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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學三年級成績 

2015 年中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77.2%。 

中學三年級評估設計 

評估範疇及擬題依據 

 中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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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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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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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的能力。 

 評估涵蓋四個範疇，合共 109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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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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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a，題數已包括各分卷的重疊

題目，以便計算等值分數。 

表 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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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   

紙筆評估   

聆聽 16(16) 16(16) -- -- 22(22) 
閱讀 22(22) 22(22) 22(22) -- 52(52) 
寫作  2(30)  2(30)  2(30) --  6(30) 

視聽資訊 13(13) -- -- -- 13(13) 
總數 53(81) 40(68) 24(52) --  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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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張分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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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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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0 分鐘 9CR2 22 

9CR3 22 

聆聽 
9CL1 16 

約 20 分鐘 
9CL2 16 

寫作 

9CW1 2 

75 分鐘 9CW2 2 

9CW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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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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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 

 各卷主要評估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分為三部分，共三類閱讀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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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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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選擇、短答、填充

文言文 1 4 
實用文-會議紀錄 1 6 

9CR2 語體文 2 14 
文言文 1 4 

實用文-通告 1 4 
9CR3 語體文 2 13 

文言文 1 4 
實用文-書函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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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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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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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篇實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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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生自行決定選擇以甚麼表達方式寫作，字

數不限。評審準則項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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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中三寫作評估—試卷安排 

試卷編號 題目類別 題數 

9CW1 實用文寫作-啟事  1 
文章寫作 1 

9CW2 實用文寫作- 通告 1 
文章寫作 1 

9CW3 實用文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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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12 

1、2、3、4、
6、7、8、9、
10、11、12、
13 

1、2、3、4、
5、6、8、9、
10、11、12 

21*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

法 

4、10 5、14 7、13 4*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3、14、15、
16 

15、16、17、
18 

14、15、16、
17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17、18、19、
20、21、22

19、20、21、
22 

18、19、20、
21、22 

15 

 題目總數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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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學生只須作答其中一卷。話語內容

分為兩部分，題型為選擇題。 

表 6.25   中三聆聽評估—分卷安排 

分卷編號 題數 題型 

9CL1 16 
選擇 

9CL2 16 

表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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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7、8、
9、10、12、14、16

3、4、5、6、7、8、9、
10、13、14、15、16 

15*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

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1、11 1、11 3*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

前後關係 

2、13、15 2、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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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個分節進行，學生被安排在其中一個分節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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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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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中三視聽資訊評估—卷別安排 

試卷編號 題目數量 題型 

9CAV 13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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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達到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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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學生的理解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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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擷取表層資料、辨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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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能理解篇章的內容大意 

 學生能理解文章主要的信息，並直接從文章找出事實或依據，回答複述性理解

的問題。如 9CR1 第 3 題問「為甚麼作者童年時對廟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好

奇』？」學生可直接從文句「入夜後母親從來不許我踏足廟街」及從第三段「同

學常向作者談及廟街夜市的特色」中找到答案。 

學生大致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如 9CR2 第 10-11 題(即 9CR3 第 3-4 題) 問作

者第一次遊西湖時的印象及他第二次遊覽的時節，大多數學生能根據篇章各項

信息回答問題。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2 第

10-11 題(即

9CR3 第 3-4
題) 

 

答案正確 

(二) 文言文 

 評估卷中分別選錄三篇主題不同的文言作品，重點旨在評估學生理解淺易文言

文的能力。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白的文言作品 

 學生大致理解淺易的文言作品。例如 9CR3 第 14 題大多數學生理解陳諫議所養

的馬為何被視為劣馬。又如 9CR2 第 16 題問「王積薪在旅館有甚麼經歷？」，

很多學生能找出「聽見兩婆媳下棋」的答案，可是在第 17 題，只有少數學生能

指出王氏翌日重新佈設婆媳兩人的棋局。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言篇章的內容大意，但對文章的深層理解仍有待改進。如

9CR1《金陵瑣事》通過寫秀才何岳的事跡，讚揚他安貧樂道的性格。第 16 題

問及「何岳的性格是怎樣的？」只有約半數學生能選取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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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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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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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9CR2）和書函（9CR3）。 

學生大致能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學生大抵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大意，但表現稍欠穩定。以 9CR2 第 19 題為例，

絕大多數學生能就通告的內容選出適切的標題。但在 9CR1 第 17 題只有少於半

數學生能為會議紀錄補上合適的標題。相關例子，可參閱「一般評論」。 

 另外，只有少數學生能掌握文章的內容細節，如 9CR1 第 22 題問及「下次會議

議程應該包括下列哪一項？」只有近半數學生指出下次會議要跟進購買棋類遊

戲事宜。9CR3 第 19 題問及校慶活動詳情，同樣只有少於半數學生能選出「校

方安排家長、學生及校友於開放日表演」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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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致掌握實用文的寫作要求 

 學生能撰寫啟事。題目要求學生撰寫一則社區中心搬遷啟事，考題附有主任與

幹事的對話和傳單內容。學生能掌握啟事的正確格式，如列出標題、職銜署名

及日期。學生能書寫正確的內容，交代中心新址及查詢方法等資料。然而少數

學生未能在啟事中闡明搬遷原因，又或未能清楚交代中心暫停服務和重開日

期，內容稍欠完整。也有學生資料鋪排欠妥善，致使內容表達不清。 

 學生大致能書寫通告，但格式仍有缺漏。題目要求學生寫一則通告，通知學生

比賽詳情。題目附有老師與中文學會主席的對話，學生須列寫時間、地點、日

期和報名方法等資料。學生一般能選取適切的資料撰寫通告，並清楚臚列比賽

賽制及獎項。惟部分學生沒有注意到老師要求主席修改「分組比賽安排」及「截

止報名日期」，導致內文資料欠缺齊全。 

 學生大致能撰寫活動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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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如上呈者、標題、小標題、職銜、署

名及日期。可是一如既往，只有少數學生在本題取得佳績。題目附有活動問卷

調查結果，並提供數名學生的談話紀錄，提示學生撰寫建議的方向。學生大抵

能抄錄問卷調查結果，惟不少學生未有準確交代資料，又或忽略資料的組織鋪

排。只有少數學生能針對舉辦活動時出現的問題，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二) 文章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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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9CW1）、「心中的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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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W2）及「習慣」（9CW3）。而 9CW1 和 9CW3 為話題寫作，9CW2 要求學

生填寫適當文字於橫線上，補成完整題目，屬半開放式題型。文章寫作題目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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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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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學生能寫內容扣題，結構簡單的文章。學生基本能表情達意，大部分選

材尚算合宜，能具體交代內容重點。作品大多文意平實，然內容略欠深刻。 

 9CW1「休息」一題，學生大抵能按題目撰文，但立意平平。大多數學生根據自

己的生活經驗，道出都市人缺乏「休息」，並藉此探討「休息」對人身心的重要

性。也有學生通過記敘一些生活小事，從而抒發他們對「休息」的體會。 

 9CW2「心中的________」屬半開放式的題目。這類題目設題的原意是讓學生有

更大的空間發揮，文章立意及選材一般較自由，因此學生表現也較參差。大部

分學生能按題目要求填上一個合適的詞語，並依此寫作。表現良好的作品取材

豐富，內容深刻，令人再三回味。而表現稍遜的學生，或未能掌握「心中的」

的意思，致使內容未能切題；又或只以「心中的」人或物為題，鋪陳與之相關

的事件或感受，未能選取適切的材料，深化主題。 

 9CW3「習慣」這道題目，學生大多能緊扣題旨，以「習慣」貫串全文。部分學

生或受〈習慣說〉的影響，立意未能別出心裁。作品以說明文為主，說明習慣

形成的原因、分析好習慣與壞習慣的影響，然後引出待人處事的道理。「習慣」

是指長時間養成，一時不容易改變的行為。有學生指出生活中所有的事都是「習

慣成自然」，這看法本來亦無不可，可惜他們的論述過簡，又未能援引例子支持

己見，致使論點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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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大部分學生能按敘述或說明對象的

先後交代情節和分段。但大多作品結構較單一，各段落內容只是隨意鋪排，並

無主次之分。只有少數學生能按內容表達的需要，編排內容重點。能借助文章

布局、結構，深化主題的作品，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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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偶有錯別字，並較少運用修辭手法。在標點符號運用方面，學生

較常使用的符號是逗號、句號、問號和感歎號。其他如破折號或分號的使用，

學生不太熟悉，甚少在文章中出現。 

聆聽範疇 

 聆聽評估有兩張分卷，分別是 9CL1 和 9CL2，內容以電子遊戲對青少年成長的

影響為題，兩卷的主題相同，共有三節，而第一節錄音的話語片段和題目兩卷

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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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學生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例如 9CL1 第 3 題（即 9CL2 第 3 題）問「《時

事透視》以『電子遊戲與我』為話題的原因是甚麼？」和 9CL2 的第 13 題問「社

工程女士在話語中提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中『水』和『舟』分別指甚

麼？」大多數學生能從話語中找到答案。 

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大多數學生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如 9CL2 第 12 題問「袁教授提及

