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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國中教育會考，28萬5,295考生，數學待加強有33%，非選擇題有35.8%零

分。據報載，非選擇題，大概有1/3考生空白。

        選擇題是四選一的答案，如果以寬鬆一點的標準，25題答對6題以下（25除

以4），可以直言是完全用猜測的；如果保守一點，以統計的觀點，25題四選一的題

目，要拒絕學生答對率小於或等於.25的虛無假說，在第一類型錯誤為.05的狀況下，

則需要答對11題，才可以宣稱考生不是用猜測的。

        如果學生完全用猜測的，根據機率，在104數學會考裡，如果有100個人，

有4.17個人可以答對10題，有1.89個人可以答對11題。

        104會考數學選擇題有25題，根據師大心測中心公告的指標，如果非選零分，則

答對11題，就是達基礎。

        根據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所公告的資料，103年數學27題選擇題的平均通過率

是.51，最難題目的通過率（答對百分比）是.28，最簡單的題目通過率是.74。27題

中，有12題通過率低於5成，15題高於5成。

　　這些是基本資料。

        即使將25題裡的5題，將其通過率設定在.9（九成的學生都會答對），還是

有10%的學生會答錯，學生還是達不到基礎。更不要說，當代測驗理論關於能力的

檢測，不會因為多了幾個通過率高的題目，就會改變能力的評估。會考是否增加了

簡單的題目，跟學生是否能達到基礎等級，在當代的測驗理論概念裡是不相關的問

題。103年以及104年會考各科達到基礎等級的答對題數是不同的，也反應此現象。

        認為增加幾題簡單題目，就會增加學生的學習信心，可能是過於樂觀的想法。

重要的是，會考，不應該是用來增加學生信心的測試。信心，應該在各年級、原班

級的考試評量裡處理。如何將學校裡的段考納入以學生進步狀況為評量基準，而不

是只考慮公平性，可能是更重要的議題。

        會考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有多少學生完全放棄作答？這些學生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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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完全放棄？為什麼放棄？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問題。

　　待加強的學生有33%。什麼時候開始，學生覺得自己是待加強？如果學生認定

自己一定是待加強，他/她為什麼要作答？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這麼多百分比的學

生，在數學非選擇題，選擇不作答。

        會願意作答的學生，只有那些有機會跨等級的學生。

        一個學生如果認定自己是待加強，他／她有任何的作答動機？

        如果一個學生認定自己在數學注定待加強，也許將時間分配到其他學科，可能

更有機會在其他科目晉級。

        這或許是現在會考的生存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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