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 生 表 現  
 

試 卷 一   閱 讀 能 力  

 

考核重點：  

題號  考核重點  題號  考核重點  

1  主旨、段旨、結構  10  手法 (比喻 )  

2  結構  11  段落重點、手法 (事例 )   

3  主旨  12  比較和評論  

4  比較和評論  13  內容、文言字詞  

5  手法 (象徵 )  14  內容、文言句式  

6  手法 (語調節奏 )  15  內容、手法 (舉例說理、類比說理 )  

7  段落重點  16  內容、手法 (類比說理 )  

8  段落重點  17  段落重點 (從事例推出段落重點 )  

9  手法 (推敲用詞含意 )  18  比較主旨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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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  

題號  分數  平均得分  百分比  題號  分數  平均得分  百分比  

1.1 3 1.12 37.33% 11.1 2 1 50.00% 

1.2 3 1.23 41.00% 11.2 2 1.18 59.00% 

1.3 3 0.55 18.33% 12 6 0.56 9.33% 

1.4 3 0.4 13.33% 13.1 1 0.3 30.00% 

2a 1 0.64 64.00% 13.2 1 0.16 16.00% 

2b 1 0.64 64.00% 13.3 1 0.75 75.00% 

2c 1 0.55 55.00% 13.4 1 0.09 9.00% 

2d 1 0.55 55.00% 13.5 1 0.02 2.00% 

2e 2 1.32 66.00% 13.6 1 0.22 22.00% 

2f 2 0.98 49.00% 14.1 2 0.31 15.50% 

2g 2 0.72 36.00% 14.2 2 0.37 18.50% 

3 4 0.84 21.00% 15.1 3 1.26 42.00% 

4 4 1 25.00% 15.2 3 0.37 12.33% 

5 2 1.68  83.86% 16 4 0.23 5.75% 

6.1 1 0.49 49.00% 17 2 1.42  71.09% 

6.2 2 0.54 27.00% 18.1 3 0.37 12.33% 

7 2 0.98  49.01% 18.2 3 0.73 24.33% 

8.1 2 1.67  83.60%     

8.2 2 1.36  68.00%     

9 3 1.19 39.67% 文 字 題 總分 74 21.46  29.00% 

10.1 1 0.25 25.00% 客 觀 題 總分 10 7.11  71.11% 

10.2 1 0.53 53.00% 全 卷 總 分 84 28.57  34.01% 

 

 2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考生表現：  

考核不同能力的題目  表現  

直接考問內容重點的考題  優異  

辨識寫作和修辭手法的考題  尚可  

綜合全文主旨，分析段落大意或寫作手法等的考題／  

有關文言字詞和句式的考題  
較弱  

須比較說明或發揮個人見解的考題  較差  

 

題目類型  表現  

文字題／  

文言文考題  
較弱  

客觀題／  

白話文考題  
較佳  

 
 
考生在各文字題的表現：  
 
第 1 題：  

本題考問段落大意，題目已劃分各部分的段落，註明第三及第六部分的大意，引為

示例，讓考生清楚答案的詳略程度。此外，每小題都標明小題幹作為提示，幫助考生

焦構思答案，惟考生仍出現不少缺失。此題考生一般作答情況如下：  
1 .  審題大意，表中題幹已括每部分記敍的主要情景，考生應指出有關情景所凸

顯的重點，但部分考生仍重複及詳細交代題幹中已陳述的事件，如「□華安第

一天上小學時把小小的手圈在媽媽的手心裡，離開母親時會不斷回頭望，和母

親的眼光隔空交會。□華安長大後出國留學，離開母親時不會回頭望送行的母

親。」  
2 .  各部分情景所凸顯的重點應與全文主旨相關，考生未能扣緊「凸顯」一詞，準

確括重點，每胡亂抄錄文句，以旁枝作主幹，主次不分，如「□一件事情的

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內心世界，波濤深邃，

別人難以進入。」、「□父親因接送女兒的車子殘舊而自卑。□女兒工作忙碌，

經常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3 .  曲解文意，不少考生竟誤以為作者是華安的父親，既缺乏常識，對台灣著名作

家龍應台全無認識，又粗心大意，忽略第三段明言「他很明顯在強忍母親的深

情」一句，有考生甚至以為第六段中完成博士學位的人是華安，錯亂至此，令

人失笑。如「□華安小時候需要父親照顧。□華安長大後獨立，不再需要父親

照顧。□父親仍然非常照顧華安。□華安對父親的思念，不忍父親離去。」此

外，亦有考生誤以為作者和父親關係疏離，未能從事例中體味作者父女情深，

如「□父女之間的親情因大家地位身分懸殊而產生隔膜疏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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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卷第 1 題及第 2 題均就文章的結構提問，第 2 題有一則分析第一篇文章結構

