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源專輯 |  穩中求勝   2524   思源．2024．12月號

  黃銘森

有
看過足球比賽的都知道，足球比賽在上下半場之間設有休息時間，讓球員可以暫

時休息身心，為後續比賽做好準備。新卷二則不然，考生剛提足馬力完成甲部的

實用寫作，可是連一絲喘息的空間也沒有，接着便要「腦筋急轉彎」，馬不停蹄地計劃乙

部的命題寫作，相信這是今年每位考生在新卷二中的狀態。若以足球來比喻，也就是考

生不但要無間斷地「踢足全場」，更要完成加時階段，對他們的體力和意志都可謂難矣。

如何不讓作戰的狀態白白消耗，我們便要計劃好應對命題寫作這個強勁對手的方案。

     「每寸光陰都是分」：卷二時間分配及應試訓練

考試期間，莘莘學子總會在試場內默唱周杰倫〈最長的電影〉中的一句：「再給我兩

分鐘……」可惜歌聲遠去，考生終歸要面對現實。我們都知道時間寶貴，那麼如何讓學

生可以妥善運用考試時間呢？上一篇文章的作者已指出培養良好「時間感」的重要性，

筆者也認同這是同學必須做到的目標，皆因要完成新卷二的兩個部分，就必須要做好時

間管理，否則就會顧此失彼，影響任何一部分的分數。關於實用寫作的時間分配，上一

篇文章已為大家列舉數據，權衡輕重，故以下只集中討論命題寫作的部分。

如果實用寫作順利的話，我們應餘下90分鐘左右去完成命題寫作。可是，同學在

經過實用寫作的考驗後，生理上或許會感到手部肌肉酸痛，心理上的思緒也未必能保持

剛起步時那般清晰。故此，當來到命題寫作的部分，若要快速進入寫作的狀態，甚至做

到「高速寫作」，老師可以教導同學謹記以下四個步驟：

1
穩中求勝
—— 淺談卷二命題寫作的臨場策略與應試訓練

1  審題求「清」

審題看似簡單，但卻是不能不做的步驟。在

2022年及2023年的考評報告均指出同學大多都能

做到立意和選材，可是卻未能完全回應題目的要

求，由此帶出審題的重要性。有時同學在收到試卷

後，因為沒有反覆思量題目的意思，大概理解後便

匆匆下筆，只集中記述題目中某些字眼，而忽略了

要從整體來考慮整篇文章的內容，令文章的重心傾

向一側。例如2022年題1「校服的自述」，同學將重

點放於如何以校服的角度敍述事件，卻忽略了描畫

「我」與主人之間的珍貴回憶以及所抒發的體會；又

或2023年題1「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部分同

學集中在描寫相聚，而缺少了聚餐的特質，導致所

抒發的感受未能扣連題目重點，因而失分。舊卷二

尚且如此，相信同學在爭分奪秒的新卷二中會更加

「落筆心切」。

故此，同學應在寫作前認真審視題目，並將關

鍵字——「題眼」找出，然後再分析題目中所有關

鍵概念之間的關係，釐清寫作要求。這樣一方面提

醒自己文章需要抓緊哪些重點發揮，確定文章的方

向和立意，另一方面是避免陷入離題的陷阱，皆因

離題文章在內容的40分上最高只能得到「下上品」

12分，可見一旦審題不周，即使是一字之差也會

審題：2分鐘

90 分鐘

撰寫大綱：8分鐘 下筆：75分鐘 覆核與修訂：5分鐘



26   思源．2024．12月號 思源專輯 |  穩中求勝   27

「滿盤皆落索」。此外，老師亦可引導同學以問題來理解題目的要求，

以常見的寫作題型為例，同學在審題時可以問以下問題：

有一段提到兩種寫作人：「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

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

鑒在疑後，研慮方定。」前者「駿發之士」是構思速

度快的人，他們早已在內心畫好藍圖，自然就下筆

成章：後者「覃思之人」雖然擁有豐富的想法，但需

要經過仔細思考才能決定如何寫。在試場上，每位

同學當然都想擁有「駿發之士」的速度，能夠落筆行

雲流水，邊想邊寫，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如此才能，

萬一寫到中途文思枯竭，屆時面對步步進逼的倒計

時，再思考接下來要寫的內容，腦海裏會更容易因

為心急而變得一片空白，影響考試心情和節奏。於

是，同學要達至高速進入連貫的寫作狀態，就需要

能輔助快速構思、組織文章的工具，也就是文章大

綱。好的大綱可以幫助同學理清思緒，尤其是剛完

成實用寫作的同學，製作大綱可以讓大家由處理單

一任務的思維，轉換為需要發揮更多創造力的思考

模式，令寫作更流暢、清晰。

大綱如何寫，記敍文和議論文略有不同，但一

