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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識工作紙，鞏

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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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閱讀
講讀 1�花臉（節錄）

授課焦點（課本第 1.5 至 1.18 頁）
  本講讀課的學習重點是認識記敍要素、順敍法及記敍人稱。教師授課時，可留意以下三點：
  1.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所記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事情的原因、經過和結果；
  2.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了解本文的鋪排；
  3. 引導學生辨識文章是以哪個人稱的身份來敍述。

以下是教學流程建議：

引入：教師可向學生展示一些紙製或膠製的卡通人物臉譜，然後問問學生有沒有玩過這類臉譜，並邀請
兩至三位學生出來，戴上臉譜扮演相關的角色向同學打招呼，從而切入課文。

教授：文章以花臉為記敍線索，以舅舅帶「我」去娘娘宮，購得關老爺的花臉開始，最後以「我」打破祖
傳的花瓶，為迴避爸爸而戴着花臉作結。教師教授課文時，可提醒學生留意文中的記敍要素，以掌握事
情的來龍去脈。此外，可着學生留意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例如「一年年根」、「大年三十」、「大年初一」
等，以指出本文是按時間的先後次序來鋪排內容。此外，可向學生介紹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然後要學
生分辨課文的記敍人稱。

總結：教師可於講授課文後，引導學生閱讀「品德情意」（課本第 1.16 頁），讓學生反思甚麼是關懷家人。
此外，也可以引導學生閱讀「文化交匯點」（課本第 1.17 至 1.18 頁），以香港昔日流行的玩具作引入，讓
他們認識玩具的教育作用，並進一步研習有關中國的傳統玩具。

補充資料．作者簡介（課本第 1.5 頁）
  馮驥才熱愛中國文化，對保護文化不遺餘力。對於現今中國城市急速發展，城市面貌趨向類同，他
認為那是可怕的事。他曾在一個訪問說：「我國是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速度要求過快，文化
上所承受的負荷太重。我們來不及對已經擁有的東西，來不及對自身固有的品質加以認識和認定，就很
快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從城市建築上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比如，為改善住房條件和發展城
建企業，便簡單粗暴地把歷史建築視作危房陋屋，不加任何文化限定的大面積地掃蕩和開發；而在建設
新城市時，又缺乏文化構想。本來城市的發展是線型的，循序漸進的，但我們目前的城改卻是一種突變，
全面開花，根本不去思索新建築與城市獨有的歷史文化保持一種脈絡上的聯繫。清一色的高樓大廈，流
行全國的玻璃幕牆和釉面瓷磚，尤其那些簡單粗糙的享樂主義建築到處矗立，取代了歷經千百年而形成
的個性鮮明、異彩紛呈的城市形象。長此以往，所有城市將呈現相同的面孔，這是多可怕的事！」

（摘錄自新華網《守護文化家園——近訪作家馮驥才》）

篇章賞析（課本第 1.7 至 1.12 頁）
  《花臉》一文，以孩子的角度撰寫，讀起來充滿童真。例如文中的第 1  段寫「我」看到關公的花臉，
竟然「叫我看得直縮脖子」，甚至「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揚下巴」，反映「我」的膽小，體現了孩
子對新事物膽怯的特點。接着，文中又寫到當「我」戴着花臉時，「我」留意到「與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們
投來豔羨的目光時，使我快活之極」，而且還不斷在眾人面前扮演關公，甚至「越發神氣」，這些都反
映出孩子天真爛漫的特點，讀後不禁令人發出會心微笑。此外，文中又寫到「我」對花臉十分喜愛，竟
然「一直戴着」，而且「誰說都不肯摘，睡覺時也戴着它」，反映小孩率直的特點，對於喜歡的事物毫
不掩飾，並要時常帶在身邊。

單元一  念記當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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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人的心情同樣由喜轉為悲。《內心的糖果》中「我」本來因為可以買糖果而滿心歡喜，後來卻
被母親斥責，覺得深受委屈，拒絕再吃糖果，心裏感到苦澀。《花臉》中的「我」本來得意洋洋地扮
演關公，結果不小心打破祖傳花瓶，於是感到失落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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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心的糖果》中「我」被母親責備後拒絕再吃糖果，可見她的個性倔強固執。《花臉》中「我」打破花
瓶後，躲在屋裏很少露面，害怕看見爸爸含怒的臉，可見他的個性膽怯懦弱。

試題錦囊（課本第 1.16 頁）	

（增潤）

1.	 根據本文的第	 1 	段，「我」認為關公的花臉有甚麼特別之處？

「我」認為關公的花臉毫不兇惡，卻有股子凜然不可侵犯的莊重之氣，咄咄逼人，使人嚇得縮脖子。

2.	 以下哪一個四字詞語最能概括本文第	 7 	及第	 8 	段的內容？

A	樂不可支	 B	悲從中來	 C	否極泰來	 D	得意忘形

D 得意忘形
（根據本文第 7  及第 8  段，「我」因為表演得到別人的讚賞，所以越發神氣，更打算給客人驚喜。結
果「我」因為太興奮，表演時不慎打破了百蝶瓶，破壞了氣氛。「得意忘形」是指人因為高興而失去
常態，能夠概括本文第 7  及第 8  段的內容，故答案是選項 D。）

3.	 為甚麼作者在第	 9 	及第	10	段花了這麼多篇幅引述二姑和姨婆的說話？

因為「我」打破祖傳的百蝶瓶本來是「死罪」，必定會遭爸爸狠狠的揪打。幸好二姑和姨婆說了些吉
祥的說話，才緩和繃緊的氣氛，使「我」得以奇跡般逃脫。由於兩人的說話，是「我」得以逃脫的關鍵，
所以作者特意花了這麼多篇幅來引述。

	 委屈（節錄）� 阿濃

1   那是一個春風吹，風箏滿天飛的季節；連電線上、大樹上也都掛滿了紅紅綠綠的風箏屍骸。
這時節母親們的線轆最容易失蹤，因為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錢買玻璃線的。早上被關進課室時，我
們只能從窗口偷看外面天空的大戰；一放學，那就個個都成了「朝天眼」，因貪看風箏而踩進泥
塘、撞到木柱，都是常有的事。

2   「跌啦！跌啦！斷線啦……」不知是誰先發一聲喊，四面八方，幾十隻小腿兒，奔向同一的
方向，那裏正有一隻打敗了的風箏，飄飄蕩蕩地向下墜。

3   我跑掉了一隻鞋子，膝頭上擦破了一塊皮，卻一點也不在乎；因為那風箏剛好掉在我的手
上。我高興得像獲得了一件珍寶，興奮地把它高舉在頭上。

4   忽然，是誰在我後面一搶，我本能地把風箏抓緊了。「嗦啦」一聲，風箏破了，我手裏只剩
下一條竹篾和一些破紙。我氣紅了眼睛，回頭一看，見是小牛，怒從心上起，照他的臉就是一拳。
這一拳沒有打中，兩人卻扭在一起了。你揪我的頭髮，我扯你衣服。旁觀的孩子們也不看風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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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打架要好看得多，他們站在一旁吶喊助威，呼聲震耳。「住手！」響雷似的一聲叱喝，使我
立即放鬆了手。「回去！」爸爸在前走，我抹着眼淚在後面跟。

5  「是他不對，他為甚麼搶我的風箏？」我準備回去把理由說給爸爸聽。一回到家裏，爸爸就
關上了大門。

6  「跪下來！」我到今天還記得他鐵青的臉。

7  我倔強地站着。

8  「拍！拍！」他打了我兩巴掌。

9  我哇的哭了。跟着是一頓「雞毛掃」，直到媽媽從爸爸手裏把它搶去。

10 我忽然不哭了，緊閉着嘴脣，鼻翼呼呼地煽動着。我按着自己的嘴，強忍住嗚咽，自己站在
門角裏。

11 這天我沒有吃晚飯。媽媽來拉過我好幾次，她把飯搬到我面前要親自餵我，她用各種的話勸
我，她說要買一隻風箏給我，還有一大捲玻璃線。但我緊閉着嘴脣站在那裏，不說話也不哭。我
那時真有決心在那裏站一輩子。

12 夜了，爸爸睡了，媽媽在歎氣，但我還站在門角裏。我站得疲倦了，也開始感到瞌睡。媽媽
強把我拉上牀，但我從牀上跳下來仍舊站到門角去。時鐘打了十二點，一點，媽媽也上牀睡了。
我沒有聽到打兩點，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已經在牀上，一定是我倚在牆上睡着時，媽媽把我抱上牀
的。

13 這天我一聲不響地吃了東西，一聲不響地上學去。放學回家時，我看見枱上有一個漂亮的風
箏，還有很大的一捲線。媽媽笑着說：「爸爸買給你的。」但我碰也沒有碰就走進了房裏。

1. 根據引文內容，寫出文章的記敍要素。

（1） 時間：某一年的春季

（2） 地點：回家途中、家中

（3） 人物：「我」、小牛、父親、母親

（4） 事件起因：小牛搶走「我」的風箏，跟「我」打起架來。

（5） 事件經過：「我」被父親責打，於是賭氣不吃飯，也不肯上牀睡覺。

（6） 事件結果：「我」放學回家，看見枱上放着爸爸送的漂亮風箏，但「我」碰也沒碰。

2. 你認為引文題為「委屈」是否合適？為甚麼？

合適，「我」因為被人搶去風箏而打架，但父親卻不問情由打罵「我」，「我」因而感到不公平及冤屈，
「委屈」一詞正好能反映「我」的這份心情。

3. 根據引文，「我」跟父親的關係怎樣？這與《花臉》一文中，「我」和父親的關係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引文的「我」與父親的關係跟《花臉》一文相似。兩者的父親都很嚴厲，而且兩文中的「我」也很怕父
親。當他們犯錯時，父親都會很嚴厲地責罵或罰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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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人間風景 

吳敬梓《王冕的少年時代》 
姓名：                  日期：            

班別：             （  ） 

 
（見《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中一上第 2.41 頁） 

【版邊提問】 

1. 作者形容王冕是一個怎樣的人？ 

                                       

2. 為甚麼王冕十歲時要停學？ 

                                       

                                       

3. 王冕的母親為甚麼會「含着兩眼眼淚」？ 

                                       

                                       

4. 王冕怎樣處置秦家煮的醃魚、臘肉？ 

                                       

5. 王冕輟學後，是怎樣繼續讀書的？ 

                                       

6. 王冕畫的荷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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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閱讀 2 講讀 吳敬梓《王冕的少年時代》 
姓名：                  日期：            

班別：             （  ） 

課文結構圖（見《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中一上第 2.43 至 2.46 頁） 

 

 
 
 
 
 
 
 
 
 
 
 
 
 
 
 
 
 
 
 
 
 

 
 

身世背景 
王冕生於元朝末年，是一個「_______________」

的人。 
王冕七歲時父親離世，靠母親做____________供養。 

介紹王冕的

出生時代、

品格和家庭

狀況。 

王冕十歲那年，母親無法供他讀書，替他找了一份

_________的工作。王冕為免母親擔憂，順從母親的

安排。 

王冕自此替秦老放牛，黃昏才回家歇宿。秦家給他

的食物，總會拿回家         。 

母 親 把 王 冕 帶 到 鄰 里 秦 老 家 裏 後 ， 含 着 眼

淚        。 

王冕省下      買書，在放牛時閱讀，逐日

看書，心有所會。 

放牛 

記述王冕輟

學後替秦家

放 牛 的 生

活。 

有一天大雨初霽，王冕發現         非

常漂亮，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

於是萌生      的念頭。 

王冕把存下來的錢用來買          ，

初時畫得不好，三個月後，紙上的荷花彷彿真的一

般。 

王冕成為              ，聞名諸

暨縣，而他把賣畫所得，買好東西孝敬母親。 

王冕到了十七、八歲時，不再替秦老放牛，每

日     、      ，家中漸漸不愁衣食，

母親亦老懷安慰。 

畫畫 

記述王冕學

習繪畫荷花

及成為畫沒

骨花卉名家

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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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單元二 閱讀理解工作紙 1 

姓名：                 （  ）    班別：              日期：           

 

總分：50 分 
閱讀篇章，完成下面的練習。 

 

1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個老乞丐，也常想總有一天把他寫進我的小說裏。他很髒、很

胖。髒，是當然的，可是胖子做了乞丐，卻是在他以前和以後，我都沒有見過的事；覺得和

他的身份很不襯，所以才有了不可磨滅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見他，穿着空心大棉襖

坐在我家的門前，曬着早晨的太陽在拿蝨子。他的唾沫比我們多一樣用處，就是食指放在舌

頭上舔一舔，沾了唾沫然後再去沾身上的蝨子，把蝨子夾在兩個大拇指的指甲蓋兒上擠一下，

「噠」的一聲，蝨子被擠破了。然後再沾唾沫，再拿蝨子。聽說蝨子都長了尾巴了，好不噁

心！  

 
2 他的身旁放着一個沒有蓋子的砂鍋，盛着乞討來的殘羹冷飯。不，飯是放在另一個地方，

他還有一個黑髒油亮的帆布口袋，乾的東西像飯、饅頭、餃子皮甚麼的，都裝進口袋裏。他

抱着一砂鍋的剩湯水，仰起頭來連扒帶喝的，就全吃下了肚。我每看見他在吃東西，就往家

裏跑，我實在想嘔吐了。  

 
3 對了，他還有一個口袋。那裏面裝的是甚麼？是白花花的大洋錢！他拿好了蝨子，吃飽

了剩飯，抱着砂鍋要走了，一站起身來，破棉褲腰裏繫着的這個口袋，往下一墜，洋錢在裏

面打滾兒的聲音叮噹響。我好奇怪，拉着宋媽的衣襟，指着那發響的口袋問：  

 

  「宋媽，他還有好多洋錢，哪兒來的？」  

 

  「哼，你以為是偷來的、搶來的嗎？人家自個兒攢的。」   

 

  「自個兒攢的？你說過，要飯的人當初都是有錢的多，好吃懶做才把家當花光了，只好

要飯吃。」 

 

  「是呀！可是要了飯就知道學好了，知道攢錢啦！」宋媽擺出凡事皆懂的樣子回答我。  

 

  「既然是學好，為甚麼他不肯洗臉洗澡，拿大洋錢去做套新棉襖穿哪？」   

 

  宋媽沒回答我，我還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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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基礎知識工作紙 

中一單元二 

姓名：                                            日期：                                

班別：                                   （         ）         得分：                      ／66分 
 
