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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中文科成績 

2018年中三級學生在中文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百分率為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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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題。部分題目會在多於一張分卷內使用，
藉此作為分卷間的聯繫。各分卷的題數詳見表 6.11a，題數已包括各分卷的重
疊題目，以便計算等值分數。 

表 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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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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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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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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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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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範疇的卷別及時限編排如下： 

表 6.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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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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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1 5 

9CR2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書信 1 4 
9CR3 語體文 2 15 

文言文 1 4 
實用文-演講辭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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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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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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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7、8、10、
11、12、14 

1、2、3、5、
6、7、9、10、
11、12、13、
14 

2、3、4、5、
6、7、9、10、
11、13、14 

22*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4、9、13 4、8、15 1、8、12、
15 

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5、16、17、
18 

16、17、18、
19 

16、17、18、
19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9、20、21、
22、23 

20、21、22、
23 

20、21、22、
23 

13 

 題目總數 54*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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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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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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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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11、12、13、15 

2、4、5、6、10、12、
13、14、15 

15*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
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8 1、8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
前後關係 

3、7、14 3、7、9、11 5* 

題目總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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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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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中三閱讀評估—各卷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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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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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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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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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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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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以近年吃辣之風為題的〈吃辣漫

談〉、介紹荷李活道歷史及風貌的〈漫步荷李活道〉、描寫母女情的〈一根白髮〉，

也有勸戒人們「言多必失」的〈慎言〉。通過這些主題各異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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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辣漫談〉為例，9CR1第 1題(即 9CR2
第 1 題)問「本文第段主要想說明甚麼？」大部分學生可以根據作者在第段
寫近年香港的大街小巷出現不少標榜食辣的食肆，從而判別「嗜辣之風已蔓延

至南方」是該段的內容要點。 

 此外，學生大致可以根據篇章的內容要點，推斷某些細節的含義。例如 9CR2
第 12 題(即 9CR3 第 5 題)問「作者為甚麼說『真令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第 29
行)？」大部分學生能從第段找到推斷的依據：作者過去從沒察覺母親為自己
默默付出，直至長大後才驚覺母親一直為自己的學業操心。 

學生大致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手法 

 學生大致能判別常見的寫作手法。以 9CR1第 13題為例，題目問〈漫步荷李活
道〉主要運用了哪種寫作手法，絕大部分學生能指出文章運用了步移法，按作

者的行蹤，作為描寫景物先後的次序。又例如 9CR3第 15題，學生能判別〈慎
言〉一文運用了舉例論證，論證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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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得好》，
文章借「里中有病腳瘡者」及「醫者」的故事，說明不能諉過於人的道理。9CR2
的文言篇章選自《夢溪筆談》，文中記述弓手與小偷比武，最後弓手用計取勝的

故事。9CR3 的文言篇章選自《渾然子》，通過路人誤以為農夫懶散，再帶出欲
速則不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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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腳瘡
病的人腳痛難忍，他怎樣做？」大部分學生能理解文言作品的主要情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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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請他的家人替他在牆上鑿洞，讓他把腳伸進鄰居的家。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作品的主要情節。以《渾然子》9CR3第 17題為例，問「農
夫面對路人的指責，他怎樣做？」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農夫立即請路人示範耕種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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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會議紀

錄（9CR1）、書信(9CR2)和演講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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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9CR1第 22題學生能理解會議紀錄「討
論事項」，判別社會服務團幹事陳小明反對增加義工訓練營名額的原因。 

 又例如 9CR2第 22題問「根據本文內容，要訂購以下哪些圖書才能免費取得『科
學實驗工具』？」學生能根據出版社發給學校的書信內容，找出要購買訂閱表

格所列兩本或以上圖書，而其中一本為《科學小實驗》，才能獲贈「科學實驗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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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而啟事的整體表現較佳。 

 

學生大致掌握實用文的寫作要求 

 在三道題目中，以啟事表現較佳。題目要求學生根據題目的資料，以愉快中學

學生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則啟事。題目附上兩則資料——陳立言與李校

長的對話及李校長記事簿的其中一頁，指出徵求照片的原因及對照片的要求，

並且提示學生撰寫的方向。在格式方面，學生大多能以正確的格式寫標題、職

銜及日期，並在適當的位置上寫上署名，只有部分學生能以簡潔的文字，如「啟

事」、「徵求啟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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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分學生在文中雖然有交代徵求照片的要求

和查詢方法，卻未能清楚說明徵求照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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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學會主席陳立言的身分撰寫一則通告，通知同學網球訓練班的詳情。在格式

方面，學生大多能以「通告」、「第三屆網球訓練班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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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更誤用書信常見

的「此致 XXX」作為通告的結束語。在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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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交代網球訓練班舉辦的日期、時間等資料，惟部分學生遺漏了舉辦網球訓練

班的目的及報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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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大使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份有關該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題目附有

問卷調查結果及同學在校內網上留言區發表的意見，作為學生報告調查結果及

改善校內閱讀風氣的建議的參考資料。學生大抵能以正確的格式寫上款、標題、

小標題、下款及日期，但標題及小標題的文字偶爾未能對應題目要求，例如誤

將「調查結果」寫作「調查建議」。學生大抵能運用調查報告相關的資料，惟部

分學生交代數字的方式不一致，如時而運用「百分比」，時而以「人數」闡述調

查結果，令讀者難以掌握確實的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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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______

一直在我的身邊」（9CW1）、「下課鈴聲響起後‥‥‥」（9CW2）及「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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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一題，屬半開放式的題目，在三道題目中

表現較佳。大部分學生通過不同的事件，道出父母、朋友或老師，原來一直在

「我」的身邊，默默支持自己，但未有清楚闡明「我」如何發現親友、師長對

自己的關愛，以致難以突出「我」對親友、師長的感激。 

 9CW2「下課鈴聲響起後‥‥‥」一題，表現尚可。大部分學生尚能圍繞題目，
撰寫大致切合題目要求的文章。學生的取材大多來自校園生活，有的學生記述

下課鈴聲響起後的所見所聞，並抒發個人的感受。部分學生運用描寫手法，刻

畫同學在小息或放學後的活動，然後寫出個人的愛憎。個別學生藉「下課鈴聲

響起」，對比上課及課後的生活，反思學習的真諦，認為學習並不限於教室，課

後的生活才是學習的泉源。縱然他們的文字沙石較多，然而取材用心，值得嘉

許。總括而言，大部分學生大致能圍繞主題寫作，然而不少的作品的取材與「下

課鈴聲響起後」的關連不大，以致未能取得更佳的表現。 

 9CW3「放大鏡」一題，學生的表現平平。大部分學生說明放大鏡的外形、功能，
或以放大鏡帶出家人的往事，從而抒發自己對家人的感情。然而，學生對放大

鏡的認識不多，個別學生更將放大鏡、顯微鏡、望遠鏡混為一談。少數學生把

放大鏡比作良師、益友或家人，認為他們能「放大」自己的優點或缺點，立意

見新穎，可惜論點闡釋不清，令讀者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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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請他的家人替他在牆上鑿洞，讓他把腳伸進鄰居的家。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作品的主要情節。以《渾然子》9CR3第 17題為例，問「農
夫面對路人的指責，他怎樣做？」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農夫立即請路人示範耕種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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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會議紀

