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專題講座

中國語文科 中學三年級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

2020年12月22日

中三中文科



表現分析

• 參與學校可以獲得以下的資料：

個別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數據分析 ✓ ✓

文字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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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 – 學校報告

樣本

題目

學校及所有參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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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學校報告(寫作評估)

結構

標點符號
詞語運用

文句內容 錯別字

數據分析─學校及所有參與學校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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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學生表現分析報告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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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學校



1. 參與學校學生在中文科寫作範疇的表現 

寫作評估設兩部分，分別是實用文寫作和文章寫作。實用文寫作劃分為四個等級，一等最

低，四等最高。文章寫作按評審項目劃分不同等級──內容、結構、文句和詞語運用分為五

個等級，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則分為三個等級。所有參與 2020年中三級中文科寫作範疇學校

的學生表現，詳見表 1及圖 1： 

表 1 寫作範疇百分率 

分卷：範疇 參與學校整體百分率(%) 

9CW1: 寫作 62 

圖 1 寫作範疇百分率 

 

 

2. 觀察 

實用文寫作旨在評估學生在表達信息或相關內容及掌握正確格式方面的能力，大部分學生

能按提供的材料及指示寫作一篇實用文。以下簡述學生在實用文寫作的表現： 

寫作 觀察 

實用文寫作 • 小部分學生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或沒有寫作。 

• 大多數學生尚能根據題目要求撰寫實用文，但內容及格式錯漏較多。 

• 部分學生取得三等或以上的成績，從學生的作品可見，他們能因應題目撰

寫實用文，只是在內容或格式上稍有疏漏。 

 

文章寫作旨在評估學生寫作文章的能力，學生須按寫作要求，擬定內容，並運用適切的表

達方式撰文。題目沒有限定學生創作的文體和字數，學生可自行決定文章的表達方式，或

記述自己和他人的經歷，或發表議論，或說明事理，或記述、抒情兼而有之，形式自由。以

下簡述學生在文章寫作的表現： 

樣本

參與學校學生表現分析報告

寫作 觀察

文章

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以書面語撰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
內容充實、結構嚴謹的作品則屬少數。

• 學生大致懂得分段寫作，但部分學生的文章結構仍略嫌鬆散，只有少數
作品能因應文章內容組織素材，適當分段。

• 學生的文句大致能達意，尚算通順，遣詞用字恰當。部分學生的文句流
於冗贅，亦有文句殘缺或夾雜口語。學生平日宜多積累詞彙和注意詞語
的運用。

• 大部分學生能運用書面語和完整句子寫作，詞語運用亦算恰當。
• 學生寫錯別字的情況時有出現。
• 學生大致能正確運用標點符號，較常運用的符號是逗號、句號。部分學

生未有按文意斷句；也有學生通篇只運用逗號及句號。

所有參與學校(採用評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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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2020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

學習範疇
中三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間

閱讀 9CR1 23 30分鐘

聆聽 9CL1 15 約20分鐘

寫作 9CW1 2 7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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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閱讀評估

卷別 篇章

類型

篇名 篇章
數目

題數 題型

9CR1

語體文
《賣藝人》
《百忍成金》

2 15
選擇、
短答、
填充

文言文 《淮南子‧人間訓》 1 4

實用文 覆函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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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基本能力 評估重點 題號 題數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料中的常用字 此兩項已融入其他評估重點中
--

BR3.2

能理解篇章中大部分詞句的含義
--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 理解篇章內容的前後關係
• 理解段落大意
• 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

1、2、3、4、
5、6、7、9、
10、11、12、
13、14

13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 判別篇章的寫作方法 8、15

2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 概略理解篇章的內容大意
• 通過故事情節，大致了解

主角的性格

16、17、18、
19 4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 概略理解信函的內容要點
• 判別本文的撰文目的

20、21、22、
23

4

題目總數 23

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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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閱
讀

強項 不足

語
體
文

•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章主
要的信息。

• 學生大致掌握常見的寫
作方法。

• 對於需要從多處擷取
信息始能回答的題目，
相對而言則較少學生
能選出正確的答案。

文
言
文

•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作
品的內容大意。

• 較少學生掌握作者觀
點或作品要帶出的主
要訊息。

實
用
文

• 學生大致能理解覆函的
主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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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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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CR1 Q6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賣藝人》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章主要的信息。

