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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閱讀能力 佔比 考核能力 設題方式

甲部
指定文言篇章

30%
包括：
理解、分析、感受、
鑑賞、運用不同策略
等能力

包括：
問答、選擇、
填表、填充等

乙部
文言文

70%
乙部

白話文

評核模式 及 試卷形式



一 引子
善用參照
定位建標

：調適心理、增強信心
：認識水平、協助定位
：建立目標、實現理想



一 引子
善用參照
定位建標

：調適心理、增強信心
：認識水平、協助定位
：建立目標、實現理想

二 溫習、應試錦囊
1 聚焦考點

2 善煉主旨

3 注意關鍵
4 熟習題型

5 重點溫習

6 答題有策

1 掌握考核重點，成竹在胸

2 作者、文題、文體、表意、深 / 寓意；中心論點、感情

3 小心審題、圈關鍵詞。基本答題模式：要點、例証、解説
4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佔分高 / 多的

6 先題後文；先易後難；先答易得分者



一 引子
善用參照
定位建標

：調適心理、增強信心
：認識水平、協助定位
：建立目標、實現理想

二 溫習、應試錦囊
1 聚焦考點

2 善煉主旨

3 注意關鍵
4 熟習題型

5 重點溫習

6 答題有策

1 掌握考核重點，成竹在胸

2 作者、文題、文體、表意、深 / 寓意；中心論點、感情

3 小心審題、圈關鍵詞。基本答題模式：要點、例証、解説
4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佔分高 / 多的

6 先題後文；先易後難；先答易得分者

三 結語 ：保持積極、正面、信心
：多讀、巧練、善寫 (表達)



一 引子
善用參照
定位建標

：調適心理、增強信心
：認識水平、協助定位
：建立目標、實現理想



中文科 卷一 等級參照 (參考資料)

等級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5**
5*
5
4
3
2
1

240 (100)
157 (65)
150 (63)
135 (56)
123 (51)
105 (44)
87 (36)

240 (100)
162 (68)
147 (61)
141 (59)
123 (51)
97 (40)
92 (38)

267 (100)
181 (68)
171 (64)
161 (60)
148 (55)
128 (48)
114 (43)

85 (100)
56 (66)
54 (64)
50 (59)
44 (52)
37 (44)
31 (36)

88 (100)
59 (67)
55 (63)
52 (59)
46 (52)
40 (45)
33 (38)

100 (100)
71 (71)
67 (67)
63 (63)
56 (56)
50 (50)
47 (47)

90 (100)
57 (63)
52 (58)
49 (54)
43 (48)
38 (42)
31 (34)

84 (100)
51 (61)
48 (57)
47 (56)
40 (48)
36 (43)
29 (35)

86 (100)
50 (58)
47 (55)
45 (52)
38 (44)
33 (38)
27 (31)

86 (100)
49 (57)
46 (53)
44 (51)
37 (43)
32 (37)
25 (29)

92 (100
52 (57)
47 (51)
44 (48)
38 (41)
32 (35)
25 (27)









文憑試中文科卷一白話篇章閱理等級參照



文憑試中文科卷二文言篇章閱理等級參照



2023 卷一



1 調適心理、
增強信心

2 認識水平、
協助定位

3 建立目標、
實現理想



1 調適心理、
增強信心

2 認識水平、
協助定位

3 建立目標、
實現理想

我的奮鬥計畫

1 現狀水平

2 我的目標

3 搶攻重點

4 溫馨提示
/ 自勵金句



二 溫習、應試錦囊
1 聚焦考點

2 善煉主旨

3 注意關鍵
4 熟習題型

5 重點溫習

6 答題有策

1 掌握考核重點，成竹在胸

2 作者、文題、文體、表意、深 / 寓意；中心論點、感情

3 小心審題、圈關鍵詞。基本答題模式：要點、例証、解説
4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佔分高 / 多的