般都可以用文體的結構來思考大綱，例如記敍文就

以「起承轉合」，而議論文則以「總分總」為框架。

同時，老師可教導學生加入評分原則的「四條支柱」

作為考量基礎，讓同學有意識地在大綱中留意自己所寫的，是否符合「內容」、「表達」、

「結構」及「標點字體」四個範疇。以今年乙部第1題「我最想尋回的一件玩具」為例，

示範大綱應包含哪些內容：

從以上示範可見，概括地記下將要寫的內容、

結構、表達手法等，讓同學可以對自己的文章有大

概的印象，寫作時有所依據，手上的筆也不會經常

佇立在答題簿上不知所措。還有一點，提早計劃好

文章的好處，就是能從佈局的角度確認自己所寫的

內容是否與題目緊密扣連，例如抒情文大綱寫下各

段的內容如何呈現主題，使文章緊密扣連題目；議

論文則可用大綱理清各段論點，並可以提前想好該

論點可用甚麼論證方法和例子，確保各段都在圍繞

着論證主題，同時也可了解文章的邏輯結構是否清

晰、流暢，有需要更能提早修改內容，避免落筆後

需要大改的情況。

在平日教學中，教師可嘗試在課堂上與同學練

習如何撰寫大綱，例如可以先給予題目，然後讓同

學在限時之內寫一個大綱，完成後就請同學利用大

綱將他的文章大致講一次，老師再作點評。透過這

樣的練習，既可讓同學更了解大綱的寫法和作用，

也能培養同學在佈局謀篇上的能力。思考大綱的過

程中只要記着一個宗旨：「緊扣立意」，不要忘記所

寫的內容都應該為立意而服務。只要懂得準備大

綱，善用大綱，不但能事半功倍，更能增加同學的

信心，讓它來輔助同學上試場自然無往不利。

以2024年卷二乙部的題2為例，題目「無愧的

選擇」的題眼「無愧」和「選擇」都一目了然，同學

便需要在文章中寫出這個選擇為何是「無愧」。但要

留意的是，同學如果沒有再三理解清楚關鍵概念的

意思，有機會「錯把馮京當馬涼」，將「無愧」認作

與「無悔」、「無憾」語義相同，令文章的立意或主題

出錯，那便相當不值了。

要鍛煉審題技巧，老師在平日可運用課本、歷

屆試題及模擬試卷的題目作訓練對象，培養同學在

審題時的意識，並多提醒同學在收到題目不要急於

下筆，而是要咬文嚼字，利用問題來認真審視題

目，確保沒有理解錯誤，這樣就等於確認了文章的

立意部分，在後續構思及寫作文章時也就不會陷入

離題的境況。

2  大綱要「明」：

有同學認為審題已經足夠，平日的寫作練習有

足夠的時間才寫大綱，考試講求速度，又何必花時

間寫大綱，留多些時間寫作不是更好嗎？相信這是

不少同學的疑問。筆者想起《文心雕龍．神思》中

通用

‧ 關鍵字詞有哪些？

‧ 關鍵字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 關鍵字對寫作方向或內容有甚麼限制？

‧ 有沒有提供時、地、人、事等資訊？

‧ 有沒有指定描寫的對象或主題？

‧ 提供的材料有甚麼重點？

‧ 材料與題目之間有甚麼關係？

‧ 是否只有正反兩個立場？

‧ 是否需要論述正反雙方意見？

‧ 是否要求比較？

‧ 可以從哪些角度理解題目？

記敍描寫

抒情文
材料寫作

論說文 開放題

立意：這件玩具既代表了「我」的童年，也讓我明白珍惜所有的重要性

內容 表達手法

起

‧ 我回想玩具的外形、特別之處

‧ 交代遺失玩具的原因

感情：「我」對玩具的珍視或感受

描寫玩具：白描、比喻

記述事件：倒敍

承

‧ 這件玩具對「我」的意義及事件，為何是「我」最
想尋回的

‧ 「我」努力尋找這件玩具的往事或經過

感情：「我」想尋回玩具的渴求

記述事件：借事抒情

描寫「我」：心理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

轉

‧ 「我」意識到自己在談及這件玩具時的喜悅

感情： 「我」沒有感到失落，更為曾經擁有玩具而感
到幸運

昇華： 「我」明白到有時事物雖然不再，但它們可能
是換了形式陪伴自己，因為當中的經歷、回

憶會成為最珍貴的事物

描寫「我」：心理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

名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

合 「我」「失而復得」，這件玩具永遠都會存在我的心中 整體：首尾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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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筆顯「意」：