的短文，提示考生文章中有兩組彼此呈對比關係的內容，考生應結合兩題作答，

從第 2 題擷取提示，構思第 1 題的答案，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答案、第四

部分和第五部分的答案呈現對比關係。不少考生的□及□能扣緊母子感情的轉

變而呈對比關係，惟考生的□與□表現較劣，作答時多缺乏對比意識而各自表

述。  
 
第 2 題：  

1 .  不少考生未能正確指出 (a)至 (d)四題呈對比關係的部分，答錯者又多以為第一和

第四部分對比，第二和第五部分對比，誤以呼應為對比。有考生更審題大意，

以段落數字作答，沒考慮答案須回應題幹。  
2 .  (e)至 (g)各題表現亦欠理想，考生忽略這是一篇分析結構的短文，未能緊扣結構

分析作答，誤答以「彰顯主旨」、「加強抒情效果」、「深化主題」、「引人共鳴」

等與結構無關的答案，堆砌寫作手法名稱，濫用套語。  
3 .  (e)題反映考生思慮不周，每以個別情況為答案，如「目送華安上學」、「送別兒

子」、「父母送別子女」等，忽略答案應是題幹的要求，四個部分都同樣描寫的

情景。  
4 .  對用以分析結構的用詞掌握不足，常自鑄新詞，如「承接引文」、「串連轉承」

等。  
5 .  本題扣錯別字分，考生每每寫錯「呼應」的「應」字的簡體字，又寫錯「承上

啟下」的「啟」字，寫錯「反復」的「復」字。  
 

第 3 題：  
1 .  考生多未能總結全篇的內容大意，即使有意識歸納內容大意，也未能準確扼要

地括內容重點：摯親的生離死別。有考生把第一題表中的題幹悉數抄錄為主

旨，如「記敍華安上小學、出國和候車的情景，以及父親送自己到大學、自己

探望老病的父親及目送父親火葬的情景，抒發作者對人生的體會和感悟。」  
2 .  胡亂抄錄文句作主旨，不少考生認為首段末句「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

件事情的開啟」深具哲理，就誤以為是文章的主旨。亦有考生認為文中重複的

部分必是文章的重點所在，乃抄錄相關文句為主旨，如「所謂父女母子一場，

只不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不斷地目送他的背影漸行漸遠。」

未能明確直接地道出主旨。  
3 .  曲解文意，自然錯誤歸納主旨，有考生以為本文志在宣揚孝道，借作者對父親

不孝而招致母子關係疏離的報應，勸喻世人要反哺父母；亦有考生以為本文意

在歌頌父母親的偉大，或抒發一代不如一代孝義的嘆；甚至有考生以為主旨

乃對時光飛逝的嘆，光陰似箭，勸世人實在「不必追」。  
4 .  以己意詮釋文意，以個人感想為主旨，拓展過度，附會杜撰，缺乏文本依據，

如「說明人生在世，即使親如父母子女，也只是彼此生命的過客，只能陪你一

程，大家相處時間有限，我們應該珍惜眼前人，不要愛得太遲。」、「不同年代

成長的人各自有其價值觀及人生目標，彼此內心世界各有不同，難以追上彼此

的生活模式。」  
5 .  只執一端，未能觀照全文，以偏全，如只以作者與兒子的相處事例括主旨：

「作者透過與兒子的相處，流露對親子代溝的無奈和遺憾。隨著子女成長，父

母應該放手，讓子女自由發展。」  
6 .  表達含糊，語意不明，晦澀費解，如「作者透過記敍父女母子之間的目送表達

其緣分就是不斷地目送，不必強求追尋其背影。」、「從華安及父親一事，講述

背影是不斷離自己越來越遠，亦說明人不會因歲月而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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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題：  
本題是評論比較題，要求考生分析以「目送」或「背影」為題，何者較貼合文意。

