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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考生能正確理解題目，但多流於表面，未抓緊題眼發揮。寫「聚餐」時，考生多有相聚而無用餐，能緊扣飲食再帶
出情感者不多。更甚者側重回憶往事，少敍述聚餐情況。在寫「忽略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時，偶有考生對關鍵詞「忽
略」的理解有偏差，寫成「遺忘」、「追悔」等。或顧此失彼，如全文詳寫「美好」，卻只以一兩句點出「忽略」，未
能兼及二者帶出深刻的反思。至於「模仿缺乏個性」，不少考生把模仿、抄襲、參考等概念混為一談，甚或偷換概念。
考生對「個性」一詞的理解，亦多見含混不清，論述自然對焦不準。

2023年考生在審題表現方面的評論

2022年考生在審題表現方面的評論

不少考生的文章仍未能全面回應題目的要求，例如寫「校服的自述」，以為只需要以校服為第一身的敍事者展開敍述便
可以，對校服本身參與故事的程度考慮不多；寫「得不償失」著意闡釋何謂得與失，但未能完全通過「償」連繫兩者的
關係；寫「與其一生專精一事，不如發展多元人生」，聚焦於「一」與「多」的比較，卻未能在「一生」與「人生」層
面上展開論述。

2021年考生在審題表現方面的評論

近年不少考生未有完全準確掌握題目的要求，或忽略題目的部分語句，或錯誤理解題目關鍵字詞的概念，致使立意與取
材偏差，未能緊扣題目。……部分考生把「知己」等同朋友，忽略「真正了解自己」這一點；把「隱藏」等同「逃避」、
「無視」、「忽略」、「遺忘」、「放棄」、「包裝」等概念；……反映這些考生審題意識薄弱，未有仔細把題目從頭
到尾通讀一遍，推敲擬題的原意……

2020年考生在審題表現方面的評論

部分考生未準確掌握「律己以嚴，待人以寬」的意涵：……忽略「嚴」的具體呈現在「律己」，以致把嚴格要求他人作
為寫作材料；亦未充分理解「寬」的含意，故把關心別人、犧牲自己成就他人等例子入題，偏離題旨。又不少考生對
「微笑以對」之意涵理解單薄，只泛泛言為樂觀、積極，未能細緻詮釋，亦未緊扣「微」字，呈現情感的力度。……有
少數考生更未理解「我見」一詞，以敍事筆法撰寫「送禮之我見」，論說痕迹不明顯，有錯判題目之嫌。

連續四年的考評報告反映了甚麼？



去年的評卷報告已建議把審題納入寫作訓練的範疇，訓練學生在提筆前先分析、審查題目的意義，全面掌握寫作要求後
才構思文章立意方向，篩選有用材料。相關的訓練宜包括以下幾方面：

• 培養正確的審題態度，耐心仔細地把題目從頭到尾閱讀一遍，甚至多遍，不宜只著眼於部分詞語，或只粗略地撮取大
概的意思，便急於下筆。

• 找出題目的關鍵詞並考量其核心意義，例如「聚餐」跟一般的聚會有何不同之處，「百感交集」對文章人物的感情變
化有何要求？「忽略」是否等同「改觀」？「日常生活」與特殊經歷有何不同？「模仿」是否可以直接以「抄襲」、
「複製」、「剽竊」等詞語來替換？「個性」是否跟「特點」、「特色」等詞語意義相同？

• 分析題目中所有關鍵概念的關係，全面推敲題目的寫作要求。例如「一次百感交集的聚餐」，當中的感情變化宜在聚
餐時觸發，並應與當前情景有若干扣連，並非僅以聚餐場景為跳板，整篇文章只著墨於對往事的回憶；「原來我們忽
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部分審題未夠準確的考生寫的並非是以往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被我注意到美好事物，而
是寫對以往討厭的事物改觀；就「模仿缺乏個性」表達個人的看法，只泛寫「模仿」與「個性」的關係，忽略了題目
中「缺乏」一詞等等。

