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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年度 常規課程第四期（Reg 4）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試記述一次有苦自己知的經歷，而這次經歷讓你明白到應平衡自己與他人的

需要。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記敘一次有苦自己知，後來明白到應平衡自己與他人需要的經

歷，以抒發個人感受和體會。 

⚫ 「有苦自己知」，指有些苦況或難言之隱只有自己才知道，沒有辦法或是沒

有人可以傾訴。考生須具體交代「有苦自己知」指的是一件怎樣的事情，敘

事中「苦」的所指必須清晰明確。「苦」可以是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因著

某些原因而被動承受的，像是因情勢或客觀環境所迫而作出違心決定、礙於

身分角色而有所取捨無法滿足各方、為免牽連甚廣而對事情真相有所隱瞞、

為了保全某些人的利益或面子而左右為難等，惟無論原因是什麼，都應該展

現其與「沒有平衡自己與他人的需要」的關聯（即重視他人而忽略自身需要）。

至於「我」為何沒能夠平衡自己與他人的需要，考生宜有所回應和鋪墊，這

樣也有助鋪墊後文，以在體會部分針對自己的問題加以反思。 

⚫ 「這次經歷」，宜指向單一、非持續不斷的事情，考生須構思一件事／一段

經歷，以示個人如何從中明白及領悟「應平衡自己與他人的需要」的道理。 

⚫ 本文以敘事為基礎，藉以引發議論或抒情，也可敘而不論，讓情思隱含敘事

之中；事情的鋪排和交代，情節的變化和發展須有條不紊，輕重有致，詳略

得宜；敘事和描寫須細緻傳神，才能具體呈現情感和思想。 

⚫ 考生宜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有苦自己知／沒有平衡自己與他

人需要」的人應該是「我」。而敘述者的身分並沒有指定，可以是學生，也

可以是其他任何身分，只要是相對於有苦自己知／沒有平衡自己與他人需要

的經歷而言合乎情理即可。儘管如此，考生不宜盲目地追求代入特殊身分作

述，應謹慎思考所選身分是否有利發揮、自身對該身分的認識是否足夠、是

否能反映該身分的獨特性、該身分是否必要等。 

⚫ 考生必須清晰具體記述事情的起承轉合，抒發自己在經歷中的感受和體會。 

⚫ 情節安排或心理轉折不宜過於突兀生硬、誇張或戲劇化；應在情理之內。 

⚫ 文章須透過敘事和描寫以抒發個人體會，取材須配合立意。取材倘是生活中

真實或普遍的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 

⚫ 考生的取材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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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在①、②兩句中任選一句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①「你還這麼年輕，應該專心成為一種人。」 

 ②「你還這麼年輕，應該努力成為任何人。」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因應「你還這麼年輕，應該專心成為一種人」或「你還這麼年

輕，應該努力成為任何人」一句表達感想。就「一種人」或「任何人」概念

的處理並無太大限制，考生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成為一種人」，可以理解為專注於單一發展，或指在相同領域內精進技藝，

