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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中文科成績 

2019年中三級學生在中文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為 76.4%。 

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 

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 

 中文科的評估範疇包括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題目依據《中國語文課程第

三學習階段基本能力（第一試用稿）》及參照《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

用本）（200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中
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2）》等課程文件擬訂。 

評估卷別 

 本科按不同學習範疇的特性，設獨立卷別，重點評估學生在該學習範疇的能

力。由於在閱讀和聆聽範疇的「基本能力」中均列述了「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

要的信息」一項，因此本評估另設一考卷以評估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方面的能

力。 

 評估涵蓋四個範疇。閱讀及寫作各設三張分卷，說話設四張分卷，聆聽設兩張

分卷，視聽資訊設一張卷，合共 110題。部分題目會在多於一張分卷內使用，
並作為分卷間的聯繫。各分卷的題數詳見表 6.23a，題數已包括各分卷的重疊
題目，以用作計算等值分數。 

 

表 6.23a   中三題數與分數分布 

科目 
題數(分數) 

分卷一 分卷二 分卷三 分卷四 總數* 

中文      

紙筆評估      

聆聽 15(15) 15(15) -- -- 22(22) 
閱讀 23(23) 23(23) 23(23) 

 
-- 54(54) 

寫作  2(30)  2(30)  2(30) --  6(30) 
視聽資訊 12(12) -- -- -- 12(12) 

總數 52 (80) 40(68) 25(53) --  94(118) 
說話評估      

個人短講  2(16)  2(16)  2(16)  2(16)  8(16) 
小組討論  2(16)  2(16)  2(16)  2(16)  8(16)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紙筆評估包括聆聽、閱讀、寫作及視聽資訊，評估時間合共 140分鐘。在聆聽、
閱讀及寫作範疇，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張分卷，說話評估則以抽樣形式進行，

各學習範疇的卷別及時限編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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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b   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 

學習範疇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限 

閱讀 

9CR1 23 

30分鐘 9CR2 23 

9CR3 23 

寫作 

9CW1 2 

75分鐘 9CW2 2 

9CW3 2 

聆聽 
9CL1 15 

約 20分鐘 
9CL2 15 

說話*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分鐘 
說話時間：2分鐘 

9CSG1- 
9CSG8 8（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5分鐘 
討論時間：8分鐘 

視聽資訊 9CAV 12 約 15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評估方式 

閱讀範疇 

 閱讀評估設有三張分卷(9CR1、9CR2、9CR3)，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卷。 

 各卷主要評估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分為三部分，包括三類閱讀材料。第一類

是語體文，共兩篇文章；第二類為文言文；第三類為實用文。 

表 6.24  中三閱讀評估—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 篇章類型 篇章數目 題數 題型 

9CR1 語體文 2 14 

選擇、短答、填充 

文言文 1 4 
實用文-報告 1 5 

9CR2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須知 1 4 
9CR3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通告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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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中三閱讀評估—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  

寫作範疇 

 寫作評估設有三張分卷(9CW1、9CW2、9CW3)，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卷，每
卷分為兩部分：實用文寫作和文章寫作。 

 實用文寫作要求學生按提供的材料及指示寫一篇實用文，評審準則旨在評估學

生在表達信息或相關內容及掌握正確格式方面的能力表現。評審準則劃分為四

個等級。 

 文章寫作採用開放式話題寫作，由學生自行決定表達方式，字數不限。評審項

目包括：內容、結構、文句、詞語運用、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內容」、「結構」、

「文句」和「詞語運用」劃分為五個等級，「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則分為三

個等級。 

表 6.26   中三寫作評估—試卷安排 

分卷編號 題目類別 題數 

9CW1 實用文-啟事 1 
文章寫作 1 

9CW2 實用文-通告  1 
文章寫作 1 

9CW3 實用文-報告 1 
文章寫作 1 

題目總數 6 

基本能力 
卷別 / 題號 

題數 
9CR1 9CR2 9CR3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
常用字 

此兩項已融入其他評估重點中 

--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分詞句
的含義 

--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1、2、4、5、
6、7、9、11、
12、13、14 

1、2、4、5、
6、7、9、10、
12、13、14、
15 

1、2、4、5、
6、7、8、9、
10、11、14 

22*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3、8、10 3、8、11 3、12、13 6*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5、16、17、
18 

16、17、18、
19 

15、16、17、
18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9、20、21、
22、23 

20、21、22、
23 

19、20、21、
22、23 

14 

 題目總數 54*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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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b   中三各學習範疇的卷別編排 

學習範疇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限 

閱讀 

9CR1 23 

30分鐘 9CR2 23 

9CR3 23 

寫作 

9CW1 2 

75分鐘 9CW2 2 

9CW3 2 

聆聽 
9CL1 15 

約 20分鐘 
9CL2 15 

說話*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分鐘 
說話時間：2分鐘 

9CSG1- 
9CSG8 8（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5分鐘 
討論時間：8分鐘 

視聽資訊 9CAV 12 約 15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評估方式 

閱讀範疇 

 閱讀評估設有三張分卷(9CR1、9CR2、9CR3)，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卷。 

 各卷主要評估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分為三部分，包括三類閱讀材料。第一類

是語體文，共兩篇文章；第二類為文言文；第三類為實用文。 

表 6.24  中三閱讀評估—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 篇章類型 篇章數目 題數 題型 

9CR1 語體文 2 14 

選擇、短答、填充 

文言文 1 4 
實用文-報告 1 5 

9CR2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須知 1 4 
9CR3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通告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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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聆聽評估設有兩張分卷(9CL1、9CL2)，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卷。聆聽卷分為
兩部分，題型為選擇題。 

表 6.27   中三聆聽評估—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 題數 題型 

9CL1 15 
選擇 

9CL2 15 

表 6.28   中三聆聽評估—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 

基本能力 
卷別 / 題號 

題數 
9CL1 9CL2 

BL3.1 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
容要點 

2、4、5、6、7、8、
10、11、13、14、15 

2、4、5、6、7、8、
10、11、13、14、15 

16*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
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9 1、9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
前後關係 

3、12 3、12 3* 

題目總數 22*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說話範疇 

 說話評估分兩天上、下午共四個分節進行，每位學生只參與其中一個分節的評

估，每個評估分節的「個人短講」及「小組討論」題目不同。 

 評估是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參與人數 12 或 24 名不等，視乎該校中三級實際
人數而定。評估分為「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兩部分，每名學生只須參與

其中一部分。 

 「個人短講」的準備時間為五分鐘，學生須於五分鐘後依題目指示，以兩分鐘

時間完成短講。「小組討論」的準備時間也是五分鐘，而討論時間則為八分鐘。 

 「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的評審準則相同，包括「內容」、「條理」、「表情

達意」及「語速和語氣」，其中「內容」和「表情達意」分五個等級，而「條理」

及「語速和語氣」則分為三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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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9   中三說話評估—分卷安排 

基本能力 方式 題目編號 題數 

BS3.1 能按講題要求，確定說話內    

      容，作簡單而清楚的短講 

個人短講 

9CSI1、9CSI2、9CSI3、 
9CSI4、9CSI5、9CSI6、 
9CSI7、9CSI8 

8 BS3.3 說話能圍繞主題，大致有條理 

BS3.4 表情達意用語大致恰當 

BS3.5 說話的速度和語氣大致恰當 

BS3.2 對話和討論時，能抓住別人說 

      話要點，並作出簡單回應 

小組討論 
9CSG1、9CSG2、9CSG3、
9CSG4、9CSG5、9CSG6、
9CSG7、9CSG8 

8 BS3.3 說話能圍繞主題，大致有條理 
BS3.4 表情達意用語大致恰當 

BS3.5 說話的速度和語氣大致恰當 

                                                      題目總數 16 

視聽資訊評估 

 由於在閱讀和聆聽範疇中設有「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一項，故此部

分另設一卷(9CAV)以作評估。 

表 6.30   中三視聽資訊評估—卷別安排 

試卷編號 題目數量 題型 

9CAV 12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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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聆聽評估設有兩張分卷(9CL1、9CL2)，每名學生只須答其中一卷。聆聽卷分為
兩部分，題型為選擇題。 

表 6.27   中三聆聽評估—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 題數 題型 

9CL1 15 
選擇 

9CL2 15 

表 6.28   中三聆聽評估—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 

基本能力 
卷別 / 題號 

題數 
9CL1 9CL2 

BL3.1 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
容要點 

2、4、5、6、7、8、
10、11、13、14、15 

2、4、5、6、7、8、
10、11、13、14、15 

16*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
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9 1、9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
前後關係 

3、12 3、12 3* 

題目總數 22*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說話範疇 

 說話評估分兩天上、下午共四個分節進行，每位學生只參與其中一個分節的評

估，每個評估分節的「個人短講」及「小組討論」題目不同。 

 評估是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參與人數 12 或 24 名不等，視乎該校中三級實際
人數而定。評估分為「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兩部分，每名學生只須參與

其中一部分。 

 「個人短講」的準備時間為五分鐘，學生須於五分鐘後依題目指示，以兩分鐘

時間完成短講。「小組討論」的準備時間也是五分鐘，而討論時間則為八分鐘。 

 「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的評審準則相同，包括「內容」、「條理」、「表情

達意」及「語速和語氣」，其中「內容」和「表情達意」分五個等級，而「條理」

及「語速和語氣」則分為三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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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閱讀範疇 

 閱讀評估分三部分，分別是語體文、文言文和實用文閱讀理解，以下擬就不同

文類，陳述學生的表現。 

(一) 語體文 

 語體文閱讀理解部分旨在評估學生閱讀語體文時，擷取篇章主要信息及綜合理

解篇章的能力。而一般認讀常用字和理解篇章字詞含義的能力，已融入基礎理

解能力之中。 

 評估卷分別選錄主題不同的語體文，包括︰以做運動為主題的〈比較〉、記敘參

觀花卉展所見所聞的〈遊花卉展〉、論說學習方法的〈治學〉，也有反思現今父

母與子女相處方式的〈孝道〉。通過這些主題各異、寫作手法各有不同的文章，

評估學生在歸納篇章內容要點及判別一般寫作方法的能力。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主要的信息。以〈孝道〉為例，9CR1第 2題(即 9CR2第 2
題)問「第段主要想說明甚麼？」大部分學生可以根據第段的內容，判別第
段的內容重點是「倫理道德已不再受重視」。 

 此外，大部分學生能大致理解篇章特定的信息。如〈遊花卉展〉9CR2第 15題(即
9CR3 第 7 題)，要學生根據全文內容，判別作者參觀花卉展的心情變化，大部
分學生能選取正確答案。   

 學生大致可以根據前文後理，推斷內容要點。例如 9CR2第 13題(即 9CR3第 5
題)問「根據第段內容，玫瑰的特性可以提醒我們哪些做人的道理？」大部分
學生能從第段找到推斷的依據：從玫瑰外貌、生長特點，明白作者要藉玫瑰
提醒我們勇敢面對逆境。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2第 13題
(即 9CR3第 5
題) 

