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練題

一、生活與學術情境題（每題 6分，共 30分）

  1.  某班的「公民與社會」課程進行辯論活動，辯論題目是「我國是否提供移工政治權
利」。老師在課堂上針對此議題進行簡單的背景介紹：「二十幾年來，外籍移工遭仲介

剝削問題引發社會關注，有人認為政府應讓移工可對自身相關政策擁有決定的權利，

但也有人認為『外籍移工並非臺灣人，不應有這些權利』。」恭民為了準備辯論活動，

上網蒐集相關資料，下列何者最能凸顯正方的論點？  邏輯推論 

A國家的法令政策往往影響所有在國內生活的人，故政策應經全民公投決定

B移工也可以透過集會遊行、上街表達訴求等方式，來保障自身的勞動權利

C外籍移工只是到臺灣短暫停留幾年，與具我國國籍的人民有本質上之不同

D若移工不具參政權，移工勞動剝削的問題容易被排除在公共政策討論之外

  2.  政府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並將國家語言（如客家語、原住民語、閩南語、臺灣
手語等）列為國民教育階段部定課程。為此，教育部召開課程審議會，最後決議於國

中教育階段七、八年級將本土語言列為部定必修，九年級列為選修，高中教育階段也

將本土語言列為部定必修 2學分與加深加廣選修 4學分，並於 111學年度實施。下列
何者最有可能是此決議的目的？  邏輯推論 

A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及發展

B鼓勵在家學習母語以充分利用學校教育資源

C保障各族群的學生皆能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

D培養我國學生具備多語專長以提升其競爭力

  3.  首度改編國產電玩的電影《返校》，劇情描述翠華中學教師張明暉在校內儲藏室創辦了
讀書會閱讀「禁書」，成員包括音樂老師殷翠涵、學生魏仲廷等人。不過，當時國民黨

政府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等理由頒布《戒嚴令》，路上隨處可見「保密防諜，人人有

責」、「嚴禁組黨結社」等標語，組織地下讀書會甚至可能構成「叛亂罪」。依據上述

訊息判斷，《戒嚴令》限制了張明暉等人的何種公民權利？  閱讀理解 

A自由權 B文化權 C政治權 D社會權

  4.  香港「反送中」抗爭情勢加劇，香港警方以武力對待示威者。而關於難民來臺尋求庇
護的議題，有人認為應該出於人道考量，儘量給予這些受迫害者接納與生活支持；有

人則認為這對在地擁有公民身分的人不公平，而且可能會對原有的社會秩序與文化造

成重大影響。關於我國應否制定法律建立難民庇護機制的議題，下列何者是正方最能

支持自己立場的論點？  邏輯推論 

A基於人道與人權立場，可對來臺尋求庇護的香港居民個案協助即可

B難民法通過才能夠系統性提供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民眾支持與援助

C臺灣地狹人稠，接納難民數量有限，無法應對成千上萬的難民申請

D將香港人納入難民法，涉及到國家主權界定的爭議，必須審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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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2年 3月，某國立法院表決通過
「18歲公民權」修憲案，並於同年
11月舉行該修憲複決公投。恭民為
了解該國民眾的看法，上網蒐集了

2份於同年 8月進行的民調。已知某
國的修憲程序與我國相同，修憲複

決的通過門檻為「有效同意票超過

選舉人總額半數」，根據以下 2份民
調資料推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8歲公民權」同意者大於不同意者，修憲案則可通過  圖表判讀 

B據同意度與投票意向，本案離通過門檻仍存在一定差距

C年齡層愈低，對於「18歲公民權」修憲案的同意度愈高
D「18歲公民權」的修憲案議題獲跨黨派的選舉權人支持

  1.  從題幹可知，移工常面臨勞動剝削等問題。正方會強調移工應該對自身相關政策擁有決定權，
或者反過來說，若移工不具相關權利，容易導致此問題被排除在公共政策討論之外。A有過

度推論之虞，即使法令會影響到所有國內生活的人，也並不表示所有政策應經全民公投決定　

BC為反方論點。

 2.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目的在於尊重多元文化並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及發展，因此將本土語
言列為部定必修課程，以達到復興本土語言之效果。B鼓勵以學校教育資源來學習本土語言　

