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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年度 常規課程第五期（Reg 5）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雖是習以為常的儀式，但這次我卻別有一番滋味。」根據以上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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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題要求考生以一個自己習以為常的儀式為線索，抒述個人感悟及體會。 

⚫ 「儀式」，泛指所有具有宗教或傳統象徵意義的活動，也可以指舉行典禮的

秩序、形式等。儀式可以與個人的社會身分轉變相關，如畢業、就職等；可

以僅限於特定團體，也可以面向公眾；可以限定於宗教或社會事務，也可以

歡迎所有人士參與。然而，並非所有「儀式」都適合作為本題的取材，考生

必須扣連「習以為常」一詞，否則將被視為扣題不緊。「習以為常」，指養

成習慣後便成為常規，即是會因經常接觸而不感到特別。因此，考生應以自

己經常接觸或參與的儀式為題材，交代本來對儀式有何觀感／想法。 

⚫ 「別有一番滋味」，可以指有著不一樣的感受或體會，也可以指另有一種別

人無法體會的感受或意味，但無論如何，考生應有意識進行對比。比較容易

的處理方式是對比自己之前參與該儀式時的情況及體會。別有滋味的原因有

很多，如：身分轉變、人生階段的不同、該儀式是最後一次等等。 

⚫ 「雖……但……」，表示轉折關係。考生需要交代自己對某個儀式習以為常，

但這次有不同體會或感受／有特別滋味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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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一番滋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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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能圍繞題旨而作。 

⚫ 表達方式可以千變萬化，文章能否切合題意，視乎考生所記事件或所述情景

是否扣連「習以為常的儀式」的特質，並呈現「別有一番滋味」這題旨，箇

中的轉折及對比必須自然和合理。至於其高下，則取決於敘事、描寫是否具

體恰當，以及感受是否真切，思考是否深刻。 

⚫ 考生宜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這樣更容易將感受和體會寫得深刻。

至於敘述者的身分則沒有指定，只要合乎情理，即可接受。儘管如此，考生

不宜盲目追求代入特殊身分作述，宜思考身分之於敘事或扣題是否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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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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在以下選項中任擇其一，填補下句的空白處，並以此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昨天  今天  明天 

「             是我前行的最大動力。」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在三個詞語中任擇其一，完成題目句子，並以此為題。選擇特

定詞語後，考生須明確指出詞語的意思及概念，或因應個人對詞語的認知、

對人生的體會，闡述詞語如何驅策人們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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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過去的經歷／當下的狀況／未來

的期盼」，忽略扣連其跟「推動前行」的關係，還必須論證箇中的因果關聯。 

⚫ 考生若以題目所提供三項詞語以外的內容填補空白之處，作離題論。 

⚫ 要能夠作為前行的動力，相關選項須使人有行動、做事、實踐的意欲及動機，

可以是為求達到某些目的，可以是為了修正某些錯誤或消除遺憾，可以是讓

自己獲得某些益處及正面價值等，可以是能夠從中獲得滿足，也可以是其他

合理原因；考生必須清楚說明為何「我」得以被推動或鼓勵。 

⚫ 「最大動力」，即在所致動力或誘因之中最為重要或最起決定性影響的一項。

考生宜有意識比較和闡述所選詞語如何／為何較其他因素更達推動前行的

效果，這樣於扣題上較容易有更佳的表現。 

⚫ 「昨天」，可以詮釋為過去的經歷、已發生事情的結果及影響（不論是好的

或壞的）、某些尚未解決或消除的心理狀況、已成定局且無法改變的事實等。

「今天」，可以詮釋為當下的情況、活著的每一刻、最真切可以掌握的生存

狀態、能夠感知或體會的每一個瞬間、事情正在進行且可被掌控的階段等。

「明天」，可以詮釋為所存的希望或期盼、所訂立的目標或理想、未知的前

路或方向、不可避免卻又尚未到來的事情、充滿不確定性及變數的環境等。 

⚫ 闡述詞語與前行的關係後，考生應就此發揮及深化立意，像是闡述人生應有

的態度、如何享受生命不同的時刻、如何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等。考生

可觸及前行過程的不同階段，但不宜選擇多於一個選項來組職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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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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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今

天／明天」的想法，忽略整理內容之間的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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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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心；「每個問題都有答案和結局，有答案才是圓滿的。」 

允行：「人總是要有所期待，才有動力和熱情繼續下去。」 

試寫作文章一篇，談談你對以上兩個觀點的看法。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希望考生能就其生活體驗和所見所聞，回應題目所述的兩個觀點，並闡

