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選詞填空 

 (第 1 ~ 18 題) 

說明：在這一部分，每一段短文有幾個空格，每個空格有四個選

項，請選出正確的答案完成短文。 

例題如下： 

 

    我有個朋友  1  慷慨大方、熱心助人，因此他的朋友有困

難的時候，總是向他借錢  2  。一日，有個老友又來向他借錢，

而且一開口就是一筆大數目。不巧的是，我朋友那陣子手頭緊，

一時挪不出那麼多錢。結果那個人就說了許多埋怨的話。 

 

1.（A）再三（B）向來（C）偶爾（D）至今 

請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把答案塗在答案卡上。 

1.     

              （第 2 題省略） 

 

 

 

 

 

 

 

 

 

 

 

 

 

 



（一） 

    歐洲釀造啤酒的歷史悠久，但最早釀造啤酒的記錄卻出現在中亞

和古埃及  1  。這兩個古文明農業發達，有剩餘的大麥、小麥等穀

物可作為釀酒原料，  2  成為啤酒的發源地。在當時，啤酒  3  可

以和麵包並列為主食，  3  一種理想的貨幣，不少官員便經常以啤

酒來  4  建築工人的工資。對現代人來說，啤酒雖然營養豐富，但

是熱量很高，飲用不宜  5  。要是有人認為啤酒很營養，多喝一點

也  6  ，要不了多久就會有個標準的啤酒肚了。 

 

1. 2. 

   （A）一帶 

   （B）一塊 

   （C）一區 

   （D）一處 

 

   （A）然而 

   （B）而且 

   （C）可見 

   （D）因而 

 

3. 4. 

   （A）為了…就是… 

   （B）不僅…還是… 

   （C）即使…也是… 

   （D）雖然…也是… 

 

   （A）支付 

   （B）給予 

   （C）贈送 

   （D）提供 

 

5. 6. 

   （A）過少 

   （B）過癮 

   （C）過分 

   （D）過量 

 

   （A）無益 

   （B）無意 

   （C）無所謂 

   （D）無可奈何 

 

 

 

 

 

 

 

 



（二） 

    《印象雷諾瓦》描述畫家雷諾瓦晚年因遭逢愛妻逝世，又飽受疾

病所苦，而面臨繪畫生涯的  7  。其後，因與安黛邂逅，他  8  的

生命從此綻放出前所未有的創作能量。  9  雷諾瓦的兒子竟愛上安

黛，父子間的衝突一觸即發。在情感與病魔的交織摧殘下，雷諾瓦 

  10  身心俱疲，仍日以繼夜地創作，他以布條將畫筆  11  在變形

的手上、離開病床坐在特製輪椅上，視這些  12  為一道道試煉，化

作畫布上一抹繽紛愉悅的動人光影。 

 

7. 8. 

（A）里程碑 

（B）單行道 

（C）出發點 

（D）低潮期 

 

（A）怦然心動 

（B）黯淡無光 

（C）百感交集 

（D）匪夷所思 

 

9. 10. 

（A）不料 

（B）反之 

（C）未免 

（D）據悉 

 

（A）一旦 

（B）縱使 

（C）之所以 

（D）以至於 

 

11. 12. 

（A）纏 

（B）揪 

（C）鑲 

（D）編 

 

（A）苛責 

（B）詛咒 

（C）警訊 

（D）磨難 

 

 

 

 

 

 

 

 



（三） 

    整個冬天，小女生用她前所未有的沉重鼾聲提醒我，她老了。小

女生是我養的一隻貓，以人的年齡換算，她早該是老太太  13  的年

紀。我詫異地發現，老貓打鼾的節奏和鼻息，乍聽來  14  是人熟睡

時的呼吸聲。吸進夢裡的空氣化成抽象的  15  ，那些長長短短的輕

聲嘆息，到底都說了些什麼呢？我停下手邊的工作，凝視  16  在墊

子上的圓球體。我們的故事  17  是一籮筐，但認真回憶，那些細節

卻又稀鬆得很，不就是人貓之間的尋常日子嘛！小女生畢竟上了年

紀，當鼾聲再度響起，我不得不  18  ，我們的感情，竟然有了九年

的重量。 

 

13. 14. 

