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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先做幾條小練習：

題目一

北郭騷 ①沐浴而出見 晏子②曰：「夫子將焉適？」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注釋】

①北郭騷：晏子舍人。

②晏子：齊國丞相。

答案：被　齊君　懷疑。

2013年DSE第14.1題
（2分，佔乙部 6%）

例證一「見字句」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先做幾條小練習：
題目二

【背景：燕子寄住於人類的簷篷之下，沾沾自喜；認為海鷗得不到人們喜愛，才要浪跡天涯，十分可憐】

燕曰：「我之得以依人者，以人不之憎且愛之也。……」

（鷗）曰：「……吾以不見愛，故不見憎。然則，見愛者其危哉！」

2019年DSE乙
部
篇章《海鷗》

語譯：我因為 不 被 寵愛著，
　　　所以才 不 被 憎恨著。
　　　　那麼，　被 愛著的 有危險了!

例證一「見字句」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先做幾條小練習：
題目三

2020年DSE甲部第2題
（3分，佔甲部11.1%）

例證一「見字句」



被動句 　見 V = 被 V
見V於S = 被SV　 

題目一：晏子曰：「見疑於齊君」

題目二：　　吾以不見愛，

　　　　　　　故不見憎。

　　　　　　然則，見愛者其危哉」

題目三：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

V

V

V

V

V S

S

被 齊君 疑 
VS

被 王 欺 
VS

被 愛 
V

被 憎 
V

被 愛 
V

例證一「見字句」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

2013年DSE第14.1題
（2分，佔乙部 6%）

2020年DSE甲部第2題
（3分，佔甲部11.1%）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

例證一「見字句」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例證二「固」字

•再考考你，試指出以下句子中「固」字的解釋：

《論君子》：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逍遙遊》：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師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六國論》：「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六國論》：「至於顛覆，理固宜然。」

《廉頗藺相如列傳》：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廉頗藺相如列傳》：（門客請辭）藺相如固止之。

牢固

真的

堅決

本來
2018DSE 甲部 Q1.5（1分，3.3%）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例證二「固」字

•再考考你，試指出以下句子中「固」字的解釋：
《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2022）

《韓非子．五蠹》：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2012）

方孝孺《試筆說》：筆易為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2020）

《韓非子．五蠹》：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2012）

魏禧《吾廬記》：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2016）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2014）

牢固

堅決

本來

堅持

2012DSE Q11.2（2分，5.7%）

真的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2018DSE 甲部 Q1.5
（1分，3.3%）

2012DSE Q11.2
（2分，5.7%）

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

例證一「見字句」



• 「甲部」範文閱讀，其實在為你的文言閱讀能力打下根基，有助於「乙部」得分。

為何要同時講「甲部」與「乙部文言文」？

2020年DSE中文卷，如果當年考生有熟讀範文

字詞，能輕鬆考取乙部文言文22.4%的分數。

2014年DSE中文卷，如果當年有範文且考生熟讀

當中字詞，能輕鬆考取乙部文言文的18.9%分數。

2013年DSE中文卷，如果當年有範文且考生熟讀

當中字詞，能輕鬆考取乙部文言文的24.4%分數。

所謂「輕鬆考取」，有多輕鬆？



所謂「輕鬆考取」，有多輕鬆？
2013年《呂氏春秋．士節》

給這件事

如果2013年有範文且熟讀字詞，能輕鬆考取：  　8分
當年乙部文言總分：　33分

百分比：  24.4%



所謂「輕鬆考取」，有多輕鬆？

2020年《試筆說》

當年乙部文言總分：　18分
百分比：  22.4%

2020年《試筆說》



要點一、必須把範文吃透

• 尚有一個月時間，如未曾細讀原文（只讀過

譯文或精讀），請把握時間，掌握所有字詞

的解釋。

• 至少在考試之前，要不靠注釋，直接、完整

地理解文句內容。不懂就及時問。

• 行有餘力就全文背誦，至少也該記誦精華

內容。



要點一、
何謂「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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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一、何謂「吃透」 ?



O92

要點一、何謂「吃透」 ?



分享的流程

•要點一、善用已有知識，把範文吃透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

甲、甲乙部文言備試篇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

尚要溫習其他科目，難以全篇記誦，
怎樣選取精選片段？

聲明

• 以下所述並非學習中文應有態度

，語文要長期浸潤，不應但求速

食。

• 但目前時間有限，只能用一些稍為

取巧的方式：

由考試出發，篩選關注重點 。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

說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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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陽樓記

記
事

廉頗藺相如列傳

出師表

岳陽樓記

抒
情
出師表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山居秋暝

月下獨酌

登樓

念奴嬌．赤壁懷古

聲聲慢．秋情

青玉案．元夕

描
寫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山居秋暝

山居秋暝

月下獨酌

登樓

念奴嬌．赤壁懷古

聲聲慢．秋情

青玉案．元夕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總結）
•記敘篇章精讀方向：記「起因．經過．結果」；記「人物形象」及如何呈現

