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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中六級模擬考試 

中國語文 試卷二 

寫作能力─評卷參考 

 

題目 1： 試撰寫文章一篇，並以「自此以後，我終於明白待人接物要『不愠不

火』，不怨恨、不動怒的道理。」為末句收結全文。 

 

解題／界說： 

‧ 「自此之後」：即在某件事或某個時刻之後。 

‧ 「終於」：表示經過種種變化或等待之後出現的情況。 

‧ 「明白」：人們從事件中得到教訓，並有所領悟。 

‧ 「待人接物」：跟人相處。 

‧ 「不愠不火」：待人接物總是不怨恨、不動怒。 

‧ 「收結」：以上述句子作為文章結尾，寫作故事。 

立意： 

‧ 每個人在待人接物時，面對不同的人和事，或順境或逆境，或喜悅或憤怒。

各人的價值觀或對人生的體會都有差異，就會以不同的態度面對，「不愠不火」

是其中一種面對的方式。「不愠不火」指不怨恨、不動怒，有別於冷漠、不屑、

消沉。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人有不愠不火的反應，表示內心冷靜，能保持理智

去思考。不愠不火的反應可藴含人處世的心態，例如事與願違時自若、碰到不公

義事情時的沉着、遇到糾紛時的鎮靜。不愠不火又可代表人的待人態度，譬如被

滋擾時的心平氣和、不受尊重時的若無其事、對別人無禮表現的一笑置之。不愠

不火也可反映人在面對紛繁世事時的人生觀，好像克制的、理性的。考生可從「不

愠不火」這一反應的特質，連繫至相關的待人處世態度或人生觀，只要當中的詮

釋或聯想合乎情理，即可接受。本題旨在讓考生從不同角度思考不愠不火的定義，

探索人們面對不同的人和事時，如何能做到不愠不火，從而反思不愠不火的價值

和個人的生活態度。 

‧ 考生須選取與「不愠不火」意涵有關的事物作素材，構思文章的立意，取材

與立意之間須有合理的關聯。無論怎樣取材構思，「不愠不火」應是文章的關鍵

詞，主導全文的內容和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探討對象。 

‧ 立意明確：對「不愠不火」的理解、聯想或詮釋合理；（立意、取材） 

‧ 取材或立意與「不愠不火」的關聯較為緊密；取材能體現或闡明立意。（立

意、取材） 

‧ 取材不拘，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 

‧ 文體不限，如選擇某類文體寫作，即按該文體的一般要求評閱。 

 

 

寫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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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須以第一人稱「我」的觀點敍述。考生可以先敍事，後抒情，或夾敍夾