（A）裝瘋賣傻 

（B）牙牙學語 

（C）含飴弄孫 

（D）少年老成 

 

（A）固然 

（B）儼然 

（C）縱然 

（D）斷然 

 

15. 16. 

   （A）囈語 

   （B）蜚語 

   （C）標語 

   （D）警語 

 

   （A）仰臥 

   （B）蜷縮 

   （C）聳立 

   （D）盤旋 

 

17. 18.  

   （A）想必 

   （B）姑且 

   （C）恰似 

   （D）不巧 

 

   （A）質問 

   （B）預言 

   （C）緬懷 

   （D）慨歎 

 

 

 

 

 

 



二、閱讀理解 

 (第 19 ~ 50 題) 

說明：在這一部分，請閱讀短文，並根據內容回答幾個問題。 

例題如下： 

 

爸爸快八十歲了，真是一回相見一回老……步履蹣跚的

他，每每在我們返鄉探望時，起個大早，自市場拎着大包小包，

讓我們大快朵頤，享受他的慈愛，怎奈大腦已經力不從心，往

往同樣的水果和菜，一天內買雙份，或者買的東西遺忘在小販

的攤位上。媽媽一再數落，激不起他年輕時的火氣，也加深不

了他的記憶。 

 

6. 根據這段話，下面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A）爸爸常遺忘客人要買的東西 

（B）媽媽數落爸爸年輕時火氣太大 

（C）爸爸總是拎着大包小包返鄉探望 

（D）爸爸總是買很多東西，讓兒女們大吃一頓 

 

請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把答案塗在答案卡上。 

6.     

（第 7 題省略） 

 

 

 

 

 

 

 

 

 



（一） 

    在美國，有不少長年戰績不佳的球隊。最經典的，當然是快要一

百年沒拿過世界大賽冠軍的芝加哥小熊隊，他們不只打不到冠軍，而

且戰績常常落得難看，球季中就失去了爭冠的機會。但小熊隊從來不

缺球迷支持者，他們的球迷甚至練就一身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本事，

例如在球季開賽的第一場比賽，就高舉牌子，上面寫着：「別擔心，還

有明年！」 

 

    近來台灣有不少運動員在國際體壇表現卓越，無論媒體或輿論都

以「台灣之光」來稱呼這些為國爭光的運動員，一般民眾也與有榮焉，

追着觀看這些台灣之光的各項賽事。不過，這些因運動員知名度提昇

而追星的民眾，恐怕很難理解小熊隊球迷的忠誠，更難體會這種忠誠

的價值，因為王建民、曾雅妮沒贏球，我們根本就不會注意到他們。

我們從這些球星身上得到的，是贏的快感，是沾染贏的光榮；我們選

擇的，不是特定的球員，也不是他們所屬的哪一支球隊，而是贏的事

實。一旦失去了贏的因素，我們也就毫不客氣地失去對他們的興趣，

轉而尋找實力更強的球隊來支持了。 

 

 

 

 

 

 

 

 

 

 

 

 

 

 

 

 

 

 



19. 小熊隊球迷舉的牌子，向球隊傳達了什麼訊息？ 

   （A）我們今年一定贏 

   （B）今年別輸得太難看 

   （C）今年輸了也沒關係 

   （D）明年會和今年一樣好 

 

20. 第二段提到的「他們」指的是誰？ 

   （A）對小熊隊忠誠的球迷 

   （B）注意到明星球員的民眾 

   （C）表現優異的台灣運動員 

   （D）台灣運動員所屬的球隊 

 

