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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年度 常規課程第九期（Reg 9） 寫作能力 評卷參考                             

1. 試以「一場沒有掌聲的表演」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以一場沒有掌聲的表演作為線索，抒述個人的體會和感悟。 

⚫ 「表演」，泛指一切以公開方式表現技藝或情節的活動，例如戲劇、舞蹈、

雜技等的演出。考生就表演的取材並無限制，表演內容可以是音樂、戲劇、

舞蹈、朗誦、魔術、雜技、繪畫、展覽、大匯演、體育競技等，不一而足；

至於表演所在的地點或場合，亦無限制，可以是校內（如校慶、畢業典禮、

學校聚餐）、街頭巷尾、大會堂、劇院、體育館、宴會廳、社區中心、任何

公共空間等，也可以是任何典禮或重要場合，茲不贅舉。至於「我」的身分

及與表演的關係亦無限制，可以是參與表演的一分子，可以是負責排練或其

他準備工作的人員，也可以是觀眾。倘若考生認為相關資料有助扣題或鋪展

內容，可適當地交代。內容重點之一是就表演過程（或／及結果）的敘述與

刻畫，以及由此興起的個人感受，考生不應忽略內容上的詳略分布。 

⚫ 「掌聲」，即拍手的聲音，常用以表示鼓勵、稱讚。「沒有掌聲」的原因可

以有很多，可以是現場觀眾認為不值得給予鼓勵，可以是出現突發事故導致

觀眾未有給予掌聲，可以是因著特定因由或受眾而選擇以其他方式表達鼓勵，

也可以是其他原因，只要考生言之成理，即可接受。「沒有掌聲」的原因不

一而足，並無一定的規限，惟必須合理，且能配合情節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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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特質，並呈現「沒有掌聲」這題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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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悟和體會乃承接「沒有掌聲的表演」而來，即是因表演內容／沒有掌聲而

觸動心情，故敘事部分與感悟的關聯須緊密穩妥。經歷若寫得具體、細緻，

情感自然深刻。至於所抒發的感情，可以是濃，可以是淡；可以是正面，可

以是負面，並無太大限制，惟須真實自然，不宜為文造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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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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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眼的物品擁有非凡的價值，乏人問津的地方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日常

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會帶來深遠影響。許多事物看似平凡，然若仔細探索，則

能發現當中的不凡。 

試以「從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日常生活之中，多的是教人習以為常的平凡事物，然若能仔細觀察探索，有

時候可發現當中不平凡的一面。本題希望考生以個人體驗、見聞或想像，表

達「從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的所思所感。 

⚫ 「平凡」，指平常、不出色、普通，沒有突出或值得注意的地方，或形容缺

乏特色或長處。「平凡」可以是普遍客觀的看法，也可以是個別的主觀感受；

一切人、事、物、情、景皆可以是「平凡」的主體。考生可從萬事萬物中，

以單一或多項的「平凡」作為文章的主線。無論考生所寫的是什麼，皆須清

楚呈現或表達其「平凡」的情況。 

⚫ 「發掘」，指把人們不容易發現的事物揭露或揭示出來，有發現、引出的意

味。「發掘」往往是主動、有意識地為之的。「不平凡」，即相對於「平凡」

的概念，可以是有特色、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反映出獨特之處等。「發掘不

平凡」，可以是實寫，也可以是虛寫。「發掘不平凡」的方法很多，不管其方

法為何，均須呈現「平凡」的轉變過程，或展現轉變後的不平凡。 

⚫ 本題要求考生以「從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為題，就其個人體驗、所見所聞或

聯想引起的情感或思考寫作文章，文體不限，或借事抒情，如描寫自己面對

「平凡」的觀感轉變；或闡述個人見解，如析論「從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的

方法或重要性。立意取材方面，考生須扣連「平凡」的特質、「發掘不平凡」

的意涵，自定處境、述說經歷、抒發感受，或作出反思。無論怎樣取材構思，

「從平凡中發掘不平凡」應是文章的主題，相關思考是文章的關鍵，主導全

文的內容和結構，是文章的線索和探討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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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的旨意即可。 

⚫ 文章的寫作方式可以千變萬化，能否切合題意，視乎考生的所思所感是否和

「平凡」的特質、「發掘不平凡」的意涵緊密扣連。其高下取決於考生對「從

平凡中發掘不平凡」的描寫是否細緻，思考是否深刻；或能否全面或深刻論

述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生活面貌、個人心境等。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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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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不平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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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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端：「很多事情，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應該有灰色地帶。」 

念慈：「只要不危及他人，一切行為都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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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生斯世，很多事情是黑白分明的，有明確的對錯之分，讓人知道什麼應該

做，什麼不應該做，不應該有灰色地帶。然而有些時候，相關界線卻並非那

麼清晰分明，存在著可以斟酌或演繹的空間，於是有些人認為，人們的行為

只要不影響別人，都是可以做的，並非不道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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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指正確、正常的，符合事實、道理或標準。「錯」，指不對的，與客

觀實際不符合，或違背了某些觀念及準則。「灰色地帶」，指界線比較模糊、

好壞或對錯之間的中間地帶。「危及他人」，即對他人造成傷害或危險，可以

是實質、物理性的傷害，也可以是無形、精神或心理層面的。「道德的」，即

符合合宜的規範與準則；道德是人類分辨善惡對錯之行為的規範總體。 

⚫ 修端的話聚焦於事情在對錯上的絕對性，認為世事非黑即白，對錯應有明確

界線及劃分，某程度上即認為若存在灰色地帶則會帶來問題。而念慈的話則

把界線定於是否危及他人，認為這是判斷事情是否道德的準則，換言之，一

些普遍被認為錯誤的事情，假若不傷害別人，也並非不道德／不可以作的。 

⚫ 考生須回應「很多事情，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應該有灰色地帶」和「只

要不危及他人，一切行為都是道德的」，並據此建立個人對「事情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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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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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角度可以千變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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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以「不願再次打開的抽屜」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本題要求考生以不願再次打開的抽屜為線索，抒述個人感悟及體會。 