我們都知道多閱讀優秀作品，就能「厚積」寫作

的題材、遣詞造句、修辭技法等，可謂好處多多。

可是並非每個學生都有學習興趣與動機，未必會主

動閱讀，加上有同學會覺得寫作長文章難度較高較

吃力，而對寫作出現抗拒的心態。要將寫作技巧記

於心，那麼就少不了「學而時習之」，於是老師便

要為他們提供明確的目標，確保同學能得到有效的

訓練。

老師的教學時間緊絀，故除了平日的整篇寫作

外，教師亦可以設計片段寫作，按照訓練學生能力

的需求，給予相應的寫作任務，集中訓練某方面的

能力。片段寫作的設計方向有很多種，筆者以下列

出對應試有用的兩個方向，第一是寫作手法練習，

第二是記敍文的昇華練習。

首先，寫作手法練習顧名思義就是以訓練同學

運用、熟習不同寫作手法為目的。有時同學所選的

題材不俗，內容亦有條理地結合成文，但缺乏進階

的表達技巧，令文章在「表達」一欄中得不到好的分

數。因此，老師可以針對學生對不同手法的掌握程

度，去安排不同的片段寫作，例如欲訓練同學寫好

記敍文的開首，便可要求他們運用倒敍法、景物描

寫、懸念等手法，培養同學以多元方式開展文章；

又如訓練議論文的論證過程，便提供「論證四步曲」

的訓練，即中心句、闡釋句、例子句及總結句，讓

同學依照論述的結構有條不紊地將各個論點寫出。

不過寫作手法眾多，建議老師根據同學的能力再作

設計。

其次，記敍文的昇華部分可說是整篇文章難點

所在，同學一般都能帶出文章的立意，但要奪得更

高級別，深化主題的昇華段落便不能馬虎作事。要

訓練同學寫好這部分並不容易，但只要記着「以小見

大」和「前後對比」這八個大字，便能將文章的主題

昇華。具體來說，「以小見大」中的「小」是「我」因

為這件事而引起的個人感受或反思，「大」則是當這

種感受或反思放於人生、道德、社會、世界等層面

時會引發怎樣的思考。之後就到「前後對比」上場，

同學有意識地比較「我」的思想在反思前後的對比，

這樣的感悟便已見深度。以2024年乙部題2為例，

「我」想尋回一件對自己意義非凡的玩具，最後雖然

苦尋不得，但這件玩具所a含的珍貴回憶讓「我」永

遠回味，（小）更使「我」明白是否擁有事物並不重

要，更重要的是我們懂得珍惜所有。（大）

另外，老師可運用文憑試每年的五等示例，來

說明以上幾個方面的技巧，就能讓同學更清楚不同

等級大概的程度。不過由2022年起，考評局不再為

每篇示例加入評語，故老師宜參考考評局在試後舉

辦的「考試會議」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然後再向同學

講解。

訓練寫作不限於以上的方法，只要是針對性的

訓練，都會對同學撰寫整篇文章時有所幫助。

4  修訂終「成」： 

考試最後階段，文章的情節、內容、立意等大

多都已經塵埃落定，沒有太大修改空間，最多可能

只是小修小補。這時，我們就應該把握餘下時間，

用金睛火眼將文章覆核至少一遍，確保沒有任何錯

字，這樣就可以全取沒有錯別字的額外3分。筆者

形容這是「一分也不能少」，因為可別小看這3分，

在評分原則的「內容」和「表達」上可抵一個小品級，

對「結構」和「標點字體」來說等於一個大品，故對

處在各級邊緣的成績來說，可說是提升一個級別的

