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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八則》、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章》
莊子《涸轍之鮒》、荀子《從道不從君》

《木蘭辭》、陶潛《桃花源記》
《岳飛之少年時代》、蘇軾《記承天寺夜遊》 
歐陽修 《賣油翁》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古今佳作

精選經典名篇，提升語文素養，
培養學習興趣，拓寬閱讀視野。

經典文言

名家名篇

冊數 單元及名稱 閱讀材料

上冊

單
元
一

回眸前事
插敍

閱讀 1

講讀 林海音《爸爸的花兒落了》

導讀 琦君《媽媽的手》

自讀 賈平凹《一棵小桃樹》

閱讀 2
講讀 陶潛《桃花源記》

導讀 張岱《湖心亭看雪》

單
元
二

親歷其境
場面描寫

講讀 1 劉鶚《明湖居聽書》（節錄）

講讀 2 林嗣環《口技》

導讀 西西《花墟》（節錄）

自讀 葉紹鈞《籃球比賽》

單
元
三

環抱自然
說明的結構 

和方法

講讀 金辛月《冰川消融》

導讀 1 朱泳燚《看雲識天氣》

導讀 2 李英豪《地衣苔蘚的世界》

自讀 周而復《死海》

單
元
四

生活哲理
論證的方法二

講讀 種因《享福與吃苦》

導讀 蒲韌《想和做》

自讀 陳耀南《由父、母親節說起》（節錄）

單
元
五

修身進德
哲理語錄及散文

選讀 1 論語《論語八則》

選讀 2 荀子《從道不從君》

下冊

單
元
六

往事如煙
借景抒情和 

借事抒情

閱讀 1

講讀 陶潛《歸園田居》（其一）

導讀 席慕蓉《重返灣仔》（節錄）

自讀 蕭乾《老北京的小胡同》

閱讀 2

講讀 歸有光《項脊軒志》

導讀 張之路《羚羊木雕》

自讀 張秀亞《温情》

單
元
七

明理思辨
論證的方法三

講讀 馬南邨《不求甚解》（節錄）

導讀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自讀 季羨林《不完滿才是人生》

單
元
八

人生如戲
小說與戲劇

講讀 1 羅貫中《孔明借箭》

講讀 2 杜國威《人間有情》（節錄）

自讀 金庸《智鬥書生》

單
元
九

以理服人
說理散文

選讀 1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

選讀 2 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章》

中三級閱讀材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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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數 單 元 及 名 稱 閱 讀 材 料

上冊

單
元
一

平凡中的 
不平凡

倒敍

講讀 1 魯迅《一件小事》

講讀 2 羅貫中《楊修之死》

導讀 吳瑞卿《〈綠袖子〉的回憶》

自讀 姜致遠《奔跑的母親》

單
元
二

風光無限
景物描寫

閱讀 1

講讀 朱自清《荷塘月色》

導讀 蕭紅《火燒雲》

自讀 老舍《趵突泉的欣賞》

閱讀 2
講讀 徐蔚南《山陰道上》

導讀 也斯《在風中》

單
元
三

情隨物遷
借物抒情

閱讀 1

講讀 周敦頤《愛蓮說》

導讀 豐子愷《楊柳》（節錄）

自讀 梁實秋《駱駝》

閱讀 2
講讀 賈平凹《醜石》

導讀 胡燕青《白米隨想》

單
元
四

說理求知
說明的順序 

和方法

講讀 黎少銘《古代足球》

導讀 佚名《少林寺》

自讀 梁思成《千篇一律與千變萬化》

單
元
五

樂在其中
記遊小品

選讀 1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

選讀 2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下冊

單
元
六

金石良言
借事說理

講讀 1 劉蓉《習慣說》

講讀 2 陳之藩《釣勝於魚》

導讀 列子《愚公移山》

自讀 小思《花匠的道理》

單
元
七

詞曲訴衷情
詞曲賞析

閱讀 1

講讀 李煜《虞美人》、蘇軾《水調歌頭》

導讀 辛棄疾《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自讀 李清照《如夢令》

閱讀 2

講讀 馬致遠《天淨沙．秋思》、關漢卿《四塊玉．閒適》

導讀 喬吉《水仙子．尋梅》

自讀 白樸《沉醉東風．漁父》

單
元
八

成功之道
論證的方法一

講讀 1 彭端淑《為學一首示子姪》

講讀 2 林家箴《說「勤」》

導讀 啟凡《發問的精神》

自讀 黃永武《在錯誤中學習》

單
元
九

妙語連珠
諷諭雜文

選讀 1 劉基《賣柑者言》

選讀 2 韓愈《馬說》

中二級閱讀材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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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數 單元及名稱 閱讀材料

上冊

單
元
一

念記當年
順敍

講讀 1 馮驥才《花臉》（節錄）

講讀 2 白居易《燕詩》

導讀 葉至善《一隻窩囊的大老虎》

自讀 林太乙《買票》

單
元
二

人間風景
人物描寫

閱讀 1

講讀 胡適《差不多先生傳》

導讀 鍾曉陽《販夫風景》

自讀 陶然《相馬》

閱讀 2
講讀 吳敬梓《王冕的少年時代》

導讀 歐陽修《賣油翁》

單
元
三

恩情常在
直接抒情和 

間接抒情

講讀 洪醒夫《紙船印象》

導讀 謝雨凝《年夜飯》

自讀 阿濃《祖父的遺物》

單
元
四

奇妙的生命
說明文字和 

方法

講讀 林續中《生物的「睡眠」》

導讀 周建人《蜘蛛》（節錄）

自讀 湯青雲《姹紫嫣紅的祕密》（節錄）

單
元
五

妙趣橫生
寓言故事

選讀 1 韓非《魯人徙越》

選讀 2 墨子《染絲》

選讀 3 莊子《涸轍之鮒》

下冊

單
元
六

活出風采
敍事寫人

閱讀 1

講讀 朱自清《背影》

導讀 王良和《中秋與花燈》

自讀 楊絳《老王》（節錄）

閱讀 2
講讀 佚名《木蘭辭》

導讀 劉義慶《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單
元
七

山水寄詩情
唐宋絕律、 

新詩欣賞

閱讀 1

講讀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杜甫《春望》

導讀 王維《鹿柴》、王禹偁《村行》

自讀 李商隱《登樂遊原》、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閱讀 2

講讀 余光中《車過枋寮》

導讀 朱湘《采蓮曲》

自讀 鄭愁予《隕石》

單
元
八

智慧人生
議論要素和 

議論結構

講讀 王鼎鈞《開放的人生》（節選）

導讀 歐陽修《小人無朋》

自讀 邵澤水《你好，對手》

單
元
九

名人傳奇
人物傳記

選讀 1 佚名《岳飛之少年時代》

選讀 2 陶潛《五柳先生傳》

中一級閱讀材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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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差不多先生傳》、朱自清《背影》
季羨林《不完滿才是人生》、梁實秋《駱駝》
余光中《車過枋寮》、馮驥才《花臉》
也斯《在風中》、小思《花匠的道理》
西西《花墟》、胡燕青《白米隨想》

現當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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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題全面
課後練習重視文本分析，由基礎的內容
理解、寫作手法，逐步提升至高階的內
容反思及比較閱讀。