錄（9CR1）、書信(9CR2)和演講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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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9CR1第 22題學生能理解會議紀錄「討
論事項」，判別社會服務團幹事陳小明反對增加義工訓練營名額的原因。 

 又例如 9CR2第 22題問「根據本文內容，要訂購以下哪些圖書才能免費取得『科
學實驗工具』？」學生能根據出版社發給學校的書信內容，找出要購買訂閱表

格所列兩本或以上圖書，而其中一本為《科學小實驗》，才能獲贈「科學實驗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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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而啟事的整體表現較佳。 

 

學生大致掌握實用文的寫作要求 

 在三道題目中，以啟事表現較佳。題目要求學生根據題目的資料，以愉快中學

學生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則啟事。題目附上兩則資料——陳立言與李校

長的對話及李校長記事簿的其中一頁，指出徵求照片的原因及對照片的要求，

並且提示學生撰寫的方向。在格式方面，學生大多能以正確的格式寫標題、職

銜及日期，並在適當的位置上寫上署名，只有部分學生能以簡潔的文字，如「啟

事」、「徵求啟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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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分學生在文中雖然有交代徵求照片的要求

和查詢方法，卻未能清楚說明徵求照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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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學會主席陳立言的身分撰寫一則通告，通知同學網球訓練班的詳情。在格式

方面，學生大多能以「通告」、「第三屆網球訓練班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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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更誤用書信常見

的「此致 XXX」作為通告的結束語。在內容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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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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記敘手法的學生，大部分能交代事

情發生的始末，並藉此抒發個人感受。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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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基本通順，文章條理清晰。詞語運用

亦算恰當，但錯別字的情況較往年為多，較常見的毛病是筆畫缺漏及混淆同音

字。 

 在標點符號運用方面，學生較常使用的符號是逗號和句號。個別學生只懂運用

逗號及句號，未有按文意使用其他的標點符號。 

 部分學生字體較潦草，難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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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人之間的交談、

教師與學生的討論，講述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的方便，但與此同時它也為社會

帶來不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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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題（即 9CL2第 6題），
大部分學生能按照偉明的說話內容，從選項中選出符合偉明母親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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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至 13 題問外公、小清和媽媽對個人資料外洩問題的看法。以 9CL1 第 13 題為
例，大部分學生能根據三人的話語，辨別出「媽媽認為自己已經採用不同的防

範措施，防止個人資料外洩」是正確的陳述。 

學生大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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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題及 9CL2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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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判斷其話語背後隱含的意思。本年以
9CL1第 1題(即 9CL2 第 1題)的表現較佳，題目問「根據話語節錄，小清這樣
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小清的語氣，選出「嘲諷偉明

藉詞推搪學習」這個正確答案。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說話內容的前後關係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1 第 7 題（即 9CL2 第 7 
題） 問「張老師提及『電腦程式編寫』課程，主要想說明甚麼？」學生必須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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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和理解張老師話語的涵義，才能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大部分學生能理

解張老師提及「電腦程式編寫」課程，是想說明任何人都要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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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短片以香港報業

為題，回顧報業的發展，並通過業界及學者訪問的內容，探討報業未來營運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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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題問傳媒人士盧永雄認為怎
樣才能做好網媒，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受訪者的話語內容，判別盧永雄認為網媒要

切合網民的要求和習慣。 

 另外，大部分學生大致能細心聆聽短片的內容，並根據短片所附的圖表，辨別

正確的答案。如第 5 題「根據圖二顯示，以下哪一項描述符合在 2013 及 2014
年廣告費用的分布？」大部分學生能根據畫面展示的棒型圖，指出 2014年網上
平台的廣告費比 2013年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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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中國語文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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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記敘手法的學生，大部分能交代事

情發生的始末，並藉此抒發個人感受。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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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句基本通順，文章條理清晰。詞語運用

亦算恰當，但錯別字的情況較往年為多，較常見的毛病是筆畫缺漏及混淆同音

字。 

 在標點符號運用方面，學生較常使用的符號是逗號和句號。個別學生只懂運用

逗號及句號，未有按文意使用其他的標點符號。 

 部分學生字體較潦草，難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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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人之間的交談、

教師與學生的討論，講述科技發展為人類帶來的方便，但與此同時它也為社會

帶來不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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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題（即 9CL2第 6題），
大部分學生能按照偉明的說話內容，從選項中選出符合偉明母親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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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至 13 題問外公、小清和媽媽對個人資料外洩問題的看法。以 9CL1 第 13 題為
例，大部分學生能根據三人的話語，辨別出「媽媽認為自己已經採用不同的防

範措施，防止個人資料外洩」是正確的陳述。 

學生大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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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題及 9CL2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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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判斷其話語背後隱含的意思。本年以
9CL1第 1題(即 9CL2第 1題)的表現較佳，題目問「根據話語節錄，小清這樣
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大部分學生能根據小清的語氣，選出「嘲諷偉明

藉詞推搪學習」這個正確答案。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說話內容的前後關係 

 學生大致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1 第 7 題（即 9CL2 第 7 
題） 問「張老師提及『電腦程式編寫』課程，主要想說明甚麼？」學生必須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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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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撰寫一則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校慶籌備委員會成員在會議上的對話節錄 