 

雖然在表達

上有沙石，但

學生大抵能

掌握作者要

藉玫瑰提醒

我們要剛強

不屈。 

學生大致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手法 

 學生尚能判別常見的寫作手法。以 9CR1第 3題(即 9CR2第 3題)為例，題目問
〈孝道〉的第段運用了哪種說明手法，大部分學生能指出文章運用了定義說
明，闡釋「孝」的意義。 

 又例如〈治學〉9CR3 第 12 題，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全文內容，判別第段在文
中起了轉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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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言文 

 評估卷分別選錄三篇主題不同的文言作品，旨在評估學生理解淺易文言文的能

力。本年三篇考材均取材自淺易的文言故事。9CR1的文言篇章選自《澠水燕談
錄》，藉曹州 于令儀的事迹，刻畫于令儀的性格為人。9CR2的文言篇章選自《墨
客揮犀》，文中記述韓魏公一次宴客的經過，凸顯韓魏公的寬宏大量。9CR3 的
文言篇章選自《唐語林》，故事寫一名老婦在機緣巧合下救了一頭老虎，後來老

虎報恩卻反而為老婦帶來麻煩，藉此諷刺好心做壞事的人。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言作品的主要信息。以 9CR1第 15題為例，題目問「以下哪
項符合對于令儀的描述？」大部分學生能明白于令儀為人寬厚正直，他晚年時

家道富足。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作品的內容，掌握主人翁的性格為人。如 9CR1 第 17 題
為例，大部分學生能通過于令儀對盜賊處處關心的行徑，判別于令儀「以

德服人」的性格特點。 

(三) 實用文 

 實用文閱讀理解部分旨在評估學生閱讀實用文時，在獲取相關資料、辨識主要

信息及掌握格式方面的能力。實用文評估的選材多貼近現實生活，包括考察報

告（9CR1）、郊野公園遊客須知（9CR2）和火警演習通告（9CR3）。 

學生大致能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大意。以 9CR2第 20題為例，學生大致能根據〈香
城郊野公園遊客須知〉的內容，指出香城郊野公園撰寫該篇文章的目的是「提

醒遊客遊覽時要注意的事項」。又如通告 9CR3第 20題，學生能理解第段的內
容重點，判別該段內容重點是說明火警演習時的安排。 

 另外，大部分學生大致能按照通告內容及火警疏散路線圖，理解篇章的內容重
點。如 9CR3第 21題附上其中兩名學員的資料，要求學生按照通告的內容判別
兩名學員的疏散路線和集合地點。大部分學生能按上述的資料，選擇正確的答
案。 

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實用文寫作旨在評估學生撰寫常見實用文的能力。學生須按照題目的要求，撰

寫配合語境、功能、內容與格式均正確無誤的實用文。實用文寫作評估設有三

道題目，分別是啟事（9CW1）、通告（9CW2）及報告（9CW3）。在三道題目
中，最多學生能運用恰當的實用文格式撰寫啟事，而較少學生能掌握通告的格

式要求。 

學生大致掌握實用文的寫作要求 

 在三道題目中，以啟事的表現較佳。題目要求學生根據題目的資料，以王美美

的名義撰寫一則轉讓啟事。題目附上兩則資料——王美美與媽媽的對話，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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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啟事的目的，並且提示學生撰寫這則啟事的方向。在格式方面，學生大多

能以正確的格式寫標題、署名及日期。大部分學生能以簡潔的文字，如「啟事」、

「轉讓啟事」作為文章的標題。在內容方面，學生一般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撰文，

惟所寫內容仍有缺漏，例如在文中未能清楚點出撰文者要轉讓的是一台「手提

電腦」。 

 與往年一樣，本年較少學生能運用恰當的實用文格式撰寫通告。題目要求學生

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年 6月 14日撰寫一則通告。在
格式方面，學生尚能以「通告」作為標題，但較多學生未能以「特此通告」或

「[以]上通告」作為結束語，又或在結束語後誤加機構名稱或「此致」。個別學

生更誤用書信格式，如在標題後加上「上款」。在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

題目的要求指出學生會部分文具要加價的原因、加價的日期，惟部分學生未能

清楚點出要調整價格的文具或遺漏文具的新價目。 

 大部分學生能運用恰當的實用文格式撰寫報告。題目要求學生以愉快中學地理

學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撰寫一份活動報告。題目附有參加活動的人數及最受

同學歡迎的活動資料，以及地理學會的幹事在會議上的發言節錄，以提示學生

提出改善來年活動的建議。學生大抵能以正確的格式寫上款、標題、小標題、

下款及日期，但部分學生所寫的標題及小標題未能對應文章內容，例如誤將「活

動概況」誤作「調查結果」。學生大抵能運用題目的資料撰文，惟部分學生表述

欠準確，如「地理公園展覽館」，誤寫為「地質公園展覽館」，又或未有清楚點

出統計單位，令讀者難以掌握活動概況。大部分學生能依據題目的提示，就改

善校內閱讀風氣提出建議。 

(二) 文章寫作 

 文章寫作旨在評估學生寫作文章的能力。學生須按寫作要求，擬定內容，並運

用適切的表達方式撰文。文章寫作共有三道題目，學生須按題目要求撰寫一篇

文章，字數不限。本評估採用半開放式題目或話題寫作。題目包括︰「______

令我改變」（9CW1）、「付出」（9CW2）及「彩虹」（9CW3）。9CW1屬半開放式
題型，要求學生填寫適當文字於橫線上，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而 9CW2
和 9CW3 為話題寫作，題目沒有限定學生創作的文體和字數，學生可自行決定
文章的表達方式，或記述自己和他人的經歷，或發表議論，或說明事理，或記

述、抒情兼而有之，形式自由。 

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 

 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訂定的主題或話題寫作。內容大致切題、結構簡單、文筆

平實。 

 9CW1「______令我改變」一題，屬半開放式的題目，表現尚可。大部分學生能

圍繞題目，撰寫大致切合題目要求的文章。大部分學生能圍繞自己填寫的內容

寫作，可是大多數學生偏重記述某事的經過或某人的特點，較少學生能道出某

事或某人如何令他們改變。例如有學生以「集郵令我改變」為題撰文，可是內

容主要圍繞收集郵票的經過、介紹有收藏價值的郵票，而較少篇幅闡述收集郵

票改變了「我」的原因，以及「我」的改變。 

 9CW2「付出」一題，在三道題目中表現較佳。學生以生活為題材，如親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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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運動，以及學習經歷等。有的學生記述父母為子女的付出，並抒發對父母

感激之情，也有學生寫社會上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如何為社會「付出」。部分學生

運用論說手法，以不同的例子從正反兩面，論說「付出」是否一定有回報。大

部分學生的作品結構大致完整，行文尚算通順。總括而言，大部分學生能圍繞

主題寫作，然而只有少數學生會運用不同的寫作手法突出主題。 

 9CW3「彩虹」一題，學生的表現平平。大部分學生說明「彩虹」的成因、描寫
它的色彩，然後藉彩虹抒發自己對人生順逆的看法。另外，亦有學生藉「彩虹」

由不同的顏色所組成這個特點，帶出人應該生而平等，提倡愛與包容，立意新

穎。可惜大部分的學生未能將「彩虹」的特性與自己要抒發的情感扣連。部分

作品的內容略嫌蕪雜，以致未能取得更佳的表現。 

學生大致能按內容重點分段 

 在結構方面，學生大致能適當地分段。大多數學生運用記敘手法撰文，他們大

多能交代事情發生的始末，並藉此抒發感受。總的來說，大部分的作品結構較

單一，只有少數學生能按內容表達的需要，編排內容重點。  

學生大致能運用正確的文句及標點 

 學生能運用書面語和完整句子寫作。詞語運用亦算恰當。 

 在標點符號運用方面，學生較常使用的符號是逗號和句號。部分學生只懂運用

逗號及句號，未有按文意使用其他的標點符號。 

聆聽範疇 

 聆聽評估旨在評估學生聆聽話語內容時，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等方面的

能力。聆聽評估設兩張分卷，分別是 9CL1和 9CL2。兩卷的主題相同，第一節
錄音的話語片段和題目兩卷共用。聆聽資料取材自生活，以學生之間的對話、

學生與校園電台受訪嘉賓的訪問內容，講述都市廢物為環境帶來的影響，並提

出減少都市廢物的方法。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例如 9CL1第 5題（即 9CL2第 5題），
大部分學生能按照志強的話語內容，從選項中找出志強沒有提及的「減廢」方

法。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說話者的話語重點。例如 9CL2第 14題，大部分學生能根據
慧珍談及朋友視「減廢」為潮流一事，判別慧珍是從人們的心態這個角度分析

「減廢」難有成效的原因。 

 此外，大部分學生能從不同說話者的話語，理解他們說話的重點。9CL1第 8題
（即 9CL2第 8題）要求學生從選項中判別校園電台的幹事經商量後有何決定。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家寶、志強和淑儀的對話，辨別出他們決定要邀請嘉賓分享

「減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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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啟事的目的，並且提示學生撰寫這則啟事的方向。在格式方面，學生大多

能以正確的格式寫標題、署名及日期。大部分學生能以簡潔的文字，如「啟事」、

「轉讓啟事」作為文章的標題。在內容方面，學生一般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撰文，

惟所寫內容仍有缺漏，例如在文中未能清楚點出撰文者要轉讓的是一台「手提

電腦」。 

 與往年一樣，本年較少學生能運用恰當的實用文格式撰寫通告。題目要求學生

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年 6月 14日撰寫一則通告。在
格式方面，學生尚能以「通告」作為標題，但較多學生未能以「特此通告」或

「[以]上通告」作為結束語，又或在結束語後誤加機構名稱或「此致」。個別學

生更誤用書信格式，如在標題後加上「上款」。在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

題目的要求指出學生會部分文具要加價的原因、加價的日期，惟部分學生未能

清楚點出要調整價格的文具或遺漏文具的新價目。 

 大部分學生能運用恰當的實用文格式撰寫報告。題目要求學生以愉快中學地理

學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撰寫一份活動報告。題目附有參加活動的人數及最受

同學歡迎的活動資料，以及地理學會的幹事在會議上的發言節錄，以提示學生

提出改善來年活動的建議。學生大抵能以正確的格式寫上款、標題、小標題、

下款及日期，但部分學生所寫的標題及小標題未能對應文章內容，例如誤將「活

動概況」誤作「調查結果」。學生大抵能運用題目的資料撰文，惟部分學生表述

欠準確，如「地理公園展覽館」，誤寫為「地質公園展覽館」，又或未有清楚點

出統計單位，令讀者難以掌握活動概況。大部分學生能依據題目的提示，就改

善校內閱讀風氣提出建議。 

(二) 文章寫作 

 文章寫作旨在評估學生寫作文章的能力。學生須按寫作要求，擬定內容，並運

用適切的表達方式撰文。文章寫作共有三道題目，學生須按題目要求撰寫一篇

文章，字數不限。本評估採用半開放式題目或話題寫作。題目包括︰「______

令我改變」（9CW1）、「付出」（9CW2）及「彩虹」（9CW3）。9CW1屬半開放式
題型，要求學生填寫適當文字於橫線上，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而 9CW2
和 9CW3 為話題寫作，題目沒有限定學生創作的文體和字數，學生可自行決定
文章的表達方式，或記述自己和他人的經歷，或發表議論，或說明事理，或記

