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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作文部分：（80分）甲、申論題部分：
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並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由左至右橫式
作答，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座號。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

政》）盧梭說：「人之所以會迷路，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自以為

知。」（《愛彌兒》）人們會根據所知做出判斷，或是因為不知而查

詢求證，也有人「憑感覺」而怠於思考，「自以為知」而決策錯誤，

或是誤以為他人無知而說教、浪費資源。什麼是真正的「知」？如何

確認自己或他人是真知或自以為知？如何善用知識、智慧以做出正

確決斷？請以「如何正確的判斷事理」為題，撰寫一篇文章。

乙、測驗部分：（20分） 代號：25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1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因為夏至，好像午後時光變得格外漫長，光和影清楚踩在腳下，有一點點暈眩，一

些些輕飄，明明是汗黏濕蒸的空氣，卻在周身化成了海洋，拍打起浪花，我要隨波游

去，游回青春過往……游進西門町，覺得自己立刻翻身成一尾色彩繽紛的熱帶魚。」

下列選項，最接近本文主旨的是：

西門町熱鬧繁華不再 夏季午後的青春迷惘

座標的記憶無可取代 重新喚起絢麗的青春

2 「女兒天性渾厚，有一次小學年紀的她對我說：『你每次說五點回家，就會六點回來，

說九點回家，結果就會十點回來――我後來想通了，原來你說的是出發時間，路上

一小時你忘了加進去。』」

下列選項，最符合上文意旨的是：

父母教育小孩，千萬不可言而無信

遣詞用字要周延，否則容易產生歧義

孩子心智已開，不要隨意找藉口搪塞

因愛而生的解釋，才能把事情美滿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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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喜歡醒來就聽到鳥鳴聲，甚至有科學家研究鳥類對都會區日漸嚴重的噪音有何

反應，結果發現鳥鳴聲出現了改變。較低的音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跟人類

噪音較勁的高音調。鳥鳴聲因人而改變，導致公鳥愈來愈難吸引到母鳥，因此下的

蛋也愈來愈少。」

本文意旨在說明：

面對惡劣環境，生命為自己找出路 噪音改變動物生態，干擾生命繁衍

鳥類喜歡寂靜，寧靜可刺激生蛋數 雄性應改變音調，否則難吸引異性

4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

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

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新鮮的表現；這種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

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

界，作品才算是『美』。『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文學必須表現出美的特質 文學必須體現作者個人創造力

文學作品必須讓讀者有參與的空間 文學與音樂圖畫雕刻表現有其相同性

5 「如果能得到『這傢伙還滿有趣的，讓他試試』、『做得還不錯，好吧，就把工作交

給他吧！』的認同，就得要在實際承接的工作中展現成果。至於接到的是否為好工

作，有資格論斷的絕不是你自己，而是發案的客戶，或是社會的需要而定。創作的

目的並不是要觸動多少人的情緒，但仍必須不斷意識到這點。創作者經常擺盪在創

造性及需求的夾縫中，苦心思索自己能創造出多麼具有創意的作品。」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創意的工作是靠天吃飯，不可亂使性子

商業獲利是從事創意工作最主要的考量

創意的點子來自於業主的需求與經濟考量

創意工作必須同時考量創造力與商業需求

6 「優人神鼓來到宜蘭壯圍海邊的遊客中心，與導演蔡明亮合作演繹《行者》系列影

像作品。這場表演團員們不打鼓，而是仿效影片中的李康生，赤腳光頭、披上紅色

袈裟，以緩慢的節奏不斷重複做著手上的工作。有的人在誦經、有的人在織毛線，

還有一位書寫者趴伏在捲軸上把當下意識形諸於文字，一刻也沒有停下來。他們的

專注與僧侶般沉穩的李康生相呼應，為影像帶來了新的層次與對話，交織出一種獨

特的時間感。」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不符合這場表演的核心概念？

時光流轉中眾聲喧嘩 各安其位與天地渾融

生命本質的緩慢靜定 實存與虛像並置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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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在寫書、寫文章時，就是把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看事情的思考模式，用文

字表現出來，基本上就是呈現作者的中心思想。如果你想要訓練自己的思考能力，

不妨跳脫一個『讀者』的角色，進入到『作者的朋友』或是『作者』的觀點，而作

者正拿著他的作品給你審閱，請你提供他一些建議。用這樣的心態來閱讀一本書或

一篇文章，慢慢的，你就可以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我們要學習批評的，當然不只

是作者所寫的文字本身，包含作者對於這件事情的想法、建議的方式或是舉出的例

子是否符合常理，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中也有相同的經驗，用這些角度去跟作者的『思

考』作溝通。」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文章是作者表現其思考模式和經驗的作品，我們應當尊重，不宜作為批判思考訓

練之用

閱讀文章時，應該要試著以不同的角度去批判、理解，以利訓練並提升個人的思

辨能力

當我們要進行閱讀的批評訓練時，應當要堅持自己的處世原則，方能和自身的經

驗對應

要了解一篇文章，應該澈底地了解作者的求學背景、人生經歷，方能知人論世得

其真意

8 「得到回報的感覺從何而來呢？是什麼讓我們在使別人快樂時，自己也感到快樂

呢？當我們做出道德行為時，是什麼讓我們感到滿足？如果我們請教腦部學者，他

多半會指向一個很小、卻非常特殊的腦區『杏仁體』，它是腦中的快樂與不快樂中心。

許多研究團隊發現，友善的臉能引起左邊杏仁體強烈的反應，產生好的情緒和樂趣。

陰沉或威脅的臉則特別會刺激右邊杏仁體，產生恐懼和不快。這類結果都能在核磁

共振圖上看到，而且很有啟發性。當然核磁共振圖只能捕捉即時的影像，無法呈現

出影片；不過，讓別人高興會給我們好心情，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對方的笑容和

臉上散發的光彩，就是我們做好事的回報；也就是說，做好事經常會帶來好心情，

特別是當行為的結果能在對方的臉上看到（或至少想像得到）時。」

根據上文，下列敘述最符合文意的是：

核磁共振是腦部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時辰隨時會到

道德行為給人滿足感乃杏仁體的作用

做好事帶來好心情，做惡事心生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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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

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

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

不是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

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

他爸爸，給他爸爸製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穫，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

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

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

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

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根據上文，下列選項何者最正確？

平光眼鏡是指沒有受教育的比喻

受教育的目的是為炫耀物質享受

應珍惜教育開拓視野眼界之功能

所謂教育即是傳承前人知識見解

10 承上題，下列選項與本文對教育的理解最接近的是：

知識給世界帶來光明，也給人類增長財富

生活中最大的目的，並不是知識而是行動

知識比金子來得寶貴，因為金子買不到它

實踐是知識的母親，而知識是生活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