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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題 5-1：111學測 

一、  

2007 年臺灣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執行長林依瑩推出「不老騎士」計畫，帶 17 位平均 81

歲的爺爺奶奶，花費 13 天自行騎著摩托車環島 1139 公里。這群「不老騎士」中，有 2 位曾罹

患癌症、4 位需戴助聽器、5 位患有高血壓，即使其中有人三進三出醫院，但還是完成了險峻路

途的挑戰。這些騎士們曾是警察、軍人、牧師、老師或理髮師等，在不同人生經驗的交流中，

豐富了彼此的視野。 

    2012 年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則有「樂齡卡打車」（Cycling Without Age）運動。哥本哈根一

位中年上班族奧利（Ole Kassow）有感於安養機構的老人家行動不便，於是利用下班時間，用

三輪車載老人家外出兜風。老人開心地要求回到他們充滿回憶的地方，有些多年不說話的老人，

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著自己與地方的故事；失智症患者變得不再暴躁；盲人對志工訴說他們聞到

花香、聽到鳥鳴，感覺微風吹拂過耳際。志工駕駛員因此聽到許多生命故事，更進一步認識自

己的城市，也彷彿和老人形成了某種奧秘的聯繫。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臺灣與丹麥的樂齡活動案例，都有堅定的推動者。請分析上文所述兩件案例，活動

內容的關鍵差異是什麼？用意有何不同？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如果要帶長者在臺灣進行樂齡之旅，一定有許多待注意事項。請以「樂齡出遊」為

題，寫一篇短文，說明樂齡出遊的意義，並思考如何照顧到長者在生理與情感上

的需求。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占 21 分） 

知性題 5-2：110學測 

一、  

記憶可以被編輯或刪除嗎？2004 年美國電影《王牌冤家》（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敘述一對怨偶在一次激烈的爭吵後，先後踏入提供記憶刪除服務的「忘情診所」，主動

要求洗去記憶。女主角成功地洗去兩人的戀愛記憶，男主角則在記憶清掃的過程中，因為看見

舊日時光的美好，想保留一切甜蜜與悲傷的記憶，而開始和電腦清除系統搏鬥。2017 年，臺灣

導演陳玉勳將自己的短片〈海馬洗頭〉改為長片《健忘村》。〈海馬洗頭〉的創意發想，來自於

「人的記憶都存在大腦的海馬迴裡」，電影中因此有「海馬洗頭店」，專職幫人洗去記憶。《健忘

村》則有一件寶物「忘憂神器」，可以清除記憶。村長為了一己私利，引誘村人「忘憂」，刪除

村人的部分記憶。 

電影裡的想像也許有一天會發生。2019 年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利用「光

遺傳學」技術影響海馬迴，開發類腦晶片，可模仿大腦儲存和刪除訊息的方式，能精準刪除老

鼠腦中特定的記憶。這項科技將有望應用於心理創傷者、藥物成癮者的治療，清除其長時間的

負面與病理性記憶。此外，也有政治哲學教授諾齊克提出「經驗機器」思想實驗：假設有一臺

機器可以提供所有想要的幸福經驗，甚至可以定期修改，無論是領袖群倫、環遊世界……，使

用者想要的「幸福人生」，都可以事先設定。面對這樣的機器，人類將如何抉擇？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依據上文，請說明電影裡的「忘情診所」和「健忘村」，在刪除部分記憶的劇情上

有何差異？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假設「經驗機器」存在並且運作穩定，可以讓人享受虛擬的「幸福人生」，你認為

將對人類產生什麼影響？權衡利弊，你會支持開放這樣的機器上市嗎？請闡明自

己的意見。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占 21 分） 

知性題 5-3：109學測 

一、  

玩具種類繁多，大致可以分成古典玩具、積木玩具與擬仿玩具這三大基本分類。古

典玩具其特徵是造型簡單，不刻意模仿現實事物，提供兒童以各種方式耍弄，即常見的

童玩（七巧板、陀螺等）。相反地，擬仿玩具不同於積木玩具的單元式或化約式排列組

合，這類玩具試圖模擬現實上或想像上的事物樣貌。模仿的對象從名人偶像、卡漫人物

到槍砲刀劍、交通工具、軍事武器等應有盡有，並分別發展為自成一格的複雜體系。  
擬仿玩具不只是提供存在的物質本身，更包含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象、敘事、歷史記