李校長： 立言，《五十周年校慶特刊》上介紹學生會歷史的文章，寫

好了沒有？  

陳立言： 文稿已寫好，但我們仍在收集能凸顯學生會發展的照片。  

李校長： 近二十年學生會選舉及舉辦活動的照片，校務處都有存檔，

但要找早期的照片的確不容易。你有沒有想過在《香城地區

報》及本校網頁刊登啟事，向校友徵求照片？  

陳立言： 對！刊登徵求啟事也是好辦法。我會在啟事中交代收集照片

的原因及要求。  

李校長： 記得提醒校友，照片必須在 1998 年或之前拍攝，還要寫收集

方法！  
 

資料二：李校長的記事簿 

 
 
 
 
 
 
 
 
 
 
 
 

 

 

 

 

 

5 月 18 日星期五 

------------------------------------------------------- 

 
《五十周年校慶特刊》徵求照片 
 
 在《香城地區報》及本校網頁刊登。  
 收集方法： 2018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3 日將照片交到本校校務處。  
 查詢：立言 (手提電話：4321 8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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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內容方面，學生大致能點明徵求照片的原因 1a，並指出收集方法等資料
1c，然而未有清楚指出照片必須在 1998 年或之前拍攝及照片能凸顯學生
會的發展 1b。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 2a、職銜 2c、署名 2d 和發文日期 2e。可惜本文的
標題冗贅 2a，而且誤加祝頌語 2b，可見學生未能完全掌握啟事的格式。 

行文用語尚可，但偶有錯別字，如「謹」誤作「 」。 

1 

2 

3 

2a 

1a 

1b 

1c 

2b 

2e 

2c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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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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體育學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撰寫一則通告，向同學介紹有關活動的詳情。(字數

不限) 

 

資料一：體育學會主席陳立言和同學李一山的對話紀錄 

陳立言： 一山，看這宣傳單張(見資料二)！新一屆的「網球訓練班」

快要舉辦。 

李一山： 這活動真的很吸引！何時可以報名？  

陳立言： 報名日期由 6 月 25 至 29 日。報名表將於下周由各班班主任

派發。你填妥報名表後，記得要儘快交給體育科黃志偉老

師。因為今年名額有限，會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報名。 

李一山： 你能再說一次報名方法嗎？  

陳立言： 活動的詳情，包括活動目的、舉辦日期、報名方法等資料，

可以參閱張貼在本校布告欄的通告。 

 

資料二：網球訓練班宣傳單張 

 
 
  
 
 

  

愉快中學第三屆網球訓練班  
 
 

 為同學提供基本的網球訓練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 日上午 9:00 至 11:00      
 活動地點：香城網球場  

         
 

活動詳情，請參閱張貼在本校布告欄的通告。  

        

名額 20 個，請從速報名！  

 
學費： 

只需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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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內容方面，學生能根據題目的要求，指出舉辦第三屆網球訓練班的目的

1a，並清楚寫出訓練班舉辦的日期、地點、報名日期等資料 1b。文中雖然
指出報名的方法，但表述欠清晰，未有清楚指出要把報名表交給體育科   

黃志偉老師 1c。 

本文層次尚可，先交代撰寫通告的原因 2a，然後列寫與訓練班相關的資料
2b。 

學生已大致掌握通告的格式，學生能寫上正確的標題 3a、職銜 3c、署名
3d及日期 3e，可惜文末未有寫上「特此通告」或「[以]上通告」作為結束

語 3b。 

1 

3 

2 

3a 

1a 

1b 

1c 

3e 

3c 

3d 

3b 

2a 

2b 

欠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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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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閱讀大使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份

有關該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並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或之前呈交李一山校長。報告內容須包括調查結果及兩項推

動校內閱讀風氣的建議。(字數不限) 

 
資料一︰問卷調查結果 

1. 你有閱讀習慣嗎？

 

 

2. 最近一個月，你閱讀了多少本課外書籍？ 

0-2 本 80 人 
3-4 本 15 人 
5 本或以上 5 人 

 

3. 你喜歡閱讀哪一類書籍？ 

文學 25 人 
心靈健康 20 人 
消閒趣味 48 人 
文化/藝術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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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陳立言與同學在學校網上討論區的留言 

 

5 月 25 日下午 8:50••讚好••回覆 

 

立言 

我正在寫一份關於本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大家有

沒有推動校內閱讀風氣的好方法？  
 

 
5 月 25 日下午 8:51••讚好••回覆 

 

小敏  

部分同學還未養成閱讀習慣，要他們主動到圖書館借書不容

易。噢！同學不是都愛上網嗎？閱讀大使為甚麼不在早會向同

學介紹網上閱讀平台? 
 

 
5 月 25 日下午 8:53••讚好••回覆  

 

靜婷 

大部分同學閱讀的目的只為消閒，他們主要閱讀漫畫及旅遊

書。我認為要向同學推介不同類型的書籍。學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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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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閱讀大使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份

有關該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並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或之前呈交李一山校長。報告內容須包括調查結果及兩項推

動校內閱讀風氣的建議。(字數不限) 

 
資料一︰問卷調查結果 

1. 你有閱讀習慣嗎？

 

 

2. 最近一個月，你閱讀了多少本課外書籍？ 

0-2 本 80 人 
3-4 本 15 人 
5 本或以上 5 人 

 

3. 你喜歡閱讀哪一類書籍？ 

文學 25 人 
心靈健康 20 人 
消閒趣味 48 人 
文化/藝術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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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3c 2a 

1a 

1b 

3c 2b 

1c 

3d 

3e 

3f 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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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內容方面，本文大抵能羅列調查報告的結果，惟文中把近一個月閱讀 0-2
本課外書的人數誤作「81 人」1a。另外，表述數字的方式偶有不一致的情
況，時而以「人」作為統計單位，時而以「名」為統計單位 1b。在建議方
面，學生能依據題目的提示，提出推動學生閱讀風氣的建議 1c。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調查報告的結果 2a 及兩項建議 2b。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包括：上款 3a、小標題 3c、職銜 3d、署名
3e，但未有在標題寫明這份是有關「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 3b，文末
亦未有寫上發文日期 3f.。 

1 

2 

3 

中三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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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3c 2a 

1a 

1b 

3c 2b 

1c 

3d 

3e 

3f 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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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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________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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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麥老師一直在我的身邊」 

 

1a 2a 

1b 

1c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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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b 2b 

1b 2b 

1b 2b 

1b 2b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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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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________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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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麥老師一直在我的身邊」 

 

1a 2a 

1b 

1c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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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以「原來麥老師一直在我的身邊」為題，記述「我」與麥老師亦師亦

