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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華語文教育課程指引與語料庫應用競賽 

測驗組 

一、說明 

本稿件編製閱讀測驗：「選詞填空」一題組（6子題/第 6級）、「閱讀理解」二題組

（2子題/第 5級、4子題/第 6級），共計三題組、12個子題，如下表。每一題組成果後

接續說明命題編寫原則及語料庫應用之歷程，最後一部分為語料庫使用心得與建議。 

題型 選詞填空 
閱讀理解 

(含真實性材料) 
閱讀理解 

子題數 6 2 4 

難度 第 6 級 第 5 級 第 6 級 

 

 

二、「選詞填空」命題內容及試題設計說明 

（一）選詞填空命題內容（第 4～6級） 

 

第 6 級  

題幹 

「世界種」是屬於生物地理學的概念，表示一個生物類群在幾乎全世界各種不同棲

息地內都有  1  ，也被稱為「廣布種」，和「特有種」的概念  2  ，後者指一個類群僅

在很小的一片棲息地出現。而「世界種」不應由字面意義上  3  。通常，該詞不包含

極地、高海拔地區、海洋、大漠和小型孤島，比如，「家蠅」被認為屬於世界種生物，

但它的棲息地不包括海洋和兩極；再如「世界種野草」是指除南極洲外的各大陸均有生

長的植物，並不非得要求該植物  4  各大陸每個角落，才可稱是。 

「特有種」則是指因歷史、生態或生理等因素，導致其生長或成長  5  於某一特

定的地理區域或大陸，而未在其他地方中出現的物種。有些特有種原來就起源於該地

區，這些物種  6  又可稱為該地區的固有種或土著種，如僅產於澳洲的無尾熊、紅袋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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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世界分布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特有種 

池田清彥(2020)。《滅絕生物學：失敗者的生存策略》，陳朕疆譯，世茂出版。 

文本字數（含標號與挖空標記）：    321      

 

 

 

 

  

1. 2. 

（A）分歧(第 6級) 

（B）分布(第 6級) 

（C）分泌(第 6級) 

（D）分派(第 6級) 

答案：B 

（A）相對(第 5級) 

（B）相近(第 5級) 

（C）不一(無收錄) 

（D）無異(無收錄) 

答案：A 

3. 4. 

（A）解讀(第 6級) 

（B）決議(第 6級) 

（C）考證(第 6級) 

（D）判定(第 6級) 

答案：A 

其他參考正答： 

詮釋(第 6級) 

（A）享有(第 6級) 

（B）佔領(第 6級) 

（C）引領(第 6級) 

（D）佔據(第 6級) 

答案：D 

5. 6. 

（A）侷限(第 6級) 

（B）取決(第 6級) 

（C）排除(第 5級) 

（D）免疫(第 6級) 

答案：A 

其他參考正答： 

受限(第 6級)、限定(第 6級) 

 

（A）之所以(第 5級詞語) 

（B）因此(第 4*級語法點) 

（C）原本(第 4*級詞語)  

（D）時而(第 6級詞語)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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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詞填空」命題編寫原則 

1. 文本：為確保題意情境之確立，題幹首、尾句不挖空；為保持前後句語意可參

照推敲答案，不連續兩句挖空。 

2. 詞彙挖空選項：考點盡量符合詞語等級，不設計超過等級之詞彙。 

3. 結合語法點的考點分布。 

 

（三）「選詞填空」試題設計說明（華語文教育課程參考指引與語料庫的應用） 

1. 學習者能力基準 

無論是制定華語教材或華語測驗，首先參考國教院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

應用系統(https://coct.naer.edu.tw/)，其中，針對學習者能力訂定的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

（TBCL）(https://coct.naer.edu.tw/TBCL/)，清楚說明了學習階段與其應具備的能力。

以第 6級學習者能力為例，能力基準參考及系統運用依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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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ct.naer.edu.tw/
https://coct.naer.edu.tw/T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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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定任務領域、搜尋相關文本 

依據 TBCL 所述，第 6 級能力基準整體描述為「不論場域，能理解不同形式、多

樣主題篇章的觀點及隱含的意義。能以書面語及結構完整的篇章，精確表達觀點、摘要、

評論或創作。」、「包含 600 個漢字、4，149 個詞語、4 個類詞綴。1-6 級總計 2500 個

漢字、9，473 個詞語、73個類詞綴、496 個語法點。」。在閱讀能力方面之整體描述及

能力基準分項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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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描述 
能理解多樣主題所表達的觀點及隱含意義。 