以發展至極致，深永而純粹。考生必須留意，相較「什麼人／怎麼樣的人」，

「一種」更是這個選項的關鍵，因此考生不宜只將「一種人」演繹成某種人

（例如：讀書人），然後只回應該選擇的好處（例如：讀書的好處），發揮的

關鍵必須緊扣單一發展方向、專一等重點。 

⚫ 「成為任何人」，可以理解為接受或投入任何發展的可能性，不預先為自己

訂立前設或限制，或培養、建立不同的能力，或在不同的領域都有所浸淫及

嘗試。考生必須留意，回應「成為任何人」時應思考在人物處境之中，有何

不同的、可以發展的領域及可能性，不宜言之過於空泛。 

⚫ 「年輕」，即年紀不大的意思，是相對於中、老年人的概念。考生所舉的例

子或情境必須明確呈現年輕的特質：可以關乎生理特質，如精力充沛、記憶

力較好、吸收知識的能力較高等；可以關乎心理特質，如具備冒險創新精神、

對身邊事物有好奇心、處事不夠成熟、渴望獲得認同、較魯莽衝動、易受他

人影響等；可以關乎年輕人的處境，如人生閱歷有限、缺乏工作經驗、對前

路感到迷惘等；也可以藉由與人生其他階段比較而得，如未需背負養育子女

的責任、所承擔的家庭責任相對較輕等，不一而足。 

⚫ 考生須藉由記敘或論說來回應「還（這麼）年輕」與「應該專心成為一種人

／努力成為任何人」的因果關聯，即後者或放諸人生其他階段，效果或結果

會不及年輕時期。無論考生的取材或選例如何，都必須明確交代「應該」的

原因（即這樣做的好處、對自身或他人有益處等。） 

⚫ 考生可運用不同寫作手法（記敘抒情／論說／夾敘夾議等），文體不拘。 

⚫ 取材不拘，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惟無論是敘事

或是論說，均須反映對「年輕」與「一種人／任何人」的理解和深刻體會。 

⚫ 考生的取材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立意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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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在過時的事物，過了一段時間，又會再次變成潮流。」 

試就你對上述現象的體會或啟發，寫作一篇文章，談談如何面對潮流。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文以論說為主，考生可輕鬆地談談個人看法或嚴肅說理。 

⚫ 從詞意上理解，「潮流」指時事、人情與社會風氣等的傾向，也可以指流行

趨勢的動向。若將「潮流」放諸現實層面上理解，則指在現代社會中某段時

間盛行的事物或文化，其既可以是人們自由創造出來的，也可以是不同持分

者因著特定原因而透過媒體來廣泛傳播的。「潮流」可以體現於衣、食、住、

行各個範疇，可以是一種文化或思潮，可以是一種在大眾之間廣被傳播及接

受的價值觀，也可以是生活方式等等，不一而足。而潮流可產生長期影響，

甚至蛻變成新的經典；惟其亦有可能隨時間而乏人問津，被新的潮流取代。

考生須透過文章展現自己對於如何面對潮流的見解。 

⚫ 題目引子提出了一個與潮流相關的現象，旨在帶出潮流往往並非絕對的概念，

而是取決於一時一地而定。因此，潮流可以不再流行，而本來被區分「不屬

於潮流」的事物又可以突然／重新流行起來，當中乃是人們的取態、社會因

素等決定事物是否屬於「潮流」。考生宜針對上述關於「潮流」的現象，從

中擷取重點，由此說明人們應該如何面對潮流。 

⚫ 需要留意的是，考生不應該只陳述／說明／介紹潮流事物，或只呈現何謂「潮

流」，或只漫談不同時期流行的事物是什麼；而是必須具備說明的意識，說

明「應如何面對潮流」，並且論述或評價不同面對潮流方式的利弊得失。 

⚫ 考生不必拘泥於題目引子的細節，逐一交代，只須從個人就引子所得的啟發

中取材，具體說明面對潮流的方法與心態。所提出的方法與心態須具體並切

實可行，合乎情理。 

⚫ 考生應謹慎構想全文立意，即：全文想表達什麼、中心思想是什麼、說明或

議論的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所有關乎「潮流」的想法，東拼

西湊，忽略整理內容之間的聯繫，或使文章欠缺一個清晰的結構。 

⚫ 文章宜輔以具體例子說理，取材須配合立意。取材倘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

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立論須明確，言之有物；論證須合理，論點和論

據須緊密關聯；說明和事例要具體，不宜浮泛；而論點和論據的安排須井然

有序，綱目分明；如能引用古今名言或事例闡述，則更具說服力。 

⚫ 考生的立場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立意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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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是你在社交媒體的貼文：「若果我在對的時機說對的話，便不會如此後悔。」 

