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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積也厚
淺析寫好閱讀報告的方法

   蔡少鋒

根
據（前）教育署中文組的《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試用）》，

閱讀報告的定義是「閱讀完文章或者書籍以後，把個人對作品的體

會、感想、分析、評價等記錄下來的文書」，其內容「頗為自由」、「沒有嚴

格的規限」，可以主觀、感性地抒發感想和體會，也可以客觀分析作品；在

形式上，則可選擇分項敍述或文章寫作的方式。1上述資料雖提及寫作閱讀

報告的一些注意事項，但沒有進一步說明怎樣才算是優秀的閱讀報告。

如果參照考評局對閱讀匯報（文字報告）的評核重點和不同等級的描

述，2我們當會對優秀的閱讀報告有一個較清晰的概念：

等級 內容（70%） 技巧（30%）

上品
（8–10分）

準確理解作品的主題，感受

深刻，評論言之有據，更有

獨到的見解。 

用詞準確豐富，文句通順簡潔，結構明

晰，能靈活運用適當的寫作技巧，表達

流暢，予人印象深刻。

中品
（4–7分）

能理解作品的重點，並提出

合理的見解或評論。 

用詞一般，文句通順，結構平穩，能嘗

試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表達清晰。

下品
（1–3分）

初步理解作品的內容，個人

見解不多，觀點欠明晰。 

用詞欠準確，文句冗贅，結構紊亂，欠

缺寫作技巧。

然而，學生怎樣才能寫出考評局所形容的「上品」閱讀報告呢？本文將

參考幾位學者對閱讀報告的研究，旨在為撰寫優秀閱讀報告的方法提出實質

的建議。

掌握閱讀報告的結構與評價詞彙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林偉業博士曾歸納十一屆（前）教育署舉辦的中一至

中五閱讀獎勵計勵的得獎閱讀報告，以此分析閱讀報告的文體特徵。林博

士提出，閱讀報告的「圖式結構」可以分拆為一層層的「文步」（moves），而

不同的「文步」各有不同的「評價系統」（Appraisal System）類型。「圖式結構」

的好處在於學生能據此撰寫閱讀報告，而不會有無從入手的問題。而學生想

寫好閱讀報告，還要掌握「評價系統」中的相關詞彙。現大致整理如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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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步 說明 評價系統

1  處境 * •  形式有兩種：
1 敍述自己從現實生活的世界走到文本世界，如交代閱讀這本書的原因。

2 陳述閱讀這本書對自己生活的影響，比較閱讀前後生活的不同。

評論

2  概括 •  以自己的語言概述全書要點，提供一個讀者對全書的印象。 ／

•  次文步一：概括（全文）
1 結集類的作品如小說集或長篇故事的分節，可用歸類的方式概括。

2 如屬內容一致、連貫、成體系的小說、報告文學等作品，可以從寫作背景、寫作動機

或目的、作品題材或內容等方向概括內容。

3 提出對全書主題的初步說明。

／

•  次文步二：同情  1 讀者與作者的感通

      2 讀者與故事人物的感通

      3 讀者對書中事件所表現的思想感通

感受

3  感受 •  閱讀報告的核心，篇幅應不少於全文一半，是第二文步「概括」的闡述與發展。

•  一篇閱讀報告會重複出現「感受」文步，否則會顯得單薄。

／

•  次文步一：概括（片段）  指出閱讀時感受最深刻的片段或部分：
1 選擇個別事件，深入探究。

2 選擇個別人物，對其遭遇、性格作發揮。

3 把整個故事分為幾個部分，逐一對其中情節作發揮、說明。

／

•  次文步二：同情   第二文步「概括」中的次文步「同情」可以省略，但第三文步「感受」中
的次文步「同情」則不可。

感受

•  次文步三：化用   從書中體驗作者經歷、人物性格、事件情節，進而聯繫個人或社會的
實際生活，領會到人生的意義。 

判斷

4  評論 * •  就作品的表現手法提出見解，可以有不同方式：

1 比較書本與改編的影視作品的不同效果。

2 說明作者的文字風格。

3 說明作品如何體現文體的特色，如報告文學。

4 分析作者對小說人物的塑造。

5 分析作者如何運用文學技巧。

評論

5  尾聲 •  從文本世界回到現實生活的世界，重申閱讀書本對生活產生的影響。

•  次文步一：影響
  說明／重申閱讀作品後受到的影響或改變。

•  次文步二：信念
  重申自己在書中所體會到的人生信念，可引用作品以外的格言、警語，或再摘錄原文，

跟原文互相闡發。

•  次文步三：呼籲
  勉勵自己並呼籲讀者實踐信念。

判斷

* 表示可以省略的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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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的「評價系統」由三種子系統構成：「感受」（affect）指個人情感的直接抒發，或

