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41260 全一張
（正面）

類 科： 新聞廣播（選試日文、國語播音與閩南語播音）

科 目： 國語播音（50％）與閩南語播音（50％）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考試完畢後，試題須交回監場人員，始得離場。 
 

（請接背面） 

 
 

一、國語播音部分：（50 分） 
  
注意事項： 
這是一篇報導，請根據文章內容，選擇適當、自然的廣播語言。  
請注意文章中的結構與文意，善加利用各種言語技巧（如：語調的輕重緩急、抑

揚頓挫、斷句等），以呈現文章重點。  
  
題目：  

第一屆《遠見雜誌》社會企業獎—社企之星，5 月 2 日公布得獎名單，長期耕耘

有機產業、推動生態教育及環境保育的「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獲得第一屆「社

企之星」獎的肯定。甲公司串聯上下游通路，打造出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三方

互助互利的「誠信價值網」，積極主動解決社會問題，因而獲獎。 
 
甲公司創辦人於 20 年前看見臺灣的農藥化肥濫用，對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造成

傷害，因此決心投入有機事業。20 年來，甲公司有機產業的發展，除了以穩定的價

格契作、免上架費、不退貨等經營策略，幫助農友度過艱困的有機轉型期外，更積極

向消費者傳遞理念，提升消費者對於自身健康與生態環境守護的意識，讓「生產、銷

售、消費」三方都成為有機農業推動的生力軍。 
 
針對日益嚴重的塑膠廢棄物問題，甲公司也再次發揮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推動

淨塑行動，以通路的角色說服多家廠商，共同從源頭進行超過百項商品的包裝材料減

塑，一年約可減少 654 萬個塑膠包材。 
 
甲公司透過積極的國際交流，使臺灣的有機事業走入世界舞臺，他們將有機農業

推廣的經驗與理念傳遞至東南亞、加拿大等地，並將「生產、銷售、消費」三方的互

助模式導入加拿大，改善當地農民的經濟狀況，並獲得加拿大官方與民眾的肯定。 
 

（本文節錄並改寫自 107 年 5 月 3 日 臺灣好新聞） 



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代號：41260 全一張
（背面）

類 科： 新聞廣播（選試日文、國語播音與閩南語播音）

科 目： 國語播音（50％）與閩南語播音（50％）
 

 
 

二、閩南語播音部分：（50 分）  
 
注意事項：  
以下是一則華文的書面文章，請用閩南語逐句播報。   
播報時不需逐詞對翻，但需以適當、自然的閩南語口語表達，且不能扭曲或刪改

原文的意義。   
力求通順流暢、口齒清晰，並以廣播技巧強調本文的重點。  
 
題目： 

臺灣北部最早的女子學校是馬偕博士在 1884 年創辦的「淡水女學堂」，「淡水女

學堂」是北臺灣新式女子學校的濫觴，馬偕在傳教之餘，看到臺灣社會普遍存在著重

男輕女的觀念，他創辦「淡水女學堂」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教育來改變這種社會風

氣。他希望臺灣女性也可以活出自信，享有與男性相同的自由與幸福，並藉此機會培

養出女性傳教士。 
 
1884 年 1 月「淡水女學堂」正式開學，一共有 34 位婦女入學，大半是來自宜蘭

的噶瑪蘭人。為鼓勵婦女入學，女學堂不僅免學費，而且還補助旅費、膳宿、服裝等，

但當時臺灣民眾普遍仍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因此不喜歡讓女子拋頭露面，

經過馬偕大力宣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之後，女學堂的學生曾一度增加到 80 人，臺灣

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便是其中之一。 
 
女學堂的校長由馬偕擔任，課程有：讀書、寫字、算術、歌唱、歷史、地理、婦

女技能及聖經教義等。這所開風氣之先的「淡水女學堂」，一直經營到馬偕逝世才停

辦。女學堂的建立，不僅為臺灣女性帶來新的學習管道，也為臺灣日後男女平等之路

建立穩固的基礎。 
 

（本文節錄並改寫自 105 年 6 月 12 日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