21. 作者說，台灣民眾觀看運動員和球賽的心態是什麼？ 

   （A）有贏有輸比賽才好看 

   （B）因為球員贏了才支持 

   （C）即使球員贏了也沒什麼 

   （D）就算球員輸了也依舊支持 

 

22. 本文從哪個角度來比較台灣和美國的球迷？ 

   （A）球迷如何幫球隊宣傳 

   （B）球迷如何選出明星球員 

   （C）球迷是否注意媒體報導 

   （D）球迷是否在乎球賽輸贏 

 

 

 

 

 

 

 

 

 

 

 

 

 



（二） 

 

 

 

 

 

 

 

 

 

 



23. 關於自然人憑證卡，下面哪一項是正確的？ 

   （A）可以終身使用 

   （B）小學生也可以申請 

   （C）重辦費用不到三百元 

   （D）重辦後的卡片可再使用五年 

 

24. 申請步驟中說了什麼？ 

   （A）由承辦人員填寫申請書 

   （B）申請人可以請他人幫忙申請 

   （C）申請人無法當天取回身份證件 

   （D）先填寫申請書，再印製憑證卡 

 

25. 什麼人最適合申請自然人憑證卡？ 

   （A）剛出生的嬰兒 

   （B）在國內工作的外籍人士 

   （C）不需使用政府相關業務的人 

   （D）沒時間到政府機關辦事的人 

 

26. 這個申辦說明中的「風險」指的是什麼？ 

   （A）在網路上個人身份被盜用 

   （B）前往政府機關的交通問題 

   （C）在網路上傳資料容易失敗 

   （D）申請自然人憑證缺乏保障 

 

 

 

 

 

 

 

 

 

 

 

 

 



（三） 

    關於風箏的起源，眾說紛紜。宋朝陸佃認為，戰國時代的墨子已

能製造可飛行三天而不會墜落的木鳶。也有人認為，首先製作木鳶的

應該是工匠祖師公輸班。元朝的林坤認為風箏是楚漢相爭時韓信發明

的。根據正史上的記載，一千五百年前，南朝的梁武帝被侯景亂軍包

圍，正在一籌莫展時，羊侃趨前獻上計策，說：「何不模仿翱翔天上的

鷂鷹，製造紙鳶向外求援？」中國歷史上記載的第一隻風箏於是誕生。

據說後來有人在紙鳶上加上竹笛，風一吹就會發出像竹箏一樣的聲

響，所以叫「風箏」。 

 

 

 

 

 

 

 

 

 

 

 

 

 

 

 

 

 

 

 

 

 

 

 

 

 

 



27. 這段短文的主題是關於風箏的什麼？ 

   （A）功能 

   （B）由來 

   （C）種類 

   （D）製作 

 

28. 根據這篇短文，風箏的起源為何？ 

   （A）元朝時才發明的 

   （B）自西方傳入中國 

   （C）至今還沒有定論 

   （D）宋朝陸佃發明的 

 

29. 中國正史上初次記載風箏的製作是什麼時候？ 

   （A）楚漢相爭時 

   （B）南朝侯景發明的 

   （C）工匠祖師公輸班 

   （D）羊侃建議梁武帝製作的 

 

30. 根據歷史記載，下面哪個名稱就是現在的「風箏」？ 

   （A）竹箏 

   （B）飛鳶 

   （C）紙鳶 

   （D）鷂鷹 

 

 

 

 

 

 

 

 

 

 

 

 

 



（四） 

    面臨生存危機的臺灣傳統製造業，近年來在經濟部的輔導下，正

掀起一股「變身」風。在工廠加入觀光元素，既賣產品，也賣工廠風

光，已經成為旅遊的新亮點。其實這並非是一件新鮮事，如德國知名

的魯爾工業區，將廢棄的鋼鐵廠交給設計師改造後，便吸引了無數遊

客前往朝聖；又如荷蘭的台夫特陶瓷廠，是唯一以傳統手工方式生產

陶瓷的工廠，90 年代也曾遭遇困境，自開放民眾親自製作陶瓷後，才

又絕地逢生。而臺灣的觀光工廠現今也正朝「看得到、吃得到、玩得

到、買得到」的方向發展，只可惜目前工廠的英語導覽能力不足，因

此仍未能與國際觀光接軌，現階段客源主要靠國民旅遊支撐。 

 