考生表現如下：  
1 .  考生每每缺乏比較意識，只分析所選題目如何貼合文意，未能指出另一題目稍

遜之處。  
2 .  見解一般，未能說到關鍵處。一般考生只能強調所選文題帶有離別之意或能抒

發落寞之情，多未能指出所選文題如何彰顯深化作者的人生感悟。  
3 .  見解膚淺，思慮幼稚，如有考生指以「目送」為題較佳，因作者已定此為題目；

又有考生細數二詞在文中的出現次數，以次數較多者為題；亦有考生將「背影」

定義為背部影像，認為與離別無關；甚至有考生認為作者送別父親棺木一節，

看不到父親遺體的背影，故不應以「背影」為題。  
4 .  見解分析脫離文本，如指「背影」令人聯想朱自清的《背影》，加強對父親的感

情，令讀者更感動。  
5 .  審題大意，個別考生竟另擬新題，如「離別」、「離開」等。  

 
第 6 題：  

1 .  題①，不少考生審題不周，未有留心須分析的是有關語句的節奏，所舉答案多

是不同的寫作或修辭手法，如「反復」、「對比」、「疊詞」等，答非所問。須知，

節奏當指快慢、輕重、緩急而言。  
2 .  題②，考生未能具體指出彰顯了什麼情感，只泛說「令人更感動」、「加強抒情

效果」。  
 
第 9 題：  

考生多能指出「十八歲的人」一詞，表明了兒子已長大和希望重新認識兒子這兩點；

可是多未能說明作者已把自己從母親的角度抽離出來，把兒子看成一個獨立又和她

對等的個體。  
 
第 10 題：  

1 .  題①，不少考生答案欠準確，只點出「疼痛的傷口」指心中的傷痛，但未能具

體指出這是指父母子女均愛對方，可是無法溝通的痛苦。  
2 .  題②，考生表現較佳，多能指出「紗布」指打開溝通的方法。  

 
第 11 題：  

整體而言，考生表現較佳，多能舉出適當事例說明。惟部分考生在釋述方面過於籠

統，未能準確說明這些事例為什麼可以反映安德烈是「玩世不恭」也有「認真」的

一面。  
 
第 12 題：  

1 .  不少考生在分析兩文主旨時欠準確，對「不必追的」和「須努力維繫的」理解

錯誤，故對是否矛盾的分析如憑空建高樓，立論欠基礎。  
2 .  部分考生雖能準確理解「不必追的」和「須努力維繫的」是什麼，並簡略指兩

者沒有矛盾，可是未能進一步具體說明兩者為什麼沒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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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14 題：  
學生的文言基礎知識有欠穩固，理解文章時欠缺策略技巧，以致答案多只是把單音

節詞拼湊成雙音節詞，答案與上下文難合理連貫。例如 13②考問「敝」字語意，字

義可從下句推斷。又如 14①「假」、「兵」均為古漢語教學中用以闡釋一詞多義、古

今詞義不同的常見例子，然而仍有不少考生直譯為「假的／假扮」、「士兵」，所譯句

子亦不能跟下文語意相接。  
 
第 15 題︰  

1 .  部分考生未能分析受命依據，只是陳述事實，或只語譯跟答案有關的語段，甚

至直接摘錄原文作答 (這情況多出現在回答黃生一問 )。  
2 .  亦有小部分考生把轅固生和黃生的立場顛倒。  
3 .  另亦有部分考生歷史文化知識貧乏，指劉邦是周武王任命。  
4 .  有些考生文言知識薄弱，把發語詞「夫」當作人名一部分。  

 
第 16 題︰  

1 .  大部分考生只從表面理解漢景帝的動機，雖能抓住「食肉不食馬肝」一句分析，

但沒有留意轅固生的質問、「馬肝」的注釋、漢景帝的身分等線索加以深思，故

始終未能理解深層文意。  
2 .  可喜仍有部分考生能融會中國文化歷史和文學的知識，較能把握此題的深層意

思。  
 
第 18 題︰  

1 .  題□，不少考生大致能找出相同之處，然答案多欠具體完備，如沒有指出所討

論的對象是君主 (只寫沒用的東西／人要棄掉 )，或未能針對選段精準地指出相同

之處 (只寫兩人都認為民心重要 )。  
2 .  題□，不少考生能摘錄相關句子，但亦有不少因摘錄了不相干的部分而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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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卷 二   寫 作 能 力  

 
本卷考核考生構思、表達與組織成文的能力。練習卷設三題，考生只須選擇其中一

題，作文一篇，連標點符號在內，全文不得少於 650 字。本卷總分為 103 分，給分項目

包括內容 40 分、表達 30 分、結構  20 分、標點字體 10 分、錯別字 3 分；另「錯別字」

一項則按考生書寫正字的表現給分，最多給 3 分。  
 
 

