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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年度「星」級銜接課程（Reg 0）第一期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自此之後，我在說出鼓勵他人的說話前會更為謹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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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待人處事或立身處世時，人們往往會按照自己的經驗或價值觀來判斷何者為

應有的言行，可是由於某些原因，像是相處對象的性格或經歷不同、時機或

客觀環境、溝通上的差異等，有時候出於善意的鼓勵不一定為對方所接受，

甚至會為對方帶來壓力或負面影響。本題要求考生記述「我」如何獲得「說

出鼓勵他人的說話前會更為謹慎」的領悟，並抒述當中的感受和體會。 

⚫ 「鼓勵」，指鼓舞、激勵。鼓勵的說話可以直接了當，也可以委婉含蓄，因

此考生宜在交代說話語句的同時，刻劃「我」說出此話的心理、意圖或所欲

帶來的效果，以更明確地反映當中的鼓勵成分。 

⚫ 「謹慎」，指為人處事、言談舉止非常小心仔細，慎重認真；「謹慎」的背後，

往往是多觀察、多思考、多為別人設想的表現，使人們減少瑕疵、避免犯錯。

考生須交代「我」不（夠）謹慎的原因，可以思考的方向如下：如果謹慎的

話，表現會如何不同？有何需要考慮的事物被忽略？「我」又為何忽略之？

說話當刻的心理或處境如何致使「我」的不慎？ 

⚫ 「自此之後」，即在某件事或某個時刻之後。至於令「我」明白或決定「說

出鼓勵他人的說話前會更為謹慎」的原因和過程因人而異，可以是因不慎地

鼓勵他人而招致損失，可以是對方和盤托出而令自己明白所作鼓勵有何不慎

之處，可以是受到他人的啟發或提點，深切反省，從而茅塞頓開，檢討自己

一貫對於鼓勵的看法等。從不慎到決定要謹慎，當中或有些曲折和起伏，因

此，考生交代和描述自己決定要「說出鼓勵他人的說話前會更為謹慎」的原

因和過程必須合理，能配合人物的個性或事理，否則人物便會流於平面，情

節也變得失實，因而未能抒述較為深刻的體會和情懷。 

⚫ 考生須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而敘述者的身分並沒有指定，只要

相對於產生有關感悟而言合乎情理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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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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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在以下三個選項中任擇其一，填補「學習的過程就像                」

的空白處，並以此為題，寫作一篇文章。請把文題寫在答題簿的第一行。 

登山    種植    海上航行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在三項比喻中任擇其一，完成題目句子，並以此為題。選擇特

定比喻後，考生須明確指出喻體的特點，或因應個人對喻體的認知、對學習

的體會，闡述喻體與學習的相似之處或關聯，並且抒述個人的感悟和體會。

需要留意的是，考生不應只一味羅列喻體的特點，忽略扣連其跟「學習」的

關係，還必須將其套入學習的情境中，說明相關喻體特點所對應與學習過程

相關的事物是什麼，並且由此提出個人對於學習的思考及體會。 

⚫ 考生若以題目所提供三項喻體以外的內容填補空白之處，作離題論。 

⚫ 「學習」，泛指通過閱讀、聽講、觀察、理解、研究、實踐等途徑獲得知識

或技能。學習的目標或結果往往是使個體得到持續變化（知識和技能的增長、

處事方法的建立或改善、情感與價值的昇華等）。此外，學習既可以是受教

研習，也可以是自學鑽研。題目強調「過程」一詞，即指向學習這個行動進

行所經過的程序或階段，因此考生須在文章觸及學習過程的不同階段。考生

必須具體闡述個人對學習的理解和看法。立意的高下取決於考生對「學習」

的思考和體會是否深刻，所舉例子是否恰當，闡述是否具體。 

⚫ 「登山」，指攀登山嶺。登山的特質舉隅如下：包含逐步往上或拾級而上的

過程、靠近山巔的所見較為廣遠開闊、需要毅力或一定體力、過程可鍛鍊身

體不同肌肉及各部分的協調、部分地勢崎嶇陡峭且充滿險阻等等。 

⚫ 「種植」，指栽種培植。種植的特質舉隅如下：包含吸收養分及開花結果的

過程、不同土壤或環境會直接影響所種植物的生長、不同植物的生長速度不

一、須按照一定規律而不可揠苗助長、需要定期照料及打理等等。 

⚫ 「海上航行」，指在海上從一處行進至另一處，往往是以船隻作為航行工具。

海上航行的特質舉隅如下：航行方向可以無限制，但要到特定目的地則須辨

清方向、過程中會面對風浪及礁石、可以不存在所謂的終點、容易被浪濤或

天氣等不可控因素影響船隻、為水勢所驅動而不完全自主等等。 

⚫ 闡述喻體與學習過程的相似點後，考生應就此發揮及深化立意，像是闡述學

習的意義和價值、學習應有的態度、如何提升學習效能或達至預期成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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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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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材不拘，可以是個人經驗、社會現象或生活百態；考生可援引古今中外的