    另一方面，對經營者來說，更大的難題是以前工廠假日休息，而

國民旅遊潮卻多出現在假日。要參觀生產過程，員工就得加班，並且

還得穿着整齊、動作專業，以往邊工作邊說話的習慣都要「收」起來，

員工反彈在所難免。再說，有些經營者無法接受下一代在快沒飯吃的

情況下，還打算花大錢裝潢、設計觀光動線、培訓解說人員，而這些

為品牌加分的經濟效果並不是立即可見的，於是兩代之間衝突不斷，

也常見第二代因此被掃地出門，只好另立品牌的例子。 

 

    臺灣的觀光工廠雖然尚未成熟，但當遊客置身在這些傳統工廠

裡，除了觀光、學習外，仿彿也進入了時光隧道，重溫數十年前以「臺

灣製造」創下經濟奇蹟的故事，並且藉着參觀和購買行為，和業者一

同創造新一波的經濟奇蹟。從這個角度來看，也算得上是好事一樁。 

 

 

 

 

 

 

 

 

 

 

 

 



31. 根據本文，關於臺灣的觀光工廠，下面哪一項說明正確? 

   （A）非常受外籍遊客歡迎 

   （B）目前還沒引起政府重視 

   （C）起初是由德國商人輔導建立的 

   （D）目的是搶救即將消失的製造業 

 

32. 根據第二段的說明，第二代被「掃地出門」的理由是什麼? 

   （A）始終拒絕改造工廠 

   （B）得不到員工的支持 

   （C）搶走了長輩的生意 

   （D）無法和上一代經營者溝通 

 

33. 對想轉型成觀光工廠的製造業老闆來說，最難克服的問題是什麼? 

   （A）公開產品的生產過程 

   （B）尋找建設的成本資金 

   （C）改變經營模式與價值觀 

   （D）年輕人多排斥從事服務業 

 

34. 關於臺灣的觀光工廠，作者在文章最後表達了什麼看法? 

   （A）能有效刺激民眾消費 

   （B）流行風氣很快就消失了 

   （C）多數沒有妥善的經營策略 

   （D）參考外國的做法才有機會成功 

 

 

 

 

 

 

 

 

 

 

 

 

 



（五） 

    未來的道路收費的方式可能和目前的制度大不相同。在 GPS 等無

線定位技術問世後，我們便能精確地計算開車成本和道路價值，一個

嶄新的交通觀念於是產生：讓駕駛人依據實際開車的里程數來支付道

路費用。專家們相信，這樣的做法能有效改善塞車問題，以及降低意

外事故。 

 

    目前多數國家的道路費用是透過汽車牌照稅、燃料稅等等來徵

收。駕駛人無論是使用擁擠或是空曠的道路，所支付的費用相同；一

個月只開一次車的人所支付的費用，也跟每天開車的人一樣，說起來

並不是很合理。 

 

    近來荷蘭政府推動一項實驗，依照駕駛人實際開車的里程來收

費，而且，流量越高的道路，收費也越高。實驗顯示，計划實施後，

有高達七成的駕駛人選擇在離峰時間上路、或避開擁擠的路段，有效

改善市區交通。 

 

    按里程收費對環保也有助益。在德國，大貨車的計費標準不只是

里程，還包括了廢氣排放量，污染越嚴重的貨車得支付越高的里程費。

按里程收費實施之後，高污染貨車的行駛次數便大幅減少。 

 