學習重點：  
一、掌握標點符號：逗號、頓號、分號、連接號、專名號 
二、認識數詞、量詞 
三、認識修辭：明喻、暗喻、借喻 
  
標點符號：逗號、頓號、分號、連接號、專名號 

1. 根據下面句子的句意，把適當的標點符號寫在橫線上。（12 分） 

(1) 那時候     槍殺     亂逮野生動物是不受法律懲罰的。 

(2)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     雪一下     可就兩樣了。 

(3) 媽媽牽女兒的手天經地義     女兒牽媽媽的手地久天長。 

(4) 飛行時須聽機長     空中服務員指揮     航機升降時須扣上安全帶，垂直椅

背。 

(5) 咬下來的一段     大約 20     30 厘米。 

(6) 由於這些小水滴對陽光的折射作用     才會有晚霞朝暉     閒雲迷霧     

彩虹日暈等氣象萬千的自然景色。 

 

2. 在下面各句中適當的地方加上專名號。（10 分） 

(1) 法國十八世紀著名作家莫泊桑，一生寫了將近三百篇短篇小說和六部長篇小說。 

(2) 往後的一年，每月父親都帶我到銅鑼灣怡和街那家電器行供款。  

(3) 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濟南的三大名勝。 

(4) 有幸第一個看到中秋月的是水手長老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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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知道這句話是誰說的嗎？你們知道這句話是誰說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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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九十九分的後天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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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 內容簡介 寫作技巧 補充資料總結所學

篇章結構

篇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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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結構第一層：1 第二層：2~4 第三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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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用書附錄

1.4

閱讀
講讀 1�花臉（節錄）

授課焦點（課本第 1.5 至 1.18 頁）
  本講讀課的學習重點是認識記敍要素、順敍法及記敍人稱。教師授課時，可留意以下三點：
  1.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所記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事情的原因、經過和結果；
  2.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了解本文的鋪排；
  3. 引導學生辨識文章是以哪個人稱的身份來敍述。

以下是教學流程建議：

引入：教師可向學生展示一些紙製或膠製的卡通人物臉譜，然後問問學生有沒有玩過這類臉譜，並邀請
兩至三位學生出來，戴上臉譜扮演相關的角色向同學打招呼，從而切入課文。

教授：文章以花臉為記敍線索，以舅舅帶「我」去娘娘宮，購得關老爺的花臉開始，最後以「我」打破祖
傳的花瓶，為迴避爸爸而戴着花臉作結。教師教授課文時，可提醒學生留意文中的記敍要素，以掌握事
情的來龍去脈。此外，可着學生留意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例如「一年年根」、「大年三十」、「大年初一」
等，以指出本文是按時間的先後次序來鋪排內容。此外，可向學生介紹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然後要學
生分辨課文的記敍人稱。

總結：教師可於講授課文後，引導學生閱讀「品德情意」（課本第 1.16 頁），讓學生反思甚麼是關懷家人。
此外，也可以引導學生閱讀「文化交匯點」（課本第 1.17 至 1.18 頁），以香港昔日流行的玩具作引入，讓
他們認識玩具的教育作用，並進一步研習有關中國的傳統玩具。

補充資料．作者簡介（課本第 1.5 頁）
  馮驥才熱愛中國文化，對保護文化不遺餘力。對於現今中國城市急速發展，城市面貌趨向類同，他
認為那是可怕的事。他曾在一個訪問說：「我國是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速度要求過快，文化
上所承受的負荷太重。我們來不及對已經擁有的東西，來不及對自身固有的品質加以認識和認定，就很
快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從城市建築上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比如，為改善住房條件和發展城
建企業，便簡單粗暴地把歷史建築視作危房陋屋，不加任何文化限定的大面積地掃蕩和開發；而在建設
新城市時，又缺乏文化構想。本來城市的發展是線型的，循序漸進的，但我們目前的城改卻是一種突變，
全面開花，根本不去思索新建築與城市獨有的歷史文化保持一種脈絡上的聯繫。清一色的高樓大廈，流
行全國的玻璃幕牆和釉面瓷磚，尤其那些簡單粗糙的享樂主義建築到處矗立，取代了歷經千百年而形成
的個性鮮明、異彩紛呈的城市形象。長此以往，所有城市將呈現相同的面孔，這是多可怕的事！」

（摘錄自新華網《守護文化家園——近訪作家馮驥才》）

篇章賞析（課本第 1.7 至 1.12 頁）
  《花臉》一文，以孩子的角度撰寫，讀起來充滿童真。例如文中的第 1  段寫「我」看到關公的花臉，
竟然「叫我看得直縮脖子」，甚至「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揚下巴」，反映「我」的膽小，體現了孩
子對新事物膽怯的特點。接着，文中又寫到當「我」戴着花臉時，「我」留意到「與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們
投來豔羨的目光時，使我快活之極」，而且還不斷在眾人面前扮演關公，甚至「越發神氣」，這些都反
映出孩子天真爛漫的特點，讀後不禁令人發出會心微笑。此外，文中又寫到「我」對花臉十分喜愛，竟
然「一直戴着」，而且「誰說都不肯摘，睡覺時也戴着它」，反映小孩率直的特點，對於喜歡的事物毫
不掩飾，並要時常帶在身邊。

單元一  念記當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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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兩人的心情同樣由喜轉為悲。《內心的糖果》中「我」本來因為可以買糖果而滿心歡喜，後來卻
被母親斥責，覺得深受委屈，拒絕再吃糖果，心裏感到苦澀。《花臉》中的「我」本來得意洋洋地扮
演關公，結果不小心打破祖傳花瓶，於是感到失落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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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心的糖果》中「我」被母親責備後拒絕再吃糖果，可見她的個性倔強固執。《花臉》中「我」打破花
瓶後，躲在屋裏很少露面，害怕看見爸爸含怒的臉，可見他的個性膽怯懦弱。

試題錦囊（課本第 1.16 頁）	

（增潤）

1.	 根據本文的第	 1 	段，「我」認為關公的花臉有甚麼特別之處？

「我」認為關公的花臉毫不兇惡，卻有股子凜然不可侵犯的莊重之氣，咄咄逼人，使人嚇得縮脖子。

2.	 以下哪一個四字詞語最能概括本文第	 7 	及第	 8 	段的內容？

A	樂不可支	 B	悲從中來	 C	否極泰來	 D	得意忘形

D 得意忘形
（根據本文第 7  及第 8  段，「我」因為表演得到別人的讚賞，所以越發神氣，更打算給客人驚喜。結
果「我」因為太興奮，表演時不慎打破了百蝶瓶，破壞了氣氛。「得意忘形」是指人因為高興而失去
常態，能夠概括本文第 7  及第 8  段的內容，故答案是選項 D。）

3.	 為甚麼作者在第	 9 	及第	10	段花了這麼多篇幅引述二姑和姨婆的說話？

因為「我」打破祖傳的百蝶瓶本來是「死罪」，必定會遭爸爸狠狠的揪打。幸好二姑和姨婆說了些吉
祥的說話，才緩和繃緊的氣氛，使「我」得以奇跡般逃脫。由於兩人的說話，是「我」得以逃脫的關鍵，
所以作者特意花了這麼多篇幅來引述。

	 委屈（節錄）� 阿濃

1   那是一個春風吹，風箏滿天飛的季節；連電線上、大樹上也都掛滿了紅紅綠綠的風箏屍骸。
這時節母親們的線轆最容易失蹤，因為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錢買玻璃線的。早上被關進課室時，我
們只能從窗口偷看外面天空的大戰；一放學，那就個個都成了「朝天眼」，因貪看風箏而踩進泥
塘、撞到木柱，都是常有的事。

2   「跌啦！跌啦！斷線啦……」不知是誰先發一聲喊，四面八方，幾十隻小腿兒，奔向同一的
方向，那裏正有一隻打敗了的風箏，飄飄蕩蕩地向下墜。

3   我跑掉了一隻鞋子，膝頭上擦破了一塊皮，卻一點也不在乎；因為那風箏剛好掉在我的手
上。我高興得像獲得了一件珍寶，興奮地把它高舉在頭上。

4   忽然，是誰在我後面一搶，我本能地把風箏抓緊了。「嗦啦」一聲，風箏破了，我手裏只剩
下一條竹篾和一些破紙。我氣紅了眼睛，回頭一看，見是小牛，怒從心上起，照他的臉就是一拳。
這一拳沒有打中，兩人卻扭在一起了。你揪我的頭髮，我扯你衣服。旁觀的孩子們也不看風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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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花，根本不去思索新建築與城市獨有的歷史文化保持一種脈絡上的聯繫。清一色的高樓大廈，流
行全國的玻璃幕牆和釉面瓷磚，尤其那些簡單粗糙的享樂主義建築到處矗立，取代了歷經千百年而形成
的個性鮮明、異彩紛呈的城市形象。長此以往，所有城市將呈現相同的面孔，這是多可怕的事！」

（摘錄自新華網《守護文化家園——近訪作家馮驥才》）

篇章賞析（課本第 1.7 至 1.12 頁）
  《花臉》一文，以孩子的角度撰寫，讀起來充滿童真。例如文中的第 1  段寫「我」看到關公的花臉，
竟然「叫我看得直縮脖子」，甚至「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揚下巴」，反映「我」的膽小，體現了孩
子對新事物膽怯的特點。接着，文中又寫到當「我」戴着花臉時，「我」留意到「與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們
投來豔羨的目光時，使我快活之極」，而且還不斷在眾人面前扮演關公，甚至「越發神氣」，這些都反
映出孩子天真爛漫的特點，讀後不禁令人發出會心微笑。此外，文中又寫到「我」對花臉十分喜愛，竟
然「一直戴着」，而且「誰說都不肯摘，睡覺時也戴着它」，反映小孩率直的特點，對於喜歡的事物毫
不掩飾，並要時常帶在身邊。

教師用書附錄

1.4

閱讀
講讀 1�花臉（節錄）

授課焦點（課本第 1.5 至 1.18 頁）
  本講讀課的學習重點是認識記敍要素、順敍法及記敍人稱。教師授課時，可留意以下三點：
  1.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所記的時間、地點、人物及事情的原因、經過和結果；
  2. 引導學生找出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了解本文的鋪排；
  3. 引導學生辨識文章是以哪個人稱的身份來敍述。

以下是教學流程建議：

引入：教師可向學生展示一些紙製或膠製的卡通人物臉譜，然後問問學生有沒有玩過這類臉譜，並邀請
兩至三位學生出來，戴上臉譜扮演相關的角色向同學打招呼，從而切入課文。

教授：文章以花臉為記敍線索，以舅舅帶「我」去娘娘宮，購得關老爺的花臉開始，最後以「我」打破祖
傳的花瓶，為迴避爸爸而戴着花臉作結。教師教授課文時，可提醒學生留意文中的記敍要素，以掌握事
情的來龍去脈。此外，可着學生留意文中表示時間的字眼，例如「一年年根」、「大年三十」、「大年初一」
等，以指出本文是按時間的先後次序來鋪排內容。此外，可向學生介紹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然後要學
生分辨課文的記敍人稱。

總結：教師可於講授課文後，引導學生閱讀「品德情意」（課本第 1.16 頁），讓學生反思甚麼是關懷家人。
此外，也可以引導學生閱讀「文化交匯點」（課本第 1.17 至 1.18 頁），以香港昔日流行的玩具作引入，讓
他們認識玩具的教育作用，並進一步研習有關中國的傳統玩具。

補充資料．作者簡介（課本第 1.5 頁）
  馮驥才熱愛中國文化，對保護文化不遺餘力。對於現今中國城市急速發展，城市面貌趨向類同，他
認為那是可怕的事。他曾在一個訪問說：「我國是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速度要求過快，文化
上所承受的負荷太重。我們來不及對已經擁有的東西，來不及對自身固有的品質加以認識和認定，就很
快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從城市建築上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比如，為改善住房條件和發展城
建企業，便簡單粗暴地把歷史建築視作危房陋屋，不加任何文化限定的大面積地掃蕩和開發；而在建設
新城市時，又缺乏文化構想。本來城市的發展是線型的，循序漸進的，但我們目前的城改卻是一種突變，
全面開花，根本不去思索新建築與城市獨有的歷史文化保持一種脈絡上的聯繫。清一色的高樓大廈，流
行全國的玻璃幕牆和釉面瓷磚，尤其那些簡單粗糙的享樂主義建築到處矗立，取代了歷經千百年而形成
的個性鮮明、異彩紛呈的城市形象。長此以往，所有城市將呈現相同的面孔，這是多可怕的事！」

（摘錄自新華網《守護文化家園——近訪作家馮驥才》）

篇章賞析（課本第 1.7 至 1.12 頁）
  《花臉》一文，以孩子的角度撰寫，讀起來充滿童真。例如文中的第 1  段寫「我」看到關公的花臉，
竟然「叫我看得直縮脖子」，甚至「不敢用手指它，只是朝它揚下巴」，反映「我」的膽小，體現了孩
子對新事物膽怯的特點。接着，文中又寫到當「我」戴着花臉時，「我」留意到「與我一般大的男孩子們
投來豔羨的目光時，使我快活之極」，而且還不斷在眾人面前扮演關公，甚至「越發神氣」，這些都反
映出孩子天真爛漫的特點，讀後不禁令人發出會心微笑。此外，文中又寫到「我」對花臉十分喜愛，竟
然「一直戴着」，而且「誰說都不肯摘，睡覺時也戴着它」，反映小孩率直的特點，對於喜歡的事物毫
不掩飾，並要時常帶在身邊。

文化知識工作紙                                         配合單元二文化交匯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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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文化知識工作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國傳統繪畫 

中國傳統繪畫簡稱「國畫」，在古代稱為「丹青」，屬琴、棋、書、畫「四藝」之一。

國畫在狹義上是指水墨畫，但在廣義上則泛指在牆壁、陶器、石刻上帶有中國傳統風格的繪

畫。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歷史悠久，具有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世界美術領域上自成體系，

別樹一幟。 

 

國畫的基本工具 

中國傳統繪畫的特點可體現於繪畫的工具和材料上，其中墨、

顏料、毛筆、紙等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唐 宋以前，由於紙張尚未流行，人們多在絹上繪

畫，至元代以後才大量使用較為廉價的紙張，常用的

物料還有宣紙、棉紙。不同物料的吸水性能各異，故

可產生不同的筆墨變化。 

墨以松煙墨、油煙墨為主要材料，並會加入膠和香

料。松煙墨墨濃無光，質細易磨，多用來寫書法。油

煙墨質地較粗，墨色層次多且有光澤，所以較適合用

來繪畫。 

顏料有植物性顏料，如胭脂、花青二色，以及礦物性

顏料，如石青、硃砂二色。前者色薄透明，後者顏色

厚重。國畫設色可與墨合用，但注重「色不礙墨，墨

不礙色」，色彩運用做到淡而不薄，豔而不俗。 

 

 

 

鑑賞國畫 

中國傳統繪畫依題材分類，有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宮室畫等。中國繪畫藝術含了

中國的哲學觀念和審美價值，着重表現物象的內在精神和畫家的主觀感情，成為中國藝術一

套獨特的審美價值。 

 

課後

課堂

閱讀範疇

提供全方位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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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篇二選篇二選篇二選篇二 

 二子學弈二子學弈二子學弈二子學弈 孟子孟子孟子孟子 

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邊推想邊理解內容邊推想邊理解內容邊推想邊理解內容邊推想邊理解內容。。。。 

 

   弈秋，通國 1.
之善 2.