6 先題後文；先易後難；先答易得分者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1
聚焦考點

1 了解及掌握考核重點，
成竹在胸



傳記：透過記述事件 / 情節，刻畫人物性格特徵、塑造形象等。
《廉頗藺相如列傳》

遊記：透過敘寫所見所聞，記事、抒情、說理，帶出志趣、觀點、感受等
《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

論說：表達思想、看法、論點等。
：注意中心論點、分論點、論據、論證過程及手法。
《論仁 · 論孝 · 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勸學》、
《逍遙遊》、《出師表》、《師說》、《六國論》

詩詞：借景 / 事抒情。注意核心感情、表達手法、情景關係、體裁
唐詩三首、宋詞三首

溫提小錦囊：背誦與文章要旨 (如中心論點) 有直接關係的文句、詩三首、詞三首

甲部：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分類與重點



2021



2022



2023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2
善煉主旨

2  注意作者、文題、文體、表意、
深 / 寓意；中心論點、核心感情





撰寫主旨基本框架

1 本文通過說明 / 記述 / 描寫 ______     (概括內容)

2 抒發了 的感情 / 及

3 表達了 的道理。



2023考材

《我們唱歌
去》 (記敍、
描寫、抒情)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我們唱歌
去》 (記敍、
描寫、抒情)

通過敘述一次唱歌的經
歷，描寫曾經繁榮的鄉
村變得破落的情景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深層意思

《我們唱歌
去》 (記敍、
描寫、抒情)

通過敘述一次唱歌的經
歷，描寫曾經繁榮的鄉
村變得破落的情景

抒發對鄉村由盛轉衰及人生無
奈的感慨；鼓勵自己和村民以
意志勇氣，積極樂觀地生活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深層意思

《我們唱歌
去》 (記敍、
描寫、抒情)

通過敘述一次唱歌的經
歷，描寫曾經繁榮的鄉
村變得破落的情景

抒發對鄉村由盛轉衰及人生無
奈的感慨；鼓勵自己和村民以
意志勇氣，積極樂觀地生活

1 體裁 2 表層意思：事、景 3 深層意思：情、理



2023考材

《閱微草堂
筆記‧ 卷三》
(借事說理)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閱微草堂
筆記‧ 卷三》
(借事說理)

敘述被處死的御史
不滿參與審訊的官吏
幸災樂禍的事情

(探討「情」與「法」的關係)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深層意思

《閱微草堂
筆記‧ 卷三》
(借事說理)

敘述被處死的御史
不滿參與審訊的官吏
幸災樂禍的事情

(探討「情」與「法」的關係)

哀矜勿喜才是正確的心態

(犯了法，雖當判罪受罰；但
對犯人卻宜保持哀憐、體恤之
情，不應帶有私心，幸災樂禍)

1 體裁 2 表層意思：事 / 景 3 深層意思：情 / 理

良好的習慣及意識 --- 得心應手



年份 考材 體裁 表意 深意

2023
陳列《我們去唱歌》 記敍描寫

抒情
簡媜《一竿冷》 論說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卷三

（節錄）（比較《論語‧子路》）
借事說理

2022

周國平《一個人和三個人稱》 論說

周國平《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節錄） 論說

《說苑‧至公》（節錄）、《呂氏春秋
‧貴公》（節錄）、《莊子‧大宗師》
（節錄）

寓言故事

2021
芥川龍之介《橘子》（文潔若譯） 小說
徐國能《火車和橘子》 記事抒情

《說苑．立節》（節錄） 記敍



文憑試年份 考材 體裁 表意 深意
2023 陳列《我們去唱歌》 記敍描寫抒情

簡媜《一竿冷》 論說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卷三》（節）（比較《論語‧子路》） 借事說理

2022 周國平《一個人和三個人稱》 論說
周國平《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節錄） 論說
《說苑‧至公》（節）、《呂氏春秋‧貴公》（節）、《莊子‧大宗師》（節） 寓言

