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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思篇(表達能力) 

積學以儲寶(知識量) 

酌理以富才(批判性思維) 

研閱以窮照(視野、前瞻性) 

馴致以懌辭(文筆) 
 



閱讀理解能力 

寫作表達能力 

聆聽理解能力 

說話表達能力 

 

文學知識 

中華文化知識 

品德情意價值觀 

思維能力及方法 

語文自學能力及
態度 
 



自主學習？ 

聘請補習？ 

責成學校？ 

地獄訓練？ 
 

動之以情？ 

誘之以利？ 

攜手同行？ 

親子同樂？ 
 



 卷一閱讀能力(75分鐘,20%) 

 卷二寫作能力(90分鐘,20%) 

 卷三聆聽能力(約45分鐘,10%) 

 卷四說話能力：甲部朗讀(1分鐘,3%) 、 

                             乙部小組討論(15分鐘,11%) 

 卷五綜合能力(75分鐘,16%) 

 校本評核：20% 

    必修兩個分(8%) 、選修單元三個分(12%) 

 

 

 

 

 



 卷一閱讀能力(75分鐘,24%) 

 卷二寫作能力(90分鐘,24%)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90分鐘,18%) 

 卷四說話能力：小組討論(約25分鐘,14%) 

 校本評核：20% 

    選修單元兩個分(14%)、閱讀活動(6%) 

 

 

 

 

 



 07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38.71/90  (43%) 

 08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38.12/86  (44%) 

 09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30/81       (37%) 

 10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34.5/92    (37.5%) 

 11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28.96/90  (32%) 

 12年閱讀能力卷平均分28.5/84    (34%) 

 

 



 考生普遍能對文章有基本理解，能擷取直接信息，然
而，若題目要求考生就一種說法引申推論，其表現則
令人失望。 

 要求考生簡單說明文章主旨及性質，此本為相當基本
的要求，惟考生表現仍然有待改善。 

 新課程着重應用及評價能力，測試考生能否以生活事
例配合題旨並作出個人論斷，考生宜多加注意，培養
評價能力。 



 考生的程度異常參差。 

 常見的毛病，是用詞不當、句法錯誤、錯別字多，標
點符號少變化。 

 除了審題不清楚外，立意平凡、流於俗套、取材蕪雜、
粗枝大葉，未能配合題旨。 

 考生字體普遍潦草，筆劃含糊不清，而且繁簡不分，
能寫正確簡化字的不多。考試時間緊促，惟考生書寫
仍應以端正為準。 

 

 



 要求考生理解熟語在特定情境的意思轉化和借指，考
生表現稍遜。 

 要求考生綜合上文下理，分辨說話者語氣時，考生多
未能掌握言外之音。 

 考生表現較差的是評論題，重點在於評論，可惜考生
多只重複雙方的觀點，只述不評。 

 也有考生只表明個人立場而未有闡述其支持和反對的
理由，看似評迹而未當評述。 

 



 口語溝通： 

    考生在「應對」及「態度」方面較為差強人 

    意。濫用套語，空具形式而欠缺真誠。 

    最明顯的毛病是內容人云亦云居多，論點鮮 

    有新意，意念單薄貧乏。 

    至於語言無味，詞彙貧乏，也是考生的通病。 

 



1/ 語境意識：不同身份的語氣、上下行文書及 

    不同體裁的語氣措詞。 

2/ 整合拓展：閱讀四至六份資料、聆聽10分鐘， 

    整合資訊、拓展資訊。 

3/ 見解論證：按題目要求提出見解並論證有關 

    見解。 

4/ 表達組織：按體裁特點、段落結構、遣詞造 

     句、字體、標點等項目評分。 



 語境失當： 「我希望我的意見能為博士帶來啟發
性」 、 「我的高見」 。 

 整合不全，無力拓展，混淆立場論點，以抄資料塞
卷。 

 見解論證，考慮不周，無生活事例。 

 表達組織：脈絡不清，前後欠呼應， 「整」多「見」
少，無論證，看圖不看字，有日期及署名。 



 考甚麼(大海撈針) ÷ 教甚麼(博大精深) 

