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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置「經世」與「致用」：連繫文本與生活1
模式，也是現在教學格局下可帶來小改變大改善的

折衷方案。鑒在啟思2024年6月舉辦的「何妨吟

嘯且徐行——中文科考評新趨勢與應試訓練的部

署」網上教學研討會中指，現在文憑試卷一甲部，

已考了多年，其實在題型上再難翻出新意，似乎當

局意識到通過刁鑽題型來坑考生並沒有多大的意

義，似乎只能循「深度」和「廣度」上設計考題——

前者不單要求考生闡釋篇章的主題思想，甚至要通

過不同表達手法體悟作品所達至的文學或文化意

a，這樣考生除了要熟讀和理解文意外，更重要是

掌握中國傳統哲學體系中的基本理念，這其實較貼

近「理解世道」一端的要求；後者則多體現在「跨

篇」考問的題型，這類題型可再劃分為「比較題」

和「非比較題」，由於當中須運用語言邏輯判別答

題方向和側重點，再者通過跨篇閱讀，甩開了單篇

的敍事脈絡，便更能將背後的文化概念勾勒出來，

這對於學生體悟中國傳統價值觀，釐定做人處事的

準則不無助益，所以較傾向「致用」一端的要求。

經世致用，為明清時期的顧炎武等學者提出的

治學觀念，意謂要「治理世事，切合實用」，一般都

會給視作一個理念來理解，彷彿做到「經世」便自然

懂得「致用」，當然那些學者還有其他的闡釋，但對

於現在的中學生來說，似乎有點遙不可及，不合時

宜。如將之淺化為「理解世道，學以致用」也未嘗不

可，這較切合學生的生活環境。若將「經世」和「致

用」分置為兩個理念，並以貼近學生生活的訓練來

搭連，那麼前者就是應試訓練的前提，引導學生從

語境體悟情意和情趣，從而提升學習動機；後者則

化為延伸意義，慢慢滲入潛意識的「投幣縫」，跟自

己的經歷化合，成為熬過往後日子裏各式各樣壓力

測試的信念。

在一些教育工作者眼中，應試訓練是投機取巧

的橫手作業，不夠正派。誠然，如整個高中都僅以

應試訓練為重心，這才是真正的偏離中文教育的體

統。如果順應一下時勢，將「應試」視為從「經世」

到「致用」之間的過渡手段，那未嘗不是相互促進的

 
以應試訓練作「經世」 
與「致用」之間的橋樑
—— 與經世中文教育的曾向鑒老師談卷一 
應試訓練的深層意義

乘橋躡彩虹：

 撰稿：劉偉成    資料整理：林穎彤

幾
年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曾向鑒（下簡稱「鑒」）便開

辦了「經世中文教育」—— 猶記得他在中心的開幕禮說

之所以將中心命名為「經世」，是希望能通過教授中文發揮「經

世致用」的社會效能。最引我深思的是，鑒說可能這中心還是

要開辦給學生提升應試技巧的補習課程，但這跟「經世致用」

的目標並沒有矛盾。這令我不禁思忖：如何才能把「應試訓

練」和「經世致用」的目標統合起來？統合起來是否就可紓解

因獨尊「應試」所引發的現今中文教育的窘態嗎？——因為過

分着重應試訓練，每天操練試卷，學生對中文科都納悶起來，

完全提不起勁來，彷彿學習中文只為了應試。鑒的一席話我

一直記在心裏，於是當啟思需要為老師舉辦關於應試訓練的網

上工作坊時，我特別邀請他來說說自己的想法，之後還再到他

的「經世」教育中心跟他詳談他心目中的「統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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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考核篇章分佈 2024年卷一甲部題型及考核範疇的佔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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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策略：試卷分析及備戰策略 

©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國語文科試卷分析 

（2012-2024年文憑試、樣本卷、練習卷） 
 

 （（2024 40%）） 
 

1  甲甲部部：：指指定定閱閱讀讀篇篇章章 (30%) 
 