4.	 作者在參與演出前後的心情有甚麼變化？變化的原因又是甚麼？

表演過後

從未試過 

參與表演

分配到扮演

老虎的角色

初次排練時

正式演出時

過程 心情 原因

殷切期待得	

到表演機會

作者希望一嘗在台上演出的滋

味，享受台下觀眾的注目和掌聲。

（1）	既 	

又 ，		

心情矛盾

（2）	作者殷切期待可以	 ，	

在台上露面，可是	 	

，未能一嘗心願。

（3）	 （4）	作者本認為	 ，

實際排練時卻覺得很困難。

（5）	 （6）	作者的笨拙演出	 	

。

（7）	 （8）	作者認為自己	 	是導

致表演失敗的原因。

5.	 作者在參與演出過程中對扮演老虎一角有甚麼看法？試從文中找出一
句話來概括他的看法。作者由此體會到甚麼道理？

1.	 你認為作者應否為演出失敗而負責？為甚麼？

2.	 根據《一隻窩囊的大老虎》和《花臉》的內容，兩文作者的表演有甚麼
異同的地方？

《一隻窩囊的大老虎》的作者 《花臉》的作者

所演的角色（1） （2）

演出結果 （3） （4）

得到的評價（5） （6）
1.34

單元一   念記當年

關懷家人

    《花臉》一文中，一眾親友不僅沒有介意「我」破壞新年的歡樂氣氛，還幫忙說好
話，讓「我」免受父親的責罰。他們之所以包容「我」的過錯，是出於對家人的關愛。
甚麼是「關愛家人」呢？除了指關心和愛護家人外，還指彼此將心比心、願意互相體
諒和幫助，而這份温情是凝聚親情的基礎。可是，有些人卻利用家人對自己的關愛，
胡作妄為，結果影響了跟家人的關係，帶來不快，實在不值得。

細閱以下事例，然後思考所附問題。

    一天，兒子放學回家後跟媽媽說：「學校下個月舉行領袖訓練營，老師說明
天要收取費用二百元。」媽媽聽後二話不說就給了兒子二百元。第二天，媽媽從
其他家長口中得知學校並沒有舉辦領袖訓練營。她知道兒子說謊，感到十分難過。

1.	 上述兒子的做法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

2.　假如你是這位兒子的朋友，你會怎樣勸告他改過呢？

    《花臉》一文敍事清晰，文中以 (1) 
  第一人稱
 第三人稱

 敍述了「我」買花

臉、扮演關公，及後因花臉惹禍的事情，並採用 (2)  	的記敍手

法，按着事情發生的經過寫下來，條理分明。

    作者在記述中加入許多對細節的描寫，讓讀者對事件的印象更

加清晰，如作者詳細地記述了「我」選購關公面譜和扮演關公時的 

(3)  ，鋪敍「我」怎樣因 (4)   而導致 (5)   的收場。

    作者又善於刻畫人物形象，通過「我」在打破花瓶一事前後的 

(6)  ，具體表現「我」的性格特點。

1.16

單元一   念記當年

閱讀以下引文，然後回答問題。

	 內心的糖果（節錄）� 李紅

1   一天，母親神祕地對我說：「快去綠洲商店排隊，賣水果糖
了。」我心裏一喜：母親終於開恩了。

2   我捏着母親給我的兩元錢，直奔綠洲商店。然而，當我滿頭
大汗地趕到時卻被告知：「水果糖已經賣完了。」我呆了，失望
地望着空空蕩蕩的櫃台，一時間無所適從。

3   賣水果糖的老阿姨說：「水果糖沒有了，不如買巧克力吧。」
我絲毫沒有猶豫，興沖沖地把所有錢都買了巧克力。反正，巧克
力也是糖。

4   沒想到，母親見到我買的巧克力後大發雷霆。「這麼貴的東
西你也敢買？趕快給我退掉！」我含着眼淚把心愛的巧克力退了
回去。

5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母親讓我買水果糖是因為快過年了。至
今我也不知道當時水果糖和巧克力的差價，但母親怒氣沖沖的模
樣卻刀刻般烙在我心中。不就是因為窮，即使過年也不能吃塊巧
克力嗎？我感到一種深深的屈辱⋯⋯我拒絕了母親和親戚給我的
任何一顆糖果。

1.	 寫出「我」買水果糖一事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2.	 引文和《花臉》分別記述作者買水果糖和扮演關公一事，兩人在事件

中的心情變化是否相同？

3.	 從引文中「我」買水果糖和《花臉》的「我」扮演關公的結果所見，	

兩人分別有甚麼性格特點？

1.15

閱讀  講讀 1

1.	 解釋以下句子中附着重號的字詞。

	 （1）	嘴爪雖欲敝
4

。（第 1  節）	 敝：

	 （2）	舉
4

翅不回顧。（第 1  節）	 舉：

	 （3）	卻
4

入空巢裏。（第 1  節）	 卻：

	 （4）高飛背
4

母時。（第 2  節）	 背：

2.	 根據詩意，把以下句子譯為白話文。

	 （1）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第 1  節）

	 （2）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第 2  節）

	 		

		

1.	 本詩第 1  節為記事，試指出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完成下圖。

（1）	雙燕	 ，

忙於整理新巢。

（2）	雛燕出生後，雙燕盡心盡力

地	 ，教牠們	 ，

為牠們	 ，還教導牠

們	 。

（3）	雛燕最後	 ，

雙燕	 。

起因

經過

結果

1.22

單元一   念記當年

文言文篇章特設字詞句譯題

導讀設與講讀比較題，

令單元閱讀更緊扣

講讀設與課外篇章

比較閱讀

總結篇章內容及作法特點

教學相宜

獨有

（我）睡覺時也戴着它，還是睡着後我媽媽輕輕摘下放在我枕
邊的。（第 4  段）

媽媽的神氣好像比我更緊張，她一下抓不着辦法救我，瞪大
眼睛等待爸爸的爆發。（第 8  段）

媽媽：

5.	 綜合全文，概括勾畫「我」從買花臉到打破祖傳花瓶一事的心情起伏
和原因。

時間 心情 原因

剛看到花臉時 （1） 花臉有股凜然不可侵犯的莊重之氣。

戴着花臉回家 （2） （3）

年初一的早上 （4） （5）

年初一的下午 （6） （7）

年初一往後幾天（8） （9）

6.	 「我」在整個大年三十「一直戴着花臉」（第 4  段）。在年初一打破花	
瓶往後的幾天裏，「花臉依舊戴着」（第 13  段）。在這兩段時間，「我」
戴着花臉的原因有甚麼不同？

（1）	大年三十戴花臉：

（2）	打破花瓶後戴花臉：

1.	 在第 2  段中，舅舅在給「我」講故事時，說「你好英雄呀！」當中的
「你」實際是指誰？而「好像在說我的光榮史」、「我簡直覺得自己力
大無窮」中的「我」又是指誰？

2.	 假如把本文的篇名改為「一件錯事」，對表達主旨而言是否更為合適？
試加以說明。

先掌握本文的主旨，
然後思考如以「一件
錯事」為題的話，文
章的側重點是否仍配
合文章的主題。

1.14

單元一   念記當年

深層次思考題

 

1.	 根據本文內容，找出「我」扮演關公一事的記敍要素，完成以下事件簿。

事件簿

時間： 	 	 地點：

人物：

事件的起因：（第 1  至  段）

  舅舅於年底帶「我」到年貨集市買了 。回到家

後，家人對「我」一身關公的打扮 ，讓「我」甚是高興。

事件的經過：（第  至  段）

  大年初一，「我」在前來拜年的客人面前 ，使「我」成

了過年的主角。當天下午，「我」在表演時意外地 ，

幸得親戚 ，才不致 。

事件的結果：（第  段）

  往後幾天，「我」的表演取消了，「我」 ，

見到爸爸時，仍感到 。

2.	 文中有哪些指示時間的詞語？由此可見，本文是運用了甚麼記敍方
法？試加說明。

3.	 「我」為甚麼覺得自己犯了「死罪」（第 8  段）？「我」最後何以奇跡般
地「逃脫開一次嚴懲」（第 12  段）？

4.	 在「我」扮演關公到打破祖傳花瓶一事中，爸爸和媽媽的表現反映兩
人哪種性格特點？試分別以一個四字詞概括。

連總是厲害地板着臉的爸爸也含笑稱我「小關公」。（第 3  段）

這些話平時根本壓不住爸爸的火氣，此刻竟有神奇的效力。
（第 11  段）

爸爸：

1.13

閱讀  講讀 1內容理解和作法分析題目按課

堂教學流程鋪設，教學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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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1036~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 眉州  
眉山（今四川 眉山）人。21 歲中進士，但仕途坎坷，先後被
貶徐州、黃州、杭州等地。宋神宗 元豐三年（1080），因「烏
台詩案」被貶至黃州。元祐年間，詔返朝廷任翰林學士、禮部
尚書等。後再被貶惠州、儋州。遇赦北還，病死於常州，終年
66 歲，諡文忠。著作有《東坡全集》及《東坡樂府》。