2021 芥川龍之介《橘子》 小說
徐國能《火車和橘子》 記事抒情
《說苑．立節》（錄） 記敍

2020 利格拉樂‧阿女烏《夢中的父親》 寓言
方孝孺《試筆說》 論說

2019 魯迅《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寓言
錢鍾書《談教訓》（節） 論說
劉熙載《海鷗》 寓言

2018 林黛嫚《孤獨的理由》（節） 記敍抒情
李翱《命解》、《孫叔敖殺兩頭蛇》（引文） 論說、記敍

2018 (樣本)
思果《友誼》 論說
司馬中原《回首》（節） 記敍抒情
柳宗元《鞭賈》 寓言

2017 劉裘蒂《跑道》 記敍抒情
俞長城《全鏡文》 寓言

2016 林清玄《紅心番薯》 記敍抒情
魏禧《吾廬記》 記敍

2015 林語堂《論趣》 論說
賈平凹《觀沙礫記》 記敍抒情
宋濂《杜環小傳》（節） 敍事寫人

2014 徐國能《第九味》 記敍抒情
《史記‧孔子世家》（節） 記敍

2013 張曉風《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 記敍抒情
黃國彬《說誓》 論說
《呂氏春秋‧士節》（節） 記敍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3、4
注意關鍵
熟習題型

3 小心審題、圈關鍵詞
基本答題模式：要點、例証、解説

4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1 要點：答案的核心內容，必須精準扼要表達

2 例証：運用適切例子 / 內容、自己的文字，演繹意思

3 解說：善用例子佐證觀點，解釋及總結，回應題眼

基本答題框架：觀點、例証、解說

溫提小錦囊：按題目需要，交代背景 / 解釋手法 / 說明效果等



2023 題6
以下引文摘錄自《廉頗藺相如列傳》，這段對答凸顯了藺相如什麽形象？
試指出一項並加以說明。（4分）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
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

上品 4分 答案 答題模式重點

1 凸顯了藺相如有急智、善于應變的形象。 1 要點：準確概括形象

2 當秦國要求趙國送十五城為秦王祝壽，欲挫趙威，辱趙王，
相如立刻以同樣方式，要求秦國送咸陽為趙王祝壽，咸陽
為秦之首都，遠較趙之十五城重要，獻出都城即如投降。

2 例証：緊扣引文說明

3 相如瞬間以牙還牙，針鋒相對，既彰顯秦之無理，且令趙
不失國威，凸顯相如辭鋒銳利、具急智、善于應變的形象。

3 解說：適切闡述，
總結，回應題眼



2023 題11
在描寫景物後，作者在第3段補充說明了村落的歷史，這段文字對抒述主旨有
何作用？試加以說明。（3分)
「朋友曾跟我說過這個小村子的歷史：最初只是少數幾間茅屋工寮，然後逐漸
集結成村......也遇過好幾次嚴重的火災、水患和地震，但也都熬過來了，如今
蔗糖產業式微......

上品 3分 答案 答題模式重點

1 第三段交代了村落蕭條衰退的原因，暗示村民可悲的前景，
深化無奈的感慨，解釋作者要唱歌鼓勵村民的因由，呼應主旨。

1 要點：準確概括，
說明作用

2 說明村落由茅屋工寮組成，七八十年前人們艱辛勞動，為糖
廠努力奮鬥，現在產業式微，面臨淘汰，滄海桑田，由盛轉衰。

2 例証：清晰說明
引文意思

3 說明村落的變化及原因，深刻地呈現作者對村落蕭條的感慨，
突出了人生的無常和無奈。本段解釋作者的慨嘆及勉勵 (以歌唱
勉勵村民不可喪失意志勇氣) 的原因，有助表達主旨。

3 解說：適切解釋，
總結引文如何有
助抒述主旨



一 結構作用題 (問某段文字在文章結構上的作用)

：文首---開宗明義 / 鋪墊下文 / 引起懸念等

：文中---承上啟下 / 過渡 / 轉折等

：文末---首尾呼應 / 凸顯章旨 / 深化主題等

溫提小錦囊
：引文作用 (如承上啟下) + 解釋如何承接上文 + 如何開啟下文
：引文作用 (如首尾呼應) + 概括首段、尾段的意思 + 解釋兩者如何呼應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二 深層意思 / 象徵題

：從文題 / 關鍵詞表面意思推敲象徵 / 深層意思 (橋、跑道、橘子)

：從文化含意思考，幫助理解 (山、水、互存共生、生生不息......)