• 分析題目中所有關鍵概念的關係，全面推敲題目的寫作要求。例如「一次百感交集的聚餐」，當中的感情變化宜在聚
餐時觸發，並應與當前情景有若干扣連，並非僅以聚餐場景為跳板，整篇文章只著墨於對往事的回憶；「原來我們忽
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部分審題未夠準確的考生寫的並非是以往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被我注意到美好事物，而
是寫對以往討厭的事物改觀；就「模仿缺乏個性」表達個人的看法，只泛寫「模仿」與「個性」的關係，忽略了題目
中「缺乏」一詞等等。

2023年考試主席的建議



審題粗疏，未能準確掌握題目中關鍵詞語的意義 • 閱讀習慣／態度欠妥？對詞彙意義的掌握
和區分能力不足？

人物或場景的描寫粗糙 • 教學偏重於記敍，忽略了描寫？
• 學生觀察能力不足？
• 學生掌握的描寫手法／詞彙量不足？

立意與取材類近，見識不高 • 生活經驗／體驗不足？
• 學養不足？

囿於成規套路 • 接觸到哪些閱讀材料？
• 對學習寫作有哪些理解？

思考粗疏，以偏概全 • 思維訓練（尤其是邏輯或推論技巧方面）
不足？

• 閱讀只流於文字表層的意義？

闡述粗疏，例子不當 • 對閱讀素材的理解態度欠妥？

• 詞彙貧乏、句子冗贅
• 文章較為冗贅，分段雖多，惟論點重複，例子類近

• 積累的材料不足？
• 只注重篇幅，忽略內容？

根據考評結果反思(回饋)教學



• 目的：培養寫作能力？熟習考卷形式？

• 使用材料：教材？考材？

• 組織：具序列的知識架構？

• 評估概念：形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 培養寫作能力：結合閱讀教學，體現輸入、轉化、輸出的過程。

• 熟習考卷形式：了解考試的程序、題目的要求、評分的準則。

• 教材：達成教學目的／學習成果的媒介

• 考材：評估教學／學習成效的工具

• 教材：設定不同學習重點，組成不同的學習單元，從橫向或縱向構成整個課程的知識系統。

• 考材：以年度為單位，考卷之間並沒有關連。

• 一般的寫作教學會統攝在單元教學之中，每個單元都設定學習

• 重點和評估目的，讓學生逐步達成。

• 評估照應學習重點，學生逐步回應學習重點，有序完成整個學習階段。

• 公開考試是評估學生在整個中學課程的學習成效，屬總結性評估，個別的寫作教學活動難以全面照應所有要求。

• 評估只照應評分參考。

教學反思：釐清寫作教學與操卷的分別



你能「具體」地闡釋以下兩段文字的差異嗎？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一）

樣本一：

「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天，我們有說有笑，談到在工作上生活上的辛酸。想起以前我們所說的理想，現在我們都不
得不放棄它們，向現實低頭，我們都感到無奈和唏噓。不過幸好，當中也有令人嚮往的生活。一番交談後，我得知
當年班上的死對頭現在變成了夫妻，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孩。而唯一成功的理想家就創業成功，成為公司老闆。我也
為他們在家庭上事業上取得成功，在人生里程碑上邁進一大步感到開心。」

樣本二：

「我看向以前和我最要好的一心，她完美無瑕的妝容彷彿訴說着她在這幾年中完成的蛻變。她一手拿着菜單，一手
回覆手機上的訊息，面帶微笑，要我們多點些菜，她來結帳。可不知怎的，我卻從中看見了她的疲態。她曾說過自
己的理想是成為一位中文老師，教書育人，如園丁一樣讓幼苗般未經世事的孩子成為參天大樹。可如今，她卻成了
地產公司的銷售員，整天與客戶打交道應酬，她也因此培養出驚人的酒量。我眼看一個害羞的女孩長成能夠獨當一
面、供養家庭的大人，理應要替她高興，可我心裏卻是百感交集，似乎有惋惜，也有遺憾。」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一）

樣本一：

「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天，我們有說有笑，談到在工作上生活上的辛酸。想起以前我們所說的理想，現在我們都不
得不放棄它們，向現實低頭，我們都感到無奈和唏噓。不過幸好，當中也有令人嚮往的生活。一番交談後，我得知
當年班上的死對頭現在變成了夫妻，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孩。而唯一成功的理想家就創業成功，成為公司老闆。我也
為他們在家庭上事業上取得成功，在人生里程碑上邁進一大步感到開心。」