抒（融情於事），或夾敍夾議讓看法隱含敍事之中。 

‧ 文章取材須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才容易引起共鳴。 

‧ 文章須通過敍事和描寫以抒發個人體會，取材須配合立意。 

‧ 立意的高下取決於考生記述的經歷是否別出心裁，並且能否緊扣一次有關

「不愠不火」的經歷，抒發深刻的體會。 

‧ 文章佈局不拘，鋪排得宜、詳略恰當即可。按記敍的內容可分為三個層次： 

一， 交代事件的背景或起因，為下文作鋪墊； 

二， 詳細記述經歷的過程，交代事件如何與「不愠不火」有關； 

三， 記述事件的結果，並抒發主角對「不愠不火」的領悟和感受；考生也可

就所敍之事在結尾部分加以議論，惟須配合事件的設定。 

‧ 示例： 

一， 交代事件的背景或起因，為下文作鋪墊：「我」從小性格火爆，遇到不

順心的事情或者不喜歡的人時，很容易惱怒、心生怨恨。因此，「我」與父母關

係不太好。外婆經常提醒「我」要控制自己的情緒，面對不同的人和事，都要做

到不愠不火。但「我」卻不以為然，不曾把她的話聽進心裏。 

二， 詳細記述經歷的過程，交代事件如何與「不愠不火」有關：這個暑期，

「我」整天在家玩電子遊戲，父母看得不是味兒，先苦口婆心地勸喻「我」不要

沉迷下去。「我」覺得他們嘮叨，只喝斥他們別來煩擾自己。爸爸於是警告「我」

停止玩網上遊戲，否則他會取消家裏的寬頻服務，不讓「我」使用網絡。聽到父

親揚言不許「我」上網玩電子遊戲，「我」感到異常惱怒，馬上對父母破口大罵，

還卯足勁地對他們又打又踢。「我」當時在盛怒之下，意識不到自己的錯失，滿

腦子只有對父母的怨恨，埋怨他們橫蠻無理，便氣沖沖地離家出走。「我」跑到

了外婆家，向外婆發泄內心的委屈和怨憤。外婆待「我」情緒平復下來，便勸誡

「我」對人對事常感到惱怒，只會令自己無法順利辦妥事情，也會破壞人際關係，

實在是百害而無一利。「我」省察自己剛才被憤怒沖昏頭腦，居然出手傷害父母，

感到悔不當初。過了一陣子，父母得悉「我」在外婆家，便來找「我」。他們沒

有嚴厲責罰「我」，只是用温和的語氣勸導「我」不應遇到不順心的事就急着生

氣。父母以成熟冷靜的態度處理「我」的忤逆行為，令「我」十分慚愧，馬上向

他們道歉。 

三， 記述事件的結果，並抒發主角對「不愠不火」的領悟和感受：外婆的說

話讓「我」反思自己容易暴躁、憤怒的性格會對己對人造成傷害，破壞自己和別

人的關係。同時，「我」看見父母被自己打罵，卻沒有怒不可遏，反而能冷靜而

理性地循循善誘「我」，教導「我」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緒，這讓「我」感到慚

愧。今後「我」下定決心，任何時候都要「不愠不火」，對人和處事都要不怨恨、

不發怒，保持平和的心。 

‧ 考生應使用適當的抒情方法來表達感情，如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

等，惟感情必須真摯、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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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考生所記述的經歷與「不愠不火」無合理關聯，或只記述經歷的過程，交

代情節，但沒有交代有關經歷與「不愠不火」之間的關聯，或會視作偏離題旨，

將會獲得較低的分數。 

‧ 考生可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如誇張、比喻、對比、擬物、擬人等，以及人物

描寫手法，如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等，將人物的形象刻畫得更立體鮮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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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抒情） 

品第 內容 表達 結構 標點字體 

上上 

準確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明確、深刻：對「自此以後，我終

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的理解、詮釋

或聯想合乎情理，能明確連繫至待人處

世的態度或人生觀，體會深刻。 

取材切當，焦點集中，能突顯立意：事

件、人物或情景，能突顯「自此以後，

我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所反映的

態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意之間的關聯

緊密，內容具體細緻。 

用詞精確、豐富；文句十分簡

潔流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段落區分明晰，起承轉合

自然，輕重詳略得宜。 

字體端正美觀、標

點運用準確。 

上中 

用詞準確、豐富；文句簡潔流

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上下 

用詞準確；文句通暢，表達手

法妥貼。 

中上 

能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大致明確，惟未及深刻：對「自此

以後，我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的

理解、詮釋或聯想大致合理，大致能連

繫至待人處世的態度或人生觀，體會一

般。 

取材恰當，整體能配合立意：事件、人

物或情景，能呈現「自此以後，我終於

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所反映的態度或

人生觀，取材與立意之間的關聯大致明

確，內容較為具體。 

用詞恰當；文句通順，表達手

法平穩。 

段落區分明晰，起承轉合

平穩，輕重詳略尚穩妥。 

字體端正；標點運

用平穩。 

中中 

（上） 

用詞大致恰當；文句大致通順，

表達手法一般。 

中中 

（下） 

尚能回應寫作要求。 

尚具立意，較為浮泛：對「自此以後，

我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的理解、

詮釋或聯想尚且合理，尚能連繫至待人

處世的態度或人生觀，體會較表面。 

取材尚能配合立意，較為蕪雜：事件、

人物或情景，尚能帶出「自此以後，我

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所反映的態

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意之間的關聯尚

明確，內容較為單薄。 

用詞平常；文句略為冗贅；表

達手法較為生硬。 

段落區分尚可辨識，起承

轉合生硬，輕重詳略失

衡。 

字體尚可辨認；標

點運用一般。 

中下 

用詞生硬；文句久通順、冗贅；

表達手法生硬；惟尚能達意。 

下上 

未能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未明或膚淺，或曲解文題：對「自

此以後，我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

的理解、詮釋或聯想牽強，甚或錯誤，

未能連繫至待人處世的態度或人生觀，

體會膚淺。 

取材不當，或極為蕪雜，未能配合立意：

事件、人物或情景，未能帶出「自此以

後，我終於學會不愠不火的道理」所反

映的態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意之間的

關聯不明確，頗多不相關的內容。 

用詞不當；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勉可達意。 

段落區分不明，起承轉合

紊亂，輕重詳略嚴重失

衡。 

字體難以辨認、標

點運用錯誤。 

下中 

用詞錯亂；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未能達意。 

下下 

用詞錯亂；句子顛倒；表達手

法極為拙劣；未能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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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2：試就下圖對你的啟發，以「道路」為題，寫作一篇文章。 