• 為每一篇篇章整理一條敘事線，記文中人物輪廓，背誦能引證相關形象的情節關鍵句

•描寫篇章精讀方向：記修辭、描寫手法及其效果

•說理篇章精讀方向：溫說理手法；

• 學習手法的定義

• 記誦說理手法 所帶出的觀點  及 其效果

•抒情篇章精讀方向：辨識感受、感慨及感悟

• 為每一篇篇章整理一條情感折線圖，熟記篇中情感變化

• 指出作者的感慨及感悟是什麼，因何而生



要點二、說理篇章精讀方向：溫說理手法

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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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陽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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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手法的定義
• 記誦說理手法 所帶出的觀點  及 其效果

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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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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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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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二、抒情篇章精讀方向：溫感受、感慨及感悟

抒情
出師表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山居秋暝

月下獨酌

登樓

念奴嬌．赤壁懷古

聲聲慢．秋情

青玉案．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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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暫、即時的是感受；
　　　　　　　　雋永、深刻的是感慨／情懷；
改變人生觀、將來的處世態度的是感悟。



要點二、精讀方向：感受、感慨及感悟之別舉隅
感受 感慨／情懷 感悟

出師表
為即將北伐、

遠離後主而感傷
能否回報先帝大恩，全繫於此次北伐，

令諸葛亮無比感慨。
X

始得西山宴遊記 惴惴不安 在西山之巔，感慨個人得失微不足道
從宇宙大道看來，萬物齊一，

不存在榮辱之分，超脫個人得失

岳陽樓記
為物為己，
或喜或悲

感慨古仁人能夠超脫一己，心情全繫天下蒼生，情
操高尚，難能可貴

X

山居秋暝
山居清新可喜，

官場可厭
X 富貴名利不足惜，

山林的簡樸中自有真趣

月下獨酌 孤獨／狂歡 韶光苦短
人間有限，但宇宙無限。

忘記是非得失，自能精神逍遙

登樓 傷時憂國 慨嘆時主昏庸，感慨懷才不遇，報國無門 Ｘ

念奴嬌．赤壁懷古
山河壯麗、
羨慕周瑜

人生空虛、生命渺小
人間總有美善事物、生命是萬化之

一、變幻原是永恆

聲聲慢．秋情 傷心、孤單 青春不再、親友故去、家破人亡 Ｘ

青玉案．元夕
尋人不遇的焦灼徬徨、

對心上人的愛慕
盼望找到潔身自好的知己、

感慨朝野上下忘記國恥醉生夢死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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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要點二、抒情篇章精讀方向：溫感受、感慨及感悟

抒情
出師表

始得西山宴遊記

岳陽樓記

山居秋暝

月下獨酌

登樓

念奴嬌．赤壁懷古

聲聲慢．秋情

青玉案．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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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每一篇篇章整理一條情感折線圖，熟記篇
中情感變化

• 指出作者的感慨及感悟 從何而來



分享的流程

•要點一、善用已有知識，把範文吃透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

甲、甲乙部文言備試篇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要點三、重點題型分析

這些都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有沒有獨門一點的提示？

聲明

• 以下所述比較瑣碎，供一些對範文

已有基礎認識的同學裨補闕漏。

• 從近幾年考試考察，從設題趨勢

找出考評局對學生知識的期望 。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

一、句式虛詞 二、文學概念 三、比較閱讀 四、文化思辨 五、生活反思

關
鍵
詞

被動句、

反問句、

之乎者也

韻、聯、體裁、

風格、特色

相比、

相似
寓意 啟發

相
應
溫
習
方
向

• 要能辨識上述兩種文言文

特殊句式；

• 虛詞解釋要熟背

• 對範文的體裁、風格、特色稍加留意；

• 詩的格律體制要求最重要，必須熟記；詞

次之，散文再次之。

• 在平日閱讀範文時，不妨比較

題材相似的文章，刺激思考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

價值觀有充份理解；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

價值觀作明辨性思考。

• 能提取感悟的文章，

邊讀邊連繫自己生活經驗

從近幾年設題趨勢可見，考評局除了要求學生對文本有基本掌握，還要求同學具備以下五項知識／能力：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句式虛詞（1/5）
2018

（譯句以倒裝句設問）
2019

（譯句以倒裝句設問）
2020

（譯句以被動句設問）

202
2

202
3

考生宜具備辨別簡單句式、簡單詞性的能力。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文學概念（2/5）

• 對範文的體裁、風格、特色稍加留意；
• 詩的格律體制要求最重要，必須熟記；詞次之，散文再次之。

2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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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

2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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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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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格、特色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比較閱讀（3/5）

