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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共同科目國文科 

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於 5 月 3 日施測後，即進行寫作測驗之閱

卷相關作業。 

本年度國文寫作測驗共 1 題，占 24 分。試題類型為題意引導寫作，考生在

閱讀完引導文字後，敘述自己的經驗、感受，不用訂題目，寫一篇完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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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閱卷一致性及公平性，每份答案卷至少經過兩位委員評閱，若委員分數

差距超過標準，則由核閱委員進行三閱。整體觀之，本年度閱卷一致性佳，三閱

率低，在 1.16%以內。 

題目全文如下：  

常有人說：我們應該「展現真實的一面」，相關看法可能是：魅力來自你的獨一

無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何必在乎他人的評價…… 

但也有人說：我們應該「展現完美的一面」，相關作法可能是：上菜

注意擺盤、面試穿著體面、編輯相片用修圖軟體、經營網拍找開箱文寫手…… 

「展現真實的一面」與「展現完美的一面」是否彼此衝突？對於個人或社會，

會產生什麼影響？ 

請就上述兩面的展現，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敘述你的經驗、感受或

看法。文章不用訂題目。 

就題目引導語的結構，可分為兩部份： 

第一段及第二段分別就「展現真實的一面」、「展現完美的一面」舉例提示，

部分舉例暗示可能的反向意義——如「何必在乎他人的評價」可能成為妨礙他人

的「我行我素」；「修圖、找人寫開箱文」可能是為求完美而不惜「粉飾」、「造假」。 

  第三段，提示「衝突」引導學生思考兩者間的多元關係；提示「個人或社會

的影響」引導學生繼續做深入的探討。 

而題意中將範圍設定在「展現真實的一面」與「展現完美的一面」討論，毋須

涉及立場選擇，只要能自圓其價值判斷的邏輯理路即可。 

因引導語分別就兩個面向舉出常見看法以及生活事物，讓學生容易從中發想，

反思論述。是以在取材上，學生會以自己的經驗或事例進行論述，如：親友交際關

係、面試、外表印象、歷史人物軼事等，皆化成述說分析的素材。內容的立意取材

上，能言之成理，自圓其說皆為上選，在多元呈現中，能擇一偏以自好，或呈現真

實、或堅持完美、或因時因地制宜二者兼容並蓄，都不妨礙其書寫，如：由「真實」

與「完美」兩者衝突為論述核心展開立論，認為「完美」代表零瑕疵，且需要努力

與練習，並進而指出「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展現真實自我」其實是阻止自己成為

更優秀的人的藉口，甚至暴露短處；最後歸結：「展現真實會使社會失去秩序，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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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完美可使社會成長進步」之結論。通篇以「完美」立論，文意脈絡層層遞進，立

論明確，觀點新穎，從生活實例凸顯自己的觀察及省悟，別具個人見解。也有以自

我經驗中矛盾掙扎、前進、豁然開朗的歷程為材料，以「一步步提升自我，找出真

實的樣子，進而平衡真實與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為中心立論，內涵深刻，論述

透澈，敘寫生動，皆為上卷之選，舉例如下： 

(例 1)透過觀看籃球明星的比賽，從而去模仿球星華麗的動作、和酷炫飄逸的身

姿，進而提升自己的球技；抑或是透過美妝博主的教學影片，不停的嘗試

和學習，最終畫出與視頻中相同的妝容……等等。許多進步和常識，都得

從改善自己的不完美開始，但自己真實一面是否會因此被覆蓋，漸漸消磨

於無形？ 

(例 2)「完美的一面」與「真實的一面」，是同等的，沒有高一箸，亦無低一就，

能夠協調這天平的兩極，才是重中之重。禮節與體面逐步內化，融為自身

休養；打磨自我的真實，將獨特之處刻成合宜的樣態，兩相綜合之下，才

是現代人應有模樣。 

(例 3)戰國時期，屈原眼見「舉世皆濁我獨清」而不願同流合汙，力求道德上的

完美展現，而排斥漁夫所說的「濯纓濯足」，雖名留青史，卻也無法達到「聖

人不凝滯於物」的境界，葬身於江河之中，固保全千古名聲，為後世傳頌，

若是能達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話，境界則又高於前者了。 

中卷在立意取材上大致能依據題目敘寫，文章論述有中心，素材選取與運用，

大致得宜。例如：選擇「個人眼疾的面對與治療的相關經歷」為敘寫內容，陳述面

對生理狀況的應對與掙扎，是真實的面向；敘寫鼓起勇氣治療的信心與感激，是追

求完美生活的面向，選材與文章中心，大致能結合。整體內涵平平，該寫的寫了，

未能展現個人對二者的深度探討與分析。至於下卷，行文之際無法有效取材與開展，

以致內涵淺顯，未能完整表達文章的主旨。 

(例 1)心理的障礙是最難克服，很害怕手術失敗往後的人生都不再快樂，展現完

美的一面讓我充滿自信面對未來，現在也活得比較快樂，真心覺得人生原

來可以因為一件小小的事而從黑白變彩色事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例 2)而讓我覺得最好比真實與完美的就是女生本人跟照片，本人事最好表現出

