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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試題分析： 

    104年學測英文科試題在題型、題數及配分皆與往年相同。在『選擇題』部分，維持總題數共56題，

占72分；『非選擇題』也仍然包含2題翻譯題及1題引導寫作的作文題，共占28分。對考生而言，今年學

測英文取材多元，包括：伊波拉病毒、太極拳、鳥類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象徵意義、泰武國小古謠傳唱

隊、過度醫療檢測可能造成的風險、法國攝影師的生平等都有入題，英文翻譯題提到「成功企業要負起

社會責任，不該把獲利當作主要目標」，也呼應食安風暴，考題主題多元，單字比往年艱澀，還出現兩

篇醫學相關文章(過度醫療檢查、久坐不動對健康威脅)，占分16分，對考生來說可能比較不熟悉，難度

是近5年最難，相當有鑑別度。英文引導寫作跳脫「看圖說故事」題型，要考生就兩本不同書的書名設

想可能的內容，並說明選擇想看那一本書的理由。寫作題型創新，著重論述、比較及說明，考驗學生批

判思考能力，但因較不貼近學生生活，不易發揮，為近十年來最難之學測英文寫作。 

 

二、題型分析： 

   （1）詞彙：15題試題當中，分別有動詞4題，名詞5題，形容詞4題，副詞2題。今年單字偏重時事，

例如：第13題考出了油品問題，第15題考了依波拉病毒。比較難的會是第15題：機場實行從西非感染地

區來的旅客的screenings（篩檢），而同學可能只會想到screen當作名詞「螢幕」的意思而選了

(D)blockings(阻塞)。今年詞彙題為近五年最難，而且選項單字有超出4500單字範圍的傾向，題幹偏長，

選項2/3集中在難度第四級。不過每題題幹內容語義清楚，提示均充份，具鑑別度，中上程度學生能勝出。

所以建議學生在準備學測時除了要熟悉4500單字之外，也應熟悉相關時事的單字用語。 

   （2）綜合測驗：15試題當中有介系詞1題、文法或句型題4題，判斷前後文關係或轉折語1題，其餘

則為單字題。三篇文章的主題分別談及太極拳，鳥類在不同文化中呈現的意象，以及蘋果的種類、分布、

產值。文法四題都考動詞變化，較單調。著重整篇文意理解和單字認識。中等偏易。三篇均無艱澀文法

入題，相較歷屆試題同一大題而言，今年仍然著重在字義與文章的理解，所以閱讀理解力仍是非常重要

的。 

   （3）文意選填：難易適中，大部分考文意理解。第39題、第40題較難，honor, protest兩字皆有動詞

與名詞用法，需從前後文推敲，方能找出正確答案。 

   （4）閱讀測驗：選材多元豐富，閱讀測驗題有來自《紐約時報》網站摘錄的文章，一篇談過度治療

對健康有害，另一篇則討論久坐對人體的負面影響，；時事題也多，除食安問題，還考出法國知名攝影

師Henri Cartier-Bresson；第四十一到四十四題，含原住民文化，摘錄「今日台灣」文章，介紹屏東泰武

國小古謠傳唱隊，指導老師查馬克也入題，占分八分。和以往的閱測考題不同的是，今年選項的字數是

近年最多的。選項除47 及54 題以外，其餘敘述皆屬冗長，學生需多閱讀，題目多數需要推理，無直接

對應之答案可尋，需要細心推論方能答對。而其中出現少數超越5000甚至7000單字表外生字，學生需多

利用前後文關聯靈活推敲，才能正確作答。所以平時大量閱讀，加強閱讀的理解是必要的。 

   （5）翻譯題：結合時事，貼近生活，從食安議題談到企業應負之社會責任，但過於著重關鍵詞彙之

應用。第一題題目中提到的「最主要的目標」是一大陷阱，因為英文沒有「最主要」這種說法，就像：

獨特就是獨特，沒有「最獨特」(The most unique)，但這常見於中文口語，我們每天都會說上兩句。考

生可能會在答案中加上the most。 

   （6）寫作題型創新，著重論述、比較及說明，考驗學生批判思考能力，但因較不貼近學生生活，不

易發揮，為近十年來最難之學測英文寫作。題目出了兩本書的比較題與喜好選擇和原因論述，中下程度

可能連英文書名要確實懂都會有些困難。作文題目與青少年生活經驗脫節，不利中後段考生。 

 

 

三、總結與對考生未來應考的建議：  



   (1)今年的命題時事題多，網路和雜誌文章多。建議同學未來的準備要多關心國內外大事，注意時事

新聞和網路文章。 

   (2)儘量多閱讀各種文章或雜誌且涉獵知識範圍要廣泛。 

   (3)多做模擬考題，以培養應答能力。考試內容著重閱讀理解能力，同學要多做試題以測驗自己是否

能正確掌握文章上下文意的連貫性，並培養閱讀長篇文章的細 心及耐性。多認識單字，且能複習文彙

和詞語。 

   (4)今年有別於以往的作文出題方式，未考四格漫畫的作文，但全民英檢的習題仍要細心準備，且同

時培養不同文體的寫作能力，因為這是一個趨勢。 

   一直以來學測的英文並沒有明確的範圍，同學在準備時常覺得毫無頭緒，不知從何準備起。事實上，

不論哪一個版本的英文科教科書，只要加以熟讀，並多做有系統的練習，就已經足夠，剩下的就是靠平

常多接觸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