他在辦公室裏有一部電子遊戲機主要想說明甚麼？」學生必須聆聽和貫通話語

的具體涵義，才能掌握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能識別視聽資訊中的主要訊息 

 視聽資訊評估旨在評估學生在掌握視聽資訊方面的能力。本年短片介紹涼茶的

歷史發展及特色。學生細心聆聽短片內容始能得出答案，如第 4 題「涼茶鋪為

甚麼在六、七十年代盛行起來？」大部分學生能綜合短片內容，得出「涼茶鋪

能為顧客提供視聽娛樂」的答案。此外，學生須結合視覺與聽覺來回答題目，

不能單靠聆聽旁白來掌握信息，如回答第 5 題「短片中的圖表是從哪兩方面比

較新式涼茶與傳統涼茶的特點？」大多數學生能通過觀看畫面，辨析畫面中的

資料是從「味道及包裝」兩個方面比較新式及傳統涼茶的分別。 

說話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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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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東城社會服務中心即將搬往新址繼續為區內市民服務。請細閱以

下資料，並以中心主任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5 年 5 月 11 日撰寫

一則搬遷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以下為東城社會服務中心主任黃志偉和行政助理陳世明的對話紀錄 

陳世明： 黃主任，我跟搬運公司聯絡好了，他們會在 5 月 25 日上午九時
到達，替我們把大型家具運往中心的新址。 

黃志偉： 很好！這樣我們就能如期在 5 月 26 日，繼續為街坊服務了。另
外，中心服務時間將延長半小時，由早上十時開放至晚上七時
半！ 

陳世明： 說實話，要不是這裏的空間有限，我還真不想搬走呢！ 

黃志偉： 我們能夠獲得香城基金會的資助，順利遷往新址，以拓展青少
年服務，應該說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況且，2015 年正好是中心
成立二十周年的大日子啊！ 

陳世明： 說得也是。對了，黃主任，您上星期吩咐我設計一份傳單，通
知街坊中心即將搬遷，這是傳單的初稿，請您看看有沒有問題。

黃志偉： 嗯……沒甚麼大問題。不過，儘管中心的查詢電話不變，你還
是把它加進去會比較好。 

陳世明： 好的，我馬上去修改！ 

資料二：修改後的傳單  

各位街坊，我們搬家了！ 

    由 5 月 26 日開始，我們

將在新址繼續為大家服務。

（請注意，中心將在 5 月 25
日暫停服務一天。）查詢電

話：4567 0131 

             

 
 
 
 
 
 
 

東城公園 

東城社會服務中心新址： 

  美善花園第二座平台 

中心舊址﹕心晴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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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正確，清楚交代中心搬遷緣由 1a、中心新址 1b、暫停服務及重新開

放日期等 1c，亦能附上聯絡方法 1d。 

文章層次欠分明，第二段交代搬屋公司搬運家具細節，似與本文主題無涉。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 3a、職銜署名 3b 和發文日期 3c。 

行文尚可，惟首段寫：「請區內市民注意」，用語不合啟事要求。 

1

3

2

 3a

1a 1c

1b

2

1d

3b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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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以愉快中學中文學會主席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5
年 4 月 20 日撰寫一則通告，張貼在中文學會佈告板上，通知同學有

關活動詳情。(字數不限) 

資料︰愉快中學中文學會主席黃志偉和中文科李老師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志偉，在中文學會第三次會議上，我們決定在 5 月 22 日(星期五)舉辦

硬筆書法比賽，以提升同學的中文書法水平，現時工作進度如何？ 

  

黃志偉： 李老師，兩星期前我已跟何老師預訂了學校禮堂作為比賽場地，比賽

時間由當天下午 3:30 至 5:00。 

  

李老師： 會議上大家決定了比賽分兩組進行，對嗎？ 

  

黃志偉： 對呀！中一至中三級為初級組，中四至中六級為高級組，每組設四十

個參賽名額，額滿即止。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勝者除了獲

獎盃之外，更可獲贈書券一張。冠、亞、季軍的書券分別是 500 元、

300 元和 100 元。 

  

李老師： 但是在 5 月下旬，中六級的同學已考完公開試，不用回校，所以高級

組只有兩級同學參加而已。那麼請你儘快寫好通告，通知同學在 4 月

21 日開始報名參加，報名期定為兩星期就夠了。 

  

黃志偉： 嗯！那麼截止日期就訂在 5 月 5 日吧！ 

  

李老師： 5 月 1 日是公眾假期，所有師生不用上課，我建議你把截止報名日期

延遲一天。 

  

黃志偉： 好的！我會把報名表和報名表收集箱放在 2 號教員室門外的長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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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1a

1b

1c

1d

1e

2b

14 

說明 

內容大致正確，清楚交代比賽詳情，包括舉辦目的 1a、比賽時間 1b、地

點 1c、報名日期及方法 1e。但文中兩處提及分組安排內容前後矛盾，足

見學生未能因應題目要求，交代比賽分組安排 1d。 

標題正確 2a，但結束語有誤 2b，學生未能完全掌握通告格式。 

文句大致通順，偶有錯字，將「或」寫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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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3 愉快中學輔導組於 2015 年 4 月 11 日舉辦「關愛友伴計畫同

樂 日 」，協助建立初中學生與高中學生的友伴關係。試 根據以

下 資 料 ， 以 輔 導 組 幹 事 黃 志 偉 同學 名 義 續 寫 活 動 成 效 及 兩 項

來年活動建議，並於 4 月 30 日或以前將活動報告呈交給課外

活 動 主 任 李 常 中 老 師 。 (字 數 不 限 ) 

資料一︰參加活動的初中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1. 哪一個活動環節最能幫助你與學長建立友誼？ 

集體遊戲

59%
(65人)

與學長分享

23%
(25人)

茶會

10%
(11人)

交換紀念品
8%
(9人)

 
2. 你最喜歡哪一個集體遊戲？ 

遊戲名稱 人數 

拔河 55 
二人三足 45 
音樂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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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次活動能否幫助你與學長建立友誼？ 

21

9

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能夠 不能夠 無意見

人數

 

資料二︰學生參加活動後對話 

美芬： 「同樂日」節目豐富，非常好玩！學校來年應繼續舉辦這項活

動。 

一心： 美芬，你就只顧玩樂！別忘了舉辦「同樂日」的目的是要協助

初、高中同學建立友伴關係。是否再舉辦這類活動應考慮它的

成效。 

靜如： 我想「同樂日」的成效應該不錯。活動後，我認識了幾位高年

級同學。現在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我也會主動找他們幫忙呢！

一心： 無可否認，「與學長分享」和「茶會」活動有它的成效，不過……

你們不覺得兩個環節的內容重複嗎？  

美芬： 對呀！在「與學長分享」環節後，「茶會」上也安排了學長分

享自己的校園生活點滴，不少初中同學已經在發呆。我看還是

取消其中一個活動環節較好。 

靜如： 通過集體遊戲讓同學在不知不覺間建立合作精神，效果不是更

好嗎？  

一心： 舉辦集體遊戲要花很多人力、物力。那天你沒看見籌備委員會

的成員忙得團團轉嗎？我認為交換紀念品的環節省時省力，而

同學也可借此機會向友伴送上關懷及祝福。 

美芬： 可惜我收到的記事簿，竟然跟我早前買的一模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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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3b

2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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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b

3c

3d

說明 

內容大致完整，在「活動成效」部分能羅列調查結果，並略加分析 1a。建

議部分略嫌粗疏，例如第二項建議，提出以「交換紀念品」取代「集體遊

戲」，似忽視了在資料中提及最多學生認為「集體遊戲」能協助他們與學

長建立友誼，而「交換紀念品」這環節亦有不足之處 1b。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撰寫小標題，依次交代活動成效及兩項來年活動建

議。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上款 3a、標題 3b、職銜署名 3c 及發文日期 3d。

惟上款直呼「李常中老師」，稱呼不合發文者身分 3a。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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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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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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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切題。文章指出都市人生活忙碌，無暇「休息」，再引出下文作者對

社會不同人士的觀察 1a。作者指很多長者因經濟拮据，難以好好享受退休

生活。這點觀察不俗，然而論述欠周全，未能進一步闡釋這觀察與「休息」

的關係 1b。文末指「休息」令人「快樂」，也有析論不明之弊 1c。 

結構完整，層次尚算分明。文章從父母、學生、長者的角度，探討他們無

法「休息」的原因。 

行文用語，尚算流暢。 

本文錯別字較多，如「閒情逸致」誤作「閒情日誌」、「無憂無慮」誤為「無

優無慮」、「甚至」誤作「怎至」。 

 

1

2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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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 以 「 心 中 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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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夢想 

 1a

1c

1b 2

心中的        夢想       

22 

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 以 「 心 中 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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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夢想 

 1a

1c

1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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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尚算扣題。全文以「心中的夢想」為題，先點明人人都擁有夢想 1a，

然後以其中一個新移民及「我」的奮鬥經過為例，說明人應該有追求夢想

的勇氣 1b，並且要為夢想付出努力 1c。 

內容結構尚可，惟組織略嫌欠嚴謹，銜接過渡也欠自然。 

行文尚算流暢，但偶有表達不清。 

用語尚算準確，如「豐衣足食」。  

偶有錯別字，如將「卓越」誤作「卓悅」。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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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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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1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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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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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大致切題，但全文鋪排欠妥善。文章首段先為開門見山，點明「習慣