最真實的自己，我身為一位女性，我也希望我的臉讓別人看見是完美，我

就會選用化妝或是修圖軟體，讓別人看見我完美的一面。 

至於組織架構部分，因取材多樣豐富，論述篇幅明顯增長，能看出學生在寫作

上有意識的布局與使用章法。中上卷作品結構完整，層次清晰，承轉流暢。如：有

首段從人際溝通面向入題，次段從自己網路經驗為例，第三段從網路經驗進行反

思，末段歸結省思及想法，可見其段落銜接完整順當，析論之理路層次清楚。如： 

(例 1)若人人皆崇尚展現真實的一面，那社會便會失去秩序，若人人皆欲展現完

美的一面，那社會便會成長進步。 

(例 2)希望每個人都有勇氣站在自己的那面鏡子前，好好觀察自己、探視自己的

內心，並成為自己最真實、最美好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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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卷文章多為平實而有基本的結構，理路尚清楚，如：文分四段，首段直

接點出「真實才完美」的論點，二段承首段分述各種因在意別人看法而不愉快的

經驗，三段敘寫朋友的提醒而使自己明白活在別人的看法中，只會使自己身泥濘，

因而得到結尾「真實才值得珍貴」的體會。部分文章結尾敘述較簡略，收束較弱，

以定義式的說明展開，二、三段文意銜接不順，各段例子論述不充足，雖具文章

基本結構，但文段前後欠缺連貫，結尾亦嫌簡略。至於下卷，則可見文段間缺乏

連貫，開展不足，無法有效凸顯論析重點。 

遣詞造句上，上卷文句普遍明暢而富變化，句型亦靈活。在論述的內容中，文

字精鍊條暢。部分文章敘事流利靈活，妙用比喻，遣詞造句恰當，語句通順簡潔。

如： 

(例 1)我是一顆會微笑的石頭，除了問好，並不會對談，在包裹完美的皮囊

下，淌著滾著的是沒了溫度的血液。 

(例 2)人生如同漫無止境的崎嶇山路，滿地的碎石泥濘；滿山的巨石荊棘，都正

頑皮的阻礙著人們前進。而我，便像是一名不屈不饒、手握著半柄短冽刀

鋒的越野登山客，即便再多風雨阻擋，都懷著下個轉角便「柳暗花明」的

心態，亦步亦趨地向前邁進。 

中卷則文意大致通順，然口語化較為明顯，也可見修辭文采較為薄弱，詞語

常重複出現，語多雜沓。至於下卷，除遣詞造句不通順外，錯別字多，標點符號

的使用也不盡理想。 

(例 1)或許有時真實和完美很難拿捏，但我想在不傷人的前提下保有完美和真實

是最好的。或許就無法像曹植七步成詩，也無法像秦王一統天下，更無法

像司馬遷名流千史，但我只要保有自我和完美就了然於心。 

(例 2)在現在的社會上，很少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真實，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點，

但現在卻要做到最好，漸漸的就不真實了；我認為完美跟真實沒有一定的

關係，如果那些看起來完美的人，本來就如此完美呢? 

(例 3)每個人都有自己最真實的一面，而每個人表示自己的真實一面也不一樣，

像是有的人最真實的一面是運動，有的人是長相。運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天賦，都有各的強項展現出來的都是每個人最真實的一面。 

綜觀整體學生作品的表現，下列幾個尚待改進之處及建議方向提供參酌： 

尚待改進之處： 

1.不敢勇敢提出立場，陳述個人見解，常常交錯在「展現完美的一面」及「真

實的一面」，模稜兩可，讓人捉摸不定，失去焦點。 

2. 取材薄弱，選用的事例無法與論點一致，無法聚焦圍繞中心強化論述。 

3.論據雖尚能擇取生活中的事例，但典型性及代表性不足，且有敘述冗贅，

易遺忘烘托論點之問題，常有喧賓奪主之憾。更難見新穎取材，或非經驗

事例，若有表述僅止於個人想像，敘述時多所隔閡，猶如隔靴搔癢，難切

中要害。 

4.論述的策略上正反立論選擇單一，無法靈活運用各類正反駁論，致使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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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難以開展，削弱說服力量。 

5.對於論辨、論證方法較為生疏，少了訓練，無法無法打開思路、準確掌握

切入角度，反駁承題表現論點，以理服人。 

建議方向： 

1. 論點宜準確、鮮明，無須擔心是否獲得他人支持，只要一路大膽堅持到底，

自圓其說，呈現邏輯力、思考力、說服力即可。 

2.針對取材有限，論理不足，建議平日宜多閱讀書報雜誌，累積見識，配合

議題論點蒐集論證資料理據，必要時，需記憶學說理論、名言佳句、典故

資料，甚至統計數據，再佐以清晰的邏輯推理、獨立思考能力，使論述更

形強固。 

3.表述論據宜精練、簡要，與論點相關的內容即可，無須長篇敘述，並且時

時呼應論點，保持一致，圍繞論述，方能自成規矩軌道，獨樹一幟。 

4.熟練各類常見議論結構及論證，善用並列、對照、總分、層進等結構，使

例證法、喻證法、對比論證、引證法等方法，鋪展思路，俾使文章段落間

展現靈動佈局手法，邏輯層次及開闊的眼界。 

5.平日教師教學不妨每次設定一議題，讓學生提出贊成反對同論向的論點，

再簡單說明生活論據，培養學生立論題觀點及累積生活素材，逐日養成個

人辯證看法。 

分析近幾年統測國文科學生作答狀況，可見寫作的篇幅明顯較長，內容逐漸

豐富，部分學生也有意識地展現寫作的相關技巧。另外，比起套用陳語，活用身

旁事物舉例的情況增加等等，皆為在學三年成果的展現。惟尚須對於反思辯證的

方法繼續加強，以作為培養未來面對生活、解決困難之重要能力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