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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類 科：社會工作師 

科 目：國文（作文與測驗） 

 

甲、作文部分： 

作家劉克襄嘗言：「作家在長年的生活歲月裡，以家園山川做為背景，展開生命悸動的

書寫，描繪自己的成長，往往是一塊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紀錄和生活刻劃。」身處寶島臺

灣這塊土地，每一個人對於孕育自身成長之家鄉歷史、人文、山川地理、風物文化，定當有

深刻感受，請以「家鄉之美」為題，在「地理景觀」與「心靈風景」之間，作文一篇，見證

您與土地的微妙互動。  

 

家鄉之美 

總有個地方孕育了自身至茁壯，總有股氣息撲鼻而來令人佇足，總是有陣特別的腔調能

勾起往日的種種情懷。家鄉正具備了上述的特質，承載著我的成長憶事。相信每個人的心頭

也都有一塊屬於自我，任何人事也無法替代的安祥搖籃，是嗎？ 

對於家鄉的回憶是由萬華而起。更確切地說，青年公園，南機場夜市和中華商場構築童年

歲月的主要舞臺，也是無憂慮牽掛，旋轉木馬伴隨音樂上下躍動的短暫童年與家鄉的點點滴

滴。 

小學的我放學總是趕緊寫完功課，但並非我勤奮向學，而是出於貪玩的玩心作祟。青年

公園是我玩耍大舞臺，三五頑童用鬼抓人的遊戲就可虛磨整個下午，光陰奢侈地拋灑，歡笑

聲盪漾枝頭，那單純無瑕的喜悅潔淨得不似真切。而公園一旁的外省老兵，不再用刀槍保衛

山河，而是沉穩氣定地圍坐於大榕樹下，於方寸棋盤中攻防交手。老與少、動與靜，在綠蔭

盎然的青年公園譜出祥和的旋律，絲毫無一絲不協調。 

南機場夜市是另外一處尋樂園。矮小的我儘管在川流不息的人潮中，奮力地匍匐前進，

才能攀到糖葫蘆推車的邊緣。可是十五元已能滿足童稚心靈那渺小的渴望，一解嘴饞。夜市

的撈金魚、小烏龜即能滿足我對若大世界的奇幻想像。 

中華商場匯聚了各省美食和音響電玩。任天堂紅白機是我努力考試的獎勵品。外省師傅了

得的手藝，形塑了每顆手工大饅頭，每一盤貓耳朵、每一碗刀削牛肉麵及大鍋貼。童稚時

期，若與家人一塊上館子大快朵頤一陣，那即是天倫之樂的和樂圖象。 

國中後離開了萬華。再回去竟已數年之久。機車代步使我能前往更多未知境地，或許是眼

界遼闊了，感官刺激飽和了，重回舊地竟使我短暫忘卻了幼年單純歡樂。故鄉仍在，景物已

非。淡水線因都市改建而拆除，老舊商場及交錯天橋消失使中華路開闊起來，但消失的鐵軌

路，四散各地的手工味及音響，南北貨逐漸沒落，最後只殘存在微弱的記憶裡。看到了流鶯

與眾多遊民，夜市逃生梯的注射針頭。心裡的星光遊樂園不再營運，旋轉木馬停止了它的運

轉。對照社會裡陽光照射不到的陰暗角落，我是受到家人何等的呵護？ 

「光陰黃金難買，一世如駒過隙。」童年的歡樂只殘留了部分微弱的影像。但家鄉之美

卻抽象而永恆的停留在心裡。 

 

乙、測驗題部分： 

  張秘書要布置縣政府辦公室，下列那一副對聯不適合作為縣長的座右銘？ 

百里才疏勤補拙，一官俸薄儉能廉 

枉要民眾一文錢，請唾吾面；實行公僕兩個字，勉盡我心 

庶民築靈臺，其惟賢者乃能樂此；工師得大木，毋許匠人斲而小之 

為政不在多言，須息息從省身克己而出；當官務持大體，思事事皆民生國計所關 

  下列詩詞，何者所描寫的是秋天的景象？ 

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臺煙雨中 

遙夜泛清瑟，西風生翠蘿。殘螢棲玉露，早雁拂金河。高樹曉還密，遠山晴更多。淮南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2 專技高考) 

 