是我們人生的導師」1a，並指出習慣有好壞之分，而它們所帶來的影響不

容忽視 1b。接着文章以多個事例，說明微不足道的「習慣」是人成敗的

關鍵 1c。文末雖然重申「習慣是我們的人生導師」，但縱觀全文能依據這

主要論點而寫的內容較單薄，說服力不足 1d。 

本文內容結構欠嚴謹。文章中後段，作者筆鋒一轉，寫城市與鄉村的父母

對子女教養方法不同，令在城市生活的孩子習慣依賴，而在鄉間生活的孩

子學會獨立。這論點未能緊扣前文所論。 

行文尚算流暢。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總」誤作「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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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概說 

閱讀範疇 

學生能理解篇章較深層次的意思 

 學生能摘取篇章各項信息，從字裏行間推敲，找出作者要表達的信息。如 9CR1
第 7-8 題(即 9CR2 第 2-3 題) 問「文中第段，作者把『學習』和『思考』分

別比喻作甚麼？」這類題目均不可從文章中直接找到答案，學生須根據他們對

本段內容的理解，加以推敲始能回答。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1 第

7-8 題(即

9CR2 第

2-3 題) 

 

答案正確 

 

學 生 指 作

者 將 「 學

習 」 比 作

「 吃 了 食

物」，表達

上 雖 有 不

足，但無損

理解，不予

扣分。 

 

學生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手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判別語體文篇章的一般寫作手法。掌握寫作技巧一向是學生

的學習難點，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在理解文章重點之餘，亦能分辨出作者使用的

寫作技巧。如 9CR1 第 4 題問 「第段主要運用了甚麼寫作手法，描寫廟街的

風貌？」學生能判別出答案是「感官描寫」。又如 9CR3 第 13 題問「本文主要

使用哪一種寫作手法描寫作者？」學生能辨別答案是「心理描寫」。這反映表現

良好的學生能運用已有知識理解文章，判別一般的寫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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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概括實用文的主要信息 

 表現較佳的學生能概括實用文的主要信息。例如 9CR3 第 18 及 22 題，學生能

按照題目要求填寫書函的標題及附件內容。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3 第

18及22題 

 

學 生 能 掌

握 實 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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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題目佈置的語境要求，

撰寫語氣得體的實用文。他們具備篩選及組織材料的能力，能在使用正確的格

式之餘，補充恰當的資料。 

 撰寫啟事而表現良好的學生較多，他們能撰寫內容完備的搬遷啟事，並因應寫

作目的鋪排內容重點，包括中心搬遷緣由、新址、暫停服務及重新開放日期、

查詢電話。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撰寫符合題目要求的活動通告。他們能撰寫正確的標題及結

束語，並且列舉各項比賽詳情。他們更會依據題目所附材料，寫出正確的分組

比賽安排及截止報名日期。 

 報告方面，表現良好學生能掌握正確格式，適當地使用材料，重整和篩選資料，

拓展內容，撰寫一篇簡練精確的報告。雖然報告的寫作材料一般較多，但表現

良好的學生能列舉內容細節，巨細無遺。如學生能準確地列出調查結果，並藉

此分析活動成效，最後針對本年活動環節出現的狀況，提出來年活動的建議。 

(二) 文章寫作 

學生能寫立意清晰、結構嚴謹的文章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因應題目的要求，撰寫立意明確，意念完整的文章。文章能

做到起承轉合，層次分明。例如：有學生更能善用不同手法突出主旨，有學生

懂得開門見山先點出全文重點，再逐一鋪排其他內容；有學生在敘述主要內容

前，先說他事為主線作鋪墊；也有學生運用語例、事例說明等手法，豐富文章

的內容，加強說服力。學生的文筆流麗，標點符號運用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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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1「休息」一題，表現較佳的學生對生活有較細緻的觀察，體會亦較一般學

生深刻。例如有學生從「心靈」、「肉體」等層面去探討「休息」的意義；又或

結合生活體會，大談人生在世面對種種競爭，自出生至死，無時無刻「力爭上

游」，令人無法喘息。 

 9CW2「心中的_____」表現良好的學生思路開闊，取材不拘一格，有描寫心中

的理想國、有探討人們心中的渴求、夢想，又或以不同的物象比作親情、友愛。

有些學生更能由眼前社會現象，反思人性、社會、政治制度。個別學生更引用

亞里士多德、程 朱等先哲聖賢之說探討人性，說理清順，以中三學生而言，誠

不可多得之作。 

 9CW3「習慣」一題，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援引語例、史例說明習慣與性格、品德

及命運的關係，內容充實，剖析詳盡。個別學生以抒情手法撰文，立意新穎，

情感真摯。 

學生能寫文句通順、詞彙豐富的文章 

 表現良好的學生行文流麗，詞彙豐富，無論是敘事抒情，或寫景狀物，或說理

議事，均能刻劃入微，描述傳神。他們能善用修辭手法表達，如比喻、反問等，

文章用詞合宜，描述恰到好處。部分作品更仿照散文名家作品，以不同寫作手

法創作。例如，有學生借助植物的特性，分別刻畫親情、友情及師生之情。寫

作手法雖有斧鑿痕跡，但學生着意將閱讀所得加以轉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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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折號和省

略號來陳述句子和表達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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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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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題及 9CL2 第 11 題，學生須重聽話語節錄，透過話語內

容的前言後語，說話者的態度、口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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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判斷說話者的語氣及其語言背後隱含的意思。 

學生能綜合話語的內容重點，聽出說話者的觀點和評論 

 如 9CL1 第 13 題問「李先生提及『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這句話主要想說明甚

麼？」，學生須理解該段錄音的內容要點，才能找出李先生希望通過這句話說明

「益智的玩具有助孩童成長」。此外，學生在回應否定題型時，表現較佳。如 9CL2
第 15 題問「下列哪兩項不是社工程女士提及青少年沉迷電子遊戲所帶來的問

題？」學生不但能理解社工程女士提出的觀點，更可以從選項中選出不屬於她

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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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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清晰，層次分明的短講，學生

也能列舉具體的例子加以闡述，接近三成的學生在內容方面取得四等或以上的

成績。個別學生能拓展內容，表現良佳，如 9CSI6「提議兩個方法以糾正同學

抄襲功課的風氣」，有學生從不同層面提議有效的方法，並分析其好處，內容見

深度。 

 結構方面，學生能善用兩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先總述，後分說，內容詳略

得宜；或以連續反問句作引子，以引發下文。部分學生更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

詞，使內容條理井然，脈絡分明。 

 學生能運用豐富、變化多端的詞語、成語、古語或諺語等表達，並能因應內容

需要變化語速語氣，吐字清晰，發音準確，說話清晰響亮，快慢有致，加上善

用眼神和勢態語，予人充滿自信之感。 

小組討論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積極參與討論，能就話題有條理地闡述己見，立場明確，充

分掌握討論時間，態度認真、投入，整體討論氣氛理想。超過兩成半的學生在

內容方面取得四等或以上的成績。 

 學生能輔以不同的例子佐證，清楚闡明觀點，理由充分。部分學生更能提出新

穎獨特的見解。如 9CSG7「建議用甚麼籌款方式取代賣旗籌款」，學生能指出大

多數市民以趕時間、沒零錢為推卻理由，而且賣旗籌款了無新意，然後提出一

些具創意或建設性的提議，如「挑戰形式籌款」、「行樓梯籌款」、「義賣自製飾

物籌款」等，並加以闡述和解釋。 

 學生能留心聆聽同學發言，以眼神或點頭表示同意，摘記討論要點，並就同學

的觀點作出恰當的回應，掌握承接話題的技巧。 

 部分學生在討論過程中顯示同學之間有充分默契，表現良好。少數學生能抓住

題目重心，拓展討論空間，帶動同學參與討論。 

視聽資訊評估 

學生能綜合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回答綜合性理解的題目。學生不僅具備優秀的視聽能力，也

要有良好的歸納能力，聚焦問題的核心，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如第 7 題問學

生「根據短片內容，下列哪一項描述是正確的？」要求學生理解和綜合說話者

的重點，判斷哪一項描述與短片的內容相符，最後找出「涼茶是廣東、福建一

帶的獨有文化」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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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1 東城社會服務中心即將搬往新址繼續為區內市民服務。請細閱以

下資料，並以中心主任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5 年 5 月 11 日撰寫

一則搬遷啟事。(字數不限) 

資料一：以下為東城社會服務中心主任黃志偉和行政助理陳世明的對話紀錄 

陳世明： 黃主任，我跟搬運公司聯絡好了，他們會在 5 月 25 日上午九時
到達，替我們把大型家具運往中心的新址。 

黃志偉： 很好！這樣我們就能如期在 5 月 26 日，繼續為街坊服務了。另
外，中心服務時間將延長半小時，由早上十時開放至晚上七時
半！ 

陳世明： 說實話，要不是這裏的空間有限，我還真不想搬走呢！ 

黃志偉： 我們能夠獲得香城基金會的資助，順利遷往新址，以拓展青少
年服務，應該說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況且，2015 年正好是中心
成立二十周年的大日子啊！ 

