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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宜題」考判斷 摘星三法門

考生溫習卷一閱讀卷時可留意
四大重點：文言篇章、寫作手
法、文化知識及主旨歸納，這些
都是歷屆試題常見的考核方向，
故若考生能掌握上述要點，必然
有助應試。

先談文言篇章，考生應多看古文，如《古文觀
止》等，以提升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若對學習古文
感到困難，或未有太大興趣，筆者建議可先從《史
記》及《戰國策》等入門，兩篇以人物故事與歷史
事件為主，既具趣味性，也較易理解文章內容。

歷屆試題多問寫作手法
其次，卷一着重考生對閱讀篇章的理解及分析能

力，故試題多問及寫作手法，如第一屆文憑試中，
就有相關試題，要求考生說明〈橋〉中兩段文字的
描寫手法有何不同。由此可見，考生應了解各種寫
作手法的運用及效果，包括敘事、抒情、描寫、修
辭、說明、議論及布局謀篇等。
再來是文化知識。中文科主要評核考生的文學、

文化素養，故平日應多增進有關知識，尤其文言文
考材方面，通常要求考生歸納作者觀點，並提出自
己的看法，如去年就以《韓非子．五蠹》及引自劉
向《說苑》的一段文字出題，分別要求考生講述孔
子對使用刑法的看法、韓非對教育的看法，以及就
學校教育學生而言，判斷孔子與韓非的看法何者較
理想。故此，若考生對諸子百家的思想有所認識，
更易掌握文言文篇章的內容。

要求歸納觀點 再提己見
最後是主旨歸納的題目。一般考生的通病為直接

抄寫文章的字句，欠缺自己的詮釋，使答案顯得粗
疏、沒有條理，未能反映其對文章主題的歸納能
力。因此，考生應先找出閱讀篇章的關鍵字詞，分
析文章要點，從而推敲作者的思想感情。
綜觀以上幾項溫習重點，其背後的原意，都是希

望透過鼓勵考生多閱讀，提升語感，從而穩固語文
基礎，增進文化素養。故學習中文並無捷徑，唯有
多讀多寫，才是成績進步的不二法門。
■馬燕雯 中文科尖子、中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中國語文科卷四之出
題模式，基本上可歸納
成若干題型。同學只須

掌握每種題型的特點，便能從容應付卷四。
下文將說明其中一種特別題型，是為「時宜
題」。所謂時宜題，重點在於判斷某事物、
觀念與價值觀是否具時代意義、是否應予以
保留。
面對此類題型，不少考生完全偏離考

核重心，視時宜題為普通的立場題，二
話不說便侃侃而談。無疑，表明立場，
提出論點以及提供論據乃必然及典型的
處理方法。可是，透過這種手法處理時
宜題實未能針對重點，可謂隔靴搔癢。
以平凡的方法處理特別的題型，結果自
然是獲得平凡的分數。

討論關鍵為價值觀爭論
此類題型的考慮重點有三：

1. 在於判斷一事物、觀念與價值觀是否具
時代意義、是否應予以保留的基礎在哪
裡，即我們憑甚麼標準斷定其合時宜或
不合事宜？

2. 我們須先說明現今（時下）應討論範疇
的現象、情況與趨勢是甚麼，再判斷討
論的對象是否符合上述的標準。

3. 時宜題的討論關鍵是於價值觀的爭論，
即某事物反映何種價值觀，該種價值觀
的理論基礎在哪裡？對於某一題目的看
法，為何比其他價值觀更優勝？

茲列舉例題，通過題目分析，闢述些類

題型的審題技巧與思考進路。「時宜題」可
以以下形式出題：
題目一：有人認為很多農曆新年的傳統

習俗已不合事宜。試談談你的看法。
題目分析：簡單而言，此題目之重點在

於討論傳統習俗之存廢問題，即對於某些傳
統習俗，是否應予以保留。考生須明確指出
哪些習俗合時宜，哪些習俗不合時宜，不應
一概而論。「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指行之
既久、約定俗成的節日習俗，如團年飯、壓
歲錢、拜年與派利是等。
考生須先考慮這些習俗的意義何在？同