R-6-1 能理解多樣主題的文章，並推論文中角色的態度及觀點。 

R-6-2 能理解多樣主題篇章所陳述的主要觀點、評論與隱含意義。 

R-6-3 能理解具有難度的長篇，並運用策略處理無法理解之處。 

 

依命題者教學相關經驗，許多科普類的長篇文章適用於第 6 級能力基準之學習者，

本試題設計則以「生物的物種、分布」等為主題，選擇改寫為說明文文體，不具觀點及

隱含義的文體，較適合選詞填空題型。 

文本綜合多項參考資料，多文本主題的試題設計可避免考生或學習者僅憑偶然一

次性的閱讀記憶而產生考題立場偏頗、影響測驗結果。 

 

3. 改寫文本 

文本改寫大量運用「國教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https://coct.naer.edu.tw/sentedit/)」，

系統清楚標記文本語詞等級，且提供充足的替換詞彙參考，這對穩定文本難度有莫大

的幫助。以下由圖片簡要說明。 

 

 

圖：國教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https://coct.naer.edu.tw/sentedit/


6 

 

 

 

 

 

 

 

 

 

 

 

 

 

 

 

 

 

 

 

圖：國教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使用步驟說明 

 

 

圖：各詞語等級與資訊 

○2 貼上文本、按下送出 

○1 選取語料來源 

及目標詞語等級 

○3 取得各詞語等級與資訊 

(可下載此圖檔) 

(多種分級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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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運用「關聯替換詞語選擇器」選擇其他相關性高之詞語 

 

 

圖：承上圖之「造成(第 4*級)」替換成「導致(第 6 級)」以符合文本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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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其他語料系統—漢字、詞語、語法點、類詞綴等檢索系統 

 

 

於教材編輯輔助系統中，文本詞彙分級可以一目了然，另有圓餅圖可參考，並顯示

每一詞彙的出現次數列表。輸入原始文章後，可大致瀏覽詞彙難度，原文本及對應的圓

餅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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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理解」命題內容及試題設計說明 

 

（一）閱讀理解命題內容（第 4～6級） 

 

閱讀理解試題設計「題組一」 

 

第 5 級  

題幹 

 

「朱鷺之森公園」涵蓋了朱鷺交流廣場和朱鷺博物館，廣場上巨大的鳥籠重現了朱

鷺的自然棲息環境，在此可近距離觀察人工飼養的朱鷺，還能看見其覓食和飛翔的身

影；來到朱鷺博物館，可以參觀各個展示品、影音素材、朱鷺標本與骨骼標本，並瞭解

朱鷺的保育工作，以及園區內朱鷺的繁殖與飼養過程，博物館內的豐富資源，可讓遊客

體會在日本復育野生朱鷺所花費的大量心力。館內導覽說明以日文為主，部分展覽提供

英文解說，其中一些附有線上導覽，可上網查看中、英文敘述。公園的相關資訊，請見

下表： 

日文名稱 朱鷺森林公園 

郵遞區號 952-0101 

地址 新潟縣佐渡市新穗長畝 383-2 

電話 0259-22-4123 

公休日 12 月至 2 月每週一（若週一為國定假日，則當日公園開放，並延

至週二休息），年末新年連假（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 

開館時間 上午 8:30 至下午 5:00（最後入場時間：下午 4:30） 

票價 成人（高中生以上）：400 日圓；兒童（國小生和國中生）：100 日圓。

入場費全數用於幫助朱鷺回歸大自然。 

交通 (1) 從兩津港搭乘巴士約 15 分鐘，至「朱鷺森林公園」下車即達 

(2) 從佐渡機場開車或共乘計程車約 10 分鐘 

信用卡 不可 

資料更新時間：2022 年 03月 23 日 

文本來源： 

朱鷺之森公園(日本國家公園)  

https://www.japan.travel/national-parks/zh-hant/wildlife/wildlife-centers/toki-forest-park/ 

好運日本行-朱鷺森林公園 https://www.gltjp.com/zh-hant/directory/item/12637/#zh-6-11 

文本字數（含標號）：    451     

https://www.japan.travel/national-parks/zh-hant/wildlife/wildlife-centers/toki-forest-park/
https://www.gltjp.com/zh-hant/directory/item/12637/#zh-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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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鷺之森公園」具有什麼特色？（含標號字數:15） 

 （A）能讓遊客觸摸朱鷺（含標號字數:8） 

 （B）有野生朱鷺的表演（含標號字數:8） 

 （C）有不只本國語的介紹（含標號字數:9） 

 （D）能體驗餵養朱鷺的過程（含標號字數:10） 

答案：C 

 