  蘇軾多才多藝，在詩、詞、散文、書法等方面有極高的成就。他擅長寫古體詩和七
言近體詩，其詩與黃庭堅並稱為「蘇 黃」；散文與歐陽修並稱為「歐 蘇」，是「唐 宋八大
家」之一；他的詞一改五代至北宋多寫男女情愛、離愁別緒之風，以寫生活情趣、身世
感慨、詠物說理為主，風格豁達豪邁，開創了後世豪放派詞風。

 本文選自蘇軾《東坡志林》，寫於元豐六年（1083）。當時，作者因「烏台詩案」而
被貶謫到黃州擔任閒職。文中精簡地記錄了作者某次夜遊，對月夜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繪。

 蘇軾像

記承天寺夜遊記承天寺夜遊
蘇軾

學習重點

閱讀 1	 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2	 掌握描寫景物的方法

文學 蘇軾與東坡

語文運用 1	 複習文言虛詞：者、也

2	 認識文言句式：倒裝句（定語後置、狀語後置）

5.3

    根據古籍記載，古時越人除了「跣行」、「被髮」外，也有「斷髮文身」的風
俗，即剪短頭髮，身刺花紋，他們認為可以避免受水中蛟龍（古代傳說中的動物）
所害。這與中原地區人士，不敢毀傷身體髮膚的觀念大相徑庭。

斷髮文身

1.	 解釋以下句子中附着重號的字詞。

	 （1）	魯人身善
4

織屨。	 善：

	 （2）	而欲徙
4

於越。	 徙：

2.	 根據文意，把以下句子譯為白話文。

	 （1）	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

	 （2）	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1.	 根據本文內容，判斷以下陳述，選出正確答案，塗滿相應的圓圈。	
（每題限選一個答案）

正確 錯誤
無從	
判斷

（1）魯人善於織鞋，此專長可讓他到各國謀生。

（2）旁人以越國人自負為理由，勸阻魯人移居。

5.5

選讀 1

2.	 下面是一段分析本文寫作方法的文字。根據本文內容，把適當的文字
寫在橫線上。

    本文構思巧妙，勸阻魯人的人以「善織屨」與（1）  相對，

以（2）  與「被髮」相對，準確針對魯人及（3）  的獨特

情況進行勸說，理據充分，亦使「欲使無窮，其可得乎」這結論更具

（4） 。

3.	 你認為魯人應否接納他人的勸說？為甚麼？說說你的看法。

4.	 本文有甚麼寓意？對你有甚麼啟發？試加以說明。

閱讀以下引文，然後回答問題。

	 鄭人買履� 韓非

� � 鄭1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2其足，而置之其坐3。至之市而
忘操之4。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5。」反6歸取之。及反，
市罷7，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
自信也。」

1	鄭：春秋時代一個小國，在現今河南 新鄭。
2	度：測量，這裏作動詞。度（du1），粵音「鐸」（dOk9）。
3	置之其坐：置，放置，擱在。之，代詞，代指量好的尺碼。坐，通假字，

同「座」，座位。
4	至之市而忘操之：至，來到、到達。操，攜帶。
5	度：這裏作名詞，指量好的尺碼。度（d7），粵音「道」（dou6）。
6	反：同「返」，返回，通假字。
7	市罷：市，集市。罷，散了。市罷，集市散了。

1.  引文中的鄭人為甚麼沒有買到鞋子？

2.  《魯人徙越》與引文都是寓言故事，兩者有甚麼共同的特色？

回答第 3 題時，可
以代入魯人的處境，
了解他前往越國的目
的，並思考他人的意
見是否合理和可取。

5.6

單元五   妙趣橫生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 河陽（今河南 焦作）人，
祖籍河北 昌黎，世稱韓昌黎，諡號「文」，又稱韓文公。韓愈
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唐 宋古文八大家」之首。唐憲
宗時曾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四年

（819）因諫阻唐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歷任國
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作品收入《昌黎先生集》。

 《馬說》是一篇借物寓意的雜文，屬論說文體，原為韓愈所作《雜說》的第四篇， 
大約作於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800）間。其時，韓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

 「說」是談談的意思，大多是作者就一事、一物或一種現象抒發感想，是古代一種議
論文體裁。本篇以馬為喻，談的是人才問題，表達了韓愈對統治者不能識別人才、埋沒
人才的憤慨。

 韓愈畫像

馬說馬說
韓愈

學習重點

閱讀 1	 理解文章的主題

2	 理解文章的諷諭對象

3	 分析文章的寫作手法

文言知識 1	 認識文言句式：疑問句

2	 複習文言句式：倒裝句（定語後置、狀語後置）

文學 《馬說》與《龍說》

9.12

 

 《論語》約於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及再
傳弟子編纂而成，記載了孔子及其門下弟子的言語行事，
與《孟子》、《中庸》、《大學》合稱「四書」。孔子（前 551~
前 479），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今河南 商丘），春秋末
期魯國 陬邑（今山東 曲阜）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
家學派的創始人，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後世稱之為「至
聖」、「萬世師表」。他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宣揚仁義
之說，又修訂及整理《詩》、《書》、《禮》、《樂》、《春秋》、

《周易》，其思想言行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論語》屬早期的語錄體，言簡意賅，章節短小，分二十篇。
各篇內容獨立。一般都以第一句開頭的兩個字或三個字為篇名，

如第一篇第一句為「學而時習之」，該篇即以「學而」為篇名。

  本文從《論語》選出八則有關「學」、「仁」及「孝」的內容。
「論學」中談到學習；「論仁」說明了「仁」作為儒家核心德目的
特質；「論孝」說明孝道。

 《論語》書影

 孔子畫像

論語八則論語八則
《論語》

學習重點

閱讀 1	 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2	 掌握論證的方法：例證法、對比法

文化 儒家的「五常」

品德情意 虛心求教

語文運用 1	 複習文言虛詞：其、而

2	 複習文言句式：倒裝句

5.3

精選高中文言指定學材的作者

作品，讓學生初步認識相關作

者的寫作風格和生平背景

運用 

1	 認識文言詞匯：一詞多義

文言文常有一詞多義，即一個詞語同時具有多個意義。

妻善
4

織縞。（韓非《魯人徙越》）

擇其善
4

者而從之。（《論語．述而》）

第一個「善」的意思是「善於」，第二個「善」的意思是「優點」。

解釋以下句子中附着重號的字詞，把答案填在適當的空格內。

字詞 句子 意思

（1）長
以子之所長

4

。（韓非《魯人徙越》）

四兒日夜長
4

。（白居易《燕詩》）

（2）欲
嘴爪雖欲

4

敝。（白居易《燕詩》）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
4

徙於越。（韓非《魯人徙越》）

（3）中
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

4

飢。（白居易《燕詩》）

見其發矢十中
4

八九。（歐陽修《賣油翁》）

示例

了解現實限制

    《魯人徙越》中的主人翁沒有認清越國的客觀環境，便貿然前往當地謀生。在成
長的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受主觀的感情和經驗影響，而忽略了現實的限制。例如在
選擇職業時，人們可能只是空談自己的理想，卻不了解職業的職責，以及是否適合
自己的才能和個性。所謂「偏聽則暗」，我們行事處世，應該要多聽多看，了解事物
的真相，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子駿憧憬着將來成為飛機師，認為當飛機師既可以穿制服，又可以周遊列國，十分威風，
但他對這個職業的入職條件、職責等一知半解。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你會向他作出甚麼
建議？