 試卷(創意無限)× 課程(螺旋上升) 

 教學(五項全能) ＋ 習作(算無遺策) 

 公開試報告(循循善誘)  × 學校評估(量體裁衣) 

 課程發展處：理想課程 

 考評局：以考促教 

 出版商：大量教材供應 



 語文基礎知識學習重點 

 閱讀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寫作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聆聽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說話能力、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品德情意範疇學習要點 

 

請參考本校親子學習手冊 

 

 

 



 擷取/解釋/重整/延展/評鑑/再創造資訊 

07考《冥王星的最後一夜》,《只能陪你一程》,  

        《史記.滑稽列傳》 

08考《探月感言》,《春江花月夜》,《不圓亦圓》 

09考《民以食為天》,《訓儉示康》 

10考《自嘲》,《說符》 

11考《二十四孝圖》,《孔子家語》,《孝經諫諍章》 

12考《橋》,《韓非子.五蠹》 

13考《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說誓》,《呂氏春  

          秋.士節》 
 



 題1填充題，判斷《民以食為天》一文環繞甚麼主題
而談。重整資訊，2分得分率37.5%。 

 2至5題填充題，判斷《民以食為天》一文包含哪四個
重點。重整資訊，3x4分得分率2.3 、17.7 、29.7 、
6.3% 。 

 題10填充題：考問學生文化素養及論辯概念，提示是
「以」組成的詞語或諺語/成語。(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2分得分率7% 。 

 題18填充：選取表達感受的詞語作答。無奈/惘然：3
分得分率27.3% 。 

 



 題19擷取「語帶雙關」的句子：2分得分率11.5% 。 

 題26選擇題段旨：2分得分率23.5% 。 

 題27解釋字詞「今人乃以儉相詬病」病：1分得分率
4% 。 

 題30有人指出從論說文的要求看，本文的說服力並不
足夠，而我的看法是：6分得分率21.5% 。 

 題31對於節儉，有人認為是道德上的問題，有人認為
不是，我認為：4分得分率26.3% 。 

 

 

 

 



1/ 「唐老師是我最敬愛的老師，他不喜歡說大道理，   

     從他平日 待人接物，我體會到中國文化可貴的一 

     面。」根據以上一段描述，試記述唐老師的言行， 

     抒發你對他的感情。 

2/ 「一個寒冷的冬天，幾隻刺蝟擠在一起取暖，由於 

     他們身上長滿了短刺，彼此戳痛了對方，所以不得 

     不散開，可是，寒冷的天氣又驅使他們擠在一起， 

     同樣的事情重複發生，他們終於明白：不要太近， 

     也不要太遠，最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 



3/  有些國家的大學，容許學生完成中學課程後，在 

     入讀大學前，有一年休學年，學生可離開校園， 

     利用這一年追求夢想或體驗生活，為大學生活作 

     好準備。假若大學已錄取了你，並給予一年休學 

     年，你會如何善用？試談談你的構思。 

 



 擷取/解釋/重整/延展/評鑑/再創造資訊 

 07考青少年崇拜偶像 

 08考時間和時間觀念 

 09考面對逆境 

 10考中國古代貨幣及歐洲貨幣，個人經驗分享 

 11考電影節活動 

 12練習卷考神話 

 12考單車學會的推廣活動 



 有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試談談你的看法。 

    資料1海報「為善最樂，福有攸歸」 

    資料2「平生莫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     

  《盆兒鬼》、「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要維繫友誼，你認為下列哪一種做法較為適合？ 

    經常會面      坦誠相向      投其所好 

    資料1「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     

    資料2「和朋友談心，不必留心，但和敵  

    人對面，卻必須刻刻防備。」魯迅 

 



 工具性知識：文體寫作、標點、修辭、語法、成語、諺
語等語文知識； 

 人文性知知識：經史子集，唐詩、宋詞、元曲、戲曲、
話本小說、政論、散文、散文…… 

 策略、興趣、態度、習慣 

1/ 多廣泛閱讀、多類型寫作、多交流討論 

2/ 培養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3/ 挑戰自己的技能/能力：五級描述的終極理想 