「殺着」。況且，這是評分標準最清晰的一項，沒有

上中下品之分，故此不應白白讓它在指縫中流走。

老師平日宜多留意同學的錯別字情況，並時刻提醒

大家這3分的重要性，讓文章的分數錦上添花，如

此便摘星可期。

     促進教學的回饋

教師一定對這個詞組不陌生，修讀教育課程必定

會接觸到，而寫作這類需要經過反覆鍛煉、由輸入到

輸出的能力，更需要教師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回饋。

學生不願意寫作，除了因為寫作是吃力不討好的任

務，但更多的可能源自學生沒有從中得到成功感，

皆因寫作不像其他評估那樣「明碼實價」，付出的努

力與回報之間的量化關係並不明顯，於是學生就會

有以上的想法。那麼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這種情

況？筆者認為給予同學有效且可行的回饋，讓學

生審視自身學習表現和成效，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方向。

教時縮短，老師除了教務以外仍有繁重的行

政工作，要給每篇作品給予回饋並不容易，需要

大量時間與精力。故此，筆者建議的並非長篇的

回饋，而是提供目標導向的回饋意見，即包含

回饋的三個作用：鼓勵，指出精準扼要的改善

處（指出問題），提供有效的改善方向（具體建

議）。例如：

2
1 記述情節生動自然，惟人物描寫的用字較

重複 / 不夠形象化，建議可參考楊絳〈老

王〉描寫老王的部分，留意作者如何從外貌

與行為帶出人物形象。（鼓勵 + 指出問題 +

具體建議）

2 文章運用了倒敍，佈局可見心思，如果能

加上首尾呼應，便能加深讀者對文章的印

象。（鼓勵 + 具體建議）

3 題材不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惟與立意

之間未能緊密扣連，令內容部分失分，抒

發感受或反思時應注意所帶出的立意，應

能夠透過前文所描寫的情節反映出來。（鼓

勵 + 指出問題 + 具體建議）

4 論證過程詳盡，論據充足，若每段再加上

中心句和總結句，就能令文章的立意更清

晰和流暢，讓讀者能快速知道各部分重

點。（鼓勵 + 具體建議）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各個意見都先指出同學表現較佳的

地方，然後再對需要改善的地方提供具體方向，這樣既可以肯

定同學的努力，加強學習的動力，同時又有明確的建議，讓同

學對如何寫好作文這個命題「有跡可尋」。久而久之，教師的

回饋可糾正同學的錯誤，同時讓同學知道自己的努力有人會欣

賞，獲得成功感，從而激發同學對寫作的興趣。

這部分或許有些班門弄斧，但筆者相信有效的回饋就像為

學生建構「鷹架」，由老師逐步引導學生作改善，讓學生在應

對命題寫作上走得更遠。

總結
文章的內容都只是一

些方向性的內容，去到學

校層面會有其他考慮。希

望文章能為各位老師帶來

一點新想法，與同學一

同備戰，應對新卷二的

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