5.7

選讀 1

設相關的文言語文知識練習，

示例清晰，題型多樣

除內容理解、字詞句譯

題外，更設比較閱讀，

訓練文言閱讀能力

年級 單元 名稱 閱讀材料

中一
單元五 寓言故事 韓非《魯人徙越》、墨子《染絲》、莊子《涸轍之鮒》

單元九 人物傳記 《岳飛之少年時代》、陶潛《五柳先生傳》

中二
單元五 記遊小品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單元九 諷諭雜文 劉基《賣柑者言》、韓愈《馬說》

中三
單元五 哲理語錄及散文 《論語八則》、荀子《從道不從君》

單元九 說理散文 《鄒忌諷齊王納練》、孟子《寡人之於國也章》

文言選篇以文體貫串，既富趣

味，又可鞏固核心單元所學

加強文言
新設文言單元，有系統地加強文言閱讀
訓練。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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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矣」在文言文中，常用作語氣詞，表示不同的語氣。

（1）	表示肯定語氣：用於句末，表明所敍述的情況已經發生，相當於「了」。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4

。（歸有光《項脊軒
志》）

「矣」在句中相當於「了」，表示肯定，意指庭院裏的枇杷樹是「我」妻子死
的那年親手種植的，現在已經茂盛得像一把大傘了。

（2）	表示推測語氣：用於陳述句句末，即所敍述的情況即將發生。

子必窮矣
4

。（韓非《魯人徙越》）

「矣」在句中作語氣詞，表示推測，意指善織鞋帽的魯人夫婦到不用鞋帽的
越國會沒有出路。

（3）	表示感歎語氣：用在感歎句句末，相當於「啊」、「啦」。

甚矣
4

！汝之不惠。（列子《愚公移山》）

「矣」在句中相當於「啊」，表達了說話者感慨的語氣，意思是「你太不聰明
了！」

（4）	表示疑問語氣：句中有疑問代詞時，「矣」用在句末，相當於「呢」。

事將奈何矣
4

？（《觸龍說趙太后》）

句中出現疑問代詞「何」，句末又出現了「矣」，「矣」在句子相當於「呢」，
表示疑問，意為「事情將會怎麼樣呢？」

（5）	表示請求、勸勉、禁止等語氣：用於祈使句，相當於「吧」。

公子勉之矣
4

，老臣不能從。（司馬遷《信陵君竊符救趙》）

「矣」在句中表示勸勉，相當於「吧」，全句意為「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跟隨你
了。」

	 指出下面句子中「矣」字的意思，把答案寫在橫線上。

	 （1）	今日病矣
4

。予助苗長矣。（孟子《揠苗助長》）	

	 （2）	常將有日思無日，莫等無時思有時，則子子孫孫常享温飽矣
4

。 
（周怡《勉諭兒輩》）	

	 （3）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4

。（孟子《揠苗助長》）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示例

5.9

選讀 1

設文言文教學手冊，練習

設題銜接初中文言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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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課文設「文化點滴」、「文學初探」，補充及延展課文內的文化和文學知識。

五倫十義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從字形來看，「仁」字從「人」從「二」，代表了人與人之間的一

種社會關係。儒家認為家庭與社會之間由不同的倫理關係組成，只要各守其份，社會自然能安

定，因而有「五倫十義」之說。

「五倫」指中國傳統社會中基本的五種人倫關
係，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為甚
麼要提出五倫呢？孟子有這樣的見解：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意思是假如人沒有教育，只會吃飽、穿暖、住
得安逸，那跟禽獸並沒有分別，因此古聖人便命契
（相傳是商族的祖先）教導百姓五倫，使他們知道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
夫妻之間有內外之別，老少之間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

「十義」是指倫理關係中十種不同角色的行為準則。最早見於《禮記．禮運》：

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從上文可見，這十種不同角色的行為準則是：作為父親的，要慈愛；作為兒子的，要孝順；
作為哥哥的，要善良；作為弟弟的，要敬愛哥哥；作為丈夫的，要負擔家庭責任；作為妻子的，
要聽從丈夫；作為長輩的，要惠澤晚輩；作為晚輩的，要順從長輩；作為國君的，要勤政愛民；
作為臣子的，要忠於國家。每個人只要遵循以上的行為準則，社會自然能和諧穩定。

文化反思文化

你認為「五倫十義」的行為準則是否適用於現代社會？為甚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直都是傳統中國人追求
的理想。

HKEP

8.23

兒時玩具

假如你得到一個汽水瓶蓋，你會把它扔掉還是循環再用？你是否知道汽水瓶蓋曾經

是六十年代風靡一時的玩具？六十至八十年代流行的香港本土特色玩具，如小豆袋、公仔

紙、花繩、橡皮圈、東南西北、竹籤、汽水瓶蓋等，不但記錄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也盛載

了好幾代人的童年回憶和樂趣。

資源有限，創意無限

相比現今的電子化玩具，昔日的玩具設計比較簡單，種類不多，而且不太講究外觀，
當中有不少更是自製的，具有獨創性。由於五、六十年代物質資源相當缺乏，大部分家庭
沒有餘錢給子女買玩具，所以當時的兒童惟有動動腦筋，發揮創意，利用身邊的廢物自製
玩具。

例如把以下的材料改造後，就可以成為有趣的玩具。

「汽水瓶蓋風火輪」的製作方法：

1.	 用槌子把收集到的汽水蓋槌平。
2.	 在汽水瓶蓋上鑽開兩個小孔。
3.	 用幼繩穿過小孔。

玩法：

雙手拿着繩的兩端把汽水瓶蓋打轉，然後把繩子
向外拉直，汽水瓶蓋便會在繩的中央自轉。

汽水瓶蓋

兩個小孔

打結

繩

1.17

8 	 賣栗子的是個年輕小伙子，通

常都赤着肩膊，大北風中也只一件

單衣。人老老實實的，也不和誰搭

訕g，要多少給多少。我反而喜歡這

樣的交易，不言不笑中，自有人間

情味。他是個有商業道德的，我吃

遍那麼多攤子的栗子，終歸是他的好。栗子是太小的不好

剝，太大的不香，中等偏小的最佳。就算外面有上等貨，

我亦回來才買，好像他這兒是我家鄉。

9 	 我每經過必看見一碟閃蠟蠟的栗子，炒得爆裂了，

裏面的金黃作勢要躍出來，可是殼兒始終欲吐還休，看得

人愈發饞h了。我至少得買三塊錢，大銀洋打在瓷碟上傾

拎哼楞j，是生意的直情直性。我也喜歡那盛栗子的長木

桶，老讓我想起韓國的長鼓，說不定敲擊起來也可伴歌成

拍。那碩大的鑊實在是豐富的礦藏，一粒粒棕色殼兒裏都

是金；而且鑊邊是個避冷的好地方。

7.	為甚麼作者認為不言

不笑中的交易，自有

人間情味？

8.	作者喜歡吃糖炒栗子

嗎？何以見得？

g	搭訕：為了想跟人接近而找話說。訕（sh#n），粵音「傘」（san3）。
h	饞：看見美味的食物就想吃的樣子。饞（ch!n），粵音「慚」（tsam4）。
j	傾拎哼楞：這裏形容硬幣碰擊瓷器的聲音，擬聲詞。拎（l*ng），粵音（liN1）。 