：說明本體、喻體 / 擬體的特質 --- 作者寓意

：說明本體、喻體的共同特質 --- 作者寓意



《一竿冷》
(論說)

借山與水的對話，帶出仁
者與智者如何看待生命的
希望與幻滅

帶出生死是互存共生，故應
珍惜生命，超越生死的體悟

1 體裁 2 表層意思：事 / 景 3 深層意思：情 / 理



三 修辭、手法題

：寫作手法與修辭手法有別

：掌握常見修辭、手法的定義及作用

：常見修辭---襯托、比喻、借代、比擬、排比、誇飾、反問等

：常見作法---景物：步移法、定點描寫法等
---人物：外貌 / 語言 / 動作 / 心理描寫、動態 / 靜態描寫等
---情感：詠物抒情、借景 / 事抒情、緣情寫景等
---論說：引用 / 舉例 / 數據 / 比較論證等



本文善用反襯來突出孔明的形象，試指出文章

怎樣以魯肅反襯孔明。試寫出兩個例子。(4分)

2014 作者以趙胖子凸顯曾先生與別不同，這是什麼描寫手法? (2分)
作者如何運用這種手法以趙胖子凸顯曾先生與別不同? 舉一例說明。(3分)

2015 作者記敘常伯章的行事，對於刻畫杜環的形象有什麼作用? (4分)

2018 「你」結婚當天，作者記述了婚禮熱鬧的情景以及「他」候車回家的情景。
這處運用了什麼寫作手法? (2分)

修辭手法：襯托



2014

人物描寫手法：外貌 / 語言 / 動作 / 心理描寫

2016

2018



溫提小錦囊

：答題模式---說明修辭 / 作法 + 例証 + 解釋效果 / 作用

襯托---說明修辭 + 主角特質 + 配角特質 + 
配角如何襯托主角特質

比喻---說明修辭 + 分別解釋本體、喻體 + 作用
(使描寫對象更具體鮮明、生動有趣)

人物描寫---說明類別 (外貌、語言、行動、心理) + 例証 +
解釋作用 (如何反映，刻畫人物)



三式判斷
：判斷有無
：注意指涉對象
：注意指涉範圍、程度等

四 多項選擇題



多項選擇 (無限定項數)
：6分未必代表每題兩個答案
：精準選對，不可少選 / 多選 (忌大包圍)

多項選擇 (無限定項數)
：善用排他法；注意「以上皆非」
：溫熟常見修辭格



五 比較題 (比原文與改寫高下優劣)

：說明原文的優點、重要性
(如深化感情、增加感染力、啟發思考、留下餘韻、承上啟下等)

：說明改寫後的不足、負面效果
(如未能突顯主旨、感情、失卻懸念或情節的吸引力等)

：綜合文章主旨、內容、語境等，比較優劣，正反申論
(如不寫昔日的繁華，無以突出眼前的荒涼等；原文寫了......)



溫提小錦囊：須寫出兩者相同特點，並引用適切的內容解釋，
按題目要求方向，進行比較---須有比較意識

五 比較題 (比較兩篇文章)

：就題目考問重點，說明立場及原因

：從相異之處揾第一篇文的優點
(如從抒情深度作比較，前者含蓄而意味深長)

：從相似之處揾第二篇文的不足
(如兩篇雖皆抒情，但後者直白，欠耐人尋味的餘韻)



六 分段、寫段落大意題

：先完成首尾部分
：尋找過渡段，多為轉折位 (或為承上啟下的小段落)
：留意關鍵詞

---標示語：首先、其次、最後
---時序詞：從前、現在、後來
---轉折詞：可是、然而、不過

：注意文章結構
---起承轉合
---時間推移 (童年、少年、中年......)
---空間推移 (現實、回憶；城市、鄉村)
---關鍵人物及感情變化 (父親、自己；高興、失落......)
---論說文會有總分總模式，或不同論點，按此分段



