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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   2016／2017 年香港模擬文憑試 

中文科試卷一   閱讀能力 

評卷參考 

 

語體文部分 

 

一般原則：（依公開試準則，語體文的答案，不扣錯別字分。） 

 文句不

通 

1. 因文句不通而嚴重影響答案的準確度，扣 1 分，每分

題最多只扣 1 分，以雙橫線標示扣分文句； 

2. 行文稍欠流暢而不影響文意者，不必扣分。 

冗餘答

案 

1. 冗文與答案相矛盾，該答案 0 分； 

2. 除正確答案外，尚列舉其他不相干答案，而嚴重影響答案的準

確度，扣 1 分。 

3. 若冗文與答案包容，不必扣分。 

上述文句不通及冗餘答案，每道分題合共只扣 1 分。 

 

1. 

(i) 第 5-7 段 

(ii) 第 8-9 段 

(iii) 第 10-11 段 

 

(iv) 

交代及說明孔顏樂處和伯夷、叔齊的故事，從而指出忽視吃飯的重要，「禮教吃

人」的弊病。 

 

(v) 

以宋郊、宋祁之事指出部分士人忍饑挨餓，實質只為自己，實是自私。 

 

(vi) 

指出社會進步，知識階級和勞動階級都明白吃飯是天賦人權，從而肯定全民集體

要求「有飯大家吃」的行動。 

 

2.  

(i) 錯誤 

(ii) 無從判斷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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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向有飯吃的人尋求接濟（江南人民、成都大戶） 

(ii) 有飯吃的人往往都是不願意接濟，卻無從拒絕 

(iii) 「無從拒絕」說明了吃飯第一 

 

5. D 

 

6.  

士人在社會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忍饑挨餓可能只是短期，因此士人願意暫將道和

節放在首位。 

 

7.  

人不吃飯指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後，只顧理想的氣節而不顧吃飯，已成了國人

╱士人立身的標準。禮教吃人指「只顧理想的氣節而不顧吃飯」這種國人╱士人

立身的標準，從特殊到一般化後，成為了壓迫國人╱士人的無理教條，是社會對

國人╱士人過高的道德要求。不合理的地方，在於吃飯本是基本人權，但國人╱

士人受到教條的壓迫，往往要犧牲這種權利，甚至犧牲性命，造成了無數的慘酷

的愚蠢的殉節事件。 

 

8. 

(i) 不認同弟弟宋祁的生活方式 

(ii) 希望透過這個問題，令弟弟宋祁回憶以往困苦的生活 

(iii) 希望弟弟反省現在終日宴會歌舞的靡爛生活 

 

9.  

(i) 無從判斷 

(ii) 正確 

 

10.B 

 

 

 

 

 

 

 



© 學友社 保留版權 

Hok Yau 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2017 

 

11. 

(i) 蘇北饑民就食、成都貧民吃大戶的行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吃飯的權利而循

正途爭取，只知衝動地、無賴地向他人討食。 

(ii) 道學家提倡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節操，之後這本來是

理想的最高標準，成為了國人／士人一般的標準。國人／士人受禮教過度壓迫，

造成了無數慘酷而愚蠢的殉節事件。 

(iii) 士人忍饑挨餓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擺脫貧窮，其實只是自私地

希望自己能享樂。面對平民長久的忍饑挨餓，很多士人只保持沉默，跟本沒有改

善大眾生活的使命感。 

 

12. 

與往昔的分別是，這是第一次集體承認了公民有吃飯的權利，是理性的，以往只

是「衝動的要吃飯」，不了解自己的公民權，純由身體的需要操控而「要吃飯」。 

作者認為比以往的騷動好得多；是人情加人權的表現。 

 

13. 

(i) 召見／傳召／召喚 

(ii) 辭退╱請走／辭去／請…退下／叫…離開 

(iii) 對待／應對 

(iv) 擊敗／戰勝／勝 

(v) 封爵行賞／封爵／賞賜／論功行賞 

(vi) 權宜之計／權宜 

 

14. 