楞（l%ng），粵音「鈴」（liN4）。

	了解作者描寫的對
象屬於社會哪一個
階層的人物，以及
當中所流露的感
情，有助理清文章
的中心思想。

    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繪畫了北宋首都開封 汴河兩岸的繁榮景
象。從畫中的虹橋上，我們看見小商、小販及遊人熙熙攘攘，十分熱鬧。小販
是中國其中一種歷史悠久的商人，他們不但挑擔提籃、帶着商品沿街吆喝叫賣，
還會用梆子、銅鑼等器具發出聲響，吸引人們注意。他們售賣的商品有糖果、
檳榔糕、風車、皮鞭等，這些小販販賣的商品和售賣模式，反映出古時人們的
生活面貌。

走街串巷的小販

2.22

單元二   人間風景
出世與入世

對於人生的種種問題，不同的宗教和哲學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大致而言可分

為「出世」與「入世」兩類。「出世」可解釋為超脫人世，擺脫世事的束縛，「入世」

剛好相反，是指投身於社會的事務之中。

佛教的出世思想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原本是古印度 淨飯王的太子，出身富裕。相傳他在某一

天出城，見到人們年老衰弱、身染惡疾、失去生命等各種悲慘景象，感受到人生的
無常，於是出家修道以探究人生。

釋迦牟尼認為，人哭着出生，少壯轉眼間便會老病、死亡，人生不僅伴隨着種
種痛楚，對所留戀的一切人或物，更是難捨難離，而這些痛苦都是難以承受的。人
們想消滅這些痛苦，尋求心靈的圓滿寂靜，必須靠自己的靈明醒覺，以求從人生的
各種煩惱中得到解脫。佛教有感於生老病死之苦與人生的無常，基本精神在教導人
們如何解脫人生的痛苦，因此可以說佛教思想是「出世」的。

儒家的入世態度
相對於佛教的「出世」思想，儒家學說可謂充滿「入世」的意味。儒家關心的是

現世的問題，包括家庭、社會、倫理各方面，因此提倡仁義等道德觀念，主張仁政
和禮樂制度，重視教育，認為人要對社會有所承擔。儒家有「仁以為己任」的說法，
意思指人們要以實行仁德於天下作為
自己的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思想雖然是
「出世」的，並不代表佛教思想消極、
厭世。佛教有「普渡眾生」的說法，講
求以慈悲心，引導一切有情的生命到
達解脫境界，可見它在「出世」以外也
有「入世」的一面。

文化反思文化

1.	 你認同釋迦牟尼對人生的看法嗎？為甚麼？

2.	 有人認為「出世」是消極和逃避的表現，你同意嗎？試說說你的見解。

 釋迦牟尼壁畫

4.17

道家與環境保護

冰川消融說明了氣候變暖的禍害。氣候變暖、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問題都威脅着

人類的生存。近年，不少人指出道家思想有利於環境保護，究竟道家思想與環境保護有甚

麼關係？

平等

人類索取一己所需而肆意破壞自然的行為，是源於人類認為自己是萬物之主，抱着
征服自然的心態所致。然而在道家思想中，人與天地萬物是平等的。老子在《道德經》中
提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正是指出人是天地
萬物的一分子。在道家思想中，人類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應該與自然和諧共處。

知足

人類破壞自然環境，是為了經濟發展和滿足對物質的欲望，道家「少私寡欲」的主張
正好提醒人類要知足。「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和「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都指出不知足是禍端，因此道家提倡「少私寡欲」——「食足以接
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衣食只須滿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即可。人類若能遵循道
家提倡的知足寡欲，不但能減少廢物，也能減少生產，從而減少對環境造成的污染。

無為

道家主張的「無為」也是人類保護環境的良方。老子強調
「無為而無不為」，所謂「無為」即不干擾自然環境，任憑萬物
生長變化，不改變自然本身的面貌。莊子也有類似的看法：「聖
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只要人類不破壞
萬物，便不會為萬物所傷害。面對氣候反常，天災頻生，人類
若能做到「無為」，停止破壞自然環境，才能避免身受其害。

文化反思文化

你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有哪些環保行動符合道家「少私寡欲」的思想？

	老子像（泉州	老君巖）

3.15

故人1西辭2黃鶴樓3，

煙花三月4下揚州5。

孤帆遠影碧空盡6，

惟見長江天際7流。

1.	從 詩歌的首兩句可

見，作者送別的時間、

地點、人物及其目的

地是甚麼？

2.	「孤帆」是指甚麼？

1	故人：認識多年的朋友，指孟浩然。
2	西辭：辭，辭別。西辭，向西辭別。由於黃鶴樓位於揚州西面，由黃鶴樓下揚州

是由西向東，因此是「西辭」。
3	黃鶴樓：故址在湖北 武漢 蛇山附近的黃鵠磯上。相傳仙人乘黃鶴經過這裏，因而

得名。
4	煙花三月：煙花，泛指綺麗的春景。煙花三月，指暮春三月的時分，一片迷濛煙

霧和繁花盛開的樣子。
5	揚州：今江蘇 揚州，即詩題中的「廣陵」，位於長江下游。
6	碧空盡：碧，青綠色。碧空，指蔚藍的天空。碧空盡，指船消失在水與藍天相接

的遠方。
7	際：邊際。

	「煙花」二字一方
面描寫了黃鶴樓四
周的美好景物，另
一方面是指揚州這
繁華之地，景色如
煙花般迷人。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是送別詩中的代表作品。送別詩即通過刻畫離別
場面的人、事、景，抒發作者的離情別緒。作者或會於詩中直接抒發離愁別恨，
或對親友提出勸慰、鼓勵，或會藉此表明個人心志、抒發心中的積怨等。送別
詩的內容大多離不開描寫春秋時節的景色、江水、雨天、楊柳，以及飲酒話別
等場面，以營造送別時的悲傷氣氛。

送別詩

7.8

單元七   山水寄詩情

重視文化文學
「文化交匯點」包括古今文化要點、 中國
傳統學說內涵，趣味與知識並重。累積知識



6

寫作訓練由審題立意出發，配以閱讀課篇章作例，
逐步帶領學生構思文章內容及運用寫作手法。

 

「我曾因為生病不能參加學校旅行，十分失望，卻得到了（學生自行填寫）。」試

根據以上描述，以「一次生病的經歷」為題，作文一篇。（字數不少於 300 ，標

點符號計算在內）

分析題目隱含的信息，找出本文的寫作要求。

寫作要求

曾、一次
「曾」表示  的時間，「一次」是指特定的單一

事件。

學校旅行、生病
記述內容時必須提及 ，並圍繞 

 這一主題。

失望 抒發「我」起初因 。

得到了 「得到」表示「我」在事件中的 。

經歷 所記述的是親身 。

思考以下問題有助為文章立意。

題目要求記述的一件事有甚麼特點？

題目

1

2

1.49

寫作

你會在題目的橫線上填寫甚麼詞語？

你希望通過記述這件事來表達甚麼主題？

為文章訂下主題後，可利用下圖構思文章內容。

此事令「我」得到了  
 

的原因：

此事對「我」的意義：

重要場面：

時間：

地點：

主要人物：

參考步驟 1 - 3  的資料，構思文章各段要點，安排內容。

1. 開首

 

 

在文章開首交代事件發

生的背景，能讓讀者對

事件有初步了解，例如

《花臉》一文於文章開

首記述舅舅帶「我」到

年貨集市買花臉的情

況，交代花臉的來歷。

3

4

1.50

單元一   念記當年

運用順敍法，可讓讀者

容易掌握事件的脈絡，

令記敍的事情有條不

紊，如《花臉》一文按

時間的先後，順序記述

「我」在年根買花臉、

在年初一上午扮演關

公，以及在年初一下午

打破花瓶的經過，脈絡

清晰。

在記述事情時，適當安

排情節的起伏，可以令

文章更引人入勝。《花

臉》記述「我」在年初

一扮演關公時，因不小

心把祖傳的花瓶打破，

惹爸爸生氣。事件的情

節由喜轉悲，增加了文

章的曲折性。

2.	 正文

（1）	事情的起因：

	