陳世明： 說得也是。對了，黃主任，您上星期吩咐我設計一份傳單，通
知街坊中心即將搬遷，這是傳單的初稿，請您看看有沒有問題。

黃志偉： 嗯……沒甚麼大問題。不過，儘管中心的查詢電話不變，你還
是把它加進去會比較好。 

陳世明： 好的，我馬上去修改！ 

資料二：修改後的傳單  

各位街坊，我們搬家了！ 

    由 5 月 26 日開始，我們

將在新址繼續為大家服務。

（請注意，中心將在 5 月 25
日暫停服務一天。）查詢電

話：4567 0131 

             

 

 

 
 

 

東城公園 

東城社會服務中心新址： 

  美善花園第二座平台 

中心舊址﹕心晴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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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正確扼要，清楚交代中心搬遷緣由 1a、中心新址 1b、暫停服務及重

新開放日期 1c 等，亦能附上聯絡方法 1d。 

格式完整，標題 2a、職銜署名 2b 及發文日期 2c 俱全。 

文句精簡，用詞恰當。 

1

2

 2a

1b

1a

1c

1d

2b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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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2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以愉快中學中文學會主席黃志偉的名義，於 2015
年 4 月 20 日撰寫一則通告，張貼在中文學會佈告板上，通知同學有關

活動詳情。(字數不限) 

資料︰愉快中學中文學會主席黃志偉和中文科李老師的對話節錄 

李老師： 志偉，在中文學會第三次會議上，我們決定在 5 月 22 日(星期五)舉辦

硬筆書法比賽，以提升同學的中文書法水平，現時工作進度如何？ 

  

黃志偉： 李老師，兩星期前我已跟何老師預訂了學校禮堂作為比賽場地，比賽

時間由當天下午 3:30 至 5:00。 

  

李老師： 會議上大家決定了比賽分兩組進行，對嗎？ 

  

黃志偉： 對呀！中一至中三級為初級組，中四至中六級為高級組，每組設四十

個參賽名額，額滿即止。每組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勝者除了獲

獎盃之外，更可獲贈書券一張。冠、亞、季軍的書券分別是 500 元、

300 元和 100 元。 

  

李老師： 但是在 5 月下旬，中六級的同學已考完公開試，不用回校，所以高級

組只有兩級同學參加而已。那麼請你儘快寫好通告，通知同學在 4 月

21 日開始報名參加，報名期定為兩星期就夠了。 

  

黃志偉： 嗯！那麼截止日期就訂在 5 月 5 日吧！ 

  

李老師： 5 月 1 日是公眾假期，所有師生不用上課，我建議你把截止報名日期

延遲一天。 

  

黃志偉： 好的！我會把報名表和報名表收集箱放在 2 號教員室門外的長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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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詳盡，能清楚交代比賽詳情，包括比賽日期、時間 1a、地點 1b、賽

制 1c、報名日期及方法 1d。 

本文標題 2a 及結束語 2b 正確無誤。 

文句大致通順，用語簡煉。 

 

1

2

 2a

1a

1b

1c

1d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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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實用文 

9CW3 愉快中學輔導組於 2015 年 4 月 11 日舉辦「關愛友伴計畫同

樂 日 」，協助建立初中學生與高中學生的友伴關係。試 根據以

下 資 料 ， 以 輔 導 組 幹 事 黃 志 偉 同學 名 義 續 寫 活 動 成 效 及 兩 項

來年活動建議，並於 4 月 30 日或以前將活動報告呈交給課外

活 動 主 任 李 常 中 老 師 。 (字 數 不 限 ) 

資料一︰參加活動的初中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1. 哪一個活動環節最能幫助你與學長建立友誼？ 

集體遊戲

59%
(65人)

與學長分享

23%
(25人)

茶會

10%
(11人)

交換紀念品

8%
(9人)

 
 

2. 你最喜歡哪一個集體遊戲？ 

遊戲名稱 人數 

拔河 55 
二人三足 45 
音樂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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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次活動能否幫助你與學長建立友誼？ 

21

9

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能夠 不能夠 無意見

人數

 

資料二︰學生參加活動後對話 

美芬： 「同樂日」節目豐富，非常好玩！學校來年應繼續舉辦這項活

動。 

一心： 美芬，你就只顧玩樂！別忘了舉辦「同樂日」的目的是要協助

初、高中同學建立友伴關係。是否再舉辦這類活動應考慮它的

成效。 

靜如： 我想「同樂日」的成效應該不錯。活動後，我認識了幾位高年

級同學。現在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我也會主動找他們幫忙呢！

一心： 無可否認，「與學長分享」和「茶會」活動有它的成效，不過……

你們不覺得兩個環節的內容重複嗎？  

美芬： 對呀！在「與學長分享」環節後，「茶會」上也安排了學長分

享自己的校園生活點滴，不少初中同學已經在發呆。我看還是

取消其中一個活動環節較好。 

靜如： 通過集體遊戲讓同學在不知不覺間建立合作精神，效果不是更

好嗎？  

一心： 舉辦集體遊戲要花很多人力、物力。那天你沒看見籌備委員會

的成員忙得團團轉嗎？我認為交換紀念品的環節省時省力，而

同學也可借此機會向友伴送上關懷及祝福。 

美芬： 可惜我收到的記事簿，竟然跟我早前買的一模一樣呢！ 

 
 

 



中三中國語文科

139

 

 3a

3b

3e2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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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充實。在「活動成效」部分，學生先指出大多數學生認為這活動能幫

助初中及高中學生建立友誼，然後再羅列調查結果，分析同樂日的活動成

效 1a。建議部分能因應題目提示，從活動環節的編排及人手安排上提出較

具體的建議 1b。 

本文能因應題目要求鋪排內容重點；能根據資料交代活動成效，並提出兩

項來年活動建議。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上款 3a、標題 3b、職銜署名 3c 及發文日期 3d，並

能根據題目要求撰寫小標題 3e。 

文句尚算流暢。 

 

1

2

3

 3e2

1b

3c

3d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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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1 試以「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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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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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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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豐富，見解獨到。作者首段先提出人們對「休息」兩種不同看法，以

引起下文討論 1a。第三段更旁徵博引，嘗試闡釋人不單要「有為」，也要

適時「無為」，靜觀天下，讓心靈得到休息。結構完整，層次分明。全文

先抓住「有為」與「休息」的矛盾，再逐步闡釋「肉體」、「心靈」休息的

重要性 1b，最後點出作者理想的生活態度 1c。 

文章內容層次分明，先從「肉體」、「心靈」兩個層面探討「休息」的重要。

行文流暢，句式多變。 

用詞恰當，如：「良辰美景」。 

1

2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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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 以 「 心 中 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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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桃花源 

 

1

2a

心中的        桃花源       

42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2 試 以 「 心 中 的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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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桃花源 

 

1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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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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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意念完整，內容豐富，能充分展現出心中桃花源的境況。 

結構完整，先闡明「心中的桃花源」2a，再由心目中的理想國，轉寫眼前

社會現況 2b。文章層次分明，詳略得宜。  

行文通順，文句優美。 

遣詞用字準確，如「崩壞的樂土」、「阡陌牧車」、「眼簾」、「髮鬢盡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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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文章寫作 
 
9CW3 試以「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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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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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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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充實，感情真摰。首段先寫火車站的喧鬧令作者不安 1a，引起下文寫

作者原來早已「習慣」家鄉閑靜、簡樸、與世無爭的生活 1b。 

文未重回眼前熙來攘往的火車站 2a。末段寫：「我習慣的事，不在這紅塵

之中」這句話既點出作者對眼前現況的百般無奈，亦是本文主旨所在 2b。

前呼後應，布局用心。 

行文流麗，文中借用陶淵明的詩句，意境高遠。 

全文用語準確，如「山色如黛」、「齒頰留香 」、「留連忘返」。 

可惜偶有錯字，如將「已」誤寫為「巳」；「阿諛奉承」誤作「阿奉承」。

1 

2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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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 

 在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各個學習範疇中，本年度以視聽資訊範疇表現較佳，

閱讀和聆聽範疇的表現保持平穩，寫作範疇的表現則相對稍遜。 

閱讀範疇 

學生能理解篇章的內容大意 

 學生閱讀文章時，能了解文章主要的信息，並直接從文章找出事實或依據，回

答複述性理解的問題。學生大致能回答關於表層理解或提問直接信息的題目，

能找出內容細節、辨析因果關係等。 

學生在理解篇章較深層次的意思方面，仍須努力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章的大意，但在理解文章較深層的意思方面，表現有待提高。

例如只有少數學生能明確指出文章中運用的比喻，又或掌握作者寫作的意圖。

學生宜在理解文章隱含意思、抽取特定信息等方面下苦功。 

學生大致能理解淺白的文言文 

 學生在理解文言篇章方面，表現平穩，對於故事性較強的文言文，學生能透過

關鍵字詞，推測上下文意，找出答案。但是一些需要分析主人翁性格特點的題

目，學生的表現仍有待改善。 

學生在理解實用文方面，仍有待改進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內容大要，如 9CR2 第 19 題要求學生從不同的選項

