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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編者的話

08-13 家鄉味

臺灣的飲食文化充滿來自四面八方的美
好滋味，讓我們透過食譜的記錄，了解
這些異國的美味與其家鄉的風貌吧！

14-19 變男！變女！魚變變變！

人類在出生前，性別就已決定。魚類則
在孵化數十天後，性別才會逐漸確定。
更有幾種魚在長大以後，還能夠轉換性
別。

26-33 我家要不見了？

老家突然要被政府徵收了，可是人民的
財產不是受到《憲法》的保障嗎？為什
麼政府可以拿走私人的土地？

20-25 環遊世界七大奇景

不能出國的時候，一起紙上旅遊吧！

34-39 半月板

如果發現自己的膝蓋感覺被卡住，且疼
痛腫脹，可能是半月板受傷了。

40-45 佔領空屋

房價持續上漲，年輕人買不起或租不起
房子的現象並非只在臺灣出現，許多國
家曾掀起佔屋運動，佔領閒置的空屋變
成自己的住所。

46-53 公民學習單

老師發了一篇文章請同學閱讀後上網查
詢資料，核對文章的內容是否有誤。

54-59 《西遊記》第十回 節選

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陰。忽然
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
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
朕當救你。」

60-65 今天你的頭髮想做什麼造型呢？

為什麼燙髮可以改變頭髮的形狀？讓我
們從毛髮結構開始談起。

66-75 何謂啟蒙？

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狀
態。未成年狀態是無他人底指導即無法使
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勇於求知吧！
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吧！ 

84-89 如何打破沉默

村上春樹的短篇作品〈沉默〉，曾經幫助
我重新走過大學時期一段充滿傷害的記
憶，當時我甚至不知道，那種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模式就叫做「霸凌」……。

90-95 為什麼不能遺忘？

為什麼與生命經歷有關的記憶，比起課堂
中的知識更令人難以忘懷？

78-83 回憶不知身是客

記憶果真是一種很獨特的存在，有時會因

為有意無意間的誤植、錯置、或者遺忘而
呈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樣貌，甚至無意但
卻細密地縫補了生命的缺憾，也回應我們
對生命的質問。

96-112

安史之亂後，政治上，大唐國力的高峰已
經逝去，但在文學上，杜甫創作的高峰才
正要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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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PISA形態的多元生活文本規劃 :

閱讀策略提醒 : 

本刊編輯特色

實用單元規劃

本刊使用說明 品學堂《閱讀理解》編輯目的，是為了協助使
用者在有限的學習時間裡，有效的提升閱讀理解能
力，培養紮實的閱讀素養。另外也讓老師無需增加負
擔就可以為學生提供有專業素質的閱讀理解課程，並
且透過有效的設計提問，掌握學生閱讀的學習成果，
實現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目標，培養學生擁有「主動
學、主動問、主動找答案」的能力。

一、符合教育趨勢
二、教師立即上手
三、學生有效學習
四、提升閱讀素養

一、多元生活文本
二、問思評量提問
三、深度關鍵解析
四、閱讀策略提醒
五、詳盡實測解答

每一篇評量，就是一次
完整的閱讀理解練習。

每天只需要二十分鐘，
有效培養閱讀理解力。

以PISA國際閱讀評量的形式，廣泛從生活

中選擇主題，涵蓋各學科的知識領域，透

過富生活情境的文本，提供符合閱讀歷程

與理解層次的連續文本與非連續文本。幫

助老師引導和討論，培養學生擷取、分

析、比較、統整、思考、提問⋯⋯等多元

綜合的理解能力，有助於學習閱讀理解。

可應用於晨讀時間、學習共同體，符合十

二年國教的新趨勢提升整體閱讀素養。
可做為教學者帶領學生在閱讀文

本時的提示，有助於教師引導學

生進入文本情境，掌握閱讀與理

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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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理解層次與鑑別度的評量設計 :

經過實測的詳盡解答 :

每一題都有精心撰寫的試題分析與理解說

明，協助老師解釋提問的理解層次，更可讓

老師掌握日後出題的關鍵思考。在解答部

分，依循PISA的規範，提供正確答案和相關

不完整或不正確答案的範例，可當作教師評

分的參考依據，並且協助學生從答案中釐清

理解上的錯誤，深化理解的學習。

品學堂《閱讀理解》 提供以「閱讀素養」為養成

目標的評量提問設計。每道題目均有清楚具體的

評量目標，並且合理安排評量提問中擷取、統

整、省思層次的題目比例，觸發學生運用不同的

理解層次，並將原本難以呈現的理解能力，具體

化為可以度量的指標，有助於教師和學生雙方， 

共同掌握閱讀學習的成果。 

深度文本分析 : 以解構的方式重新分析閱讀文本，有助於
教師向學生詮釋文本，教導理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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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PU20112621

閱讀理解評量

文本形式 -

非連續

文本類別 -

議題

本文內容及評量版權歸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印。

公民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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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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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小提醒                                 