2024 兩篇篇章：《世說新語．任誕》、《東坡志林》

2023 對讀篇章：《閱微草堂筆記．卷三》，以及題25引述的《論語》

2022 文言三則：《說苑．至公》、《呂氏春秋．貴公》、《莊子．大宗師》

2021 引述論斷：《說苑．立節》，在題22引述「盡孝論心不論行」的說法作比較

2020 範文對讀：甲部題6、題7比較了「論君子」與《岳陽樓記》對於「憂」的看法

2019 甲乙對讀：《海鷗》一文對照「君子求諸己」或「無用之用」的範文概念

2018 對讀篇章：《命解》，以及題25起引述的《孫叔敖殺兩頭蛇》

觀察

• 在平日閱讀範文時，不妨比較題材相似的文章，刺激思考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文化思辨（4/5）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價值觀有充份理解；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價值觀作明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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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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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生活反思（5/5）
202
2
202
3

作答步驟？
有什麼要注意?

韓愈批評「小學而大遺」，啟發我學習時要避免只

重視表面知識而忽略核心道理。例如過去學數學

時，我曾專注背公式卻不思考原理，結果遇到應

用題就束手無策。這就像只學「句讀」卻不「解惑」

，後來我改為先理解公式推導過程，再練習實際

解題，發現能舉一反三。這讓我明白真正的學習

需要深究根本，而非停留於零碎記憶。

• 備試時，嘗試連繫個人經驗與範文中的感慨與感悟；
• 作答時，追求與機器一樣有條不紊。

思考答案必要的成份

思考答案的組織上要注意的地
方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

一、句式虛詞 二、文學概念 三、比較閱讀 四、文化思辨 五、生活反思

關
鍵
詞

被動句、

反問句、

之乎者也

韻、聯、體裁、

風格、特色

相比、

相似
寓意 啟發

相
應
溫
習
方
向

• 要能辨識上述兩種文言文

特殊句式；

• 虛詞解釋要熟背

• 對範文的體裁、風格、特色稍加留意；

• 詩的格律體制要求最重要，必須熟記；詞

次之，散文再次之。

• 在平日閱讀範文時，不妨比較

題材相似的文章，刺激思考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

價值觀有充份理解；

• 對範文所體現的思想

價值觀作明辨性思考。

• 能提取感悟的文章，

邊讀邊連繫自己生活經驗

從近幾年設題趨勢可見，考評局除了要求學生對文本有基本掌握，還要求同學具備以下五項知識／能力：



分享的流程

•要點一、善用已有知識，把範文吃透

•要點二、範文精讀方向分享

•要點三、特別題型提醒

甲、甲乙部文言備試篇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 陌生文言文閱讀理解就像是收集資訊作推理的偵探遊戲 ：

• 「真兇」就是「文章主旨」；

• 而資訊收集得愈多，推理愈縝密，可信性愈高；

• 進入「兇案現場」（篇章）之前，盡量先從外圍嵬集資訊 ，正式找線索會更有方向。

【步驟】

1. 讀篇名、作者名

2. 讀題目

3. 讀篇章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1. 讀篇名、作者名

例子：

2024《世說新語．任誕》🡪與滑稽、荒誕的高士有關

2023《說苑．至公》、《呂氏春秋．貴公》🡪 與「無私」相關

　　《莊子．大宗師》🡪 與道家思想相關 🡪 泯除物我之別 
2021《試筆說》🡪 寓言體，以此喻彼

盡量先從外圍嵬集資訊 ，正式找線索會更有方向。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2. 讀題目

　　考卷在設問時，無可避免要描述文中事件：

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

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2024）

與此同時，由於題目一般順著文章次序設問 ，在歷審各題以後，考生可以大約推敲文章情節發

展或核心論點，初步作預估，閱讀時更有方向。



乙、乙部文言應試篇

3. 讀篇章：

【小撇步一】若同學對文言解讀缺乏信心，先準備不同顏色螢光筆：

（對能力較弱的考生而言，其中一個解讀難點是將專有名詞錯判為一般詞語，強加解釋）

- 以一種顏色代表一個人物或地方；

- 整理注釋內容，找出作者及文中人物的其他可能稱謂（如字號、官稱）；

- 一邊讀，一邊將同一個人物的稱謂標起，幫助自己組織人物關係。

【小撇步二】文言文鮮少雙音節詞 ，能拆成單字解釋的就盡量拆解；

【小撇步三】別妄想能一次就全部讀通，遇上不懂的字詞時可以先大膽假設，但你要記得自己假設過什麼，適

時回去修正解讀方向。

【小撇步四】別輕易感到挫敗，別只因一兩句讀不通就全盤放棄！

　　　　　　文言文由於閱讀難度較高，設問難度相對較低，是兵家必爭之地。



祝大家一切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