共 4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一葉下，自覺洞庭波 

樓上晴天碧四垂，樓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笋看成堂下竹，落花都上燕巢

泥，忍聽林表杜鵑啼 

東風夜放花千樹，更吹落星如雨。寶馬雕車香滿路，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龍

舞。蛾兒雪柳黃金縷，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度，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闌珊處 

  《戰國策》：「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句中「右」

通「佑」字，有佑助之意。下列選項中「右」字的用法及詞性，何者與此相同？ 

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令豪「右」得固其利（《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 

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廉頗之「右」（《史記．廉頗藺相如列傳》）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怒而出奔（《左傳．襄公十年》）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見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漢書．高帝紀》） 

  下列選項中各組名詞意義何者近似？ 

瓊漿∕杜康∕壺觴 軌範∕繩尺∕子規 

漏壺∕銅鈴∕日晷 汗青∕丹墀∕韋編 

  下列各詩句所詠，皆與節慶有關，何者配對正確？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端午 

競渡深悲千載冤，忠魂一去詎能還。—重陽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春節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女星。—中秋 

  下列詩作：①長安城中月如練，家家此夜持針線（崔顥） 

②不堪今日望鄉意，強插茱萸隨眾人（楊衡） 

③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冷桂花孤（晏殊） 

④春城無處不飛花，寒食東風御柳斜（韓翃）。若依節令先後排序，正確的是： 

①④③② ④①③② ④③②① ④③①②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

子有窮苦顛跌，不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不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若

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王安石〈送孫正之序〉）此段文字認為君子能

「變時而之道若反手然」的原因是下列何者？ 

理解時代變化 素有清高聲望 堅守正道之志 奉獻國家之心 

  「處身者不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識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不中。夫

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不幸而過，寧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

之，未若非非之為正也。」（歐陽修〈非非堂記〉）文中所言，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作者勸人不宜多涉入人事之是非 

作者認為只要平心靜氣，生命中便不再有是非之爭 

作者認為指出別人的缺失以求改正比讚美他人之長重要 

作者追求的是不去批評上司，亦不接受下屬諂媚的寧定心態 

  「天下之車，莫不由轍，而言車之功者，轍不與焉。雖然，車仆馬斃，而患亦不及轍。是

轍者，善處乎禍福之間也。」（蘇洵〈名二子說〉）蘇洵為兒子蘇轍命名，從「處乎禍福

之間」，可見其意為何？ 

禍福相倚，常懷憂患 禍福惟人，謹言慎行 

禍福與共，相互扶持 禍福同免，遠害保身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作誦書史，常恨不見用。及用也，

又曰彼非我職，不敢言；或曰我位猶卑，不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

也，可不惜哉！」依據上文的內容以及行文的對象，下列何者不會是歐陽修對於諫官的期

許？ 

不在其位，不謀其政 勇於論事，不畏誅罰 

一朝拜官，夕上奏疏 直辭正色，面爭廷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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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下文，推斷□內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柔軟的海面恰是飛魚季節正常的氣候。划了一百多槳的光景，小蘭嶼在星空下成了凸出於