(1) 歷歷屆屆考考核核篇篇章章分分佈佈 

年年份份 考考問問
方方向向 

先先秦秦諸諸子子 兩兩漢漢及及唐唐宋宋古古文文 唐唐詩詩宋宋詞詞  
論仁 
論孝 
論君子 

魚我 
所欲也 

逍遙遊 勸學 
廉頗 
藺相如 
列傳 

出師表 師說 
始得 
西山 
宴遊記 

岳陽 
樓記 

六國論 
山居 
秋暝 

月下 
獨酌 

登樓 念奴嬌 聲聲慢 青玉案 
 

2024 
(6篇篇) 

譯解/
語法 

       1分  1分    1分 
  3分 

內容/
作法 

      7分  9分    2分 
   18分 

2023 
(5篇篇) 

譯解/
語法 

2分   2分 2分   2分     
    8分 

內容/
作法 

2分    8分       6分 
    16分 

2022 
(5篇篇) 

譯解/
語法 

4分#  2分  2分^        
    8分 

內容/
作法 

 8分           
 

 8分 
 16分 

2021 
(4篇篇) 

譯解  2分 2分              4分 

內容/
作法 

2分  12分          
 6分 

  20分 

2020 
(7篇篇) 

譯解     3分 2分 2分  2分        9分 

內容/
作法 

2分/ 
3分* 

       
2分/ 
3分* 

5分   6分 
   18分 

2019 
(7篇篇) 

譯解    2分 2分 2分   3分        9分 

內容/
作法 

7分       7分   4分  
    18分 

2018 
(7篇篇) 

譯解   1分  1分 1分 1分   1分       5分 

內容/
作法 

   10分  10分       
   5分 25分 

2018 
樣樣本本卷卷 
(7篇篇) 

譯解 1分  1分  2分  1分          5分 

內容/
作法 

 9分       10分    
 6分 

  25分 

# 2022年一道 2分題要求辨析屬文言倒裝句的選項，答案為出自《論君子》的引文。 
^ 2021年一道 2分題要求辨析哪一選項的「者」字與《廉頗藺相如列傳》引文的用法最接近。 
* 2021年一道 3分題可自由選用《論仁、論孝、論君子》或《岳陽樓記》作答。 

 
小小結結：： 
• 篇篇數數：：今今年年甲甲部部考考核核的的總總篇篇數數為為 6 篇篇，，多多於於過過往往三三年年的的 4 至至 5 篇篇。。 
• 篇篇章章類類型型：：2024 年年甲甲部部完完全全沒沒有有考考問問「「先先秦秦諸諸子子」」的的篇篇章章，，打打破破歷歷年年慣慣例例。。今今年年集集中中考考問問「「兩兩

漢漢及及唐唐宋宋古古文文」」，，在在甲甲部部總總分分（（21 分分））中中共共佔佔了了 18 分分，，比比重重之之高高在在近近年年較較為為罕罕見見。。 
• 考考問問方方向向：：「「譯譯解解/ 語語法法」」題題的的佔佔分分由由過過去去兩兩年年的的 8 分分，，減減至至只只有有 3 分分，，跌跌幅幅十十分分明明顯顯。。今今年年較較

為為着着重重考考問問各各篇篇章章的的作作法法和和內內容容，，共共佔佔 18 分分，，佔佔甲甲部部總總分分（（21 分分））超超過過八八成成的的分分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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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策略：試卷分析及備戰策略 

© 牛津大學出版社 

(2) 2024年年卷卷一一甲甲部部題題型型、、考考核核重重點點 
題題號號 考考材材 題題型型 考考核核重重點點 分分數數 

1(i) 《始得西山宴遊記》  短答 理解文言字詞。 1 
1(ii) 《六國論》 短答 理解文言字詞。 1 
1(iii) 《念奴嬌．赤壁懷古》 短答 理解文言字詞。 1 

2(i)-(ii) 《登樓》 判斷 掌握詩歌的韻腳。 2 
3(i) 

《師說》 

選擇 分析寫作手法。 1 
3(ii) 選擇 理解文章內容。 1 

4 短答 理解文章內容。 2 
5 長答 就文章內容表達個人感悟。 3 

6(i) 

《岳陽樓記》 

選擇 分析修辭手法。 1 
6(ii) 選擇 理解文章內容。 1 

7 長答 分析文章遣詞用字的效果。 3 
8 長答 理解文章內容。 4 

 甲甲部部總總分分 21 

（按：「短答」題指 1-2分的問答題，「長答」題指 3分或以上的問答題。） 

 (3) 2024年年卷卷一一甲甲部部題題型型及及考考核核範範疇疇的的佔佔分分百百分分比比      
 

  
 