中，選出最適合作該文的標題是「秀雅花園火警演習」。 

 學生具備理解實用文內容的能力，但概括主要信息的能力仍有待改進。一篇實

用文載有不少信息，有些是主要的信息，有些則是不大重要的描述。如 9CR1
第 17 題要求學生「填寫本文標題欠缺的部分」，只有近半數學生能寫出正確

答案。 
卷別/題號 例子 說明 

9CR1 第 17
題 

 

答案正確 

 

 又如 9CR1 第 19 題要求學生會議紀錄其中一項討論內容，然後「加上適合的小

標題」，學生表現一般。學生大致能掌握討論的範疇，但未能確切指出討論的

重點是「跟進購買棋類遊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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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一) 實用文 

 實用文的題幹附有相關情境的材料，要求學生因應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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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啟事表現最好，通告次之，報告最弱。從評估結果顯示，通告一

題，較多學生未能掌握通告應有的格式，或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撰文，致使該

題有較多學生獲不予評級。 

格式 

 學生一般能掌握啟事的格式，大多數學生能寫簡潔準確的標題、正確的下款及

日期。學生把啟事和其他的實用文文類完全混淆(如通告或書信)的情況較少。               

 本年有較多學生未能掌握正確的通告格式。雖然大多數學生懂得在撰寫通告標

題時加上「通告」二字，但欠寫或錯寫結束語的情況仍時有出現。 

 學生大致掌握報告格式，三題之中，不予評級的學生最少。學生對標題、小標

題、職銜和署名等主要的報告格式的掌握稍見進步。可是部分學生將「活動報

告」誤作「調查報告」，又或未能因應題目要求撰寫正確的小標題，可見他們審

題粗疏，以致未能取得佳績。 

內容 

 啟事一題，大部分學生能依據題目及所附資料撰寫符合題目要求的實用文。有

少數學生未有交代搬遷的緣由或暫停服務的日期，或在文中交代搬屋公司到達

時間等多餘資料。部分學生的行文語氣表達欠恰當，如在啟事加上「各位街坊」

或「謝謝」等字眼。總的來說，學生的表現尚可。 

 至於通告，大部分學生能注意審題和相關提示，撰寫切合題要求的通告。大多

數學生注意到對話中的提示，修訂高級組比賽班級及截止報名日期。總括而言，

大部分學生能臚列清楚比賽詳情，但部分學生內容重點鋪排欠妥善，令文意表

達不清。 

 本年要求學生撰寫「同樂日」活動報告。學生要根據調查結果撰寫「活動成效」

及因應今年活動舉辦情況，提出兩項建議。題目雖然已附有各項調查結果，但

學生撰寫活動成效時常犯疏漏，只有少數學生能善用數據資料檢視活動成效。

至於建議方面，學生往往只能抓住某項活動環節的優點或不足，建議保留或取

消該環節，較少能針對活動的不足，提出對應的解決方案。綜上所述，大多數

的學生雖然能提出個人見解，可惜思慮不周。表現稍遜的，所提建議更是前後

矛盾。思維能力是學習的重要元素，學生宜着意培養。 

(二) 文章寫作 

 本年學生大致能切題創作，以書面語撰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大多數

作品立意平平，部分作品主題欠明確。但值得欣喜的是，本年表現良好的作品

或立論精闢、或寫情真摯、或描寫佳妙。例如：有學生有感於眼前社會現況，

援引古今中外學說，再提出個人見解，立論深刻，觀察入微。由此可見，寫作

是建基於平日積儲。學生平時應多觀察事物，多閱讀優秀作品。這樣不單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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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吸收寫作養分，更能開闊眼界，下筆自然得心應手。 

 結構方面，大多數學生雖有分段意識，但段落之間銜接欠自然。學生的文章結

構多屬隨意，大多欠缺鋪排和組織，不加剪裁，流於鬆散。有些文章立意不錯，

惟只有首、尾段點題，而文章主體未有緊扣題旨。這是寫作的大忌。學生應多

注意編排寫作材料的方法，寫作才能有所改進。 

 寫作手法方面，本年較多學生採用論說手法撰文。小部分學生能運用語例、事

例或日常生活的例子支持己見，但大多數學生在說明時並沒有採用任何說明手

法及論證手法，致使內容重點欠明晰。不論記敘、抒情、說明或議論，學生多

遷就內容隨意書寫，較少使用不同的寫作手法，或配合獨特的結構和修辭技巧。 

 學生的文句尚能達意，大致通順，只是略欠簡潔，少作修飾，用字尚算穩妥。

整體而言，詞語運用較生硬、或欠準確，又或用詞貧乏。學生平日應多積累詞

彙和注意詞語的運用，別字問題仍有待改善。個別學生的字體潦草，字體筆畫

欠清晰，難以批閱。學生應注意書寫端正的字體。 

 學生正確運用標點符號能力一般，「一逗到底」的情況常見。而且標點符號的書

寫也甚馬虎，逗號像頓號，句號像英式句號。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能善用適當標

點，提升文章的水平和感染力。 

 寫作源於生活，生活之中可以入文的事物俯拾皆是。學生平日宜多觀察、多閱

讀、多練筆，寫作才會有進步。 

聆聽範疇 

學生能理解話語主題及內容要點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說話者的某段話語內容要點。這類題目學生只要細心聆聽，

摘記要點，便可找到答案。 

學生在判別語氣方面略見進步 

 本年度學生在聆聽語氣和理解話語背後的意思方面稍見進步。 

學生在綜合話語內容方面，仍須努力 

 聆聽評估中有不少題目要求學生對整段話語內容的理解，掌握前後關係，或歸

納說話者的觀點看法。學生在回答這些綜合理解的題目時，表現仍有待改善。

學生平日或可嘗試摘錄課堂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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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己見 

 本年度學生在個人短講的整體表現與去年相若。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大致能根

據題目要求，確定說話內容，作簡單而完整的短講，惟不少學生只能用約一分

半鐘的時間表述，未能充份運用兩分鐘時間。學生大致能表達個人見解，惟內

容流於表面，闡述角度狹隘，且未能凸顯重心。部分學生的內容貧乏，欠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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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佐證，理據薄弱。部分學生創意不足，構思欠新穎，致使流於泛泛之談。 

學生在審題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審題方面，部分學生對題目中的關鍵字眼掉以輕心，例如 9CSI1「三日兩夜宿

營必須帶備哪兩種東西」，學生把「宿營」當作「露營」，以致說話內容欠準確。

又如 9CSG4「一位出色的班主任最需要具備哪一項條件」，部分學生忽略了「最

需要」這些重要字眼，致使說話內容未能扣緊題目，影響表現。 

學生表達尚算清楚、有條理 

 大部分學生在表情達意方面大致清晰、具條理，部分學生沒有摘錄說話要點的

習慣，隨說隨想，也沒有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以致結構欠完整。遣詞用字方

面大致恰當，但欠缺生動和變化。部分學生的詞彙貧乏，偶有夾雜英語詞彙或

潮流用語。 

 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大致掌握說話時的語速和語氣，惟仍有小部分學生聲線微

弱，或說話時出現懶音、「口頭禪」。個別學生在主考員多番鼓勵下，仍然默不

作聲，態度欠積極。 

視聽資訊評估 

 本年度視聽資訊評估表現良好。學生在觀看短片後，大致能掌握短片的主要信

息。學生在處理部分須兼顧視覺和聽覺才能回答的題目時，表現見進步。大多

數學生能同時注意畫面及旁白的題目，辨別正確的答案。至於否定式題型，學

生表現未如理想。這大抵是由於學生作答時欠謹慎，以致影響答題表現。學生

在歸納整段短片的主要信息時，表現仍有待改善。要改善學生的表現，除了要

摘記要點外，也要注意審視題幹的關鍵字詞，以掌握正確的信息回答問題。 

2013 年至 2015 年中國語文科中三學生表現一覽表 

 今年是第十次舉行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

分率為 77.2% 

表 6.29   2013 年至 2015 年中國語文科達到基本水平的中三學生百分率 

年份 達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13 77.1 
2014 77.0 
2015 77.2 

 2013 年至 2015 年中三級學生在中國語文科各學習範疇的表現，詳見表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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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方

面
，

表
現

一
般

。
 

 
本

年
度

部
分

學
生

在
分

析
文

言
故

事
的

深
層

意
義

上
，

表
現

較
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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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寫
作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整
體

上
學

生
在

實
用

文
的

表

現
整

體
持

續
進

步
。

 

 
實

用
文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和

內
容

完
整

的
啟

事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小
部

分
學

生

能
言

之
有

物
，

在
佈

局
謀

篇
上

見
心

思
，

鋪
陳

例
子

及
證

據
，

使
文

章
更

具
說

服
力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正
確

及
內

容
簡

潔
清

晰
的

啟
事

。
 

 
整

體
來

說
，

學
生

誤
用

其
他

實

用
文

文
類

，
如

：
書

信
、

通
告

的
情

況
比

去
年

減
少

。
 

 
大

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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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偶
有

學
生

能

言
之

有
物

，
嘗

試
不

同
的

寫
作

方
法

，
佈

局
謀

篇
，

開
首

採
用

設
問

巧
設

懸
念

，
吸

引
讀

者
興

趣
，

最
後

又
能

帶
出

深
層

的
聯

想
與

感
悟

，
平

添
文

章
的

可
讀

性
。

 