於外在客體中的投射；「判斷」（judgement）指對人類行為的道德評價；「評論」（appreciation）

是對事物的審美評價。三種評價的子系統各有不同項目，均可分為正面與負面兩大類。基於

閱讀報告的文本性質，學生在報告裏一般傾向表達對作品的正面評價，也包括因閱讀而對自

己的生活產生的某種道德判斷（如從書本中領會到的人生意義）。下表參考悉尼大學馬丁教授

對英語的「評價系統」提出的意見，整理了閱讀報告的「評價系統」項目：4

評價系統 類別 項目

感受 正面 快樂、滿足、安全感

負面 傷感、不滿足、不安全

判斷 正面 特別的程度（如幸運、熟悉、流行的）、能幹、可靠、真誠、有禮

負面 特別的程度（如不幸、不可預計、過時的）、無能、不可靠、不真誠、無禮

評論 正面 反應（如吸引、令人興奮、感到精彩）、構成（如平衡、對稱、簡單）、 

價值（如有深度、新穎、與眾不同）

負面 反應（如乏味、沉悶、令人厭惡）、構成（如不平衡、沒有規律、複雜）、 

價值（如膚淺、人云亦云、平常）

林博士在其論文結尾指出，以文體概念撰寫閱讀報告，目的是令所有學生的閱讀報告合

乎水平——因為圖式結構能幫助學生理清閱讀經驗，「作品會有起碼的水平」。至於一篇閱

讀報告是否精彩，「得看作者個人對閱讀對象的詮釋是否獨到有見地，這屬於文學價值的範

疇」。由此可見，學生如要寫出精彩的閱讀報告，須懂得從文學的角度賞析作品。

認識如何賞析文學作品

台灣學者林慶彰、劉春銀指出，學生要充實各種文類的相關知識，才能具備較高的賞析

能力。就詩歌、散文、小說三種文類來說，可以從以下表方法入手：5

文類

   方法
詩歌 散文 小說

充實基本知識 對句式、押韻、平仄、對仗等詩

歌格律有一定了解，能明白作者

遣詞用字的苦心。

有關散文的基本知識包括散文

的歷史發展、句法的特點、行

文的習慣、體裁和風格。

認識小說的基本知識，以了解人物性

格、情節衝突、主題思想等之所在。

了解寫作技巧
與風格

參考詩人的傳記資料，了解時代

背景，並探究書中的形式技巧和

思想風格。

認識散文作者凝煉散文的技

巧、散文的風格與意義、篇章

結構，以及現代散文的類型、

修辭、意象。

認識怎樣從人物、情節、環境、主題、

語言五個方向鑒賞小說。

涉獵賞析、 
論評著作

歷年來出版了不少詩、詞、曲的

鑒賞辭典，涵蓋面廣，值得重視。

歷年來出版了不少古文或現代

散文的鑒賞辭典，可供參考。

可閱讀鑒賞古典短篇和長篇小說的著

作、現代小說的論評，學習鑒賞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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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要求評賞的是一整本書，可以是詩集、散文集、

小說集，或長篇小說等等，不同於賞析單篇的詩歌、散文、小

說。然而，掌握賞析單篇文學作品的方法，推而廣之，也能應

用在整本書的評賞方面。因此，老師不妨鼓勵學生參考上面的

方法，增進賞析文學作品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啟思出版社於本學年推出了「校本評核資源

套」，其中包括與《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版）》16個單元相

關的推介書目，以及多篇優秀的閱讀報告示例，可讓學生借鑒

學習。

積累的重要

《莊子·逍遙遊》提到由北海（北冥）飛到南海（南冥）的大鵬，須借助強風負載牠巨大

的翅膀直上九萬里高空，由此帶出「積厚」的重要。其實，學生要寫好一篇閱讀報告，同樣

離不開積累的工夫。以高中的校本評核為例，在完成呈分的閱讀匯報之前，老師不妨安排學

生做一兩次相應的練習。參考協恩中學的「校本評核閱讀教學分享」，老師可於中四安排學

生閱讀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類，到中五上、下學期再分別進行文字報告和口頭匯報。6經過

一個學年的訓練，學生應更能掌握閱讀報告的寫作要求。

總括而言，本文介紹了以「圖式結構」來幫助學生掌握閱讀報告的文體特徵，學生在掌

握閱讀報告的結構後，可以較有系統、條理地寫作閱讀報告。而學生通過「評價系統」認識

閱讀報告各部分適用的評價詞彙類別後，他們的遣詞用字以至行文將更得心應手。如要進一

步寫出精彩的閱讀報告，學生則可以通過充實詩歌、散文、小說等文類的相關知識，提升賞

析書籍中相應文類的能力。上述的知識和能力就如《莊子·逍遙遊》所提到的風，當累積到

足夠的「厚度」時，學生面對閱讀報告自然會感到遊刃有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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