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 2006 年中文常識比賽 

命題相關議題 
 

一. 命題原則 

1. 不採用倒裝句問法，如先述說選項，再說明題目。 

2. 題目表達儘量口語化，讓學生能聽得懂為要。 

3. 各類問題平均分配；避免”以上皆非”的答案選項。 

4. 團體組初賽較易，決賽較難。分配比例見命題方向。 

5. 個人組決賽題目，由易到難，依序發問。 

6. 題目以實用、聽力辨別，並與日常生活結合者為上。 

7. 考題備有標準答案，並註明出處。 

8. 題目範圍以 10 年來的考古題庫為範圍，但考題不完全一樣，甲、乙組可互換題目，丙、丁組可互

換題目。 

9. 避免變動性的數據，爭議性的考證與論點，與現狀不符的地理資料或政治劃分。地方性的題目，例

如台語唸『紅龜粿』。 

10. 切莫對任何人透露本身為出題人，並不得討論相關資訊，更不得洩題。違反此原則者將會永留在

記錄內。 

二. 命題方向 

1. 內容分配 (賽前會議決議) 
甲、乙、丙組都增加清朝部份。陳正香老師補充教材的 1-100 個成語將取代考古題庫中非華語課本

之成語，至於題庫中華語課本的成語仍將保留。成語的 101-120 則為南加州代表隊參加全美比賽時

要用到。 

2. 試題難易 

 

試題 團體初賽 團體決賽 個人賽 

容易 30% 20% 70% 

中等 40% 30% 20% 

困難 30% 50% 10% 
 容易: 淺易明顯的大題。如:漢、唐之間的三國是那三國? 

 中等: 明顯的小題。如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誰? 

 困難: 引申的題目。如:中國人敬天畏祖的傳統表現，是那一種思想? 

3. 試題數目 

比賽別 團體賽 出題 個人賽 出題 

初賽 25 30   

決賽 25 30 9 60(丁170) 

預備 10 12 5 10 
  試題皆為選擇題。團體組決賽前 15 題為個人項目，後 10 題為團體項目。 

 

 

 

4. 補充教材試題範圍 

   1.小學組不增加清朝，仍以楊淑禎老師的「中國歷史文化概論」劃線的為主 

(以石器時代到南宋的楷書文字部份內容為限)。 

2.全美補充教材有錯字請自行訂正。 



        (1). P.47 清朝的興盛與衰亡 的第二行下半段『廢除苛捐雜裞』改成【稅】 

     (2). P.47 清朝的興盛與衰亡 的第六行中間『尼不楚條約』改成【布】 

     (3). P.48 第四行上半段『乾隆寵信的軍機大臣和坤』改成【和珅】 

     (4). P.48 第七行中間『如嚴辦和坤與平亂』改成【珅】 

(5). P.51 第二行下半段『各式各樣的建築美輪美奐』改成【侖】 

(6). P.52 第六行中間『日本突然轟沈清朝的運兵船』改成【沉】 

此題為了不使學生誤會所以改成此字。在字典上是同一個字。 

 

   3.南加州中文常識比賽成語教材，成語選項 
 高中組成語 100 個:   No.1-No. 100 

 美生高中組成語 75 個: No.1-No.75 

 初中組成語 50 個:   No.1-No. 50 

 小學組成語 30 個:   No.1-No. 30 
 

5. 補充教材內容仍待商榷者 

a. 蒙恬發明毛筆，是用那一種動物的毛? 

b. 「南、北方」菜 — 如何劃分南、北方 

c. 鼎鼐調和 — 原為向皇帝進言，非與營養有關? 

d. 長袍 — 乃內衣，非外衣? 

e. 六「淫」 — 通稱六「氣」? 

f. 長江的新發源地是「唐古喇山」? 黃河的發源地仍是「巴顏喀喇山」。 

g. 秦嶺是長江「流域」與黃河「流域」的分水嶺；巴顏喀喇山是長江、黃河的分水嶺。(見國立編譯館

之高中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