弈者也。 3.
4.

使弈秋誨 5.
二人弈， 6.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7. 弈秋之為聽。

一人雖聽之 8. ，一心以為有鴻鵠 9.

將至 10. ，思援 11.

弓繳 12.
而射之， 13.

雖與之 14.

俱 15.
學，弗若 16.

之矣 17.
。 

 邊推想邊理解邊推想邊理解邊推想邊理解邊推想邊理解 

1. 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 

11. 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 

14. ________________ 

延伸提問延伸提問延伸提問延伸提問 

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試根據篇章，，，，回答以下問題回答以下問題回答以下問題回答以下問題。。。。 

1. 試解釋下列句子中粗體字的意思。 

(1) 其其其其一人專心致志。 
其：                             

(2) 雖與與與與之俱。 
與：                             

(3) 為是其其其其智弗若與與與與？ 
其：                             

 

與：                             

 

︵
中
一
至
中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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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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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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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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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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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遵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頒佈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2001）、《中學
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07）及《優質課本基本原則》（2014）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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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設文言文教學手冊（2016 年加強版），不僅提供全面的文言文教學策略及考卷析，

更新增「文言知識起步點」與課文內容銜接，以便從小學過渡中一的文言文學習。

按每單元學習重點，備有文言文閱讀基礎及強化工作紙，以照顧學習差異；另設文言文

基礎知識工作紙，強化學生的文言文語基。

文言文閱讀基礎工作紙                                                        配合中一單元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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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閱讀基礎工作紙 

中一 單元二 

姓名：                                             日期：                            

班別：                                   （         ）         得分：                   ／45分 

學習重點： 
一、解釋文言字詞的意思 
二、解釋文言句子的意思 
三、理解文章的內容 
四、分析篇章的寫作手法 
五、比較篇章的寫作手法 
六、認識文言虛詞：以 
七、認識文言人稱代詞：汝、爾 
 

                        王安石辭妾             邵伯温 

王荊公○1 知制誥○2 ，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見之，曰：「何物也？」女子曰：「夫人

令○3 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4 ？」曰：「妾之夫為軍大將○5 ，督運糧○6 而失舟○7 ，

家資盡沒猶不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8 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

公呼其夫，令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注釋 

○1  王荊公：即王安石，因封荊國公，故又稱王荊公。 

○2  知制誥：職官名稱，負責為皇帝起草詔書。 

○3  令：使，讓，亦可作命令。 

○4  汝誰氏：汝，你。汝誰氏，你是誰家的人。 

○5  軍大將：指軍中官員。 

○6  督運糧：督，監督。督運糧，監督運送糧食。 

○7  失舟：失，失掉，喪失。失舟，指沉船，翻船。 

○8  愀然：形容神色變得憂愁或嚴肅的樣子。愀（qiăo），粵音「悄」（tsiu2）。 

文言文閱讀強化工作紙                                                      配合中一單元二使用 

《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                           © 201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第 1 頁，共 1 頁

 

文言文閱讀強化工作紙 

中一 單元二 

姓名：                                                  日期：                             

班別：                                   （         ）           得分：                    ／70分 

 
學習重點： 
一、解釋文言字詞的意思 
二、解釋文言句子的意思 
三、理解文章的內容 
四、認識人物描寫的方法 
五、理解文章的思想主題 
六、因應文章內容，提出個人看法 
七、比較不同文章的內容 
八、認識文言虛詞：爾、以、乃 
九、認識文言人稱代詞：吾 
 

           孟母三遷                劉向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

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遊為賈人衒賣之事。孟母

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吾子也。」復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六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

善以漸化。 

注釋 

 孟軻：即孟子，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名軻，戰國時期鄒（今山東 鄒縣）人。軻（kē），粵音「柯」（ɔ1）。 

 築埋：築，搗土。埋，埋葬。築埋，指修墳造墓之類的事情。 

 賈人：商人。賈（gŭ），粵音「古」（gu2）。 

 衒賣：沿街叫賣。衒（xuàn），粵音「願」（jyn6） 

 俎豆：兩種祭祀宴飲用的禮器。俎（zŭ），粵音「左」（dzɔ2）。 

 揖讓進退：即打拱作揖、進退朝堂等古代賓主相見的禮儀。揖（yī），粵音「邑」（jɐp7）  

文言文基礎知識工作紙                                                       配合中一單元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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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基礎知識工作紙 

中一  單元二  

姓名：                                             日期：                            

班別：                                   （         ）         得分：                   ／72 分 

 
學習重點：  
一、認識文言虛詞：乎、爾、以、乃 
二、認識文言詞匯：人稱代詞（吾、汝、爾） 
 

乎 

1. 辨析以下句子中「乎」的意思，塗滿相應的圓圈，並譯為白話文字詞。（16 分） 

 表示疑問

語氣 
表示反

問語氣 
白話文

字詞 

(1) 齊宣王見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樂乎？」 （《孟

子‧梁惠王下》） 

○ ○ 
 

(2) 予子冠履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墨子‧貴義》） ○ ○  

(3)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司馬遷《史記‧項

羽本紀》） 

○ ○ 
 

(4) 僕聞之，有三利必有三患，子知之乎？（《韓詩外傳》） ○ ○  

(5) 此織斷，能複續乎？（《孟母斷織》） ○ ○  

(6) 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不勉乎？（顧炎武《與

友人書》） 

○ ○ 
 

(7) 請與子論功，可乎？（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 ○  

(8)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殺良人，將何以理天下乎？（范

曄《強項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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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篇章文言字詞表 

字 古義 今義 例子 

加 更加 把兩個或以上的東西或數

目合在一起 

鄰國之民不加少，寡人之民不加多。（孟子《寡

人之於國也章》） 

去 離開、離去 從所在地到別的地方 有賣油翁釋擔而立，睨之，久而不去。（歐陽修

《賣油翁》） 

市 買 市場 願為市鞍馬。（《木蘭辭》） 

向 昔日、從前 方向、朝着 既出，得其船，便扶向路，處處誌之。（陶潛《桃

花源記》） 

私 偏愛、寵愛 個人、私自、單獨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戰國策˙鄒忌諷齊王

納諫》） 

身 自身、自己 身體 魯人身善織屨。（韓非《魯人徙越》） 

被 覆蓋、遍布 表示被動；猶讓、為 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韓非《魯人徙越》）

郭 外城 姓氏 出郭相扶將。（《木蘭辭》） 

善 擅長 善良、美好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歐陽修《賣油翁》） 

尋 不久、隨即 尋找 未果，尋病終。（陶潛《桃花源記》） 

游 行走、遊走 游泳、在水中活動 以子之所長，游於不用之國。（韓非《魯人徙越》）

會 適逢、正趕上 會見 會賓客大宴。（林嗣環《口技》） 

爺 父親 祖父 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辭》） 

賊 傷害 搶劫或偷竊財物的人 好信不好學，其蔽也賊。（《論語八則》） 

窮 盡頭、完結 缺乏財物、生活貧困 欲窮其林。（陶潛《桃花源記》） 

擅 據有、佔有 擅長、專長 擅齊之強，得一士焉。（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操 攜帶 掌握、控制、持有 至之市而忘操之。（韓非《鄭人買履》） 

諾 同意、遵命 承諾、諾言 周曰：「諾，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

而迎子，可乎？」（莊子《涸轍之鮒》） 

遺 贈予、給予 遺失、遺留 飾名姝遺之。（畢沅《續資治逍鑑》） 

趨 快步走、奔跑 趨向、迎合 嘗趨百里外，（宋濂《送東陽馬生序（節錄）》）

舊 舊友、朋友 過去 親舊知其如此。（陶潛《五柳先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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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聚焦 

文言虛詞：之 

 作用 例子 說明 

之 
1. 作代詞，可代指人或事

物，相當於「這」、「這個」、

「這樣」、「他們」、「它們」。 

2. 作 結 構 助 詞 ， 相 當 於

「的」。 

3. 作動詞，相當於「到」、

「往」。 

同大驚，以所愛良弓贈之。（《岳

飛之少年時代》） 

「之」是代詞，代指岳飛。 

我輩無義之人。（劉義慶《荀

巨伯遠看友人疾》） 

「之」是助詞，相當於「的」。

人之立志，顧不如蜀鄙之僧

哉！（彭端淑《為學一首示子

姪》） 

句中兩個「之」字，代表「的」，

屬助詞用法。 

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

海，何如？」（彭端淑《為學

一首示子姪》） 

句中「之」是動詞，相當於「去」。

僧富者不能至，而貧者至之。

（彭端淑《為學一首示子姪》）

句中「之」是代詞，代指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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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言知識起步點 

文言詞匯簡表 

 作用 例子 說明 

單音詞 由一個音節構成的

詞。 

 

豈荀巨伯所行邪？（劉義慶《荀巨伯

遠看友人疾》） 

「行」是單音詞，在語體文中則要改

成複音詞「行為」。 

不忍委之。（劉義慶《荀巨伯遠看友

人疾》） 

「委」是單音詞，在語體文中則要改

成複音詞「拋棄」。 

飛少負氣節。（《岳飛之少年時代》） 「少」是單音詞，在語體文中則要改

成複音詞「少年」。 

一字多音 

 

一字多音，不同的

讀音表示不同的詞

性或含義，讀音不

同，詞性、詞義也

不相同。 

抱飛坐巨甕中。（《岳飛之少年時代》） 讀音為「宗」，詞性是名詞，解「裏

面」。 

皆中的。（《岳飛之少年時代》） 讀音為「眾」，詞性是動詞，解「射

中」。 

一詞多義 一詞多義，即一個

詞語同時具多個意

義。 

及岸，得不死。（《岳飛之少年時代》） 「及」字解「到達」。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岳

飛之少年時代》） 

「及」字解「和」。 

 

詞類活用 在古代漢語裏，有

一些詞可按照一定

的語言習慣靈活運

用，在句子中臨時

改變它的詞性和基

本語法功能。 

名詞活用為動詞 

本身屬於名詞的詞語，在句子中充當

動詞。 

中通外直，不蔓不枝。（周敦頤《愛

蓮說》） 

「蔓」和「枝」兩詞本屬名詞，指植

物的枝莖。這裏活用為動詞，可譯為

「長出枝蔓」。 

形容詞活用為動詞 

本身屬於形容詞的詞語，在句子中充

當動詞。 

爾安敢輕吾射！（歐陽修《賣油翁》）

「輕」一詞本屬形容詞，形容物件的

輕重或事物的貴賤等。這裏活用為動

詞，可譯為「輕視」。 

形容詞活用為名詞 

本身屬於形容詞的詞語，在句子中充

當名詞。 

吾與汝畢力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

陰，可乎？（列子《愚公移山》） 

「險」一詞本屬形容詞，有形容事物

危險等意思。這裏活用為名詞，可譯

為「險阻」。 

動詞活用為名詞 

本身屬於動詞的詞語，在句子中充當

名詞。 

爾安敢輕吾射！（歐陽修《賣油翁》）

「射」一詞本屬動詞，指射擊。這裏

活用為名詞，可譯為「射箭的技術」。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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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學策略 

（一）課堂引入：多元化引入法 

文言篇章記錄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和文化發展，當中涉及很多經典人物、重要歷史事件、傳

統事物及名言典故，教師可以利用這些內容，設計不同的課堂引入活動，讓學生通過理解與

文章相關的背景資料，培養閲讀篇章的語感，提升學習興趣，從而更容易明白文章的內容大

意、中心思想、寫作重點及寫作動機。 
 
引入法 1：認識經典人物或著名作者 

示例 1 羅貫中《楊修之死》：先介紹楊修、曹操這兩位人物，然後着學生比較二人的性格，

從而引入楊修被殺的經過。 

示例 2 諸葛亮《出師表》：先介紹諸葛亮的背景，然後着學生比較文中諸葛亮的形象及處事

態度，跟羅貫中《孔明借箭》中的有何不同，再討論為何會有所不同。 
 
除了篇章中提到的歷史人物外，教師也可從作者入手，尤其是著名文學家，如先秦諸子、三

曹父子、竹林七賢、唐 宋古文八大家、元曲四大家等，讓學生藉着認識作者的生平，了解其

寫作風格及作品特點，有助理解篇章寫作的背景及動機。 
 
引入法 2：由重要歷史事件說起 

示例 1 羅貫中《孔明借箭》：先講解三國時曹操與孫權對壘的歷史背景，然後說明「赤壁之

戰」的經過，再引入周瑜想藉造箭一事陷害諸葛亮的動機。 

示例 2 蘇洵《六國論》：先講解先秦七國時的形勢，然後說明當時宋朝與遼和西夏的形勢，

再引入課文。 
 
教師可從整個朝代入手，亦可以從個別的歷史事件、社會制度開始，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篇章

的歷史背景，以助他們理解故事的因由、發展及結果，並於最終能夠掌握篇章的中心思想。 
 
引入法 3：了解名句格言典故 

示例 1 李商隱《樂遊原》：先問學生有沒有聽過陳奕迅《夕陽無限好》一曲，再問他們知否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句詩，然後讓學生解釋這句詩的意思。 

示例 2《論語‧論仁論君子》：先問學生「君子成人之美，不成人之惡」這句話語的意思，然

後着他們分享有關的經驗，再引入課文，講解孔子心目中君子的標準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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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句子語譯為白話文。 
惟弈秋之為聽。 

                                                                                         

2. 弈秋兩個弟子的學習條件有甚麼相同之處？ 
                                                                                         

3. 弈秋兩個弟子的學習態度有何不同？試分別說明。 

(1) 弟子一：                                                                            

(2) 弟子二：                                                                            

 

4. 作者如何刻畫兩個弟子學習時的不同表現？ 
                                                                                         

                                                                                         

 

5. 孟子以「二子學弈」的故事說明甚麼道理？                                                                                          

                                                                                         

 

6. 如果你鄰座的同學上課不專心，你會如何規勸他？ 

                                                                                       

                                                                                         

知識聚焦知識聚焦知識聚焦知識聚焦 
文言虛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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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冊提供各單元寫作的「參考範文」，詳細分析文章的內容鋪排、作法技巧及結構，並附