憶等脈絡。例如卡漫玩具主角衍生自整套卡漫文本；交通玩具（跑車、工程車等）則可

引發對某種生活方式、社會地位與品味的認同；軍事武器則關聯於對戰爭史和科技發展

史的知性興趣。  

各個時代的孩子都會拿日常生活中取得的物品製作玩具，或者是自己設計、就地取

材。專門替小孩製作玩具這種現代化形式，一直到啟蒙主義時代才出現。當時德國人對

兒童的教育非常嚴格，但不久便有人開始對這種教育方式產生質疑，並重新思考孩子的

本質及教育的意義。這些人肯定遊戲對孩子不可或缺，同時也提倡學習應該是快樂而非

枯燥、無趣，因此接著又出現強調合宜的玩具對孩子具有重要性的聲音，福祿貝爾就是

支持此種主張的人士，於是造型簡單的積木於焉誕生。  

  玩具的存在體現價值觀的變遷而反應在玩具的型態上，那麼要怎麼看待孩子玩玩具？

小時候常常聽到大人告誡不要再玩玩具了，趕快去用功讀書，但現今也常常聽到許多專

家學者不斷鼓吹玩出創造力，即使還是有許多人認為買玩具是一種奢侈、享樂主義式的

行為。  

樂齡：對 60 歲以上年齡段的別稱，本文

Without Age 譯為「樂齡」，為「樂以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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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對於玩具是否是一種可以玩出大能力的中介物，還是仍認為它是享樂？這都顯

示出不同類型的人對玩具消費看法的差異，它到底是玩物喪志？還是玩物養志？顯然仍

各說各話。（改寫自張盈堃〈物體系：玩具的文化分析〉）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請依據上文，說明積木誕生的背景因素。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 行）。

（占 4 分）  

問題（二）：玩具對你而言，較偏向「玩物喪志」或「玩物養志」？請就你的成長經驗，

說明你的看法。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占 21 分）  

知性題 5-4：108學測 

一、 

糖對身體是有好處的，運動過後或飢餓時，適當地補充糖會讓我們迅速恢復體力。科學研

究也發現，大腦細胞的能量來源主要來自葡萄糖，當血糖濃度降低時，大腦難以順利運轉，容

易注意力不集中，學習或做事效果不佳。不過，哈佛醫學院等多個研究機構指出，高糖飲食會

增加罹患乳癌及憂鬱症等疾病的風險；世界衛生組織也指出，高糖飲食是造成體重過重、第二

型糖尿病、蛀牙、心臟病的元兇，並建議每日飲食中「添加糖」的攝取量不宜超過總熱量的 10%。

以每日熱量攝取量 2000 大卡為例，也就是 50 公克糖。我國國民健康署於民國 103 年至 106 年

的「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中，有關國人飲用含糖飲料的結果如圖 1、圖 2 所示。 

  

 

 

圖 2、國人每週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者，其每週平均喝的次數 

請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國民健康署若欲針對 18 歲（含）以下的學生進行減糖宣導，請依據圖 1、

圖 2 具體說明哪一群體（須註明性別）應列為最優先宣導對象？理由為何？

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讀完以上材料，對於「中、小學校園禁止含糖飲料」，你贊成或反對？請

撰寫一篇短文，提出你的看法與論述。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

（占 21 分）  

知性題 5-5：107學測 

一、 

自從有了電腦、智慧型手機及網路搜尋引擎之後，資訊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大腦處理資

訊的方式。我們可能儲存了大量的資訊，卻來不及閱讀，也不再費力記憶周遭事物和相關知識，

因為只要輕鬆點一下滑鼠、滑一下手機，資訊就傳到我們面前。 
2011 年美國三位大學教授作了一系列實驗，研究結果發表於《科學》雜誌。其中一個實驗

的參與者共有 32 位，實驗過程中要求每位參與者閱讀 30 則陳述，再自行將這 30 則陳述輸入電

腦，隨機儲存在電腦裡 6 個已命名的資料夾，實驗中沒有提醒參與者要記憶檔案儲存位置（資

料夾名稱）。接著要求參與者在 10 分鐘內寫出所記得的 30 則陳述內容，然後再進一步詢問參與

者各則陳述儲存的位置（資料夾名稱）。實驗結果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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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國人每週至少喝 1次含糖飲料之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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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一）：有甲生根據上述的實驗結果主張：「人們比較會記得資訊的儲存位置，而比較不