C各族群的學生受國民教育的權利本來就是平等的　D強調學習自身的母語，並非為了培養

多語言的專長。

 3.  從題文可知，在戒嚴時期被禁止閱讀禁書、組黨結社，是「自由權」（結社自由）受到限制。
 4.  此題旨在測驗學生區辨社會現象的多種解釋觀點的能力。A認為「個案協助」即可，不用建

立「難民庇護機制」　B屬應制定法律建立「難民庇護機制」的論點　C屬不應制定法律建

立「難民庇護機制」的論點　D並沒有針對應否建立難民庇護機制表示支持或反對，僅提到

應審慎處理。

 5.  從題幹可知，修憲公投複決的門檻為「選舉人總額半數」，亦即會投票且投支持票者要達
50%以上，修憲公投案才會通過。根據目前的民調數據，離通過門檻仍有一定差距。A修憲
公投並非採相對多數，通過有一定的門檻　C並非完全如此，例如：年齡層 60歲以上的支持
度高於 50-59歲　D無相關資料可供判斷。

B 民調一：18歲公民權修憲案民眾同意度

同意度 

投票意向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總計

會投票 28.4% 25.2% 4.1% 57.7%

不會投票 7.1% 19.6% 3.5% 30.2%

未表態 12.1% 100%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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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判讀（25分）

自由國度的標準？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個成立於 1941年的非政府組織，該組織每年會對各
國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評估。自由之家是以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個向度進行評比，前者滿分 40分、後者滿分 60分，並將世界各國分為不自由
（not free）國家、部分自由（partly free）國家及自由（free）國家三等級。以下為 2份相
關資料：

資料一：2022年世界各國自由度狀態

資料二：2017∼ 2022年臺灣、中國和美國的自由民主表現

國家 向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臺灣
政治權利 37 37 37 37 38 38

公民自由 54 56 56 56 56 56

中國
政治權利 1 0 -1 -1 -2 -2

公民自由 14 14 12 11 11 11

美國
政治權利 36 33 33 33 32 32

公民自由 53 53 53 53 51 51

‧ 資 料 來 源：Freedom House (2022)。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2022 年 12 月 16 日， 取 自：https://
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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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關鍵搜尋（擷取訊息） 

問  依據上述資料判斷，下列觀察何者最為正確？（5分） 
A臺灣近年來的自由民主表現略呈現上升趨勢 
B歐洲和美洲皆為自由國家，明顯優於其他洲 
C美國和臺灣近年自由民主表現略呈下降趨勢 
D美國的自由民主表現優於亞洲和南美洲國家

 A

步驟 2  統整解釋 

問  如果根據資料二，推論「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民主表現通常優於社會主義國家」。請問此
推論是否合理？請先勾選 1項，並說明理由。（30字內，10分）

 

推論是否合理？ 理由

 是
 否

資料二的國家數量少，

無法如此推論。

評分原則

【10分】 正確勾選「否」，且理由論及「國家數量少」
【5分】 正確勾選，但理由說明不清楚或未說明理由
【0分】 左欄未正確勾選或未作答，本題不計分

步驟 3  反思評價 

問  如果恭民想要進一步了解臺灣目前自由民主的表現是否優於前一政黨執政時期，則下列何
項資料最適當？請先勾選 1項，並說明理由。（50字內，10分）

 

勾選最適當的資料 理由

 2016-2022年臺灣的自由程度等級
 2008-2022東亞各國自由民主表現
 2008-2016年臺灣的自由民主表現
 2008-2016年臺灣的自由程度等級

擇一即可：

1. 比較不同時間點臺灣的自由民主表現，就能夠判斷是否
優於前一政黨執政時期。

2. 若要比較目前與前一政黨執政時期的自由民主表現，
2016年時為上一次政黨輪替，故應以 2008-2016年與
2016-2022年資料進行比較。

評分原則

【10分】 正確勾選「2008-2016年臺灣的自由民主表現」，且理
由論及「比較不同時間點臺灣的自由民主表現」或「不

同執政黨執政時期的自由民主表現」

【5分】 正確勾選，但理由說明不清楚或未說明理由
【0分】 左欄未正確勾選或未作答，本題不計分

答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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