（2）	事情的經過：

	

（3）	事情的結果：

	

在鋪排內容時，可詳細記述生病的過程，略寫生病的起因和細節，

以及旅行的事宜，重點是要帶出「我」在事件中的心理轉變。

3.	 結尾

	

	

根據以上步驟，下筆寫作。完成後重讀文章，作出修訂。

在記述事情後，可以抒

發個人的情感，以深化

文章的內容。《一隻窩

囊的大老虎》中，作者

在文末流露出對未能成

功扮演老虎一事而耿耿

於懷的情感。

5

啟事

    啟事是指個人或團體向特定的對象或社會大眾陳述某項事情或提出要求的文書，可刊登在
報刊、電子媒體或張貼在公眾地方。常用的啟事大致有尋訪啟事、徵求啟事、鳴謝啟事、聲明
啟事等。啟事的內容主要交代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具體事項，篇幅短小精悍。

1.51

寫作

結合閱讀課內容，構思文章內容及

作法，即時對照，引導寫作寫作課

你會在題目的橫線上填寫甚麼詞語？

你希望通過記述這件事來表達甚麼主題？

為文章訂下主題後，可利用下圖構思文章內容。

此事令「我」得到了  
 

的原因：

此事對「我」的意義：

重要場面：

時間：

地點：

主要人物：

參考步驟 1 - 3  的資料，構思文章各段要點，安排內容。

1. 開首

 

 

在文章開首交代事件發

生的背景，能讓讀者對

事件有初步了解，例如

《花臉》一文於文章開

首記述舅舅帶「我」到

年貨集市買花臉的情

況，交代花臉的來歷。

3

4

1.50

單元一   念記當年

以讀帶寫

導讀設 讀寫點 擊 ，按課文的修辭和表達技巧設題，讀寫扣連，以讀帶寫。

活學活用

讀寫點 擊

1.	 《一隻窩囊的大老
虎》運用了一些四字詞

來描述「我」的心情，
試運用

以下詞語寫作一個片段
。（字數不多於 90，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毫不在乎  殷切期
待  唉聲歎氣  垂

頭喪氣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		 試以扮演哥哥的那
位同學的角度，用第一

人稱改寫以下文字。

那位演哥哥的，他話可多了，說我這隻老虎太窩囊， 連豁虎

跳也不會，只是在地上爬，還說他從沒見過不會豁虎跳的老

虎。隨他說去吧，我這個配角配不上他。（第 19  段）

	

	

	

	

1.35

閱讀  導讀

閱讀課

2.	 本文運用了不少粵語詞匯，如「豆腐花」、「做開」、「拉」等，你認
為作者加入這些非書面語詞匯，會否影響文章的可讀性和價值？為甚
麼？

3.	 《販夫風景》中小販的工作態度和《差不多先生傳》中的差不多先生有
甚麼不同？試加以說明。

讀寫點擊

1.	 本文語言生動活潑，如用「汪」字作為顏色的量詞；寫「童年」是能	
「舔去」的，並以粵語入文，使文章讀來饒有趣味。以下引文是作者
描寫自己捧着一碗豆腐花時的情境，試選取一種食品或物件，運用生
動的語言，仿寫句子。

盛滿一碗往回端，往往以為盛着一窩雲，陽光下笑得好開心的
樣子，雲竟在我手裏呢，一朵開心的雲。（第 2  段）

盛滿一碗  往回端，往往以為盛着 ，陽光下  

 
 的樣子，  竟在我手裏呢，

。2.	 本文運用了多種人物描寫的方法，把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一面呈現出
來。試運用不少於兩種人物描寫的方法，描寫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一位值得欣賞的平凡人物。（字數不多於 6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10

◣20

◣30

◣40

◣50

◣60

先找出文中各小販的
工作態度，再與差不
多先生的工作態度作
比照，找出兩者的不
同。

2.25

閱讀 1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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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附設相關的閱讀材料及聆聽資料，讓學生逐步掌握綜合能力及提高實用文寫作技巧。

綜合單元
每級「綜合能力單元」針對文憑試卷三
要求，並提供實用文寫作練習，全面
提高學生寫作各類實用文的能力。

兼備實用文練習

1

根據聆聽材料及閱讀材料，完成寫作任務。

杏壇中學一年一度的「中三領袖訓練營」現正接受報名。試以

中四甲班學生徐天行的身份，撰寫一篇演講辭，在中三級早會

上發表演說，說明參與「中三領袖訓練營」的收穫，以及說明

學校培育學生領袖的原因。（字數不少於 400，標點符號計算

在內）

閱讀材料一：杏壇中學「中三領袖訓練營 2016」宣傳海報

　　踏入高中階段，每位同學都有機會成為各學會的骨幹成員。

作為未來棟樑，你認為自己具備擔當領袖的條件和質素嗎？是次

活動旨在通過三日兩夜的歷奇活動和營舍生活，鼓勵中三同學發

掘自我潛能，培養領袖質素。別再猶疑，從速報名吧！ 

日  期： 2016 年 7 月 2 至 4 日  

地  點： 香城北區渡假營

報名方法： 請到學生會辦事處或校務處索取報名表格，並於 4 月

20 日前交回校務處

查  詢：凌雅麗老師（606 室）

明日領袖  今日造就—中三領袖訓練營 2016

題目

1.	「中三領袖訓練營」
的舉辦目的是甚
麼？

綜合 3.7

綜合能力訓練 1

閱讀材料三：香城青年協會調查結果

為了解中學生對學生領袖的認知，本會於 3 月 20 日隨機訪問
了 312 位中學生，得出以下結果。

1.	 你同意學校需要加強對學生領袖的訓練嗎？

5%

95%

2.	 你認為學生領袖最主要的作用是甚麼？

10%
35%

40%
15%

  同意

  不同意

 凝聚團隊力量

 作為溝通橋梁

 統籌成員工作

 指引團隊方向

步驟	 分析語境意識

根據題目、聆聽材料及閱讀材料，分析本寫作任務的語境意識。

1.	 本文稿的發文者身份是	 ，而受文者是	

。

2.	 這次寫作任務是撰寫一篇	 ，宣傳	 。

3.	 「整合拓展」須包括甚麼內容？	

4.	 「見解論證」須包括甚麼內容？	

5.	 從身份及實用文類而言，本文稿的措辭及語氣該怎樣？	

3.	本資料跟寫作任務
有甚麼關係？

綜合 3.9

綜合能力訓練 1

閱讀材料二：杏壇中學《中三領袖訓練營 2015 特刊》（節錄）

學員感想

三甲 陳向華

　　這幾天大家由不熟悉、隔膜重重，甚至爭吵不絕，變成共同進
退的隊友，真的很難得！訓練雖然艱辛，既要攀山涉水，又要空着
肚子，自己劈柴生火煮食，但大家最終能夠克服種種難關，不禁有
點成功感。

三甲 何詠怡

　　訓練營有不少經歷都讓人難忘。像「夜探防空洞」這個活動，我
曾多次想過放棄，全靠大家的不斷鼓勵，我才可以安然回到營舍。
還有一個任務是要我們把木材、塑膠桶子、繩子和其他雜物紮成木
筏，過程十分費勁。不過最大的考驗是要坐上木筏，從營舍渡海抵
達另一個小島，過程簡直好像乘着一艘快要沉沒的船求生一樣。

三甲 徐天行

　　訓練營有不少環節令我印象深刻，值
得一提的是「天涯何處」。由於我們戴着眼
罩，看不到四周事物，所以活動開始時處
處踫壁，後來我主動發號施令，結果成功
鎖定地點找出所需物資。一直以來，我從
沒想過自己有當領袖的機會，感謝「中三領
袖訓練營」助我認清自己，發掘潛能。