溫提小錦囊

：寫段落大意，避免抄錄太多原文，宜用一己文字概括表達

：寫段落大意基本格式

記敘文---本段通過記敘 (事) / 描寫 (人 / 景)，表達 (情感 / 道理)
論說文---本段通過提出 (例子 / 論據)，說明 (論點 / 道理)。

：參照試卷提供的範例寫段落大意
例一：概括內容 + 抒述感受
例二：概括內容 + 說明道理
例三：原因 + (經過 +) 結果



備注：段意題、填表題

注意及參照範例的
性質 (方式 / 態度 / 準則 / 個性等)、
分量、句式、詞性等回答

態度、方式 準則



文言文題型應對

：常見題型---詞解、語譯、選擇、填充 / 表、判斷、比較、評論等

：先看題目，再看文章，題目每有內容提示

：掌握常用文言字詞基本意思---之、者、而、乃、其、所、為、與、以、因

：從字詞部首、邊旁、讀音、詞性，或前文後理，推敲詞義、文意

溫提小錦囊
：平時積累不同的文言字詞
：注意一詞多義、詞類活用、虛 / 代詞、古今義、通假等
：掌握文言句式 (被動、倒裝、省略等)



詞解
2023 題 20 

試指出「陰叩之，乃具道始末」一句中「具」字的意思。 (2分)

A 勉強 B 堅持 C 概略 D 詳盡 (常見常用字)

2015 題 12.3：「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

服 --- 衣服（名詞）--- 穿著（動詞） 注意後有「衣」字 (詞類活用)



語譯

2013 題 14

(1) 「晏子見疑於齊君。」 ：晏子被齊君懷疑。 (被動句式)

(2) 「夫子將焉適? 」 ：你要到哪裡? (適、疑問)

2017 題 15：「子何見之謬也！」

子：你 ； 何：多麼 ； 見：意見 ； 之：虛詞不譯 ； 謬：荒謬 ； 也：啊

分節處理、調整語序：你的意見多麼荒謬啊！



比較題

引用另一段文言文，比較與原文內容、手法之異同
相同：解釋原文內容 / 手法 + 解釋引文內容 / 手法 + 兩者相通處
相異：解釋原文內容 / 手法 + 解釋引文內容 / 手法 +

本文較......而引文則......

綜合、分析、評價、應用、寓意題

：解釋原文意思 + 個人見解、原因 + 引用文章內容支持見解
：帶出價值觀 / 文章深層意義 (感悟人情世態 / 天道倫常......)
：加入適切例子佐證，扣連評論 (分析、應用、評價)



2023 表層意思 深層意思

《每
個人
都是
一個
宇宙》
(論說)

1 解釋愛情對人之義：

人能為愛情放棄一切
，但不能被愛情左右

3 解釋神就
來了之意：

超越一切羈
絆，不受束
縛，絕對自
由

2 解釋半人半神之意：

仍受外物約束、限制
(如愛情、事業)

1 體裁
(論說)

2 表層意思
：愛情、人生

3 深層意思
：寓意 (自由)

2022 題 14 在第4段，詩歌的末句說「半人半神走了，神就來
了」，這句詩有何寓意? 試綜合詩歌的內容說明。(4分)

為愛犧牲一切，
服從你的心；
朋友，親戚，時日，
名譽，財產，
計劃，信用與靈感，
什麽都能放棄。
為愛離棄一切；
然而，你聽我說：......
你需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個的未來，
讓它們絕對自由，
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
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
歡，你還她自由。
你應當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來了。



2023考材 表層意思 深層意思

《閱微草堂
筆記‧ 卷三》

(借事說理)

敘述被處死的御史
不滿參與審訊的官吏
幸災樂禍的事情

(探討「情」與「法」的關係)