• 以直接敍述為主，修飾成份不多。
• 只點出關鍵內容，沒有進一步形容／說明。

樣本二：
「我看向以前和我最要好的一心，她完美無瑕的妝容彷彿訴說着她在這幾年中完成的蛻變。（下文以這句作主軸，
作更深層次的說明。）她一手拿着菜單，一手回覆手機上的訊息，面帶微笑，要我們多點些菜，她來結帳。可不知
怎的，我卻從中看見了她的疲態。她曾說過自己的理想是成為一位中文老師，教書育人，如園丁一樣讓幼苗般未經
世事的孩子成為參天大樹。可如今，她卻成了地產公司的銷售員，整天與客戶打交道應酬，她也因此培養出驚人的
酒量。我眼看一個害羞的女孩長成能夠獨當一面、供養家庭的大人，（以上包括了兩個層次的對比——昔日的理想
與今天的現實；昔日害羞的女孩與今日獨當一面的商業女強人。）理應要替她高興，可我心裏卻是百感交集，似乎
有惋惜，也有遺憾。（多種感情的交雜）」

• 富層次感
• 找出關鍵特徵，加插具體描寫
• 抒發的感受十分貼合題目要求



如何區分內容的粗略與細緻？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二）

樣本一：

「我們去旅遊時，忙着用手機拍照，卻忘了去親身體驗，用雙眼去記錄，用心去感受。乘車去不同景點時，大家不妨看看
窗外的景色。『原來這裏的建築風格不像香港的高樓大廈般，高聳且密集，居民大多在平房居住。馬路旁還有不少賣水果
和飲料的攤檔，供人們中途休息時購買。』經過細心的觀察，我們才能真正了解本土文化和風俗。我們親眼看到比在手機
上的影片更為生動和深刻。」

樣本二：

「我們首先走到了一個農莊，一位自稱陳叔的中年男子一見到我們便笑着迎上來，他指向一旁高大的樹木，說：『這是我
們的蘋果樹，今天正好長出了一顆蘋果，大家快看！』隨着他手指的方向，我見到了一顆青黃色、形狀細小的果實，猶如
襁褓中的嬰兒般酣睡在大樹母親的懷中。樹上更零零星星地長出幾朵還未盛開的花苞，猶如含羞的花季少女般不願將心事
吐露。轉頭一看，枝椏上長出了嫩綠的葉子，隨風輕輕朝我招手，猶如鄰家少年般洋溢着青春的氣息。望着這一片欣欣向
榮、生機勃勃之景，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家中附近的公園。平日上學、外出，我總會經過那個公園、那遍樹木，可我又何時
曾駐足，抬頭一看，欣賞這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色呢？我只顧低着頭、望着手機，兩耳不聞窗外事。」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二）

樣本一：

「我們去旅遊時，忙着用手機拍照，卻忘了去親身體驗，用雙眼去記錄，用心去感受。乘車去不同景點時，大家不妨看看
窗外的景色。『原來這裏的建築風格不像香港的高樓大廈般，高聳且密集，居民大多在平房居住。馬路旁還有不少賣水果
和飲料的攤檔，供人們中途休息時購買。』經過細心的觀察，我們才能真正了解本土文化和風俗。我們親眼看到比在手機
上的影片更為生動和深刻。」

樣本二：
「我們首先走到了一個農莊，一位自稱陳叔的中年男子一見到我們便笑着迎上來，他指向一旁高大的樹木，說：『這是我
們的蘋果樹，今天正好長出了一顆蘋果，大家快看！』隨着他手指的方向，我見到了一顆青黃色、形狀細小的果實，猶如
襁褓中的嬰兒般酣睡在大樹母親的懷中。樹上更零零星星地長出幾朵還未盛開的花苞，猶如含羞的花季少女般不願將心事
吐露。轉頭一看，枝椏上長出了嫩綠的葉子，隨風輕輕朝我招手，猶如鄰家少年般洋溢着青春的氣息。望着這一片欣欣向
榮、生機勃勃之景，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家中附近的公園。平日上學、外出，我總會經過那個公園、那遍樹木，可我又何時
曾駐足，抬頭一看，欣賞這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色呢？我只顧低着頭、望着手機，兩耳不聞窗外事。」

