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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年度 常規課程第六期（Reg 6）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而已。」收到他傳來的短訊，我卻無以應對。 

根據以上描述，試以你的經歷和體會，寫作一篇文章。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根據他傳給「我」的短訊內容交代事情始末，考生須記述一段

能體現「這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而已」的經歷，並抒述當中的感受和體會。

考生所記述的事情，只要能符合短訊內容所交代的處境即可，母須拘泥於重

複短訊內容，而他可以僅是知情者，不一定牽涉在相關事情之中（但需要留

意他是否有足夠資訊作出如此評價）。 

⚫ 「一廂情願」，指完全出自單方面的主觀意願，不管對方意願如何，或沒有

考慮是否具備客觀條件。文章重要的概念在於他人／對方的看法或意願如何

與「我」不同，以及「我」為何會忽略／不在意／不察覺其意願，繼而出現

這種認知偏差。箇中的原因可以有很多，題目對此並沒有太大限制，只要言

之成理，即可接受。 

⚫ 考生需要記述「我」參與其中／與「我」密切相關的經歷，具體記述「我」

在當中如何一廂情願（或所想如何異於主流，跟大部分人不同），而一廂情

願的表現或想法帶來什麼結果及影響，以致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評價。 

⚫ 考生構思情節發展時，可以思考促使友人傳短訊給「我」的原因，可以是友

人本身深受其害，可以是友人看不過眼故認為有必要提醒「我」，可以是友

人希望「我」能及時醒覺，可以是友人不希望「我」因一廂情願而有所損失

（或有進一步的損失），也可以是其他原因，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考生宜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一廂情願／被認為一廂情願」的

人應該是「我」。敘述者的身分並沒有指定，而他與「我」的關係、彼此的

情誼深淺、他與事件的關聯等，本題均沒有限制，只要相對於所敘經歷及所

抒情感而言合乎情理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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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身分是否必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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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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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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內容節錄自詩歌《遠方》： 

遠方有多遠 

到天涯到海角 算不算遠 

問一問你的心 

只要它答應 

沒有地方 

是到不了的那麼遠 

試就你對這首詩歌的體會或聯想，以「遠方」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遠方」，指遙遠的地方，與自身所在或所處位置有著頗大的距離。「遠」與

「近」為相對概念，考生可藉由比較或對照來交代不同事物的遠近之別。此

外，「遠」與「近」既可以指向客觀層面，也可以指向主觀層面（即物理上

咫尺之遙的事物或位置，可以因為不同的原因而予人「處於遠方」之感）。

再遙遠的目標，只要人們願意前往，還是會風雨兼程而不覺遠，反之亦然。

本題要求考生就「遠方」開展話題，談談個人的體會，考生必須回應及扣連

題目詩歌的內容或意旨，否則將被視為偏離題旨。 

⚫ 詩歌中，一個地方孰遠孰近、能否抵達，與人們的主觀意願及感受息息相關；

再遠的地方，只要是內心願意前往的，也總會有到達的可能。就詩歌內容及

對「遠方」之詮釋，只要考生言之成理，佐證有據，且不與詩歌意旨有所矛

盾，即可接受。惟考生不必也不應刻意將遙遠的地方扭曲成「不遠」，重點

應置於縱使其遙遠難抵，只要內心「答應」也總會到得了。 

⚫ 考生可以上述詩歌的內容為切入點，抒發個人體會，惟考生不必囿於詩歌的

內容寫作。考生也可另行構思，以不同手法或題材切入，只要立意可呼應詩

歌中「遠方」的旨意即可。如考生可思考「遠方」的意涵、意義或價值，或

探討抵達「遠方」的代價，或思考人們到不了某些地方（遠方）的原因，或

探討人們應如何叩問內心以作出適當的選擇，或分析主觀意願和意志之於達

成目標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思人們應如何看待「遠方」及相關的做法、態度。

無論如何，考生若能從立身處世、人生價值或文化思想等層面思考，立意和

內容自然較為深刻和豐富。 

⚫ 考生所發揮的內容不應與詩歌意旨有所矛盾，而全文所述亦應緊密圍繞「遠

方」這個焦點和主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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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可能因應不同年齡、文化、經歷、成長背景、身處的環境、所處的人