友，感情深厚。文章先回顧初中三年的校園生活，指出麥老師原來一直在

「我」的身邊 1a。文中雖然舉出與麥老師相處的片段 1b，可惜全文未有
深入描寫兩人「亦師亦友」的關係 1c。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點明本文的主題

2a；第二個層次記述與麥老師相處的片段，證明麥老師一直從旁支持、鼓
勵 2b；第三個層次，總結全文 2c。 

本文用語尚算準確，惟偶有用詞不當，如：「我的好朋友吩咐麥老師‥‥‥」，

「吩咐」一詞用於師長身上，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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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鈴聲響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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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1a 

1a 

中三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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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以「原來麥老師一直在我的身邊」為題，記述「我」與麥老師亦師亦

友，感情深厚。文章先回顧初中三年的校園生活，指出麥老師原來一直在

「我」的身邊 1a。文中雖然舉出與麥老師相處的片段 1b，可惜全文未有
深入描寫兩人「亦師亦友」的關係 1c。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點明本文的主題

2a；第二個層次記述與麥老師相處的片段，證明麥老師一直從旁支持、鼓
勵 2b；第三個層次，總結全文 2c。 

本文用語尚算準確，惟偶有用詞不當，如：「我的好朋友吩咐麥老師‥‥‥」，

「吩咐」一詞用於師長身上，並不恰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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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大致切題。全文記述「我」在「下課鈴聲響起後」目睹一名同學在小

食部暈倒的經過 1a，最後帶出「我」從這件小事所領悟的道理——我們要

幫助有困難的人 1b。 

內容結構大致完整，然而本文取材略嫌蕪雜。例如文中記述老師借學生暈

倒一事，教訓學生吃早餐的重要 2a，然而上述內容與本文的主題關連不
大。後來「我」與朋友討論「惻隱之心」2b，始引出主題。 

行文尚可，用語尚算簡潔明白。 

1 

2 

3 

1b 

2b 

2a 

2b 



中三中國語文科

87

中三中國語文科 

24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放大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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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2a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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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大致切題。全文記述「我」在「下課鈴聲響起後」目睹一名同學在小

食部暈倒的經過 1a，最後帶出「我」從這件小事所領悟的道理——我們要

幫助有困難的人 1b。 

內容結構大致完整，然而本文取材略嫌蕪雜。例如文中記述老師借學生暈

倒一事，教訓學生吃早餐的重要 2a，然而上述內容與本文的主題關連不
大。後來「我」與朋友討論「惻隱之心」2b，始引出主題。 

行文尚可，用語尚算簡潔明白。 

1 

2 

3 

1b 

2b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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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簡單，大致切合題目要求。學生先寫「放大鏡」的功用 1a，然後指出
「放大鏡」能看到歲月流逝的痕跡 1b，接著，再寫過去外婆常用放大鏡，
現在外婆年事已高，放大鏡也漸漸被其他科技產品取代 1c。文末嘗試通過
記述外婆與「放大鏡」有關的事，寫出對歲月流逝的感受，可惜發揮一般。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本文先點題 2a，然後寫外婆珍視「放大鏡」的往事
2b，最後寫個人的感受 2c。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簡明。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被」誤作「 」。 

1 

2 

3 

2b 

1c 

1c 2c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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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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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單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更能理解篇章內容的前後關係，他

們大多可以根據篇章的內容要點，推斷某些細節的含義，如 9CR1第 10題問「為
甚麼作者『眉頭不禁一皺』？(第 10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從第段找到推斷
的依據：作者一心到荷李活道發思古之幽情，可惜城市發展急速，與他的預期

不符。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要點，從選項中判別篇章的主要信息。以 9CR3
第 14題，題目問〈慎言〉的主要信息是甚麼，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全文的內
容，掌握篇章的內容要點，然後選出「慎言是一種高深的學問」這個正確答案。 

學生能判別篇章一般的寫作手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在判別篇章的寫作手法上有較全面的認識，例如〈慎言〉9CR3
第 12題問第段在文中的作用，學生能根據篇章內容辨析該段在全文起了承上
啟下的作用。 

 

(二) 文言文 

學生能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 

 表現良好的學生不單能理解文言作品的內容大意，更能概括重點。如 9CR2 第
19 題問弓手與小偷比試，最後弓手能致勝的原因是「攻其不備」。表現良好的

學生大多能根據文言故事的情節，選出正確答案。 

 

(三) 實用文 

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表現良佳的學生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以 9CR1第 23題為例，題目要求學
生根據會議紀錄的內容辨別這次會議的兩項決定。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文中

「討論事項」的內容，選出正確答案。 

 又如 9CR1第 19題，學生能根據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的第二點，為該節內容自訂
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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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簡單，大致切合題目要求。學生先寫「放大鏡」的功用 1a，然後指出
「放大鏡」能看到歲月流逝的痕跡 1b，接著，再寫過去外婆常用放大鏡，
現在外婆年事已高，放大鏡也漸漸被其他科技產品取代 1c。文末嘗試通過
記述外婆與「放大鏡」有關的事，寫出對歲月流逝的感受，可惜發揮一般。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本文先點題 2a，然後寫外婆珍視「放大鏡」的往事
2b，最後寫個人的感受 2c。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簡明。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被」誤作「 」。 

1 

2 

3 

2b 

1c 

1c 2c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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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1第 19
題  

學生能掌握

其中一項討

論的內容，並

以準確的文

字表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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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題目所設的語境，撰寫
語氣得體的實用文。他們在使用正確的格式之餘，能選取恰當的資料，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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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表達徵求照片的原因及對照片的要

求，並能清楚說明查詢的方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撰寫格式完備的通告，而且他們所寫的通告不單能清楚
交代網球訓練班舉辦的目的等詳情，而且大部分能在文中寫明要在指定日子前

把報名表交給體育科黃志偉老師。 

 至於報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掌握正確格式，適當地使用材料，重整
和篩選資料，撰寫一篇內容簡潔的報告。他們能列舉內容重點，準確地列出初

中學生閱讀調查報告的數據，並因應學生的閱讀喜好及習慣提出推動閱讀風氣

建議，例如邀請名人到校分享閱讀心得，藉此向同學推介不同類別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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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出他們對家人、朋友、社會等方面的思考，內容建基於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