實際觸及景物描寫的只有一句，且欠缺鮮明的形象。

 聚焦描寫 — 特寫鏡頭的運用
 比喻的運用 — 更形象化＋賦予事物更豐富的內涵
 樹木（一般物象）美好生活的事物（意象）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三）

如何區分推論是否嚴密？

樣本一：

「模仿只是事物的雛型，最終的結果絕不會與被模仿的對象一樣。比如某公司推出的手機被指是模仿科技巨擘在幾年前推
出的旗艦手機的外形，如屏幕瀏海，雙鏡頭設計等，故許多人起初只視該手機為抄襲品。殊不知，那公司的初代手機面世
時，有引人矚目的設計，如透明機背，電路板在手機背面表露無遺，亦在機背設有電子發光板，讓手機在收到來電時可以
電子發光板提示機主接聽電話。該公司的手機整體設計的確與模仿對象相差無幾，但絕不乏個性的體現。模仿了別人的產
品，但在自家產品中展現出改變，又何來缺乏個性呢？」

樣本二：
「從產品創新方面而言，模仿缺乏個性，皆因模仿使人無法展現自己的設計巧思。研發新產品時，最重要的是把研發者心
中天馬行空，創意十足的設計化為實物，而產品製成後亦能從不同方面如設計理念等體現出設計師與眾不同的想法，容許
他們在成品中展現個性。而模仿別人的成品，只會收獲截然不同的結果。以多年前研發手機為例，當時某知名品牌所推出
的智能手機風靡全球，人們都對它愛不釋手，其外觀、功能、創新性等都為人津津樂道。於是，其他品牌紛紛推出與它外
觀極為相似的手機，當中包括最為人熟知的特徵——圓形主頁按鈕。這些品牌的模仿之心可謂路人皆知，而模仿行為的背
後，其實是一種缺乏個性的體現，皆因這些模仿品並未能讓設計師大放異彩，向世人表現自己原創的產品理念，反而只是
拾人牙慧，盲目跟隨別人的風格。」



診斷學生的寫作問題（三）

樣本一：

「模仿只是事物的雛型，最終的結果絕不會與被模仿的對象一樣。比如某公司推出的手機被指是模仿科技巨擘在幾年前推
出的旗艦手機的外形，如屏幕瀏海，雙鏡頭設計等，故許多人起初只視該手機為抄襲品。殊不知，那公司的初代手機面世
時，有引人矚目的設計，如透明機背，電路板在手機背面表露無遺，亦在機背設有電子發光板，讓手機在收到來電時可以
電子發光板提示機主接聽電話。該公司的手機整體設計的確與模仿對象相差無幾，但絕不乏個性的體現。模仿了別人的產
品，但在自家產品中展現出改變，又何來缺乏個性呢？」

樣本二：
「從產品創新方面而言，模仿缺乏個性，皆因模仿使人無法展現自己的設計巧思。研發新產品時，最重要的是把研發者心
中天馬行空，創意十足的設計化為實物，而產品製成後亦能從不同方面如設計理念等體現出設計師與眾不同的想法，容許
他們在成品中展現個性。而模仿別人的成品，只會收獲截然不同的結果。以多年前研發手機為例，當時某知名品牌所推出
的智能手機風靡全球，人們都對它愛不釋手，其外觀、功能、創新性等都為人津津樂道。於是，其他品牌紛紛推出與它外
觀極為相似的手機，當中包括最為人熟知的特徵——圓形主頁按鈕。這些品牌的模仿之心可謂路人皆知，而模仿行為的背
後，其實是一種缺乏個性的體現，皆因這些模仿品並未能讓設計師大放異彩，向世人表現自己原創的產品理念，反而只是
拾人牙慧，盲目跟隨別人的風格。」