敵人，是要討伐的國家，以後即使不再上當，又有什麼損害呢？ 

 

15.  

(i) 應該以詐偽的方法迎戰 

(ii) 不應該以詐偽的方法迎戰 

(iii) 戰場不是君子討論忠信的地方，要勝出戰爭，應以詐偽的方法迎戰。 

(iv) 用欺詐的手段對待民眾，暫且能得到一時的利益，但以後民眾就不會再上當

了。 

 

16. 

晉文公讚許雍季的意見，但實際上採用了舅犯的意見。 

晉文公認為雍季的意見能於長遠治國上有利。在目前的戰事中，舅犯的意見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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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此晉文公採用了。 

舅犯意見長遠上不及雍季，因此賞賜雍季後才賞賜舅犯。 

17.  

作者認為晉文公「既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 

作者認為欺詐的手段並不是短期的權宜之計。 

反之，以欺詐的手段戰勝敵軍才是長治久安的方法，並非誠信。 

打仗獲勝，國家才會安全，君位穩定，兵力強盛，才能確立威勢，獲取長遠利益。 

 

18. C 

 

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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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   2016／2017 年香港模擬文憑試 

中文科試卷三   評卷參考 

 

 

1.  B   

 

2..錯誤      

  無從判斷  

正確      

 

3..德育的發展   

  智育的發展   

 

4.  C    

 

5.  C    

 

 

6..以專業知識貢獻社會  

以專業知識作姦犯科  

 

7.  A    

 

8. 錯誤     

.正確     

 

9.  B     

 

 

1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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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卷參考 

 

乙部 

 

題目：試以杏壇中學德育大使黃一心的身分，撰寫一篇演講辭，於香城德育聯會

公眾論壇發表。演講辭須指出香城青年應盡的兩項責任，然後就每項責任，各推

介一個改善的活動，並解釋這些活動如能何幫助青年培養責任感。最後舉出欠責

任感的現象，論證現今青年欠缺責任感的兩個成因。（全文不得少於 500 字，標

點符號計算在內，並須用書面語撰寫。） 

 

一般說明：  

1. 本部分主要考核考生的理解、思考、組織、文字表達等能力。試卷要求考生

在聆聽一段錄音和閱讀文字的材料後，以寫作方式完成試題所指定的任務。 

 

2. 現今社會，青年盡責之觀念日漸淡泊，亟需改善。本題以此為主題，要求考

生以黃一心的身份，從聆聽資料和閱讀材料中，擷取適用的部分，撰寫演講辭，

在公眾論壇上指出香城青年應盡的責任、推介活動，並解釋這些活動如能何幫助

青年培養責任感，最後論證現今青年欠缺責任感的成因。 

 

3. 有聆聽資料中，藉陳老師、黃一心和李允行的對話，清楚提出演講辭的要求，

其中包括內容重點、文章架構和語言要求，考生寫作時不可忽略。 

 

4. 閱讀材料共五項，包括陳老師的電郵、公眾論壇海報、香城社區活動列表、

剪報一則及問卷調查一則。其中有呼應或補充聆聽資料者，有引導考生拓展或發

揮個人見解者，更有與本題寫作無關的資料。 

 

5. 考生必須根據試題提供的資料寫作，有關「整合拓展」，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引

申和發揮。倘考生憑空設想，擅加材料寫作，則有違本卷考查目標，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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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準則 

閱卷員評分時，須分別考慮語境意識、整合拓展、見解論證和表達組織四方面，

並分部給分。 

 

1. 語境意識（10 分） 

 

指能否因應語境而完成是次寫作任務，其中最重要的三項準則是：呼應活動、演

講辭格式、行文語調。 

 

1. 呼應活動（5 分） 

考生需於在首段明確交代個人身分作自我介紹（杏壇中學公民教育組教育大使黃

一心），並感謝香城德育聯會邀請。（2 分）首段交代寫作背景，乃應香城德育聯

會邀請，並代表學校出席，就「香城青年應盡責任」分享心得。（1 分）提綱挈

領，揭示後文內容：推介改善香城青年責任感的方法，及論證／說明香城青年責

任感的成因。(1 分)首段及文末需交代寫作目的及期盼：希望活動有助認識及改

善香城青年的責任感。(1 分) 