和平日的觀察。部分作品能藉常見的事物或自然現象，帶出自己與父母、同窗

之情，再引出自己對生活的觀感，立意不落俗套，令人欣喜。 

 9CW1「原來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往往能抓住生活的

小事，引出個人的體會及感受，例如有學生寫以「原來愛一直在我的身邊」為

題，寫自己一直以為母親偏愛妹妹，後來從一件小事，才驚覺母親對自己的關

愛。此外，表現良好的學生對社會時事往往有較深刻的體會，如有學生以「原

來幸福一直在我的身邊」為題，先寫家境清貧，生活捉襟見肘，但想到其他地

區的小孩因戰亂、饑荒而流離失所，「我」終於發現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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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2「下課鈴聲響起後‥‥‥」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往往能善用不同手法突
出主旨。例如：有學生懂得以對比、襯托等手法細緻描寫「上課時」及「下課

後」老師、同學的表現、動作，再引出自己對「學習生活」的感受。個別學生

取材見心思，例如寫下課鈴聲響起後，校園各處堆滿同學隨手丟棄的垃圾，校

工在下課後默默清理，然後帶出作者對缺乏公德心的同學的批評，對校工敬業

樂業的欣賞。 

 9CW3「放大鏡」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抓住「放大鏡」的特點說理。例
如有學生將網絡社交平台比作「放大鏡」，將好事、壞事放大，令人難以看到「真

相」。有學生寫兒時父親送贈放大鏡，然後以小見大，記敘通過放大鏡看到平時

忽略的事物，啟發作者思考人生道理。 

 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運用所學的寫作手法，突出主題思想。例如：有學生在
敘述主要內容前，先說他事為主線作鋪墊；也有學生運用事例等說明手法，豐

富文章的內容，加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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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恰到好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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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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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來陳述句子和表達感情。 

聆聽範疇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內容重點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從說話者多次的發言中，辨識說話者的內容重點。如 9CL2
第 13題問「以下哪一項有關『內容農場』的描寫是正確的？」他們能根據偉明、
張老師及小清交談的內容，掌握他們話語的重點，並掌握「內容農場」用誇張

的標題，吸引網民瀏覽，並選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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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L2第 9
題，問「張老師提及『假雞蛋』、『假米』，主要想說明甚麼？」他們能理解張老

師藉「假雞蛋」、「假米」，說明網上流傳的相片或短片不一定能反映真相。從以

上題目可見，學生必須聆聽和理解話語的具體涵義，才能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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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1第 19
題  

學生能掌握

其中一項討

論的內容，並

以準確的文

字表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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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題目所設的語境，撰寫
語氣得體的實用文。他們在使用正確的格式之餘，能選取恰當的資料，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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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表達徵求照片的原因及對照片的要

求，並能清楚說明查詢的方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撰寫格式完備的通告，而且他們所寫的通告不單能清楚
交代網球訓練班舉辦的目的等詳情，而且大部分能在文中寫明要在指定日子前

把報名表交給體育科黃志偉老師。 

 至於報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大多能掌握正確格式，適當地使用材料，重整
和篩選資料，撰寫一篇內容簡潔的報告。他們能列舉內容重點，準確地列出初

中學生閱讀調查報告的數據，並因應學生的閱讀喜好及習慣提出推動閱讀風氣

建議，例如邀請名人到校分享閱讀心得，藉此向同學推介不同類別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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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出他們對家人、朋友、社會等方面的思考，內容建基於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

和平日的觀察。部分作品能藉常見的事物或自然現象，帶出自己與父母、同窗

之情，再引出自己對生活的觀感，立意不落俗套，令人欣喜。 

 9CW1「原來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往往能抓住生活的

小事，引出個人的體會及感受，例如有學生寫以「原來愛一直在我的身邊」為

題，寫自己一直以為母親偏愛妹妹，後來從一件小事，才驚覺母親對自己的關

愛。此外，表現良好的學生對社會時事往往有較深刻的體會，如有學生以「原

來幸福一直在我的身邊」為題，先寫家境清貧，生活捉襟見肘，但想到其他地

區的小孩因戰亂、饑荒而流離失所，「我」終於發現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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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範疇 

個人短講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題目組織內容豐富、主題明確的短講，學生也能列舉具
體的例子加以闡述，超過三成的學生在內容方面取得四等或以上的等級。 學生

能運用自己的識見，在短講中加以發揮，例如 9CSI2「假如你可以設計一個機
械人，改善人們日常生活。你會設計怎樣的機械人？為甚麼？」有學生設計垃

圾分類機械人，也有學生設計處理家務、照顧嬰孩的機械人，內容具創意。個

別學生說話流暢自然，表現良佳。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善用兩分鐘組織內容，先引入，後分述，繼而總結，內容詳
略恰當。部分學生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層次鮮明，條理清晰。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運用豐富的詞彙，或成語、古語等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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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疾有致，跟主考員有眼神接觸，

表現理想。 

小組討論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積極參與討論，表現主動、認真和投入，能按話題清楚地闡
述自己的見解，輔以適當的例子，充分掌握討論時間，整體討論氣氛良好。逾

三成學生在內容方面取得四等或以上的等級。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輔以例子佐證，清楚闡明觀點，理由充
分合理。如 9CSG2「有學校取消以學生成績排名次，你贊成這種做法嗎？為甚
麼？」學生能比較取消以成績排名次的好與壞的影響，並舉例子加以解釋和闡

述。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留心聆聽同學發言，跟同學互相有眼神接觸，以點頭表示同
意，並摘記討論要點，能就同學的觀點作適當的回應，掌握討論的技巧，達至

討論交流的效果。 

 個別學生能抓住題目的重心，擴展討論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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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應受訪者話語的前後關係，判別說話內容重點。以第 9
題為例，問「盧永雄舉出『曼谷大爆炸』一例，要說明甚麼？」，表現良好的學

生能因應盧永雄說話內容，找出他想藉『曼谷大爆炸』一例帶出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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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根據以下資料，以愉快中學學生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撰寫一則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校慶籌備委員會成員在會議上的對話節錄 

李校長： 立言，《五十周年校慶特刊》上介紹學生會歷史的文章，寫

好了沒有？  

陳立言： 文稿已寫好，但我們仍在收集能凸顯學生會發展的照片。  

李校長： 近二十年學生會選舉及舉辦活動的照片，校務處都有存檔，

但要找早期的照片的確不容易。你有沒有想過在《香城地區

報》及本校網頁刊登啟事，向校友徵求照片？  

陳立言： 對！刊登徵求啟事也是好辦法。我會在啟事中交代收集照片

的原因及要求。  

李校長： 記得提醒校友，照片必須在 1998 年或之前拍攝，還要寫收集

方法！  
 

資料二：李校長的記事簿 

 
 