述、抒情兼而有之，形式自由。 

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寫作 

 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訂定的主題或話題寫作。內容大致切題、結構簡單、文筆

平實。 

 9CW1「______令我改變」一題，屬半開放式的題目，表現尚可。大部分學生能

圍繞題目，撰寫大致切合題目要求的文章。大部分學生能圍繞自己填寫的內容

寫作，可是大多數學生偏重記述某事的經過或某人的特點，較少學生能道出某

事或某人如何令他們改變。例如有學生以「集郵令我改變」為題撰文，可是內

容主要圍繞收集郵票的經過、介紹有收藏價值的郵票，而較少篇幅闡述收集郵

票改變了「我」的原因，以及「我」的改變。 

 9CW2「付出」一題，在三道題目中表現較佳。學生以生活為題材，如親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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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根據以下資料，以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

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王美美與媽媽的對話節錄 

媽媽  ： 美美，我們快要搬家了，這台手提電腦你很少用，我把它扔了，

好嗎？  
  
王美美： 太浪費了！它運作正常，仍能處理一般的文書工作，只是系統太

舊，無法支援最新的繪圖軟件‥‥‥我可以在報章及互聯網上刊

登轉讓啟事，我相信應該有人會購買它的。  
  
媽媽  ： 這提議不錯！記得在啟事中清楚指出這台手提電腦的功能及不足

的地方。至於價錢‥‥‥  
  
王美美： $500 好了！我還會在啟事裏附上我的手提電話號碼，方便聯絡。 
  
媽媽  ： 你剛換了電話卡，電話號碼是 3422 8888，千萬不要弄錯！   

 
 

資料二：有關王美美手提電腦的資料 

 
 
 
 
 
 
 
 
 
 
 

 

 
 

 

 

闊：8 吋 

機身厚度：1 吋 

中三中國語文科 

10 

部分學生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兩個聆聽錄音共有三道題目評估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分別是 9CL1第 1題(即
9CL2第 1題)、9CL1第 9題及 9CL2第 9題，學生須重聽話語節錄，透過說話
者的態度、口吻，聽出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以 9CL2第 9題為例，題目問「根據話語節錄，志強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
思？」，學生大致能根據志強的語氣，選出「委婉地提示慧珍訪問的目的」這

個正確答案，可是 9CL1第 1題(即 9CL2第 1題)和 9CL1第 9題則較少學生能
透過說話者的語氣，選出正確答案。 

視聽資訊評估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方面的能力。本年短片以香港的商

場為題，回顧商場發展與本地經濟發展的關係，並通過建築師及學者的訪問內

容，探討如何平衡商場發展與文化保育。 

學生大致能識別視聽資訊中的內容重點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識別短片的內容重點。例如第 2題問香港商場的設計的改變，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短片內容，判別八、九十年代興建的商場布局多變，規畫不再

方正。 

 學生大致能掌握受訪者要說明的論點。如第 12題，學生大多能明白林卓倫認為
前水警總部的改建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的原因是：他認為它改建後既能保育文

化，亦能借歷史建築吸引人們到此消費。 

 至於要綜合視覺和聽覺能力回答的題目，學生的表現則有待改進。他們在個別

題目表現尚可，如第 11題根據資料二顯示，要學生判別符合前水警總部的描述。
大部分學生尚能細心聆聽及觀看短片的內容，並根據短片所附的圖表，辨別正

確的答案。 

說話範疇 

 說話評估旨在評估學生的說話能力。評核項目包括：內容、條理、表情達意和

語速語氣。在釐定基本能力的水平時，說話評估的成績並不包括在內。學生在

說話評估的整體表現，可參閱「一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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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根據以下資料，以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

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王美美與媽媽的對話節錄 

媽媽  ： 美美，我們快要搬家了，這台手提電腦你很少用，我把它扔了，

好嗎？  
  
王美美： 太浪費了！它運作正常，仍能處理一般的文書工作，只是系統太

舊，無法支援最新的繪圖軟件‥‥‥我可以在報章及互聯網上刊

登轉讓啟事，我相信應該有人會購買它的。  
  
媽媽  ： 這提議不錯！記得在啟事中清楚指出這台手提電腦的功能及不足

的地方。至於價錢‥‥‥  
  
王美美： $500 好了！我還會在啟事裏附上我的手提電話號碼，方便聯絡。 
  
媽媽  ： 你剛換了電話卡，電話號碼是 3422 8888，千萬不要弄錯！   

 
 

資料二：有關王美美手提電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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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兩個聆聽錄音共有三道題目評估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分別是 9CL1第 1題(即
9CL2第 1題)、9CL1第 9題及 9CL2第 9題，學生須重聽話語節錄，透過說話
者的態度、口吻，聽出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以 9CL2第 9題為例，題目問「根據話語節錄，志強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
思？」，學生大致能根據志強的語氣，選出「委婉地提示慧珍訪問的目的」這

個正確答案，可是 9CL1第 1題(即 9CL2第 1題)和 9CL1第 9題則較少學生能
透過說話者的語氣，選出正確答案。 

視聽資訊評估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方面的能力。本年短片以香港的商

場為題，回顧商場發展與本地經濟發展的關係，並通過建築師及學者的訪問內

容，探討如何平衡商場發展與文化保育。 

學生大致能識別視聽資訊中的內容重點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識別短片的內容重點。例如第 2題問香港商場的設計的改變，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短片內容，判別八、九十年代興建的商場布局多變，規畫不再

方正。 

 學生大致能掌握受訪者要說明的論點。如第 12題，學生大多能明白林卓倫認為
前水警總部的改建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的原因是：他認為它改建後既能保育文

化，亦能借歷史建築吸引人們到此消費。 

 至於要綜合視覺和聽覺能力回答的題目，學生的表現則有待改進。他們在個別

題目表現尚可，如第 11題根據資料二顯示，要學生判別符合前水警總部的描述。
大部分學生尚能細心聆聽及觀看短片的內容，並根據短片所附的圖表，辨別正

確的答案。 

說話範疇 

 說話評估旨在評估學生的說話能力。評核項目包括：內容、條理、表情達意和

語速語氣。在釐定基本能力的水平時，說話評估的成績並不包括在內。學生在

說話評估的整體表現，可參閱「一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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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通告。(字數不限) 

 

資料一：學生會幹事會議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美美，我剛收到文具供應商開心公司通知：因成本上漲，         
7 月 1 日起會調高部分學生會訂製的文具售價。這是最新的  
價目表(資料二)。  
 

王美美： 嗯，單行簿及原子筆分別加了$2。我會寫一則文具價格調整

通告，通知同學 7 月 1 日起，哪些文具要加價，以及清楚指

出它們調整後的新價目是多少‥‥‥   
 

李老師： 不要忘記學生會現在仍有少量單行簿及原子筆的存貨。  
 

王美美： 我建議用原價出售存貨，大家是否贊成這安排？  
 

李老師： (點票後 )既然大部分幹事都贊成，就這樣辦好了。美美，記

得在通告中交代這安排，並向同學解釋加價的原因。 

 

 

資料二：價目表 

開心公司價目表 

文儀用品 原價 新價目 

單行簿(每本) $10  $12  

塗改液(每支) $15  $15  

原子筆(每支) $5  $7  

文件夾(每個)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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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內容方面，學生大致能點明有意轉讓電腦 1a，但標題寫「二手電腦」或
會引起歧義 2a。文中有清楚寫出電腦的大小、功能、聯絡方法及轉售的價
錢等資料 1b，可是全文未有點明要轉讓的是「手提電腦」1c。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標題 2a、署名 2c 和發文日期 2e，惟誤將「上」作為
啟告語 2d。另外，以「謝謝」作結 2b，並非啟事的慣常寫法。 

行文用語尚可。 

1 

2 

3 

1c 

1c 

1c 

1a 

1b 

2b
 

2c
 

2d
 

2e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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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通告。(字數不限) 

 

資料一：學生會幹事會議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美美，我剛收到文具供應商開心公司通知：因成本上漲，         
7 月 1 日起會調高部分學生會訂製的文具售價。這是最新的  
價目表(資料二)。  
 

王美美： 嗯，單行簿及原子筆分別加了$2。我會寫一則文具價格調整

通告，通知同學 7 月 1 日起，哪些文具要加價，以及清楚指

出它們調整後的新價目是多少‥‥‥   
 

李老師： 不要忘記學生會現在仍有少量單行簿及原子筆的存貨。  
 

王美美： 我建議用原價出售存貨，大家是否贊成這安排？  
 

李老師： (點票後 )既然大部分幹事都贊成，就這樣辦好了。美美，記

得在通告中交代這安排，並向同學解釋加價的原因。 

 

 

資料二：價目表 

開心公司價目表 

文儀用品 原價 新價目 

單行簿(每本) $10  $12  

塗改液(每支) $15  $15  

原子筆(每支) $5  $7  

文件夾(每個)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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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大致完備。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指出收到文具供應商通知，因成

本上漲，7 月 1 日起會調整部分文具的售價 1a。文中清楚寫出加價的文具
及新價目等資料 1b。 

本文層次尚可，先交代撰寫通告的原因 2a，然後列寫調整價格的文具等資
料 2b。 

學生已大致掌握通告的格式，能寫標題 3a、職銜 3d、署名 3e 及日期 3f ，

可惜文末在「特此通告」後寫上「此敬」，致結束語有誤 3c。另外，學生
在本文的開首寫「各位同學」3b，並不合通告慣常的寫法。 

1 

3 

2 

1a 

3a 

3b 

2a 

1b 

3c 

3f 

3d 

3e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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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3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地理學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撰寫一

份活動報告，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呈交活動主任李一心老師。報

告內容須包括活動概況及兩項來年舉辦活動的具體建議 (字數不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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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地理學會幹事在 5 月 10 日檢討會議上的發言節錄 

美美： 

 

早前會員不是以一人一票選出大家最喜愛的活動嗎？結果

如何？ 

 

小蓮： 

 

本年度最受歡迎的活動竟然是新年聯歡會！新年聯歡會雖

然可以加強組員的聯繫，但舉辦的活動還是要配合本會的宗

旨較好！ 

 

立志： 

 

對，我們可以考慮在來年多舉辦實地考察活動。很多會員都

想參加蒲台島地質考察，可惜名額有限，不少會員未能參加

那次活動。 

 

思明： 本年我們有幸邀請到香城大學的方大常教授到校講解岩石

的知識，可能因為宣傳不足，參加的會員只有 25 人。我建

議下屆幹事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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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2a 3c 