 概念詮釋：「模仿只是事物的雛型」
 論斷：「絕不會與被模仿的對象一樣」
 推論：「模仿了別人的產品，但在自家產品中展現出改變，又何來缺乏個性呢？」

 提出鮮明的論點
 舉出精準的例證
 以例證證成論點

如何區分推論是否嚴密？



請細閱以下三段《我從羽毛球中找到快樂》的段落，然後評定三者的高下。

審題訓練

段落一
當我救起一拍猛力的扣殺，冷不防對方再擊出追身球。我來不及側身閃避，球擊中我的小臂，落在地上。我喘著氣望著地上
的羽毛球，汗水和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知道比賽結束了。我很不甘心，超過六個月的艱苦訓練竟換來這個結果。我拼命
忍著快要奪眶而出的淚水，走到網前跟對方握手。我的手被對方緊緊握著，接著聽到對方說道：「你的技術真了得，我要出
盡全力才能應付，謝謝你讓我享受一場精彩投入的比賽。」享受比賽？這四個字仿如當頭棒喝，令我猛然醒悟，過去我只執
著於勝負，為了比賽機械地練習，把自己的神經繃得緊緊的，故在比賽時無法正常發揮，常在關鍵時刻失分。此刻，我終於
知道自己總是跟成功擦身而過的原因，從此以後，我終於在羽毛球中找到快樂了。

段落二
學習羽毛球後，我在小休和放學後，都會跟同學在操場打球，已不再偷偷躲在洗手間裡玩手機，訓導主任也誇我懂事了，沒
有再犯校規。可能跟其他同學面對面接觸多了，交談機會多了，說話也開始有自信，不再結結巴巴，不再逃避別人的目光，
不再老是想著發文字信息來跟人溝通了。可能每天打球後，讓身體「放電」，晚上也不想玩手機，很早就睡覺了，第二天鬧
鐘未響就自覺醒來。想不到，作息時間的改變，除了令我在學校遲到排行榜上除名外，後頸的痛症也漸漸消失了。由此可見，
羽毛球確實帶給我不少好處，也帶給我不少快樂。

段落三
以前，我每天按時上學下課，往學校走一趟只是例行公事，談不上有甚麼意義。走進教室，放下書包，拿出課本，就托著腮
望向窗外遐想，等待下課鈴聲的響起。因此，我在這裡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然而，現在我每天背著球拍離開校門時，都期
待第二天的來臨。因為在小休和放學時，總會有一班同學在操場等著我一起打羽毛球，有一班圍觀的師弟師妹為我拍掌歡呼，
偶然還會聽到老師路過操場時的讚歎：「一心，這一下追身球打得好！」「嘩！這一拍救得好！」想不到，羽毛球竟可以撞
開我的心扉，把我從密閉的內心世界釋放出來，重新與人建立關係，重新發掘生活的樂趣和人生的意義。



審題訓練

段落一
當我救起一拍猛力的扣殺，冷不防對方再擊出追身球。我來不及側身閃避，球擊中我的小臂，落在地上。我喘著氣望著地上的羽毛球，汗水和
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知道比賽結束了。我很不甘心，超過六個月的艱苦訓練竟換來這個結果。我拼命忍著快要奪眶而出的淚水，走到網前
跟對方握手。我的手被對方緊緊握著，接著聽到對方說道：「你的技術真了得，我要出盡全力才能應付，謝謝你讓我享受一場精彩投入的比
賽。」享受比賽？這四個字仿如當頭棒喝，令我猛然醒悟，過去我只執著於勝負，為了比賽機械地練習，把自己的神經繃得緊緊的，故在比賽
時無法正常發揮，常在關鍵時刻失分。此刻，我終於知道自己總是跟成功擦身而過的原因，從此以後，我終於在羽毛球中找到快樂了。

 不算切題
 未見對「快樂」有具體的補充
 我終於找到羽毛球的快樂了

 不切題
 出現題目「關鍵詞」並不等於切題
 羽毛球好處多

 切題
 沒有出現題目的關鍵詞並不等於不切題
 我在羽毛球找到快樂

段落三
以前，我每天按時上學下課，往學校走一趟只是例行公事，談不上有甚麼意義。走進教室，放下書包，拿出課本，就托著腮望向窗外遐想，等待
下課鈴聲的響起。因此，我在這裡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人。然而，現在我每天背著球拍離開校門時，都期待第二天的來臨。因為在小休和放學時，
總會有一班同學在操場等著我一起打羽毛球，有一班圍觀的師弟師妹為我拍掌歡呼，偶然還會聽到老師路過操場時的讚歎：「一心，這一下追身
球打得好！」「嘩！這一拍救得好！」想不到，羽毛球竟可以撞開我的心扉，把我從密閉的內心世界釋放出來，重新與人建立關係，重新發掘生
活的樂趣和人生的意義。