2. 根據文中的表格，遊客可以得到什麼資訊？（含標號字數:19） 

 （A）一天的營業時間不到 6 小時（含標號字數:12） 

 （B）佐渡機場提供巴士抵達公園（含標號字數:12） 

 （C）門票收入大部分用於朱鷺生態（含標號字數:13） 

 （D）年初的星期一幾乎不開放參觀（含標號字數:13）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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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試題設計「題組二」 

 

第 6 級  

題幹 

朱鷺曾經是分布非常廣泛的一個鳥種，歷史上中國東北、臺灣

（1945 年以前）、日本、朝鮮和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都有朱鷺分布的

記錄。牠在中國的分布範圍較廣泛，也曾經是東亞地區非常常見的

一個鳥種。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由於朱鷺數量過多危害農業，曾有

農民申請要求驅趕捕獵朱鷺。然而，從 1960年代開始，此物種的

數量陡降，到 1970 年代，中國、日本和蘇聯的科學家花費大量精

力尋找朱鷺，一度以為朱鷺已經滅絕。日本於 1981年發現並捕獲

最後 5隻野生朱鷺，企圖進行人工飼養以復育；最後，於 2003 年

10 月仍宣告日本原生朱鷺滅絕。 

同為 1981年，中國科學家劉蔭增帶領團隊經過三年五萬多公里的科學考察，終於

在陝西南部的漢中洋縣發現了僅存的 7 隻朱鷺，並在那裡建立專門的保護區，目前中

國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鷺分布的國家。30多年後，2018 年的野生種群數量已經超過

1700 隻，並建立了一定規模的人工飼養和再引入種群，朱鷺終於擺脫了「野外滅絕」

的危險。 

日本研究人員以中國捐贈的一對朱鷺進行人工繁殖和放飛，多年下來，據推測，現

在日本新潟縣海岸旁的佐渡島已有 480 隻朱鷺棲息。農業現代化曾將朱鷺逼至滅絕，

佐渡人反其道而行，限制使用農藥和化學肥料，建設水田供朱鷺覓食，目標是培養朱鷺

適應野外環境，最終讓牠們回歸自然——這一系列自然再生的措施形成的「佐渡模式」

備受關注。 

 

文本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朱鷺 

朱鷺之森公園(日本國家公園)  

https://www.japan.travel/national-parks/zh-hant/wildlife/wildlife-centers/toki-forest-park/ 

好運日本行-朱鷺森林公園 https://www.gltjp.com/zh-hant/directory/item/12637/#zh-6-11 

池田清彥(2020)。《滅絕生物學：失敗者的生存策略》，陳朕疆譯，世茂出版。 

文本字數（含標號）：  533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https://www.japan.travel/national-parks/zh-hant/wildlife/wildlife-centers/toki-forest-park/
https://www.gltjp.com/zh-hant/directory/item/12637/#zh-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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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第一段主要說明朱鷺的什麼事？（含標號字數:16） 

 （A）家族繁衍及壯大的歷程（含標號字數:10） 

 （B）對環境敏感而不易生存（含標號字數:10） 

 （C）曾大量增加、最後衰退（含標號字數:10） 

 （D）與人類共存的合宜方式（含標號字數:10） 

答案：C 

 

2. 本文第二段為什麼提到中國科學家？（含標號字數:16） 

 （A）說明朱鷺復育成功的歷程（含標號字數:11） 

 （B）強調朱鷺自幼成長的不易（含標號字數:11） 

 （C）證明朱鷺具辨識人類的能力（含標號字數:12） 

 （D）推論朱鷺不再構成環境威脅（含標號字數:12） 

答案：A 

 

3. 文章最後提到「反其道而行」的含意是什麼？（含標號字數:20）  

 （A）違反了朱鷺的生理需求（含標號字數:10） 

 （B）有別於以往農耕的做法（含標號字數:10） 

 （C）不再關注朱鷺的所有動態（含標號字數:11） 

 （D）將朱鷺與野外生物刻意分開（含標號字數:12） 

答案：B 

 

4. 文章中提到中國、日本對朱鷺進行的策略，有何異同？（含標號字數:）  

 （A）日本認為朱鷺的活動有利於農業發展（含標號字數:16） 

 （B）中國對於朱鷺人工繁殖具有成功經驗（含標號字數:16） 

 （C）兩國家持續合作進行其他鳥類的復育工作（含標號字數:18） 

 （D）兩國家終極目標皆為讓朱鷺能在野外求生（含標號字數:18）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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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理解」命題編寫原則 

