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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年度 常規課程第八期（Reg 8）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試以「冬日運動場眾生相」為題，寫作一篇文章，描述你在運動場的所見所

聞，並抒發你的感受。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運動場」，是供人們進行體育活動、鍛練或比賽的場所，通常設有可供田

賽、徑賽用的運動設施。運動場的規模有大有小，小的只能容納一、二百人；

大的能容納逾萬人。運動場有室內、室外之分，不同運動場亦會供不同運動

項目之用，常見的如籃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相對較小眾的如高爾夫球、

曲棍球、欖球、馬術等。運動場有由政府部門管理的，收費廉宜，此外，不

少學校或私人場地亦設有運動場。 

⚫ 本題要求考生就冬日運動場內的情況或環境，描寫不同人物的情貌。考生須

重點描寫不同人物如運動健兒、觀眾、裁判、救護人員、小賣部員工或清潔

人員等的神情和動態。內容可以有不同的安排或側重：如可泛寫運動場內作

賽健兒的各種情態，也可描寫場外正在熱身或等候參賽的健兒有何情貌，也

可以描寫場邊觀眾打氣、觀賽的情態舉止，或描寫一天不同時段內運動場中

不同人士的情貌。倘若未能緊扣人物的情貌，而只描述運動場的環境、設施

或景物，內容屬於聚焦不清；若誤將「眾生相」解作眾人的相片，即屬離題。 

⚫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就「運動場」的取材必須緊扣「冬日」的獨特性，凸顯

其與「夏日」、「秋季」等不同時期有所區別，如同學可從衣著入手，描寫

冬日運動場內人們的穿衣打扮，或透過環境細節凸顯冬日的肅殺。如未能凸

顯「冬日」的獨特之處，則屬扣題不緊。 

⚫ 考生宜以第一身敘述，而敘述者的身分和觀點沒有指定，考生可以代入運動

場內的健兒、街坊、觀眾、場邊工作人員、小賣部職員等身分發揮，只要合

乎情理，並且能夠扣連至個人的感受體會即可。儘管如此，考生不宜盲目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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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本文以描寫、抒情為主，考生須透過描寫以抒發個人體會。描寫宜有重心或

經過篩選，不宜空洞或流於蕪雜；筆觸宜具體細膩，忌粗淺浮泛；情感宜順

應景象而生，有真切而深刻的體會。至於結構布局，則不拘一格，寫景和抒

情可有所側重，只要自然妥貼，即景生情即可，如：考生可以獨立的段落抒

發感受，先寫景後抒情，也可以寓情於景，讓情思隱含在描寫之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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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寫的手法和角度可多變，如直接／間接描寫；動態／靜態描寫，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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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品者，能就冬日運動場內各個情境，準確掌握不同人物的神情和動態，細

緻地描寫；描摹人物生動細膩，活靈活現；段落分明，分段描繪各類人物的

情態，並有鮮明的對比；取材能凸顯立意，兩者緊緊相扣；見解獨特，體會

深刻。如能從文化思想或立身處世等層面反思立論，立意深刻，則更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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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人問農夫：「種了麥子了嗎？」 

農夫：「沒，我擔心天不下雨。」 

那人又問：「那你種棉花沒？」 

農夫：「沒，我擔心蟲子吃了棉花。」 

那人再問：「那你種了什麼？」 

農夫：「什麼也沒種，我要確保安全。」 

試就個人對上述故事的思考或體會，以「顧慮」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顧慮」一詞開展話題，談談個人的體會，考生須回應及扣

連題目所引故事的內容或意旨，否則將被視為偏離題旨。 

⚫ 「顧慮」，指的是顧忌、憂慮，因有某種擔心而不敢、不願做某些事情。所

選例子或論述對象中，考生須具體交代「顧慮」之所指、為何會有此顧慮、

所導致的結果。至於所顧慮之物可實可虛，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考生須思考題目所引故事內容與「顧慮」有何關聯，當中提及農夫害怕「天

不下雨」和「蟲子吃了棉花」，因而沒有種麥子和棉花，可見農夫因顧慮到

或有勞而無功的結局，因此選擇不開始勞動，最終他「什麼也沒種」，藉此

「確保安全」。什麼也不種，當然就不會有收成，可見因顧慮到可能出現的

負面結果而不開展努力，當然可以避免損失，但同時亦不會獲得成果。考生

的取材不限，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 

⚫ 考生可以運用不同寫作手法（記敘抒情／論說／夾敘夾議等），文體不拘。 

⚫ 與「顧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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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應是文章的關鍵詞，