 

解題／界說： 

‧ 考生不必拘泥於漫畫的細節，逐一交代內容，只須從自己的體驗和已有知識

中取材，具體說明，抒發個人對漫畫內容的反思和感受。 

‧ 「道路」：指供車輛和行人通行的設施，例如馬路、公路、鄉村道路、隧道、

天橋、行人路、各種小徑等。「道路」又可比喻為達到某個目標的方

向，例如追尋夢想的路途、人生的成長路等；或指事物遵循的法則，

包括傳統文化習俗、前人訂立的規矩或處事原則、事物的傳統處理

方法等。 

‧ 「道路」是閱讀材料漫畫的主題。漫畫描述一個人面前有一條道路，但他走

向了沒有路的方向。 

‧ 漫畫的寓意：現實生活中，有些人眼前已經有一條明確的發展方向，但他們

卻選擇偏離既定的路向，自行發掘嶄新的前路，追尋自己的目標。 

 

立意： 

‧ 道路可以供人或車輛行走，讓人或物件都能更快捷便利地到達其他地方。在

日常生活中，道路是無處不在的，例如行人路、馬路、高速公路、小路、天

橋等。各類型的道路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加強地方之間的通訊往來，

甚至有疏導交通的作用。要設計一條道路，需要考慮人的需求、地勢、地方

佈局、人流和交通流量等問題，而一個地方的道路規劃，往往能反映當地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除了具體的道路外，道路亦可以比喻

為達到某個目標的方向，例如學生畢業後的出路方向、人們事業發展的路向、

追求理想的過程、人生成長的進程等；又可比喻作事物遵循的法則，比如前

人對某些事情的處理方法、古人的傳統思想、某些學術的普遍研究方向、主

流的意見與看法等。本題旨在要求考生思考「道路」的意義和價值，並反思

個人對「道路」這種常見事物的體會。 

‧ 考生須就漫畫帶出的道理，和「道路」開展話題，談談個人體會，而寫作方

式可以千萬變化。 

‧ 考生須選取與漫畫所帶出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有關的事物作素材，構

思文章的立意，取材與立意之間須有合理的關聯。無論怎樣取材構思，「道

路」這主題應是文章的關鍵詞，主導全文的內容和結構，或為全文的線索或

探討對象。 

‧ 立意明確：對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的聯想或詮譯合理；（立意、

取材） 
‧ 取材或立意與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的關聯較為緊密；取材能體現

或闡明立意。（立意、取材） 

‧ 取材不拘，可以是個人經驗，也可以虛構故事來說理或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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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體不限，如選擇某類文體寫作，即按該文體的一般要求評閱。 

 