1. 文本設計除了考量詞彙難度，也期能測出學生跨句段的閱讀理解能力，如「棲息」

為第 7 級詞語，考生若具第 6 級閱讀能力「R-6-3能理解具有難度的長篇，並運

用策略處理無法理解之處。」則應能依據上下文進行推測、通篇理解。 

2. 不設計「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錯誤的？」，避免淪為每個選項的是非題概念。 

3. 各子題之間不互相影響、暗示。 

4. 閱讀理解文本一之設計加入真實性材料(Authentic Material)，以表格呈現，子題由

使用者為觀點，儘量符合溝通需求。 

5. 閱讀理解文本二之設計輔以圖片，不加入考題亦可，題目仍符合目標難度。 

 

（三）「閱讀理解」試題設計說明（華語文教育課程參考指引與語料庫的應用） 

1. 華語文能力基準 

閱讀理解設計二個題組，包含第 5級、第 6級各一組。第 5級學習者整體與閱

讀之能力描述分別如下圖；第 6 級同前題題組所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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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文本 

(1) 調整詞彙等級、選擇替代詞語 

如前所述，運用國教院華語

語料庫各個子系統修改文本、調

整詞彙等級，以符合目標難度。

如右圖，原文「絕滅」無收錄，

改為「滅絕」第 6級詞語。 

善用「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亦可獲得相關詞彙及其正相關參考值。如

於正關聯詞欄位輸入「解讀」，則可得出「詮釋 0.6979 /第 6 級/精熟級」、「理解

0.6049 /第 5 級/進階」；選擇不同的語料庫則產生些許差異。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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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藉由「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搜尋替換詞語，也可以參考「參考指引、技術

報告級字詞表等文件下載」，進入網站則可下載多種資料、字詞表 Excel 檔案等文件，

以 excel 檔案搜尋詞語、關鍵字，更能一覽該字的所有構詞難度，如下圖，搜尋「引」

字，則可列出「引發」、「引擎」等詞語，對於命題極具便利性。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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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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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料庫應用心得與建議 

國教院建置華語語料庫，廣納多種語體之語料，可達到語料來源選擇、語體選擇、

等級選擇等不同需求；系統具有操作介面清楚、簡易方便等特點，即便是新手也能使用，

不須特別的教學步驟等指引。 

我認為此語料庫系統能大力輔助教材編輯、測驗命題、實際教學等，提供真實語料

予研究者或教學者參考。部分摘要與建議如下： 

（一）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該系統對於選詞填空題型的選項設計非常有幫助，在設計挖空選項、腸枯思竭之

時，運用系統，可篩選出正相關高的詞語，詞語同時顯示該詞彙的等級，多半都可直接

取用，非常方便！ 

建議：如果在「選擇語料庫」欄位可以自行設定複選多個語料庫就太好了。 

 

（二）國教院教材編輯輔助系統 

輸入文本、詞彙分級一目了然，大大提升了教材編輯、測驗編輯等效率！我個人非

常喜歡這項系統，解決了文本難度整體平衡問題。 

 

（三）分級詞表 

1. Excel檔案及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皆未提供「詞類」，詞類標示可能引發

少數有些爭議。 

建議：若能提供詞語詞類，對於教材編輯、測驗評量利多於弊。 

2. 一萬四千多筆詞語幾乎能涵括大部分文本用詞，個人在使用時仍遇少數詞

語未收錄於詞表，如「生物」、「動物」、「植物」、「洲」、「線上」等，也可

能是組合詞(斷詞)概念不同，予貴院酌參。 

3. 斷詞建議：「高海拔」應修正為「高」/「海拔」；「附有線/上/導覽」應修正

為「附有/線上/導覽」。 

 

（四）其他建議 

1. 比賽辦法之測驗組開放第 7級測驗編寫範圍。 

2. 測驗組由多個題組組成，難以設定一項比賽作品名稱，個人在編寫作品

時需刻意編製相近主題的題組，確實具有挑戰性。 

3. 測驗組命題樣張表示第 4~6級為進階級，國教院詞表第 6 級則為精熟

級，等級名稱不一致。 

4. 圓餅圖的自動截圖鍵，下載的圖無顯示顏色所對應(代表)的等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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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國教院每年辦理華語文語料庫結合教學活動之競賽，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競賽，配

合每年對外說明的應用語料庫工作坊，能夠讓各界嘗試運用大數據分析系統於教學中，

也是時勢所趨，更可說是必然的趨勢，將使教學與研究更具科學性、根據性。 

此份參賽作品如能獲得評審委員回饋與指導，將倍感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