小小結結：： 
• 分分數數：： 
➢ 近近年年甲甲部部的的總總分分不不斷斷減減少少，，由由 2018 年年的的 30 分分減減至至 2023 年年的的 24 分分，，今今年年更更只只有有 21 分分，，是是

歷歷年年新新低低。。 
➢ 詞詞語語解解釋釋（（短短答答））題題和和選選擇擇題題由由以以往往的的每每題題 2 分分減減至至 1 分分。。 

• 題題型型變變化化：： 
➢ 「「譯譯解解」」不不設設去去年年出出現現過過的的「「選選擇擇」」形形式式，，只只有有「「短短答答」」。。另另外外，，今今年年不不設設摘摘錄錄句句子子的的題題

目目，，是是 2018 年年以以來來首首次次。。 
➢ 「「長長答答」」題題繼繼續續佔佔分分最最多多，，佔佔甲甲部部接接近近一一半半的的分分數數；；「「短短答答」」和和「「選選擇擇」」題題的的佔佔分分比比例例則則

相相若若。。 
• 考考核核範範疇疇：： 
➢ 今今年年主主要要考考核核篇篇章章的的內內容容(11 分分)，，其其次次為為修修辭辭作作法法(5 分分)，，再再次次為為譯譯解解(3 分分)和和格格律律(2 分分)。。 
➢ 繼繼去去年年考考問問詩詩歌歌體體裁裁後後，，今今年年考考問問詩詩歌歌的的韻韻腳腳，，考考問問詩詩詞詞的的體體例例和和格格律律似似乎乎漸漸成成趨趨勢勢。。 
➢ 今今年年第第 4 和和第第 5 題題的的考考問問內內容容密密切切相相關關，，若若考考生生作作答答不不慎慎，，容容易易連連續續失失分分。。 
➢ 繼繼 2020 年年後後，，再再次次要要求求考考生生說說明明篇篇章章內內容容對對自自己己的的啟啟發發，，題題目目着着重重對對篇篇章章內內容容的的理理解解、、分分

析析和和應應用用能能力力。。 

題型 考核範疇 

從上表可見卷一甲部中淺易的「譯解/語法」跟艱深的「內容 / 作法」的積分

比例，從2018年的「1:5」到2019和2020年的「1:2」到2021年回復到「1:5」

到2022年和2023年又回復到「1:2」，最後今年則變成差異最大的「1:6」，大

概從四卷減至兩卷後，卷一的設題也隨着加深。

分數

‧ 近年甲部的總分不斷減少，由2018年的30分減至2023年的24分，今年更只有21分，

是歷年新低。

‧詞語解釋（短答）題和選擇題由以往的每題2分減至1分。

題型變化

‧ 「譯解」不設去年出現過的「選擇」形式，只有「短答」。另外，今年不設摘錄句子的題目，

是2018年以來首次。

‧ 「長答」題繼續佔分最多，佔甲部接近一半的分數；「短答」和「選擇」題的佔分比例則相若。

考核範疇

‧ 今年主要考核篇章的內容（11分），其次為修辭作法（5分），再次為譯解（3分）和格律

（2分）。

‧ 繼去年考問詩歌體裁後，今年考問詩歌的韻腳，考問詩詞的體例和格律似乎漸成趨勢。

‧今年第4和第5題的考問內容密切相關，若考生作答不慎，容易連續失分。

‧ 繼2020年後，再次要求考生說明篇章內容對自己的啟發，題目着重對篇章內容的理解、

分析和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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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近幾年卷一的課外文言考材傾向融入文

