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6 文匯教育中文星級學堂

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 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星期二．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通識博客/ 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

尖 子 教 路尖 子 教 路

■撰文：文嘉俊（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地理及副修中文）

逢星期三見報

縱然不同學科有自己的獨特性，但學習並不是割裂的。通識科討論的議題可以成為美術創
作的意念。科普和歷史知識有助於語文閱讀。閱讀能力的提升最終裨益各科學習。筆者以為，
學習要事半功倍，就要懂得扣連不同學科的共通點。以中文和通識科為例，兩科都是文憑試的
必修科，它們在知識和技能培養上甚有共通之處。同學如能「跨科備試」，實有相得益彰之
效。筆者會連續兩期講述如何利用通識所學，強化中文的應試能力。
論說文相似的題材與組織：通識考核以回應題為主，要求考生就某個議題撰寫短文章，分
析原因、申述意見或提出建議等。同學大多見怪不怪，但仔細想想，這其實與中文科寫作論說
文的要求很相似。
題材上，文憑試曾考：「香港物質生活富庶，可是在國際性調查中『快樂指數』的排名並
不高。有人認為富庶的物質生活反令人難以快樂；也有人認為富庶的物質生活是快樂的基礎。
你較認同哪一種？」物質生活、快樂指數、生活素質的指標等，無不是香港單元會涉獵的概
念，同學可駕輕就熟地運用通識所學建構論點。
再者，在文章結構上，同樣離不開有「引言」、「正論」、「反論」和「結論」四個部
分。陳述論點時，緊記有「標示語」、「主題句」和充足「論據」。
誠然，相比回答通識題，中文寫作較講求文采。文筆太生硬或過於平鋪直敘，未必能取高
分。因此，多運用成語、各種修辭手法、論證手法（如比喻、舉例、類比及演繹論證等）是中
文科特別期望的。
時事例子的活用：不論寫作論說文還是小組討論，中文老師都會鼓勵大家「多舉例」。例
子從何來？除了保持恆常的閱讀外，最快捷儲備例子的方法就是來自通識議題。大至國際關
係、中國情勢，小至本土議題、青少年成長，通識科都有涉獵。同學要有意識活用例子，不要
把它們按學科分割。
文憑試曾有一道題目：「不要太近，也不要太遠，最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同學能善

用通識所學進行論證嗎？以下是部分參考：
個人成長：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既不應太疏離，亦不應像「直升機家長」般過分操控孩子，
影響其個人成長。
現代中國：中國持守「中庸之道」的外交政策，既向各國高舉和平合作的旗幟，又堅持獨
立自主，互不干涉內政。
全球化：隨全球化，各國關係愈趨緊密，在帶來經濟機遇的同時，本土企業的生存空間
不斷受到跨國企業的衝擊。
能源科技與環境：人類倚靠大自然提供寶貴資源，但當人類活動步步進逼，不但損害其他
生物的棲息地，亦構成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問題。
由於篇幅所限，今期先討論其中兩個中文和通識「跨科備試」的技巧，下期續述。

古 文 識 趣古 文 識 趣

模擬試題
試根據文意，把以下文句譯為白話文。(6分)
1.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2.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3.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名 師 應 試 錦 囊名 師 應 試 錦 囊 ■李碧瑤老師
作者簡介：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任教中學中文科十多年，課餘喜
歡探究閱讀卷、說話卷及綜合卷的擬題與評改特色。

中 文 應 試 攻 防 略中 文 應 試 攻 防 略

文憑考試中國語文科的卷四「口語溝通」的題目，涵蓋文化、教
育、倫理、政治、社會及環境等議題，亦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
會等多個領域。以2015文憑試為例，曾考問：以藝人作為公益活動宣
傳大使的利弊、使社會安定的方法、最能幫助學生思考人與大自然的
關係的活動、年輕人的立身處世態度、家長培育子女最有啟發性的故
事、與新增一個生肖等。同學不用擔心自己抽到不熟悉的主題會影響
成績，因為題目的範疇雖然廣闊，但普遍貼近高中學生常識範圍，只
要有閱讀報章的習慣，平日多關心社會議題，就算考核哪一個範疇的
題目，表現也不會有太大落差。而且，試卷的重點非考核考生對某一
議題的理解有多深入，而是透過考題去評核考生的語言表達、應對及
溝通能力。