    可惜這類計划雖然有效，所費卻不貲。一家英國保險公司在客戶

車上加裝記錄器，仔細記錄駕駛人的行車速度、距離及駕駛方式，再

根據這些紀錄為不同客戶設定保險費。經常開車或習慣開快車的駕駛

人，得多付一點兒保險金。儘管這個措施很有效，實施期間，保險公

司的意外理賠因此少了 30%，但由於記錄器過於昂貴，這項計划到最

後還是不了了之。 

 

 

 

 

 

 

 

 



35. 根據第二段，目前徵收的道路費用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A）沒有加收保險費 

   （B）很少人使用的道路不用收費 

   （C）牌照稅、燃料稅的費用太高 

   （D）沒考慮到開車的次數或距離 

 

36. 根據第三段，這個新觀念如何改善交通？ 

   （A）使民眾盡量不在尖峰時間出門 

   （B）對近七成的民眾提供收費折扣 

   （C）民眾在同一時間上路，易於管理 

   （D）民眾經常使用的道路，降低收費 

 

37. 根據第四段，這個新觀念為什麼對環保有幫助？ 

   （A）禁止高污染的貨車上路 

   （B）高污染貨車開越多付越多 

   （C）低污染的大貨車可免費上路 

   （D）其他車種免費，只針對貨車收費 

 

38. 根據最後一段，保險公司怎麼調整保險費？ 

   （A）將保險費降低 30% 

   （B）將民眾的駕駛習慣列入考慮 

   （C）經常開車的人，保險費比較便宜 

   （D）對愛開快車的人，取消保險資格 

 

39. 作者指出，推動這個新觀念時會遇到什麼困難？ 

   （A）花費太高 

   （B）民眾不配合 

   （C）保險費太貴 

   （D）交通意外太多 

 

 

 

 

 

 

 



（六） 

    主計處報告指出，今年台灣的失業率跌破 5%，但非典型就業人數

卻逐年上升，今年達 72.3 萬人，創歷史新高。國內十五至廿四歲勞動

人口中，非典型就業者約占 25％，居各年齡層之冠，有年輕化跡象。

大專以上就業者中，每一百人中約六人是非典型工作者，也呈上升態

勢。所謂「非典型就業者」，是指企業為節省人力成本，聘僱非正式的

員工，包括打工族、工讀生、臨時工、兼職人員等等。 

 

    過去，台灣非典型就業的人口多半集中在中高齡、低學歷、二度

就業等弱勢族群，然而近年來，非典型就業人口的年齡層卻不斷下降。

美國《商業周刊》指出，後金融海嘯時代來臨，以臨時工作人員取代

正職的作法在美國企業蔚為風尚，先前歷經大裁員的企業尤其熱中此

道，不願釋出正式職缺。在此潮流下受害最深者，莫過於剛從學校畢

業、找尋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新鮮人。 

 

    最近十年，亞洲國家的「非典型僱用潮」亦儼然成形。在日本，

非典型就業人口於 1990 年占總就業人數的 20％，2007 年已升至 34％；

韓國 2008 年突破 44％後，2009 年上揚至 50％左右。台灣也難逃此趨

勢，非典型就業人數呈現逐年遞增的情況。 

 

    報告也指出，今年營造業的非典型勞工為 12.7 萬人，約占總員工

數的 16％，不論是人數或比例均拔得頭籌。這是因為營造業以勞力為

主的職缺多、替代性高，業者愈來愈傾向僱用臨時、短期工的緣故。 

 

 

 

 

 

 

 

 

 

 

 

 



40. 第一段主要在說什麼？ 

（A）台灣的失業率越來越高 

（B）打工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C）沒有正式職業的人數增加 

（D）教育程度低的人找不到工作 

 

41. 根據第二段，台灣這幾年的非典型就業人口有什麼變化？ 

（A）學歷都不高 

（B）越來越年輕 

（C）多半是中老年人 

（D）集中在弱勢族群 

 