「評量表」及「評分參考」。

教冊提供實用文寫作的「評分參考」及「參考範文」。並新增「實用文教學簡報」，方便

老師教學。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5 

寫作 生活中的小人物
寫作訓練（課本第 2.38 至 2.40 頁）

題目： 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小人物，他們每天都在默默耕耘。試以「生活中的小人物」為題，作
文一篇。（字數不少於 300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審題立意
‧ 「小人物」是指一些地位不高的普通人。
‧ 「默默耕耘」說明這「小人物」必須具埋頭苦幹的特質。
‧ 「身邊」及「生活中」指「小人物」是大家日常所見的。

佈局謀篇
‧ 教師可提醒學生文章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 先交代描寫對象；
2. 敍述事件及描寫人物形象；
3. 總結文章，抒發個人感受或感悟。

‧ 教師可以簡報形式，向學生展示從事不同行業人員的照片，讓學生對「小人物」的形象和工作性質有
初步認識，然後着他們自行構想描寫對象。

‧ 學生可運用課本第 2.38 至 2.39 頁的寫作訓練指引，先確定描寫對象，再構思人物的形象，然後選取
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來撰寫。

‧ 教師可提醒學生如何有條理地鋪排文章內容，例如於開首略為交代描寫對象的身份及工作性質，然後
描寫人物的形象，接着交代一些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特徵的事件，最後於尾段帶出文章主題及抒發個人
感受。

表達及覆稿
‧ 本文要求運用不同的人物描寫方法，包括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及心理描寫，寫作後教師可

着學生檢查有沒有選取適當的手法來寫人。
‧ 本文要求通過事件刻畫人物，教師可提示學生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 教師可提示學生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來修飾文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及可讀性。
‧ 教師可着學生寫作文章後，檢視內容是否具體、充實，行文用字是否豐富、有文采。

2.18

教師用書附錄

命題寫作參考範文

1  每天上學和放學的路上，我都會經過一座樓宇的
工地，那裏有一羣不起眼的建築工人，不管酷暑、雨
淋，他們都緊守崗位，搭建滿足這座城市需要的房舍。
2  在烈日的炙烤下，男的個個光着身子，露出黝
黑的肌膚。工地裏也有四五個女的，多是四十來歲的婦
女，同樣肌色烏黑。縱使天氣炎熱，工人仍要戴上安全
帽及麻布手套，在工地裏，意外隨時發生，這是最基
本的保護裝備。每次走近去，便看見汗珠如豆子般
一顆顆地從他們身上滲透出來，他們總是一邊工作，
一邊用肩膀上的毛巾擦汗，原先潔白鬆軟的毛巾，混
和了汗水和泥塵，一下子變得濕漉漉、黃澄澄的。工地
的打樁聲震耳欲聾，每次工人說話時，總要提高噪子
喊出來，他們說話偶爾會夾雜一些粗言穢語，旁人看
着便覺得他們在吵架。
3  那天下午，當我經過這個工地時，看見一位魁
悟的建築工人忽然暈倒在地，旁邊的幾個壯漢立刻放下
工作，把他扶到陰涼處。「應該是中暑吧。」有人說。
「快拿報紙來給他扇扇涼！」、「我拿了瓶裝水來，快餵
他喝！」、「叫了救護車嗎？」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圍
着這位暈倒的工人，神情緊張。不久，救護車來了，
醫護人員把暈倒的工人抬上車送往醫院。眾人看着救
護車離去，仍是一臉凝重。
4  一會兒後，大家又各自回到崗位上，在炎夏中繼
續工作。
5  社會的繁盛，是由許多這樣的小人物一起創造
的，像建築工人、清潔工人、服務人員⋯⋯他們不管
酷暑、雨淋，都緊守崗位，做着一般人不願意做，甚
或感到厭惡的工作，但這些卻是必要的工作，所以這
些人物雖然不起眼，卻不平凡，是可敬可愛的一羣。

（635 字）

第一層次（第 1  段）
寫「我」每天經過工地，看見一羣建築工人在
惡劣天氣下埋首苦幹。

第二層次（第 2   4  段）
刻畫建築工人的形象及工作情況，並通過記敍
一位工人中暑倒地的事件，反映他們工作的艱
苦，以及擁有善良的特質。
 肖像描寫：從樣貌、年齡、裝束方面刻畫

建築工人的外貌，塑造他們的形象。
 比喻：把汗珠比作「豆子」，突出建築工

作的辛勞。
 動作描寫：描寫建築工人刷汗的動作，刻

畫他們的工作情況及辛勞。
 誇張：誇張地描寫毛巾由潔白鬆軟迅速變

得濕漉漉、黃澄澄，反映天氣的炎熱。
 行動描寫：描寫一名建築工人倒地後工友

的反應，刻畫他們對別人的關懷。
 語言描寫：描寫一名建築工人倒地後工友

的反應，刻畫他們對別人的關懷。

第三層次（第 5  段）
帶出文章的主題，讚揚社會上一些小人物毫不
起眼，卻貢獻良多。

教師可按教學需要，提供以下詞匯予學生參考。

魁梧  銅筋鐵骨  炯炯有神  眉開眼笑  面黃肌瘦  蓬頭垢面
不修邊幅  穿戴整齊  手疾眼快  慢條斯理  不苟言笑  誇誇而談

教師用書附錄

實用文評分參考（課本第 1.52 至 1.53 頁）
啟事

等級 內容（20 分） 表達（15 分） 結構（10 分） 標點字體（5分）
上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能配合題目要求，清楚
交代時間、地點、失物
的特徵及聯絡方法。

1. 用字精準，文句流暢。
2. 行文配合撰文者的身

份，語氣恰當。

1. 格式正確完整。
2. 結構嚴謹，條理分

明。

1. 標點符號使用準確
無誤。

2. 字體端正美觀。

3150 1620 1215 810 45
中品

（中上）
（中中（上））
（中中（下））

（中下）

尚能配合題目要求，交
代時間、地點、失物的
特徵及聯絡方法時，有
少許錯漏。

1. 用字恰當，文句尚算
通順。

2. 行文尚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大致恰
當。

1. 格式尚算完整，只
有 12 項錯漏。

2. 結構完整，條理大
致清晰。

1. 標 點 符 號 間 有 錯
誤。

2. 字體尚算端正。

1730 815 611 47 23
下品

（下上）
（下中）
（下下）

未能交代時間、地點、
失物的特徵及聯絡方
法。

1. 用字欠準確，文句不
通。

2. 行文未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不當。

1. 格式完全錯誤。
2. 結構鬆散，沒有條

理。

1. 標 點 符 號 常 有 錯
誤。

2. 字體潦草難辨。

716 17 15 13 1
極差劣╱ 
沒有作答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錯別字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給分，重錯者不計。
字數 字數多於 150，每多 20 字（包括標點符號），扣 1 分。

實用文寫作參考範文

尋物啟事
  本人於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左右，在圖書館自修室
遺失了一個綠色企鵝形狀的筆袋，上面掛着一個藍色的鈴
鐺，如有發現者請電郵至 yatsum@mail.com.hk，薄酬。
 陳一心啟
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

標題

署名、啟告語

日期

正文

實用文寫作
寫作格式及示例

實用文寫作

物啟事

標題
• 首行正中位置
• 用以說明啟事

尋物啟事

本人於十二月九日中午十二時左右在港島 東區

用 說明啟事
的 性 質 ， 如
「遺失啟事」

正文本人於十 月九 中午十 時左右在港島 東
大教堂附近遺失紅色小包一個，包上印有一朵白色小
花，內裏裝有小量化妝用品，如有發現者請致電2546 

913或電郵至 i@ i 薄酬

文
• 另行入兩字

位書寫
• 內容宜扼要

精簡7913或電郵至 annki@mail.com.hk，薄酬。

李安琪啟

精簡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署名、啟告語

• 啟告語可用「啟 「謹啟 或「敬啟 ，也• 啟告語可用「啟」、「謹啟」或「敬啟」，也
可省去不用

• 如有職銜，應放在發文者的左上方，或置於同
一行，並以一格相隔

日期
• 另起一行，頂格書寫
• 可以年、月、日全寫，也可以省略年份

教師用書附錄

1.26

爸爸： 天雄，謝謝你，要不是當年有你的幫忙，相信我的成績一定會一落千丈。
天雄： 其實是我謝謝你才對。在你沒有上課的日子，我每天為你做筆記，想不到竟然養成習慣，對我日

後的學業大有幫助。
媽媽： 明欣，你聽到張叔叔的話嗎？我常提醒你上課要做筆記，這樣才能幫助學習。
明欣： （語帶調侃）媽媽，我明白了，我也要在班上找一位願意為我在堂上做筆記的好同學，就像張叔叔

一樣才行。

現在請用 6分鐘整理第二節的問題答案，同時同學也可以整理前面各題的答案。

（停頓 6分鐘，響聲）

說話�旅行奇遇記 （個人短講）

說話訓練（課本第 1.59 至 1.62 頁）

題目： 你曾經在旅行期間遇上甚麼難忘的事嗎？試以「旅行奇遇」為題，用 2分鐘講述事情的

始末，你有 5分鐘構思話語的內容要點。

‧ 題目的關鍵詞是「奇遇」，「奇遇」就是「奇特的遭遇」，學生應選取旅行中所遇到的特別遭遇來作敍
述，切忌將整個旅行過程平鋪直敍地介紹。在敍事之後，宜說出心中的感受，以突顯題目中的「奇」字。

‧ 學生可按記敍六要素來組織話語內容。可先簡介旅遊的背景，說明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和誰一起去
旅遊。然後詳細講述奇遇的經過，講述時可按照時間推移或地點轉換來敍述，令話語有條理。

‧ 如學生的話語內容偏離主題，或未能重點講述奇遇的經過，或講述的條理欠清晰，均當獲較低分數。

個人短講評量表

評分項目 最低分 最高分

闡述

能選取具代表性的旅行奇遇作說話內容。內
容恰當，切合主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能具體講述奇遇的過程，對所見所聞有真切
的感受。

1 2 3 4 5 6 7 8 9 10

語言

能有條理、完整地組織行程經歷及所見所
聞。

1 2 3 4 5 6 7 8 9 10

用語確切，音量適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態度
態度自然，自信有禮。 1 2 3 4 5 6 7 8 9 10

眼神運用恰當。 1 2 3 4 5 6 7 8 9 10

評語：  得分：  ╱ 60 分

第一節錄音

仔細聆聽第一節錄音，完成下面的練習。 

聆聽話語節錄，然後回答第 1題。

1. 根據話語節錄，媽媽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

A 取笑爸爸把志向定得太高。

B 揶揄爸爸只是空口說白話。

C 讚賞爸爸說得出做得到。

D 欣賞爸爸為女兒做好榜樣。

2. 根據錄音中有關美荷樓的內容，判斷下列資料，選出正確答案，塗滿
相應的圓圈。（每題限選一個答案）

有關美荷樓的資料

(1) 建成年份：1956 年

(2) 特色：屬於香港首批公共房屋

(3) 改建前用途：為安置受石硤尾大火影響的居民

(4) 改建後用途：為旅客提供宿舍

有關美荷樓的資料 正確 錯誤 未曾提及

(1) 建成年份

(2) 特色

(3) 改建前用途

(4) 改建後用途

3. 爸爸在形容美荷樓的展覽單位時提到「原汁原味」，這是指甚麼？

 

 

 A B C D

    

摘錄筆記

1.56

單元一   念記當年

設題目標：聽出說話者的語氣

設題目標：聆聽敍述性話語

1. 爸爸表示兒時為了改
善家人的生活，於是
立志發憤讀書。然後
媽媽語帶欣賞地回應
指「爸爸，看來你的
努力並沒有白費，當
時的環境真的不容易
啊！」可見爸爸成功改
善了家人的生活，因
此媽媽這樣說是讚賞
爸爸說得出，做得到，
故答案是選項C。

2. (1) 爸爸在錄音中提
到美荷樓「於 1954
年建成」，而不是
1956 年，故資料錯
誤。

2. (2) 爸爸指美荷樓是
「石硤尾徙置區的
其中一幢徙置大
廈」，媽媽亦回應
指「石硤尾徙置區
是香港第一個公共
屋邨」，由此可見
美荷樓屬於香港首
批公共房屋，故資
料正確。

2. (3) 錄音中並未提及美
荷樓改建前的用途
是為了安置受石硤
尾大火影響的居
民，故資料屬未曾
提及。

2. (4) 爸爸指「最近我得
知美荷樓被改建成
青年旅舍」，可見
美荷樓改建後的用
途是作為旅舍，供
旅客入住，故資料
正確。

設題目標：聽出話語的含意
這是指美荷樓的展覽單位把舊有的單位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沒有經過改建。

 聆聽材料見附錄第 1.23 至 1.24 頁

設題目分析及評量表設詳盡的答題分析

加強實用文寫作訓練

寫作、聆聽及說話範疇

2.16

教師用書附錄

命題寫作評量表 
《生活中的小人物》

內容 40 分
評分要點：
1. 能具體塑造人物的形象，個性鮮明。
2. 能具體交代事件，脈絡清晰，切合主題。
3. 能抒發對有關人物的感受及個人啟悟。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2932 3336 374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1316 1720 2124 2528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4 58 912

小計：  ╱ 40 分

表達 30 分
評分要點：
1. 能運用人物描寫的方法：肖像描寫、行動描寫、

語言描寫、心理描寫。
2. 能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3. 能運用修辭技巧，提升文章的表達效果。
4. 文句流暢，用詞準確。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2224 2527 283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1012 1315 1618 1921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3 46 79

小計：  ╱ 30 分

結構 20 分
評分要點：
1. 結構完整，條理分明。
2. 段落銜接流暢緊密。
3. 剪裁得當，詳略得宜。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1516 1718 192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78 910 1112 1314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2 34 56

小計：  ╱ 20 分

標點字體 10 分
評分要點：
1. 恰當運用標點符號。
2. 字體端正整潔。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8 9 1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4 5 6 7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 2 3

小計：  ╱ 10 分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7 

錯別字（給分）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
給分，重錯者不計。 給分：

字數不足（扣分） 少於 280 字始扣分，連標點符號計算在內，每欠 20 字扣 1 分，
最多扣 10 分。 扣：  ╱ 10 分

評語：  總計：  ╱ 100 分

命題寫作評分參考

等級 內容（40 分） 表達（30 分） 結構（20 分） 標點字體（10 分）
上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1. 立意明確，能具體塑造
「小人物」的形象，個性
鮮明。

2. 能具體敍述事件。
3. 能清晰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
4. 內容富新意、具啟發性。

1. 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法。
2. 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精確，文句簡

潔、流暢。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運用

自然。

記述清晰有序，
剪裁適當、輕重
有致，詳略得宜。

1. 標點符號使用
準確無誤。

2. 字體端正美觀。

71100 2940 2230 1520 810
中品

（中上）
（中中（上））
（中中（下））

（中下）

1. 立意尚明確，能刻畫
「小人物」的形象。

2. 尚能清楚敍述事件。
3. 尚能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
4. 內容尚算豐富，有意義。