題號  選題百分率  一般表現  

1  49.6  考生多取材自生活，寫升學、選科、選大學，亦有寫變性、父母離

異等。大部分考生能就題目加以發揮，以平穩手法入題，先敍述面

對什麼抉擇，後說明如何瞭解自己，惟能具體深刻表述有關經歷如

何令個人自省，則屬少數。  
 
上品者，能具體深刻地表述有關經歷如何令個人自省，「瞭解自己」

深刻。中品者，多能交代一次抉擇的內容和經過，但偏重記事，自

省不足。下品者，詳寫一次抉擇的經過，略述或沒有自我瞭解的內

容，全文詳於敍事，其中無關「抉擇」及「瞭解自己」的枝節較多，

立意未明。   

2  47.9  考生一般能掌握題目要求，大部分考生立意選材較平凡，多千篇一

律，欠具體深刻。考生多取材自日常生活見聞，以李嘉誠、德蘭修

女、何鴻燊、陳振聰的經歷作為例證，論點與論據尚有條理，惟鮮

有做到論證過程嚴密，論點論據緊密呼應，環環相扣。  
 
上品者，立場鮮明，就富庶的物質生活是「快樂的基礎」還是「令

人難以快樂」反覆論證，分析透徹，舉例充足，或以時人時事，或

以古今中外例子作證，論說詳略得宜。中品者，有清楚立場，惟分

析只屬一般，論述間有前後矛盾，例證不足，舉證不當，甚或虛擬

一些事例，欠說服力。下品者，未能理清「富庶的物質生活」與「快

樂」的關係，以致立場不明確或搖擺不定，甚或沒有立場；論證能

力薄弱，念模糊不清，缺乏邏輯思維。  

3  2 .5  考生多能以「紛爭源於不自知」引起，列舉不同的紛爭，然後就個

人對圖畫寓意的理解，說明紛爭源於不自知，並以化解紛爭的方法

作結。惟論述過程中，間有含糊不清、焦點不明確的情況。  
 
上品者，能緊扣圖畫的寓意，就「紛爭」與「不自知」抒述個人體

會，並申述個人意見；分析透徹，或以時人時事，或以古今中外例

子作證，立意深刻。中品者，偏重述說紛爭的事例和內容，略述「不

自知」，雖有個人體會，惟述說只屬一般，且例證不足。下品者，

只闡述「紛爭」事例，指出「不自知」，略述甚或未有個人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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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論  
 

在審題方面，大部分考生表現一般，能掌握題目要求，小部分考生未能緊扣題旨。

在立意選材方面，則體會未見深刻，選材又蕪雜。如第一題的關鍵不在於敍述抉擇的經

歷，因所述的經歷須能說明有關抉擇令個人瞭解自己什麼，有什麼體會，故以自省為敍

事的焦點。惟考生多平鋪直敍：先記敍抉擇的內容或過程，再交代結果，最後寥寥數筆

說明瞭解自己，但自省不足。部分考生將題目誤解為記一次重大抉擇的感受，未扣緊「瞭

解自己」，或與「瞭解自己」無關的技節；亦有考生對「抉擇」未作充分處理，寫成「決

定參加某種活動」，屬扣題不緊。第二題要求考生對關鍵的念加以解說，並說明「富

裕的物質生活」和「快樂」的關係。惟所論多為取得富裕物質生活「過程」中的弊端，

論述略有偏差。小部分考生未能清楚「富庶的物質生活」與「基本物質生活」的分別；

有考生把文題收窄為有錢人與窮人誰較快樂，未緊扣「物質生活」，亦未回應「難以快樂」

與「快樂的基礎」，屬審題不清。第三題要求考生就圖畫的寓意——「紛爭源於不自知」

抒發個人的體會和感受。考生側重鋪陳「紛爭」的類別和內容，忽略對「不自知」的發

揮，亦難見深刻獨到的體會。  
 
在表達方面，文章雖能達意，但考生鮮能做到用詞精確，文句簡潔扼要；在結構方

面，文章基本具題引及結語，惟考生多是邊寫邊想，沒有刻意布局，以致文章主次不分、

詳略失當；在標點與字體方面，標點運用恰當，但變化較少，字體較為潦草，筆劃模糊

不清。不合規範的簡化字也頗多，錯別字情況尤為嚴重。  
 
以上種種，顯示考生在構思、表達與組織方面，須多下功夫。考生須養成良好的閱

讀習慣和認真地學習寫作，以提升其語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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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卷 三  聆 聽 能 力  

 

考核重點：  

題號  考核能力  題號  考核能力  

1  綜合內容，判斷原因  14  依據語境，推出論點／說明  

2  綜合內容，判斷語意  15  擷取重點／分類  

3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6  擷取重點／分類  

4  綜合內容，判斷語氣和態度  17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5  篩選、擷取重點  18.1  篩選、擷取重點  

6  綜合內容，判斷語意  18.2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7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8.3  篩選、擷取重點  

8  按原則歸納事例  18.4  篩選、擷取重點  

9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8.5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0  篩選、擷取重點  18.6  篩選、擷取重點  

11  篩選、擷取重點  18.7  篩選、擷取重點  

12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8.8  綜合內容，推出含意  

13  篩選、擷取重點  19  歸納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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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  

題號  分數  平均得分  百分比  題號  分數  平均得分  百分比  

1 2 1.13  56.73% 11.1 2 0.31 15.50% 

2 2 1.73  86.69% 11.2 2 1.34 67.00% 

3 3 0.46 15.33% 11.3 2 1 50.00% 

4.1.1 1 0.58 58.00% 12 3 0.61 20.33% 

4.1.2 1 0.41 41.00% 13 2 1.33  66.43% 

4.2.1 1 0.24 24.00% 14 6 0.55 9.17% 

4.2.2 1 0.35 35.00% 15 2 0.84  42.19% 

5 2 1.19  59.38% 16 2 1.48  74.14% 

6.1 2 1.23  61.59% 17.1 2 0.52  26.22% 

6.2 2 1.46  72.95% 17.2 2 1.54  76.85% 

7 2 1.06 53.00% 18.1 2 0.3 15.00% 

8.1 2 1.12  55.85% 18.2 3 0.37 12.33% 

8.2 2 1.77  88.30% 18.3 2 0.62 31.00% 

8.3 2 1.37  68.61% 18.4 2 0.29 14.50% 

8.4 2 1.75  87.73% 18.5 3 0.71 23.67% 

8.5 2 0.59  29.50% 18.6 2 1.10  54.87% 

9 2 1.91  95.35% 18.7 2 1.20  59.76% 

10.1 2 1.55  77.46% 18.8 2 1.62  80.97% 

10.2 2 1.74  87.20% 19 2 1.40  69.94% 

10.3 2 1.94  97.15%     

10.4 2 1.85  92.46% 全卷總分 84 42.57  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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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表現：  