寫作指引： 

記敍文寫作要求 

‧ 本文須以第一人稱「我」的觀點敍述。考生可以先敍事，後抒情，或夾敍夾

抒（融情於事），或夾敍夾議讓看法隱含敍事之中。 

‧ 文章取材須是生活中真實或普遍的情境，才容易引起共鳴。 

‧ 文章須通過敍事和描寫以抒發個人體會，取材須配合立意。 

‧ 立意的高下取決於考生記述的經歷是否別出心裁，並且能否緊扣漫畫的道理

和「道路」這個主題的含意，抒發深刻的體會。 

‧ 文章佈局不拘，鋪排得宜、詳略恰當即可。按記敍的內容可分為三個層次： 

1. 交代事件的背景或起因，為下文作鋪墊； 

2. 詳細記述經歷的過程，交代事件如何與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有

關； 

3. 記述事件的結果，並抒發對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的領悟和感受；

考生也可就所敍之事在結尾部分加以議論，惟須配合事件的設定。 

示例： 

1. 交代事件的背景或起因，為下文作鋪墊：「我」的家族自祖父一代已經營

西餐廳，到了「我」父母一代，餐廳擴充業務，開設了幾間分店。爸爸

和媽媽一直希望「我」能繼承家業，所以「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

前路，一心跟隨父母的安排，學習不同的知識，以便將來接手餐廳的生

意。 

2. 詳細記述經歷的過程，交代事件如何與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有

關：升上高中後，「我」參加了學校的繪畫班，發現自己十分喜歡繪畫。

「我」開始欣賞不同的藝術作品，積極地磨練自己的畫功。由於「我」

的畫技越見進步，「我」時常被老師推薦參加各項繪畫比賽，每次「我」

都能取得不錯的成績。後來，教授視覺藝術科的陳老師稱讚「我」很有

潛質成為一個專業的畫家，問「我」有沒有考慮過朝從事藝術工作的方

向發展。聽到老師的話後，「我」非但沒有一絲興奮，還感到一陣傷感。

其實當「我」發現自己對繪畫的熱愛時，便產生了繼續研習繪畫藝術的

念頭。只是每當「我」想到父母總希望「我」將來接管家族生意時，「我」

就會強迫自己打消念頭，告訴自己應該走父母所安排的「道路」。「我」

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回家路上，「我」的腦海中交替浮現父母自小對「我」

的期許和陳老師的說話。「我」想像未來的自己拿着畫筆，盡情繪畫時，

心中充滿期待；但當「我」想到自己將來要在餐廳接待客人，打點餐廳

生意，竟覺得痛苦難受。想到這裏，「我」明白自己最想走的是從事藝術

工作的「道路」，於是「我」決定鼓起勇氣，向父母坦白說出自己的想法。

知道「我」不想接管家族生意後，爸爸和媽媽都一臉訝異和不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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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打算讓「我」繼承家業，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有其他意向。「我」

清楚向他們說明將來的規劃和目標，爸爸聽完「我」的告白後，歎了一

口氣，說如果「我」對繪畫有如此大的興趣，又有明確目標，他願意支

持「我」的決定。媽媽亦微笑着說，她並不希望為「我」鋪好的前路成

為「我」的束縛，她只想「我」能有快樂的人生。「我」紅着眼眶點點頭，

心中充滿對父母的感激。 

3. 記述事件的結果，並抒發對漫畫的道理和「道路」這主題的領悟和感受：

得到父母的支持後，「我」更積極地鑽研自己的繪畫技巧，又參加不同比

賽，提升自己的創作水平，堅定地向着專業畫家的目標前進。一直以來，

「我」認為自己接管家族事業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只得跟從父母的指

示和安排前進。然而「我」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後，就開始對人生的前進

方向感到迷茫。幸好「我」最終能確認發展路向，並向父母坦白自己的

想法，走上追尋理想的道路。其實，世界上有各式各樣的人生道路，但

並非每條路都適合自己。不過，只要勇敢堅定地跟從自己的心意，即使

偏離原先設計好的路線，「我」相信終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找到人生的

意義。 

‧ 考生應使用適當的抒情方法來表達感情，如直接抒情、間接抒情（借事抒情）

等，惟感情必須真摯、動人。 

‧ 如考生所記述的經歷和事件與漫畫的道理和「道路」無合理關聯，或只記述

經歷的過程，交代情節，但沒有交代有關事物與漫畫的道理和「道路」之間

的關聯，或會視作偏離題旨，將會獲得較低的分數。 

‧ 考生可運用多種修辭手法，如誇張、比喻、對比、擬物、擬人等，以及人物

描寫手法，如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心理描寫等，將人物的形象刻畫得更立

體鮮明。 

 

論說文寫作要求 

‧ 本文宜以第一人稱論述觀點。 

‧ 質量互補：考生如從不同角度切入和分析，一般而言，內容當較為豐富，可

是仍須就論說的質素和立意綜合評分；考生如只從一個角度思考，即使取材

說不上豐富，如論述嚴密、立意深刻，也可以評予較高品第。 

‧ 文章的結構主要包括「引論」、「本論」、「結論」三部分。在文章開頭可提出

問題或說明情況，引入自己的觀點；提出的論點必須要有充足、合理的論據

證明，在文章結尾應重申中心論點，總結所言。 

‧ 按內容可分為四個層次： 

1. 概述漫畫所帶出的道理，或就「道路」一題表明個人立場； 

2. 詳論對漫畫的道理和「道路」的看法和感受，當中可以援引事例或名言

論述個人觀點； 

3. 提出駁論，列舉恰當的事例或名言支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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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內容，重申立場。考生亦可於結論部分略抒個人感受。 