哀矜勿喜才是正確的心態

(犯了法，雖當判罪受罰；但
對犯人卻宜保持哀憐、體恤之
情，不應帶有私心，幸災樂禍)

1 體裁 2 表層意思：問官遭遇 3 深層意思：寓意

2023 題 24 本篇有何寓意? 試就問官的遭遇加以說明。(4分)



常見主題 思想內容

1 戰爭、邊塞 渴望建功立業，表達保家衛國的決心；
抒發山河淪喪的痛苦，報國無門的怨憤；
描述塞外生活的艱辛、連年征戰的慘烈、久居邊關的鄉愁，歸家無望之哀

2 愛情、閨怨 綿綿思念、款款深情、離情別恨、纏綿悱惻

3 即事、明理 借事說理、借景喻理

4 詠物、抒懷 托物言志，寄寓情懷，吟詠個人抱負或表達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感傷。
感歎今昔、物是人非、年華易逝、功業難成。

5 諷喻、論政 關懷憐惜民生弱小、揭露政治黑暗、針砭時弊

6 送別、懷人 離愁別緒、深情厚誼、勸勉鼓勵

7 羈旅、思鄉 他鄉作客、羈旅漂泊；思鄉之愁、羈旅之苦

8 懷古、傷今 借古諷 / 傷今、盛衰無常、昔盛今衰

9 山水、田園 厭惡官場、遠離塵俗、超凡脫俗、淡泊名利、嚮往田園、寄情山水的閒適
恬淡、熱愛自然、嚮往自由



常見情懷、處境

：寄情山水 歸隱田園 與世無爭 閒適恬淡 孤傲清高 不慕權貴 淡泊名利
曠達樂觀 超凡脫俗

：離恨難遣 孤寂落寞 傷春悲秋 多愁善感 懷才不遇 豪放灑脫 傲岸不羈
：韶華不再 容顏易老 年華易逝 慷慨憤世 相思難耐 老病孤弱
：壯志難酬 報國無門 征戰邊塞 矢志報國 收復故土 建功立業
：厭惡官場 悲天憫人 感時傷懷 憂國憂民 連年征戰 厭惡戰爭 離愁別恨
：羈旅漂泊 客居他鄉 歸家無望 思親思歸 久居邊關 飽嘗辛酸 黯然神傷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5
重點溫習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

佔分高 / 多的 (快速取分；趨勢重點)



傳記：透過記敘事件 / 情節，刻畫人物性格特徵、塑造形象等。
《廉頗藺相如列傳》

遊記：透過敘寫所見所聞，記事抒情說理，帶出志趣、觀點、感受等。
《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

論說：表達思想、看法、論點等。
：注意中心論點、分論點、論據、論證過程及手法。
《論仁 · 論孝 · 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勸學》、
《逍遙遊》、《出師表》、《師說》、《六國論》

詩詞：借景 / 事抒情。注意核心感情、表達手法、情景關係、體裁。
唐詩三首、宋詞三首

溫提小錦囊：背誦與文章要旨 (如中心論點) 有直接關係的文句、詩三首、詞三首

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分類與重點



溫提小錦囊

：掌握範文重點篇章的要旨 (主要思想、感情)、手法、體裁等

：背誦與文章要旨有直接關係的文句

：掌握常用文言字詞 (一字 / 詞多義、詞類活用、代詞等) 及句式



2022



2022



2023



2023



2023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5
重點溫習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

佔分高 / 多的 (快速取分；趨勢重點)