1a 

1b 

2b 3c 

3d 

3e 

1c 

3f 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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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大致能清楚寫出活動概況，如本年度參加地理學會各活動的人數 1a 。

另外，本文雖然有寫最受學生歡迎及最不受學生歡迎的活動名稱，可是卻

未有寫明相關的數字，以表明活動的受歡迎的程度 1b。至於建議方面，學
生大致能依據題目的提示，提出改善建議，然而內容略嫌不夠具體 1c。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活動概況 2a 及兩項建議 2b。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包括：上款 3a、標題 3b、小標題 3c、職銜
3d、署名 3e ，然而未有寫發文日期 3f.。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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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 ______________ 令我改變」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   收集郵票    令我改變」 

 

 

 

 

2a 

2b 1a 

2c 1b 

中三中國語文科 

18 

 

說明 

本文大致能清楚寫出活動概況，如本年度參加地理學會各活動的人數 1a 。

另外，本文雖然有寫最受學生歡迎及最不受學生歡迎的活動名稱，可是卻

未有寫明相關的數字，以表明活動的受歡迎的程度 1b。至於建議方面，學
生大致能依據題目的提示，提出改善建議，然而內容略嫌不夠具體 1c。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活動概況 2a 及兩項建議 2b。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包括：上款 3a、標題 3b、小標題 3c、職銜
3d、署名 3e ，然而未有寫發文日期 3f.。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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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以「收集郵票令我改變」為題，記述「我」愛上集郵的經過 1a，以及
收集郵票的種類 1b，可是本文只有在最後一段點出集郵如何令「我」改變，
內容略嫌空泛 1c。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點明「我」的興

趣是集郵 2a；第二個層次記述愛上集郵的經過 2b和收集郵票的種類 2c；
第三個層次，總結全文 2d。 

本文行文尚可，字句偶有沙石。字體較潦草，部分字詞的筆畫不清。   

又偶有錯別字，如將「非洲」誤作「非州」。 

標點符號，偶有錯誤。 

 

2d 1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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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以「付出」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說明 

本文以「付出」不一定有收穫為題 1a，以社會低下階層努力工作，而不能
脫貧等例子，嘗試證明默默耕耘，不一定有收穫 1b。文章立意不俗，可
是闡釋略嫌簡單。 

內容結構大致完整。本文開門見山，指出「付出」不一定有收穫 2a，然後
以低下階層的遭遇 2b及動物世界弱肉強食 2c等例子，說明付出不一定有
回報。文末重申自己的立場 2d。 

行文大致流暢，字句偶有沙石。 

用語尚算簡潔，偶有錯別字，如：將「辦法」誤作「辨法」。 

1 

2 

3 

1a 2a 

1b 

2c 

2b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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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以「收集郵票令我改變」為題，記述「我」愛上集郵的經過 1a，以及
收集郵票的種類 1b，可是本文只有在最後一段點出集郵如何令「我」改變，
內容略嫌空泛 1c。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點明「我」的興

趣是集郵 2a；第二個層次記述愛上集郵的經過 2b和收集郵票的種類 2c；
第三個層次，總結全文 2d。 

本文行文尚可，字句偶有沙石。字體較潦草，部分字詞的筆畫不清。   

又偶有錯別字，如將「非洲」誤作「非州」。 

標點符號，偶有錯誤。 

 

2d 1c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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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彩虹」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說明 

本文寫一次到郊野公園郊遊的經過。文章先寫起程時風和日麗 1a，之後忽
然下雨 1b，「我」本想回家，後來在媽媽鼓勵下繼續行程。末段寫雨後天
空出現「彩虹」，並藉此點出個人的體會 1c。內容簡單，尚算切合題目要
求，可惜發揮一般。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本文先交代郊野公園郊遊的始末 2a，然後藉「彩虹」
帶出個人的感受 2b。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準確，如：「沒精打采」。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忽」誤作「怱」。 

2a 1a 

2a 

2a 1b 

2a 

2b 1c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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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本年度以視聽資訊表現較佳，閱讀及寫作的表現尚算平穩，而聆聽則表現稍遜。

下文擬從閱讀、寫作、聆聽及說話各個學習範疇闡述學生的表現：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 

 學生閱讀文章時，大致能掌握文章主要的信息，並能直接從文章中找出事實或

依據回答問題。學生大致能回答直接提問篇章信息的題目，可惜部分學生在歸

納內容要點、判別前文後理關係的題目，表現稍欠穩定。對於未能直接在篇章

中找到答案的題目，或需要從不同段落擷取主要的信息的題目，學生的表現則

有待改進。 

學生大致能判別常見的寫作手法 

 大部分學生能判別常見的寫作手法。以 9CR1第 3題(即 9CR2第 3題)為例，他
們能判別文章某一段運用了某種寫作手法，大多數學生能選擇「定義說明」這

個正確答案。然而，如題目改問全篇文章的寫作手法，則只有較少學生能指出

正確的答案。如 9CR3第 13題，只有四成多學生能判別全文運用了「舉例」及
「比喻說明」的手法。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 

 學生閱讀文言作品的能力尚可。學生大多能通過關鍵字詞，推測上下文意，找

出答案，部分學生更能概括文言故事的重點。由此可見，學生對常見的文言字

詞有一定的理解能力。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學生大多具備理解實用文內容的能力，但只有較少學生能理解內容細節。 

 大部分學生能概括實用文的內容重點，但只有少數學生能因應內容重點，以小

標題概括有關內容要點。如 9CR3第 19題，只有近半數學生能為通告加上合適
的標題。 

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實用文的題目附有相關寫作材料，學生須因應題目要求，進行整合、補漏等工

作，使它成為格式完整而又能清楚傳達信息的實用文。從評估結果顯示，三道

實用文題目之中學生在啟事一題的表現最佳、報告次之，通告則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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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彩虹」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說明 

本文寫一次到郊野公園郊遊的經過。文章先寫起程時風和日麗 1a，之後忽
然下雨 1b，「我」本想回家，後來在媽媽鼓勵下繼續行程。末段寫雨後天
空出現「彩虹」，並藉此點出個人的體會 1c。內容簡單，尚算切合題目要
求，可惜發揮一般。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本文先交代郊野公園郊遊的始末 2a，然後藉「彩虹」
帶出個人的感受 2b。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準確，如：「沒精打采」。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忽」誤作「怱」。 

2a 1a 

2a 

2a 1b 

2a 

2b 1c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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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學生大致能掌握啟事的格式。大部分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撰寫標題、署名及

日期，措辭用語亦算準確。 

 在三篇實用文寫作中，較多學生未能掌握通告應有的格式，部分甚至誤用其他

實用文格式撰文。亦有不少學生混淆通告及書信的格式，例如在通告的標題前

或後加上稱謂，又或在結束語之後加上機構名稱或加上「此致」。 

 本年較多學生能以正確的報告格式撰文，表現稍見進步。然而，個別學生仍未

能按題目要求撰寫適切的標題或小標題。 

內容 

 大部分學生能依據題目及所附資料撰寫符合題目要求的啟事。絕大部分學生能

掌握轉讓啟事的寫作要求，可惜部分學生只點出有意轉售「電腦」，而未有點明

要轉讓的是「手提電腦」。 

 學生一般能根據題目的要求選取適切的資料撰寫通告，並寫出部分學生會出售

的文具要調整售價，然而部分學生只顧抄錄題目所附資料，或點出加價的文具

的加幅，而未能明確指出新的價目，以致內容有所缺漏。另外，個別學生誤解

撰文者身分，以為題目要求學生以文具供應商的身分撰寫通告。 

 學生大致能因應題目所附的資料撰寫活動報告，大部分學生能抄錄地理學會各

項活動的參加人數及最受學生歡迎的活動名稱，惟部分學生未能準確交代資

料。大部分學生能按照題目的提示，提出簡單的建議。 

(二) 文章寫作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以書面語撰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然而

內容充實、結構嚴謹的作品則屬少數。 

 有較多學生的文章能取材自生活及個人經歷，例如有學生寫「老師令我改變」，

感謝老師對自己的教導。部分學生作品取材見心思，有學生以「彩虹」為題，

指出我們要坦然面對挫折，也有學生以「付出」寫社會低下階層的困境。他們

的作品在寫作手法上或仍有不足，然而這些嘗試值得嘉許。 

 結構方面，大部分學生懂得分段寫作，但部分學生的文章結構仍略嫌鬆散，只

有少數作品能因應文章內容組織素材，適當分段。 

 寫作手法方面，本年較多學生採用記敘的手法撰文，亦有部分學生以論說手法

撰文，表現尚可。然而不論記敘、抒情、描寫、說明或議論，學生均較少運用

不同的寫作和修辭手法。 

 學生的文句尚能達意，大致通順，用字亦算穩妥。然而部分學生文句流於冗贅，

亦有文句殘缺或夾雜口語。學生平日宜多積累詞彙和注意詞語的運用。 

 本年度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時有出現。 

 學生大致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較常運用的符號是逗號、句號。可是部分學生

未有按文意斷句；也有學生通篇只運用逗號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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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主題及內容要點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理解說話者的某段話語內容要點。學生只要細心聆聽，摘記

要點，便可找到答案。 

部分學生能掌握話語的前後 

 部分學生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以 9CL2第 12題為例，部分學生能掌握慧珍
媽媽是藉「温水煮蛙」的故事，說明她過去與一般人一樣將產品的精美包裝當

作是理所當然。由此可見，只有部分學生能掌握慧珍媽媽整段話語的因果關係。 

說話範疇 

學生尚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 

•  本年度學生在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的整體表現跟去年相若。大部分學生尚能根

據題目要求，確定說話內容，作簡單而完整的短講，惟學生只能用約一分半鐘

時間表達，未能善用兩分鐘短講時間。學生大致能表達自己的意見，惟內容薄

弱，欠缺例子佐證。 

學生表達大致清楚，具條理 

•  大多數學生在說話條理方面尚算清晰，大致能清楚達意，部分學生沒有寫下說

話要點的習慣，也沒有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以致內容結構鬆散。詞語運用方

面大致準確、恰當。部分學生的詞語貧乏，偶有夾雜英語詞彙或潮流用語，影

響表達。 

學生審題能力，有待改善 

•  審題方面，部分學生未能留意題目中的關鍵字，例如 9CSI6「試以香港美食大
使的身分，向旅客介紹兩種有特色的食物，並加以說明。」部分學生只介紹兩

項食物，但沒有談及「特色」，更沒有向「旅客」介紹這兩種食物，以致說話

內容未能扣緊題目。 

說話技巧有待提升 

 學生大致掌握說話時的語速和語氣，惟仍有小部分學生聲量不足。部分學生語

調平淡，欠缺變化；部分學生說話時吐字欠準確，有「懶音」問題，或常於句

末用「啦」、「呢」、「囉」等。近幾年，只有極少數學生在短講時默不作聲。 

小組討論方面，學生大致能就話題表達意見，並作適切回應 

•  大部分學生在討論時態度認真，樂於發言，能根據話題表達意見，輔以恰當的

例子，並就同學的說話作適切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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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三學生的良好表現 