‧ 示例： 

‧ 論述「道路」的個人想像或思考時，可引用下列觀點和例子： 

（有形的「道路」）「道路」自古以來是人類社會中的重要設施。在古代社

會，人們建設道路主要是為了方便畜牲、物件和人類移動，例如早在新石器

時代，中國就有專門給運載貨物的牲口行走的馱運道；至於西方，在公元前

二十世紀，埃及人為了運送巨石到建築金字塔的工地而修建道路。此外，道

路亦可作為軍事用途，例如羅馬帝國就修築了超過二十九條軍事公路，從首

都羅馬以輻射式向外擴散，連接其他城市的大道，以團結羅馬的人民和鞏固

其他被征服的地區的統治。修建道路還有助促進陸路上的通訊，例如中國古

代和古羅馬時期的道路上都設有驛站，以方便傳遞郵件或軍事情報。此外，

道路促進了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活動和文化交流，譬如西漢的張騫曾

出使西域，他行經的路線被後人開拓為著名的「絲綢之路」，推動中國與其

他中亞、西亞國家的交流。 

（無形的「道路」）在人生的成長過程中，我們難免會遇到不同的挑戰。部

分人會選擇走在主流或別人為他們鋪設好的「道路」上，循規蹈矩地生活。

例如現今不少學生習慣聽從父母的安排，學習父母希望自己學習的事物，或

選擇修讀熱門的學科，以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他們或許沒有人生目標，

或許缺乏自信，所以最終沒法活出自己的人生，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另一方

面，有些人則選擇遵從自己的心意，開創新的人生「道路」。走在嶄新的道

路上，我們或會遇到不少難關，但只要克服這些困難，必定取得成果。例如

美國企業家伊隆．麥斯克（Elon Musk）在 2002 年成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以製作低成本且可重複使用的火箭為目標。雖然曾多次經歷火

箭解體或在發射前爆炸的挫敗，但該公司最終成功設計出可回收的火箭，更

在 2020 年成功發射載人航天飛船，開創商業載人航空的先河。麥斯克帶領

公司達成多項前無古人的成就，為太空旅行立下嶄新里程碑。 

 

‧ 立論須明確，言之有物；論證須合理，觀點和論據須緊密關聯；說明和事例

要具體，不宜浮泛；論點和論據的鋪排須井然有序，綱目分明；如能引用古

今中外的名言或事例闡述，則更具說服力。 

‧ 文章高下取決於考生對「道路」的見解是否精闢、論述是否深刻完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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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抒情） 

品

第 

內容 表達 結構 標點字體 

上上 

準確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明確、深刻：對漫畫的道理和「道

路」一詞的理解、詮釋或聯想合乎情理，

能明確連繫至待人處世的態度或人生

觀，體會深刻。 

取材切當，焦點集中，能突顯立意：事

件、人物或情景，能突顯漫畫和「道路」

一詞所反映的態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

意之間的關聯緊密，內容具體細緻。 

用詞精確、豐富；文句十分簡

潔流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段落區分明晰，起承轉合

自然，輕重詳略得宜。 

字體端正美觀、標

點運用準確。 

上中 

用詞準確、豐富；文句簡潔流

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上下 

用詞準確；文句通暢，表達手

法妥貼。 

中上 

能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大致明確，惟未及深刻：對漫畫的

道理和「道路」一詞的理解、詮釋或聯

想大致合理，大致能連繫至待人處世的

態度或人生觀，體會一般。 

取材恰當，整體能配合立意：事件、人

物或情景，能呈現漫畫和「道路」一詞

所反映的態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意之

間的關聯大致明確，內容較為具體。 

用詞恰當；文句通順，表達手

法平穩。 

段落區分明晰，起承轉合

平穩，輕重詳略尚穩妥。 

字體端正；標點運

用平穩。 

中中 

（上） 

用詞大致恰當；文句大致通順，

表達手法一般。 

中中 

（下） 

尚能回應寫作要求。 

尚具立意，較為浮泛：對漫畫的道理和

「道路」一詞的理解、詮釋或聯想尚且

合理，尚能連繫至待人處世的態度或人

生觀，體會較表面。 

取材尚能配合立意，較為蕪雜：事件、

人物或情景，尚能帶出漫畫和「道路」

一詞所反映的態度或人生觀，取材與立

意之間的關聯尚明確，內容較為單薄。 

用詞平常；文句略為冗贅；表

達手法較為生硬。 

段落區分尚可辨識，起承

轉合生硬，輕重詳略失

衡。 

字體尚可辨認；標

點運用一般。 

中下 

用詞生硬；文句久通順、冗贅；

表達手法生硬；惟尚能達意。 

下上 

未能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未明或膚淺，或曲解文題：對漫畫

的道理和「道路」一詞的理解、詮釋或

聯想牽強，甚或錯誤，未能連繫至待人

處世的態度或人生觀，體會膚淺。 

取材不當，或極為蕪雜，未能配合立意：

事件、人物或情景，未能帶出漫畫和「道

路」一詞所反映的態度或人生觀，取材

與立意之間的關聯不明確，頗多不相關

的內容。 

用詞不當；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勉可達意。 

段落區分不明，起承轉合

紊亂，輕重詳略嚴重失

衡。 

字體難以辨認、標

點運用錯誤。 

下中 

用詞錯亂；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未能達意。 

下下 

用詞錯亂；句子顛倒；表達手

法極為拙劣；未能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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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 

