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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題型 

 
 
行政學在國考當中，除了高考二級以上的「行政學研究」是以全申論

題的方式出現，其餘的考試都是以申論＋選擇或是全選擇的形式。同時，

相對於比較發散的申論題而言，選擇題只需要在四個選項中做選擇就好，

是一般考生會主力著重以搶得基本分數的題型。 
不過，選擇題想拿高分，除非是天生能手，對一般的考生來說也是需

要煞費一番苦心搏鬥，才能兩分兩分慢慢賺到的。在本書第二部分的第一

單元，將針對選擇題型進行拆解，用簡單無負擔的方式，提供讀者「有條

理」、「有策略」、「有目標」的選擇題的備考指南，不再亂槍打鳥或簽

樂透式的浪費掉寶貴的時間。 
如同本書強調的，考試就是一場遊戲。真正的玩家不必是武林高手十

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只需要了解遊戲的規則與邏輯，如庖丁熟悉了牛身上

所有的肌肉紋理與骨骼線條，接著就針對這套規則游刃有餘的把題目給解

掉而不費吹灰之力。 
以下，會先就國考中選擇題的分佈表現進行簡介，接著分享在備考階

段如何「有效」的準備選擇題，包含備考流程指南以及實際應考的策略。

最後，針對選擇題的類型進行簡介。 

 

主題 1



行政學（概要）－圖說關聯記憶 

10-2 

一、國考選擇題介紹與配分策略： 
(一)選擇＋申論： 

在高考以及特考三等的考卷中，是以「兩題申論」＋「二十五題

選擇」的方式呈現，配分各為25分。以60分為門檻的話，申論題若是

完成基本架構，並在內容平鋪直述的一一回答到考點，分數大約可以

拿到15分上下。就算以相當保守的一題拿到10分進行計算，若對學科

有基礎的掌握，申論題兩題得分至少有20分（實際上絕對不止但這邊

非常客氣地打折算給大家看），那麼選擇題需要考到40分，加總就能

達到60分。 
選擇題滿分50拿到40分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二十五題只能錯五

題。乍看之下覺得有點挑戰，但其實如果你做過考古題，就會發現一

份考卷中絕大部分題目都是幾乎不太需要思考就能解出來的。五題的

可錯範圍中，配額給一兩題冷門題，加上粗心、沒背到的題目，其實

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選擇題要錯五題內並非困難的事，只要能掌

握六成的內容幾乎就能解出九成題目。實際上相信大家申論兩題也不

止只拿20分，因此，在練習時以「錯五題內」為目標，是具有可行性

以及實際效益的目標。 
(二)純選擇： 

在普考以及特考四等的考卷中，不會有申論題，以行政學的五十

道選擇題跟大家見面。用同樣的邏輯計算起來相對單純許多：目前普

考錄取分數保守的以80分為目標的話，意思是一題2分的選擇題可以錯

到十題。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字其實就是上一個部分「申論＋選擇」模

式中，「二十五題選擇可錯五題」的兩倍。 
或許有人認為不能這樣計算，因為還要考量兩種類型考卷的差異

性。不過，根據我對於各式考試的考題觀察。其實就「難度上」，高

考選擇題和普考選擇題在難度上並沒有太大差異。言下之意，就選擇

題部分其實高普考或三四等特考之間的策略是可以通用的。 
至於要怎麼做到，則在後續主題中會一一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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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練習指南與應考策略： 
既然在各類型國考的行政學中，選擇題都是必考題型，那麼在了解了

「配分」的情況後，我們就要思考如何「搶分」了！以下分別就備考時程

以及應考策略進行討論： 
(一)備考時程安排： 

通常而言，在國考行政類科的備考大致可以切成三大階段，分別

是前期的打基礎階段、中期的考古題練習階段，以及後期的考前綜合

衝刺階段。 
各個階段有不同的任務與目標，備考絕對不是漫無目的的亂衝瞎

撞，清楚知道不同階段的自己需要什麼？該做什麼？除了能節省許多

時間，也能讓自己隨時都清楚知道自己的狀況，避免出於未知的恐

懼、擔心與自我懷疑而影響讀書步調。 
以下分別就各個階段的任務目標進行分享： 
1.備考前期：成為「好學生」。 

在準備前期打基礎階段，備考的策略是成為一個「好學

生」，把學科內容「好好學」起來。所謂「好好學」並不等於

「拼命背」，而是要有技巧性的用最少時間系統性掌握最精確

的內容。認真衝刺卻往錯的方向，就像催足油門往反方向開，

開再猛也到不了目標。反而聰明的開，速度不用快卻走對捷

徑，既省力效果又好。 
要成為聰明的「好學生」，建議先由大方向著手對學科進

行認識，不要一開始就雞蛋裡挑骨頭的要去深入到細細碎碎的

小內容。否則在面對像行政學這種包山包海的學科時，剛起步

就會整垮自己（更別說考試也不只行政學一科，真的不要跟自

己過不去）。 
由於多數選擇題都是屬於基本常識與概念的考題，與其去

死記硬背一堆名詞、口訣，倒不如以認識與了解大要意涵為目

標。在有了整體性的概念與初步認識後，隨著讀書次數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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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然而然就能越來越深入，不用太過刻意去鑽牛角尖也能

循序漸進的把握學科。 
順著先抓大後捕小的備考邏輯，在打基礎階段可以利用手

邊參考書的章節、大標題、小標題，建構起對學科各主題的認

識。再聚焦到標題底下的解釋內容，最後才是有些參考書的額

外補充內容部分。這種循序途徑與一般拿到書就不分青紅皂白

直接狂嗑的學生相比，前者就像先看到整隻大象，再慢慢去認

識大象的耳朵、鼻子、腳……；後者則是一開始就在看象鼻以

為大象是管子的樣子，等會兒又看到大象的肚子以為大象是一

面牆的樣子，搞到最後把自己給弄糊塗了還不知道大象到底是

什麼。 
2.備考中期：成為「好考生」。 

在備考中期，我們要學習如何成為「好考生」。「好學

生」熟讀學科，但要站上考場只是好學生還不一定能拿到分

數，這時候就需要成為能有效奪分的「好考生」。當你自認為

對學科已有六、七成的認識，就可以進到考古題的實際練習階

段了！一般來說，大約考前兩個月到一個月之間，可以進入考

題練習。 
要成為好考生，就要知道該如何把所學到的知識用來解題

得分。同樣的，考古題也不是一股腦地栽下去做，而是有技巧

性的練習讓考古題的功效發揮到最大。由於這個階段的目標除

了自我能力檢測，同時也要認識考題玩法與趨勢。在練習時千

萬不能抱著僥倖或自欺的心態。只要有不確定的選項，就要打

上記號再回到課本中去複習。當然如果答錯的題目，便更要回

到課本中重新再複習一次。交相來回之下，能更清楚且有目標

性地進行複習，讓臨場實力快速提升。 
藉由技巧性的練習方式，考古題一方面能夠檢視自己的學

習狀況，找出學習上的盲點與漏洞。另一方面，在作答時也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