爭議題切忌前後矛盾
應考時，考生收到題目後會有10分鐘的準備時間。同學第一步要做

的是判斷題目的類型（分為爭議、評論、協商及交流四類），因為不
同題型會影響說話內容的構思方向及討論時的語氣。例如「以藝人作
為公益活動的宣傳大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便屬於爭議題，
同學在10分鐘的準備時間內宜列出利弊兩方的理據及例子，比較當中
的利害，然後選擇自己的立場：利多於弊或弊多於利，不能左右搖擺

或前後矛盾。此類題目本身雖有兩種相反的立場，但沒有所謂的正確
或標準的答案，同學不用猜度主考或擬題者的喜好去選擇立場，只要
見解獨到、理據充分、言之成理，自然能取得高分。

評論題應多角度思考
另一類與爭議題相近的題型為評論題，例如「有外國政府以現金獎
勵成功戒煙的市民。試評論這種做法」。「有人認為，獲得讚美愈多
的人愈有自信。試評論這種看法。」（2014年文憑試）便屬於評論
題。此類題目往往是一種社會現象、一項政策、或是一句已有既定立
場的陳述，要求考生就此陳述表達意見。同學仍須有明確的見解，只
是選擇的自由度比爭議題較多：同學除了支持與反對有關陳述之外，
可以選擇同時兼論當中的利弊（以現金獎勵成功戒煙的市民有即時的
效果，但增加政府財政壓力）、指出陳述是否仍合時宜（現代社會發
達，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使現金獎勵的成效減低）、分析當中的因果
關係（吸煙者多是因為心理因素吸煙，金錢獎勵無法減低心癮）、或
是認同其理念但質疑其可行性（鼓勵吸煙者戒煙相比懲罰式的加煙稅
較為正面，但難以判斷市民是否成功戒煙，或會有人利用措施漏洞騙
財）等，同學在10分鐘準備時間內應從多角度思考，以提升討論時的
廣度和深度。

口語不是考通識口語不是考通識 應對溝通為重點應對溝通為重點

■責任編輯：鄭樂泓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

書籍簡介︰本書主要選取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經常使用，而
且最容易出錯的500組詞語，對每組詞語的基本意思和使
用錯誤的原因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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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相應
分別︰「相應」所連接的句子前後有一定的因果聯繫；「相對」只是參

考或者相比較來說。

答案︰衝擊
分別︰兩者都有「撞擊」的意思，前者側重於主動出擊；後者側重於兩

物體相撞產生嚴重的後果。

答案︰哀求
分別︰「哀求」強調無可奈何，十分可憐的樣子；「乞求」形容低聲下

氣地請求，含貶義；「請求」中性詞，莊重、嚴肅地提出要求。

相對 / 相應
在一些工廠，員工經常加班，卻沒有_____的報酬。

衝擊 / 衝撞
海底火山也有能夠抵抗海水_____的。

哀求 / 乞求 / 請求
「請您現在就買吧！先生，我餓極了！」小男孩_____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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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閱解 卷二作文 卷四口試 卷三聆及綜 卷三及校本 總分
佔分 24% 24% 14% 18% 18%+20% 100%
等/滿 100分 103分 18分 100分 38分 100分
5** 57或以上 67或以上 13.5或以上 72或以上 27或以上 67或以上
5* 54-56 64-66 12-13 68-71 26 63 - 66
5 50-53 60-63 11-11.5 63-67 25 59 - 62
4 43-49 54-59 9.5-10.5 58-62 24 54 - 58
3 37-42 49-53 8-9 49-57 22-23 49-53
2 29-36 41-48 6-7.5 37-48 20-21 41-48
U-1 28或以下 40或以下 5.5或以下 36或以下 19或以下 40或以下
例：倘有考生考獲以下成績：卷一（32）、卷二（47）、卷四（8）、卷三（55）、校本（13），則其成績為：（7.7） +
（9.8） +（6.2） + （24.2） = 47.9分，相應的等第是：卷一（2）、卷二（2）、卷四（3）、卷三及校本（4），總等第為
（2）。

