑑別度： 0.55 

低分組 0.31 0.23 0.32 0.13 0.00 

試題品質 

分析與建議 

試題分析： 

此題符合評量項目 E3.3-a 認識褶皺、斷層等常見的地質構造，試著解釋台



 

 

灣地區各種地形的成因。 

 

教學建議： 

一般課本中多為示意圖，或可增加地質構造照片的判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