時考慮於現今社會而言，這些習俗還有沒有
價值？如有，在哪方面有價值？如無，則理
由何在？考生須特別注意，此題之重點在於
「習俗」形式背後的「意義」，而非習俗本
身。如「團年飯」之形式是一家人吃飯，惟
意義在於家人之團聚、天倫之樂等。

題目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話
於現今社會已不合時宜。你同意嗎？

題目分析：此題之考核重點在於對「男
大當婚，女大當嫁」的詮釋以及如何闡述其
中價值觀。考生宜將此話理解為傳統主張男
女成年後應成家立室的觀點。同時，考生須
將之與現今社會對此問題的普遍看法作比
較。更重要是，此問題應涉及傳統「婚姻
觀」與現代「婚姻觀」的比較，方能層層深
入，觸及問題之核心。諸如「婚姻是否有其
必要性？」、「婚嫁二字反映的傳統父權社
會婚姻觀。」等。
總之，面對「時宜題」，如能以上述思
路討論，自然摘星有望，高下立見。

■謝世杰 資深中文科教師
作者簡介：「愛智慧．好詩書．擅思考」。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國文學科科主任。熟悉公開試考評模式與評核準則。
學校簡介：福建中學（小西灣）是全港唯一一所在中文科採用完善自編教材的學校。整套教材由初中至高中一共10冊，並配以寫作及口語課
本，是一套高度切合學生需要的教材。該校中文科教師師資優良，多位老師獲獎，更獲邀至兩岸等地作分享交流；學生於中文科的成績更錄
得連續數年9級增值。

閱讀四貼士 應試無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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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存 VS 保留
油畫既能經久______，又富有表現力。
解說：「保存」側重於使長期存在；「保留」指長期存在並保

持原來的樣子。

2. 抱怨 VS 報怨
上班族常常______都市裡人群密集，交通擁擠。
解說：前者指自己不滿情緒很大；後者指向怨恨的人作出反

應。

3. 抱病 VS 暴病
一場______搞得他意志完全消沉了。
解說：「暴病」與「抱病」兩者都與疾病有關，但詞性和詞義

不同：「暴病」指突然發作來勢很兇的病，是名詞；
「抱病」指有病在身，動詞。

參考答案
1. 保留 2. 抱怨 3. 暴病

■資料提供：

書籍簡介：精選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經常使用的500組詞語，使用範圍、語體
色彩、感情色彩、搭配對象各有不同，結合具體的句子，解釋每組同義詞最
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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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口試，其
中一道題目謂「道歉是否表示承擔責
任」；今天，如果讓社會大眾一起討
論，相信會火花四濺。無論道歉與否
是否跟承擔責任扯上關係，能為自己
的過失，向受事人「道歉」，無疑是

勇者所為。當然，恰當地使用道歉用語，也會修補幾分
關係。
根據「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所言，基本的道歉用語

包括「對不起/打擾了/給您添麻煩了/請您原諒/很抱
歉/不好意思」；與道歉相關的四字詞語有：「後悔莫
及/悔不當初/悔過自懺/翻然悔悟/咎由自取/負荊請罪/
寬宏大量/寬洪海量/言歸於好/痛改前非」。

「對不起」口語化「抱歉」較正式
我們再看一看常見的基本道歉用語吧！在語義層面

上，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
．抱歉：心中不安，覺得對不住別人。
例句：「因事來不及赴約，深感抱歉」。

．對不起：對人有愧，常用為表示抱歉的套語。
例句：「對不起，讓您久等了」(也說「對不住」)。

．不好意思：表示道歉的解釋是「礙於情面而不便或不
肯」。
在語法層面上，「抱歉」、「對不起」和
「不好意思」可作獨立語，也可放在句首、
句中和句末。其次，三者能以「很、真、實
在、非常、太」等副詞作修飾，表示程度。
如「真抱歉」、「實在對不起」、「非常不
好意思」。第三，三者能配「覺得、感到」
等詞語，表示心理活動，如「感到抱歉」、
「覺得對不起」、「覺得不好意思」。而且
三者都可連續重複使用，如「對不起，對不
起，我沒聽清楚」。在語用層面上，「不好
意思」和「對不起」表示道歉的強弱程度不
同，比「抱歉」更口語化。
至於，與道歉相關的常用四字詞語，我們