事例，也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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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的過程）」的理解和深刻體會。考生如以記敘文書寫，須於情節中交代

所選事物與學習過程的對照，並流露對學習的體會。如以論說文書寫，須明

確交代所選事物特點與學習過程的關係，闡述須具體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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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所有關乎學習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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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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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人合作，有人認為應隱藏自身與別人不同的觀點，也有人認為勇於提出不

同意見才有利於結果。你較同意哪一種看法？試撰文一篇，表達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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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表達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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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作比較，兼

論兩種看法，明確表達個人立場；闡述時須將其放在與人合作的處境作探討，

舉出相應的情境或例子加以論述；全文的立場必須連貫、一致。 

⚫ 「與人合作」，指跟一人或多於一人一起完成某件事。相關例子取材範圍不

限，小至學校內的分組習作、專題報告、參加團體比賽；大至舉辦活動、經

營大型項目、不同組織或團體之間的協作、國與國之間的磋商等，均可作為

輔助申述及論證的例子。至於合作的形式亦有很多，可以是眾人一同做著相

同的工作，可以是分配工作後各自完成負責的部分；可以是各人提出意見、

尋求共識，可以是直接由領導者下達命令，且不贅舉。關於各方合作的原因，

考生若認為會影響判斷哪一種看法較為可取，可簡單交代之。 

⚫ 所舉的例子或情境中，考生宜交代人物的心理或想法，以呈其欲達到什麼目

標與結果，由此分析相關考慮如何影響其選擇哪一個看法。 

⚫ 無論考生選擇哪一個立場，「在合作過程出現不同意見」是討論的基礎，考

生宜反映不同意見之間相左、對立或構成衝突之處。「隱藏自身意見」者，

即在有足夠條件或機會提出個人意見時，因某種考慮或衡量而不表達意見，

可以是顧全大局、顧及他人感受、避免不必要衝突、認為這樣的弊處較少等。

而「勇於提出不同意見」者，即（知道意見存在分歧仍）把握機會表達意見，

可以是因為需要權衡不同意見的利弊方得最佳定案、認為討論分析的過程有

好處等，其意圖或提出意見的出發點必須是針對「對結果的利處」而作。 

⚫ 視乎情況者，須論述在不同情況（如：事件性質不同、自己在合作關係中的

角色或位置、合作的目的或場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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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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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是你日記的第一段： 

五月三日（星期三） 晴 

  今天回家的路途過得比平日漫長。 

試從第二段開始，續寫這篇日記，記敘今天的經歷和體會。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是一則日記，要求考生記述當天的經歷，或敘事抒情，或引發議論。考

生須鋪寫今天的經歷，並且聚焦於今天「回家的路途（期間）」／「回家之

前」所見所感，交代今天的回家路途在感覺上比平日漫長的原因，並抒述個

人在經歷之中的感受和體會。因此，考生所記述的內容，其時間跨度不宜超

過一天；而導致「我」有「過得比平日漫長」之感的事物，必須與今天的經

歷／回家的路途緊密扣連，倘若僅為回憶或思緒牽動，無法呈現為何其與今

天的經歷相關，或未能呈現與「今天回家的路途」之連繫，則扣題不緊。 

⚫ 「漫長」，表示長得看不到盡頭，形容時間或者道路十分長。「漫長」於此

可指實際層面上的長時間，或指實際路途上的長距離，然而，倘若通篇只言

及心理層面、主觀感受以外的漫長，則較難發揮深刻的立意或體會。 

⚫ 心中有所牽掛，充斥紛陳、無法排解的情緒，或會使人心緒不寧，因而在主

觀上感到時日漫長、路途怎麼走也走不完。考生須就人物的性格或遭遇，具

體描繪當事人的內心及外在行為，方能如實呈現人物的思想和感受。 

⚫ 「……比平日……」標示比較意識，考生須有意識交代平日回家路途的情況，

以對比或反襯今天的不同（較為漫長）；比較點宜自然合理，不宜為文造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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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為一則日記，故考生宜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回家／感到