　　訓練營另一項活動「翻牆壁」也讓我印象深刻。起初我不願意吃
虧，讓所有人的腳都踏在自己的肩膀上，但後來得到訓練員的鼓勵，
使我不介意成為其他組員的「踏腳石」，即使被多番踐踏也甘之如
飴。這個活動讓我明白身為領袖所要具備的服務精神，令我從中得
到不少啟悟。

中三領袖訓練營 2015 特刊
2.	根據錄音的提示，
本材料中有哪些
內容與寫作任務相
關？

綜合 3.8

綜合能力（三）

年級 學習重點 實用文類

中一

1 了解綜合的要求

2 理清寫作任務的身份、對象及目的

3 掌握語境，運用適當的語氣及措辭

4 學習分析閱讀材料

書信、通告

中二

1 根據聆聽材料，整合重點

2 學習閱讀圖表及數據資料

3 從閱讀材料中篩選有用的資料

4 學習補充及引申資料的方法

宣傳文稿、專題介紹、報告

中三

1 從不同角度提出見解

2 運用適當的論證方法，支持觀點

3 學習編排文稿有序，條理分明

演講辭、投訴信、

建議書、評論

步驟	 篩選及整合聆聽及閱讀材料

1.	 分辨各材料提示了寫作任務的哪部分資料，在適當的空格內加 ✓。

聆聽及閱讀材料 語境意識 整合拓展 見解論證

聆聽材料

閱讀材料一

閱讀材料二

閱讀材料三

2.	 根據以下提示，在聆聽及閱讀材料中找出適用的內容，並就整合重點

作合適的拓展。

整合	

重點
整合資料及拓展方向

提升的

能力

整合資料 1：	在「 」環節主動 ，
帶領隊員完成任務。

整合資料 2：	在「跨越巨柱」活動中與組員 	
，順利完成任務。

拓展問題思考：活動提升了學生哪方面的能力？

培養的

態度

整合資料 1：	在「 」活動中甘願成為組員的
「踏腳石」。

整合資料 2：	訓練營「 」的規條使組員	

	 	 。

拓展問題思考：活動培養了學生怎樣的態度？

綜合 3.10

綜合能力（三）

步驟	 構思「見解論證」內容

1.	 聆聽材料中，凌老師提到可以從以下方面說明學校培育學生領袖的	

原因。試根據以下提示，構思內容。

個
人

（1）	具備領袖的質素對學生個人有甚麼幫助？

（2）	領袖的質素可否從課堂學習中獲得？

學
校

（1）	學生領袖在學校裏擔當甚麼角色？

（2）	如果沒有學生領袖的輔助，學校在舉行活動時可能
出現甚麼情況？

社
會

（1）	學生領袖的體驗對同學將來投身社會有甚麼幫助？

（2）	培育學生領袖對社會發展有甚麼貢獻？

2.	 細心想想，提出的原因是否合理。

步驟	 擬寫大綱，組織文稿

處理「整合拓展」及「見解論證」後，可利用以下架構，鋪陳文稿的內容。

格式 稱謂：

引言

開首須包含以下哪些內容？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
	交代致辭目的	 	 	 	 	 感謝得到發言機會
	介紹個人身份	 	 	 	 	 發表個人感受

整合

拓展

提升的
能力

整合：	

	

拓展：	

	

培養的
態度

整合：	

	

拓展：	

	

綜合 3.11

綜合能力訓練 1

步驟	 構思「見解論證」內容

1.	 聆聽材料中，凌老師提到可以從以下方面說明學校培育學生領袖的	

原因。試根據以下提示，構思內容。

個
人

（1）	具備領袖的質素對學生個人有甚麼幫助？

（2）	領袖的質素可否從課堂學習中獲得？

學
校

（1）	學生領袖在學校裏擔當甚麼角色？

（2）	如果沒有學生領袖的輔助，學校在舉行活動時可能
出現甚麼情況？

社
會

（1）	學生領袖的體驗對同學將來投身社會有甚麼幫助？

（2）	培育學生領袖對社會發展有甚麼貢獻？

2.	 細心想想，提出的原因是否合理。

步驟	 擬寫大綱，組織文稿

處理「整合拓展」及「見解論證」後，可利用以下架構，鋪陳文稿的內容。

格式 稱謂：

引言

開首須包含以下哪些內容？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
	交代致辭目的	 	 	 	 	 感謝得到發言機會
	介紹個人身份	 	 	 	 	 發表個人感受

整合

拓展

提升的
能力

整合：	

	

拓展：	

	

培養的
態度

整合：	

	

拓展：	

	

綜合 3.11

綜合能力訓練 1

說明角度 培育學生領袖的原因

見解

論證

	

	

	

	

	

	

總結
1.	 呼籲	

2.	 表達	

步驟	 下筆寫作

根據上述架構，完成寫作任務。

1
寫作任務（演講辭） （自我評估：在適當的空格內加 ✓）

具體要求 已能掌握 初步了解 仍須努力

語境

意識

1. 能準確掌握發文者及受文者身份

2. 措辭及語氣恰當

3. 符合演講辭的格式要求

整合

拓展

1. 能整合拓展出領袖訓練營提升的能力

2. 能整合拓展出領袖訓練營培養的態度

見解

論證
能提出學校培育學生領袖的原因

表達

組織

1. 組織嚴密，詳略得宜

2. 文辭精煉，表達清晰

綜合 3.12

綜合能力（三）

語境意識、

整合資料

語境意識、

整合拓展

語境意識、

整合拓展、見
解論證

閱讀材料三：香城青年協會調查結果

為了解中學生對學生領袖的認知，本會於 3 月 20 日隨機訪問
了 312 位中學生，得出以下結果。

1.	 你同意學校需要加強對學生領袖的訓練嗎？

5%

95%

2.	 你認為學生領袖最主要的作用是甚麼？

10%
35%

40%
15%

  同意

  不同意

 凝聚團隊力量

 作為溝通橋梁

 統籌成員工作

 指引團隊方向

步驟	 分析語境意識

根據題目、聆聽材料及閱讀材料，分析本寫作任務的語境意識。

1.	 本文稿的發文者身份是	 ，而受文者是	

。

2.	 這次寫作任務是撰寫一篇	 ，宣傳	 。

3.	 「整合拓展」須包括甚麼內容？	

4.	 「見解論證」須包括甚麼內容？	

5.	 從身份及實用文類而言，本文稿的措辭及語氣該怎樣？	

3.	本資料跟寫作任務
有甚麼關係？

綜合 3.9

綜合能力訓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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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釋以下句子中附着重號的字詞。

	 （1）	而卒賴其
4

力，以脫虎豹之秦。（第 1  段）	 其：

	 （2）	豈
4

足以言得士？（第 2  段）	 豈：

2.	 根據文意，把以下的句子譯為白話文。

	 （1）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第 1  段）

	 	

	 （2）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第 2  段）

	 	

1.	 文中為甚麼要三次提及「雞鳴狗盜」？

A	 說明孟嘗君能得士。

B	 強調孟嘗君並非真正得士。

C	 讓讀者反思「雞鳴狗盜」的典故。

D	 指出那兩位雞鳴狗盜之人非常重要。

2.	 分析本文怎樣運用「先破後立」的論證方法，完成下表。

提出一般人的看法
（1）	指出世人認為孟嘗君「	 	

。」

破：反駁錯誤的觀點
（2）	 	

立：提出正確的觀點
（3）	 	

	 A	 B	 C	 D

	 	 	 	

7.19

閱讀  導讀

 

「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起初我想視而不見，最後決定伸出援手。」 試以上述句

子為文章的首句，以「助人的經歷」為題，續寫這篇文章。（字數不少於 400 ，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根據題目，分析本文的寫作要求。