品

第 

內容 表達 結構 標點字體 

上上 

準確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明確、深刻：對漫畫的道理和「道

路」一詞的理解準確，能具體說明個人

對「道路」的見解，見解深刻。 

取材切當，焦點集中，能突顯立意：概

念準確，論據妥貼具體，論證嚴密精到，

能具體闡述或說明有關見解，內容豐

富、飽滿，具說服力。 

用詞精確、豐富；文句十分簡

潔流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論證合理，論點和論據緊

密關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井然

有序，綱目分明。 

字體端正美觀、標

點運用準確。 

上中 

用詞準確、豐富；文句簡潔流

暢，表達手法純熟靈活。 

上下 

用詞準確；文句通暢，表達手

法妥貼。 

中上 

能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大致明確，惟未及深刻：對漫畫的

道理和「道路」一詞的理解大體準確，

能說明個人對「道路」的見解，見解一

般。 

取材恰當，整體能配合立意：概念大體

準確，論據恰當，論證平穩，能闡述或

說明有關見解，內容較為具體，頗具說

服力。 

用詞恰當；文句通順，表達手

法平穩。 

論點和論據整合有關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有序，

綱目尚明確。 

字體端正；標點運

用平穩。 

中中 

（上） 

用詞大致恰當；文句大致通順，

表達手法一般。 

中中 

（下） 

尚能回應寫作要求。 

尚具立意，較為浮泛：對漫畫的道理和

「道路」一詞的理解尚合理，尚能說明

個人對「道路」的見解，見解較為浮淺。 

取材尚能配合立意，較為蕪雜：概念尚

可，論據尚恰當，論證較為粗疏，尚能

闡述或說明有關見解，內容較為單薄、

表面。 

用詞平常；文句略為冗贅；表

達手法較為生硬。 

論點和論據整合尚見關

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欠序，

惟綱目尚可辨識。 

字體尚可辨認；標

點運用一般。 

中下 

用詞生硬；文句久通順、冗贅；

表達手法生硬；惟尚能達意。 

下上 

未能準確回應寫作要求。 

立意未明或膚淺，或曲解文題：對漫畫

的道理和「道路」一詞的理解牽強，甚

或錯誤，未能說明個人對「道路」的見

解，見解模糊。 

取材不當，或極為蕪雜，未能配合立意：

概念混亂，論據錯誤或與論點不相干，

論證錯誤、矛盾，未能闡述或說明有關

見解，頗多不相關的內容。 

用詞不當；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勉可達意。 

論點和論據沒有關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紊亂，

綱目不明。 

字體難以辨認、標

點運用錯誤。 

下中 

用詞錯亂；文句不通、冗贅；

表達手法拙劣；未能達意。 

下下 

用詞錯亂；句子顛倒；表達手

法極為拙劣；未能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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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3：試以「談隊長」或「談隊員」為題，寫作文章一篇。（請把文題寫在答題

簿的第一行）  

 

解題／界說：  

「隊長」：一個羣體組織而成的隊伍的首領，領導隊伍成員的行動。  

「隊員」：同一個有組織的羣體的成員。  

  

立意：  

社會由不同的羣體組織而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組成不同性質的隊伍，如運動

校隊、義工隊、童軍團隊、軍隊、紀律部隊、工作上的團隊等。我們通過參與這

些隊伍，經歷羣體生活。隊伍中有不同的角色，隊長是隊伍的首領，可經由推薦、

投票等方式選出。他既要管理隊員，指派工作給隊員，也要成為隊員和上級之間

的溝通橋梁，向上級承擔帶領隊伍完成任務的責任。中國自古對領袖有很高要求，

如法家倡導者韓非提出領袖須「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即無論親疏貴賤，領袖都應公平地按功過來賞罰部下。  

 

隊員是一隊羣體組織中的成員，他們要遵從領袖的指令行事，但是在某些情況下，

他們可以和隊長商量、討論隊伍所執行的任務和工作。正如《易經．繫辭上》說︰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意思是兩個人同心協力，他們的力量足以弄斷金屬，

足見團結的力量之大。而隊員之間是否和睦、團結，是一支隊伍能否順利完成目

標的關鍵，反映隊員與隊長、隊員之間的關係對隊伍的工作效率具有重要影響。  

 

本題要求考生從「隊長」或「隊員」兩個文題之中，選擇其一，闡述對「隊長」

或「隊員」的看法。考生不論是談「隊長」或「隊員」，須對人性人情、處世態

度、現實利害和價值理想等有所反思。  

 

本題要求考生談談個人對「隊長」或「隊員」的看法，考生可就以下方向立論：

說明「隊長」或「隊員」的定義和特點、分析人們喜愛「隊長」或成為「隊員」

的原因、說明「隊長」或「隊員」的價值和影響、建議如何看待「隊長」或「隊

員」、從「隊長」或「隊員」的特點觀察或了解到某些現象或原則等。  

 