 
實

用
文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掌

握

啟
事

及
報

告
應

有
的

格
式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小
部

分
學

生

有
獨

特
的

構
思

，
文

章
結

構
嚴

謹
，

文
筆

流
麗

。
 

 
本

年
度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正
確

的
實

用
文

，
但

部
分

學
生

仍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通
告

的
格

式
。

 

 
本

年
度

離
題

的
作

品

不
多

，
不

過
大

多
數

作

品
內

容
平

淡
，

只
有

少

數
作

品
有

深
刻

體
會

。
 

 

弱
項

 
 

實
用

文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在
整

理
及

撮
寫

報
告

資
料

方
面

，
仍

有
待

加
強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不
少

學
生

審

題
立

意
不

清
，

內
容

平
板

，
鮮

有
新

意
。

 

 
部

分
學

生
詞

彙
貧

乏
，

同
音

字

及
字

體
潦

草
情

況
仍

有
待

改

善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不
少

學
生

立

意
不

清
，

內
容

平
淡

，
鮮

有
新

意
，

故
驚

喜
之

作
不

多
。

 

 
學

生
詞

彙
貧

乏
；

錯
別

字
和

錯

用
標

點
情

況
略

仍
有

待
求

進
。

 

 
實

用
文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仍

未

掌
握

通
告

格
式

；
大

多
數

學
生

未
能

準
確

撮
寫

報
告

資
料

及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文

章
寫

作
方

面
，

大
多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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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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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個

人
短

講
 

 
本

年
度

的
學

生
在

短
講

方

面
，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普
遍

學
生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組

織
內

容
，

並
能

簡
單

完
整

地
表

述
清

楚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圖

旨
，

簡

單
地

描
述

圖
畫

並
闡

述
己

見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學
生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大
致

樂
於

發
言

，
投

入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個
人

見
解

及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態

度
認

真
。

 
個

別
學

生
掌

握
討

論
的

技

巧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有

充
足

的
論

據
，

並
能

擴
展

討
論

空

間
，

引
領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表

現
突

出
。

 

個
人

短
講

 

 
整

體
上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去

年
稍

有
進

步
；

小
部

分
學

生
在

說
話

時
顯

得
有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者
比

去
年

少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和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連

接
得

更
緊

湊
。

 

   小
組

討
論

 

 
學

生
大

致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積

極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對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整

體
表

現
較

個
人

短
講

為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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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的
來

說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少
數

學
生

在
短

講

時
表

現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欠

缺
新

意
。

學
生

大
致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或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顯
得

更
有

條
理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見

解
，

更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公

式

化
的

回
應

，
然

後
不

加

說
明

的
情

況
明

顯
比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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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個

人
短

講
 

 
本

年
度

的
學

生
在

短
講

方

面
，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普
遍

學
生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組

織
內

容
，

並
能

簡
單

完
整

地
表

述
清

楚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圖

旨
，

簡

單
地

描
述

圖
畫

並
闡

述
己

見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學
生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大
致

樂
於

發
言

，
投

入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個
人

見
解

及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態

度
認

真
。

 
個

別
學

生
掌

握
討

論
的

技

巧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有

充
足

的
論

據
，

並
能

擴
展

討
論

空

間
，

引
領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表

現
突

出
。

 

個
人

短
講

 

 
整

體
上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去

年
稍

有
進

步
；

小
部

分
學

生
在

說
話

時
顯

得
有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者
比

去
年

少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和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連

接
得

更
緊

湊
。

 

   小
組

討
論

 

 
學

生
大

致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積

極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對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整

體
表

現
較

個
人

短
講

為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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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的
來

說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少
數

學
生

在
短

講

時
表

現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欠

缺
新

意
。

學
生

大
致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或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顯
得

更
有

條
理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見

解
，

更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公

式

化
的

回
應

，
然

後
不

加

說
明

的
情

況
明

顯
比

往

5 4
 

善
。

 
以

辨
識

。
 

 
  

年
份

聆
聽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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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理

表
層

信

息
、

掌
握

說
話

者
話

語
脈

絡
方

面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層
聆

聽
理

解
能

力
不

俗
。

 

 
部

分
學

生
在

聆
聽

說
話

者
語

氣
和

理
解

話
語

背
後

的
意

思

方
面

，
稍

見
進

步
。

 

 
與

20
14

年
比

較
，

學
生

在
聆

聽
方

面
的

表
現

略
有

進
步

。
 

 
大

部
分

學
生

在
聆

聽
和

處
理

表
層

信
息

、
說

話
者

話
語

脈
絡

方
面

見
進

步
。

 

 
學

生
在

聆
聽

方
面

的
表

現
略

有
進

步
。

但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觀
點

及
理

解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方

面
，

仍
須

再

下
苦

功
。

 

弱
項

 
 

部
分

學
生

在
分

別
話

語
的

實

際
意

思
方

面
，

表
現

一
般

。
 

 
整

體
而

言
，

學
生

的
聆

聽
表

現

比
去

年
略

為
退

步
。

 

 
部

分
學

生
於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看
法

觀
點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部

分
學

生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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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
穩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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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說
話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個

人
短

講
 

 
本

年
度

的
學

生
在

短
講

方

面
，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普
遍

學
生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組

織
內

容
，

並
能

簡
單

完
整

地
表

述
清

楚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掌

握
圖

旨
，

簡

單
地

描
述

圖
畫

並
闡

述
己

見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學
生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大
致

樂
於

發
言

，
投

入
參

與
討

論
，

表
達

個
人

見
解

及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態

度
認

真
。

 
個

別
學

生
掌

握
討

論
的

技

巧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有

充
足

的
論

據
，

並
能

擴
展

討
論

空

間
，

引
領

同
學

參
與

討
論

，
表

現
突

出
。

 

個
人

短
講

 

 
整

體
上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去

年
稍

有
進

步
；

小
部

分
學

生
在

說
話

時
顯

得
有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者
比

去
年

少
。

 

 
部

分
學

生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和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連

接
得

更
緊

湊
。

 

   小
組

討
論

 

 
學

生
大

致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積

極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對

同
學

的
說

話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應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整

體
表

現
較

個
人

短
講

為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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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的
來

說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與
去

年
相

若
，

少
數

學
生

在
短

講

時
表

現
自

信
，

說
話

自

然
大

方
。

大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大

致
切

題
，

離

題
情

況
甚

少
，

惟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欠

缺
新

意
。

學
生

大
致

能
善

用

連
接

詞
或

標
示

語
，

使

內
容

顯
得

更
有

條
理

。
 

 小
組

討
論

 

 
整

體
而

言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平
穩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主
動

發
言

，

表
達

自
己

的
見

解
，

更

能
恰

當
地

舉
例

加
以

說

明
，

表
達

尚
見

條
理

。

不
發

言
者

極
少

；
公

式

化
的

回
應

，
然

後
不

加

說
明

的
情

況
明

顯
比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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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視
聽

資
訊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普
遍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學

生
普

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表

現
見

進
步

。
對

於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大

部
分

學
生

多
能

夠
回

答
。

 

 
對

於
一

些
須

以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大
多

數
學

生
的

表
現

理
想

。
 

 
學

生
大

致
能

回
答

綜
合

性
的

題
目

，
表

現
略

勝
去

年
。

 

 
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大
多

數
學

生
的

表

現
見

進
步

。
但

在
歸

納

整
段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方
面

，
學

生
仍

須
多

加

注
意

。
 

弱
項

 
 

對
於

一
些

須
以

視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稍

遜
。

 

 
在

綜
合

性
題

目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去

年
遜

色
。

 

 
對

於
一

些
否

定
式

的
題

型
，

部

分
學

生
作

答
時

略
欠

謹
慎

，
以

致
影

響
表

現
。

 

 
部

分
學

生
於

回
答

綜
合

性
題

目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對

於
一

些
否

定
式

的
題

型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較

遜
。

 

 
學

生
在

歸
納

整
段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善
。

 

  
年

份

說
話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弱
項

 
個

人
短

講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流
於

泛
泛

而
談

，
欠

缺
新

意
。

 

 
部

分
學

生
的

短
講

缺
乏

例

證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小
組

討
論

 

 
部

分
學

生
的

討
論

內
容

欠
豐

富
，

欠
有

力
的

論
據

及
多

角
度

的
思

考
。

 

 
部

分
學

生
回

應
能

力
稍

遜
，

鋪

陳
的

能
力

不
足

。
 

 
仍

有
小

部
分

學
生

只
顧

重
複

自
己

或
別

人
的

觀
點

，
甚

或
公

式
化

地
說

 
「

我
贊

成
」
、
「

我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語
句

。
 

個
人

短
講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過
於

表

面
，

欠
深

入
闡

述
；

忽
略

說
話

的
重

心
，

缺
乏

新
意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欠
缺

論
據

支
持

，
例

子
亦

不
足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乏
味

，
欠

缺
變

化
。

 

 
小

部
分

學
生

說
話

聲
線

微

弱
，

或
發

音
不

準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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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

能
達

到
互

動
交

流
的

效
果

。
 

 
部

分
學

生
的

論
點

和
例

證
不

足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表

現
稍

遜
。

 