海面的影子，祖靈□□的島嶼。九人十槳，動作劃一是經驗豐富的槳手們的組合和默契，

各個皆顯得□□□□，意志堅定。（夏曼．藍波安〈海浪的記憶〉） 

客遊∕精神抖擻 客遊∕趾高氣揚 

休憩∕精神抖擻 休憩∕趾高氣揚 

  「沿用『匠氣』這樣的形容詞來形容一些不自然與造作的畫幅，雖然可以算是貼切，但

是，卻也總有誤導的影響，讓我們有了錯覺，以為畫畫不成就可以轉行去做工匠，以為真

正的工匠在才情與努力的程度上都低於真正的畫家。」（席慕蓉《寫生者》）此段文字能

給我們那一種啟示？ 

矯揉造作是缺乏創造力的表徵 社會上經常可見對畫家的溢美 

熟悉的語言可能隱含思想陷阱 不努力的人總是歸咎於沒天分 

古人謂鷗，有江鷗、信鷗、信鳧等，名稱歧異，也沒有細心的分科過。而其中《南越

志》云：「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及還州嶼，頗知風雲，若群

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為候。」當是舊記載裏較詳細的描述了。 

鑑於此，一九四○年的人毫不客氣的下此評語：他們對於鳥類的觀察，始終不細緻、不

正確，遺下的記載，尤屬簡略殘缺，常在名辭方面，輾轉注釋，乃愈增其迷糊。 

說這話的人，不知是誰。我想要歸究古人觀察鳥類的迷糊，應是缺了望遠鏡。一九八○

年時，我們已有了精良的望遠鏡，觀察的又如何呢？也許更入微了，卻未必優於《南越志》

那樣詳細的記載。 

  下列選項，何者近於上述文字之旨？ 

成果之優劣，不盡然取決於工具之良窳 

現代科技使人自負，破壞環境甚於以往 

自然之美從無改變，但今人卻無心欣賞 

當器物日益精良，人心卻開始日漸毀壞 

  「如何把觀察到的情景先在自己的大腦中整理出一條清晰的道理，再利用洗練的敘述方法

把這條理路表達出來，不但是成為一個大科學家，也是成為一個大文學家的必要條件（事

實上是成為任何方面的『名家』的條件之一）。君不聞乎？『世事洞明皆學問，人情練達

即文章』，所謂『洞明』，所謂『練達』，不外乎是理路清楚罷了。有人以為文學家不必

像科學家一樣思路清晰，才是大錯特錯。」（王寶貫〈觀察與記錄〉）本段文字認為要成

為某方面的『名』家，需具備那些能力？ 

分析歸納與精確表達 資料整理與檔案管理 

關懷他人與理路清楚 人情練達與自我犧牲 

  「同樣地，簞食瓢飲不美，美的是居陋巷不改其樂的人；竹篁短籬不美，美的是採菊東籬

下的人。在我們夜眠不過數尺、日食不過三頓的現實生活中，日漸繁複精緻的物質有時可

以引起一聲驚呼，但總是瞬間即滅。對設計者而言，可能透過創造的過程掌握到美；對銷

售者而言，可能經由販賣過程因擁有再運用的資金而油然心喜；可是，對擁有它的消費者

而言，透過交易行為而得到的物品能在我們的生活中引發多長的驚呼、激出多重的美麗，

就很值得玩味了。」（簡媜《微暈的樹林》）這段文字中，作者認為美的感受主要取決

於： 

精緻不凡的設計 充滿巧思的創造 

超然自在的境界 不期而遇的獲得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數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為不可改者，豈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不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

之法，使不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異，而其為國家天下之

意，本末先後，未嘗不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不必盡同；道者，

所以立本也，不可不一。此理之不易者也。故二子者守此，豈好為異論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不惑乎流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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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之遊士則不然。不知道之可信，而樂於說之易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切之計而已。

故論詐之便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率而為之者，莫不有利焉，而不勝其害也；

有得焉，而不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李斯之徒，以亡其身；而諸侯及秦

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不

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易彼也。或曰：「邪說之害正也，宜

放而絕之。則此書之不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說也，固將明其說於天下，使當

世之人皆知其說之不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說之不可為，然後以戒則明；

豈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曾鞏〈戰國策目錄序〉） 

請依上文回答第 16 題至第 18 題 

  文中認為孔孟在「舊法已亡」、「舊俗已熄」的時代，仍主張「先王之道」的理由是什

麼？ 

孔孟想要返回古代的儉樸風氣 

孔孟認為先王之道不因時代而改變 

孔孟明察當時的時代已非過去的狀態 

孔孟因為反對遊士之說而無法忘懷先王之道 

  文中「遊士」和孔孟選擇不同的原因為何？ 

目光短淺，急功好利 未受教化，思慮不周 

崇武尚勇，喜好戰爭 道德低落，心術詭詐 

  本文作者既知這些遊士言辭之弊，卻仍主張保留其書，其理由為何？ 

使人能鑑於其弊而知杜絕 盼能保留菁華而去其糟粕 

留下史錄予後人自行評斷 不能因人廢言而玉石俱焚 

「昔呂文懿公，初辭相位，……有一鄉人，醉而詈之，呂公不動，謂其僕曰：『醉者勿

與較也。』……逾年，其人犯死刑入獄。呂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

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不謂養成其惡，以至於此。』」（袁了凡《了凡四

訓》） 

請依上文回答第 19 題至第 20 題 

  下列選項，何者為非？ 

「詈」：多話  「責治」：處罰懲治 

「存心於厚」：心懷仁厚 「不謂」：不料、意想不到 

  下列選項何者最接近上文意旨？ 

勿以善小而不為 規過須及時，以杜後患 

喝酒易亂事，不可為之 少若為小惡，大必為大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