42. 根據第二段，近年來非典型就業人數上升的原因是什麼？ 

   （A）大企業不願招募正式員工 

   （B）大企業偏好剛畢業的年輕人 

   （C）大企業不願意僱用臨時人員 

   （D）大企業對員工的學歷要求很高 

 

43. 第三段用日本及韓國的狀況來說明什麼？ 

   （A）亞洲企業和美國企業不同 

   （B）台灣和其他亞洲國家不同 

   （C）亞洲和美國呈現一致的趨勢 

   （D）亞洲各國的經濟狀況不穩定 

 

44. 根據最後一段，營造業的情況怎麼樣？ 

   （A）經常招募臨時人員 

   （B）人力充足，不缺員工 

   （C）非典型就業的人數最少 

   （D）正式員工的比例逐年上升 

 

 

 

 

 

 

 



（七） 

早期時尚的開端，始自金字塔尖端的消費者，設計師卯足全力為

上流社會的權貴們，設計各種不同場合的服裝。這些典雅細緻的貴族

風格，主導了當時的流行趨勢。不過，到了 50、60 年代，那些以青少

年為代表的街頭文化，反而以革命之姿創造新的時代風格。當時的年

輕族群聚集街頭、彈着樂器、穿着怪異的服飾、無視他人質疑的眼光，

發展出極富生命力的文化。從嬉皮、龐克、搖滾到嘻哈，每一種潮流

都勇於反叛、挑戰權威，既獨特又充滿原創力，讓那些原本緊抓着上

流時尚與精緻工藝的設計師們，也不得不低頭，從這群充滿創意的街

頭青少年身上擷取靈感。   I    

 

可惜，那樣充滿叛逆的時代已然遠去。反觀現在的年輕族群，穿

搭的主軸不是來自原創，而是向奢華靠攏。   II   殊不知他們的價值

觀和創造力已被所謂的精品名牌給吞噬了。在我看來，   III   人在

年輕時期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加上同儕之間的相互刺激，許多

創意與點子應該在這個時期盡情展現。如果，在這個階段的青少年只

知盲目追逐大人世界的頂級名牌，那將會扼殺多少創意？   IV   下

一次，當你看到青少年們頂着五彩頭髮、穿着從未見過的怪異服裝，

請不要制止，或許，他們將引領出另一波劃時代的時尚風潮。 

 

 

 

 

 

 

 

 

 

 

 

 

 

 

 

 



45. 如果要把「年輕人以為手裏拿的包包越貴、腳下穿的鞋越頂級、  

越能彰顯自己的個性。」這段話插入第一或二段，哪個位置最適合？ 

（A）I 

（B）II 

（C）III 

（D）IV 

 

46. 第一段主要在說什麼？ 

（A）設計師如何主宰流行趨勢 

（B）年輕族群如何改變流行趨勢 

（C）流行趨勢如何改變街頭文化 

（D）上流品牌如何吸引年輕人注意 

 

47. 關於 50、60 年代的流行風格，哪一項是對的？ 

（A）富於叛逆的精神 

（B）由頂尖設計師主導 

（C）深受上流社會的影響 

（D）繼承傳統的時尚風格 

 

48. 根據第一段，設計師們的設計方向為什麼有所轉變？ 

（A）因為貴族逐漸沒落 

（B）因為傳統工藝受到重視 

（C）因為設計師勇於挑戰權威 

（D）因為街頭文化充滿創造力 

 

49. 作者認為，流行名牌產品對目前的年輕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A）有效刺激年輕人的創造力 

（B）讓年輕人只知模仿成人的風格 

（C）讓年輕人集體反抗成人的價值觀 

（D）有助年輕人理解時尚發展的歷史 

 

50. 作者認為年輕人應該怎麼樣？ 

（A）穿着不要過分奇特 

（B）要從傳統中吸取經驗 

（C）要大量觀摩名牌作品 

（D）儘量創造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