考核不同能力的題目  表現  

擷取資訊的題目  優異  

綜合整理、歸納分類的題目  尚可  

依據語境推論分析的題目  較弱  

依據語境推論分析，並須簡略說明或發揮個人見解的題目  較差  

 

題目類型  表現  

文字題  較弱  

客觀題  較佳  

 
綜合而言，以文字作答的題目，考生表現較差；考生表現較佳的題目，一是考題毋

須以文字作答，二是考核篩選、擷取重點和資訊能力的考題。由於考核用的是母語，即

使在聆聽材料中加入誘誤資訊，考生也能應付裕如。如要求考生綜合語境，並輔以個人

所知，須作引申、說明或評論者，表現多未如理想，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基本語文能力薄弱，常未能以準確的文詞和語句表達個人見解。如第 7 題，考

生普遍能掌握「所說明的現象與季節有關」，但回應欠準確，只能指出「四季」、「一年有

春夏秋冬」等。較少考生能扼要概括指出是四季交替的現象，一般多寫「上半年為春季

和夏季，下半年為秋季和冬季」，內容雖準確，可是行文欠精簡扼要。又如第 11 題，考

生未能掌握嘉嘉和景恆的不同看法：嘉嘉着重的是外在的功夫，而景恆着重的是內在的

功夫。第 11.1 題，不少考生以「了解清楚故事背景」、「了解歷史背景」、「親身到希臘，

了解當地風土人情」等為答案，反映考生未能整理資訊，梳理重點。第 11.3 題，考生大

多能指出「勤加練習，工多藝熟」，但也有不少考生加上嘉嘉或景恆的看法，畫蛇添足，

反映考生未能準確辨識異同。  
 
二是高階的理解力不足。如第 14 題，由於不能從錄音資料直接聽到嘉嘉說景恆幽默

的原因，須依據兩人在劇中的身分綜合分析，才可推出景恆是語帶雙關，營造幽默效果。

評卷所見，考生不擅思考和推論，答案多浮泛粗率，欠具體準確。  
 
考生整體表現與過往數年的聆聽考試相若。此外，錯別字也頗多，不少考生把「哪

一位」寫成「那一位」，「諷刺」的「諷」寫成「口」字旁，「挖苦」的「挖」字中的「乙」

寫成「九」，「揣摩」寫成「揣摸」或「撮摩」，「工多藝熟」寫成「功多藝熟」。可見語文

基礎不足，須加改善。而如何訓練綜合、分析、推論和文字表達能力，是教師和考生必

須正視的問題。  
 

 11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http://www.studentbounty.com


試 卷 五  綜 合 能 力 考 核  

 
本 練 習 卷以 考 核 考 生 聆 聽 、 閱 讀 與 寫 作 的 能 力 為 主 。 試 卷 要 求 考 生 先 聆 聽 一 段 約 十

分 鐘 的 資 料 ， 再 閱 讀 五 份 資 料 ， 然 後 寫 成 演 講 辭 一 篇 ， 向 格 物 中 學 師 生 演 說 。 考 試 歷 時

一 小 時 十 五 分，答 案 的 字 數 不 得 少 於 五 百 字。本 卷 雖 只 設 一 題，而 考 生 可 選 擇 以 女 生「 武

娉 娉 」或 男 生「 文 爾 雅 」的 身 分 作 答 。 本 卷 總 分 為 50 分 ， 評 分 範 圍 包 括「 語 境 意 識 」10
分 、「 整 合 拓 展 」 15 分 、「 見 解 論 證 」 15 分 、「 表 達 組 織 」 10 分 。  