身邊行人如鯽，心裏突然響起另一把聲音：我
沒有給過錢，沒有給過掌聲，連駐足的尊重也
沒有，我有甚麼資格對他評頭品足呢？或許他
曾用心奏過千百遍《二泉映月》，不過，他內
心的孤苦、淒涼、悲哀，又得到過多少的同情
和安慰呢？這老頭不知要經歷多少困苦淒慘的
生活，才能奏出如此動人的曲調？有多少個賣
藝人能像阿炳一樣，在生命最後的日子得到音
樂學院教授的青睞，為他錄下《二泉映月》等
曲子而名傳後世？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受文本干擾(「思緒一時理不出答
案‥‥‥」)。

8.3%

B 受文本干擾(如：「這老頭不知要
經歷多少困苦淒慘的生活，才能
奏出如此動人的曲調？」)。

6.1%

C* 能理解作者認為自己沒有資格
批評老頭的原因，找出正確答
案。

82.9%

D 受文本干擾(如：阿炳的經歷)。 2.1%



例：9CR1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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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百忍成金》

學生答案舉隅

不收

不收下

不要

不理會

拒絕收下
置之不理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66.4%)



例：9CR1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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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百忍成金》

古人說：「百忍成金」，意思就是
說懂得凡事忍讓，才能做大事。跟別
人打交道，難免遇到橫蠻無理的人，
要忍氣吞聲，固然不容易，在逆境中
能默默忍受苦難，耐心等待成功的機
會，更是難上加難。

面對橫蠻無理的人，不少人就算不
是惡言相向，也免不了會擺出臭臉，
好讓惡人不敢放肆。有人甚至認為
「忍讓」是懦弱的表現。面對惡人的
欺負，總不能不反撃。在生活中，我
們總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別人對我
們態度親切，我們自然會對他們和顏
悅色；但如果別人咄咄逼人，我們還
能「處之泰然」嗎？我們應如何對待
橫蠻無理的人？想起南懷瑾的一篇文
章 ——〈温和對待他人的無禮〉，他
說對人温文有禮，就是教養。無論對
方是否有教養，我們也不要忘記自己
的教養。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較少學生能從多處擷取信息，

並選出正確的答案。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未能理解作者的觀點。 19.1%

B 受文本干擾(「有人甚至認為『忍
讓』是懦弱的表現」)。

5.6%

C* 能根據第1至第2段內容理解作者的
觀點，找出正確答案。

67.5%

D 受文本干擾(如：「古人說：『百
忍成金』，意思就是說懂得凡事忍
讓，才能做大事」)。

6.7%



例： 9CR1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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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百忍成金》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掌握常見的寫作方法。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未能判別對比論證及引用論證。 9.9%

B 未能判別對比論證、舉例論證、
引用論證及類比論證。

6.2%

C* 能辨別本文運用了舉例論證及引
用論證，找出正確答案。

79.5%

D 未能判別舉例論證及類比論證。 3.1%



例：9CR1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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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
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
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

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
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
節。

(選自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為方便擬題，部分文字曾作修改。)

註︰掇：取

志：內心所想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作品的內容大意。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誤解篇章部分內容(「楚人有乘船而
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19.9%

B 誤解篇章部分內容(「楚人有乘船而
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10.7%

C* 能判別符合楚人的描述，找出正確答
案。

61.1%

D 誤解篇章部分內容(「楚人有乘船而
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6.8%



例：9CR1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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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
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
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
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

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
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
節。

(選自劉安《淮南子·人間訓》)
(為方便擬題，部分文字曾作修改。)

註︰掇：取

志：內心所想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較少學生掌握作品要帶出的主要訊息。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受文本干擾(齊人在鬧市盜金的故事)。35.1%

B 受文本干擾(「是故聖人‥‥‥理好憎
之情，和喜怒之節」)。

5.8%

C* 大致了解篇章要說明的道理，找出
正確答案。

50.6%

D 受文本干擾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
變‥‥‥」)。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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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實用文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9CR1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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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覆函第1段的主要信息。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忽略篇章部分內容要點(「感謝 貴
校推薦多名初中學生參加 (本計
畫)‥‥‥」)。

4.5%

B* 能判別符合信函內容選項，找出正
確答案。

66.1%

C 忽略篇章部分內容要點(「感謝 貴
校推薦多名初中學生參加 (本計
畫)‥‥‥」)。

13.8%

D 忽略篇章部分內容要點(「經過面
試，張敏兒及周志明的表現優異獲
得錄取」)。

13.9%



9CR1 Q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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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I.  通知錄取名單

IV.  通知同學出席 「營前簡介會」

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學生大致能理解覆函的主要信息。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誤以為本文要宣傳夏令營。 9.9%

