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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 

時間與篇幅 

相較於四個選項挑一個的選擇題，申論題是讓許多考生沒有頭緒而頭

痛的考試方式之一。然而，透過對於申論題形式的拆解，還是可以把看似

無邊無際要在空白作答紙上作答的申論題，變成有如選擇題般具有清楚樣

子的戰場。如此一來，申論題就不會那麼難對付了！ 
許多考生一頭栽進申論題，直接在讀完書後就把題目拿來嘗試作答，

卻碰得一鼻子灰而感到挫折。比較理想的做法，是一步一步的從形式再到

內容來理解申論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了完整的認識後，再拿起題目就

能輕鬆的下筆，將所學知識轉換成有分數的作答。 
首先，在主題1中，我們先不急著開始分享申論題的技巧。而是要先跳

出來觀察一下在公共政策這個考科當中，申論題作答時的形式條件。正所

謂「天時、地利、人和」，兩軍交戰前，要先考察四周地形並考量作戰時

機，以利將手邊所具有的資源做出最佳規劃，推出致勝的出兵策略。同樣

的，在進行解題前我們也需了解一下你有多少的篇幅以及時間，又該怎麼

分配。在掌握「天時與地利」的大原則下，才進一步在後續主題中關注「人

和」的部分，也就是如何運用作答上的具體技巧充分展現對於學科知識的

掌握。 

一、天時：高考公共政策申論題作答時間分配。 

高考三級的公共政策考試時間，過去皆安排在三天考程的第三天的第

二科（13:00～15:00），說得好聽是壓軸考科，說得直接就是最後一科。通



公共政策  狂作題本 

 

1-2 

常到了這個時間，有些考生已經歸心似箭，有些則是勝券在握，但無論如

何既然上了考場就要有始有終，耐著性子沉住氣好好地處理完這最後一科。 

(一)作答時間分配： 
時間上，公共政策如同其他全申論的考科，有兩個小時（120分鐘）

的時間可以作答。平均一題下來就是30分鐘的作答時間。較不建議把

時間壓在會寫的題目，而直接放飛不熟的題目。因為計分上四題加總

才是最後的分數，而一道25分的題目再高能突破20分就已經很厲害

了。如果僅想依靠一兩題衝高而把時間不平均的分配，最終分數上或

許獲得一兩題的高分，但整體上仍不足以幫助你達到上榜分數線。因

此，在考場一般情況下以及平時練習時，建議仍以一題30分鐘為標準

來計時。 
而這30分鐘一題的速度，更細部的來分析，對應到作答時的流程

──審題、作答、檢查──大致的時間分配如下： 

審題（含思考）：3～5分鐘 
作答：20分鐘 
檢查（含緩衝）：5分鐘 

首先，拿到考卷看到題目後，第一件該做的事情不是緊張發抖，

而是仔細地先讀過考題，並且抓出考題的考點、子題（有關審題技巧

在主題2會介紹）。審完題後就像是拿到了圖書館的索書號一樣，接著

就要去腦袋的記憶中調出可以用來解題的素材，稍作構思看看等等作

答時可以怎麼樣下手。這整個過程以不超過5分鐘為原則。當然如果你

已經是老手，解題經驗豐富，就能花更少的時間讀完題目並構思出作

答策略。時間上就能挪去給下一階段的作答來用了。 
接著，是重頭戲作答階段。一般保守計算在平常練習時可以用20

分鐘當一個參考值，以免實際上到考場加上緊張等等狀況，反而耗掉

一些時間而來不及作答。同樣的，把這作答的20分鐘拆開，依據作答

架構的「前言、正文、結論」可以進一步分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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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3分鐘 
正文：約15分鐘 
結論：2～3分鐘 

有關三個部分的作答技巧及細節，會在主題3到5中說明。屆時再

回過頭來搭配這個時間分配進行參考即可。 
最後，也是常被忽略的環節──檢查。很多時候因為時間沒有掐

好，導致作答匆匆最後沒留時間檢查。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在絞盡腦

汁行雲流水的作答中，難免會有不注意的漏字、錯字。這時，如果沒

有在事後多一道程序稍加看過，便可能因為錯字、漏字造成閱卷老師

扣分的理由，相當不值得。因此，在完成作答後，切記要留時間來檢

查看看作答內容是否有錯字、漏字，以及相關專有名詞、轉折語、連

接詞等等文法有沒有錯誤。 
這個階段保留了5分鐘，一方面是能較從容的進行檢查，而不是草

草看過（這樣反而失去檢查的意義），二方面則是作為作答階段的緩

衝。換句話說，當20分鐘的作答配時時間到了，但還沒完成作答，那

麼至少後面還有5分鐘讓你趕快收尾。如果平常練習時就把時間寫好寫

滿，沒有預留時間，萬一上到考場一作答寫過頭了將直接影響下一題

的作答時間，也容易讓自己更緊張。 

(二)練習步驟與方式： 
在前一點中，針對考場上的配時方式進行了介紹。不過在剛進到

申論題的練習時，則有以下小建議： 
1.先求完成： 

對於剛接觸申論題的同學而言，光是要讀懂題目想出可以作

答的素材已經需要一番練習。如何將想法輸出寫成一篇作答又需

要一段時間的練習。 
在練答初期，核心目標是熟悉申論題寫作而不是時間掌握。

就像學樂器的時候，拿到一份新的樂譜時不太可能一次就演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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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速度。而是先慢慢的練習，等到熟悉樂曲之後，自然速度就

能加快，並達成預期節奏。所以，在剛開始練習申論題時，也可

以先不要管時間，而是好好的「寫完」一道題目。等到達成熟悉

申論題寫作技巧與模式時，再來進一步要求在作答時間上能加快

速度。 
2.有意識分析作答控時表現： 

在掌握與熟悉申論題作答模式後，開始計時練習時也不是單

純地按下碼表。而是要很有意識的去了解作答過程中自己在不同

階段的配時與狀態。這裡可以借用行政學中科學管理時期的學者

泰勒所提出的「動時研究」，亦即記錄下每個動作步驟所需的時

間，來作為流程改進上的依據。 
例如在思考階段，你發現你所需要的時間不用太長，但在作

答時常常卡在前言想不出來；或是你在審題的步驟需要更多的時

間才能完成等等。針對不同的情況進行記錄，才能精確地知道自

己哪邊可以加強。例如前面案例提到，如果是前言常常卡住寫不

出來，而其他環節都沒問題，那就著重加強前言寫作技巧即可。

又或是審題需要較多時間，但進到作答後就比較順暢。同樣的則

著重在審題練習上就行了。 
對於時間寶貴的考生而言，精準的對症下藥才能省時又有效

的提升備考戰力。而達成這個目標的前提，就是對自己的作答狀

況要有意識地掌握。有關這點，不妨利用一般手機都有的計時器

功能，分段紀錄每一個環節（審題、思考、作答、檢查）的時間，

來作為自我練習策略調整的參考。 
3.分段練習： 

承接著前一點提到的自我狀況掌握，在練習之初如果一次從

頭到尾完成一份作答的負擔太大，也可以使用分段練習的方式進

行。一次只針對一個環節計時操作，例如給自己5分鐘完成審題

加思考，或是計時三分鐘寫出一個前言。把每個環節拆開來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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