 
 
 
 
 
 
 
 
 
 

 

 

 
 
 
 

5 月 18 日星期五 

------------------------------------------------------- 

 
《五十周年校慶特刊》徵求照片 
 
 在《香城地區報》及本校網頁刊登。  
 收集方法： 2018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3 日將照片交到本校校務處。  
 查詢：立言 (手提電話：4321 8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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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內容方面，學生先點出徵求照片的原因 1a，並清楚指出照片必須在 1998
年或之前拍攝 1c 及收集方法等資料 1d，內容大致完備。可惜本文未能因應
寫作對象而篩選資料，把啟事刊登的地方也抄錄下來 1b。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 2a、職銜 2b、署名 2c 和發文日期 2d。 

行文用語大致恰當得體。 

1 

2 

2c 

2b 

2d 

1d 

1c 

1b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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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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體育學會主席陳立言的名義，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撰寫一則通告，向同學介紹有關活動的詳情。(字數

不限) 

 

資料一：體育學會主席陳立言和同學李一山的對話紀錄 

陳立言： 一山，看這宣傳單張(見資料二)！新一屆的「網球訓練班」

快要舉辦。 

李一山： 這活動真的很吸引！何時可以報名？  

陳立言： 報名日期由 6 月 25 至 29 日。報名表將於下周由各班班主任

派發。你填妥報名表後，記得要儘快交給體育科黃志偉老

師。因為今年名額有限，會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報名。 

李一山： 你能再說一次報名方法嗎？  

陳立言： 活動的詳情，包括活動目的、舉辦日期、報名方法等資料，

可以參閱張貼在本校布告欄的通告。 

 

資料二：網球訓練班宣傳單張 

 
 

 

 
 

  

愉快中學第三屆網球訓練班  
 
 

 為同學提供基本的網球訓練 
 活動時間：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20 日上午 9:00 至 11:00      
 活動地點：香城網球場  

         
 

活動詳情，請參閱張貼在本校布告欄的通告。  

        

名額 20 個，請從速報名！  

 
學費： 

只需 $300 



中三 中國語文科

96

中三中國語文科 

33 

 
 

 

說明 

內容大致完備。本文說明訓練班舉辦的日期、地點、名額 1b，以及報名方
法等資料 1c，可惜本文未能清楚指出舉辦這網球訓練班的目的是為同學提供
基本的網球訓練 1a。 

學生已掌握通告的格式。本文以「通告」為標題 2a，以「特此通告」作為結
束語 2b。此外，職銜 2c、署名 2d 及日期 2e 齊備。 

 

1 

2 

1c 

1b 

1a 

2a 

2e 

2d 

2c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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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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中學閱讀大使陳立言的名義，撰寫一份

有關該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並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或之前呈交李一山校長。報告內容須包括調查結果及兩項推

動校內閱讀風氣的建議。(字數不限) 

 
資料一︰問卷調查結果 

1. 你有閱讀習慣嗎？

 

 

2. 最近一個月，你閱讀了多少本課外書籍？ 

0-2 本 80 人 
3-4 本 15 人 
5 本或以上 5 人 

 

3. 你喜歡閱讀哪一類書籍？ 

文學 25 人 
心靈健康 20 人 
消閒趣味 48 人 
文化/藝術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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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大致完備。本文說明訓練班舉辦的日期、地點、名額 1b，以及報名方
法等資料 1c，可惜本文未能清楚指出舉辦這網球訓練班的目的是為同學提供
基本的網球訓練 1a。 

學生已掌握通告的格式。本文以「通告」為標題 2a，以「特此通告」作為結
束語 2b。此外，職銜 2c、署名 2d 及日期 2e 齊備。 

 

1 

2 

1c 

1b 

1a 

2a 

2e 

2d 

2c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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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陳立言與同學在學校網上討論區的留言 

 

5 月 25 日下午 8:50••讚好••回覆 

 

立言 

我正在寫一份關於本校初中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報告，大家有

沒有推動校內閱讀風氣的好方法？  
 

 
5 月 25 日下午 8:51••讚好••回覆 

 

小敏  

部分同學還未養成閱讀習慣，要他們主動到圖書館借書不容

易。噢！同學不是都愛上網嗎？閱讀大使為甚麼不在早會向同

學介紹網上閱讀平台? 
 

 
5 月 25 日下午 8:53••讚好••回覆  

 

靜婷 

大部分同學閱讀的目的只為消閒，他們主要閱讀漫畫及旅遊

書。我認為要向同學推介不同類型的書籍。學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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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3b 

2a 3c 

3f 

3e 

3d 

1c 

3c 2b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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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能羅列調查報告的結果，包括初中學生的閱讀習慣 1a ，以及在最近一

個月閱讀課外書籍的數目及種類 1b。在建議方面，學生大致能依據題目的
提示，提出推動學生閱讀風氣的建議 1c。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調查報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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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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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原來 ______________一直在我的身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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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1a 

2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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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2c 

2d 1c 

1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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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豐富，緊扣主題。本文以「原來幸福一直在身邊」為題，先談「我」

對生活上的不滿，覺得自己並不幸福 1a，然後再寫世界上有很多人活在不
幸之中 1b，最後呼籲人們要思考幸福的定義 1c。 

文章內容層次分明，先引本地一項調查，指大部分的香港人認為自己並不

幸福 2a，然後才寫「我」對自己的生活亦諸多不滿 2b，後來筆鋒一轉，
寫生活在非洲、敘利亞的人分別飽受饑荒、戰亂的煎熬 2c，最後點出「原
來幸福一直在身邊」，只是我們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 2d。 

行文流暢，用詞準確，如「滿目瘡痍」、「冰山一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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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2c 

2d 1c 

1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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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以「下課鈴聲響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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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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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a 2c 

2d 1b 

2d 

2c 1a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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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以「下課鈴聲響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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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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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緊扣題目。本文從不同的角度記述「下課鈴聲響起後」，同學及「我」

的表現，從而刻畫學生對母校的依依不捨 1a，藉下課鈴聲抒發對母校被殺
的沉痛 1b。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本文先寫今天一切如常，只是多了一份傷感，引起