閱讀範疇 

(一) 語體文 

學生能準確理解篇章內容要點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準確歸納篇章內容要點，把分散在篇章的信息，加以整合和

歸納。以〈遊花卉展〉為例，9CR2第 10題(即 9CR3第 2題)問「以下哪項不適
合形容『花卉展』上的花卉？」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理解文中有關花卉展上的花

卉與野生花卉不同的特點，然後判別不符合花卉展上的花卉的描述。 

 另外，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的前後關係，推斷篇章內容要點。以〈治

學〉為例，9CR3第 9題問「作者以達爾文為例，主要想說明甚麼？」表現良好
的學生能從文中達爾文學習的經歷，推斷作者要說明的道理——學習的樂趣推動

人們更努力學習。又例如 9CR1第 11題問為甚麼作者「不禁漲紅了臉」(第 17
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前文後理，推斷作者漲紅了臉的原因。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1第 11
題 

 

 

 

 

 

學生能指出

作者漲紅了

臉是因為發

現自己比別

人差。 

 

學生能判別篇章一般的寫作手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對常見的寫作手法有較全面的認識，如 9CR1第 10題，問第
及第段主要運用了甚麼寫作手法，他們能判別這兩段運用了對比手法。 

 而且，表現良好的學生不但能掌握某一段落所運用的寫作手法，而且他們還能

判別全文運用了哪些寫作手法。如 9CR3第 13題，問〈治學〉一文運用了哪些
寫作手法，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掌握篇章運用了「舉例」及「比喻說明」。 

(二) 文言文 

學生能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單能理解文言作品的內容大意，更能細心判別文言作品的主

要情節。如 9CR3第 16題，問老婦因為甚麼事而感到驚奇，只有表現良好的學
生能選出「老虎為她(老婦)補捉動物」這個正確答案。又例如 9CR1 第 18 題問
「以下哪項是于令儀沒有做的事？」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根據文言故事的情

節，選出與篇章不符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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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知識、多角度思考方面有待改進 

 部分學生對身邊事物的認知和生活體驗不足，未能掌握多角度思考，以致討論

時欠缺例證，內容貧乏。 

 部分學生討論時只是重複自己或別人的觀點，未能加以補充，使內容空泛，表

現稍遜。老師在課堂訓練時，除了注意加強思維訓練外，也要鼓勵學生多閱讀

報章和課外書籍，以擴闊眼界。 

討論技巧有待提升 

•  部分學生在討論時只是輪流表達自己的見解，自說自話，欠缺承接的技巧，未

能達到互相交流的效果。 

•  小部分學生濫用套語，如常說「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接着又自說自話，沒有

加以解釋。 

•  極少數學生在討論時默不作聲或不作回應。 

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大致能掌握短片的主要信息。學生大致能根據短片內容回答問題，然而只

有部分學生能同時兼顧多項信息。例如題目問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話語重點(如第

8題)，大多數學生能選出正確答案，但如題目問及多於一位受訪者的話語重點，

則只有部分學生能判別正確答案(如第 9題)。 

 在處理須兼顧視覺和聽覺才能回答的題目時，學生的表現仍有待改進。部分學

生未能同時處理畫面及旁白提供的信息。學生如能善用閱覽題目的時間，留心

題幹及選項的關鍵詞，並在觀看短片時摘記內容要點，表現應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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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三學生的良好表現 

閱讀範疇 

(一) 語體文 

學生能準確理解篇章內容要點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準確歸納篇章內容要點，把分散在篇章的信息，加以整合和

歸納。以〈遊花卉展〉為例，9CR2第 10題(即 9CR3第 2題)問「以下哪項不適
合形容『花卉展』上的花卉？」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理解文中有關花卉展上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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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前文後理，推斷作者漲紅了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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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指出

作者漲紅了

臉是因為發

現自己比別

人差。 

 

學生能判別篇章一般的寫作手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對常見的寫作手法有較全面的認識，如 9CR1第 10題，問第
及第段主要運用了甚麼寫作手法，他們能判別這兩段運用了對比手法。 

 而且，表現良好的學生不但能掌握某一段落所運用的寫作手法，而且他們還能

判別全文運用了哪些寫作手法。如 9CR3第 13題，問〈治學〉一文運用了哪些
寫作手法，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掌握篇章運用了「舉例」及「比喻說明」。 

(二) 文言文 

學生能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單能理解文言作品的內容大意，更能細心判別文言作品的主

要情節。如 9CR3第 16題，問老婦因為甚麼事而感到驚奇，只有表現良好的學
生能選出「老虎為她(老婦)補捉動物」這個正確答案。又例如 9CR1 第 18 題問
「以下哪項是于令儀沒有做的事？」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根據文言故事的情

節，選出與篇章不符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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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知識、多角度思考方面有待改進 

 部分學生對身邊事物的認知和生活體驗不足，未能掌握多角度思考，以致討論

時欠缺例證，內容貧乏。 

 部分學生討論時只是重複自己或別人的觀點，未能加以補充，使內容空泛，表

現稍遜。老師在課堂訓練時，除了注意加強思維訓練外，也要鼓勵學生多閱讀

報章和課外書籍，以擴闊眼界。 

討論技巧有待提升 

•  部分學生在討論時只是輪流表達自己的見解，自說自話，欠缺承接的技巧，未

能達到互相交流的效果。 

•  小部分學生濫用套語，如常說「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接着又自說自話，沒有

加以解釋。 

•  極少數學生在討論時默不作聲或不作回應。 

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大致能掌握短片的主要信息。學生大致能根據短片內容回答問題，然而只

有部分學生能同時兼顧多項信息。例如題目問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話語重點(如第

8題)，大多數學生能選出正確答案，但如題目問及多於一位受訪者的話語重點，

則只有部分學生能判別正確答案(如第 9題)。 

 在處理須兼顧視覺和聽覺才能回答的題目時，學生的表現仍有待改進。部分學

生未能同時處理畫面及旁白提供的信息。學生如能善用閱覽題目的時間，留心

題幹及選項的關鍵詞，並在觀看短片時摘記內容要點，表現應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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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用文 

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以 9CR1第 20題為例，題目要求學
生判別與考察報告符合的內容。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細心閱讀文章內容，選出同

學「未有進入善述書室參觀」這個正確答案。 

 又如〈香城郊野公園遊客須知〉9CR2 第 23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丁項的
內容，為該節內容自訂小標題。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2第 23
題 

 

學生能掌握

其中一段內

容，並以準確

的文字概括

內容重點。 

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學生能寫格式正確、內容完整的實用文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材料組織內容，並按題目要求，撰寫格式及

內容完備的實用文。 

 啟事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較多。表現良好的學生能以簡潔、準確的文字擬訂

啟事的標題。他們也能因應寫作目的，清楚表達有意出讓手提電腦，並羅列電

腦的功能等資料，以及聯絡方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撰寫格式完備的通告，他們所寫的通告不單能清楚交代
部分學生會出售的文具加價的原因、要加價的文具等資料，而且能在文中明確

列出新的價目。 

 至於報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掌握正確格式，按照題目的提示及資料
撰寫一篇內容簡潔的活動報告。他們因應內容重點，寫出合適的標題及小標題，

並能準確地列寫學生去年參與地理學會活動的人數等。此外，他們往往能參考

幹事的討論內容，提出來年舉辦活動的建議，例如多舉辦切合地理學會宗旨的

活動。 

 

 

 

 



中三中國語文科

131

中三中國語文科 

29 

(二) 文章寫作 

學生能寫內容清晰、結構緊密的文章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因應題目的要求，撰寫內容清晰的文章。他們能夠因應題目
寫出他們對家人、朋友、社會等方面的思考，內容建基於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平

日的觀察。 

 9CW1「______令我改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往往能抓住身邊的人和事，引

出個人的體會及感受，例如有學生寫以「辯論令我改變」為題，懂得以對比手

法細緻描寫自己在參加辯論隊之前及之後的改變。 

 9CW2「付出」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往往能善用不同手法突出主旨，例如：有
學生在敘述主要內容前，先說他事為主線作鋪墊；也有學生運用舉例說明等手

法，豐富文章的內容，加強說服力。 

 9CW3「彩虹」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抓住「彩虹」的特點，帶出自己對
身邊的人或個人人生態度的反思。例如有學生將「彩虹」的顏色比作社會上不

同的人，強調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建造美好的社會。有學生甚至指出「彩虹」在

七種顏色以外，更有「白色」的光，接着寫「白光」的重要。由此可見，表現

較好的學生大多觀察入微，往往會借寫「彩虹」的特點，帶出人生哲理。 

學生能寫文句通順、詞彙豐富的文章 

 表現良好的學生行文通順，詞彙豐富，無論是敘事抒情，或寫景狀物，或說理
議事，均能用詞恰當，描述傳神。他們善用修辭手法，描寫恰到好處。部分學

生更嘗試以不同寫作手法撰文，將積累的知識加以運用。 

學生能善用標點符號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善用標點符號以表達不同意思。除逗號、句號及問號外，亦
能善用感歎號以加強語氣或表達慨歎，也能運用一般學生較少用的分號和省略

號來陳述句子，表達感情。 

聆聽範疇 

學生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說話者的實際意思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判斷其話語背後隱含的意思。例如 9CL1
第 9題，題目問「根據話語節錄，陳大文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大部
分學生能根據陳大文的語氣，判別他想指出「減廢」並不是他的本分。 

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表現良好的學生在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方面，表現較穩定。例如 9CL1第 3
題(即 9CL2第 3題)，問「家寶提及香城政府的調查結果，主要想說明甚麼？」
他們能理解家寶藉香城政府的調查結果指出近年棄置廢物量不跌反升，說明「減

廢」措施收效不大。由此可見，表現良好的學生必須細心聆聽，才能理解話語

內容的前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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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用文 

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以 9CR1第 20題為例，題目要求學
生判別與考察報告符合的內容。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細心閱讀文章內容，選出同

學「未有進入善述書室參觀」這個正確答案。 

 又如〈香城郊野公園遊客須知〉9CR2 第 23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丁項的
內容，為該節內容自訂小標題。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2第 23
題 

 

學生能掌握

其中一段內

容，並以準確

的文字概括

內容重點。 

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學生能寫格式正確、內容完整的實用文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題目提供的材料組織內容，並按題目要求，撰寫格式及

內容完備的實用文。 

 啟事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較多。表現良好的學生能以簡潔、準確的文字擬訂

啟事的標題。他們也能因應寫作目的，清楚表達有意出讓手提電腦，並羅列電

腦的功能等資料，以及聯絡方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撰寫格式完備的通告，他們所寫的通告不單能清楚交代
部分學生會出售的文具加價的原因、要加價的文具等資料，而且能在文中明確

列出新的價目。 

 至於報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掌握正確格式，按照題目的提示及資料
撰寫一篇內容簡潔的活動報告。他們因應內容重點，寫出合適的標題及小標題，