自製等第表測DSE成績
試場如戰場，不好好策劃就貿然上陣，必然事倍而功半、

慘淡收場。據考評報告，本年度有47.4%日校考生考得2等
或以下成績，其中不乏20分或以上的高能考生；可惜，他
們將悉數被拒諸於大學門外，徒望門而興歎！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善戰者，必須審時度勢、了解敵
我，方能出奇制勝，何況主要的敵人可能就是自己。筆者去
年參照各方資料，編制了一個專為中文科而設的「等第檢查
表」，一開學就介紹給學生，請他們輸入各卷分數，並告之
那就是他們的實況了。其時，雖惹來一陣恐慌，但恐慌之後
就出現了危機意識，那是得可償失的；放榜之後，二等減了
七成。觸發危機意識，動力在內；強推拔尖補底，動力在
外。何者為要？不言而喻。

先問老師有否「鬆手」
筆者現把這「等第檢查表」略作修改以適應新考制，中六

學生可把各卷有關分數、如去年的期終試成績輸入，為自己
把把脈，對症下藥，以免日後傷痛。入分前最好諮詢老師，
問問分數需否調整 （一般校內作文和說話考試給分較為寬
鬆）；至於校本評核分數，除問問老師外，也可乾脆填寫12

或13分，當不會有很大差異－假設沒欠交功課、或敷衍
了事。
計分方式為：（卷一×0.24） +（卷二/1.03×0.24） +

（卷四×14/18）（假設只1位主考老師） +（卷三×0.18+
校本評核） =總分。嚴格的計分方式雖與這有少許出入，如
校本評核須用全校考生卷三成績加以調整（故成績單上顯示
的是「卷三及校本」而非卷三），另各卷也會以加權指數再
調，但影響不算嚴重，這計算方法仍可接受，計算方法見下
表。

作文說話2率奇高亮紅燈
由於考評局沒有公佈各卷等第統計，其分佈如何無人知

曉；但以筆者觀察，作文卷及說話卷之二等率奇高，考生宜
加在意。倘若四卷中有一1或兩2，則紅燈已亮，宜速救
亡；化解之法是可滅則滅，否則就要拉上補下，只5或兩4
方可救亡，此為危機意識。中秋不醒覺，明夏徒傷悲。

君子之交淡若水

跨科學習 事半功倍

五倫之中，唯一能自由選擇的關係只有朋友
一環。如何選擇朋友方有利於為人處世，正是
先哲苦思的問題。大抵而言，「益友」與「損
友」、「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這種截然
不同的判斷是不少哲人的共同觀點。
世人多以交情之深淺，利益之多寡以及見面
之疏密論朋友之交。於莊子而言，這些都不重
要，他以「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
醴。」精闢地形容君子小人交友本質之別，遂
成為千古傳頌的名言。原文見於《莊子．山
木》：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
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
故以離。」

莊子藉林回棄價值千金的璧玉而抱孩子逃亡
的故事，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利合」與
「天屬」的分別與結果。凡以利相合的關係，
遇上厄困便會相互拋棄，可是，以天性相連的
關係，則會互相包容。君子之交雖淡而兩心親
近，小人之交雖甘卻利斷而絕。智者擇友，當
取君子之交。

參考答案：
1. 「以利益相合的關係，遇上困厄災禍便會相互拋
棄。」

2. 「相互包容與相互拋棄的差別實在是太遠了。」
3. 「那些無緣無故接近相合的交情，最終亦會無緣無故
離散。」

■謝旭博士
作者簡介：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任教，教授中國文

化課程。考評局資深主考員與閱卷員。哲學博士、文學碩
士、專欄作家。PROLOGUE集團教育總監、中國語文科
與通識教育科名師。

語譯：
以利益相合的關係，遇上困厄災禍便會相互拋棄；以天性相連的關係，遇上

困厄災禍便會相互包容。相互包容與相互拋棄的差別實在是太遠了。況且君子
的交情淡得像清水一樣，小人的交情甜得像美酒一樣；君子之交雖淡而兩心親
近，小人之交雖甘卻利斷而絕。那些無緣無故接近相合的交情，最終亦會無緣
無故離散。

■俗語常說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原文就是出自莊子。 資料圖片

■DSE曾考：「以藝人作為公益活動的宣傳大使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
利？」同學就要選定自己的立場，不能左搖右擺。圖為黃曉明擔任上海世博
會志願者宣傳大使。 資料圖片

作者︰畢在言
簡介：中文老師，行將退役，以言教始，盼不以言教

終。曾多年擔任公開試閱卷員、口試主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