1. 尚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
法。

2. 尚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恰當，文句尚算

通順。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大致

恰當。

尚能清楚記述事
情，具條理，輕
重詳略尚能配合
題旨。

1. 標點符號間有
錯誤。

2. 字體尚算端正。

3170 1328 1021 714 47
下品

（下上）
（下中）
（下下）

1. 立意膚淺或未明，未能
刻畫「小人物」的形象。

2. 未能清楚敍述事件
3. 未能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和啟悟。
4. 內容貧乏，未能切題。

1. 未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
法。

2. 未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不當，文句不通。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運用

混亂。

記述紊亂，輕重
不均，詳略失當。

1. 標點符號常有
錯誤。

2. 字體潦草難辨。

430 112 19 16 13
極差劣╱ 
沒有作答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錯別字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給分，重錯者不計。
字數 字數少於 280，每少 20 字（包括標點符號），扣 1 分。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5 

寫作 生活中的小人物
寫作訓練（課本第 2.38 至 2.40 頁）

題目： 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小人物，他們每天都在默默耕耘。試以「生活中的小人物」為題，作
文一篇。（字數不少於 300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審題立意
‧ 「小人物」是指一些地位不高的普通人。
‧ 「默默耕耘」說明這「小人物」必須具埋頭苦幹的特質。
‧ 「身邊」及「生活中」指「小人物」是大家日常所見的。

佈局謀篇
‧ 教師可提醒學生文章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 先交代描寫對象；
2. 敍述事件及描寫人物形象；
3. 總結文章，抒發個人感受或感悟。

‧ 教師可以簡報形式，向學生展示從事不同行業人員的照片，讓學生對「小人物」的形象和工作性質有
初步認識，然後着他們自行構想描寫對象。

‧ 學生可運用課本第 2.38 至 2.39 頁的寫作訓練指引，先確定描寫對象，再構思人物的形象，然後選取
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來撰寫。

‧ 教師可提醒學生如何有條理地鋪排文章內容，例如於開首略為交代描寫對象的身份及工作性質，然後
描寫人物的形象，接着交代一些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特徵的事件，最後於尾段帶出文章主題及抒發個人
感受。

表達及覆稿
‧ 本文要求運用不同的人物描寫方法，包括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及心理描寫，寫作後教師可

着學生檢查有沒有選取適當的手法來寫人。
‧ 本文要求通過事件刻畫人物，教師可提示學生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 教師可提示學生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來修飾文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及可讀性。
‧ 教師可着學生寫作文章後，檢視內容是否具體、充實，行文用字是否豐富、有文采。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5 

寫作 生活中的小人物
寫作訓練（課本第 2.38 至 2.40 頁）

題目： 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小人物，他們每天都在默默耕耘。試以「生活中的小人物」為題，作
文一篇。（字數不少於 300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審題立意
‧ 「小人物」是指一些地位不高的普通人。
‧ 「默默耕耘」說明這「小人物」必須具埋頭苦幹的特質。
‧ 「身邊」及「生活中」指「小人物」是大家日常所見的。

佈局謀篇
‧ 教師可提醒學生文章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 先交代描寫對象；
2. 敍述事件及描寫人物形象；
3. 總結文章，抒發個人感受或感悟。

‧ 教師可以簡報形式，向學生展示從事不同行業人員的照片，讓學生對「小人物」的形象和工作性質有
初步認識，然後着他們自行構想描寫對象。

‧ 學生可運用課本第 2.38 至 2.39 頁的寫作訓練指引，先確定描寫對象，再構思人物的形象，然後選取
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來撰寫。

‧ 教師可提醒學生如何有條理地鋪排文章內容，例如於開首略為交代描寫對象的身份及工作性質，然後
描寫人物的形象，接着交代一些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特徵的事件，最後於尾段帶出文章主題及抒發個人
感受。

表達及覆稿
‧ 本文要求運用不同的人物描寫方法，包括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及心理描寫，寫作後教師可

着學生檢查有沒有選取適當的手法來寫人。
‧ 本文要求通過事件刻畫人物，教師可提示學生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 教師可提示學生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來修飾文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及可讀性。
‧ 教師可着學生寫作文章後，檢視內容是否具體、充實，行文用字是否豐富、有文采。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5 

寫作 生活中的小人物
寫作訓練（課本第 2.38 至 2.40 頁）

題目： 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小人物，他們每天都在默默耕耘。試以「生活中的小人物」為題，作
文一篇。（字數不少於 300 ，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審題立意
‧ 「小人物」是指一些地位不高的普通人。
‧ 「默默耕耘」說明這「小人物」必須具埋頭苦幹的特質。
‧ 「身邊」及「生活中」指「小人物」是大家日常所見的。

佈局謀篇
‧ 教師可提醒學生文章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 先交代描寫對象；
2. 敍述事件及描寫人物形象；
3. 總結文章，抒發個人感受或感悟。

‧ 教師可以簡報形式，向學生展示從事不同行業人員的照片，讓學生對「小人物」的形象和工作性質有
初步認識，然後着他們自行構想描寫對象。

‧ 學生可運用課本第 2.38 至 2.39 頁的寫作訓練指引，先確定描寫對象，再構思人物的形象，然後選取
能突出人物性格的事件來撰寫。

‧ 教師可提醒學生如何有條理地鋪排文章內容，例如於開首略為交代描寫對象的身份及工作性質，然後
描寫人物的形象，接着交代一些能夠表現人物性格特徵的事件，最後於尾段帶出文章主題及抒發個人
感受。

表達及覆稿
‧ 本文要求運用不同的人物描寫方法，包括肖像描寫、行動描寫、語言描寫及心理描寫，寫作後教師可

着學生檢查有沒有選取適當的手法來寫人。
‧ 本文要求通過事件刻畫人物，教師可提示學生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 教師可提示學生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法來修飾文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及可讀性。
‧ 教師可着學生寫作文章後，檢視內容是否具體、充實，行文用字是否豐富、有文采。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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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寫作參考範文

1  每天上學和放學的路上，我都會經過一座樓宇的
工地，那裏有一羣不起眼的建築工人，不管酷暑、雨
淋，他們都緊守崗位，搭建滿足這座城市需要的房舍。
2  在烈日的炙烤下，男的個個光着身子，露出黝
黑的肌膚。工地裏也有四五個女的，多是四十來歲的婦
女，同樣肌色烏黑。縱使天氣炎熱，工人仍要戴上安全
帽及麻布手套，在工地裏，意外隨時發生，這是最基
本的保護裝備。每次走近去，便看見汗珠如豆子般
一顆顆地從他們身上滲透出來，他們總是一邊工作，
一邊用肩膀上的毛巾擦汗，原先潔白鬆軟的毛巾，混
和了汗水和泥塵，一下子變得濕漉漉、黃澄澄的。工地
的打樁聲震耳欲聾，每次工人說話時，總要提高噪子
喊出來，他們說話偶爾會夾雜一些粗言穢語，旁人看
着便覺得他們在吵架。
3  那天下午，當我經過這個工地時，看見一位魁
悟的建築工人忽然暈倒在地，旁邊的幾個壯漢立刻放下
工作，把他扶到陰涼處。「應該是中暑吧。」有人說。
「快拿報紙來給他扇扇涼！」、「我拿了瓶裝水來，快餵
他喝！」、「叫了救護車嗎？」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圍
着這位暈倒的工人，神情緊張。不久，救護車來了，
醫護人員把暈倒的工人抬上車送往醫院。眾人看着救
護車離去，仍是一臉凝重。
4  一會兒後，大家又各自回到崗位上，在炎夏中繼
續工作。
5  社會的繁盛，是由許多這樣的小人物一起創造
的，像建築工人、清潔工人、服務人員⋯⋯他們不管
酷暑、雨淋，都緊守崗位，做着一般人不願意做，甚
或感到厭惡的工作，但這些卻是必要的工作，所以這
些人物雖然不起眼，卻不平凡，是可敬可愛的一羣。

（635 字）

第一層次（第 1  段）
寫「我」每天經過工地，看見一羣建築工人在
惡劣天氣下埋首苦幹。

第二層次（第 2   4  段）
刻畫建築工人的形象及工作情況，並通過記敍
一位工人中暑倒地的事件，反映他們工作的艱
苦，以及擁有善良的特質。
 肖像描寫：從樣貌、年齡、裝束方面刻畫

建築工人的外貌，塑造他們的形象。
 比喻：把汗珠比作「豆子」，突出建築工

作的辛勞。
 動作描寫：描寫建築工人刷汗的動作，刻

畫他們的工作情況及辛勞。
 誇張：誇張地描寫毛巾由潔白鬆軟迅速變

得濕漉漉、黃澄澄，反映天氣的炎熱。
 行動描寫：描寫一名建築工人倒地後工友

的反應，刻畫他們對別人的關懷。
 語言描寫：描寫一名建築工人倒地後工友

的反應，刻畫他們對別人的關懷。

第三層次（第 5  段）
帶出文章的主題，讚揚社會上一些小人物毫不
起眼，卻貢獻良多。

教師可按教學需要，提供以下詞匯予學生參考。

魁梧  銅筋鐵骨  炯炯有神  眉開眼笑  面黃肌瘦  蓬頭垢面
不修邊幅  穿戴整齊  手疾眼快  慢條斯理  不苟言笑  誇誇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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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寫作評量表 
《生活中的小人物》

內容 40 分
評分要點：
1. 能具體塑造人物的形象，個性鮮明。
2. 能具體交代事件，脈絡清晰，切合主題。
3. 能抒發對有關人物的感受及個人啟悟。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2932 3336 374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1316 1720 2124 2528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4 58 912

小計：  ╱ 40 分

表達 30 分
評分要點：
1. 能運用人物描寫的方法：肖像描寫、行動描寫、

語言描寫、心理描寫。
2. 能選取適當的事件寫人。
3. 能運用修辭技巧，提升文章的表達效果。
4. 文句流暢，用詞準確。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2224 2527 283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1012 1315 1618 1921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3 46 79

小計：  ╱ 30 分

結構 20 分
評分要點：
1. 結構完整，條理分明。
2. 段落銜接流暢緊密。
3. 剪裁得當，詳略得宜。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1516 1718 192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78 910 1112 1314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2 34 56

小計：  ╱ 20 分

標點字體 10 分
評分要點：
1. 恰當運用標點符號。
2. 字體端正整潔。

上
品

上下 上中 上上
8 9 10

中
品

中下 中中（下） 中中（上） 中上
4 5 6 7

下
品

下下 下中 下上
1 2 3

小計：  ╱ 10 分

單元二 人間風景

2.17 

錯別字（給分）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
給分，重錯者不計。

給分：

字數不足（扣分）
少於 280 字始扣分，連標點符號計算在內，每欠 20 字扣 1 分，
最多扣 10 分。

扣：  ╱ 10 分

評語：  總計：  ╱ 100 分

命題寫作評分參考

等級 內容（40 分） 表達（30 分） 結構（20 分） 標點字體（10 分）
上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1. 立意明確，能具體塑造
「小人物」的形象，個性
鮮明。

2. 能具體敍述事件。
3. 能清晰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
4. 內容富新意、具啟發性。

1. 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法。
2. 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精確，文句簡

潔、流暢。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運用

自然。

記述清晰有序，
剪裁適當、輕重
有致，詳略得宜。

1. 標點符號使用
準確無誤。

2. 字體端正美觀。

71100 2940 2230 1520 810
中品

（中上）
（中中（上））
（中中（下））

（中下）

1. 立意尚明確，能刻畫
「小人物」的形象。

2. 尚能清楚敍述事件。
3. 尚能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
4. 內容尚算豐富，有意義。

1. 尚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
法。

2. 尚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恰當，文句尚算

通順。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大致

恰當。

尚能清楚記述事
情，具條理，輕
重詳略尚能配合
題旨。

1. 標點符號間有
錯誤。

2. 字體尚算端正。

3170 1328 1021 714 47
下品

（下上）
（下中）
（下下）

1. 立意膚淺或未明，未能
刻畫「小人物」的形象。

2. 未能清楚敍述事件
3. 未能表達對「小人物」

的感受和啟悟。
4. 內容貧乏，未能切題。

1. 未能運用不同的描寫手
法。

2. 未能恰當選取事件。
3. 字詞運用不當，文句不通。
4. 寫作手法和修辭技巧運用

混亂。

記述紊亂，輕重
不均，詳略失當。

1. 標點符號常有
錯誤。

2. 字體潦草難辨。

430 112 19 16 13
極差劣╱ 
沒有作答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錯別字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給分，重錯者不計。
字數 字數少於 280，每少 20 字（包括標點符號），扣 1 分。

新增

說
話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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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評分參考（課本第 1.52 至 1.53 頁）
啟事

等級 內容（20 分） 表達（15 分） 結構（10 分） 標點字體（5分）
上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能配合題目要求，清楚
交代時間、地點、失物
的特徵及聯絡方法。

1. 用字精準，文句流暢。
2. 行文配合撰文者的身

份，語氣恰當。

1. 格式正確完整。
2. 結構嚴謹，條理分

明。

1. 標點符號使用準確
無誤。

2. 字體端正美觀。

3150 1620 1215 810 45
中品

（中上）
（中中（上））
（中中（下））

（中下）

尚能配合題目要求，交
代時間、地點、失物的
特徵及聯絡方法時，有
少許錯漏。

1. 用字恰當，文句尚算
通順。

2. 行文尚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大致恰
當。

1. 格式尚算完整，只
有 12 項錯漏。

2. 結構完整，條理大
致清晰。

1. 標 點 符 號 間 有 錯
誤。

2. 字體尚算端正。

1730 815 611 47 23
下品

（下上）
（下中）
（下下）

未能交代時間、地點、
失物的特徵及聯絡方
法。

1. 用字欠準確，文句不
通。

2. 行文未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不當。

1. 格式完全錯誤。
2. 結構鬆散，沒有條

理。

1. 標 點 符 號 常 有 錯
誤。

2. 字體潦草難辨。

716 17 15 13 1
極差劣╱ 
沒有作答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錯別字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給分，重錯者不計。
字數 字數多於 150，每多 20 字（包括標點符號），扣 1 分。

實用文寫作參考範文

尋物啟事
  本人於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左右，在圖書館自修室
遺失了一個綠色企鵝形狀的筆袋，上面掛着一個藍色的鈴
鐺，如有發現者請電郵至 yatsum@mail.com.hk，薄酬。
 陳一心啟
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

標題

署名、啟告語

日期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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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評分參考（課本第 1.52 至 1.53 頁）
啟事

等級 內容（20 分） 表達（15 分） 結構（10 分） 標點字體（5分）
上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能配合題目要求，清楚
交代時間、地點、失物
的特徵及聯絡方法。