並能準確地列寫學生去年參與地理學會活動的人數等。此外，他們往往能參考

幹事的討論內容，提出來年舉辦活動的建議，例如多舉辦切合地理學會宗旨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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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芒果公司 
 
顏色：銀色 
 
保養期已過 

長：12 吋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根據以下資料，以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

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王美美與媽媽的對話節錄 

媽媽  ： 美美，我們快要搬家了，這台手提電腦你很少用，我把它扔了，

好嗎？  
  
王美美： 太浪費了！它運作正常，仍能處理一般的文書工作，只是系統太

舊，無法支援最新的繪圖軟件‥‥‥我可以在報章及互聯網上刊

登轉讓啟事，我相信應該有人會購買它的。  
  
媽媽  ： 這提議不錯！記得在啟事中清楚指出這台手提電腦的功能及不足

的地方。至於價錢‥‥‥  
  
王美美： $500 好了！我還會在啟事裏附上我的手提電話號碼，方便聯絡。 
  
媽媽  ： 你剛換了電話卡，電話號碼是 3422 8888，千萬不要弄錯！   

 
 

資料二：有關王美美手提電腦的資料 

 
 
 
 
 
 
 
 
 
 
 

 

 
 

 
 
 

闊：8 吋 

機身厚度：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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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內容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題目組織內容充實、主題明晰的短講，學生
也能舉例加以闡述。學生能運用自己的已有知識，在短講中加以發揮，例如 9CSI2
「你心目中的理想課室是怎樣的？請加以說明。」有學生構思理想的課室設備

能配合節約能源、綠化的概念，並輔以具體例子。個別學生說話自然流暢，表

現良好。 

 結構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先引入，後分述，繼而總結，內容詳略鋪排恰當。
部分學生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條理清晰，層次分明。 

 用詞和表達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運用準確生動而富變化的詞彙，或運用成
語、古人的說話等表達，並能因應內容需要變化語速和語氣，發音準確，說話

清晰響亮；跟主考員有眼神接觸，或配合適當的態勢語，表現理想。 

小組討論 

 表現良好的學生參與討論時表現認真和投入，能根據話題清楚地闡述己見，輔
以適當的例子，整體討論氣氛良好。內容方面，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運用不同的

角度思考，輔以適當的例子佐證，清楚闡明觀點，理據充分。如 9CSG3「有人
建議學校應推行『精英班』，將所有成績好的學生編在同一班。你贊成嗎？為甚

麼？」學生能從教學方法、學生心理、對成績影響等幾方面，分析推行「精英

班」的好影響與壞影響，並舉例加以解釋。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留心聆聽同學發言，或以點頭表示同意，摘記討論要點，並
能就同學的觀點作適當的回應。 

 個別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圍繞主題，擴展討論內容，並帶動同學一起討論。 

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識別不同受訪者的話語重點，並選出正確的答案。以第 9
題為例，問「就商場與社區發展的關係，以下哪項陳述是正確的？」表現良好

的學生能理清林和起及陳潔詩對商場與社區發展的看法，並判別「陳潔詩認為

商場有助經濟發展」這個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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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芒果公司 
 
顏色：銀色 
 
保養期已過 

長：12 吋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根據以下資料，以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

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王美美與媽媽的對話節錄 

媽媽  ： 美美，我們快要搬家了，這台手提電腦你很少用，我把它扔了，

好嗎？  
  
王美美： 太浪費了！它運作正常，仍能處理一般的文書工作，只是系統太

舊，無法支援最新的繪圖軟件‥‥‥我可以在報章及互聯網上刊

登轉讓啟事，我相信應該有人會購買它的。  
  
媽媽  ： 這提議不錯！記得在啟事中清楚指出這台手提電腦的功能及不足

的地方。至於價錢‥‥‥  
  
王美美： $500 好了！我還會在啟事裏附上我的手提電話號碼，方便聯絡。 
  
媽媽  ： 你剛換了電話卡，電話號碼是 3422 8888，千萬不要弄錯！   

 
 

資料二：有關王美美手提電腦的資料 

 
 
 
 
 
 
 
 
 
 
 

 

 
 

 
 
 

闊：8 吋 

機身厚度：1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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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通告。(字數不限) 

 

資料一：學生會幹事會議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美美，我剛收到文具供應商開心公司通知：因成本上漲，         
7 月 1 日起會調高部分學生會訂製的文具售價。這是最新的  
價目表(資料二)。  
 

王美美： 嗯，單行簿及原子筆分別加了$2。我會寫一則文具價格調整

通告，通知同學 7 月 1 日起，哪些文具要加價，以及清楚指

出它們調整後的新價目是多少‥‥‥   
 

李老師： 不要忘記學生會現在仍有少量單行簿及原子筆的存貨。  
 

王美美： 我建議用原價出售存貨，大家是否贊成這安排？  
 

李老師： (點票後 )既然大部分幹事都贊成，就這樣辦好了。美美，記

得在通告中交代這安排，並向同學解釋加價的原因。 

 

 

資料二：價目表 

開心公司價目表 

文儀用品 原價 新價目 

單行簿(每本) $10  $12  

塗改液(每支) $15  $15  

原子筆(每支) $5  $7  

文件夾(每個)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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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內容完備，開首已明確寫出有意轉讓手提電腦 1a，然後再羅列電腦的
大小、功能 1b、聯絡方法及轉售的價錢 1c等資料。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 2a、署名 2b 和發文日期 2c。 

行文用語大致恰當。 

 

1 

2 

2a 

1a 

1b 

2c 

2b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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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撰寫一則通告。(字數不限) 

 

資料一：學生會幹事會議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美美，我剛收到文具供應商開心公司通知：因成本上漲，         
7 月 1 日起會調高部分學生會訂製的文具售價。這是最新的  
價目表(資料二)。  
 

王美美： 嗯，單行簿及原子筆分別加了$2。我會寫一則文具價格調整

通告，通知同學 7 月 1 日起，哪些文具要加價，以及清楚指

出它們調整後的新價目是多少‥‥‥   
 

李老師： 不要忘記學生會現在仍有少量單行簿及原子筆的存貨。  
 

王美美： 我建議用原價出售存貨，大家是否贊成這安排？  
 

李老師： (點票後 )既然大部分幹事都贊成，就這樣辦好了。美美，記

得在通告中交代這安排，並向同學解釋加價的原因。 

 

 

資料二：價目表 

開心公司價目表 

文儀用品 原價 新價目 

單行簿(每本) $10  $12  

塗改液(每支) $15  $15  

原子筆(每支) $5  $7  

文件夾(每個)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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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內容完備。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指出調整部分文具售價的原因 1a，
再羅列加價日期 1b、調整售價的文具、新價目 1c，以及點明存貨會以原來
的價格發售 1d。 

本文層次分明，先交代撰寫通告的原因 2a，然後再寫調整價格的文具等詳
情 2b。 

學生大致掌握通告的格式，能寫正確的標題 3a、結束語 3b、職銜 3c、署
名 3d 及日期 3e。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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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1a 2a 

2b 

1b 

1c 

3b 

3c 

3d 

3e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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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內容完備。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指出調整部分文具售價的原因 1a，
再羅列加價日期 1b、調整售價的文具、新價目 1c，以及點明存貨會以原來
的價格發售 1d。 

本文層次分明，先交代撰寫通告的原因 2a，然後再寫調整價格的文具等詳
情 2b。 

學生大致掌握通告的格式，能寫正確的標題 3a、結束語 3b、職銜 3c、署
名 3d 及日期 3e。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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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地理學會幹事在 5 月 10 日檢討會議上的發言節錄 

美美： 

 

早前會員不是以一人一票選出大家最喜愛的活動嗎？結果

如何？ 

 

小蓮： 

 

本年度最受歡迎的活動竟然是新年聯歡會！新年聯歡會雖

然可以加強組員的聯繫，但舉辦的活動還是要配合本會的宗

旨較好！ 

 

立志： 

 

對，我們可以考慮在來年多舉辦實地考察活動。很多會員都

想參加蒲台島地質考察，可惜名額有限，不少會員未能參加

那次活動。 

 

思明： 本年我們有幸邀請到香城大學的方大常教授到校講解岩石

的知識，可能因為宣傳不足，參加的會員只有 25 人。我建

議下屆幹事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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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3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地理學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撰寫

一份活動報告，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呈交活動主任李一心老師。

報告內容須包括活動概況及兩項來年舉辦活動的具體建議 (字
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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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地理學會幹事在 5 月 10 日檢討會議上的發言節錄 

美美： 

 

早前會員不是以一人一票選出大家最喜愛的活動嗎？結果

如何？ 

 

小蓮： 

 

本年度最受歡迎的活動竟然是新年聯歡會！新年聯歡會雖

然可以加強組員的聯繫，但舉辦的活動還是要配合本會的宗

旨較好！ 

 

立志： 

 

對，我們可以考慮在來年多舉辦實地考察活動。很多會員都

想參加蒲台島地質考察，可惜名額有限，不少會員未能參加

那次活動。 

 

思明： 本年我們有幸邀請到香城大學的方大常教授到校講解岩石

的知識，可能因為宣傳不足，參加的會員只有 25 人。我建

議下屆幹事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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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3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地理學會主席王美美的名義，撰寫

一份活動報告，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呈交活動主任李一心老師。

報告內容須包括活動概況及兩項來年舉辦活動的具體建議 (字
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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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2a 3c 

1a 

1b 

2b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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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大致能清楚寫出活動概況，包括本年度參加地理學會各活動的人數

1a ，以及最受學生歡迎及最不受學生歡迎的活動 1b。學生嘗試綜合列寫
上述的資料，如能夠明確指出地理講座是參加人數最少的活動，內容應更

清晰。至於建議方面，學生大致能依據題目的提示，提出改善建議 1c。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活動概況 2a 及兩項建議 2b。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包括：上款 3a、標題 3b、小標題 3c、職銜
3d、署名 3e 及發文日期 3f.。 

 

1 1 

2 

3 

 

3d 

3e 

3f 

1c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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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2a 3c 

1a 

1b 

2b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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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 ______________ 令我改變」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  辯論  令我改變」 

 

 

 

 

 

 

2a 

1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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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c 

1c 

2b 

2b 1b 

中三中國語文科 

40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 ______________ 令我改變」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  辯論  令我改變」 

 

 

 

 

 

 

2a 

1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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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國語文科 

42 

說明 

內容敘述作者參加辯論後的改變，內容充實，緊扣主題。本文以「辯論令

我改變」為題，先寫「我」在未參加辯論隊之前，經常生事 1a，後來加入
辯論隊後，「我」全情投入，生活也重入正軌 1b。文末再次強調「辯論」
不單提高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更改變了個人的學習的心態。最後點出如果

沒有「辯論」就沒有今天的「我」1c。 

文章內容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文首先以辯論比賽中常用的開場白作為引

子 2a，然後寫「我」在參加辯論隊後的前後對比 2b，末段再次重申「辯
論」改變了「我」2c。 

行文流暢，用詞準確，如「引以為傲」、「不知不覺」。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意想不到」誤作「異想不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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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以「付出」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2a 