B* 能理解本文的撰文目的，找出
正確答案。

67.2%

C 未能理解篇本文的撰文目的。 11.0%

D 誤以為本文要鼓勵同學重視健
康生活。

9.8%



• 本年度參與學生在閱讀評估的表現大致良好。

• 學生大致能「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能判別篇章的
一般寫作方法」及「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 在「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方面，學生仍有可改進之
處。

總結(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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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閱讀範疇



• 學生宜多注意文章內容層次的理解。

• 對部分學生而言，理解文言作品並不容易。學生平日宜
多閱讀淺易的文言作品，以積累常見文言字詞的意義及
用法。

建議(閱讀範疇)



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寫作
 BW3.1 能按寫作要求，擬定內容

 BW3.2 能運用指定的表達方式1

1 如敘述、描寫、抒情、
說明、議論、游說。

 BW3.3 能組織素材，適當分段

 BW3.4 能寫大致通順的文句

 BW3.5 能寫常用的簡單實用文2

2 如書信(請假信)、啟事、
通告、報告。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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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寫作評估

卷別 題目 題數

9CW1

實用文-鳴謝啟事 1

文章寫作-
試以「送給自己的 _________」
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
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1

題目總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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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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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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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9CW1 (啟事)

U

空白試卷：沒有寫作

不予評級

⚫ 沒有任何實用文格式

⚫ 只抄錄題目或大段抄錄題目資料

⚫ 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例如把啟事寫成書信(如上款置於標題前面之類)

⚫ 格式正確，然內容未能對應題目要求

⚫ 沒有標題，雖然有正文、職銜、署名及日期

⚫ 標題欠「啟事」二字，而標題的文字亦與鳴謝無關，加上沒有職銜及署名

1

⚫ 內容要點不足(4項或以上欠缺/錯誤)

⚫ 格式完整

⚫ 文句尚通順

或

⚫ 內容要點齊備

⚫ 格式不完整(4項欠缺或錯誤)

⚫ 文句尚通順

2

⚫ 內容要點不足(1項或以上欠缺/錯誤)

⚫ 格式不完整(1-2項欠缺/錯誤)

⚫ 文句大致通順

3

⚫ 內容要點或格式不足(1-2項或以上欠缺/錯誤)

⚫ 格式完整
⚫ 文句大致通順

4

⚫ 內容充實 (註：評「4等」者，錯別字不可多於3個)

⚫ 格式完整

⚫ 文句通順

實用文等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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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寫作 強項 不足
實用文

寫作

•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根
據題目要求撰寫啟事。

• 大部分學生作品在內容
及格式方面仍有錯漏。

27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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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文–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格式、內容大致完
備。
格式：標題、署名
及日期正確。
內容：內容大致完
備，可是未有清楚
寫出社區中心以捐
款購買的設備，包
括：電腦和打印機。

標題

職銜

署名
日期



29

實用文–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格式：標題沒有
「啟事」兩字，但
有署名及日期，文
中亦有感謝的意思。
內容：誤將「愉快
社會基金」寫作
「愉快社會基企」。



文章寫作題目

卷別 篇章

9CW1 試以「送給自己的 ______________」為題，
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
完整的題目。)

30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文章寫作等級描述

註：1.如評「內容」為「一等」，「結構」最高只能為「三等」，其餘項目則不受影響。
2.考生答卷所寫通常為繁體字，若寫成簡化字(字形正確，以中國政府1986年所頒布
之《簡化字總表》為據)，亦應接受。

31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寫
作

強項 不足

文章
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撰寫內容
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

• 學生大致懂得分段寫作，
文章結構大致完整。

• 近半數的學生大致能書
寫正確的字詞。

• 部分學生偶有寫錯別字。

• 只有少數學生作品內容
充實、結構完整。

32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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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作–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題目：試以「送給自己的______________」為題，寫一篇文章。
(請在橫線上填上適當文字，使之成為一道完整的題目。)

「送給自己的 禮物 」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第一、二段點出我
學習彈奏鋼琴。

第三段點出我入選
鋼琴比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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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第四至五段指出我
為鋼琴比賽苦練。
第六、七段點出我
曾想放棄，幸而堅
持下來。

4

5

6



35

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第八段點出我在比
賽中得到理想的成
績。過程雖然辛
苦，但帶來滿足
感，這是我送給自
己的禮物。

學生能環繞主題寫作，內容及結構完整。

行文尚算流暢，但偶有沙石。

7

8

註：
文句有沙石
佳詞
錯字



• 本年度參與學生在寫作評估的表現尚可。

• 在實用文方面，學生大致能根據題目要求撰寫一
篇格式及內容大致完整的啟事。

• 在文章寫作方面，大部分學生能根據題目要求撰
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

總結(寫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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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寫作範疇



