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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說明



測驗結果呈現方式

標準參照

使用三個表現等級：
•「精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

•「基礎」：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

•「待加強」：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寫作測驗的評分等級為一至六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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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

三等級
精熟、基礎
、待加強

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

依據各科三等級
表現描述，進行
標準設定

標準設定(standard setting)：

由專業評定者依各科表現描述，經過三輪標準設定流程，
討論與確認會考各科基礎與精熟、基礎與待加強的切點/題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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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40-48 55-63 46-54

基礎 20-39 23-54 20-45

待加強 0-19 0-22 0-19

107年會考各科標準設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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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免試入學超額問題的配套方式：

․ 精熟[A]加註標示（A+、A + +），其中

 A+ +代表精熟等級前25%

 A+代表精熟等級前26%～50%

․ 基礎[B]加註標示（B +、B + +），其中

 B+ +代表基礎等級前25%

 B+代表基礎等級前26%～50%

能力等級加註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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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會考各科三等級及四標示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0-48

44-48

55-63

61-63

46-54

52-54

A+ 42-43 59-60 50-51

A 40-41 55-58 46-49

基礎

B++

20-39

35-39

23-54

46-54

20-45

37-45

B+ 31-34 37-45 29-36

B 20-30 23-36 20-28

待加強 C 0-19 0-2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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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及數學科等級計算方式

英語科

• 英語成績＝英語閱讀＋英語聽力

數學科

• 數學成績＝數學選擇題＋數學非選擇題

加權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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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整體能力等級如何計算？

加權比重：聽力占20％，閱讀占80％

＊以107年會考為例，若考生聽力答對20題，閱讀
答對32題：

8020 
閱讀總題數

閱讀答對題數

聽力總題數

聽力答對題數
加權分數

81.4980
41

32
20

21

20
加權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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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會考英語科三等級四標示

等級 標示 英語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88.29-100.00
97.10-100.00  

A+ 94.15-96.19
A 88.29-93.33

基礎
B++

39.70-87.62
78.54-87.62

B+ 66.88-78.05
B 39.70-66.83

待加強 C 0.00-39.65
81.49分
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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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閱讀與聽力答對題數對應整體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以107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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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整體能力等級如何計算？

加權比重：選擇題佔85％，非選擇題佔15％

＊以107年會考為例，若考生選擇題答對13題，非選擇
題得到6分：

1585 
非選擇題總分

非選擇題得分

選擇題總題數

選擇題答對題數
加權分數

57.5015
6

6
85

62

13
加權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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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會考數學科三等級四標示

等級 標示 數學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80.19-100.00

94.23-100.00

A+ 88.46-93.46

A 80.19-87.69

基礎

B++
36.92-79.42

69.62-79.42

B+ 59.81-68.85

B 36.92-59.04

待加強 C 0.00-36.15
57.50分
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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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選擇題答對題數與非選擇題分數對應能力等級加標示對照表
（以107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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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教
育
會
考

成
績
單

等級(級分) 等級(級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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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非選擇題
評分說明



數學非選擇題評量的能力

評量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題，並表達其解
題思維過程與說明理由的能力。

評分規準：

評閱學生解題過程中擬定「策略」的適切
性，及過程「表達」的合理、完整性。

• 「策略」是指學生察覺題目條件要素，將題目
轉化成數學問題並擬定解題方法。

• 「表達」是指解題過程的呈現與步驟間合理性
的說明。

18



評分規準

分數 評分規準

3 策略適切，表達合理、完整。

2
1. 策略適切，表達雖合理，大致完整，但出現計算錯誤。
2. 策略適切，表達合理，大致完整，但沒有顯示部分步

驟間的合理性。

1
1. 策略適切，表達雖大致合理，但出現錯誤的引用。
2. 策略方向正確，但缺乏嚴謹性，不足以解決題目問題。
3. 策略方向正確，但未能完全將題目轉化成數學問題。

0 策略模糊不清；解題過程空白或與題目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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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指引

評分規準為數學非選試題評分的架構。

每一試題依據評分規準及該題評量目標，

訂定評分指引。

• 進行閱卷

評分指引由20幾位核心委員依據評分規準

及試題評量目標共同討論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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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品質的控管