1a 

中三中國語文科 

42 

說明 

內容敘述作者參加辯論後的改變，內容充實，緊扣主題。本文以「辯論令

我改變」為題，先寫「我」在未參加辯論隊之前，經常生事 1a，後來加入
辯論隊後，「我」全情投入，生活也重入正軌 1b。文末再次強調「辯論」
不單提高了自己的思考能力，更改變了個人的學習的心態。最後點出如果

沒有「辯論」就沒有今天的「我」1c。 

文章內容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文首先以辯論比賽中常用的開場白作為引

子 2a，然後寫「我」在參加辯論隊後的前後對比 2b，末段再次重申「辯
論」改變了「我」2c。 

行文流暢，用詞準確，如「引以為傲」、「不知不覺」。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意想不到」誤作「異想不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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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a 

2b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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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國語文科 

45 

 

 

說明 

內容豐富，具體描述母親及父親雖然同樣愛護子女，對子女不斷付出，但

表達方式雖各有不同 1a，末段表示為人子女的要感謝和回報父母對我們的
愛 1b。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本文先寫母親事事為子女張羅 2a，而父親對子女的
愛卻是非常含蓄 2b，最後表示我們要感謝父母的愛 2c。 

行文大致通順，偶有佳句。 

遣詞用語準確，如：「靜謐」、「默默耕耘」。 

2c 1b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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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彩虹」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2a 

1b 

1a 

2b 



中三中國語文科

149

中三中國語文科 

47 

 

 

 

 

 

 

1c 

1d 2c 

2b 

中三中國語文科 

46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彩虹」為題，寫一篇文章。  

 

注意事項： 

1. 字數不限。 

2. 可運用不同的表達方法，例如：記述、描寫、抒情或論說等。 
 

 

 

 

 

 

2a 

1b 

1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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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說明 

本文內容能切合題旨，用彩虹寄託對人生的領悟，說明「雨過天晴」的道

理 1a。本文以老鷹為求生存，忍痛拔去羽毛等行為 1b，以及作者遇到挫
折後茁壯成長的經歷 1c，帶出對人生的領悟 1d。 

結構大致完整。文章先點明「我喜歡彩虹」，因為彩虹代表雨過天晴 2a，
然後以老鷹及自己的經歷 2b，說明風雨過後，必然有彩虹 2c。 

行文大致流暢。 

 

全文用語大致準確，如：「七彩斑斕」、「片甲不留」。 

1 

2 

3 



中三中國語文科

151

中三中國語文科 

49 

2017年至 2019年中文科中三學生表現一覽表 

 本年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中文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為 76.4% 

 

表 6.31   2017年至 2019年中文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 

年份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17 77.1 
2018 76.9 
2019 76.4 

 

 

 2017年至 2019年中三級學生在中文科各學習範疇的表現，詳見表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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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2
 
 

20
17
年
至

20
19
年
中
文
科
中
三
學
生
表
現
一
覽
表

 

 

  
年
份

 

閱
讀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強
項

 
• 
本
年
度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篇

章
的
內
容
要
點
。

 

• 
學
生
大
致
能
歸
納
篇
章
的
內

容
要
點
，
理
解
篇
章
主
題
。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文
章
寫
作

手
法
方
面
，
表
現
較
去
年
進

步
。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理
解
篇
章
內

容
大
意
。

 

• 
大
部
分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淺

易
文
言
作
品
，
表
現
見
進
步
。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實
用
文
的

主
要
信
息
。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理
解
篇
章

內
容
大
意
。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淺
易
文

言
作
品
。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實
用
文

的
主
要
信
息
。

 

 

• 
本
年
度
學
生
大
抵

能
理
解
文
章
主
要

的
信
息
，
但
部
分
學

生
未
有
細
心
閱
讀

篇
章
及
題
幹
。

 

 

弱
項

 
• 
部
分
學
生
在
理
解
文
章
段
落

大
意
方
面
，
表
現
一
般
。

 

• 
部
分
學
生
在
理
解
文
言
作
品

的
主
要
情
節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善
。

 

•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內
容
重
點

方
面
，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篇
章
的
寫

作
手
法
方
面
，
表
現
欠
平
穩
。

 

•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實
用
文
的

內
容
重
點
方
面
，
表
現
稍
遜
。

 

• 
在
歸
納
內
容
重
點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篇
章
的

寫
作
手
法
方
面
，
表
現
欠
平

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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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寫
作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強
項

 
實
用
文

 

• 
實
用
文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完
備
的
書
信
。

 

文
章
寫
作

 

• 
小
部
分
學
生
言
之
有
物
，
並
嘗

試
運
用
不
同
的
寫
作
手
法
，
以

凸
顯
主
題
。

 

實
用
文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正
確

及
內
容
簡
潔
清
晰
的
啟
事
。

 

• 
學
生
在
撰
寫
報
告
方
面
，
表
現

見
進
步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規
範
的

書
面
語
創
作
，
撰
寫
內
容
淺

易
，
結
構
簡
單
的
文
章
。

 

• 
個
別
學
生
能
言
之
有
物
，
嘗
試

不
同
的
寫
作
方
法
，
吸
引
讀
者

興
趣
。

  

實
用
文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正

確
及
內
容
簡
潔
的
啟
事
。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撰
寫
格
式

正
確
的
報
告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撰
寫
內
容

淺
易
，
結
構
簡
單
的
文
章
。

 

• 
小
部
分
學
生
能
緊
扣
題
旨

寫
作
，
並
嘗
試
運
用
不
同
的

寫
作
手
法
凸
顯
主
題
。

 

• 
本
年
度
個
別
學
生

未
有
按
照
題
目
指

定
的
身
分
撰
寫
通

告
。

 

• 
部
分
學
生
的
字
體

略
嫌
潦
草
。

 

 

弱
項

 
實
用
文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啟
事
的

格
式
。
個
別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實

用
文
常
用
的
行
文
用
語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作
品
能
圍
繞
主
題
寫

作
，
然
而
內
容
略
嫌
平
淡
，
鮮

有
新
意
。

 

• 
部
分
學
生
詞
彙
貧
乏
，
錯
別
字

的
情
況
仍
有
待
改
善
。

 

實
用
文

 

• 
部
分
學
生
仍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通
告
的
格
式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作
品
能
圍
繞
主
題
寫

作
，
然
而
只
有
部
分
學
生
能
緊

扣
題
旨
。

 

• 
學
生
詞
彙
貧
乏
；
錯
別
字
和
錯

用
標
點
情
況
仍
有
待
改
進
。

 

實
用
文

 

• 
部
分
學
生
仍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通
告
的
格
式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作
品
能
圍
繞
主
題

寫
作
，
然
而
只
有
部
分
學
生

能
緊
扣
題
旨
。

 

• 
部
分
學
生
錯
別
字
和
錯
用

標
點
情
況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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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聆
聽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強
項

 
• 
學
生
普
遍
具
備
不
俗
的
聆
聽

要
點
能
力
。

 

• 
學
生
大
致
能
聽
出
話
語
的
內

容
重
點
和
主
題
。

 

• 
部
分
學
生
能
大
致
判
別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

 

• 
學
生
普
遍
具
備
不
俗
的
聆
聽

要
點
能
力
。

 

• 
學
生
大
致
能
聽
出
話
語
的
內

容
重
點
和
主
題
。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重
點
及
主
題
。

 

 

• 
建
議
學
生
摘
記
錄

音
內
容
要
點
，
以

便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

 

弱
項

 
•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說
話
重
點
方
面
，
仍
有
待
加

強
。

 

• 
部
分
學
生
在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觀
點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 
部
分
學
生
在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方
面
，
表
現
稍
欠
穩

定
。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及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方
面
，
表
現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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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強
項

 
個
人
短
講

 
• 
本
年
學
生
整
體
表
現
比
去
年

略
見
進
步
，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個
別
學

生
能
輔
以
例
子
說
明
，
內
容
充

實
，
表
現
突
出
。

 

•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準
確
、
豐
富

的
詞
彙
；
說
話
有
條
理
，
清
晰

自
然
。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組
織
說
話
內
容
，
使
內

容
連
接
更
緊
密
。

 

 小
組
討
論

 
• 
整
體
來
說
，
學
生
表
現
大
致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認
真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對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 
部
分
學
生
能
舉
出
不
同
的
例

證
，
闡
述
觀
點
；
小
部
分
學
生

見
識
豐
富
，
能
提
出
獨
特
的
見

解
。

 

• 
少
數
學
生
能
拓
展
討
論
空

間
，
帶
動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氣

氛
良
好
。

 

個
人
短
講

 
• 
整
體
而
言
，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個
別
學

生
態
度
認
真
，
論
點
清
晰
，
輔

以
例
子
說
明
，
內
容
充
實
，
表

現
良
佳
。

 

•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準
確
、
豐
富

多
變
的
詞
彙
；
說
話
清
晰
自

然
，
條
理
分
明
。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
使
內
容
連
接
更
緊

湊
。

 

 
小
組
討
論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大
致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樂
於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並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 
小
部
分
學
生
識
見
豐
富
，
能
提

出
獨
特
的
見
解
。

 

• 
個
別
學
生
掌
握
討
論
的
技

巧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有
充
足

的
論
據
。
少
數
學
生
能
拓
展
討

論
內
容
，
帶
動
同
學
一
起
討

論
。

 

 

個
人
短
講

 

• 
整
體
上
，
本
年
度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和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銜
接
更

緊
密
。

 

• 
個
別
學
生
的
論
點
清
晰
，
並

輔
以
例
子
說
明
，
內
容
充

實
，
整
體
表
現
自
然
大
方
。

 

 小
組
討
論

 

• 
學
生
的
表
現
大
致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樂
於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能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並
對
同
學

的
發
言
作
適
切
的
回
應
。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 
個
別
學
生
掌
握
討
論
的
技

巧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有
充

足
的
論
據
。

 

• 
小
部
分
學
生
能
擴
展
討
論

內
容
，
帶
動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個
人
短
講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跟
去
年
相
若
，
內

容
大
致
清
晰
完

整
，
惟
學
生
在
舉
例

和
用
詞
表
達
方
面

仍
需
努
力
。

 

 小
組
討
論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亦
輔
以
例

子
說
明
，
大
致
具
條

理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比
較
薄
弱
，
論
點

欠
清
晰
，
或
重
複
例

子
，
討
論
技
巧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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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弱
項

 
個
人
短
講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薄
弱
，
例
證

不
足
，
闡
述
欠
深
入
；
亦
欠
缺

新
意
。

  

• 
部
分
學
生
於
審
題
時
忽
略
題

目
中
的
關
鍵
字
眼
，
以
致
內
容

未
能
緊
扣
主
題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
組
織
欠
條
理
。

 

• 
部
分
學
生
的
詞
彙
貧
乏
；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的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乏
味
。
小
部
分
學
生
說
話
聲
音