今天 視而不見 我伸出援手╱助人發生了一件事情

記述的事情：
記敍手法：

記敍人稱：

可根據以下問題，為文章立意。

1.	 今天發生了甚麼事情？

2.	 甚麼原因令「我」改變初衷？

3.	 你在事件中有甚麼體會？

題目

1

2

1.48

單元一  平凡中的不平凡

    要使文章的結構條理清晰，在鋪排文章內容時可運用過渡銜接，例如要轉換文章內容
或表達手法時，可以適當加入過渡性話語，使文章過渡自然，不會產生突兀感。過渡性話
語可分為以下三種。

過渡詞 帶轉折性的詞語，一般放在段首或句首。

過渡句 一般在兩部分內容的接駁位置，用以承接前一部分的內容，同時引起後面的內容。

過渡段 可以是一個段落或一句獨立成段的句子，一般放在兩個段落之間。

	

「自從那次經歷後，我對他╱她有更深的認識。」根據以上敍述，作文一篇，記

述一次使你更了解他╱她的經歷，並抒發你的感受。（字數不少於 500，標點符

號計算在內）

試分析題目隱含的信息，找出本文的寫作重點，完成下表。

時間 地點 人物 記述內容 事件結果 事件的數量

思考以下問題，為文章立意。

1.	 在這次經歷前後，你對他╱她的觀感有甚麼轉變？

2.	 你會藉着這篇文章抒發對他╱她的甚麼情感？

3.	 你希望以這篇文章表達甚麼中心思想？

題目

1

2

1.71

寫作

小組討論

香江中學環保學會打算舉辦一連串活動，提升同學的環保意識，藉

此建立環保校園。

假設你是該校環保學會成員，試討論可行的活動，並向其他成員說

明你的觀點。以3至 4人一組，細閱題目和以下資料後進行討論。

資料一

題目

	 LTE	 12:08

8 月 23 日

怎麼了？難道你的暑期作業不會做，要向我求救？ 9:04 ✓✓

一心，你快替我想想辦法吧！我快要煩死了！ >_<  9:01

你的主意真好！開學後我就問問學弟學妹是否有需要！ ^^ 9:21

才不是呢！我收拾房間的時候發現一大堆去年的參考書

和練習簿，有些更是新的，沒有用過，我正為怎樣處理

它們而煩惱！ 9:08

原來是這樣。其實那些全新的可以留着用呀！那些

參考書也可以捐贈給有需要的學弟學妹循環再用，

避免浪費。 9:14 ✓✓

4.55

說話

2	 語速恰當

    說話時要注意說話的速度。語速太快，會令聆聽者難以理解說話內容；語速太慢， 
又會令聆聽者覺得不耐煩。一般來說，說話的標準速度約為每分鐘 120 至 160 字。同學可
以用一分鐘時間來朗讀報章，然後計算出自己的說話速度。

個人短講

隨着社會發展，有一些傳統行業正逐漸式微。在以下三個行業中，

你認為哪一個職業最值得復興？試任擇其一，先描述該行業的師傅

有哪些特徵，然後再提出你支持該行業復興的原因。試用 2分鐘進

行短講，你有 5分鐘構思話語的內容要點。

旗袍裁縫師      磨刀師傅      紙紮師傅

資料一

以下是兩位傳統職業的老師傅的入行經歷。

梁添勝（磨刀師傅）

我由 11 歲開始學磨刀，轉眼已 60 年了。
人手磨刀很考驗耐性和集中力，但不像機器
磨刀般容易毀壞刀具。一把好刀其實很重
要，切番茄不會漏出汁，削紙也無須用力。

我 17 歲來到香城，在舅父的紙紮店幫忙，
從削竹、畫圖、糊紙、紮模型，一步一步
學習。紙紮大致可分為節慶、 裝飾和喪葬
類，是傳統祭祀和慶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

陳輝（紙紮師傅）

題目

2.70

單元二   人間風景

個人短講

學校的運動會結束後，老師在課堂上着同學分享感受。試以「最難

忘的場面」為題，說說你的所見所聞。短講時間為 3分鐘。

步驟	 審題

先分析題目，了解題目的要求。

1.	 短講須抓住	 	這個特定的場合進行描述。

2.	 「最難忘」：只能提出	 	個令自己	 	的場面。

3.	 「場面」：描述場面時須包括	 、 、 	這三項要素。

步驟	 構思內容

回答以下的問題，構想說話的內容。

1.	 先寫下這個場面的三大描述要素。

環境

人物

事件

2.	 為甚麼這個場面令你特別難忘？

3.	 你在事件中有甚麼體會？

4.	 你會運用甚麼描寫手法，令場面更加生動具體？	

題目

2.61

說話

 

1.	 本文共有 9段，按內容大意可歸納為四個層次，試寫出每層次所包含
的段落，並概述每層次的內容大意。

層次 段落 內容大意

一 （1）第  段 （2）提出一般人誤解了「 」的意思。

二 （3）第   段
（4）引述  的話，闡明他的 ，並

指出「不求甚解」有兩層意思： 。

三 （5）第   段

（6）進 一 步 說 明「 不 求 甚 解 」的 讀 書 態 度

就 是 要「 」。 以 古 人 的 例 子 說 明 

 。

四 （7）第  段
（8）提出只要 ，就能把書讀懂，

。

2.	 根據文中對「不求甚解」的指述，回答以下問題。

（1） 下面哪一個成語最接近一般人和作者對「不求甚解」的理解？塗

滿相應的圓圈。

A 一事無成

B 一知半解

C 追本溯源

D 融會貫通

E 旁敲側擊

1 一般人把「不求甚解」理解為：

2 作者把「不求甚解」理解為：

 （2） 承上題，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分別？

3.	 作者在第	 2 	段駁斥他人的觀點時，採用了哪種駁論的方法？塗滿相
應的圓圈。

 駁斥論點    駁斥論據    駁斥論證

 A B C D E

	 	 	 	 	

	 	 	 	 	

7.12

單元七   明理思辨

4.	 本文題為《你好，對手》，試完成下表，分析作者對於「對手」的觀點。
（6分）

作者的觀點：（3）

沒有對手的壞處

（2）	

	

有對手的好處

（1）	

	

5.	 作者在文章開首運用了哪一種引題方法？這種方法有甚麼好處？（6分）

6.	 作者是怎樣利用不同的論據來支持他的論點？試根據本文內容，完成
下表。（6分）

論點 論據

論點一：每種生物都有對手 （1）	

論點二：	有了對手就能銳意進

取，否則會導致失敗
（2）	

論點三：	（3）	 拳王泰森自毀前程的經過

7.	 試把下文中運用比喻的部分（粗體字）改為直接敍述，並須保留原意。
（答案須是兩字詞）（4分）

可見，視自己為對手，戰勝自己，超越自己，是人生的十八盤，是
最艱難的選擇。（第	 6 	段）

	 人生最大的	

8.27

閱讀  自讀

閱
讀

寫
作

說
話

6.	 綜合全文，概述「我」和萬芳之間發生的事件，以及「我」的感受。（事
件概述字數不多於20，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時間 事件概述 「我」的感受

上	

星	

期

（1）	交換褲子： （2）

昨	

日

（3）	互贈禮物： （4）

今	

日

（5）	被迫取回木雕： （6）

（7）	取回木雕後回家途中： （8）

1.	 根據本文內容，回答以下問題。

（1）	本文以「可是，這能全怪我嗎？」（第	 25 	段）作結。你認為「我」

在對朋友反悔一事上有甚麼責任？

（2）	作者認為除了「我」之外，還有誰需要負責？

（3）	假如你是文中的「我」，你希望父母怎樣處理這件事？說說你的

看法。

先了解本文中各人
的處境，並思考這
次事件的責任是否
全在「我」身上，或
是其他人也有責任。

6.64

單元六   往事如煙

銜接高中
題型多樣，貼近 TSA 及文憑試題型。

打通脈絡

LE2016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