《明報 · 語文同樂》：文言基建 1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一詞多義

5 延展對讀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人物分析

5 延展對讀

《明報 · 語文同樂》：文言基建 2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一詞多義

5 延展對讀

《明報 · 語文同樂》：文言基建 3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詞類活用

5 延展對讀

《明報 · 語文同樂》：文言基建 4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詞類活用

5 延展對讀

《明報 · 語文同樂》：文言基建 5



1 常見詞義

2 文言句式

3 文言虛詞

4 文化知識

5 延展對讀

《明報 · 語文同樂》
：文言基建 6



<六國論>

篇名 一字 / 詞多義 古今 / 通假字 古今異義 詞類活用 文言虛詞

六國論 1 大則得城︰
得，得到。

2 此言得之︰
得，說出
(道理)。

3 誠不得已︰
得，能夠。

1 暴秦之欲無厭
︰厭，通「饜」
，滿足。

2 幷力西嚮：嚮
，通「向」，
面對。

1 思厥先祖父︰
祖父，祖輩及
父輩。

2 可謂智力孤危
︰智力，智謀
及力量。

3 從六國破亡之
故事︰故事，
舊事。

1 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與
，動詞，幫
助、 親近。

2 禮天下之奇
才︰禮，動
詞， 禮待
(賢才)。

斯用兵之
效也：斯
，這；之
，的。

途徑：師長前輩、書籍報刊、官方材料等



溫習、應試
錦囊

錦囊 6
答題有策 6 先題後文；先易後難；先答易得分者



卷一
閱讀能力

建議答題時間
(全卷90分鐘)

注意關鍵 佔本卷分
數百份比

考核
能力

設題
方式

甲部
文言指定篇章

15 - 20 分鐘
答案宜精準，
直接回應問題核心

30%
包括：
理解、
分析、
感受、
鑑賞、
運用不
同策略
等能力

包括：
問答、
選擇、
填表、
填充
等

乙部
文言文

20 - 25 分鐘
題目類型較淺白直接，
多要求於原文中找答案，
再譯成白話作答 70%

乙部
白話文

45 - 50 分鐘
題目及閱讀材料相對較長，
需要更多時間理解，完成

*** 預留時間覆核試卷 ***



臨場答題策略

：先閱讀題目 (審題，圈關鍵詞)，再細讀考材 (圈關鍵詞)。

：注意作者 (魯迅、林語堂、張曉風、韓非等)、
文題 (橋、跑道、親情、成長、忠孝等)、
文體 (抒情、議論等)，

有助綜合推敲、分析文章主題、文風、手法等

：基本順原序完成。先易後難、先完成有信心、把握者；
難題勿耽誤太久，試轉做其他題目，或有提 / 啟示、靈感......

：先甲後乙、先文後白 / 先白後文 (看信心把握、難易度等)

：睇分答題---時間、心力按分數適當安排分配；備時覆卷



三 結語 ：保持積極、正面、信心
：多讀、巧練、善寫 (表達)



溫馨建議

1 按文體操練 (記敘抒情、論說) 歷屆試題，更集中、熟練

2 詳細理解、分析文章內容、手法，設題考核重點 (近年尤要)

3 善用：考評報告 (評分標準、答題架構、常見問題)、
考生表現示例、教師會議簡報等



善用：考評報告、評分標準、
考生表現示例、教師會議簡報



2022、2023 評論與建議 (撮要)

：閱讀及語文基礎知識不足
：審題能力待改善
：理解流於表面
：概括、說明、綜合能力須加強
：闡述能力待提升
：提升遷移能力
：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積澱語文知識
：反思學習對現實的意義 / 生活反思 / 學習思考

(指定篇章與日常生活之關係、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啟示)
：小心審題，力求回應題旨
：下筆前先組織......說明時回應文本，言之有物



一 引子
善用參照
定位建標

：調適心理、增強信心
：認識水平、協助定位
：建立目標、實現理想

二 溫習、應試錦囊
1 聚焦考點

2 善煉主旨

3 注意關鍵
4 熟習題型

5 重點溫習

6 答題有策

1 掌握考核重點，成竹在胸

2 作者、文題、文體、表意、深 / 寓意；中心論點、感情

3 小心審題、圈關鍵詞。基本答題模式：要點、例証、解説
4 主要題型應對攻略

5 分輕重緩急，先搶攻有得溫、有得讀、佔分高 / 多的

6 先題後文；先易後難；先答易得分者

三 結語 ：保持積極、正面、信心
：多讀、巧練、善寫 (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