述個人見解。「答案」，指問題的解答；「結局」，指結果、收場；「圓滿」，

即完滿而無所欠缺。從一心的觀點可以引申，一件事或一個問題，倘若未能

取得最終的結果／解決方案／解釋，或未達所謂的「最終狀態」，均是有所

缺欠。「期待」，指對未來未知的某個時刻或者事物產生一種憧憬、嚮往、

期望或等待。考生必須具體交代論述或例子中的「答案／結局」及「期待」

指的是什麼，藉此配合說明和論述。 

⚫ 一心的話聚焦在「結束點／完結狀態」之於問題或事物的重要性，換句話說，

明確標示或爭取事情已經結束、完成的狀態，才能算是完整；抱持類似想法

的人主張尋找或追求事情有結局或答案的狀態，或認為應以此作為過程中的

目標或方向。而允行的話則認為期待可以予人前行的驅動力和熱情，這個「期

待」可以是任何事物（可包括「答案／結局」，惟考生必須詳細說明），惟亦

暗示有些時候當人們獲得塵埃落定的結果以後，則未必再有期待。 

⚫ 考生須回應「每個問題都有答案和結局，有答案才是圓滿的」和「人總是要

有所期待，才有動力和熱情繼續下去」，並據此訂立個人對「面對事物或問

題應否設立完結點／應否止步於某處」的看法。考生必須兼及兩個觀點，不

能過分傾側其中一方，甚至對其中一個看法避而不談。考生的看法不拘，惟

必須觀點明確，概念明晰，並持之有據，故所述是否妥當，視乎考生對「面

對事物或問題的取態」的理解是否準確深刻。考生可以支持任何一方，可以

自訂討論角度和焦點，也可以純粹談談其對題目兩種看法的理解及評價。考

生的看法、論說的角度可以千變萬化，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考生可從不同角度切入和分析，也可從單一角度思考。若從不同角度切入和

分析，其內容宜廣闊清晰；若從單一角度思考，其申述宜嚴謹深邃。無論考

生的角度為何，均須就論說的素質和立意綜合評分。 

⚫ 取材須配合立意。考生所提理據須與其看法相關，並對兩者之關係予以析述；

其理據倘是具體而普遍的情境，或為已驗證的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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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我已經如此讓步，卻還是沒能得到預期的結果。」根據以上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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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題要求考生記述自己已作一定程度的讓步，但結果仍然不如預期的因由和

經過，並抒述當中的感受和體會。 

⚫ 「讓步」，指出現對立或矛盾時，為避免起衝突，放棄自己主張或利益的一

部分，以求事情和平解決。「如此」一詞暗示對於自己來說，讓步的程度已

達一定高的水平，或自覺所作的退讓已足夠多。考生須構思一個情境，當中

「我」應與他人有意見分歧或矛盾，以致情節上出現需要讓步或妥協的基礎。

「預期的結果」，在此指的是意圖透過讓步來達到的結果。考生必須清晰交

代「我」對讓步所致結果的設想，並具體交代自己如何讓步。 

⚫ 「明明……卻……」屬轉折複句，強調「讓步」這個行為的後續發展或結果

跟預期／設想／臆測的落差，而自己就此有一定程度的不解甚或不甘。至於

導致落差或事與願違的原因，題目並無限制，只要言之成理，且有足夠的鋪

墊及敘述，即可接受。考生可透過時序、情節推進以表現心情變化，先記述

讓步前的掙扎和設想，並刻劃相關情感和心理狀況，然後交代自己決定讓步

的經過，以及結果不如預期的心理落差及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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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須透過敘事和描寫抒發個人體會，取材須配合立意。本文不宜只交代「我」

讓步後結果未如理想，便立刻收結全文，應藉此提出深刻的體會和感悟，可

以是反思讓步或妥協是否必要和有意義，或探討結果與預期不符的原因，或

思考讓步對人對己的利弊得失，或分析如何衡量應否讓步等，不一而足。 

⚫ 考生必須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寫作；「（已經如此）讓步」的人必須

是「我」。至於敘述者的身分則沒有指定，只要相對於「讓步／預期的結果」

的經歷而言合乎情理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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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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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經歷必須合乎生活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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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應重視自己的價值，肯定自己；有時候我們卻應謙虛聆聽，接納

意見。試以「適時的放大與縮小」為題，試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就「適時的放大與縮小」開展話題，談談個人的體會，考生可