化思想作考核內容，而以儒、道兩家最為常見。然

而，學生覺得古文難懂，對文化思想更是望而生

畏，要如何令他們放下學習中文的戒心，願意多理

解當中精彩的內涵呢？鑒認為第一步是要讓學生完

全放下學習是為應付考試的想法，可放開心懷與教

師一起探討儒、道、墨、法各思想流派的主張，鑒

指關鍵是教師要讓學生體悟他們眼中深奧的知識其

實是古人觀察生活所得的智慧，甚至與他們有同樣

的人生追求，從而引發學生共鳴。

鑒指自己會盡量製造這些課外討論的機會，如

有學生乘興而來，他便會努力播種，盡量引導學生

廣泛認識相關知識的起步點，期望學生體會到中國

文化的趣味，明白考試不是學習的終點。他指「課

堂提問」是最方便的方法，教師也許會因學生缺乏

反應，或趕教學進度而漸漸疏於提問學生，

以免教學因學生的回答而走焦。鑒強調一道

「入心的問題」是重要的，教師宜不斷提問學

生，找着課文哪些情節，哪些問題會引起學

生的興趣。例如，他發現近年的學生對道家

思想很感興趣。他們普遍覺得自己的精神受

考試、父母、現實的就業問題所困。所以他

教〈逍遙遊〉時會提問學生：「你自己有沒有

試過有一刻是沒有任何束縛和煩惱？」他們

不少會回答：「考試之後去旅行……」當學生

上鈎後，他會追問：「想不想這種感覺一直存

在？」他們都說想，由此引入莊子如何像他們

那樣思考如何延續這個追求，接續再解釋莊

子如何在此前提下推展出「無用之用」和「大

用」等概念，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考試後更會找他

討論莊子的問題。儒家思想亦然，我們常說儒家思

想是很沉悶的。鑒在談及儒家時，他會提問學生：

「如果從功利的角度看，孔子是沒有成功過，是絕對

失敗的人，因為沒有人採用他的建議。從這個角度

看，法家是最成功的。可是為甚麼現在仍要學習儒

家仁、義、禮、智的思想？孔子是知道世道混亂，

但為何仍堅守自己的信念和價值，這不正是我們每

個人在絕望時都要抱持的信念嗎？」學生聽後都認

同，而且明白中文除了考核內容外，還有許多處世

哲學值得他們花心思去了解。總的來說，教師宜花

一點精力在設計、精進和積累這些「入心問題」，每

篇課文儲好幾道「入心問題」，絕對有助激活課堂。

這些「入心問題」相當於「經世」和「致用」之間的「對

接位置」，方便搭橋過渡。

除了「入心問題」，故事分享、影像教學，也有助佈置這些「對接位」，例如《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

版）》單元二的教冊插頁中便備有〈廉頗藺相如列傳〉的「故事話圈」，清楚標示在課文哪處說甚麼故事可深化

學生的理解。另外啟思高中課本中每個「文意圖解」都備有闡釋影片，影片闡釋課文中可能的「對接位」，例

如在〈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圖解中，學生便知道原來全篇都是「流動的浪所象徵的時間」和「凝定的赤壁所

象徵的歷史」交織而成的佈局，學生如此認知了「動靜對比」所營造的張力，對於日後挪用來解讀其他文學作

品甚有裨助。

總的來說，分置「經世」與「致用」的目的，就是讓學生體會到原來考核課程中並非純為考評，當中還包

括許多有趣的文化意a，或有助他們去應對未來的人生交叉點，懷着這種心態去接受應試訓練，非但不會窒

礙考取好成績，甚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從鑒的經驗看來，教師如能在不同課文都佈置和積累不同的「對