立意明確：對「隊長」或「隊員」的理解或看法合理；（立意）  

論點和論據能闡述和說明有關看法。（取材）  

考生可從不同角度提出對「隊長」或「隊員」的看法，但所述必須緊扣「隊長」

或「隊員」。文章的高下取決於考生對「隊長」或「隊員」的反思是否深刻，推

論是否嚴謹周密。  

考生須就「隊長」或「隊員」表達意見，闡述論點時，結合現今生活和社會風氣，

或古今中外歷史典故，輔以適當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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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指引︰  

本文可以論說文寫作，考生須以第一人稱論述觀點。  

考生的立論宜緊扣「隊長」或「隊員」作論述。  

1. 質量互補：考生如從不同角度切入和分析，一般而言，內容當較為豐富，可

是仍須就論說的質素和立意綜合評分；考生如只從一個角度思考，即使取材

說不上豐富，如論述嚴密、立意深刻，也可以評予較高品第。  

2. 文章的結構主要包括「引論」、「本論」和「結論」三部分。在文章開頭可提

出問題或說明情況，引入自己的觀點；提出的論點必須要有充足、合理的論

據證明；在文章結尾應重申中心論點，總結所言。  

 

按內容可分為四個層次：  

1. 概述「隊長」或「隊員」的定義或特質，並表明個人立場；  

2. 評論對「隊長」或「隊員」的看法和感受，當中可以援引事例或名言論述個

人觀點；  

3. 提出駁論，列舉恰當的事例或名言支持論點；  

4. 總結內容，重申立場。考生亦可於結論部分略抒個人感受。  

 

示例：  

 

考生若選擇以「談隊長」為題，可援引以下觀點和例子：  

 

（隊長的職責）隊長是隊伍的領袖，肩負帶領團隊完成任務和工作的責任。為了

使隊伍順利完成目標，隊長必須能凝聚和維繫團隊中各隊員的關係，使所有隊員

朝同一目標，為團隊效力。此外，隊長必須取得隊員的信任，了解隊員的想法，

並按隊員能力分派工作和任務，盡力把隊伍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完成目標。而當

成員間出現矛盾時，隊長應出面調停，幫助隊員求同存異，從而減少紛爭和矛盾，

使隊伍氣氛更和諧，有利於隊伍完成工作或任務。正如澳洲一所大學的人力資源

策略學系研究提出，隊長的職責包括支持和鼓勵隊員，跟隊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

係，並為團隊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團結而高效的團隊。  

 

（優秀隊長應有的特質）優秀的隊長須具備洞悉他人能力的眼光和善用人才，能

了解每一個隊員的長處和短處，並懂得依據隊員的特質，分派工作和任務，讓他

們發揮所長，提升整體的工作效率。孔子說︰「君子長人之才」，意思是君子能

夠增進他人的才華。優秀的隊長還需要有膽量和承擔，能夠勇敢下決定帶領隊員，

並為整個團隊的錯誤負責。如前美國總統杜魯門以絕不推卸責任聞名，更在演說

中強調領導人需當機立斷，承擔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優秀的隊長亦應該一視

同仁，賞罰分明，絕不偏袒任何一方。韓非子認為︰「明君無偷賞，無赦罰」，

意思是賢明的君主不會私下給人賞賜，也不會隨便赦免人的刑罰。一名優秀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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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亦應擁有這種特質，懂得以公平的方式處理隊員的工作情況，才能令隊伍紀律

更嚴明，有效管理隊伍。  

 

  

 

考生若選擇以「談隊員」為題，可援引以下觀點和例子：  

 

（隊員之間應有的關係）隊員之間應保持良好的關係，互相學習，避免惡意競爭

和互相攀比。隊伍中各個隊員都有不同的才能和專長，假如隊員經常互相攀比，

就容易產生嫉妒、不滿、自卑等負面情緒，長遠損害隊員間的和諧關係，阻礙隊

伍完成工作或任務。因此，每個隊員應互相欣賞和學習，取長補短，不吝於把自

己的技巧或知識傾囊相授，才能使整個團隊持續進步，更有效地達成目標。孔子

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即使對方的學識和能力都及不上自己，但我們必定

可以從其他隊員身上學習到某些技能、知識或品德。如香港女子游泳代表隊成員

歐鎧淳曾說，她和隊友經常一起練習，互相學習。當她們在練習中遇到困難時，

會以彼此的進步互相鼓勵，使大家有信心能突破自己。她直言隊友的勉勵使她相

信自己，因此狀態大勇，更在世界賽中游出達到奧林匹克運動會標準的成績，取

得 2020 奧運會的參賽資格。  

 