 

2 演講辭格式（1 分）  

稱謂應依從先特稱後泛稱、由尊到卑、從客到主的原則排列。 

建議寫法： 

李局長、吳主任、主持 / 陳小姐、各位來賓（、各位同學）：（1 分）（一項錯誤

扣 0.5 分） 

 

3 行文語調（4 分）  

必須得體有禮，態度宜恭敬有禮。(1 分) 論說須中肯客觀。(1 分) 須有「問話」

顯互動。（1 分）須用第一人稱角度書寫。(1 分) 

 

  



 3 

語境意識等第說明： 

 

等第 分數 描述 

上上 10 緊扣身分背景。起筆自我介紹，呼應語境，收筆帶出青年責

任感之重要。格式完備。語氣得體，風度儼然。 

上中 9 身分背景清楚。起筆自我介紹，呼應語境，收筆帶出青年責

任感之重要。格式允當。語氣得體，措辭客氣。 

上下 8 背景清楚，起筆自我介紹，呼應語境，收筆帶出青年責任感

之重要。格式微瑕。語氣恰當，措辭客氣。 

中上 7 背景尚算清楚。起筆自我介紹，收筆帶出青年責任感之重要。

格式小疵，語氣尚算恰當。 

中中(1) 6 背景尚算清楚，起筆簡略，收結匆匆。格式疏漏。語氣平實。 

中中(2) 5 身分清楚，背景模糊。起結草草。格式疏漏。語氣生硬。 

中下 4 雖自介紹。背景模糊。起結粗略。格式錯漏。語氣生硬。 

下上 3 雖自介紹，背景模糊。格式錯誤。語氣不當。 

下中 2 身分不明，背景模糊。有起無結。格式錯誤。語氣不當。 

下下 1 欠缺語境意識，身分未明，不提背景，格式錯誤，語氣不當。 

極劣 0 空白卷，或答案完全錯誤。 

 

特殊情況 

 不必寫日期。如日期正確不扣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否則扣１分。 

 不必寫下款，扣１分。 

 不必寫祝頌語，扣１分。 

 如誤用其他文體格式，文章沒有寫成演講辭體式，「語境意識」一柱評分不

可高於「下上」（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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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拓展（16 分） 

 

指按寫作要求選取適當的資料，加以組織，編排有序，輕重分明；並對部分資料

加以合理的補充、引申或發揮。 

 

聆聽資料和閱讀材料均混雜沙石，與寫作要求無關，目的是評核同學篩選資料的

能力。同學倘不經分辨地引用，不能評以「上品」分數。而虛構聆聽資料及閱讀

材料者，均不接受。 

 

本卷要求考生整合的內容，已在聆聽資料和閱讀材料中清楚說明。演講辭須指出

香城青年應盡的兩項責任，然後就每項責任，各推介一個改善的活動，並解釋這

些活動如能何幫助青年培養責任感。 

 

整合拓展重點：  

 

第一項：對家庭的責任──自立（8 分） 

1. 認清自己的理想和價值 

2. 建立明確的生活與工作目標 

整合重點 聆

聽 

閱

讀 

拓展方向 聆

聽 

閱

讀 

活

動：

「認

清自

我、

開拓

前

路」 

活動： 

「認清自我、開拓前

路」 

1. 對認清自我有助

的活動：性格分析遊

戲、「人生與理想」（分

享及座談會）、同儕關

係（遊戲與座談會） 

2. 對建新明確生活

與工作目標有助的活

動：工作類型萬花筒

（遊戲、分享會、展

覽）、讀書方法（遊戲

與分享會）、「人生與

理想」（分享及座談

會）、工作態度錦囊

（遊戲與分享會） 

  就以上的活動分別分析其

對「認識自我」、「建立明

確的生活與工作目標」有

何幫助，拓展方向可以

為： 

1. 提供資料； 

2. 藉他人經歷／經驗找到

理想、生活或／及工作目

標； 

3. 從遊戲中得到啟示； 

4. 找到學習、工作方法竅

門。 

（拓展不限上述要點，合

理即可，3 點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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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對學校的責任（8 分） 