會記得資訊的內容。」請根據上圖，說明甲生為何如此主張。文長限 80 字以內（至

多 4 行）。（占 4 分） 
問題（二）：二十一世紀資訊量以驚人的速度暴增，有人認為網路資訊易於取得，會使記憶力

與思考力衰退，不利於認知學習；也有人視網際網路為人類的外接大腦記憶體，

意味著我們無須記憶大量知識，而可以專注在更重要、更有創造力的事物上。對

於以上兩種不同的觀點，請提出你個人的看法，文長限 400 字以內（至多 19 行）。

（占 21 分） 

感性題 5-1：111學測 

二、  

關於地球的記憶 

被文字固禁在課本裡 

我們的筆尖游走在山脈和海洋 

翻譯每片花瓣的嬌嫩和露水的清新 

所有的言語 答案 

都靜放在我們的課本裡 

等待我們翻起這一切的序幕（節錄自薛憶婷〈我們的課本〉） 

以上這首詩，從課本啟動天馬行空的遐想，瞥見知識豐富的樣貌。科學頑童費曼（Richard P. 
Feynman）曾說觀察轉動的餐盤，讓他得到很大的啟發，領略了興之所至的樂趣。物理課可讓

我們發現萬物運行的迷人，生物課帶領我們進入細胞核遊歷，外語課讓我們聽見世界不同的文

化。國文課堂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輕羅小扇撲流螢」，詩中情境也往往能讓人神

遊於現實之外。中學教育的課程內容，是否曾經點燃你對知識的熱情？打開課本時，不知能否

如〈我們的課本〉所述，揭開知識想像的序幕。 

請回答下列問題： 

如上文所述，若能從不同角度切入課本，進入知識的想像，或許可以讓課本帶領我們經歷

驚奇的旅程。請以「當我打開課本」為題，寫一篇文章，敘述任一學科課本對你的意義，書寫

你探索課本內容、知識的經驗與體會。（占 25 分） 

感性題 5-2：110學測 

二、  

甲 

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打開來看，明亮可喜，關起門後是嗡嗡的黑暗。什麼都不會壞掉，埋

在霜雪的角落。我們的感情是冰箱，有時很滿有時很空，一切都可以保存很久，冷冷的，可是

很新鮮，看起來都像昨天。（柯裕棻〈冰箱〉） 

乙 

農曆年前我媽換了新冰箱。雖然舊的其實也還好，十數年如一日修長高冷玉面如銀，該凍

肉時凍肉，該製冰時製冰，門沒關緊永遠忠實地響警告聲。燈泡甚至沒有壞過一次。只是我媽

長期嫌它不得力，冷藏室裝一隻生雞一鍋燉肉就周轉不過來，胃口那樣地小，像一個節食的人，

廚房裡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個節食的人。我常常看見她蹲在那兒，腳邊圍滿生鮮，鬥盡心智排列

組合，在最有限空間裡籌備出最大的寬容，冰箱門好像看牙醫的嘴開太久不斷嗶嗶叫，簡直像

在哭了。感覺兩方都十分苦惱。 

    我認為運用如常的器物毋需特別汰換，也主張大家都不妨少吃一點。顯然我媽不作此想。

她說：「總之我就是想要一臺大冰箱啦。」但如此一來，我反倒領悟了，這完全是某商品宣傳詞

「豈止於大」（Bigger than bigger）的道理：一座夠大的新冰箱也豈止於冰箱，它是一種想像，

一種意境，一種可能性，它富有召喚家庭生活最好願景的潛力。（改寫自黃麗群〈如果在冬天，

一座新冰箱〉） 

請回答下列問題：  

冰箱可以很滿，可以很空，當你打開冰箱，通常想尋找什麼？又看見什麼？假如有一座屬

於你的新冰箱，你會有怎樣的想像？冰藏什麼（虛實皆可）會符合你所期待的美好生活？請以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為題，撰文一篇，文長不限。（占 25 分）  

圖 1 記憶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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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題 5-3：109學測 