1. 用字精準，文句流暢。
2. 行文配合撰文者的身

份，語氣恰當。

1. 格式正確完整。
2. 結構嚴謹，條理分

明。

1. 標點符號使用準確
無誤。

2. 字體端正美觀。

3150 1620 1215 810 45
中品

（中上）
（中中（上））
（中中（下））

（中下）

尚能配合題目要求，交
代時間、地點、失物的
特徵及聯絡方法時，有
少許錯漏。

1. 用字恰當，文句尚算
通順。

2. 行文尚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大致恰
當。

1. 格式尚算完整，只
有 12 項錯漏。

2. 結構完整，條理大
致清晰。

1. 標 點 符 號 間 有 錯
誤。

2. 字體尚算端正。

1730 815 611 47 23
下品

（下上）
（下中）
（下下）

未能交代時間、地點、
失物的特徵及聯絡方
法。

1. 用字欠準確，文句不
通。

2. 行文未能配合撰文者
的身份，語氣不當。

1. 格式完全錯誤。
2. 結構鬆散，沒有條

理。

1. 標 點 符 號 常 有 錯
誤。

2. 字體潦草難辨。

716 17 15 13 1
極差劣╱ 
沒有作答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不予描述

錯別字 01 個，給 3 分；24 個，給 2 分；57 個，給 1 分；8 個以上不給分，重錯者不計。
字數 字數多於 150，每多 20 字（包括標點符號），扣 1 分。

實用文寫作參考範文

尋物啟事
  本人於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左右，在圖書館自修室
遺失了一個綠色企鵝形狀的筆袋，上面掛着一個藍色的鈴
鐺，如有發現者請電郵至 yatsum@mail.com.hk，薄酬。
 陳一心啟
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

標題

署名、啟告語

日期

正文

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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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爸爸： 天雄，謝謝你，要不是當年有你的幫忙，相信我的成績一定會一落千丈。
天雄： 其實是我謝謝你才對。在你沒有上課的日子，我每天為你做筆記，想不到竟然養成習慣，對我日

後的學業大有幫助。
媽媽： 明欣，你聽到張叔叔的話嗎？我常提醒你上課要做筆記，這樣才能幫助學習。
明欣： （語帶調侃）媽媽，我明白了，我也要在班上找一位願意為我在堂上做筆記的好同學，就像張叔叔

一樣才行。

現在請用 6分鐘整理第二節的問題答案，同時同學也可以整理前面各題的答案。

（停頓 6分鐘，響聲）

說話�旅行奇遇記 （個人短講）

說話訓練（課本第 1.59 至 1.62 頁）

題目： 你曾經在旅行期間遇上甚麼難忘的事嗎？試以「旅行奇遇」為題，用 2分鐘講述事情的

始末，你有 5分鐘構思話語的內容要點。

‧ 題目的關鍵詞是「奇遇」，「奇遇」就是「奇特的遭遇」，學生應選取旅行中所遇到的特別遭遇來作敍
述，切忌將整個旅行過程平鋪直敍地介紹。在敍事之後，宜說出心中的感受，以突顯題目中的「奇」字。

‧ 學生可按記敍六要素來組織話語內容。可先簡介旅遊的背景，說明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和誰一起去
旅遊。然後詳細講述奇遇的經過，講述時可按照時間推移或地點轉換來敍述，令話語有條理。

‧ 如學生的話語內容偏離主題，或未能重點講述奇遇的經過，或講述的條理欠清晰，均當獲較低分數。

個人短講評量表

評分項目 最低分 最高分

闡述

能選取具代表性的旅行奇遇作說話內容。內
容恰當，切合主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能具體講述奇遇的過程，對所見所聞有真切
的感受。

1 2 3 4 5 6 7 8 9 10

語言

能有條理、完整地組織行程經歷及所見所
聞。

1 2 3 4 5 6 7 8 9 10

用語確切，音量適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態度
態度自然，自信有禮。 1 2 3 4 5 6 7 8 9 10

眼神運用恰當。 1 2 3 4 5 6 7 8 9 10

評語：  得分：  ╱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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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爸爸： 天雄，謝謝你，要不是當年有你的幫忙，相信我的成績一定會一落千丈。
天雄： 其實是我謝謝你才對。在你沒有上課的日子，我每天為你做筆記，想不到竟然養成習慣，對我日

後的學業大有幫助。
媽媽： 明欣，你聽到張叔叔的話嗎？我常提醒你上課要做筆記，這樣才能幫助學習。
明欣： （語帶調侃）媽媽，我明白了，我也要在班上找一位願意為我在堂上做筆記的好同學，就像張叔叔

一樣才行。

現在請用 6分鐘整理第二節的問題答案，同時同學也可以整理前面各題的答案。

（停頓 6分鐘，響聲）

說話�旅行奇遇記 （個人短講）

說話訓練（課本第 1.59 至 1.62 頁）

題目： 你曾經在旅行期間遇上甚麼難忘的事嗎？試以「旅行奇遇」為題，用 2分鐘講述事情的

始末，你有 5分鐘構思話語的內容要點。

‧ 題目的關鍵詞是「奇遇」，「奇遇」就是「奇特的遭遇」，學生應選取旅行中所遇到的特別遭遇來作敍
述，切忌將整個旅行過程平鋪直敍地介紹。在敍事之後，宜說出心中的感受，以突顯題目中的「奇」字。

‧ 學生可按記敍六要素來組織話語內容。可先簡介旅遊的背景，說明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和誰一起去
旅遊。然後詳細講述奇遇的經過，講述時可按照時間推移或地點轉換來敍述，令話語有條理。

‧ 如學生的話語內容偏離主題，或未能重點講述奇遇的經過，或講述的條理欠清晰，均當獲較低分數。

個人短講評量表

評分項目 最低分 最高分

闡述

能選取具代表性的旅行奇遇作說話內容。內
容恰當，切合主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能具體講述奇遇的過程，對所見所聞有真切
的感受。

1 2 3 4 5 6 7 8 9 10

語言

能有條理、完整地組織行程經歷及所見所
聞。

1 2 3 4 5 6 7 8 9 10

用語確切，音量適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態度
態度自然，自信有禮。 1 2 3 4 5 6 7 8 9 10

眼神運用恰當。 1 2 3 4 5 6 7 8 9 10

評語：  得分：  ╱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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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寫作 

 
以《一次難忘的表演》為題，運用順敍法寫一篇記敍文。全文字數不少於 300 字。（標點符號

計算在內） 
 

 
 
提示： 
1. 須在文章中清楚交代記敍要素。 
2. 按題目要求，運用順敍法組織文章。 
3. 選擇適當的記敍人稱。 
4. 注意文章內容必須與難忘的表演有關。 
 
                    

 

                    
 

                    
 

                    
 

                    
 100  

                    
 

                    
 

                    
 

                    
 

                    
 200  

參考詞匯： 

人聲吵雜  屏息凝視  出乎意料  全神貫注  鴉雀無聲 
如痴如醉  熱淚盈眶  歡聲雷動  哭笑不得  窘態畢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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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欄 

 

聆聽訓練工作紙 1 

 

 
 
 
 
 
 
 
 
 
 
 

第一節錄音 
 

根據第一節錄音，回答下面的問題。 

聆聽話語節錄，然後回答第 1 題。 

1. 根據話語節錄，銘琛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3 分） 

A 批評虐龜者沒有同情心。 A B C D 
B 斥責虐龜者宣揚虐畜行為。 ○ ○ ○ ○ 
C 勸喻虐龜者檢討自己的行為。     
D 嘲笑虐龜者太自以為是，行為無聊。     

 

2. 為甚麼詩琪近日放學後要馬上趕回家？（3 分） 

A 她要照顧剛出生的妹妹。 A B C D 
B 她要照顧剛出生的寵物。 ○ ○ ○ ○ 
C 她想跟寵物毛毛玩。     
D 她要給寵物毛毛進行特訓。     

 

姓名：            日期：                

班別：       （  ） 得分：            ／80 分 

學習重點 

1 聆聽敍述性話語 
 敍述性話語以敍述事件為主 
 注意事件的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及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2 邊聽邊記錄 
 把聆聽內容的重點記下來 
 利用縮寫或符號速記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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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第 1 頁，共 6 頁

 

個人短講 

 
試以「重新學走路的他／她」為題，構思故事情節，並抒發感受。你有 5 分鐘時間建構話語

的內容要點，短講時限為 2 分鐘。 
 
提示： 
1. 可先從「他／她」要學走路的原因構思故事內容，要清楚交代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 
2. 運用順敍法敍述故事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並抒發個人感受。 
3. 須注意吐字發音是否正確。  
 

 

 

 

 

 

 

 

 

  

草稿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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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寫作 

評分參考 

評估重點 

1. 運用記敍要素 
2. 運用順敍法 
3. 選擇適當的記敍人稱 
 

答題分析 

題目：以《一次難忘的表演》為題，運用順敍法寫一篇記敍文。全文字數不少於 300 字。（標

點符號計算在內） 
 
解題／界說： 
‧ 「難忘」：指印象非常深刻。 
‧ 「表演」：指戲劇、舞蹈、樂器、歌唱、雜技等演出。 
‧ 立意：本題的立意是通過記敍一次難忘的表演，從中抒發深刻的感受或反思。 
‧ 文體：記敍文 
 
寫作要求： 
‧ 學生需選取一次難忘的表演為題材，所記之事只此一次，不能多於一次。文章中必須交代

這次表演令人難忘的原因，而原因可自由發揮。 
‧ 本文是一篇記敍文，要求運用順敍法，學生必須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敍述表演的經過。 
‧ 題目沒有指定的記敍人稱。學生可選擇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作敍述，而當事人的身份、

發生的事件等也沒有限制，只要是與難忘的表演有關即可。 
‧ 本題要求記述難忘的表演，記敍的事情必須跟表演有關，關鍵在於這次表演令人難忘的原

因。例如記述表演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表演者專業的演出教人欽佩等。 
‧ 文章能抒發深刻的感受或者發人深省的道理，例如寫演出者精湛的表演，帶出「有志者事

竟成」或「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反思。 
‧ 記敍文以敍事為主，也可夾雜個人的體會和感受。敍事時，事件要有條不紊，詳略得宜，

亦要清楚交代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相關的人物，以及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 
‧ 可運用各種修辭手法，如比喻、誇張、排比、對比等，潤飾文句，增強文章中所表達的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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聆聽訓練工作紙 1 

評分參考 

第一節錄音 

 

1. 根據話語節錄，銘琛這樣說主要想表達甚麼意思？（3 分） 

A 批評虐龜者沒有同情心。 A B C D 
B 斥責虐龜者宣揚虐畜行為。 ○ ● ○ ○ 
C 勸喻虐龜者檢討自己的行為。     
D 嘲笑虐龜者太自以為是，行為無聊。     

考核能力：分析 
評核重點：聽出說話者的觀點 
答案分析：（3 分） 
銘琛生氣地講述一件虐龜事件，指有一名中學生拍攝了一段短片，教人如何虐待小龜，事

主還模仿電視節目給予評價及分數。銘琛氣憤地斥責這名學生「真是可惡」，反映他這樣

說是要斥責宣揚虐畜的行為，故答案是選項 B。 

 

2. 為甚麼詩琪近日放學後要馬上趕回家？（3 分） 

A 她要照顧剛出生的妹妹。 A B C D 
B 她要照顧剛出生的寵物。 ○ ○ ● ○ 
C 她想跟寵物毛毛玩。     
D 她要給寵物毛毛進行特訓。     

考核能力：理解 
評核重點：聽出話語的重點 
答案分析：（3 分） 
慧彤跟詩琪和銘琛說她家中多了一位新成員，所以要趕着回家陪伴牠，而這位新成員就是

寵物毛毛，並不是剛出生的妹妹，故選項 C 正確，而選項 A 錯誤。另外錄音沒有提及毛

毛是否剛出生，也沒有提到慧彤要跟毛毛進行特訓，故選項 B 及 D 皆錯誤。 
 

3. 銘琛說「這就是我飼養寵物的意義」，當中的「意義」是指甚麼？（6 分） 

銘琛本來是一個(1)  苦着口臉 的人，但他飼養了多多後(2) 變得開朗起來 ，銘琛認為

是多多改變了他的(3) 性格 ，而這就是他飼養寵物的意義。 

考核能力：分析 
評核重點：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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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短講 

評分參考 

評估重點 

1. 能清楚交代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 
2. 能運用順敍法敍述故事，並抒發個人感受。 
3.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 
 

答題分析 

題目：試以「重新學走路的他／她」為題，構思故事情節，並抒發感受。你有 5 分鐘時間建

構話語的內容要點，短講時限為 2 分鐘。 
 

‧ 題目關鍵詞是「重新學走路」、「他／她」、「故事」及「感受」。「重新學走路」應是指本已

懂得走路後，再重新再學習走路，而「走路」，可以是廣義的，並不局限於只用腳行路的

本義，「他／她」可能因為某些原因導致需要重新學走路。「他／她」的身份沒有限制，可

以是同學、家人、鄰居等，學生可自由發揮。 

‧ 學生可先從導致「他／她」不能走路的原因構思故事內容，如發生意外、生病等原因導致

需要重新學走路，然後敍述「他／她」學習走路時遇到的困難、別人的關心和鼓勵，以及

心情等。 

‧ 學生可按有關原因並利用記敍六要素仔細構思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 

‧ 學生須按事情發展的先後次序，順序交代「他／她」要重新學走路的原因、「他／她」學

習走路的過程和康復情況等。如「他／她」因為賽前的操練導致骨折，被迫退出比賽，心

情沮喪。後來「我」鼓勵和關心「他／她」，並每天輪流陪「他／她」練習走路，現在「他／

她」已經回到比賽場上。 

‧ 學生可以在講述「他／她」學習走路的過程時，抒發不同的感受，如看到「他／她」努力

學習走路時的積極態度，抒發對「他／她」的敬佩；或看到「他／她」因為一次意外而受

傷，自己亦明白到健康的可貴、體會到不良於行的苦況等。感情宜真摯細膩，切勿肆意誇

大。 

‧ 學生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組織內容： 

(1) 開端：交代「他／她」需要重新學走路的原因。 

(2) 發展：描述「他／她」學走路的詳細過程和進度，如接受物理治療、學習站立、利

用步行架練習走路等，並交代「他／她」面對這件事的心情，例如：無奈、憂慮、

焦躁、樂觀等。 

配合文憑試卷三，設計適合初中程度的練習，銜接高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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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聆聽及綜合能力答題步驟 

本章將提供一個適合初中使用的聆聽及綜合能力示例。 

老師可利用本示例，向學生講解審題和分析各項材料的技巧。老師亦可參考「答題步驟」，

講解新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的應試技巧 。 

 
 
 

準備時間 
（2-3 分鐘） 

 
 