⚫ 「抽屜」，指桌子或櫃子上所裝置，可以拉出或推入的盛東西的匣子。「再

次打開」，意味並非第一次打開、之前已曾打開過抽屜。「不願」，即不希

望、不想要；或指不甘心、不情願。考生必須明確交代不願再次打開抽屜的

原因，並作仔細的心理刻劃，相關原因必須合情合理。由於抽屜可裝放不同

物品，因此除了抽屜本身，內裡的物品也可以是敘事者不願意再次打開抽屜

的原因。至於相關物品如何／為何／被誰放在抽屜中，考生倘若認為此有助

扣題或鋪展內容，可適當地交代，但考生不應忽略內容上的詳略分布。 

⚫ 「不願再次打開」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抽屜裡的物品使「我」回憶起不堪

回首／傷心／悔恨的往事，「我」不希望再次面對；可以是上一次打開抽屜

的經歷和感受不佳，令「我」耿耿於懷，尚未能再次面對；可以是標誌著對

某件事或某個階段告別的決心，希望藉著「不再次打開」作為放下和釋懷的

憑證；也可以是其他原因，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 

⚫ 本文以敘事為主，敘事的方式，以及描寫、記敘和抒情部分的詳略輕重，表

達的形式，均不拘一格，只要自然妥貼，能呈現真情實感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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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角色、

人物和環境的描寫也要細緻和傳神，才能具體呈現情感和思想。考生可以平

淡的筆觸描寫敘事，讓情思隱含在敘述之中，並不一定在敘事之後以獨立段

落抒發感受；而描寫敘事與思緒或感受之抒述，也可略有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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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屜」的意涵或象徵意義，並呈現「不願再次打開」這題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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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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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人們重複過著相似的生活，與相同的人見面，往返一樣的地方。外在

環境是相似的，若以不一樣的心態過每一天，則可尋覓不同的樂趣。 

試以「為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題解／寫作要求／需要扣連的字眼： 

⚫ 日復一日，許多人過著一式一樣的生活，沒有新意。若能為重複的生活增添

樂趣，亦可叫人享受或樂在其中。本題希望考生以個人體驗、見聞或想像，

表達「為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的所思所感。 

⚫ 「重複的生活」，泛指一切飲食起居等方面反覆相同或再出現的情況、境遇。

無論考生所寫是生活的哪個面向，皆須清楚呈現或表達其「重複」的情況。

「增添」的意思是增加、加多；「樂趣」是指使人感到快樂的情趣。「增添

樂趣」可以是實質行動，也可以是心情轉變；可以實寫，也可以虛寫。「增

添樂趣」的方法很多，不管其方法為何，均須呈現「重複的生活」的轉變過

程／觀感變化，或展現轉變後的樂趣。 

⚫ 本題要求考生以「為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為題，就其個人體驗、所見所聞

或聯想引起的情感或思考寫作文章，文體不限，或借事抒情，如描寫自己面

對「重複的生活」的觀感轉變；或闡述個人見解，如析論「為重複的生活增

添樂趣」的方法或重要性。立意取材方面，考生須扣連「重複的生活」的特

質、「增添樂趣」的意涵，自定處境、述說經歷、抒發感受，或作出反思。

無論怎樣取材構思，「為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應是文章的主題，相關思考

是文章的關鍵，主導全文的內容和結構，是文章的線索和探討對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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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的旨意即可。 

⚫ 文章的寫作方式可以千變萬化，能否切合題意，視乎考生的所思所感是否和

「重複的生活」的特質、「增添樂趣」的意涵緊密扣連。其高下取決於考生

對「為重複的生活增添樂趣」的描寫是否細緻，思考是否深刻；或能否全面

或深刻論述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生活面貌、個人心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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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的生活／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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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做人應該要有立場。」 

允行：「但有時沒有立場反能接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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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言沒有立場的人就如牆頭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傾倒，毫無原則可言。

有些人沒有立場是因為見風駛舵，為求保護或增進自身的利益；有些人沒有

立場則是認為各方都有道理、可取之處，無法選定一邊支持，或認為沒有選

邊站隊的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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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立場」，指批評、觀察或研究某問題時所處的地位和所保持的態度。考生

必須明確指出論述或例子中與「立場」相關的事情或議題是什麼，以及說明

「（不同）立場」的內涵及背後考慮。然而，討論不宜過分側重評價個別情

況下誰對誰錯、孰善孰惡，而是應該聚焦於人們有什麼立場、為何有此立場、

有立場所致的影響等，才能緊扣題目兩則對話的核心來發揮。 

⚫ 一心的話聚焦於立場的必要性，即其對於立身處世、待人接物有一定的意義

和重要性，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認為沒有立場會導致問題或壞處。而允

行的話則試圖探討沒有立場／不預設立場的好處，認為這樣能接受既定觀念

以外的看法及可能性，不無可取之處。 

⚫ 考生須回應「做人應該要有立場」和「有時沒有立場反能接受更多」，並據

此建立個人對「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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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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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角度可以千變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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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