 
本 卷 有 四 個 評 分 範 圍 ， 各 範 圍 均 劃 分 為 上 品 ── 細 分 為 上 上 、 上 中 、 上 下 三 等 、 中

品 ── 細 分 為 中 上 、 中 中 (1)、 中 中 (2)、 中 下 四 等 、 下 品 ── 細 分 為 下 上 、 下 中 、 下 下 三

等 ， 共 三 品 十 等 。 以 下 就 考 生 在 上 述 四 個 範 圍 之 表 現 ， 略 述 是 次 評 卷 之 所 見 。  
 
 此 份 練 習 試 卷 的 評 卷 報 告，主 要 以 二 十 所 中 學 約 2800 份 試 卷 為 基 礎，藉 此 管 窺 全 港

考 生 的 表 現 ， 以 見 一 斑 ， 而 未 克 宏 觀 全 局 ， 閱 者 務 須 在 意 。  
 
1 .  語 境 意 識  
 

所 謂 「 語 境 意 識 」， 是 指 考 生 根 據 本 卷 的 閱 讀 材 料 與 聆 聽 資 料 ， 因 應 試 題 的 要 求 ， 完

成 既 定 的 任 務。考 生 必 須 因 應 預 設 的 時 空，設 想 虛 擬 的 角 色，照 顧 溝 通 的 對 象，並 選

用 合 適 的 文 體，遵 照 常 用 的 格 式，然 後 運 用 恰 當 的 語 言 以 表 情 達 意，務 使 形 式 配 合 內

容 ， 語 用 緊 扣 情 景 ， 出 語 得 體 。 以 上 種 種 ， 既 屬 本 卷 的 要 求 ， 亦 為 生 活 所 需 的 語 用 能

力 。 綜 言 之 ，「 語 境 意 識 」 涉 及 文 體 運 用 、 語 言 運 用 、 表 達 策 略 等 各 方 面 。  
 此 卷 之 語 境 意 識 的 評 分 標 準 計 有 五 項 ， 包 括①特 定 對 象 ，②呼 應 大 會，③競 選 口 號 ，

④演 辭 格 式 ，⑤措 辭 語 氣 。  

 

首 先 報 告 第 一 項 特 定 對 象 的 論 述 立 場 ：  
 
●  特 定 對 象：多 數 考 生 選 擇 以 文 爾 雅 的 身 分 作 答，少 數 考 生 選 擇 以 武 娉 娉 身 分 作 答 。

考 生 能 依 照 所 代 表 之 學 生 會 候 選 內 閣 之 角 色 撰 寫 演 辭 。   
●  呼 應 大 會 ： 在 演 辭 首 段 ， 多 數 考 生 都 能 自 我 介 紹 候 選 內 閣 主 席 的 身 分 ， 但 只 有 極

少 數 考 生 在 開 端 呼 應 是 次 諮 詢 大 會 之 場 合，例 如 表 達 以 下 句 意：「 感謝選舉委員會

給我這機會，向在座各位介紹玫瑰閣的參選理念與政綱。 」  

●  競 選 口 號：言 之，不 少 口 號 都 簡 潔 達 意，符 合 所 代 表 內 閣 之 核 心 理 念，例 如「 飲

水思源，共建和諧校園 」、「玫瑰訴心聲，護同學權益 」。  

●  演 辭 格 式 ： 包 括 開 首 之 稱 謂 及 收 結 ， 偶 有 考 生 為 演 辭 起 標 題 ， 亦 無 不 可 。 考 生 所

寫 大 抵 均 合 乎 演 辭 格 式 。 至 於 開 端 稱 謂 ， 多 為 「 各位老師、各位同學 」 之 類 ， 只

有 少 數 細 心 者 列 寫 「 (選舉委員會 )主席、各位老師、各位同學 」。  

●  措 辭 語 氣：多 數 考 生 於 收 結 處 向 出 席 聽表 示 謝 意，細 心 者 更 呼 籲 同 學 投 票 支 持 。

開 端 引 子 則 反 而 只 平 實 介 紹 自 己，即 單 刀 直 入，未 見 有 先 禮 後 兵 之 言 語，具 禮 儀 、

風 度 之 應 對 極 罕 見 。  
 

2 .  整 合 拓 展  
 

「 整 合 」是 指 考 生 細 心 分 析 聆 聽 資 料 與 閱 讀 材 料，因 應 試 題 要 求 而 擷 取 有 用 的 要 點 。

「 拓 展 」是 指 把 簡 單 的 要 點 加 以 開 拓 與 闡 述，把 最 基 本 的念 加 以 擴 展 與 發 揮。本 卷

要 求 考 生 介 紹 所 屬 候 選 內 閣 的 三 項 政 綱 內 容 (題 目 )，並 就 每 項 政 綱 提 出 一 項 具 體 措 施

(聆 聽 1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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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略 而 言 ， 多 數 考 生 能 整 合 出 三 點 政 綱 的 名 目 及 相 關 措 施 。 部 分 考 生 整 合 失 誤 ，

間 或 漏 去 一 項 重 要 措 施 。  
●  拓 展 之 表 現 ， 多 數 考 生 只 作 粗 略 的 申 述 ， 未 能 準 確 地 加 以 拓 展 申 述 ： 何 故 有 此 政

綱 ？ 何 故 有 此 措 施 ？ 措 施 有 何 內 容 ？ 預 計 有 何 成 效 ？ 簡 言 之 ， 拓 展 之 強 弱 ， 與 思

維 之 精 粗 ， 密 切 相 關 。 考 生 宜 多 加 注 意 。  
●  常 見 通 病 則 為 考 生 整 合 粗 疏 ， 亦 未 善 用 圖 表 數 據 以 助 拓 展 。 例 如 ， 考 生 雖 能 整 合