路途比平日漫長」的人應該是「我」。而敘述者的身分及經歷並沒有指定，

可以是學生，今日在學校內面對學業上的沉重打擊，感到前路茫茫；可以是

面對友人移民，送別後從機場回家的路途不如往昔同行時快樂；可以是面對

家人突然爭吵，極力逃避不欲回家，在街道流連，故於實於虛均感路途漫長。

今天回家路途比平日漫長的原因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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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結果懷抱期待的人，往往收獲更多。」 

②「對結果不抱期待的人，往往收獲更多。」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有人認為「期望愈大，失望愈大」，並以此提醒人們應做好期望管理，否則

容易因結果與預期的落差而鬱鬱寡歡。然而，也有人提出「吸引力法則」，

認為一個人的期望有助轉換成正面的信念，促使其更容易成功。本題要求考

生因應「對結果懷抱期待的人，往往收獲更多」或「對結果不抱期待的人，

往往收獲更多」一句表達感想。就「結果／收獲」或「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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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果」，指事物發展的後續影響或階段終了時的狀態。「期待」，指期望、

等待，即對未來的某個時刻或未知的事物產生一種憧憬和嚮往。「收獲」，指

獲得成果、成績等；「收獲」於此不必然跟預期的「結果」相符或完全相同。

「往往」，指每每、常常，即在某種情況時常存在或經常發生。考生除了要

明確指出事情結果（或其發展方向）之所指，還需要交代人們對結果「懷抱

期待／不抱期待」的原因，以及其相對應的具體表現、行為或心理是什麼，

以論證這些表現或心理如何跟「收獲更多」構成明確的因果關係。「更多」

乃透過比較而來，考生可將所述對象跟另一選項的表現或跟抱持平常心作對

比，藉以論證為何所述對象收獲更多／有何更多的收獲。 

⚫ 選擇①的考生，傾向認同「對結果懷抱期待」有助提升人們在處事過程的表

現、參與度、付出等，使得他們有更大的動力做好事情，以獲得更多成果。

而選擇②的考生，傾向認同「對結果不抱期待」有助管理期望及調節心態，

甚至作了最壞打算，使得實際成果與收獲往往多於本身期望值不高的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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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與收獲（之間的關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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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疊拼湊所有關乎期待／

結果／收獲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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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從以下三者任擇其一，填補「  提問題，往往是鑄成失敗的原因」的空

白之處，並以此為題，寫作一篇文章，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看法。 

多   少   不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提示考生在三個選項中任擇其一，闡述相關提問題的態度或表現如何導

致失敗，並抒述個人的感悟和體會。全文的立場必須連貫、一致。 

⚫ 「失敗」，泛指所有不成功的情況，可以是達不到目的、無法獲得預期的結

果等。考生可透過交代相對而言的「成功／順利」是什麼來表達失敗之所指，

但宜將相關概念指向「事情結果／有明確成敗指標的情況」發揮，這樣較容

易回應提問題與否如何影響處事過程，最終導致失敗的結果。 

⚫ 「問題」，既可以指需要解開的疑問、疑難、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指尚待

解決、引起影響、造成爭議的情況，這些情況往往具有一定的嚴重性。因此，

「提問題」既可以是表達或提出個人感到疑惑、不理解的地方，期待對方解

答及說明，也可以是揭示一些錯誤或會造成負面影響的情況，期待對方處理，

或集思廣益尋求解決方法。「多提問題」，可以是與「少提問題」相對的概

念，著眼點乃強調「多／過多」的部分，而非只聚焦「有提問題」。同理，

「少提問題」的著眼點乃強調「少／不足／不夠」的部分，而非只將其等同

沒有提問題。至於「不提問題」，著眼點則在於「有」跟「沒有」的分別，

可理解為完全欠缺問題意識。考生倘若運用比較來論述所選字詞跟其他選項

的分別，須小心分辨其真正相對的概念是什麼；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填充題目句子後，考生不宜通篇採取反駁該句子的立場。一方面，這樣有機

會變成回應了題目其他選項，另一方面，相關處理有違題目設定的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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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的

核心是什麼等。切忌因量失質，堆疊所有關乎失敗／提問題（與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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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

的高下取決於對提問題（與否）的反思是否深刻，論說是否具體和嚴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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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