1. 用心學習 

2.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整合重點 聆

聽 

閱

讀 

拓展方向 聆

聽 

閱

讀 

活

動：

「傑

出學

生頒

獎典

禮」 

活動： 

「傑出學生頒獎典

禮」 

頒發傑出學生獎項。

得獎同學會上台分享

自己努力學習，和在

各個範疇獲卓越表現

的心得。 

  對鼓勵「用心學習」、「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的作

用： 

1. 借鑑得獎同學的經歷／

經驗找到學習竅門； 

2. 借鑑得獎同學的經歷／

經驗了解學校、老師的期

望； 

3. 借鑑得獎同學的經歷／

經驗了解到自己能如何幫

助學校、同學 

4. 藉得獎同學的心路鼓勵

自己。 

（拓展不限上述要點，合

理即可，3 點已足） 

  

 

 

整合拓展給分指引：（以整合一點為例） 

分數 定義 說明 

8 整合完備，拓展飽滿 整合、拓展均充足 

6-7 整合扼要，拓展足夠 整合皆扼要 

拓展見參差 4-5 整合扼要，拓展平平 

2-3 整合粗疏，拓展粗疏 整合皆粗疏 

拓展分有無 1 整合粗疏，遙無拓展 

 

  



 6 

整合拓展全柱之等第說明： 

等第 分數 描述 

上上 16 整合精準，拓展圖足 

上中 14 – 15 整合準確，拓展幾近飽滿 

上下 12-13 整合準確，拓展頗為充足 

中上 10 – 11 整合頗準確，拓展頗充實 

中中（1） 9 整合尚算準確，拓展尚算足夠 

中中（2） 7 - 8 整合偶有疏漏，拓展偶見粗略 

中下 6 整合頗有疏漏，拓展頗見粗略 

下上 4 – 5 整合甚多疏漏，拓展甚為粗略 

下中 3 整合少而抄鈑多，拓展粗略 

下下 1 - 2 僅整合條目名稱，毫無拓展 

極劣 0 既無整合，亦乏拓展 

 

整合拓展評定等第原則舉隅： 

 

如考生整合多於兩點，閱卷員只會為前兩點評分。 

如考生能準確整合全部兩點，而每點之拓展皆極飽滿，質與量同臻完美，則應給

予最高之上上等。 

考生雖能整合全部兩點，惜每點之拓展水平僅屬平平而已，則只宜給予中中等之

分數。 

考生雖只能整合一點而脫漏一點，惟一點之拓展皆極飽滿。整合之量雖不足，而

拓展之質卻極佳，可給予中等分數。 

考生只能整合一點而脫漏一點，而兩點之拓展亦屬平平，質與量俱未臻上乘，釣

居中下等之間。 

從整合以稱其量。由拓展以衡其質，所謂質量互補。閱卷員請舉一反三，餘可類

推。 

 

評定各級等第，宜綜合各項，視每項之水平而酌定，不宜僅視其有無即遽分上下。 

全文字數倘不足 500 字，「整合拓展」一般不應給予上品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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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見解論證（14 分） 

 

指按寫作要求，提出個人見解，分析論證，以期說服他人。 

 

本卷要求考生提出個人見解，此任務已在閱讀材料和聆聽資料中清楚指出： 

考生須論證現今青年欠缺責任感的兩個成因。 

 

此部分評分端視考生所提出的意見和理據，內容是否飽滿，論證是否嚴密，而評

定等第。 

 

考生可從不同角度提出其看法，意見可能千變萬化。但必須配合個人立場， 才

可得上品分數。 

 

以下各點僅供參考，並非評核的唯一標準： 

 