 
少

數
學

生
的

回
應

公
式

化
，

常

用
「

同
學

，
你

有
甚

麼
意

見

呢
？

」
或

「
我

十
分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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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減

少
。

部
分

學
生

在

討
論

技
巧

、
表

達
論

點

和
論

據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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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視
聽

資
訊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強
項

 
 

學
生

普
遍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學

生
普

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表

現
見

進
步

。
對

於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的

題
目

，
大

部
分

學
生

多
能

夠
回

答
。

 

 
對

於
一

些
須

以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大
多

數
學

生
的

表
現

理
想

。
 

 
學

生
大

致
能

回
答

綜
合

性
的

題
目

，
表

現
略

勝
去

年
。

 

 
對

於
一

些
須

兼
以

視
覺

和
聽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大
多

數
學

生
的

表

現
見

進
步

。
但

在
歸

納

整
段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方
面

，
學

生
仍

須
多

加

注
意

。
 

弱
項

 
 

對
於

一
些

須
以

視
覺

能
力

回

答
的

題
目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稍

遜
。

 

 
在

綜
合

性
題

目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去

年
遜

色
。

 

 
對

於
一

些
否

定
式

的
題

型
，

部

分
學

生
作

答
時

略
欠

謹
慎

，
以

致
影

響
表

現
。

 

 
部

分
學

生
於

回
答

綜
合

性
題

目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對

於
一

些
否

定
式

的
題

型
，

部

分
學

生
表

現
較

遜
。

 

 
學

生
在

歸
納

整
段

短
片

的
主

要
信

息
方

面
，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善
。

 

  
年

份

說
話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備

註
 

弱
項

 
個

人
短

講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流
於

泛
泛

而
談

，
欠

缺
新

意
。

 

 
部

分
學

生
的

短
講

缺
乏

例

證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小
組

討
論

 

 
部

分
學

生
的

討
論

內
容

欠
豐

富
，

欠
有

力
的

論
據

及
多

角
度

的
思

考
。

 

 
部

分
學

生
回

應
能

力
稍

遜
，

鋪

陳
的

能
力

不
足

。
 

 
仍

有
小

部
分

學
生

只
顧

重
複

自
己

或
別

人
的

觀
點

，
甚

或
公

式
化

地
說

 
「

我
贊

成
」
、
「

我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語
句

。
 

個
人

短
講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過
於

表

面
，

欠
深

入
闡

述
；

忽
略

說
話

的
重

心
，

缺
乏

新
意

。
 

 
部

分
學

生
的

內
容

欠
缺

論
據

支
持

，
例

子
亦

不
足

。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掌

握
說

話
技

巧
，

語
調

平
淡

乏
味

，
欠

缺
變

化
。

 

 
小

部
分

學
生

說
話

聲
線

微

弱
，

或
發

音
不

準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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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

能
達

到
互

動
交

流
的

效
果

。
 

 
部

分
學

生
的

論
點

和
例

證
不

足
，

以
致

內
容

薄
弱

，
表

現
稍

遜
。

 

 
少

數
學

生
的

回
應

公
式

化
，

常

用
「

同
學

，
你

有
甚

麼
意

見

呢
？

」
或

「
我

十
分

同
意

你
的

看
法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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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減

少
。

部
分

學
生

在

討
論

技
巧

、
表

達
論

點

和
論

據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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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國語文科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表現比較 

 藉着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數據分析，我們可找出各級學生在本科各學習範疇的能

力表現(表 6.31)。這些表現一方面可反映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語文能力發展

狀況；另一方面亦能讓教師從較宏觀的角度審視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強弱

項，使教師對學生的整體學習概況有較全面的理解，從而有助調校教學計畫，

制訂策略，達到促進學生學習的目的。 

表 6.31  中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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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82.7 84.7 85.2 84.9 85.4 # 85.9 86.4 86.1 86.6 86.3 86.4
小六 -- 75.8 76.5 76.7 76.4 # 77.0 77.2 ^ 78.1 ^ 77.7
中三 -- -- 75.6 76.2 76.5 76.5 76.8 76.7 76.9 77.1 77.0 77.2 

#由於人類猪型流感肆虐，全港小學停課，教育局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故沒有達標數據。 
^ 2012 及 2014 年小六全港性系統評估暫停舉行。由於此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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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報告不會有全港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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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2
 2
01
5
年

中
國

語
文

科
小

三
、

小
六

及
中

三
學

生
表

現
比

較
 

年
份

 範
疇

 

小
三

 
小
六

 
中
三

 

閱
讀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理
解

和
運

用
所

學
的

詞

語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簡
單

敘
述

性
文

字
的

段
意

和
段

落
關

係
。

 

 
學

生
尚

能
概

略
理

解
篇

章
的

脈
絡

、
事

件

發
生

的
先

後
次

序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常
見

的
實

用
文

，
明

白

內
容

資
料

和
理

解
主

要
信

息
。

 

 
學

生
在

填
詞

成
句

及
詞

語
理

解
兩

種
不

同
的

題
型

中
，

整
體

表
現

平
穩

。
 

 
學

生
能

理
解

敘
述

性
和

說
明

性
文

字
的

段
意

和
段

落
關

係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篇
章

中
具

體
事

件
的

寓
意

，
掌

握
篇

章
的

脈
絡

發
展

和
要

點
，

並
大

致
理

解
篇

章
的

主
要

信
息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作
者

概
括

出
來

的
事

理
和

理
解

篇
章

中
例

證
的

作
用

。
 

 
學

生
能

理
解

簡
單

的
實

用
文

，
根

據
海

報

的
內

容
，

回
答

基
本

內
容

，
細

節
和

主
要

信
息

。
 

 
本

年
度

學
生

大
抵

能
掌

握
篇

章
大

意
，

理

解
篇

章
主

題
，

但
歸

納
文

章
重

點
方

面
，

仍
有

待
改

善
。

 

 
在

判
別

文
章

寫
作

手
法

方
面

，
學

生
表

現

一
般

。
 

 
學

生
大

致
能

理
解

淺
易

的
文

言
故

事
，

惟

對
於

文
章

主
旨

的
理

解
，

仍
需

注
意

。
 

寫
作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因
應

題
目

要
求

，
寫

格
式

完
整

，
內

容
簡

潔
明

確
的

書
信

，
並

寫
出

感
受

，
表

現
大

致
平

穩
。

約
三

分
一

學
生

在
書

信
中

取
得

四
等

成
績

。
 

 
學

生
大

致
能

根
據

題
目

要
求

，
寫

一
篇

切

題
的

短
文

，
並

能
按

內
容

重
點

適
當

地
分

段
，

惟
今

年
有

超
過

一
成

學
生

在
結

構
方

面
表

現
較

遜
，

出
現
「

沒
有

分
段

」
或
「

分

段
錯

誤
」

的
情

況
。

今
年

在
內

容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寫
日

記
，

也
尚

能
寫

便
條

。

 
學

生
大

致
能

根
據

題
目

要
求

擬
定

內
容

寫
作

。
在

記
敘

文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組

織
相

關
內

容
，

交
代

事
件

的
始

末
，

惟
內

容
一

般
。

在
說

明
文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篩
選

合
適

材
料

，
寫

一
篇

說
明

事
理

的
文

章
，

惟
觀

點
一

般
，

欠
缺

闡
釋

和
解

說
。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內

容
重

點
適

當
分

段
，

條

理
一

般
。

 

 
本

年
度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寫
格

式
正

確
及

內
容

簡
潔

具
體

的
實

用
文

，
惟

報
告

一

題
，

表
現

稍
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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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年
度

離
題

的
文

章
較

少
，

但
不

少
學

生

立
意

平
平

，
內

容
欠

深
刻

。
學

生
的

文
句

大
致

通
順

，
但

詞
彙

欠
豐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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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範
疇

 

小
三

 
小
六

 
中
三

 

寫
作

 
取

得
四

等
或

以
上

的
學

生
較

去
年

少
，

離

題
者

亦
較

去
年

多
，

顯
見

學
生

在
審

題
方

面
欠

謹
慎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所

學
詞

語
寫

作
，

惟

用
詞

簡
單

，
文

句
一

般
，

偶
有

錯
漏

；
小

部
分

學
生

以
口

語
入

文
。

 

 
學

生
大

致
能

正
確

書
寫

常
用

字
和

運
用

標
點

符
號

，
惟

間
有

錯
別

字
或

未
能

適
當

地
斷

句
。

 

 
學

生
大

致
能

運
用

句
子

表
情

達
意

，
用

詞

一
般

，
欠

缺
變

化
。

 

 
學

生
大

致
能

正
確

書
寫

常
用

字
，

也
能

使

用
標

點
符

號
寫

作
，

惟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適

當
斷

句
，

或
「

一
逗

到
底

」，
宜

多
注

意
。

 
學

生
錯

別
字

及
錯

用
標

點
情

況
略

有
改

善
，

惟
個

別
學

生
字

體
潦

草
，

宜
多

加
注

意
。

 

聆
聽

 
 

學
生

大
致

能
記

憶
簡

單
話

語
中

敘
說

和

解
說

的
內

容
；

能
聽

出
不

同
人

物
的

情
感

語
氣

和
能

概
略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因
果

銜

接
關

係
。

 