• 學生宜多閱讀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以學習不
同的寫作方法。

• 學生平日寫作宜留心：

– 寫作內容是否切合題旨？

– 文章的組織結構是否是突出中心思想？

建議(寫作範疇)



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聆聽
 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

點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
語的實際意思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
係1

1 如補充、說明及舉例。

 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2中主要的信息

2 中學生一般獲取視聽
資訊的來源有電視節
目、互聯網、電影、
電子資訊與廣告等。

聆聽範疇

38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聆聽評估

卷別 主題 題數 題型

9CL1 專題研習(中國醫學) 15 選擇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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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評估重點 題號 題數

BR3.1

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 理解話語的內容要點 2、3、5、6、

7、8、10、11、
12、14、15

11

BR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
的實際意思

• 聽懂話語的真正意思 1、9

2

BR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 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

關係
4、13

2

題目總數 15

聆聽範疇

40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本年度參與學生表現

41

聆聽 強項 不足

聆聽 •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
語的內容重點及主
題。

• 部分學生在判別話
語的實際意思及掌
握話語的前後關係
方面，表現有待改
善。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9CL1 Q5-7

42

錄音文本:

選項 (資料分析)

A B C D

Q5 能理解婉芬如何處理其他組
員表現欠佳一事，找出正確
答案。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老師要
求我們用互評表評價同組組
員的表現」)。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其實我們
一開始也說好了訂立時間表
的‥‥‥」)。

受媽媽的話語干擾(「你應該
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告訴老師，
讓老師懲罰他們‥‥‥」)。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87.4% 7.1% 2.8% 1.3%

Q6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最直接
的 方 法 就 是 替 他 們 重
寫‥‥‥‥‥‥」)。

受偉雄的話語干擾(「這樣不
是比寫互評表更有效嗎？」)。

能理解偉雄如何處理其他組員
表現欠佳一事，找出正確答案。

受媽媽的話語干擾(「你應該
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告訴老師，
讓老師懲罰他們‥‥‥」)。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4.2% 8.2% 85.1% 1.6%

Q7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最直接
的 方 法 就 是 替 他 們 重
寫‥‥‥‥‥‥」)。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老師要
求我們用互評表評價同組組
員的表現」)。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其實我們
一開始也說好了訂立時間表
的‥‥‥」)。

能理解媽媽如何處理其他組
員表現欠佳一事，找出正確
答案。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1.7% 3.8% 3.1% 90.5%

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理解話語
的內容重點及主題。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例：9CL1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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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文本:

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學生大致能通過婉芬的語氣，明白她責怪另一位同
學說話不懂分寸。然而，有一成半學生誤以為婉芬
諷刺同學不了解訪問目的。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能通過婉芬的語氣，掌握話語真
正的意思，找出正確答案。

71.3%

B 受婉芬的話語干擾(「我們今天要
訪問陳醫師，不要扯遠！ 」)。

15.5%

C 未能通過婉芬的語氣，掌握話語
的真正意思。

8.5%

D 受靜琴的話語干擾(「原來您是靠
這些形象工程招徠病人的呀」)。

3.0%



例：9CL1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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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文本: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部分學生能根據話語的前後關係，明
白陳醫師提及周先生病例的意圖。

選項 (資料分析) 參與學校
整體答對率

A 未能理解陳醫師想藉周先生的病例帶
出的信息。

12.1%

B 受陳醫師的話語干擾(「當時我初出茅
廬，沒甚麼顧慮，就放膽替他施針開
藥」)。

19.9%

C 受陳醫師的話語干擾(「這篇訪問為我
帶來 了很多病 人 ， 他 是我的貴 人
呀」)。

23.5%

D* 能理解陳醫師想藉周先生的病例帶出
的信息，找出正確答案。

43.1%



• 本年度參與學生在聆聽評估的表現大致良好。

•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話語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 在「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及「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方面，部分
學生的表現仍有待改善。

總結(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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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 學生平日可以多聆聽不同類型的話語，例如：
電視、電台節目、演說、訪問等，學習判別話
語的前後關係，並且留心說話者如何通過語氣
表情達意思。

建議(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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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聆聽範疇



評估材料

基本能力評估網頁: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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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科



Link for S.3 Feedback Survey
中三級意見調查超連結

Secondary 3 中三級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Pa

geNumber=1&SurveyID=m6MK7684&Preview=tru

e#

Thematic Seminar – Feedback Survey
「善用2020年全港性系統評估材料」專題講座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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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PageNumber=1&SurveyID=m6MK7684&Preview=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