主導全文的內容或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探討對象。文章取材須配合立意，

倘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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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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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顧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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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認為野心和成就往往成正比，你同意嗎？試談談你的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談談個人對「野心和成就往往成正比」這個觀點的看法，就此

開展討論，並表達個人的感悟和體會，考生可輕鬆談談個人看法或嚴肅說理，

從而抒述個人的看法和體會。考生可以認同或不認同「野心和成就往往成正

比」這個觀點，也可以就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看法，但立場必須清晰明確，不

可模棱兩可，否則難以自圓其說。 

⚫ 「野心」，通常指對權力、名利等的強烈追求和欲望。有野心的人，通常較

為進取、不安於現狀，希望建立新的價值或秩序。「成就」，指在學習、工作

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成功。「往往」是指在某種情況時常存在或經常發生。 

⚫ 有人認為，野心會驅使人勇於追求心中所想，為此努力拼搏和奮鬥，付出努

力，並且不懼挫敗、勇於克服困難，因此能取得更大成就。亦有人認為，有

野心不代表能看清自己能力，或會導致好高騖遠，不自量力而失敗；亦有人

認為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並非單純取決於野心大小，因此野

心愈大不代表成就愈高。 

⚫ 考生必須回應題目「成正比」所示的遞進或比較關係，即人「愈有野心」，

「成就就會愈大」。全文不宜只論證「野心」與「成就」之間的因果關係。 

⚫ 無論持什麼立場，考生也須對野心與成就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和論述。論述

時，考生不能空談取得「成就」所需要的條件、環境或重要因素，忽略扣連

「野心」；或只空泛地評價有「野心」的利弊，忽略扣連「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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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贊成或認同者，須論述為何野心和成就成正比的關係，論述中必須兼顧程度

上的遞進關係，或針對野心的大小，分析其對成就高低的影響之不同。反對

或否定者，須論述為何野心愈大不必然導致成就愈大的結果，或論證野心的

大小不同跟其對成就大小的影響之間並不存在╱不應存在正比關係，因此題

目句子標示的遞進關係並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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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的

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所有關乎「野心╱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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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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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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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篇內容不宜只停留在「陳述╱呈現╱反映野心或成就」的層次，宜針對題

目句子的邏輯關係作論述，並加入個人體會及反思，方能建構文章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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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力不從心，但我仍然慶幸自己作出這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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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題要求考生記述一次經歷引入，或敘事抒情，或引發議論，以見「這樣的

選擇」雖然非自己力量所能做到（故力不從心），但「我」仍然慶幸自己作

出了這個選擇，並抒述當中的感受和體會。 

⚫ 「力不從心」，指心裡想做某事，但力量卻不足，無法配合。「慶幸」，指

（因出乎意料的好成果而）感到高興、安慰與慶賀。 

⚫ 考生須明確交代「這樣的選擇」的內容、為何會作出這選擇，以及「我」慶

幸自己作出了這選擇的原因。考生回應「力不從心」時，宜先指出本來想完

成的事情是什麼，然後指出自己的力量如何／為何無法與之配合，因而未能

達到結果，以及這帶來怎樣的感受，然後再解釋「我」為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而「慶幸」的原因，並刻劃「我」的心情和感受。考生亦可交代這選擇帶來

什麼（正面／可取／超乎預期的）結果，從而帶出「我」慶幸的原因。 

⚫ 「縱使……但……」，表示轉折關係。考生需要交代「我」力不從心但仍慶

幸自己作出「這樣的選擇」的原因，當中的轉折和落差須合乎情理。考生可

鋪寫敘事者個人感受前後的變化，透過時序、情節的推進以表現心情變化。

假若「我」慶幸的原因跟事情發展或結果完全沒有邏輯關聯，或未能呈現及

鋪陳上述轉折，則不扣題目「縱使……但……」的句式，未能圍繞題旨而作。 

⚫ 考生須以第一身敘述，「力不從心」和「作出選擇」的人必須是「我」。而

敘述者的身分並沒有指定，只要相對於情節而言合乎情理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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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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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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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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俗語說：「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意思是指人生於世，難