在閱讀這份學習單時，可以試著將疑義處與文章對照，試著思考琪琪是如何發現

這些有問題的地方，以及他所使用的佐證資料來源，是否都具有公信力。

請依據前述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Q 1 : 統整解釋

（　）根據琪琪整理的學習單內容，天燈的功能如何轉變？

 ( 1 ) 傳遞軍情→互報平安→象徵和平

 ( 2 ) 互報平安→象徵和平→祈求福氣

 ( 3 ) 傳遞軍情→互報平安→祈求福氣

 ( 4 ) 互報平安→傳遞軍情→象徵和平

Q 2 : 統整解釋

（　）根據學習單內容，下列何者是哈拉知識網〈天燈〉中提出的資訊？

 ( 1 ) 甲乙丙

 ( 2 ) 乙丙丁

 ( 3 ) 甲丙丁

 ( 4 ) 甲乙丁

甲 . 可施放天燈的時間地點  乙 . 天燈在現代象徵的意涵

丙 . 外國對天燈所持的立場  丁 . 天燈對環境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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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省思評鑑

（　）老師檢查學習單時，發現琪琪漏掉了其中一個疑義處，請問是文中的哪一部分？

 ( 1 ) 平溪的「國際天燈節」經常代表臺灣躍上國際的新聞版面

 ( 2 ) 甚至被電視頻道 D i s c o v e r y 票選為「世界第 2 大節慶嘉年華」

 ( 3 ) 相傳天燈為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所發明，用來當作傳遞軍情的工具

 ( 4 )

Q 4：省思評鑑

請問琪琪找的哪一則佐證資料，其可信度會被老師質疑？

請作答：

Q 5：統整解釋

（　）老師設計 A、B、C 三個項目，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 1 ) 統整歸納，理解文章主旨

 ( 2 ) 劃分段落，解析文章結構

 ( 3 ) 寫作練習，擊破文章盲點

 ( 4 ) 媒體識讀，分析資訊虛實

問思時間

放天燈是臺灣節日慶典中最盛大的習俗之一，也是歲末年終時最重

要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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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6：統整解釋

（　）老師在學習單上特別設計的欄位 C，希望培養學生的何種能力？

 ( 1 ) 言之有據的說話方式

 ( 2 ) 大膽假設的思考模式

 ( 3 ) 擷取重點的檢索能力

 ( 4 ) 生動多元的寫作風格

Q 7：統整解釋

（　）請問老師使用哈拉知識網〈天燈〉一文，在此學習單中具有什麼功能？

 ( 1 ) 作為課後的補充材料

 ( 2 ) 提供正確的知識學習

 ( 3 ) 作為引導學習的材料

 ( 4 ) 介紹優質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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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1 . 除了網路以外，假訊息還會透過哪些管道傳播？

2 . 如果將假訊息轉發出去，是否會有法律上的責任？

文本分析

延伸閱讀

文本分析                                  

在這數位資訊流通便捷的時代裡，我們每天都會被大量的資訊轟炸。要如何從

中辨別訊息的真假，成為現代人需要學習的重要課題。隨著假訊息日益泛濫，開始

出現像是「臺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MyGoPen」等提供大眾查核

訊息的網站。同時為了提升國民訊息查證的能力，教育部於 2019 年將媒體素養納

入終身學習圈課程，希望透過於各地舉辦的終身學習活動，引導民眾培養媒體識讀

能力。除此之外，教育部也將該項能力納入 108 課綱當中，將其作為學生基本能

力培養，希望能降低假訊息的危害。

本篇文本以學習單樣式呈現，透過老師所提供的材料，從實作中學習如何分析

資訊的正確性。學習單上附有一篇文章，透過學習單中設計的 3 個項目—A 疑義

處、B 理由、C 佐證資料，讓學生依照 3 項步驟找出文中資訊有問題之處，並提出

理由與相關的證據。從文本中我們看到琪琪總共找出 4 項疑義處，並搜尋資料佐證

自己的懷疑。讀者可以發現除 C1 中有引用書籍資料外，其餘資訊皆來自網路搜尋。

然而網路資訊正是許多假消息流竄之處，因此在搜尋相關資料時，讀者應審視該資

料的來源處是否具有可信度。透過資料來源可信度的辨認，我們也可以分析琪琪的

言之有據有幾分可信？這也是這項作業中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文中提供的 3 項步驟審核資訊外，讀者平時也應廣泛搜尋、了解多方觀

點，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才能在這真假消息滿天飛的社會中，避免被假訊息誤

導操弄，成為一位稱職的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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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導 徽徽〈MIT研究：假新聞比真相傳播快〉

延伸閱讀關鍵搜尋                                   

文 章 張瑞晨〈面對假新聞　至少你要有媒體識讀力〉

李京諭〈如何從假新聞中突圍？大人小孩都需要的媒體識讀能力〉

馬麗昕〈【謠言風向球】明明都有報導　卻說「媒體都沒報」這一類假
訊息想做什麼？〉

洪國鈞〈你說的假新聞真的是假新聞嗎？假新聞種類分析和舉例說明〉

吳謹安〈為什麼有些人特別愛傳假新聞？個人特質在假新聞傳遞的角色〉

Ray Wang〈被假新聞包圍怎麼辦？5個步驟教你提升「媒體素養」〉

陳順孝〈給高中生的「媒體識讀」講義〉

品學堂《閱讀理解》季刊第24期〈內容農場〉

媒體識讀、媒體素養、假新聞關鍵字

YouTube「假新聞出沒！破解 #媒體與牠們的產地 ft.劣質媒體黑名單【記
者真心話】Vol.4」

「假新聞與我們的距離」

「【媒體素養】真相調查局｜公民｜」

影 片

教學資源可至品學堂網站下載

https://wisdomhal l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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