「 學生評鑒老師教學效能 」 一 項 ， 卻 未 有 指 出 根 據 候 選 內 閣 的 意 見 調 查 結 果 ，  
97%(485 位 )填 寫 問 卷 同 學 同 意 推 出 此 措 施 。 (資 料 四 )  

●  另 一 通 病 則 為 考 生 整 合 粗 疏 ， 忽 略 一 些 有 助 拓 展 的 提 示 。 例 如 ， 考 生 雖 能 因 應 文

爾 雅 之 政 綱 「 提攜學弟，跨越學習門檻 」， 整 合 出 「 師兄師姐課後功課輔導班 」措

施 ， 卻 忽 略 了 資 料 五 (網 上 討 論 區 )之 重 要 提 示 ：「 我們中一同學剛升上中學，很渴

望學生會可以指導我們讀書的方法。多數同學都認為最難學的是英文，其次是數

學。 」 因 此 拓 展 方 向 不 清 ， 未 能 逐 一 指 出 此 措 施 究 竟 何 人 支 持 ？ 如 何 推 行 ？ 有 何

好 處 ？  
●  又 例 如，考 生 雖 能 因 應 武 娉 娉 之 政 綱「 碎我枷鎖，修訂過時校規 」，而 整 合 出 資 料

五 (網 上 討 論 區 )的 相 關 提 示：如「 禁攜手機 」、「 課室禁食 」、「 秀髮束辮 」(聆 45)  卻

未 能 統 整 出 拓 展 之 方 向 ： 為 何 推 行 ？ 如 何 推 行 ？ 有 何 好 處 ？  
 
3 .  見 解 論 證  
 
 所 謂 「 見 解 論 證 」， 是 指 考 生 可 因 應 語 境 和 試 題 要 求 ， 發 表 個 人 見 解 ， 只 要 答 案 持 之

有 故，言 之 成 理，即 可 接 受。今 年 本 卷 要 求 考 生 評 論 競 選 對 手 每 項 政 綱，並 提 出 論 據 。 

 
●  總 的 來 說 ， 本 卷 考 生 之 見 解 論 證 部 分 有 欠 理 想 。  

●  多 數 考 生 能 完 成 基 本 任 務 ， 評 論 對 手 三 項 政 綱 ， 並 提 出 基 本 看 法 。 考 生 多 能 善 用

聆 聽 所 提 示 之 方 向 ， 批 評 對 手 政 綱 。  

●  表 現 出 色 者 意 見 中 肯 ， 理 據 充 分 。 例 如 ：「第二，我們沂水閣認為文明的討論比你

們提到的抗爭重要，絕對不同意你要廢除言論的規限。言論自由當然可以促進溝

通，交流意見更可以改善生活。但假如廢除規限後，學校出現誇大的事實討論、

人身攻擊，甚至有人濫用本校的討論區，誰人負責呢？我深信這樣會對同學的風

氣大大影響。我們絕不可以容忍在學校有非理性的討論，言論自由重要，但學校

風氣更重要，所以適量的管制是不可或缺的。」 

●  少 數 優 秀 考 生 恪 守 理 念 ， 從 不 同 角 度 反 駁 對 手 ， 論 據 有 力 。 例 如 ，「沂水閣第一項

政綱為提攜學弟，跨越學習門檻。我們認為學兄學姐並無責任提攜學弟，尤其高

中學生需要面對公開考試，壓力沉重，加上不少組織課外活動的學會幹事，均由

高年級學生出任，他們已分身不暇，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亦會擔任指導，指導

低年級學生。因此，沂水閣此舉未有顧及高年級學生之權益與感受，思慮不周。

再者，學弟如有學習困難，應當由負責照顧學生成長之教師解決問題，正如我閣

之政綱所述，教師是要負上教學不善之責任的。由此可見沂水閣的政綱，會使學

校的責任分佈不均，這樣更有可能造成分化，使其理念促進師生關係和諧融洽更

加不能夠達成。」 

●  表 現 平 平 者 ， 論 證 角 度 單 一 ， 論 述 未 深 ， 理 據 不 多 。 例 如 ，「 玫瑰閣的第一點政綱

提出保我佳績，提倡教學問責，但這會破壞師生關係，令同學變得不負責任。教

學是師長的責任，求學則是學生責任。這顯然是相輔相成，不能只向師長問責，

把成績下滑責任推到老師身上。這個政綱只令師生增加衝突和隔膜，不一定能提

升學生成績，更加會令學生放棄主動學習，所以這是一個失敗的政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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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者 照 抄 聆 聽 考 材 對 話 ， 論 證 乏 力 ， 更 無 理 據 可 言 。 例 如 ：「另外，玫瑰閣的第二