接位」，非但可幫助學生從課文搭渡到日常生活，還可以將不同課文連結起來，成為圓足的教學體統。

  秦王為何要勞師動眾去奪取「和氏璧」？

（建議在第 4段後作介紹，有助學生理解秦向趙要璧的真正原委。）

自卞和獻玉後，楚國一直保有「和氏璧」約四百年，後來之所以成了趙國國寶，乃由於趙武

靈王即位後（約公元前 325 — 前 298年）勵精圖治，進行了連串改革，國力漸強，成為了僅

次於秦國的第二強國。趙武靈王死後，其子即位，是為趙惠文王，就是《廉頗藺相如列傳》

中的趙王。當時楚頃襄王也在同一年即位，卻不斷受毗鄰的秦國軍事威脅，曾在一場戰役

上給秦軍「斬首五萬，奪楚城十五座」，所以課文中秦王說以「十五城」來換的原因，背後大

有「以從楚國的十五城來換取來自楚國的和氏璧」的政治含義。

楚頃襄王為了消弭秦國的威脅，意圖與趙惠

文王結為姻親，以取得趙國的援助。為表誠

意，楚王以和氏璧作為聘禮。趙惠文王聽見

這樣的條件，便答應將女兒嫁給楚頃襄王的

兒子。這個姻親聯盟倘若成功，秦國反而會

被趙、楚兩國圍堵，所以秦國一直想找藉口

攻打趙國。秦王之所以向趙國要求換和氏

璧，主因是和氏璧就是結盟的象徵，秦是想

向楚國表示趙國是連結盟的信物也保不住，

更遑論楚國的安危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趙國

不許，就如藺相如所言，秦便有藉口攻打趙

國。 戰國七雄形勢圖

文意圖解

 《念奴嬌 •赤壁懷古》是豪放詞的代表作之一。蘇軾通過描繪壯美的江上美景，追念古

戰場及周瑜的才略與功業，表現自己年華老去、功業未成的遺憾。全詞借古抒懷，雄渾壯

麗、氣勢磅礴，將寫景、詠史、抒情融為一體。

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

興歎點

（作者觀察點）

捲走所有

（淘盡人事）

蓋世英雄

（留名青史）

從 詞 末 可 見，蘇

軾由周瑜的事跡

想到自己的境況，

產生怎樣的感懷？

人間如夢，一
尊還酹江月。

上片中心意象一：

浪
（象徵流動的 時間 ）

上片中心意象二：

赤壁
（象徵凝定的 歷史 ）

作者聯想：

赤壁之戰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
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
多少豪傑！

周瑜

小喬下嫁 創造時勢
正襯

間接描寫（肖像）：

通過美人的下嫁

突顯周瑜的出色。 

正面寫周瑜個人 

如何影響時局 。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
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
檣櫓灰飛煙滅。

圖例

藍色為上片內容

綠色為下片內容

故國神遊，多
情應笑我，早
生華髮。

詞曲鑒賞

講 讀 9.13

感懷自己年華老

去而功業未成的

無奈。

 「文意圖解」串講影片：電子書第三冊

在啟思高中課本的「故事話圈」標

示了在課文第4段秦王要求「和氏

璧」的情節後講述和氏璧原來是趙、

楚婚盟的信物——秦王要消解這聯

盟，以免在地理上形成遭趙、楚夾

攻之脅。這故事除有助學生深入了

解課文外，也有助學生思考現在世

界地緣政局，例如俄烏戰爭的起因。

啟思高中課本中，每篇講讀

課文的「文意圖解」都配有

「闡釋影片」，盡列了「經世」

與「致用」的「對接位」，方

便設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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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第4題，第5題則問及韓愈對「小學而大遺」

的批評，對你個人的學習有甚麼啟發？並要求考生

試舉實例說明。鑒在啟思「何妨吟嘯且隨行」的網上

研討會中指這道題目只提出了「論點」，而將「提出

論據」和「推衍論證」的步驟交給考生去完成，這種

題型是相對有較大發揮空間的題目，不用考生太多

的背誦，但要求考生對篇章的主題思想有更扎實的

理解，才能緊扣論點並準確完成整個論證過程。鑒

又指有些學生很不喜歡論說文，以往或許只要應考

寫作卷時不選論說題便可以避開，但現在連卷一也

要求考生有一定的思辨能力，那麼真是「避得一時躲

不了一世」，奉勸學生還是及早甩開恐懼，及早鍛煉

思辨論證的能力。教師亦可在教授〈魚我所欲也〉、

〈六國論〉、〈勸學〉和〈師說〉等篇章時，先佈置了

思辨訓練的「對接位」，那麼闡釋考題時便可輕易跟

之前教過的論證方法對接，引導學生純熟運用思辨

能力，應對日常生活中基本論證要求，這當然是「致

用」的一種體現。

第5題是一道3分題目，考生應該先釐定答題

方向：先闡釋韓愈「小學而大遺」是批評甚麼，可得

1分；接着清晰說明自己受到甚麼啟發，可得1分﹔

最後從自己的生活中舉出相關實例，可得1分。此

題的完整答案是：「韓愈『小學而大遺』的批評是教

人不要『不分輕重』和『本末倒置』，予我的啟發是

學習時要分清本末，不要捨本逐末，就像自己學習

中文，不應只學習基本語法或為了在考試上獲取好

成績而只顧操練應試技巧，而該在沒有考試壓力

下，多參悟各篇文章背後的文化和品德意a，享受

文學審美的情趣。」這個標準答案正是「以應試訓練

作橋」，搭通「經世」和「致用」兩頭的關鍵所在。

文憑試卷一的文言文考核，除了甲部的12篇指

定篇章外，還有乙部的課外文言篇章，學生以為「無

從準備」而心生恐懼，事實上是可以準備的。鑒以

2024年卷一乙部的蘇軾〈東坡志林〉為例，解說準

備課外文言篇章的訣竅：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

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

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考題中問及為何蘇軾指劉伶「非達者」，「達」在這裏解作「通達」，鑒指試