二、  

甲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

〈臨江仙〉）  

乙 

    山居中的恬靜最使人心生歡喜，覺得充滿了幸福。但這種感覺完全是屬於我個人

私己的，難以和他人分享。當深夜沉寂，偶爾會有一部卡車從山腰轟隆急馳而過，聲音

在峽谷間響應激盪，久久停留，我往往就會從安寧的心緒中驚覺過來。車上至少有一個

聚精會神在奔波的人，重山曲流外就是苦樂混合著沸騰的紅塵，那裡面也有著我的妻女

和親友，而我卻一個人上山來獨自享受清靜。那麼，我的幸福是不是純由逃避式的懶散

得來的呢？山居只是自己刻意經營的一種看似空靈其實奢侈的生活？心安理得會不會

是虛幻而脆弱的？  
    至少，我不希望如此，因為人間是我的根本用情處。（陳列《地上歲月‧山中書》） 

請回答下列問題：  

  甲文中，蘇軾面對夜闌風靜，意欲「小舟從此逝」，遠離塵世；乙文中，陳列則從

山居中的恬靜，興發「人間是我的根本用情處」的情思，二者顯然不同。請以「靜夜情

懷」為題，連結甲文或乙文的體悟，寫一篇文章抒發你對靜夜的體驗及感受。（占 25 分）  

感性題 5-4：108學測 
二、 

甲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隱逸．陶潛傳》) 

乙 

飯後，眾人各自有事離去，留下貞觀靜坐桌前獃想。她今日的這番感慨，實是前未曾有的。 

阿啟伯摘瓜，乃她親眼所見。今早，她突發奇想，陪著外公去巡魚塭，回來時，祖孫二人，

都在門口停住了，因為後門虛掩，阿啟伯拿著菜刀，正在棚下摘瓜，並未發覺他們，祖孫二個

都閃到門背後。貞觀當時是真愣住了，在那種情況下，是前進呢？抑是後退？她不能很快作選

擇。 

然而這種遲疑也只有幾秒鐘，她一下就被外公拉到門後，正是屏息靜氣時，老人家又帶了

她拐出小巷口，走到前街來。 

貞觀人到了大路上，心下才逐漸明白：外公躲那人的心，竟比那偷瓜的人所做的遮遮掩掩

更甚！ 

貞觀以為懂得了外公的心意：他怕阿啟伯當下撞見自己的那種難堪。 

事實上，他還有另一層深意，貪當然不好，而貧的本身沒有錯。外公不以阿啟伯為不是，

是知道他家中十口，有菜就沒飯，有飯就沒菜。(改寫自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 

閱讀甲、乙二文，分項回答下列問題。 

問題（一）：請依據甲、乙二文，分別說明陶潛對於人子、外公對於阿啟伯的善意。文長限 120
字以內（至多 6 行）。（占 7 分） 

問題（二）：陶潛或者外公對他人的善意，你可能也曾見聞或經歷過，請以「溫暖的心」為題，

寫一篇文章，分享你的經驗及體會。（占 18 分） 

感性題 5-5：107學測 

二、  
你在傾聽小魚澼濺的聲音 
張望春來日光閃爍在河面 
微風吹過兩岸垂垂的新柳 
野草莓翻越古岩上的舊苔 
快樂的蜥蜴從蟄居的洞穴出來 
看美麗新世界野煙靄靄── 
在無知裡成型。你在傾聽 
聽見自己微微哭泣的聲音 
一片樹葉提早轉黃的聲音（楊牧〈夭〉） 

請閱讀上列詩作，分項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一）：詩中有聲音的傾聽，有視覺的張望，也有快樂與哭泣。作者描寫春天的美麗新世

界，但詩題為何命名為〈夭〉？請從詩句中的感官知覺與情感轉變加以說明。文

長限 120 字以內（至多 6 行）。（占 7 分） 
問題（二）：普魯斯特（Proust, M.）在《追憶逝水年華》中說：「一小時不僅僅是一個小時，

它是一只充滿香氣、聲響、念頭和氛圍的花缽」，說明時間的認知與感官知覺及

感受有關。楊牧的〈夭〉透過感官描寫，傳達季節的感知，請以「季節的感思」

為題，寫一篇文章，描寫你對季節的感知經驗，並抒發心中的感受與領會。（占

18 分） 

力：勞役、人力。 

旦夕之費：日常的花費。 

薪水：打柴汲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