1. 審閱甲部聆聽題目，圈起關鍵詞。 
2. 快速審閱乙部寫作題題目，找出關鍵詞。 
3. 初步瀏覽閱讀材料，推敲內容大概。 

 

甲部聆聽 
（約 15 分

鐘） 

 
 

1. 聆聽第一部分錄音。 
2. （1 分鐘停頓）整理甲部答案。 
3. 準備乙部聆聽。 
4. 聆聽第二部分錄音，記下與乙部寫作任務有關的資

料，如寫作身份、整合拓展重點、見解論證的方向

及要求、有關文稿的格式、措辭及語氣等。 
 

乙部寫作
（1 小時 20

分鐘） 

 
 

1. 盡快完成甲部所有題目。 
2. 整理及構思乙部內容，擬定大綱。 

‧再次審閱乙部題目，確定寫作任務。 
‧篩選適切的聆聽及閱讀資料，理出資料用途。  
‧整合重點，補充及引申拓展部分。 
‧ 因應寫作要求，擬定見解論證的觀點及相關理

據。 
3. 按大綱，撰寫文稿。 
4. 補充遺漏重點、修改錯誤格式及錯漏字。 

 

聆聽及綜合訓練工作紙                   配合聆聽及綜合（三）使用 

《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 第 20 頁，共 26 頁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範文 

以何永仁身份撰寫評論 

廢棄玻璃瓶日增 回收成效欠理想 

   香城的廢棄玻璃瓶問題十分嚴重。有見及此，政府當局和

環保團體都推行了玻璃瓶回收計劃，可惜成效不彰（語境意識：

聆聽材料）。本文將探討政府和環保團體推行玻璃瓶回收計劃的問

題，期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同學對廢棄玻璃瓶問題的關注。 

首先，政府推行的玻璃瓶回收計劃欠缺針對性。目前，政府

只在東區的公共屋邨推行有關計劃，設立回收筒回收玻璃瓶（整

合拓展一方向 1：聆聽材料、閱讀材料二），可見計劃針對的是家

居廢棄的玻璃瓶。但據《綠色世界月刊》的統計顯示，家居棄置

的玻璃瓶佔香城廢棄玻璃瓶的總數不足一成，相反餐飲業棄置的

玻璃瓶則佔總數的六成（閱整合拓展一方向 2：閱讀材料三），可

見政府的回收計劃未能針對廢棄玻璃瓶的主要源頭，可說是緣木

求魚。 

其次，環保團體推行的玻璃瓶回收計劃受自身的資源限制。

據《綠色世界月刊》統計顯示，香城每天棄掉約二百七十噸玻璃

瓶（整合拓展二方向 1：閱讀材料三），單憑環保團體有限的人力，

實在難以處理這樣龐大的廢棄玻璃瓶。以環保團體玻璃力量為

例，他們只能在中區的食肆回收玻璃瓶，但由於資金和人力所限，

即使食肆的垃圾箱堆滿了玻璃瓶也未能及時處理（整合拓展二方

向 2：聆聽材料、閱讀材料四），可見環保團體的力量不足以應付。 

（表達組織）綜上所述，無論是政府還是環保團體，他們的

玻璃瓶回收計劃同樣存在不足。要改善有關計劃，提高廢棄玻璃

瓶的回收率，本人有以下建議。 

（見解論證）政府方面，應實施具針對性的回收政策。政府

應針對廢棄玻璃瓶的主要源頭—飲食業立法，強制業界分類回

收玻璃瓶，以提高回收率，減輕堆填區的壓力。同時，政府也可

與回收商合作，由政府負責回收及運輸，由回收商進行再造，以

促進玻璃瓶回收業的發展。（改善政府回收玻璃瓶計劃的建議） 

 

語境意識：標題準確而

精彩。 

表達組織及語境意識：

點出寫作背景和目的。

 

 

 

 

整合拓展一： 
整合重點一：說明香城

政府推行玻璃瓶回收計

劃的問題 
拓展 1：政府的回收計

劃只針對家居 
拓展 2：政府的回收計

劃未能針對廢棄玻璃瓶

的主要源頭 

 

 

整合拓展二： 
整合重點二：說明環保

團體推行玻璃瓶回收計

劃的問題 
拓展 1：環保團體的力
量不足以應付。 
拓展 2：政府及民間重
新重視中國傳統工藝，
行業前景樂觀。 
 

表達組織及見解論證：

過渡到提出有關題問題

的改善建議。 

 

見解論證： 
政府應針對廢棄玻璃瓶

的主要源頭立法，從而

提高回收率。 

 

 

 

 

標題 

正文 

引言 

   

 

 

 

 

 

 

 

 

 

 

 

 

 

 

 

 

 

 

 

 中國語文 
新卷三 

考生姓名 
 
 

考生編號 
 
 

座位編號 
 
 

 

中國語文 

試題庫．模擬試卷 

（中一 聆聽及綜合一） 

新卷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試題答題簿 

 
約 1 小時 15 分鐘完卷 

 

 

考生須知： 
 
‧ 本試卷分為甲、乙兩部，甲部「選擇及短答

題」18 分為滿分（佔全卷成績 20%）；乙部

「寫作題」20 分為滿分（佔全卷成績 80%）。 
‧ 錄音資料只有一段，中間有一節約 1 分鐘的

停頓。 
‧ 為便於修正答案，甲部宜用鉛筆作答；乙部

宜用原子筆作答。全部問題均須作答。 
‧ 聆聽錄音時，可即時填寫答案，亦可在問題

右方空白處摘記要點，但在該處書寫的文字

將不予評閱。 
‧ 各題答案必須填寫在指定位置。漏答或錯答

者，該題得 0 分。 
‧ 當錄音播放完畢，考生利用餘下時間完成所

有題目。 

得分計算公式 

甲部 （得分：____／18）× 20%

乙部 （得分：____／20）× 80%

考生實際得分 

甲部 ／20

乙部 ／80

總分 ／100

綜合 3.4

教師用書附錄

授課焦點
  本單元主要訓練學生按任務設定的要求提出合適的個人見解，並運用不同的論證方法支持論點，以
及學習恰當組織文章的脈絡結構。實用文寫作部分則以演講辭、投訴信、建議書和評論為訓練重點。演
講辭講求主題明確，語氣得體，讓聽眾接受講者的看法；投訴信着重客觀理性，措辭得體，促使對方跟
進或改善；建議書的結構需要層次分明，所提的建議要具體可行；評論則講求立場鮮明，論證嚴密。這
四種實用文類較着重闡述觀點，講求良好的組織能力，教師可引導學生掌握不同文類的寫作特點及方法。

綜合能力訓練 1（課本綜合 3.7 至綜合 3.12 頁）
（寫作任務：演講辭）

題目（課本綜合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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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說明
  本題要求學生撰寫一篇演講辭，以備在中三級早會上發表演說，為「中三領袖訓練營」作宣傳工作。
演講辭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必須有特定對象，並須注意格式和語調。內容方面，學生宜先作自我介紹、
對獲邀演說表示高興榮幸和說明演講目的；其次，學生須從「提升的能力」及「培養的態度」兩方面，說
明參與「中三領袖訓練營」的收穫；接着，從「個人」、「學校」及「社會」方面說明學校培育學生領袖的
原因；最後，呼籲同學踴躍參與新一屆「中三領袖訓練營」，並表示謝意。
1. 本題訓練學生聆聽、閱讀理解、思考、組織和文字表達等能力。學生須在聆聽一段錄音和閱讀文字

資料後，擷取適用的部分，撰寫一篇演講辭，說明參與「中三領袖訓練營」的收穫和學校培育學生領
袖的原因。

2. 學生可根據聆聽材料中凌老師、何詠怡和徐天行三人的對話，了解撰寫演講辭須注意的地方，如寫
作重點、文稿格式、措辭語氣等等。

3. 閱讀材料共三項，包括宣傳海報、特刊摘要和意見調查，部分或呼應或補充錄音內容；部分或引導
拓展；部分或與寫作重點無直接關係，學生須小心取捨和運用。

4. 學生須根據聆聽材料和閱讀材料寫作，無論是整合拓展或見解論證，只能在這個基礎上引申和發揮，
學生不宜胡亂虛構，擅加材料寫作。

評分準則
　　教師評分須考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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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語境意識按「處境」、「語調」和「格式」三方面分部給分。學生須綜合閱讀材料和聆聽材料有關「語
境意識」的內容書寫，以下為學生須摘記的資料：
‧ 稱謂：「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按「先尊後卑」的原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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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生能力較高，教師可
選用附錄綜合 3.12 至綜
合 3.13 頁的「聆聽及綜合
訓練 1」，並於學科網站
下載完整版本使用，幫助
學生提早熟習高中文憑試
的考試模式。

1. 鼓勵中三同學發掘自
我潛能，培養領袖質
素。

（

） 語境意識：交代寫作背景

 一般說明見附錄綜合 3.4 頁
 聆聽材料見附錄綜合 3.10 至 3.12 頁

教冊分析詳盡
特設卷三教學手冊

提供卷三工作紙及評估試卷

聆聽及綜合訓練工作紙                   配合聆聽及綜合（三）使用 

《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 第 4 頁，共 26 頁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草稿欄 

二  聆聽及綜合練習 
 
甲部：選擇及短答題（20%） 
1. 王翠芳說「矮子面前不說短話」有甚麼用意？（3 分） 

A 告戒何永仁不要憑空捏造。 A B C D 
B 提醒何永仁應謹言慎行。 ○ ○ ○ ○ 
C 說明批評別人的缺點是不對的。     
D 表示不滿何永仁語帶譏諷。     

 
2. 根據對話內容，判斷下面各人對回收玻璃瓶的立場及他們所考慮的因素。（答

案可選多於一個，全對才給分）（9 分） 
 立場 考慮的因素 
 需要回收 不需要回收 環境影響 環保責任 
(1) 王翠芳 ○ ○ ○ ○ 
(2) 何永仁 ○ ○ ○ ○ 
(3) 唐老師 ○ ○ ○ ○ 

 
3. 何永仁運用了甚麼方法來說明丟棄玻璃瓶的問題？（3 分） 

A 描述說明 A B C D 
B 定義說明 ○ ○ ○ ○ 
C 舉例說明     
D 比喻說明     

 
4. 根據錄音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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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選者 0 分）（6 分） 

 
唐老師指出： 正確 錯誤 

無從

判斷 

(1)  香城政府和環保團體合作回收玻璃瓶。 ○ ○ ○ 

(2)  香城的玻璃瓶回收箱是綠色的。 ○ ○ ○ 

 
5. 唐老師說王翠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試解釋「其一」和「其二」分別指

甚麼。（4 分） 

(1) 其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其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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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元
評
估

單元評估

*  對應課本各單元學習重點作評核

*  閱讀卷分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題目多樣化，評估內容涵蓋整個單元學習重點

*  參考答案附答題分析，分析詳細實用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評估（深卷）
篇章：馮驥才《認牙》、劉歆《西京雜記．卷二》

篇章：林海音《竊讀記》、袁枚《子不語．偷畫》

命題寫作：一位美麗的人
簡短寫作：我的醫生

主題：日本旅遊

個人短講：我欣賞的一位交流團同學

甲部主題：均衡飲食
乙部主題：勸外婆節制飲食；實用文類：書信

卷一

閱讀能力評估（淺卷）卷一

寫作能力評估卷二

聆聽能力評估卷三

說話能力評估卷四

中一上 單元二

中一下 綜合能力（一）

單元評估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單
元
評
估

單元評估

*  對應課本各單元學習重點作評核

*  閱讀卷分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題目多樣化，評估內容涵蓋整個單元學習重點

*  參考答案附答題分析，分析詳細實用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評估（深卷）
篇章：馮驥才《認牙》、劉歆《西京雜記．卷二》

篇章：林海音《竊讀記》、袁枚《子不語．偷畫》

命題寫作：一位美麗的人
簡短寫作：我的醫生

主題：日本旅遊

個人短講：我欣賞的一位交流團同學

甲部主題：均衡飲食
乙部主題：勸外婆節制飲食；實用文類：書信

卷一

閱讀能力評估（淺卷）卷一

寫作能力評估卷二

聆聽能力評估卷三

說話能力評估卷四

中一上 單元二

中一下 綜合能力（一）

單元評估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

*  各卷擬題貼近TSA及文憑試

*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考核卷一

寫作能力考核卷二

聆聽能力考核
聆聽能力考核（TSA版）

卷三

說話能力考核

篇章：劉墉《你是我一生的陪伴》、李銳《看海》、
           沈括《瘊子甲》

命題寫作：我重新認識了他、可愛的動物、中學生崇拜偶像
簡短寫作：我的老師

主題：長者探訪日

個人短講：零食店的售貨員
小組討論：交流活動表演

甲部主題：少數族裔
乙部主題：少數族裔探訪團；實用文類：通告

卷四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新卷三

中一下

試
題
庫

試題庫試題庫

提供「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及「聆聽及綜合」五卷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參考答案、
答 題 分 析 、 評 量 表 及 評 分 參 考 ， 並 以 「 九 品 十
級」作為評分準則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

*  各卷擬題貼近TSA及文憑試

*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考核卷一

寫作能力考核卷二

聆聽能力考核
聆聽能力考核（TSA版）

卷三

說話能力考核

篇章：劉墉《你是我一生的陪伴》、李銳《看海》、
           沈括《瘊子甲》

命題寫作：我重新認識了他、可愛的動物、中學生崇拜偶像
簡短寫作：我的老師

主題：長者探訪日

個人短講：零食店的售貨員
小組討論：交流活動表演

甲部主題：少數族裔
乙部主題：少數族裔探訪團；實用文類：通告

卷四

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新卷三

中一下

試
題
庫

試題庫試題庫

提供「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及「聆聽及綜合」五卷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參考答案、
答 題 分 析 、 評 量 表 及 評 分 參 考 ， 並 以 「 九 品 十
級」作為評分準則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單元評估

‧	 對應課本各單元學習重點作評核

‧	 閱讀卷分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題目多樣化，評估內容涵蓋整個單元學習重點

‧	 參考答案詳細實用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模擬試卷

‧	 設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各卷擬題貼近 TSA及文憑試

‧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

「參考答案」、「答題分析」、「評量表」

及「評分參考」，並以「九品十級」作為

評分準則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  設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各卷擬題貼近TSA及文憑試

*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考核卷一

寫作能力考核卷二

聆聽能力考核卷三

說話能力考核卷四

中一上 （深卷）

模
擬
試
卷

模擬試卷模擬試卷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參考答案、
答 題 分 析 、 評 量 表 及 評 分 參 考 ， 並 以 「 九 品 十
級」作為評分準則  