論述角度 欠缺責任心的成因（舉隅） 

家庭因素  1 事事照顧 

2 子女數目太少 

3 太著重子女學業成績 

學校因素 1 事事照顧 

2 忽略德育 

3 升學因素 

3 太強調競爭 

社會因素 1 金錢至尚 

2 太強調競爭 

3 過於重視個人成就 

 

給分原則： 

1.  能明確指出時下年青人兩項欠缺責任心的成因 

2.  提出的成因要合理 

3. 提出成因之餘，需要提出論據申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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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論證給分指引：（以一項為例） 

 

 

 

 

 

 

 

 

 

 

 

 

見解論證評定等第之原則舉隅﹕ 

 

考生能準確論證現今青年欠缺責任感的兩個成因。而每項之論證皆極嚴密，具生

活例子，質量同臻完美，可給予上等分數。 

考生雖能提出兩項成因，惜每項之論證水平僅屬平平而已，則只宜給予中中等之

分數。 

考生雖只能提出一個成因，惟論證皆極飽滿。見解之量雖不足，而論證之質卻極

中中甚至中上等分數。 

從見解以稱其量，由論證以衡其質，所謂質量互補。閱卷員務請舉一反三，餘可

類推。 

 

評定各級等第，宜綜合各項，視每項之水平而酌定，質量互補，不宜僅視其有無

即遽分上下。 

 

全文字數倘不足 500 字，「見解論證」一般不應給予上品分數。 

 

特殊情況： 

考生如提出三項個人素質及具體方法，則只評核首兩項，多寫一項並不扣分。 

  

等第 分數 描述 

上上 7 見解精闢， 論據堅實，論證嚴密。 

上下 6 見解允當， 論據充足，論證充分。 

中上 5 見解中肯，論據足夠，論證得當。 

中中 4 見解平實，論據 尚足，論證尚可。 

中下 3 見解合理，論據乏力，論證鬆散。 

下上 2 見解膚淺 ， 論據薄弱，論證不清。 

下下 1 見解空洞， 論據欠奉，論證無力。 

極劣 0 見解闕如， 論據闕如，亦無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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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達組織（10 分） 

 

指全篇的組織結構、遣詞造句和字體標點。組織嚴密，文辭準確，表達力強者，

當為上品。 

評分應以組織詞句為主要考慮，字體標點次之。 

表達佔 6 分，包括遣詞、造句、字體、標點等。凡達意流暢，用詞準確，偶有修

飾，字體端正，已臻中六程度之高水平，應給 6 分；或整體而言，以上各項屬

一般中六程度學生應有水平，可給予 4-5 分，餘此類推。 

組織佔 4 分，如起承轉合齊備，段落安排井然有序，應給予 4 分。如有瑕疵，可 

給予 2-3 分，餘此類推。   

錯別字不另扣分，但閱卷員必須逐個圈出以資識別；凡錯別字（重錯者不另計）

達八個或以上者，「表達組織」一柱不應給予上品分數。（最高 8 分） 

 

表達組織等第說明，僅供參考：  

 

 

特殊情況： 

考生如遺漏整合拓展或見解論證任何一段落，除了於其相應部分扣分外，組織亦

不可高於 2 分 

等第 分數 描述 

上上 10 布局巧妙，組織精密，編排有序，輕重分明； 詞

彙多變，句子優美；字體端正，準確清楚，極少錯

別字。  

上下 9 組織嚴密，呼應得當，編排合乎邏輯； 用詞準確，

句子流暢；字體清楚，甚少錯別字。  

中上 7-8 組織井然，詳略有致，編排恰當； 用詞恰當，句

子達意；字體清楚，間有錯別字。  

中中 5-6 組織一般，詳略尚算中規，編排尚算恰當； 用詞

平實，偶有語病，句子尚能達意；字體清楚，間有

錯別字。  

中下 3-4 組織鬆散，詳略失衡，編排欠當； 詞彙有限，語

病嚴重，影響文意表達；字體可辨，錯別字稍多。  

下上 1-2 組織散亂，條理不清，編排失當； 詞不達意，文

句不通；字體難辨，錯別字甚多。 極劣 0 交白卷

或只抄錄，又或錯別字連篇，毫無組織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