免會遇到困境和挫折，但若然能境隨心轉，面對順逆皆能豁然開朗，找到屬

於自己的路向。試就個人的經歷和聯想，以「境隨心轉」為題，寫作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境隨心轉」一詞開展話題，談談個人的體會，考生須回應

及扣連題目引文的內容或意旨，否則將被視為偏離題旨。 

⚫ 「境隨心轉」，指一個人身處的環境及境遇會隨著他的心境轉換而改變。「境」，

指環境、境遇；「心」，指人的心態、心境。佛語有云：「境隨心轉則悅，心

隨境轉則煩。」可見此語強調心性之重要。若自己的心能作主，則能控制整

個環境，甚至周遭的人事也隨你而改變；若是心志不夠堅定，就會隨環境、

際遇而反覆改變，茫無定向。正如《岳陽樓記》中的「古仁人」，能做到「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境隨心轉」之理。 

⚫ 人生於世，難免會遇到困境和挫折，「山、路、人」於一時之間皆難以改變，

若然只懂消極悲觀，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沒有跨越困難的勇氣，則自然難

以撥雲見日。但倘若能保持樂觀積極，堅定心志，相信自己無論面對何等困

難，也能咬緊牙關破除障礙，則更大機會能衝破障礙，扭轉困局，改變境遇，

此正是「境隨心轉」之理。 

⚫ 考生可認同或反對「境隨心轉」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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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或存在「境隨心轉」的範疇不限，

可以是圍繞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項，可以是針對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可以是

放諸人際交往、個人情感的範疇引申發揮。至於出現或存在「境隨心轉」的

原因，考生可以有所交代，但文章重點須與「境隨心轉」的表現及其所興起

的體會及感悟相關連。 

⚫ 考生的取材不限，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只要發

揮合理，即可接受。 

⚫ 考生可以運用不同寫作手法（記敘抒情／論說／夾敘夾議等），文體不拘。 

⚫ 與「境隨心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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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隨心轉」應是文章的

關鍵詞，主導全文的內容或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探討對象。文章取材須

配合立意，倘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則較容易引發共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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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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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隨心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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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境隨心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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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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人認為「比較」為人帶來煩惱，也有人認為「不比較」才是問題所在。你

較認同哪個觀點？試撰文一篇，論述你的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題目中的兩種說法表達意見，論述「比較」與「不比較」何

者才會為人帶來更多煩惱和問題，從而抒述個人看法和體會。考生可輕鬆地

談談個人看法或嚴肅說理。考生無論選取什麼立場，均必須與題目的另一種

說法作比較，兼論兩種看法，並明確表達個人立場，說明較認同哪一種看法，

又或是具體視乎什麼情況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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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模棱

兩可，否則難以自圓其說。 

⚫ 「比較」，即對比兩樣或以上事物的異同、高下、優劣等，暗示存在衡量或

釐定「優勝」的標準或準則。所選例子或論述對象中，考生必須具體指出「比

較」指向什麼方面，以及其之所以較為優勝╱差劣的原因，繼而說明為何「（不）

比較」帶來更大問題。 

⚫ 「煩惱」，指不順心不暢快、煩悶苦惱的感覺，或令人不順心不暢快的人或

事。「問題」，指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疑難、事故、麻煩等。考生須明確

指出所選例子或論述中的「問題」或「煩惱」指什麼，以及「比較」或「不

比較」如何帶來這些問題或煩惱，呈現二者之間緊密的因果關係，即問題或

煩惱不能是因「（不）比較」以外的因素所導致。 

⚫ 較認同「『比較』為人帶來煩惱」者，可指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點、專長，

若僅以某些標準評斷高低，則有欠全面之餘，亦容易導致人忽略自己的其他

長處，因而認為自己一事無成，感到自卑；或指出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永無休

止，若每天活在比較而帶來的競賽當中，只會令人感到勞神費心。以上僅為

論述方向舉隅，考生亦可構思其他論點，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較認同「『不比較』才是問題所在」者，可指出人要透過與他人比較，才會

知道自己的實力如何，以及有什麼方面需要再加改進。若不作「比較」，則

容易落得閉門造車的下場，令自己難以進步。以上僅為論述方向舉隅，考生

亦可構思其他論點，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通篇內容不應只停留在「呈現／反映／陳述比較」的層次，不但要加入個人

體會及反思，建構文章立意，還必須具備比較意識，以說明「比較」與「不

比較」何者為人帶來更多煩惱和問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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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乎情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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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會直接影響對文題的判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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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