則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解釋，

並以例子說明。

咎由自取莫後悔 負荊請罪改前非
後悔莫及：事後懊悔，已來不及了。表示事情無法挽

回。如「如今晚年無所依，只怪自己少年不努力工作，
真的後悔莫及。」

悔不當初：事與願違而悔恨最初的計劃或作為不當。
如「他今天事敗，淪為階下囚，悔不當初。」也作「早
知今日，悔不當初」。
咎由自取：所有的責難、災禍都是自己找來的。語含

自作自受之意。如「從這件事看來，他們兩家同樣做了
賠本生意，實在是咎由自取。」
負荊請罪：語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後世用來

形容向對方認錯，請求責罰和原諒。如「除非你能負荊
請罪；否則，別妄想她會回家。」
言歸於好：歸於和好。如「經過一番溝通後，雙方終

於冰釋前嫌，言歸於好。」
痛改前非：徹底改正以往的過錯。如「他今次真的是

浪子回頭，從此痛改前非，我們給他一個機會吧！」
我們也知道應在以下情況向別人道歉：失言、失約、

失信、失職與失誤，其作用較正式，並具道歉色彩。若
你修讀企業傳訊，一定會掌握好這門學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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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燕珠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電郵：clc@hkct.edu.hk
學部網站：http://clc.hkct.edu.hk

故事：三江看潮，實
無潮看。午後喧傳曰：
「今年暗漲潮」，歲歲
如之。

庚辰八月，吊朱恆岳少師，至白洋，
陳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
余遄②往，章侯、世培踵至。
立塘上。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

真③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驅
千百羣小鵝，擘翼驚飛。漸進，噴沫冰
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
之，萬首鏃鏃④無敢先後。再近，則颶
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⑤，
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礴，水擊射
濺起數丈，著面皆濕。旋卷而右，龜山
一擋，轟怒非常，熗碎龍湫⑥，半空雪
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
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龕、赭兩山漱激

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
耶？

註解
① 張岱（1597至1679），字宗子，又
字石公，號陶庵，別號蝶庵居士，山陰
（今浙江紹興）人。明末清初的一位散
文家、史學家。其小品文聲譽尤高，多
描寫江南山水風光、民風民俗和對過去
生活的回憶。
② 遄：迅速。
③ 真：同「直」。
④ 鏃鏃：同「簇簇」，聚集。
⑤ 辟易：驚退。
⑥ 熗碎龍湫：指龍湫之水像炒菜一樣
翻滾不止。龍湫，瀑布。熗，烹飪法的
一種，粵音唱。

強化訓練
1. 判斷各組加點字詞的意思是否相同。

（1） A.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
B. 看他很擅長講故事

（2） A. 歲歲如之
B. 如驅千百群小鵝

（3）A. 自龕、赭兩山漱激而起
B. 懸泉瀑布，飛漱其間

（4）A. 勢欲拍岸而上
B. 勢極雄豪

2. 解釋下列句子中加點的字詞。
（1）稍近，則隱隱露白
（2）擘翼驚飛
（3）噴沫冰花蹴起
（4）旋卷而右
（5）坐半日，顏始定

參考答案
1. （1）不同（A：舊例、舊俗；B：

真實或杜撰的事情，有連貫性）
（2）相同（像）
（3）相同（沖刷）
（4）相同（氣勢）

2. （1）靠近
（2）張開
（3）湧起
（4）旋轉
（5）才

相同 不同
□ □

□ □

□ □

□ □

（10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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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書籍簡介：全面訓練中學生「複述、解釋、整合、引申、評價、
創意」六大閱讀能力，讓你舉一反三，掌握所有同類型篇章的重
點與難點。

白洋潮 張岱
①

■部分人視鞠躬道歉為承擔責任的表現。
圖為藝人陳靜開記招為早前突然宣布退出
娛樂圈的行為致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