微
弱
，
發
音
欠
準
確
。

 

 

小
組
討
論

 
• 
部
分
學
生
只
是
輪
流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未
能
掌
握
回
應

同
學
的
技
巧
。

 

• 
部
分
學
生
的
論
點
欠
明
確
，
欠

缺
例
證
，
甚
或
不
斷
重
複
論

點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對
身
邊

的
事
物
認
識
不
多
，
思
考
角
度

比
較
單
一
。

 

• 
小
部
分
學
生
的
回
應
流
於
機

械
化
，
常
用
「
我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說
話
回
應
，
但
接
着
又

 

自
說
自
話
。

 

個
人
短
講

 
• 
部
分
學
生
缺
乏
例
證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平

淡
乏
味
，
欠
缺
創
意
。

  

• 
部
分
學
生
審
題
不
夠
嚴
密
，
忽

略
題
目
中
的
關
鍵
字
眼
，
以
致

內
容
未
能
緊
扣
主
題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
組
織
欠
條
理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的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乏
味
，
欠
缺

變
化
。
小
部
分
學
生
說
話
聲
線

微
弱
。

 

 
小
組
討
論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缺
乏
例

證
，
論
據
不
足
，
甚
或
將
論
據

不
斷
重
複
；
對
身
邊
的
事
物
認

識
不
足
，
亦
欠
缺
多
角
度
思

考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回
應
同

學
的
技
巧
，
只
是
輪
流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 
小
部
分
學
生
的
回
應
流
於
機

械
化
。

 

 

個
人
短
講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闡
述
欠

深
入
，
缺
乏
例
證
，
以
致
內

容
空
泛
。

  

• 
部
分
學
生
的
詞
彙
貧
乏
；
也

未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
組
織
欠
條
理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的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乏
味
，

欠
缺
變
化
。

 

  小
組
討
論

 
• 
部
分
學
生
只
是
輪
流
地
表

達
意
見
，
甚
至
自
說
自
話
、

重
複
自
己
或
別
人
的
觀
點
。

 
• 
部
分
學
生
的
論
點
欠
清

晰
，
例
證
不
足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表
現
稍
遜
。

 
• 
少
數
學
生
的
回
應
流
於
機

械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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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視
聽
資
訊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備
註

 

強
項

 
• 
學
生
大
致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 
對
於
一
些
須
兼
顧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學
生
表

現
見
進
步
。

 

 

• 
大
部
分
學
生
多
能
夠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 
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現
尚
算
理
想
。

 

 

• 
本
年
學
生
大
致
能
判
別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

 

 

• 
建
議
學
生
可
以
多

留
意
題
幹
的
關
鍵

詞
，
並
摘
錄
短
片
的

內
容
要
點
，
表
現
應

更
佳
。

 

弱
項

 
• 
部
分
學
生
在
擷
取
主
持
、
受
訪

者
的
話
語
重
點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 
部
分
學
生
擷
取
主
持
、
受
訪
者

的
話
語
重
點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 
對
於
一
些
須
綜
合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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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文科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2004 年至 2019 年的小三、小六和中三各級各年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如下： 

表 6.33  中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年份 

 

年級 

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小三 82.7 84.7 85.2 84.9 85.4 # 85.9 86.4 86.1 86.6 86.3 86.4 85.8∆ 86.3 86.7 85.8 

小六 -- 75.8 76.5 76.7 76.4 # 77.0 77.2 ^ 78.1 ^ 77.7 ^ 78.3 ^ 77.9 

中三 -- -- 75.6 76.2 76.5 76.5 76.8 76.7 76.9 77.1 77.0 77.2  77.4 77.1 76.9 76.4  

備註： #由於人類豬型流感肆虐，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小學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有達標率數據。 

^從 2012 年起，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在雙數年是學校以自願形式參與，而非全港小六學生參與的

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此報告不會載有全港數據。 

    ∆2016 年小三級以試行研究計劃形式進行，50 多所小學參與評估，從中計算出全港小三級學生在

中、英、數三科的達標率。 

        

2017 年小三級以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形式進行，計劃推展至全港小學。 
由 2018 年起，小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以抽樣形式進行，基本能力達標率是從所有參與學生樣本

計算而來。 

 

數據顯示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在中文科各範疇的表現，教師可針對學生的強弱

項，調適教學策略和課程計劃。2019 年中文科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全港性系統

評估的表現比較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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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小三級以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形式進行，計劃推展至全港小學。 
由 2018 年起，小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以抽樣形式進行，基本能力達標率是從所有參與學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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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在中文科各範疇的表現，教師可針對學生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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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4
 2

01
9
年
中
文
科
小
三
、
小
六
及
中
三
學
生
表
現
比
較

 

年
級

 

範
疇

 
小
三

 
小
六

 
中
三

 

閱
讀

 


 
學
生
「
能
理
解
所
學
詞
語
」，
在
指
定

的
段
落
範
圍
中
，
找
出
合
適
的
詞
語

作
答
題
目
。

 


 
學
生
在
「
能
理
解
敘
述
性
文
字
的
段

意
及
段
落
關
係
」
中
表
現
穩
定
，
大

都
能
理
解
篇
章
內
容
要
點
，
句
子
的

因
果
關
係
，
段
落
大
意
。

 


 
「
能
概
略
理
解
篇
章
中
簡
淺
的
順
敘

/

倒
敘
事
件
」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篇
章
情
節
發
展
及
篇
章
主
要
信

息
。

 


 
學
生
在
「
能
理
解
簡
單
的
實
用
文
」

方
面
，
表
現
持
續
理
想
。

 

 


 
學
生
在
「
理
解
所
學
詞
語
」
中
，
整

體
表
現
略
有
進
步
。

 


 
學
生
在
「
理
解
敘
述
性
和
說
明
性
文

字
的
段
意
及
段
落
關
係
」
，
表
現
不

俗
。

 


 
學
生
在
理
解
實
用
文
方
面
的
表
現
不

俗
。

 


 
學
生
在
理
解
篇
章
主
要
信
息
方
面
，

表
現
一
般
。

 

  


 
學
生
大
抵
能
理
解
文
章
主
要
的
信

息
。

 


 
在
歸
納
內
容
重
點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未
如
理
想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淺
易
文
言
作
品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篇
章
的
寫
作
手
法

方
面
，
表
現
有
待
改
進
。

 

寫
作

 


 
實
用
文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按
照

題
目
要
求
寫
簡
單
的
書
信
；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書
寫
賀
卡
的
要
求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一
篇
切
題
的
文

章
；
大
體
上
能
按
內
容
重
點
分
段
，

意
思
完
整
而
且
文
句
大
致
通
順
，
用

詞
恰
當
。

 


 
學
生
大
致
能
正
確
書
寫
常
用
字
及
運

用
標
點
符
號
寫
作
。

 

 


 
學
生
大
致
能
掌
握
便
條
和
日
記
的
格

式
。

 


 
學
生
能
仔
細
審
題
，
並
根
據
題
目
要

求
寫
作
，
惟
抒
發
感
受
方
面
較
為
平

淡
。

 


 
學
生
在
詞
語
運
用
和
標
點
符
號
運
用

兩
方
面
的
表
現
不
俗
。

 

 


 
實
用
文
方
面
，
以
啟
事
的
表
現
最

佳
，
通
告
的
表
現
稍
遜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大
多
數
作
品
能
圍

繞
主
題
寫
作
，
然
而
只
有
部
分
學
生

能
緊
扣
題
旨
。

 


 
部
分
學
生
的
字
體
略
嫌
潦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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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範
疇

 
小
三

 
小
六

 
中
三

 

聆
聽

 


 
學
生
能
「
記
憶
簡
單
話
語
中
敘
說
和

解
說
的
內
容
」
、
「
聽
出
話
語
所
表
達

的
不
同
情
感
」
和
「
概
略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銜
接
關
係
」，
表
現
持
續
理
想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大
要
」，
也
能
「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銜
接

關
係
」，
學
生
能
正
確
回
答
大
部
分
的

題
目
。

 


 
小
部
分
學
生
在
「
聽
出
話
語
中
對
人

物
、
事
件
的
簡
單
評
價
」
方
面
，
受

局
部
信
息
干
擾
，
未
能
掌
握
話
語
的

關
鍵
信
息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重
點

及
主
題
。

 


 
部
分
學
生
在
判
別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及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方
面
，
表

現
有
待
改
進
。

 

說
話

 


 
看
圖
說
故
事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圖
畫
的
內
容
大
要
，
順
序
講
述
故

事
。
小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時
間
分

配
。

 


 
小
組
交
談
方
面
，
學
生
能
就
話
題
和

組
員
展
開
交
談
，
並
能
適
當
作
出
回

應
。

 


 
學
生
大
致
能
運
用
日
常
生
活
的
用
語

表
情
達
意
。

 


 
學
生
在
吐
字
發
音
和
聲
量
方
面
，
表

現
理
想
。

 


 
學
生
普
遍
能
按
圖
畫
內
容
，
組
織
結

構
完
整
的
故
事
。
學
生
能
清
楚
、
有

條
理
地
講
述
故
事
；
詞
語
運
用
方
面

大
致
恰
當
，
能
清
楚
達
意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根
據
題
目
，
按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驗
，
把
活
動
或
事
情
的
經

過
報
告
出
來
，
並
抒
發
感
受
，
用
詞

大
致
恰
當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主
動
參
與
討
論
，
根

據
題
目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然
後
就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適
切
的
回
應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根
據
題
目
要
求
，
確

定
說
話
內
容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學
生
在
條
理
方
面
尚
算
清
晰
，

大
致
清
楚
達
意
。
學
生
尚
能
運
用
恰

當
的
詞
語
表
達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詞

彙
貧
乏
，
偶
有
夾
雜
英
語
詞
彙
或
潮

流
用
語
，
影
響
表
達
。

 


 
大
多
數
學
生
在
討
論
時
態
度
認
真
，

樂
於
發
言
，
能
根
據
話
題
表
達
意

見
，
輔
以
恰
當
的
例
子
，
並
就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適
切
的
回
應
。
部
分
學
生

對
身
邊
事
物
的
認
知
和
生
活
體
驗
不

足
，
以
致
討
論
時
欠
缺
例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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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級

 

範
疇

 
小
三

 
小
六

 
中
三

 

視
聽
資
訊

 

(閱
讀
及
聆
聽

) 


 
學
生
能
「
明
白
視
聽
資
訊
中
簡
單
的

信
息
」，
並
回
答
問
題
，
表
現
持
續
理

想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
明
白
視
聽
資
訊
中

的
信
息
」，
能
複
述
視
聽
資
訊
中
相
關

的
細
節
，
能
掌
握
視
聽
資
訊
中
內
容

重
點
，
也
能
找
出
視
聽
資
訊
中
的
因

果
關
係
，
表
現
不
俗
。

 


 
學
生
大
致
能
辨
識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

 

 


 
學
生
大
致
能
判
別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

 


 
對
於
一
些
須
綜
合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