後問過好些學生，發現沒有一位可準確點出「達」的字義，更遑論闡明「通達」

的含a。熟知蘇軾的都會知道，他深諳老莊之道，作品常表現對道家豁達境界

的嚮往。此題非但要求考生理解考材含意，還須對蘇軾這位中國文學大家的寫

作風格有所了解，這端看教師在講授〈月下獨酌〉和〈念奴嬌．赤壁懷古〉時，

有否連帶給學生介紹蘇軾的生平和其寫作風格了。另外，此題又要求學生對老

莊思想有所掌握，這又端看教授〈逍遙遊〉時，教師會否順便介紹一下老莊哲

學的基本理念。其實在〈逍〉中，有「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之語，意指未

能「通達事理」，莊子之所以如此勸誡惠子那在於他未能放開成規，還是「有所

待」，如此連結到蘇軾所言：「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人既死去，

劉伶雖不拘泥儀式，但他還是要求必須予以埋葬，還是有所待，所以說他「非

達者」。總括而言，現在卷一乙部的課外文言篇章可循下面三個台階作準備。

接着就是卷一的白話文，由於全是課外，不少學生以為此部分都是

無法準備，都是靠天資和彩數，俗稱「打天才波」，事實不然。近年文憑

試的白話篇章的考問大多關涉「人與自然」和「人與命運」這些學生較陌

生和抽象的議題，這些議題往往都會用上相對艱深的表現手法來表現，

早期的文憑試，如2012年曾敏之的〈橋〉也有問及「象徵」手法，之後

大概怕學生掌握不了，所以也多年沒有再問及「象徵意a」。但最近兩

年則連續考問白話考材的「象徵意a」，似乎再沒有避忌深挖的傾向。

     「應試訓練」如何作橋：避免因「小學」而「大遺」

為課文佈置好「對接位」後，接着便可開始築橋，最方便用作建築材料的就是「歷屆試

題」了，不少教師在「解卷」時，側重引導學生答中「評分參照」的用詞和重點的竅門。誠然，

這是重要的，如平時已佈好「對接位」，便可以引導學生在取分訣竅之餘，了解更多中國文化

的精粹（跟「經世」一端對接），再引導學生體悟如何將學到的處世哲學運用到日常生活處境

中。以2024年卷一第4題為例，問及〈師說〉中，相對於「小學」所指的「只會習句讀等基本

知識」，「大遺」指的是甚麼？此題是2分題目，學生應意會到分別闡明「大」和「遺」的含意，

可各得一分。如教師平常教授〈師說〉時，有跟學生順便拉雜地談儒家的精髓，便很易能點

明「大」是指「儒家道統/道德教誨/人生價值取向」等，反而教師宜提醒學生只是1分答案，

不需要過分演繹，否則答得太長，否則反而會「答多錯多」，這屬應試技巧的適時點撥。至於

「遺」則簡單解作「忽略/遺留」即可得1分。

2

3 據文中義理連繫相關的中國

傳統文化價值觀意識。

3 隨篇講授儒、道、墨、法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價值觀，並

示範如何連結文意。

2作者的寫作意圖、風格。
2 以指定文言考核篇章觸發「漣漪效應」，不妨隨篇灌輸相關

的中國文學史概念，讓學生對文學名家有起碼認識。

1準確解讀文言，掌握語境。
1 引導學生掌握文言中「詞性活用」、「一詞多義」和

「通假」等文言理解上的難點，這都是常見出題點。

學習層面

應試準備力度

教學層面

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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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見，2023年分別有兩篇白話教材，到