篇章：王正方《我的父子關係》、張春賀《黑色
 金子——石油》、石介《臣僚見太祖》

命題寫作：心目中的英雄、健康的重要、愉快學習
實用文寫作：啟事

主題：遊郊野公園的體會

個人短講：暑期課程建議、學會謙卑的經歷和體會、
 一位對我影響深遠的人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  設深、淺兩卷，照顧學習差異

*  各卷擬題貼近TSA及文憑試

*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閱讀能力考核卷一

寫作能力考核卷二

聆聽能力考核卷三

說話能力考核卷四

中一上 （深卷）

模
擬
試
卷

模擬試卷模擬試卷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參考答案、
答 題 分 析 、 評 量 表 及 評 分 參 考 ， 並 以 「 九 品 十
級」作為評分準則  

篇章：王正方《我的父子關係》、張春賀《黑色
 金子——石油》、石介《臣僚見太祖》

命題寫作：心目中的英雄、健康的重要、愉快學習
實用文寫作：啟事

主題：遊郊野公園的體會

個人短講：暑期課程建議、學會謙卑的經歷和體會、
 一位對我影響深遠的人

可於《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下載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試題庫

‧	 提供「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及

「聆聽及綜合」五卷

‧	 各卷擬題貼近 TSA及文憑試

‧	 教師版根據最新公開試評核標準擬定「參考答

案」、「答題分析」、「評量表」及「評分參考」，

並以「九品十級」作為評分準則

‧	 備粵語及普通話錄音

評估工具   配合公開考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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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課本

視像教材光碟

普通話教學支援

同時提供「網絡版」及「光碟版」。

普通話教學支援教材  

《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                 第 1 頁，共 48 頁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學習重點一：認識四聲 

聲調是指字音高低升降的變化。普通話裏共有四個聲調。 

聲調 調號 讀音特點 

第一聲 ─ 字音高又平 

第二聲 / 由中往上升 

第三聲 ﹀ 先降後揚起 

第四聲 \ 由高急降低 

 

1﹒朗讀以下詞語，並留意它們的聲調，看看大家可否分辨當中四個聲調的讀音。 
（錄音檔：hypa_pt01.mp3） 

  hu~  h1ng   li6   l- 

  花    紅    柳   綠 

 x)   q_   y!ng  y!ng 

 喜   氣   洋   洋 

 y2ng  y5  t#n  su2 

勇   於  探   索 

 hu~n  sh$ng  xi#o  y6 

  歡    聲    笑   語 

 f$i  ch!ng  h@o  k#n 

 非   常   好   看 

 l&   %r  w#ng  f@n 

  樂  而   忘   返 

 

2﹒把下列各詞的聲調符號寫在（  ）內。 

   (1) 新生（   ）（   ）      (2) 高興（   ）（   ） 

   (3) 同學（   ）（   ）      (4) 適應（   ）（   ） 

   (5) 熟悉（   ）（   ） 

3﹒選出下列詞語的正確調值，把代表字母寫在後面的（  ）內。 

   (1) 用心 （    ） 

    A 第二聲和第一聲  B 都是第一聲  C 第四聲和第一聲 

   (2) 領會 （    ） 

    A 第一聲和第四聲  B 第三聲和第四聲 C 第二聲和第三聲 

   (3) 鄰居 （    ） 

    A 都是第一聲   B 第二聲和第一聲    C 都是第二聲 

   (4) 感想 （    ） 

    A 第二聲和第一聲  B 第三聲和第二聲    C 都是第三聲 

   (5) 放學 （    ） 

    A 都是第一聲   B 第四聲和第二聲    C 都是第二聲 

漢語拼音教材                                                        配合中一單元一講讀 1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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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講讀 1 篇章漢語拼音 

 

花
huā

 臉
liǎn

（
 

 節
jié

 錄
lù

 ）
 

 
馮驥才 

 

一

Yì

 年

nián

 年

nián

 根

gēn

 ，

 

 舅

jiù

 舅

jiu

 帶

dài

 我

wǒ

 去

qù

 娘

Niáng

娘

niang

宮

gōng

 前

qián

 年

nián

 貨

huò

 集

jí

 市

shì

 上

shang

 買

mǎi

 花

huā

 臉

liǎn

 。

 

 

過

Guò

 年

nián

 時

shí

 人

rén

 都

dōu

 分

fèn

 外

wài

 有

yǒu

 勁

jìn

 ，

 

 擠

jǐ

 在

zài

 人

rén

 羣

qún

 裏

li

 好

hǎo

 費

fèi

 力

lì

 ，

 

 終

zhōng

 於

yú

 從

cóng

 掛

guà

 滿

mǎn

 在

zài

 一

yì

 

條

tiáo

 橫

héng

 竿

gān

 上

shang

 的

de

 花

huā

 花

huā

 綠

lǜ

 綠

lǜ

 幾

jǐ

 十

shí

 種

zhǒng

 花

huā

 臉

liǎn

 中

zhōng

 ，

 

 驚

jīng

 喜

xǐ

 地

de

 發

fā

 現

xiàn

 一

yí

 個

gè

 。

 

 這

Zhè

 

花

huā

 臉

liǎn

 好

hǎo

 大

dà

 ，

 

 好

hǎo

 特

tè

 別

bié

 ！

 

 通

Tōng

 面

miàn

 赤

chì

 紅

hóng

 ，

 

 一

yì

 雙

shuāng

 墨

mò

 眉

méi

 ，

 

 眼

yǎn

 角

jiǎo

 雄

xióng

 俊

jùn

 地

de

 吊

diào

 

起

qi

 ，

 

 頭

tóu

 上

shàng

 邊

bian

 凸

tū

 起

qi

 一

yí

 塊

kuài

 綠

lǜ

 包

bāo

 頭

tou

 ，

 

 長

cháng

 巾

jīn

 貼

tiē

 臉

liǎn

 垂

chuí

 下

xia

 ，

 

 臉

liǎn

 下

xià

 邊

bian

 是

shì

 用

yòng

 

馬

mǎ

 尾

wěi

 做

zuò

 的

de

 很

hěn

 長

cháng

 的

de

 鬍

hú

 鬚

xū

 。

 

 這

Zhè

 花

huā

 臉

liǎn

 與

yǔ

 那

nà

 些

xiē

 愣

lèng

 頭

tóu

 愣

lèng

 腦

nǎo

 、

 

 傻

shǎ

 頭

tóu

 傻

shǎ

 腦

nǎo

 、

 

 

神

shén

 頭

tóu

 鬼

guǐ

 臉

liǎn

 的

de

 都

dōu

 不

bù

 一

yí

 樣

yàng

 。

 

 雖

Suī

 然

rán

 毫

háo

 不

bù

 兇

xiōng

 惡

è

 ，

 

 卻

què

 有

yǒu

 股

gǔ

 子

zi

 凜

lǐn

 然

rán

 不

bù

 可

kě

 侵

qīn

 

犯

fàn

 的

de

 莊

zhuāng

 重

zhòng

 之

zhī

 氣

qì

 ，

 

 咄

duō

 咄

duō

 逼

bī

 人

rén

 ，

 

 叫

jiào

 我

wǒ

 看

kàn

 得

de

 直

zhí

 縮

suō

 脖

bó

 子

zi

 。

 

 要

Yào

 是

shi

 把

bǎ

 它

tā

 

戴

dài

 在

zài

 臉

liǎn

 上

shang

 ，

 

 管

guǎn

 叫

jiào

 別

bié

 人

rén

 也

yě

 嚇

xià

 得

de

 縮

suō

 脖

bó

 子

zi

。

 

 我

Wǒ

 竟

jìnj

 不

bù

 敢

gǎn

 用

yòng

 手

shǒu

 指

zhǐ

 它

tā

 ，

 

 只

zhǐ

 

是

shì

 朝

cháo

 它

tā

 揚

yáng

 下

xià

 巴

ba

 ，

 

 說

shuō

 ：

 

 「

 

 我

Wǒ

 要

yào

 那

nà

 個

ge

 大

dà

 紅

hóng

 臉

liǎn

 ！

 

 」

 

 

  賣

Mài

 花

huā

 臉

liǎn

 的

de

 小

xiǎo

 羅

luó

 鍋 兒

guōr

  ，

 

 舉

jǔ

 竿 兒

gānr

  挑

tiǎo

 下

xia

 這

zhè

 花

huā

 臉

liǎn

 給

gěi

    我

wǒ

 ，

 

 齜

zī

 着

zhe

 

黃

huána

 牙

yá

 笑

xiào

 嘻

xī

 嘻

xī

 說

shuō

 ：

 

 「

 

 還

Hái

 是

shi

 這

zhè

 小

xiǎo

 少

shǎo

 爺

ye

 有

yǒu

 眼

yǎn

 力

lì

 ，

 

 要

yào

 做

zuò

 關

Guān

 老

lǎo

 爺

ye

 ！

 

 關

Guān

 

老

lǎo

 爺

ye

 還

hái

 得

děi

 拿

ná

 把

bǎ

 青

qīng

 龍

lóng

 偃

yǎn

 月

yuè

 刀

dāo

 呢

ne

 ！

 

 我

Wǒ

 給

gěi

 您

nín

 挑

tiāo

 把

bǎ

 頂

dǐng

 精

jīng

 神

shén

 的

de

 ！

 

 」

 

 就

Jiù

 着

zhe

 

從

cóng

 戳

chuō

 在

zài

 地

dì

 上

shang

 的

de

 一

yì

 捆

kǔn

 刀

dāo

 槍

qiāng

  裏

li

 ，

 

 抽

chōu

 出

chu

 一

yì

 柄

bǐng

 最

zuì

 漂

piāo

 亮

liang

 的

de

 大

dà

 刀

dāo

 給

gěi

 我

wǒ

 。

 

 

大

Dà

 紅

hóng

 漆

qī

 杆

gān

 ，

 

 金

jīn

 黃

huáng

 刀

dāo

 面

miàn

 ，

 

 刀

dāo

 面

miàn

 上

shang

 嵌

qiàn

 着

zhe

 幾

jǐ

 塊

kuài

 閃

shǎn

 閃

shǎn

 發

fā

 光

guāng

 的

de

 小

xiǎo

 鏡

jìn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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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講讀 2 篇章漢語拼音 

 

燕
yàn

 詩
shī

 
白居易 

 

梁

Liáng

 上

shang

 有

yǒu

 雙

shuāng

 燕

yàn

 ，

 

 翩

piān

 翩

piān

 雄

xióng

 與

yǔ

 雌

cí

 。

 

 銜

Xián

 泥

ní

 兩

liǎng

 椽

chuán

 間

jiān

 ，

 

 一

yì

 巢

cháo

 生

shēng

 

四

sì

 兒

ér

 。

 

 四

Sì

 兒

ér

 日

rì

 夜

yè

 長

zhǎng

 ，

 

 索

suǒ

 食

shí

 聲

shēng

 孜

zī

 孜

zī

 。

 

青

Qīng

 蟲

chóng

 不

bú

 易

yì

 捕

bǔ

 ，

 

 黃

huáng

 口

kǒu

 無

wú

 飽

bǎo

 

期

qī

 。

 

 嘴

Zuǐ

 爪

zhuǎ

 雖

suī

 欲

yù

 敝

bì

 ，

 

 心

xīn

 力

lì

 不

bù

 知

zhī

 疲

pí

 。

 

 須

Xū

 臾

yú

 十

shí

 來

lái

 往

wǎng

 ，

 

 猶

yóu

 恐

kǒng

 巢

cháo

 中

zhōng

 飢

jī

 

。

 

 辛

Xīn

 勤

qín

 三

sān

 十

shí

 日

rì

 ，

 

 母

mǔ

 瘦

shòu

 雛

chú

 漸

jiàn

  肥

féi

 。

 

 喃

Nán

 喃

nán

 教

jiāo

 言

yán

 語

yǔ

 ，

 

 一

yī

 一

yī

 刷

shuā

 毛

máo

 衣

yī

 。

 

 一

Yí

 

旦

dàn

 羽

yǔ

 翼

yì

 成

chéng

 ，

 

 引

yǐn

 上

shàng

 庭

tíng

 樹

shù

 枝

zhī

 ；

 

 舉

jǔ

 翅

chì

 不

bù

 回

huí

 顧

gù

 ，

 

 隨

suí

 風

fēng

 四

sì

 散

sàn

 飛

fēi

 。

 

 雌

Cí

 雄

xióng

 

空

kōng

 中

zhōng

 鳴

míng

 ，

 

 聲

shēng

 盡

jìn

 呼

hū

 不

bù

 歸

guī

 ；

 

 卻

què

 入

rù

 空

kōng

 巢

cháo

 裏

li

 ，

 

 啁

zhōu

 啾

jiū

 終

zhōng

 夜

yè

 悲

bēi

 。

 

 

燕

Yàn

 燕

yàn

 爾

ěr

 勿

wù

 悲

bēi

！

 

爾

Ěr

 當

dāng

 反

fǎn

 自

zì

 思

sī

 ，

 

思

sī

 爾

ěr

 為

wèi

 雛

chú

 日

rì

 ，

 

高

gāo

 飛

fēi

 背

bèi

 母

mǔ

 時

shí

 。

 

當

Dāng

 時

shí

 

父

fù

 母

mǔ

 念

niàn

 ，

 

今

jīn

 日

rì

 爾

ěr

 應

yīng

 知

zhī

！

 

 

 
 

1 

2 

 
 
 

同步顯示聆聽材料的

相關內容及錄音片段

寫作啟導短片

個人短講示範

小組討論示範

由聽說專家鄺銳強博士講解

個人短講及小組討論技巧

多媒體教學便捷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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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具一覽表

一上　　二上　　三上

一下　　二下　　三下

一上　　二上　　三上

一下　　二下　　三下

教學資源套（中一至中三）
 （教學簡報；課文結構工作紙；閱讀理解工作紙；文言文閱讀基礎工作紙；文言文閱

讀強化工作紙；文言文基礎知識工作紙；語文基礎知識工作紙；文化知識工作紙；
聆聽訓練工作紙；寫作訓練工作紙；說話訓練工作紙；聆聽及綜合訓練工作紙；  
實用文教學簡報；綜合能力教學簡報；課本練習電子檔；教師用書附錄電子檔）

普通話教學支援教材
文言文教學手冊（2016年加強版）

單元評估（中一至中三）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聆聽及綜合）

模擬試卷（中一至中三）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聆聽及綜合）

試題庫（中一至中三）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聆聽及綜合）

電子課本（六冊）（網絡版及光碟版）

視像教材光碟（中一至中三）（粵、普）

初中中國語文（第二版）推廣版網站
http://www.hkep.com/jr123/CHI_Sample
中國語文資料庫
http://www.hkep.com/readingweb/v5/rs/html/login.php

學生書
（必修課本）

教學資源

評估資源

電子教學

網上資源

學習套

教學套

教師用書
（必修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