生階段、面對的人事物等因素，而對「遠方」有著不同的看法或體會。出現、

存在或需要「遠方」的範疇不限，引發對「遠方」之思考的事物亦無限制，

可以是針對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可以是放諸人際交往、維繫關係、個人情

感的範疇引申發揮，也可以是關乎謀劃前途、追求目標、完成指定任務，或

其他影響深遠、牽連甚廣的層面，茲不贅舉，只要能清晰交代及呈現「遠方」

的所指以及人們與此相關的考慮或舉動，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與「遠方」相關的體會因人而異，故考生可以從不同角度與題材切入，自由

發揮。本題的寫作方式可以千變萬化，能否切合題意，端視乎考生的取材是

否切當，立意是否明確。無論怎樣取材構思，「遠方」應是文章的關鍵焦點，

主導全文的內容或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探討對象。本題文體不限，考生

可就「遠方」的聯想或思考虛構故事，或闡述個人的反思和看法。考生可以

敘事抒情，透過記事抒述個人感受，也可以就「遠方」引發思考，加以論述，

但無論如何，文章取材均必須體現或闡明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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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及

論說的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所有關乎「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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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篇內容不宜只停留在「呈現／反映／陳述遠方」的層次，宜加入個人體會

及反思，方能建構文章的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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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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比「賞善」，社會更需要「罰惡」。你同意嗎？試談談你的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輕鬆地談談個人的看法或嚴肅說理，比較論述「賞善」和「罰

惡」何者是社會更為需要的，從而抒述個人看法和體會。考生可以認同或不

認同題目的講法，也可以就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看法，但立場必須明確，不可

模棱兩可，否則難以自圓其說。 

⚫ 「賞善」，指獎賞行善的人，或指嘉許表揚美好、有德行的事情。「罰惡」，

指懲罰作惡的人，或指對不良、邪惡予以貶抑及處分。考生舉例論證時，必

須明確交代「賞善」與「罰惡」具體指什麼，並在扣緊「社會」特質或處境

的前提及基礎上討論。 

⚫ 「更需要」，可以是其具備更重大的意義、影響或效果，或更貼合現實需要；

「相比……，……更……」表示比較關係。因此，考生須具備比較意識，說

明所選選項比另一選項更為社會所需要的原因，可以是正面影響更多或更深

遠，可以是意義或價值更高，可以是倘若欠缺，所致的負面影響及禍害會更

大，不一而足，只要言之成理，能自圓其說，且緊扣社會的情況及問題作述，

即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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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考生

的立場或取態是什麼，論述均必須緊扣社會的特質及現實情況發揮。 

⚫ 贊成或認同者，須論述社會需要罰惡多於賞善的原因，可以是更能起阻嚇作

用，更有助締造安定的環境；可以是罰惡的正面效益及影響更為深遠；可以

是罰惡較賞善更能長遠地杜絕社會問題，也可以是其他合理原因。反對或否

定者，可論述社會需要賞善多於罰惡的原因，可以是更能起鼓勵人們主動遷

善的作用；可以是更能營造良好怡局的風氣；可以是賞善的正面效益及影響

更為深遠；可以是賞善較罰惡更能長遠地杜絕社會問題，也可以是其他合理

原因。視乎情況者，須論述在不同情況下，社會較需要賞善抑或罰惡俱有不

同，難以一概而論。（所舉情況應合理、有被考慮或端視的必要，亦須交代

不同情況如何影響當中的考慮） 

⚫ 通篇內容不應只停留在「呈現／反映／陳述賞善或罰惡」的層次，不但要加

入個人體會及反思，還必須具備比較意識，以說明兩個概念的優劣得失。 

⚫ 文章宜輔以具體例子說理，取材須配合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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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在①、②兩句中任選一句為題，根據當中的描述，以你的經歷和體會，寫

作文章一篇。（所選文題必須抄錄在答題簿的第一行。） 

① 「幾經努力，我終於改掉了這一個習慣。」 

② 「幾經努力，我終於建立了這一個習慣。」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習慣」，指長期養成、一時不容易改變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養成良好