政綱力拓言論自由，亦顯得不合理。表達意見最有效的指標是互信溝通，容許討

論區使用假名留言是不負責任和沒有誠意的溝通方法，並不能全面為學生發聲。」 

●  考 生 之 通 病 在 分 配 時 間 ， 一 般 用 於 整 合 拓 展 之 時 間 長 ， 用 於 見 解 論 證 之 時 間 短 ，

令 見 解 論 證 之 表 現 不 如 理 想 。  

 
4 .  表 達 組 織  
 

表 達 組 織 主 要 就 講 稿 的 段 落 結 構、遣 詞 造 句、字 體、標 點 等 項 目 而 評 分。題 目 之 布 置 、

聆 聽 資 料 及 閱 讀 材 料 之 提 示，已 提 示 了 寫 作 內 容 的 要 項、先 後 等。題 目 要 求 考 生「 撰

寫 一 篇 演 講 辭 」， 並 點 明「 提 出 所 屬 內 閣 的 競 選 口 號 、 介 紹 政 綱 內 容 」， 再「 並 評 論 對

手 每 一 項 政 綱 」。 如 此 ， 全 文 之 組 織 可 簡 化 為 ：  

 

稱 呼 與 會 者  ②自 我 介 紹  ③ 呼 應 大 會  ④提 出 口 號  ⑤介 紹 政 綱 內 容  
⑥評 論 對 手 每 一 項 政 綱  ⑦收 結  

 

●  一 般 考 生 均 按 以 上 框 架 作 答 ， 寫 成 段 落 分 明 、 結 構 合 理 的 演 講 辭 。 考 生 多 能 以 一

段 闡 述 一 個 重 點 。「 整 合 拓 展 」 部 分 ， 以 一 段 整 合 一 項 政 綱 及 措 施 ， 思 路 清 晰 ， 條

理 分 明 。 不 少 考 生 善 用 「 標 示 語 」， 令 文 章 結 構 井 然 。 (標 示 語 是 指 幫 助 組 織 文 章

內 容 的 一 些 提 示 短 語 ， 例 如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之 類 )  

●  稍 差 者 雖 則 依 次 序 列 出 每 項 政 綱 ， 而 未 能 以 一 段 一 點 之 原 則 鋪 陳 各 要 點 ， 微 覺 紊

亂 。 偶 有 考 生 或 以 一 大 段 包 羅 三 項 政 綱 ， 組 織 未 臻 完 美 。  
●  偶 見 考 生 時 間 分 配 不 善，整 合 拓 展 甚 長，而 見 解 論 證 卻 只 有 寥 寥 數 語，詳 前 略 後 ，

結 構 失 衡 ， 難 免 影 響 得 分 ， 此 亦 為 過 去 中 學 歷 屆 會 考 考 生 之 通 病 。  
●  善 用 修 辭 之 考 生 極 少，文 采 翩 翩 之 試 卷 更 為 罕 見。表 現 較 優 異 的 考 生，遣 詞 準 確 ，

用 字 靈 活 ， 文 辭 偶 有 修 飾 ， 而 句 子 亦 通 順 曉 暢 。  
●  一 般 試 卷 多 屬 詞 句 平 實 之 作，質 木 無 文，尚 能 達 意。至 於 詞 句 不 通 者，僅 屬 少 數 。 
●  多 數 考 生 字 體 尚 算 清 楚 ， 而 潦 草 者 亦 不 在 少 。 至 於 考 生 所 寫 錯 別 字 ， 亦 復 不 少 。  

 
建 議  
 
1 .  作 答 時 間 分 配  
  

此 卷 之 考 試 時 間 為 一 小 時 十 五 分 鐘。要 善 用 答 題 時 間，考 生 須 在 聆 聽 並 閱 讀 所 有 資 料

後 ， 細 審 題 目 ， 寫 成 全 篇 大 綱 ， 列 出 各 段 要 旨 ， 並 據 此 分 配 每 部 分 之 寫 作 時 間 ， 方 可

避 免 顧 此 失 彼 。  
 

2 .  聆 聽 閱 讀   互 相 補 足  
 
本 卷 包 括 聆 聽 資 料 與 閱 讀 材 料，兩 部 分 並 非 完 全 重 疊，而 是 互 相 補 足。考 生 必 須 善 於

整 合 兩 種 材 料 ， 才 不 會 忽 略 答 案 的 要 點 。  
 
3 .  表 達 與 組 織  
  

考 生 的 錯 別 字 依 然 不 少，應 予 關 注。一 般 考 生 文 字 質 樸，遣 詞 未 見 靈 活。日 常 生 活 中 ，

考 生 宜 多 學 習 古 今 經 典 名 篇、多 思 考 社 會 及 文 化 中 的 常 見 事 物、多 用 準 確 的 言 語 表 達

己 見 ， 則 文 章 必 能 臻 於 上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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