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私立醫校院聯合招考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參考答案疑義釋疑 

國文科 

題號 釋疑說明 釋疑結果 

3 

釋疑：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僅有「跋扈」

一詞，無「拔扈」之文。多家字典、辭典也僅有「跋扈」，

未有「拔扈」詞條。本題出題意旨為辨別考生對現今常

見詞語之字形糾錯能力，非考辨古今字形字源同通問

題。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15 

 

 

 

 

 

 

釋疑：本題題幹要求考生選出「最不適當的選項」。本

題答案為（C）「《上流社會禮儀─爾雅》」。《爾雅》列為

十三經之一，為中國最早的訓詁書籍，與禮儀無關。由

書籍內容與描述文字的關聯性來看，顯然為「最不適當

的選項」。至於水滸傳中人物，依原書所述，多為官逼

反民、反抗威權之人，不宜完全以負面的山賊視之。維

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33 

釋疑：題幹節錄余光中〈鵝鑾鼻〉，為詩人於鵝鑾鼻燈

塔眺望大海的感受。「一萬匹飄著白鬣的藍馬」描述海

浪的外形，「白鬣」是浪潮前端的白色泡沫。「呼嘯著，

疾奔過我的腳下」，言海浪的聲響與速度。且題幹節錄

之詩文可看出描述對象具有動態意象。因此答案為「海

浪」較「山巒」更為合適。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40 

釋疑：本題題幹敘述「肺病的特徵是慢吞吞的，使人有

病的感覺而不一定時時有死的恐怖。病的感覺，便是覺

得自己更嬌貴了，動彈不得，享受卻少不得。沒有死的

恐怖，便得為將來生存下去打算，生存下去便少不得享

受，享受便少不得錢，於是少爺口裏咽著十全大補膏，

胸裏打著金錢算盤。」本題關鍵為解讀「打著金錢算盤」

於上下文脈絡的意思。即服食藥物、補品，心中會自然

盤算著多項費用，進而妨礙了日常生活。又，文本之「享

受」為「倒反」敘述，亦即得到肺病需要服用昂貴的藥

物、食用營養的食物，這些都需要耗費大量金錢。所以，

題幹要求選出「最為正確的選項」，應為「（A）治療肺

病所費不貲」為本文主要意旨，而非「(B)罹患肺病使

人更渴望享受」。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題號 釋疑說明 釋疑結果 

41 

釋疑：考生應就題幹文本進行閱讀、理解、作答。

文本文中明白敘述：「就診率隨年齡成長而上升」，

與選項（A）「惡性腫瘤患者年齡越高，就診率越高」

的敘述意思相同，且文中亦言「以 65 歲以上者之

9081 人為最高」，顯然作者是以 65歲以上的人總歸

為一個層級。以上均是題幹中與此答案直接相關的

敘述。綜合以上兩點，故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46 

釋疑：題幹文本：「『修齊』便是先由個人內在修養作起，

『治平』則是個人道德的延伸，以現代意義來說即為公

私領域的畫分。這是儒家的一個理想，但無法在現代社

會實現。」下文又言：「我們如要改造中國傳統，似應

先從公私領域的畫分清楚開始。」亦即儒家理想雖好，

但卻無法在現在社會實現，其間必有問題。而作者認為

中間最關鍵的點在於儒家沒有針對公私領域的差別、畫

分。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50 

釋疑：題幹文本「為防制丙泊酚遭濫用而發生意外，行

政院分別於 104 年 3 月 26 日及 104 年 8 月 10 

日公告 增列丙泊酚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及第四級毒

品。……為加強丙泊酚之管理，食藥署於 105 年及 106 

年針對使用量較大的診所、藥局及獸醫診療 機構等進

行專案稽查，查獲違規者均依法處辦。」考生多執著於

題幹文本沒有提到實際「案例」。然依據文本「查獲違

規者均依法處辦」，用「均」即表明有實際發生並已處

置之例子。又，選項（D）「食藥署仍視丙泊酚為舒眠適

宜補品」，此選項之「補品」一詞，亦足可使考生選出

正答。維持原答案。 

維持原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