段落二
學習羽毛球後，我在小休和放學後，都會跟同學在操場打球，已不再偷偷躲在洗手間裡玩手機，訓導主任也誇我懂事了，沒有再犯校規。可能跟
其他同學面對面接觸多了，交談機會多了，說話也開始有自信，不再結結巴巴，不再逃避別人的目光，不再老是想著發文字信息來跟人溝通了。
可能每天打球後，讓身體「放電」，晚上也不想玩手機，很早就睡覺了，第二天鬧鐘未響就自覺醒來。想不到，作息時間的改變，除了令我在學
校遲到排行榜上除名外，後頸的痛症也漸漸消失了。由此可見，羽毛球確實帶給我不少好處，也帶給我不少快樂。



審題訓練

原來我們忽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美好

今天，我發現了生活不少的美好

經過這件事，我終於領會到人性的美好

原來，生活美好隨處可見

同中見異的比較，提高學生的審題意識和能力。



審題訓練

一次百感交雜的聚餐

一次喜出望外的聚餐 一次不期而遇的聚餐

一次期待已久的聚餐 一次久違的聚餐

一次極其無聊的聚餐 一次令人尷尬的聚餐



教學建議：在學生習作中找出可再發揮的點子

第一道菜是麻婆豆腐。盤子裏都是紅紅的辣椒，看著就覺得辣，大家都不敢吃。一心嚐了一口，馬上就吐出來了，驚慌地說：
「哇！這個太辣了吧！叫我們怎麼吃啊！」或許大家都怕了吧，結果那盤麻婆豆腐動也未動過。或許大家都是膽怯的人，像
我一樣，對未知的事物，對未曾嘗試的東西，都會卻步，寧願錯過也願嘗試。作為畢業生，離開了母校，彷彿是剛長出翅膀
的小鳥，面對未知的天空。不想飛，卻一定要飛。內心被難以言喻的緊張感和恐懼充斥著。可是，那又可以怎麼辦呢？望向
窗外，發現等待你的是一片黑暗的天空。想到這裏，不禁顫抖了一下。

假如，文章陸續上其他的菜，連繫昔日的校園生活，五味雜陳便能轉化為百感交雜：
 咕嚕肉（甜）
 涼瓜牛肉（苦）、
 鹹菜豬肚（鹹）……

教學建議：為學生梳理內容，令文章更貼近題目要求

相信不少人很晚才下班、下課，準備回家。在回家的路途中，會在公園見到不少流浪漢。他們躺在椅子上，或睡在紙皮床上，
衣服骯髒，頭髮散亂，使人不禁遠離，但又很難把視線完全移走。（自相矛盾）他們的存在，再加上一天的上課或上班，使
人想法負面，很容易地認為這個世界上只存在黑暗，沒有光明。如果我們把視線移得更近，偶爾注意一下，會發現有些人在
幫助他們，關心他們，定時在公園中派飯、送衣服等。有些人更不惜坐在流浪漢旁，像是在與他們溝通。看到社會的人給弱
小的一群服務，使人感到人情味的溫暖，如母親的熱湯一樣暖。這時，我們的世界會感到光明，對社會充滿希望，原來，日
常生活中是多麼的美好，守望相助，社會的人情味仍然存在。

原文取材切題，但行文欠條理，前後文矛盾。

改寫後：
在橫街窄巷之中，公園長椅之上，又或於天橋的陰影下，我們不難發現流浪漢或露宿者的蹤影。他們只活在我們這個城城市
的邊緣，一切的繁華、喧鬧似乎跟他們沾不上半點關係。在寒冬忍受飢寒，在節日孤度過似乎是他們的宿命。不過，只要你
仔細注意一下，每逢寒流來襲之際，又或佳節臨近前夕，社會上總會有一班善心人探訪他們，為他們送上禦寒衣服、食物，
讓他們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溫暖，人間的美好。



閱讀與寫作的結合

為學生提供優質
閱讀篇章（輸入）

設定教學重點 仿作（輸出）

莫言〈陪考一日〉 • 敍述者的視角
• 移情手法

〈父親陪考一日〉
〈陪診一日〉

豐子愷〈楊柳〉 • 找出事物特徵
• 賦予事物新意

義（內涵）

〈電話亭〉
〈雞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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