以題目引子作切入，以緊扣題旨發揮。 

⚫ 「放大」，指將事物的規模、程度或效果擴大；「縮小」，指規模、數量、

範圍或數目上減少，由大變小。在本題，「放大」和「縮小」的事物須是「自

己」或與自己緊密相關的概念。因此，「放大」可以理解為放大自己的優點、

令自己的重要性更為顯著、提高個人自信心、更積極地表現自己、提升自我

認同並看重自己等；「縮小」則可理解為虛心謙卑、將自己放在一個相對不

那麼重要的位置、或藉由「放大」其他人的重要性及位置來使自己相對變得

「小」等。構思內容時，考生必須具體交代相關的處境是什麼、「放大」與

「縮小」背後的考慮因素以及「放大」與「縮小」的具體表現。 

⚫ 「適時」，指正合時宜、時機，時間上正合適。考生必須明確提出情況劃分

的準則是什麼，或詳細說明怎樣為之適當的時機／時間，換言之，在某個情

況下「放大」可起理想的效果，放諸另一情境之中則未必如此。考生必須緊

扣「適時」的概念來回應「放大」與「縮小」，否則將被視為扣題不緊。 

⚫ 「與」字表示兩者並重，互有聯繫。兩者必須觸及且相關連，或起襯托，或

呈一體兩面的關係。各自所佔篇幅的多寡，即或有所側重，亦可酌情接受，

但不可偏廢。內容既可比較或結合兩者以抒述深刻的體會，也可客觀說明什

麼時候應該選擇其中一者作為應對方法，惟內容必須緊扣放大與縮小兩者。 

⚫ 考生可以題目引子的內容為切入點，抒發個人體會，惟考生不必囿於引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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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時的放大與縮小」的旨意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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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的放大與縮小」有著不同的看法

或體會。出現、存在或需要「適時的放大與縮小」的範疇不限，引發對「適

時的放大與縮小」之思考的事物亦無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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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關乎人際交往、學業、工作、籌備

活動、群體生活，或其他任何合理的處境，只要能清晰交代及呈現「適時的

放大與縮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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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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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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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適時的放大與縮小」相關的體會因人而異，故考生可以從不同角度與題

材切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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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的放大與縮小」應是

文章的關鍵焦點，主導全文內容或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探討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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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縮小」的想法，

東拼西湊，忽略整理內容之間的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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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較為膚淺和虛浮，評品自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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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人認為，現今社會風氣更趨多元，人們容易尋找自我；亦有人認為現今社

會風氣過於多元，人們更容易迷失自我。你較認同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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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時須將其放在社會風氣多元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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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風氣」，指社會在特定階段所呈現的習尚、風貌，是社會中的風俗習

慣、文化傳統、行為模式、觀念以及時尚等要素的總和。而社會風氣若被稱

為「多元」，指的是對不同價值、取態、文化、習俗、生活方式等，都予以

確認、尊重與包容，能和諧共處，甚至欣賞其個別差異。考生舉例論證時，

必須明確交代「社會風氣多元」的情況，論述其如何影響人們的自我。 

⚫ 「自我」可指向自我意識或自我概念，即個體對自身存在狀態的認知及評價。

「尋找自我」，可以是透過摸索來認知自己的身份、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

什麼、在生命中的目標、有什麼價值觀或信念等。「迷失自我」即對上述概

念不存在認知，或處於迷惘、方向不明的心理狀態。考生舉例論證時，必須

具體呈現人物「尋找自我／建立自我」或「迷失自我」的表現。 

⚫ 無論考生選擇哪一個立場，「現今社會風氣多元」是討論的基礎及前提，對

「多元」的演繹可見於不同範疇，但考生不宜否定這個前設，或提出社會風

氣並不多元、流於單一，這樣則無法在題目框架之下提出有效的論述。 

⚫ 對於「現今社會風氣多元」的解說可詳可略，惟必須具體，這樣才能夠論證

其跟「容易尋找自我／容易迷失自我」的因果關聯。立意高下取決於考生對

社會風氣與自我定位的關聯是否有深刻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本題並非只

要求考生說明或介紹現今社會風氣如何多元，或剖析背後原因；而是要就這

個情況如何影響人們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自我價值展開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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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回應「較認同何者」，可以是選項較符合個人理念或現實情況，或其較為

常見、是普遍情況，或箇中的邏輯關係較能成立等等；全文用以比較的衡量

準則宜清晰、明確和統一。考生若以「視乎情況」為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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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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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認同「人們容易尋找自我」者，須論證此跟「社會風氣多元」的因果邏輯，

可以是多元風氣讓部分非主流的發展方向或價值也被接納，讓人們建立自我，

也可以是多樣的選擇讓人們有機會嘗試適合自己的方向，更容易尋找自我等。

以上為論述方向舉隅，考生亦可構思其他論點，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較認同「人們更容易迷失自我」者，須論證此跟「社會風氣多元」的因果邏

輯，處理時可以跟「單一／非多元」的社會風氣作比較，以回應「更」字。

可以是多樣的選擇反而使人眼花繚亂，花費許多時間及成本卻無法選定方向，

反而迷失，也可以是多元風氣下眾聲喧嘩，人們難以判斷哪個較為合適等。

以上為論述方向舉隅，考生亦可構思其他論點，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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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