了2024只剩下一篇，但總字數則相約——篇幅較

長的篇章，可供鋪展的篇幅更多，可推升的意a層

次自然更豐富，解讀的難度自然更高了，探討已是

較形而上層面的哲思。由此觀之，考評局擬題已不

會像以往那樣遷就學生的思想高度，不無以考材拔

高學生的思維層次的意圖。要應對陳意較高的白話

考材，學生平日不宜自我設限，可多讀不同類型的

散文作品，不少前線老師均表示學生多選故事性較

高的課外讀物，鮮有選散文集來閱讀，學生可平時

多作閱讀，並且可在全本散文集中揀選一兩篇嘗試

自行作「文本細讀」。

以往課堂上的「文本細讀」，大多由教師主導，

鑒分享了一個他最近嘗試中的教學法，就是將「文

本細讀」的主導權交給學生——他要學生給文本擬

定幾道考題，如此帶着設題目標去閱讀篇章，學生

會雀躍地「捐窿捐罅」（翻遍角落）去找設題點，而

且還要寫出「參考答案」，這無疑是最有效的文本細

讀的引導，通過擬定的題目和參考答案，教師可很

清楚看到學生的概念是否準確，然後再作適當的點

撥，這比單純由教師串講文章的單向輸入要有效得

多，學生也會因有份參與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要精進學生擬題的技巧，教師可以文憑試的模

擬試卷來給學生提供一些「範式」（Template），鑒

常提示學生將每道題目的參考答案都當作是超短篇

的議論文，於是歷屆文憑試試卷中的例子和參考答

案都是很好的訓練歸納能力的素材。他以2023年文

憑試卷一第15題的例子作闡釋：

鑒指許多學生都會忽略卷內提供的例子，這是相當「走寶」的，他會叮囑學生一定要細心去

分析例子中的答案是如何從引文歸納出來的。他說會用對應的顏色標示給學生看標準答案

是如何組織和歸納出來的，這是很輕便訓練學生思辨能力的好素材。另外鑒還會提供

以下組織答案的範式予學生，讓學生有法可依，他強調要提示學生當作思辨訓練的

參照步驟，不要當作公式死背，要懂得靈活運用才可。

總括而言，以「應試訓練」作橋的訣竅，就是

如〈師說〉所云：避免因「小學」而「大遺」，如此

本來枯燥乏味的「小學」材料，也會因裝上了跟「大

學」的「對接位」而變得富挑戰性，因挑戰性而變得

有趣，前提是教師不要認定學生一定對「大學」無興

趣，甚至認定「大學」會把學生挫折得一蹶不振。

2024 年與 2023 年文憑試卷一白話考材比對

年份 篇數 篇章 表達手法 字數 題材

2024 （乙部） 1篇 ‧ 李娟《繁盛》 借事抒情 約2,300字
記述農村生活，探討

人與環境的關係

2023 （乙部） 2篇
‧ 陳列《我們去唱歌》

‧ 簡媜《一竿冷》

借事抒情、

借物說理

約2,440字

（881+1,554）

感歎物是人非、

探討生與死的關係

引文 特點

山之仁，在於容納參天古木，亦褓抱了任何一株願意佇

足的小草；既允許夜半狼嗥、空穴虎嘯，又願意開放枝

葉，招待流浪的蟬嘶、迷路的啼鳥。（第2段）

一視同仁，不論大小強弱也孕育。

19.  作者以蓑衣戴笠老人在江面垂釣的景象收結全文，

有何巧妙之處？試指出一項並加以說明。（3分） 答題步驟

主題句回應題目

分析文本片段的基本意思

提出文章中心思想

分析片段中心思想的關係

總結呼應全文

作者以老人在江面垂釣收結全文，

能起首尾呼應之效，並深化文旨。（① 主

題句）作者在文末寫蓑衣戴笠老人在江面

以「山的管絃問候山水」，遙應文首所引用

〈江雪〉的「孤舟蓑笠翁」。（② 闡述及解讀

文本）本文旨在論生死之必然，兩者相輔

相承，（③ 提出中心思想）因此作者在文末

以老人垂釣的畫面作結，呼應之餘更令文

首引用詩句的意圖更為明確，突題老人遺

世獨立的智者形象，（④ 分析片段與主旨的

關係）深化主題，構思巧妙（⑤ 總結＋扣

題）。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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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應試訓練」接通「經世」與「致用」3
當「橋頭」和「兩岸」的「對接位」都備妥，教