 
學

生
具

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聆
聽

理
解

能
力

，「
能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大

意
」、
「

能

聽
出

話
語

中
對

人
物

、
事

件
的

簡
單

評

價
」

和
「

概
略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銜
接

關

係
」，

表
現

最
理

想
。

 

 
學

生
能

理
解

說
話

者
的

說
話

重
點

。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看

法
觀

點
方

面
，

略
見

進

步
。

 

說
話

 
 

看
圖

說
故

事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根

據
圖

意
，

講
述

一
個

結
構

完
整

的
故

事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適
當

的
連

接
詞

及
形

容

詞
，

使
故

事
發

展
更

流
暢

及
豐

富
。

 

 
表

現
良

好
的

同
學

，
能

發
揮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

為
故

事
人

物
角

色
設

計
對

白
；

或
加

入
自

己
的

生
活

體
驗

，
使

故
事

內
容

更
精

彩
。

 

 
小

組
交

談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按
題

目

交
談

，
也

能
舉

出
例

子
，

豐
富

內
容

。
不

過
，

仍
有

小
部

分
同

學
流

於
重

複
同

學
的

說
話

，
未

能
充

分
發

揮
己

見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根

據
圖

畫
的

信
息

，
講

述

一
個

內
容

豐
富

，
結

構
完

整
的

故
事

，
表

現
理

想
。

本
年

度
學

生
在

講
述

故
事

內

容
、

條
理

和
詞

語
運

用
方

面
，

表
現

是
歷

年
最

好
。

 

 
絕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因
應

口
頭

報
告

的
題

目
，

根
據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驗
，

組
織

內

容
，

把
事

情
的

始
末

經
過

報
告

出
來

，
並

抒
述

感
受

。
學

生
選

材
適

切
，

內
容

充

實
，

條
理

層
次

分
明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跟

往
年

相
若

。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完
成

簡
單

完

整
，

且
清

楚
達

意
的

短
講

，
惟

內
容

欠
深

刻
，

流
於

表
面

，
欠

缺
新

意
和

深
入

的
闡

述
。

學
生

大
多

能
運

用
恰

當
的

詞
語

，
把

內
容

有
條

理
地

鋪
陳

，
惟

詞
彙

略
嫌

貧

乏
，

欠
生

動
和

變
化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積

極
參

與
討

論
，

樂
於

發

言
，

表
達

己
見

。
承

接
和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整
體

表
現

尚
算

理
想

。
惟

部
分

學
生

對
社

會
時

事
、

生
活

常
識

欠
缺

認
識

，
思

考
角

度
狹

隘
，

以
致

論
據

貧
乏

，
討

論
內

容
未

見
深

入
，

討
論

技
巧

仍
有

待
提

升
。

少
數

學
生

只
是

簡
略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觀

點
，

甚
或

附
和

別
人

的
意

見
，

未
能

作
深

入
的

闡
述

和
發

揮
。

 

 

 

年
份

 範
疇

 

小
三

 
小
六

 
中
三

 

寫
作

 
取

得
四

等
或

以
上

的
學

生
較

去
年

少
，

離

題
者

亦
較

去
年

多
，

顯
見

學
生

在
審

題
方

面
欠

謹
慎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所

學
詞

語
寫

作
，

惟

用
詞

簡
單

，
文

句
一

般
，

偶
有

錯
漏

；
小

部
分

學
生

以
口

語
入

文
。

 

 
學

生
大

致
能

正
確

書
寫

常
用

字
和

運
用

標
點

符
號

，
惟

間
有

錯
別

字
或

未
能

適
當

地
斷

句
。

 

 
學

生
大

致
能

運
用

句
子

表
情

達
意

，
用

詞

一
般

，
欠

缺
變

化
。

 

 
學

生
大

致
能

正
確

書
寫

常
用

字
，

也
能

使

用
標

點
符

號
寫

作
，

惟
部

分
學

生
未

能
適

當
斷

句
，

或
「

一
逗

到
底

」，
宜

多
注

意
。

 
學

生
錯

別
字

及
錯

用
標

點
情

況
略

有
改

善
，

惟
個

別
學

生
字

體
潦

草
，

宜
多

加
注

意
。

 

聆
聽

 
 

學
生

大
致

能
記

憶
簡

單
話

語
中

敘
說

和

解
說

的
內

容
；

能
聽

出
不

同
人

物
的

情
感

語
氣

和
能

概
略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因
果

銜

接
關

係
。

 

 
學

生
具

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聆
聽

理
解

能
力

，「
能

理
解

話
語

的
內

容
大

意
」、
「

能

聽
出

話
語

中
對

人
物

、
事

件
的

簡
單

評

價
」

和
「

概
略

理
解

語
段

間
的

銜
接

關

係
」，

表
現

最
理

想
。

 

 
學

生
能

理
解

說
話

者
的

說
話

重
點

。
在

歸

納
說

話
者

的
看

法
觀

點
方

面
，

略
見

進

步
。

 

說
話

 
 

看
圖

說
故

事
方

面
，

學
生

大
致

能
根

據
圖

意
，

講
述

一
個

結
構

完
整

的
故

事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運
用

適
當

的
連

接
詞

及
形

容

詞
，

使
故

事
發

展
更

流
暢

及
豐

富
。

 

 
表

現
良

好
的

同
學

，
能

發
揮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

為
故

事
人

物
角

色
設

計
對

白
；

或
加

入
自

己
的

生
活

體
驗

，
使

故
事

內
容

更
精

彩
。

 

 
小

組
交

談
方

面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按
題

目

交
談

，
也

能
舉

出
例

子
，

豐
富

內
容

。
不

過
，

仍
有

小
部

分
同

學
流

於
重

複
同

學
的

說
話

，
未

能
充

分
發

揮
己

見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根

據
圖

畫
的

信
息

，
講

述

一
個

內
容

豐
富

，
結

構
完

整
的

故
事

，
表

現
理

想
。

本
年

度
學

生
在

講
述

故
事

內

容
、

條
理

和
詞

語
運

用
方

面
，

表
現

是
歷

年
最

好
。

 

 
絕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因
應

口
頭

報
告

的
題

目
，

根
據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驗
，

組
織

內

容
，

把
事

情
的

始
末

經
過

報
告

出
來

，
並

抒
述

感
受

。
學

生
選

材
適

切
，

內
容

充

實
，

條
理

層
次

分
明

。
本

年
度

學
生

的
表

現
跟

往
年

相
若

。
 

     

 
學

生
大

致
能

按
題

目
要

求
，

完
成

簡
單

完

整
，

且
清

楚
達

意
的

短
講

，
惟

內
容

欠
深

刻
，

流
於

表
面

，
欠

缺
新

意
和

深
入

的
闡

述
。

學
生

大
多

能
運

用
恰

當
的

詞
語

，
把

內
容

有
條

理
地

鋪
陳

，
惟

詞
彙

略
嫌

貧

乏
，

欠
生

動
和

變
化

。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積

極
參

與
討

論
，

樂
於

發

言
，

表
達

己
見

。
承

接
和

回
應

同
學

的
發

言
，

整
體

表
現

尚
算

理
想

。
惟

部
分

學
生

對
社

會
時

事
、

生
活

常
識

欠
缺

認
識

，
思

考
角

度
狹

隘
，

以
致

論
據

貧
乏

，
討

論
內

容
未

見
深

入
，

討
論

技
巧

仍
有

待
提

升
。

少
數

學
生

只
是

簡
略

地
表

達
自

己
的

觀

點
，

甚
或

附
和

別
人

的
意

見
，

未
能

作
深

入
的

闡
述

和
發

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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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三

 
小
六

 
中
三

 

說
話

 
 

 
大

多
數

學
生

能
投

入
參

與
討

論
，

圍
繞

主

題
，

表
達

個
人

見
解

，
論

點
清

晰
明

確
。

又
能

承
接

同
學

的
發

言
，

然
後

作
適

切
的

回
應

，
討

論
氣

氛
良

好
，

達
至

互
動

交
流

的
效

果
。

學
生

的
表

現
穩

步
上

揚
，

值
得

讚
許

。
 

 

視
聽

資
訊

 

(閱
讀

及
聆

聽
)

 
學

生
能

理
解

視
聽

資
訊

中
簡

單
的

信

息
，

也
能

根
據

視
像

信
息

，
掌

握
片

段
的

重
點

。
表

現
良

好
的

學
生

能
不

受
局

部
信

息
干

擾
，

找
出

正
確

的
答

案
。

 

 
學

生
「

能
明

白
視

聽
資

訊
中

的
信

息
」
，

他
們

能
複

述
內

容
，

尋
找

因
果

關
係

，
推

斷
隱

含
信

息
，

也
大

致
能

找
出

短
片

內
容

重
點

。
 

 
大

部
分

學
生

能
回

答
有

關
短

片
主

題
和

相
關

信
息

；
對

於
一

些
須

綜
合

視
覺

和
聽

覺
回

答
的

題
目

，
學

生
表

現
見

進
步

。
至

於
否

定
式

題
型

方
面

，
部

分
學

生
作

答
時

略
欠

謹
慎

，
以

致
影

響
表

現
；

在
歸

納
整

段
短

片
的

內
容

方
面

，
學

生
表

現
仍

有
待

改
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