 閱讀：準確理解篇章內容；全面或深入地領悟深
層意  思；就篇章內容或語文表達提出有說服力的
評價與較有新意的見解。 

 寫作：主題突出，題材新頴，情真意深，有文釆，
結構嚴謹。 

 聆聽+寫作實用文：掌握不同話語人的立場、論點、
論據，評價或意見具針對性、情理俱佳。 

 口語溝通：見解獨到、意念豐富，能回應、能引
導，自然、自信、自若，尊重別人有風度。 

 

 

 

 



 聽、說、讀、寫及綜合運用，都是能力，都是 

    語文的工具性。 

 沒有思想感情，沒有內涵，掌握了語文工具性的知
識也不能表真情、達真意，語文沒有說服力，也沒
有感染力，更無承傳文化文明的作用。 

 優秀的語文，是文學、科學、藝術各種知識的 

    載體，以及學習媒介。 

 21世紀，更需要具備「廣泛的知識」的人材，才配
合「全球化」帶來的激烈競爭。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要知道：學甚麽？ 怎樣學最有效率？                       

      要怎樣運用知識？ 能否創造新知識？ 

      已遠比學習本身重要。 

  資訊和知識，日新月異，只教書的學校教育永遠  

     追不上時代需要，所以，大、中、小、幼學校在 

     知識學習上正承擔着不同的功能，而教學生以學   

     習方法、培養自學和終身學習習慣，已遠比學習 

     本身重要。  

 



 認識知識：學習經史子集數理化生地物經體藝等
基本知識，了解基本原理，。 

 辨識知識：分辨異同，判斷真偽，為應用知識做
好準備。 

 應用知識：為生計，為初步掌握人類的文化和文
明做好準備。 

 評鑑知識：知所優劣，為繼承人類的文化和文明
做好準備。 

 創造知識：努力發展，立己立人，達己達人。 

 



 認識知識(小學及初中)：培養讀、寫、聽、說的
基本能力，增進語文、語法、文學知識。 

 辨識知識(小學及初中)：辨清字詞、單複句、各
種修辭寫作手法及文體、實用文及文學體裁。 

 應用知識(小學及初中) ：能確切掌握語文的輸入
和輸出，表情達意，解決生活需求。 

 評鑑知識(高中及以上)：具有能獨立思考、批判、
審美各種文字及語言的能力。 

 創造知識(高中及以上)：創造實用性及文藝性的
語言及文字，立己立人，達己達人。 



以家校合作為綱，培養成熟的生活態度。 

以人文性及工具性平衡發展為綱，建立明
確的學習目標。 

以能自學、可協作為綱，培養獨立的、樂
群的學習態度。 

常背誦(積學以儲寶)、常反思(酌理以富
才)、常讀聽(積學以儲寶)、常討論(研閱
以窮照) 、常寫作(馴致以懌辭) 



積學儲寶：正字正音、親子閱讀(典故
成語、人物傳記、中外神話小說...) 

博古通今：分享討論(中外社會事件、
古今文化文學藝術政治經濟議題) 

 



了解學校的用書/課程 

了解學科習作及平時分的安排(形成性評估) 

了解學校測驗、考試的安排(總結性評估) 

了解學校語文學習活動的安排 

了解學校語文獎勵活動的安排 

了解學校語文學習資源的情況 



人文性即文化內涵，包括文學知識、中華
文化常識、品德情意價值觀培養等。 

工具性即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包括閱讀
理解能力、不同文體的認識及寫作能力、
不同修辭的認識及創作能力、聆聽理解能
力、得體的演說及討論能力、思考方法及
邏輯思維的認識及應用、語文自學能力等。 



 形成動機：循循善誘、因材施教 

 安排環境：多書多樂、少機少怨 

 建立習慣：以動養靜、以靜養動 

 提供資源：無規矩不能成方圓 

 適當獎勵：培養滿足感、成功感 

 鼓勵分享：切磋砥礪、見賢思齊 

 擴闊視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培養承擔：小時了了、大亦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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