（隊員的種類）不同的隊伍有不同的組織性質和目標，隊員的工作、目標和彼此

之間的關係亦會因而有所不同。一些隊伍較講求紀律嚴明，會按照隊員的年資、

經驗、能力等條件劃分階級，再按階級分派工作，例如消防員、童軍、聖約翰救

傷隊等。這類隊伍都有明確的階級制度，隊伍的階級觀念較強，隊員之間的地位

和工作均不平等，而且需要毫不懷疑地服從上級長官的命令。另一方面，一些隊

伍相對注重協作精神，強調隊員要互相尊重，為了共同目標而分工合作。例如義

工隊會按工作性質把義工分成不同的小隊，如探訪隊、運輸隊等，隊員需合作完

成被分配的任務。又例如籃球隊、電競隊等體育競技團體，要求隊員發揮所長，

互相配合，共同爭取勝出比賽。這類隊伍要求隊員有較強的靈活性，不太講究彼

此的階級和地位，可見每種隊伍會根據各自的性質和目標而對隊員有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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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和論據的鋪排須井然有序，綱目分明；如能引用古今中外的

名言或事例闡述，則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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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  

項目  上品  中品  下品  

內容  

立意明確，言之有物，能具體說

明個人對隊長或隊員的看法；見

解獨特；對人性或社會的觀察及

思考細緻、準確。  

論證嚴密，概念準確，例證恰當

具體。  

如能從人生或人文理想等層面

反思，立意深刻，可評上上品。  

立意尚明確，能說明個人對隊長

或隊員的看法；見解一般、立意

平常；對人性或社會的觀察及思

考尚可。  

論證尚平穩，概念大體準確，例

證尚恰當。  

立意未明，未能說明個人對隊長

或隊員的看法；見解模糊；未有

對人性或社會作觀察及思考膚

淺，抒發的情感虛浮。  

論證粗疏，概念混亂，例證錯誤

或與論點全不相干。  

表達  

字詞運用精確，文句簡潔、流

暢。  

論說扼要精簡，不蔓不枝。  

或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運用自

然，純熟而靈活。  

字詞運用恰當，文句尚通順。  

偶有論點表達稍欠清晰，惟整體

說明平穩。  

或適當運用寫作手法和修辭技

巧，惟技巧一般。  

字詞欠精確，文句冗贅。  

論說冗贅，論點含糊不清。  

錯誤運用寫作手法或修辭技

巧。  

結構  

論證合理，論點和論據緊密關

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井然有序，綱

目分明。  

論點和論據整合尚見關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有序，綱目尚

明確。  

論點和論據沒有關聯。  

論點和論據的安排紊亂，綱目不

明。  

標點  

字體  

標點符號使用準確得宜。  

字體端正美觀。  

標點符號使用尚平穩。  

字體尚端正。  

標點符號使用錯誤。  

字體難以辨識。  

  

  

評分表一覽  

第 1 至第 3 題（以 100 分為滿分）  

品第  
內容  

（40 分）  

表達  

（30 分）  

結構  

（20 分）  

標點及字體  

（10 分）  

上品  

上上  10  10  10  10  

上中  9  9  9  9  

上下  8  8  8  8  

中品  

中上  7  7  7  7  

中中（上）  6  6  6  6  

中中（下）  5  5  5  5  

中下  4  4  4  4  

下品  
下上  3  3  3  3  

下中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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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  1  1  1  1  

極劣／空白卷  

（0）  
***  0  0  0  0  

給分  錯別字  
‧0-1 個錯別字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或以上不給分  

‧重錯不計  

  

全文字數不足 650 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內容」最高給分：（最高品第）  

• 550 ─ 649 字：「上下」  

• 450 ─ 549 字：「中上」  

• 300 ─ 449 字：「中中（下）」  

• 300 字以下：「下上」  

  

離題卷之評分方法：（最高品第）  

評分  內容最高給「下上」  表達最高給「上上」  結構最高給「中上」  
標點字體  

最高給「上上」  

  

評分重點：  

項目  
評分重點  

論說  記敍  描寫  

內容  
立意  主題思想  思想  感受  意念  

取材  論據取證  材料細節／人物角色／時間空間  

表達  
詞句  字詞運用／句式結構  

手法  風格／形式手法／修辭技巧  

結構  起承轉合  
引子總結  論點鋪陳  段落銜接  情節發展  角度層次  意念推展  

因果關聯  綱目主次  段落比例  輕重詳略  關聯呼應  條理節奏  

標點字體  標點運用／筆畫字體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