師便可正式將之接合起來，成為一道完整的秀麗風

景，一個按香港現時教學生態和自己校本情況而建

設的中文教學系統便可以慢慢發揮效能，幫助師生

一同跨越不同的坎兒。鑒如此與同工共勉：「學生

愈不喜歡中文，老師愈要把持自己的熱愛，甚至將

這份熱愛發揚光大。這樣說好像很老套，但作為前

線的教育工作者，自己不作堅持便會被學生拖垮，

令自己也懷疑這門學科是否仍有價值。只要堅信這

門學科背後承載的思想內涵是有價值才有望改進時

代。如果我們能把持得住，學生是能夠感受到的。」

鑒表示他把持的定力不單源於教師的身份，而是「過

來人」的身份，他自己曾是「邊緣少年」，上課只會

偷懶打瞌睡，放學四圍逛，無心向學，後來父親病

倒，令他醒悟過來，開始奮發追回失落的時間。在

教學上，他以「過來人」的身份跟學生分享被中文感

化的經驗，跟學生關係便拉近了許多。鑒認為許多

教師成為教師之後都忘記了自己過來人的經歷，所

以在教學上他們會站在已知的角度去做分享，這就

跟學生有斷層，但如果記住自己是過來人的角色，

可能較易發現窒礙學生坎兒在哪裏，如此便可多分

享自己類似的經歷，較易給他們指示方向。

接着，鑒還向我們分享了一個令他深受鼓舞的

個案：「有一位19歲犯了事的學生，在懲教所遇見

一位很好的教師影響了他，他嘗試改過做好本分。

可是，一天上課時我收到他母親的電話說他被拘捕

了。事件的來龍去脈是，他的年紀較大，學校怕他

會帶動其他年紀較小的同學犯事，所以不希望他繼

續留校讀書。他不願意就此退學，他想完成 DSE。

結果有老師將一次他和同學在課室玩過頭、有少許

推撞的影片交給警方，由於他仍在守行為，影片證

明他重犯傷人，得立時回到監房服刑。那一刻他

想過自殺。他很想改變自己，但世界好像不容許，

甚至一再將他推往死胡同。我曾經跟他說過我的

成長經歷，以及有一句在我成長時給予我很大力量

的話，那是陶淵明的『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追』。他重回監房的那個晚上本是很崩潰的，但記

起我跟他說的那句話，和我叮囑他不要理會以前人

們如何看待自己，總之接下來堅持做正確的事就可

以了，一定會有人看到他的努力和付出。他最終堅

持下去，沒有做傻事，三天後就因證據不足而被釋

放。他在出監那天削光頭髮，並來上課，跟我道

謝，他記得陶淵明那句話救贖了他，這是語言文給

予他堅持的力量。語言文教育是可以改變一個人

的。那天我跟他一起讀楚莊王一鳴驚人的故事，告

訴他現在就是要做這個人。全世界覺得他傻不打

緊，他可繼續扮傻，到機會來了就證明給別人看自

己是對的。他當時的目標是考到 level2，以便找到

工作，校方是覺得他連考 DSE 的資格都沒有，但他

最後考到 level2的成績。他讓我知道教學是有價值

的。」「經世」已營運了多年，鑒說未必所有學生都

會回來告訴他，他的教學對他們產生了甚麼影響，

因這種影響是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在不同的學生的

生命中發生，但他堅信學習中文是可讓生命有所改

變，他自己就是「過來人」。

鑒的「過來人」故事讓筆者聯想到李白〈送温處

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的末句：「乘橋躡彩虹」，意

思是「乘着弓橋步入高處的彩虹中」，而「躡」原來

有上十個不同的解說：可解作「蹈」，也可解作「拾

級登高」、「放輕腳步」、「追隨」或「超過、越過」等

等——這不就是鑒所說的中文教學在不同人身上能

發揮不同的功效嗎？以怎樣的方式前進不打緊，重

要的是大家都朝着斑斕的彩虹。

如想進一步了解閱讀卷的答題技巧，

歡迎掃描左方的二維碼，收看啟思

「何妨吟嘯且徐行——中文科考評新

趨勢與應試訓練的部署」講座。

講題   卷一：答題策略教學方法分享

講者   曾向鑒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