試撰文一篇，記述事件經過，並抒發你的體會。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在錯誤的時間做對的事情、說該說的話，結果或必能盡如人意，可見時機對

於事情結果是否理想而言十分重要。本文要求考生以記述一次經歷引入，或

敘事抒情，或引發議論，以見「我」曾在錯誤或不適當的時機說出本來正確

的說話，導致不理想的結果，故而後悔。考生須明確交代與貼文內容相關的

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交代「我」為何會後悔，並抒述個人的體會。發表貼文

是否有著特定目的（像是向受影響的人表達自己的歉意及悔疚），題目並沒

有特定要求或限制，惟考生即使要交代相關內容，佔幅也不應該太多。 

⚫ 考生宜先構思「對的話」是什麼，並圍繞這句話安排各部分的內容，像是：

這句話為何對？它出現在什麼情境？牽涉的人或受語者是誰？為什麼時機

會不對／為什麼「我」沒能在對的時機說出這句話？這句說話最終導致什麼

結果？凡此種種，都是考生構思情節及扣題安排時所應思考的。無論考生的

取材如何，都必須回應為何時機不對，以及這句話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 除了交代「沒有在對的時機說對的話」指的是什麼事，考生亦要鋪寫這件事

之於「我」的影響或意義，闡述「我」為何因而後悔。例如考生可以寫自己

因而傷害了他人，或因而影響了自己與別人之間的情誼，或影響了別人對自

己的印象，或因時機不當而無法準確表達心中所想，造成誤會及紛爭等。 

⚫ 考生須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而「受語者／接受者」的身分以及

其與「我」的關係，並無限制，可以是後輩（子女、校內的學弟學妹、職場

或任何場合的後輩等），可以是平輩（同學、朋友、兄弟姊妹等），也可以

是長輩、前輩（親戚或長輩、校內的學長學姐、職場前輩等），只要相對於

貼文所描述之經歷及感受而言合乎情理即可。儘管如此，考生不宜盲目地追

求代入特殊身分作述，應謹慎思考所選身分是否有利發揮、自身對該身分的

認識是否足夠、是否能反映該身分的獨特性、該身分是否必要等。 

⚫ 本文以記敘、抒情為主，取材須配合立意；事件先後的鋪排和交代，情節的

變化和發展須有條不紊，輕重有致，詳略得宜；情思或內心感受之渲染及刻

劃須深刻真摯；敘事和描寫須細緻傳神，才能具體呈現情感和思想。 

⚫ 情節安排或心理轉折不宜過於突兀生硬、誇張或戲劇化；應在情理之內。 

⚫ 考生的取材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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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在①、②兩句中任選一句為題，寫作一篇文章。（所選文題必須抄錄在答題

簿的第一行。） 

 ①「今天的優勢，會成為明天的限制。」②「今天的限制，會成為明天的優勢。」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因應「今天的優勢，會成為明天的限制」或「今天的限制，會

成為明天的優勢」一句表達感想。就「優勢／限制」或「今天／明天」概念

的處理，考生可以放諸不同範疇或領域探討，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優勢」指能使自身處於較有利形勢的條件，或泛指在某些方面超過同類的