懸念 2a，然後寫「下課鈴聲響起」，我們終於要離開這所學校 2b，最後再
藉描寫同學及「我」對母校的依依不捨 2c，抒發對母校即將結束的感受
2d。 

行文大致通順，偶有佳句。 

遣詞用語較豐富，如：「熙來攘往」、「死氣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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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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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2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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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緊扣題目。本文從不同的角度記述「下課鈴聲響起後」，同學及「我」

的表現，從而刻畫學生對母校的依依不捨 1a，藉下課鈴聲抒發對母校被殺
的沉痛 1b。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本文先寫今天一切如常，只是多了一份傷感，引起

懸念 2a，然後寫「下課鈴聲響起」，我們終於要離開這所學校 2b，最後再
藉描寫同學及「我」對母校的依依不捨 2c，抒發對母校即將結束的感受
2d。 

行文大致通順，偶有佳句。 

遣詞用語較豐富，如：「熙來攘往」、「死氣沉沉」。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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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1e 

1d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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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文內容能切合題旨，立意見心思。本文先點出現代人愛用「放大鏡」看

事物 1a，然後以網民輕率的評論 1b、老師對學生的苛責 1c 為例，說明大

家只愛把「別人的缺點」放大，反觀古人卻愛放大世間的美好 1d，最後請
大家放下低俗的「放大鏡」1e。 

段落層次分明，結構完整。全文以「放大鏡」比作世人的「眼睛」2a，然
後引事例，闡釋現代人愛批評的特點，最後帶出自己對此的看法 2b。 

行文尚可，但偶有沙石。全文用語大致準確。 

本文錯別字較多，如將「或」誤作「 」，將「荼毒」誤作「涂毒」。此外，

本文將《歸園田居》，誤為《歸隱田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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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1e 

1d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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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本年度以視聽資訊表現較佳，閱讀及聆聽表現保持平穩，而寫作則表現稍遜。

下文從閱讀、寫作、聆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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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出內容細節、

辨識因果關係等。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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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R2第 15 題(即 9CR3第 8 題)為例，
他們能判別文章運用了行動描寫及對比手法刻畫母親的性格。然而，如題目改

問篇章的結構，則只有少數學生能選出正確的答案。如 9CR3第 12題，問第
段在全文所起的作用，只有四成多學生能判別正確的答案。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 

 本年學生閱讀文言作品的能力較往年為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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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部分學生能理解內容細節。例如

9CR1第 23題，較少學生能根據會議紀錄的內容，判別是次會議的兩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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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小標題概括有關內容要點。由此推斷，大部分學生在理解實用文的要點方面，

仍有待改進。 

 

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實用文的題目附有相關寫作材料，學生要因應題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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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只提供三道實用

文題目。從評估結果顯示，最多學生能寫切合格式要求的報告，但整體而言，

以啟事一題，有較多學生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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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學生大致能掌握啟事的格式，把啟事和其他的實用文文類如書信混淆的情況較

少。大部分學生能按照題目要求，撰寫標題、署名及日期。大部分學生的措辭

用語尚算得體，然而個別學生似未能以簡明的文字撰寫啟事的標題。 

 在三篇實用文寫作中，較多學生未能掌握通告應有的格式而誤用其他實用文格

式撰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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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在文末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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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或未

能按題目要求撰寫適切的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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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刊登啟事的原因是「徵求照片」，可惜部分學生未有清楚交代徵求照片的要

求。此外，個別學生在啟事中抄錄啟事刊登的地方，未能因應寫作對象選取寫

作材料。 

 學生一般能根據題目的要求選取適切的資料撰寫通告，並清楚寫出新一屆網球

訓練班的詳情，包括：舉辦活動的日期、地點。然而部分學生只顧抄錄題目所

附資料，而未能明確指出報名方法，以致內容有所缺漏。 

 學生大致能因應題目所附的資料撰寫調查報告，大部分學生能抄錄調查結果，

惟部分學生未有準確交代資料。大部分學生能對應初中學習的閱讀習慣，提出

簡單的建議。 

(二) 文章寫作 

 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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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能完全切合題旨的作品較少。 

 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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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爸爸一

直在我的身邊」、「原來朋友一直在我的身邊」，感謝親友對自己的默默支持。部

分學生作品取材見心思。有學生以「原來幸福一直在我身邊」為題，探討幸福

的真諦，也有學生以「放大鏡」比作傳媒及社交平台的威力，藉此探討社會議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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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應內容適當分段。 

 寫作手法方面，本年較多學生採用記敘的手法撰文。不論記敘、抒情、描寫、

說明或議論，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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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尚算穩妥。但部分學生文句流於累贅，

也有文句殘缺或夾雜口語。學生平日應多積累詞彙和注意詞語的運用。 

 本年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時有出現，較常見的毛病是筆畫缺漏，如將「或」誤

作「 」、將「被」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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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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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升寫作能力非一蹴而就，學生一方面要常常觀察生活中的一事一物，發掘

寫作材料；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大量閱讀，學習不同的寫作手法、規範用語及

使用正確的標點符號。只要平日放膽以不同的文體、寫作手法撰文，反覆練習，

日積月累，寫作自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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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 

 學生大致能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但表現稍欠穩定。例如 9CL2 第 9 題，較少
學生能掌握說話者整段話語的內容，如前後語意、因果關係。 

學生在綜合話語內容方面仍有待改善 

 聆聽評估中有不少題目要求學生理解整段話語的內容，或從數位說話者的對話

中，歸納說話者的觀點看法。學生在回答這類綜合理解的題目時，表現仍有待

改善。宜多嘗試摘錄課堂要點、多思考說話人的立場及表達方式，以提升聆聽

能力。 

說話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短講題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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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大致能

按題目要求，確定說話內容，表達自己的見解，作簡單而完整的短講，惟學生

大多只能用約一分半鐘時間表達。學生尚能表達自己的見解，惟欠缺例子佐證，

內容薄弱，闡述亦見不足。 

學生在審題方面仍須努力 

 審題方面，部分學生未有留意題目中的關鍵字眼，例如 9CSI5「學校希望提升
同學做運動的興趣，你會建議學校鼓勵同學做以下哪一項運動？為甚麼？ (滑

板、花式跳繩或其他)」部分學生只談及該項運動的好處，而忽略了「提升同學

做運動的興趣」這方面，以致說話內容未能扣緊題目，影響表現。 

學生表達大致清楚、有條理 

 大部分學生在說話方面條理尚算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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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恰當，惟欠生動和變化。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偶有夾雜英語詞彙或潮流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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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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生說話時咬字欠準確，有「懶音」問題，或常說「啦」、