的習慣，能讓人們從中獲得益處；相反，一些有害身心、損人害己的行為表

現，則是應該戒掉的壞習慣。有些行為舉止本身不一定有害，然而人若長期

為之，成為習慣，則對生活或待人接物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本題要求考生

記述個人經歷，從中呈現「我」如何經過努力及付出來改掉／建立一個習慣，

並藉由箇中的轉變或結果，抒發個人感受和體會。 

⚫ 「改掉習慣」，即從有到無地改變某個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建立習慣」，

則從無到有地培養某個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 

⚫ 無論考生選擇哪一個分題，都必須留意及鋪墊以下兩點：（一）「我」為何

會決定改掉或建立這一個習慣？觸發相關想法的事物或契機須明確具體，並

且合乎情理；須知道人們總有慣性維持生活現狀，因此要針對行為模式或生

活方式作出改變，箇中理由必須具說服力。（二）正因脫離慣性、作出改變

不易，因此不論是改掉抑或建立習慣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考生宜構思數個

片段反映「我」在當中的逐漸變化／逐步嘗試，才能有說服力地呈現如何改

掉／建立一個習慣。 

⚫ 本文以記敘、抒情為主，考生須透過記敘以抒發個人體會。記敘宜有重心或

經過篩選，不宜空洞或流於蕪雜；取材須配合立意；事件先後的鋪排和交代，

情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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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須以「第一人稱」敘述，而敘述者的身分並沒有指定，只要相對於所敘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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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材倘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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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一個人成功的關鍵，在於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 

② 「一個人失敗的關鍵，在於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因應「一個人成功的關鍵，在於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或「一

個人失敗的關鍵，在於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一句表達感想。就「時刻著眼

於他人所作」或「成功／失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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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功」，指獲得預期的結果，達到目的，也可以指成就功業或事業。「失敗」，

泛指所有不成功、未能取得預期結果或理想狀態的情況。題目將討論範圍限

制於個人層面，故考生可從人們自身的抉擇、待人處事、工作、學習、追逐

理想等方向發揮，不宜過多地以群體、社會或國家層面主導內容。 

⚫ 「時刻」，指時時、經常。「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意思是將大部分時間或

心神放在別人所做的事情上，暗含因而忽略或放輕自身所作及其他應留意之

事物的意味。人們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的原因有許多，可以是純粹出於好奇，

可以是出於比拼、較勁的心理，可以是想針對對方的所作來調整部署，可以

是想從中發掘能作參考或借鑑的地方，也可以是其他合理原因。 

⚫ 題目要求考生藉由敘事或議論回應「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與「一個人成功

／失敗」的因果關聯，因此考生不能只陳述人們成功或失敗的經歷，還必須

將其扣連至「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的具體表現，論證當中的邏輯如何成立。

此外，考生所寫的內容應緊扣所選分題，假若選取分題以後採取「反對／不

同意」的立場，則改為選擇另外一道分題作答會比較準確、合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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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著眼於他人所作」和「成功／失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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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拼湊所有關乎時刻著

眼於他人所作／成功／失敗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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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行：「如果努力過後還失敗，不是很丟臉嗎？」 

念慈：「若我假裝毫不費力地取得成功，別人應該會更加欣賞我。」 

很多時候，人們會羞於承認自己的努力。試撰文一篇，談談你對這個現象的

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人們會羞於承認自己努力的現象提出個人見解，甚或作出個

人價值判斷，考生可以認為現象是合理的，或是不可取的；是正面的，或是

負面的；立場必須明確，不可模稜兩可，否則難以自圓其說。 

⚫ 「努力」，指把力量盡量使出來。考生須明確交代與「努力」相關的行為表

現或處境是什麼，當中可以交代涉事者如何努力：日以繼夜地做一件事、花

費大量心思謀劃和不斷改良、投放許多資源或勞力以作準備等，茲不贅舉。

「羞於承認自己的努力」，即為著讓人知道自己努力而感到難為情、難堪，

甚至感到恥辱。有時候，別人不一定對個體的努力有任何評價或看法，甚至

不以為意，但人們會因著種種原因或猜想而有著羞於承認自己努力的取態。

本題的討論焦點是對這種現象的看法，背後是對此的價值判斷及取態。 

⚫ 考生可以思考為何不少人會羞於承認自己的努力／人們有這樣表現的考慮

及原因／如此表現所反映的問題或影響等，這樣才能使論述更緊扣題目的核

心，以加強說服力。題目所引對話旨在引發考生思考，考生宜將論述焦點置

於人們羞於承認自己努力的表現或現象，而非只聚焦於人們在哪些事情上努

力，以免偏離題旨。（本題的論述對象應是「現象」） 

⚫ 考生對「羞於承認自己的努力（的表現）」的闡述可詳可略，但必須清晰表

達個人對相關現象的評價。因此，例子不宜只反映人們羞於承認自己努力的

行為，還需要評價這樣的表現為何理想或不理想、可取或不可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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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及

論說的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所有關乎「羞於承認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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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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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引用古今中外名言或事例闡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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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