形勢，其可以是絕對概念，也可以是透過比較而得的相對概念。「限制」，指

拘束、局限，即對自身構成阻礙和制約、或令自身表現限於一定範圍之內的

條件。考生舉例論證時，必須明確交代「優勢」及「限制」指的是什麼／指

向什麼範疇，及其如何對個體有利或構成阻礙。無論考生選答哪一道分題，

所選例子或論述對象中，均必須反映當中的「優勢」和「限制」所指為何；

而「優勢」和「限制」所指涉的對象須相同／緊密相關。 

⚫ 「今天」，可理解為當下、當刻，或泛指任何相對於未來而言、在未來之前

的時刻。「明天」，可理解為將來、他日，或泛指任何相對於現在而言、未至

的時刻。「優勢」之所以會變成「限制」（或相反情況），可以是因為事物在

不同時刻／階段的性質或所起的效果有異，可以是因為個體對相同事物的觀

感及態度有變，導致其對個體的影響也有所改變，也可以是其他其他合理原

因。考生必須合理地呈現或解釋箇中的變化，才能回應題旨。 

⚫ 考生不宜只描述特定事物（可以是實質、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可以是

能調度的資源，可以是個人品格、態度等）如何構成優勢／限制，還必須回

應其如何／為何隨時間而變化。 

⚫ 考生可運用不同寫作手法（記敘抒情／論說／夾敘夾議等），文體不拘。 

⚫ 取材不拘，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惟無論是敘事

或是論說，均須反映對優勢及優勢（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先後次序）的

理解和深刻體會。 

⚫ 考生應謹慎構想全文立意，即：全文或各段想表達什麼、文章中心思想是什

麼、記敘及論說的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拼湊所有關乎優勢／

限制的想法，忽略內容之間的聯繫，或使文章欠缺清晰的結構。 

⚫ 考生的取材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立意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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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人認為：「相比成功的事蹟，他人失敗的經歷更值得學習。」你同意嗎？試

撰文一篇，論述你的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他人「成功的事蹟」和「失敗的經歷」的優劣得失，提出個

人看法。考生可以認同或不認同「相比成功的事蹟，他人失敗的經歷更值得

學習」這個觀點，也可以就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的看法，惟立場必須清晰明確，

不得模棱兩可；論說也須持之有據，不可牽強附會。 

⚫ 「成功的事蹟」，指取得成就，或達成目標，或取得圓滿結果，或所作的事

情獲人認可。他人成功的事蹟，往往聚焦於其取得的成就是什麼，或著重提

出達至成功的元素及條件；從中學習，乃是藉由仿效或跟從，嘗試達到理想

的結果。所選例子或論述對象中，考生須具體交代「成功」之所指／如何可

見「成功」之處，不宜只陳述人們所作事情的結果。 

⚫ 「失敗的經歷」，指不成功，或遭受挫折，或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或在較

勁爭勝中落敗。他人失敗的經歷，往往聚焦於導致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或強

調哪些因素對事情成敗起決定性的影響；從中學習，乃是藉由借鑑、避免或

防範，嘗試達到理想的結果。所選例子或論述對象中，考生須具體交代「失

敗」之所指／如何可見「失敗」之處，不宜只陳述人們所作事情的結果。 

⚫ 要回應是否更值得學習，考生宜提出適當的準則，加以比較：可以是更有說

服力，可以是更有警惕作用，可以是更有助人們達至目標，可以是讓人們獲

得更多好處或裨益，也可以是其限制、不足或負面影響較少等。無論持什麼

立場，考生也須就「成功的事蹟」和「失敗的經歷」的優劣得失加以分析和

論述。論述時，考生不能完全不談「成功的事蹟」或「失敗的經歷」的內容。 

⚫ 考生若認為須視乎情況而定，須論述在不同情況下的考慮皆有所不同，難以

一概而論（所舉情況應合理、有被考慮或端視的必要，且會直接影響判斷）。 

⚫ 考生必須明確表達個人立場和意見，全文的立場必須連貫、一致。 

⚫ 考生必須具備比較意識，兼顧「成功的事蹟」和「失敗的經歷」兩個概念。 

⚫ 文章宜輔以具體例子說理，取材須配合立意。取材倘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

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立論須明確，言之有物；論證須合理，論點和論

據須緊密關聯；說明和事例要具體，不宜浮泛；而論點和論據的安排須井然

有序，綱目分明；如能引用古今名言或事例闡述，則更具說服力。 

⚫ 考生的立場和思考角度並沒有高下之分，但立意卻有高下之分，只要反省和

思考深刻、真實，評品理應較高；如立意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