「呢」、「囉」等「口頭禪」。近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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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適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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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以例子，

並就同學的說話作出適切的回應。 

多角度思考、課外知識方面尚有進步空間 

 部分學生的識見和生活體驗不足，未能掌握多角度思考，欠缺例證，以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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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內容空泛，

表現未如理想。老師在課堂訓練時，除了加強思維訓練外，亦要鼓勵學生多閱

讀報章新聞和課外書籍，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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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欠缺承接的技巧，未能達至討論

交流的效果。 

 小部分學生濫用套語，常說「我同意你的看法」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等，

但接着又自說自話。 

 極少數學生在討論時默不作聲。過往有些學生在同學邀請下才勉強回應一、兩

句，此情況在近年已有改善。 

視聽資訊評估 

 本年學生在處理須兼顧視覺和聽覺才能回答的題目時，表現略見進步，但仍有

部分學生未能同時處理畫面及旁白提供的信息。學生作答要兼顧視覺和聽覺的

題目時，宜先摘記內容要點，並結合兩方面的資料思考問題。 

 學生大致能掌握短片的主要信息。部分學生在擷取主持、受訪者話語的內容重

點方面，表現稍欠穩定。如學生能善用閱覽題目的時間，注意題幹及選項的關

鍵詞，應能取得較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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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 2018年中文科中三學生表現一覽表 

 今年是第十三次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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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 

 

表 6.19   2016年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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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77.4 
2017 77.1 
2018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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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
 
 

20
16
年
至

20
18
年
中
文
科
中
三
學
生
表
現
一
覽
表

 

 

  
年
份

 

閱
讀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備
註

 

強
項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篇
章
的

內
容
大
意
。

 

• 
部
分
學
生
大
致
能
判
別
常
見

的
描
寫
手
法
。

 

• 
學
生
在
理
解
實
用
文
的
主
要

信
息
，
表
現
較
去
年
略
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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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
年
學
生
大
抵
能

理
解
文
章
主
要
的

信
息
，
但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理
解
篇
章
的

細
節
。

 

• 
在
理
解
淺
易
文
言

作
品
方
面
，
本
年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過
往

略
見
進
步
，
令
人
欣

喜
。

 

 

弱
項

 
• 
部
分
學
生
在
分
析
文
章
主

旨
、
推
斷
作
者
觀
點
方
面
，
表

現
一
般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準
確
掌
握
文

言
作
品
的
內
容
重
點
。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實

用
文
的
寫
作
目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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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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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寫
作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備
註

 

強
項

 
實
用
文

 

• 
學
生
大
致
掌
握
啟
事
及
報
告

應
有
的
格
式
。

 

文
章
寫
作

 

• 
小
部
分
學
生
有
獨
特
的
構

思
，
文
章
結
構
嚴
謹
，
文
筆
流

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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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
年
實
用
文
方

面
，
個
別
學
生
只

抄
錄
題
目
所
附
資

料
，
未
能
因
應
寫

作
對
象
選
取
寫
作

材
料
。

 

• 
部
分
學
生
字
體
略

嫌
潦
草
，
難
以
辨

識
。

 

 

弱
項

 
實
用
文

 

• 
部
分
學
生
仍
未
掌
握
通
告
格

式
；
大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準
確
撮

寫
報
告
資
料
及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文
章
寫
作

 

• 
大
部
分
作
品
內
容
平
淡
，
選
材

狹
窄
。

 

• 
學
生
詞
彙
貧
乏
，
用
字
生
硬
；

部
分
學
生
字
體
過
於
潦
草
，
難

以
辨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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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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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聆
聽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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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並
掌
握
話
語

的
前
後
關
係
。

 

• 
部
分
學
生
在
分
別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方
面
，
表
現
較
去
年
略

有
進
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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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
年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重
點
及
主
題
，
惟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話
語
內
容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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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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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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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備
註

 

強
項

 
個
人
短
講

 
• 
普
遍
學
生
能
根
據
題
目
要

求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個
別
學
生
能
援
引
恰
當

的
例
子
，
拓
展
內
容
，
表
現
突

出
。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標
示
語
和

關
聯
詞
，
使
內
容
條
理
分
明
。

 

•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豐
富
多
變

的
詞
彙
表
達
，
說
話
清
晰
自

然
。

 

 小
組
討
論

 
• 
學
生
大
多
能
積
極
及
認
真
地

參
與
討
論
，
能
表
達
己
見
及
回

應
別
人
。

 

• 
部
分
學
生
能
舉
出
不
同
的
例

子
佐
證
，
闡
明
觀
點
，
理
由
充

分
；
小
部
分
學
生
更
能
提
出
獨

特
的
見
解
。

 

• 
小
部
分
學
生
能
拓
展
討
論
空

間
，
帶
動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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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年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作
簡

單
而
完
整
的
短

講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未
見
充
實
，
欠

缺
例
證
。

 

 
小
組
討
論

 

 
學
生
普
遍
積
極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意

見
，
回
應
同
學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薄
弱
，
論
據
不
足
，

討
論
技
巧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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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備
註

 

弱
項

 
個
人
短
講

 
• 
部
分
學
生
的
短
講
內
容
貧

乏
，
欠
缺
有
力
的
例
子
佐
證
；

亦
欠
缺
新
意
。

 

• 
部
分
學
生
忽
略
題
目
中
的
關

鍵
字
眼
，
以
致
內
容
未
能
扣
緊

題
目
。

 

• 
部
分
學
生
的
詞
彙
貧
乏
；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的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

 

 小
組
討
論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薄
弱
，
論
點

欠
明
確
，
欠
缺
有
力
的
論
據
；

對
社
會
時
事
認
識
不
足
，
缺
乏

多
角
度
思
考
。

 

• 
部
分
學
生
只
是
輪
流
地
表
達

意
見
，
未
能
掌
握
承
接
同
學
發

言
的
技
巧
。

 

• 
少
數
學
生
的
回
應
流
於
機
械

化
，
常
用
「
你
有
甚
麼
意
見

呢
？
」
或
「
我
也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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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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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視
聽
資
訊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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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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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
學
生
能
善
用
閱

覽
題
目
的
時
間
，
留

意
題
幹
的
關
鍵

詞
，
在
擷
取
話
語
重

點
方
面
，
應
有
更
佳

的
表
現
。

 
弱
項

 
• 
部
分
學
生
在
回
答
綜
合
性
題

目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 
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稍
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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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