閱卷委員的訓練

評分機制

(線上)閱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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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委員的訓練

核心委員－每年進行多次培訓會議

• 增加閱卷共識

• 熟練訂定評分指引

評閱委員－每年兩次培訓會議

• 了解如何依據評分指引評分

• 了解閱卷共識

• 從培訓過程中篩選合適的評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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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機制

每份試卷皆由兩位評閱委員進行閱卷，當
兩閱分數不一致時，則由第三位委員進行
複閱。

複閱分數與其中一位初閱分數相同時，則
以複閱分數作為最後得分。

複閱分數若與前兩閱分數不一致時，則為
疑問卷，由核心小組開會討論決定最後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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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非選擇題閱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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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卷
樣
式

•非選擇題作答區每格
大小為 12cm*12cm
•需以黑色墨水的筆書寫

選擇題作答區，
需以2B鉛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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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注意事項(一)

只寫答案而無計算過程或說明，無法判斷
其「策略」與「表達」能力，該題以 0 分
計。

使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在規定的作答區
內書寫

• 學生作答超出作答區，僅以作答區內之內容
進行評分

• 學生可先行規劃作答方式避免超出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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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答注意事項(二)

若作答時自行在試題圖形上標示的記號，
在作答時需要用到，則需將題目圖形畫在
作答區內，以利閱卷委員進行評分。

違規卷包含學生洩漏私人身份（如：姓
名、准考證號）、畫記與題目無關的文
字、圖形或符號，則數學科不計列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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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作答區
• 僅針對作答區內
容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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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作答區
• 僅針對作答區內
容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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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答區

• 學生標示作答順
序，並將作答內
容劃分區塊，充
分利用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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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答區

• 作答時區分為
左右兩部分，
避免超出作答
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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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答區
• 依題目解題，
自行規劃區塊
作答，充分利
用作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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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題目圖形畫在作答區內
• 學生作答時自行
在試題圖形上標
示記號，使用該
記號作答，並將
題目圖形畫在作
答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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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卷

• 作答區中畫
記圖形、書
寫與解題無
關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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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卷

•作答區中作圖
• 畫記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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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測驗評分說明



寫作測驗評量的能力

檢測國中畢業生表達經驗見聞和情感思想的綜合
語文能力。

立意與取材：能依不同的寫作目的，統整閱讀內
容、篩選合適素材，以表現個人意念。

結構組織：能掌握寫作步驟，首尾連貫，組織完
整篇章。

遣詞造句：能正確使用本國語文，適當的遣詞用
字、運用各種句型及修辭寫作。

錯別字、格式及標點符號：能正確運用文字、格
式及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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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品質的控管

評分機制

閱卷教師的訓練

(線上)閱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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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機制

 評分方式採級分制，將學生寫作能力由劣至
優區分為一至六等級，四級分達一般水準。

 一篇文章由兩位評閱委員分別評閱，若兩位
委員評定結果相差二級分以上(包含二級
分)，或其中一閱分數為零級分時，則請核心
委員進行複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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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委員的訓練

透過事前對於評分規準與樣卷對照之專業
訓練，使閱卷委員更能掌握各級分間的差
異，增加評分者信度。

• 核心委員：樣卷會議

• 評閱委員：評閱委員培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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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作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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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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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卷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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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測驗作答注意事項
 作答方式：必須仔細閱讀完整試題後，撰寫一篇文章。

 從第一頁右邊第一行開始作答，並不得要求增加答案卷
作答。

 以下情形影響作答結果呈現，可能影響得分：

未用本國文字書寫（正體字）；未用黑色墨水的筆書寫
（建議使用0.5mm～0.7mm之筆尖，且不得使用鉛筆）；
書寫內容超出答案卷格線外框。

 以下情形違反考場規則，將不予計分：

於答案紙上洩漏私人身分；污損答案卷；或於答案卷上
作任何標記。

 另針對使用詩歌體、完全離題、只抄寫題目或說明及空
白卷等考生，因無法判斷其寫作能力，給予其零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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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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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記
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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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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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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