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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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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程序 講者

下午1:45–2:00 簽到

下午2:00–3:15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概覽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教育評核服務部

科目經理

羅潔怡女士

及

科目高級主任

郭成東先生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國語文科（中學三年級）

學生整體表現

下午3:15–3:30 小休

下午3:30–4:15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國語文科（中學三年級）
學生整體表現

下午4:15–4:30 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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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環保，本活動不提供紙本講義。請到基本能力評估

網站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AL/TSA2023/TSA2023seminar.html)或掃

描提供的二維碼，檢視及下載講義。有關講義也會在2023

年12月底上載至WLTS網站，以供參閲。

謝謝您的支持。

講義及資料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AL/TSA2023/TSA2023seminar.html


內 容
一、簡介基本能力評估

二、簡介全港性系統評估
1. 評估設計

2. 評估報告

三、2023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及示例
1. 紙筆評估：閱讀、寫作、聆聽、視聽資訊

2. 抽樣評估：說話

四、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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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基本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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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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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

定義 一個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在中、英、數的表現水平：
 在該學習階段中達到最低而可接受的水平
 不需額外的學習支援
 有能力繼續下一個學習階段

注意
事項

在各學習階段進行水平釐定後，往後每年將以此水
平標準來擬訂學校及全港已達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
百分率，這百分率不會被該年評估題目的困難程度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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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至2023年中文科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二、全港性系統評估

評估設計及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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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設計 制定評估藍圖、審閱和批核題目

各級各科分別設立專責小組由現
職教師或校長、大專院校的專業
人士，以及教育局和考評局科目
經理或主任組成。而審題會的成
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審閱和批核
題目，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

檢討評估試卷

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結果發放後，各級
各科分別成立評估試卷檢討小組。成
員包括試卷主席、現職教師、教育局
課程發展主任和考評局科目經理或主
任。為確保評估試卷在檢討時保持客
觀，教師代表來自不同組別的學校，
亦非審題會的成員。

10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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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版本 內容
I 現行版 - 學校報告及題

目分析報告
• 提供學校數據及全港數據

II 精簡版 - 學校報告及題
目分析報告

• 只提供學校數據，剔除用作參照的全港數
據

III 基本能力題組綜合
報告

• 以圖像表示相同基本能力/評估重點/學習
單位的題目組群的學校及參與學校的平均
百分率，並附以整體學生表現的示例解說

IV 資料分析報告 • 提供每道選擇題相對應的學習重點、基本
能力、評估重點以及各個選項的分析

非華語(NCS)學生報告
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報
告

• 學校如有五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參加評估，可從網站下載相關
報告

學生基本能力報告 中、英、數三科已達基本能力的學生表現概說
及範例，並附以表現良好的學生概說

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Online Item Analysis Report）

在同一電腦介面上
• 顯示每道題目的學校及/或全港答對率
• 提供題目、參考答案及選擇題資料分析，

以及跟進活動建議的連結



顯示學校已選擇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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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評估報告 樣本



網上題目分析報告(OIA) 

 學校可因應分析數據或教學的需要，為教師建立
「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 教師」帳戶。

 教師用戶可於「基本能力評估」網站
(www.bca.hkeaa.edu.hk) 閱覽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教師帳戶之使用時段為該年成績公布日起至翌年
6月30日。

特點
• 在同一電腦介面上
• 顯示每道題目的學校及/或全港答對率。
• 提供題目、參考答案及選擇題資料分析，以及跟進

活動建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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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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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題目分析報告 (OIA)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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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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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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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連結至
WLTS

跟進活動
建議

樣本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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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活動建議(WLTS)



三、2023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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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學習範疇 分卷 題數 評估時限

閱讀 9CR1 23

30分鐘9CR2 23

9CR3 23

聆聽 9CL1 15
約20分鐘

9CL2 15

寫作

9CW1 2

75分鐘9CW2 2

9CW3 2

說話*
9CSI1-
9CSI8 8（個人短講）

準備時間：5分鐘
說話時間：2分鐘

9CSG1-
9CSG8 8（小組討論）

準備時間：5分鐘
討論時間：8分鐘

視聽資訊 9CAV 12 約15分鐘

*說話評估以隨機抽樣形式進行 21



一般評論

本年度以聆聽表現較佳，閱讀及視聽資訊
表現尚算平穩，而寫作表現則稍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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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閱讀範疇
範疇 基本能力 備註

閱讀  BR3.1 能認讀一般閱讀材
料中的常用字1

1 國家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學生
在初中階段完結時，認識常
用字3,500字(部分屬簡化
字)，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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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
寫作方法2

2 如敘述、描寫(人物、景
物) 、抒情(直接抒情) 、說
明(分類、舉例) 、議論(例
證、因果)。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
言作品3

3 淺易文言作品是指篇幅較
短，少用典故，詞義、語法
與現代漢語相近，內容與現
今生活有共通性的文言作品。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
實用文4

4 中學生一般會讀到的實用文
有書信、啟事、通告、演講
辭、說明書、會議紀錄、報
告、廣告等。

 BR3.7 能識別視聽資訊5中
主要的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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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基本能力
卷別 / 題號

題數
9CR1 9CR2 9C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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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5、7、9、10、
11、13、14、
15

1、2、4、5、
7、9、10、11
13、14、15

1、2、4、5、
7、8、9、10、
12、13、15

23*

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6、8、12 3、6、8、12 3、6、11、14 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16、17、18、
19

16、17、18、
19

16、17、18、
19

12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20、21、22、
23

20、21、22、
23

20、21、22、
23

12

題目總數 54*

*各分卷的重疊題目只計算一次。

閱讀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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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語體文

分卷 篇名 主題

9CR1(一) 《匠人精神》 記敘作者傳承父
親的烹調精神

9CR1(二)/9CR2(二) 《談寬容》 論說待人以寬的
處世態度

9CR2(一)/9CR3(一) 《元旦日出》 描寫元旦日出所
見所感

9CR3(二) 《鳴沙山與月牙泉》說明敦煌兩大奇
景



閱讀範疇

閱讀 整體表現

語體文 強項 •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篇章內容大意。

弱項 • 部分學生在歸納內容要點、判別前文後
理的題目，表現稍欠穩定。

文言文 強項 •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實用文 強項 •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文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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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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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R2 Q1 (9CR3 Q1)   
近年疫情反覆，影響大眾的日
常生活、健康、工作，以至經濟
民生等，大家的心情也大受影
響。想到新一年即將來臨，我相
約兩位朋友一起登山觀賞日出，
聊聊天，散散心。新的一年意味
着「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一
切事物呈現一番新氣象，元旦日
出帶給人們無限的温暖和希望。
我們決定登上飛鵝山欣賞元旦日
出，期望新一年一切更好。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A 受文本干擾(「一切事物呈現一番
新氣象」)。

B 受文本干擾(「近年疫情反覆，影
響 大 眾 的 日 常 生 活 、 健
康‥‥‥」)。

C 受文本干擾(「我相約兩位朋友一
起登山觀賞日出‥‥‥」)。

D* 能理解第1段的內容要點，找出正
確答案。

《元旦日出》

學生大致能理解段落的內容
重點。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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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學生大致能根據篇章前文後理，理解
內容要點。

《匠人精神》
⑤五年過後，有一天我站在爐前，不知不覺
已經習慣了煙燻火烤，汗流浹背，拿着父親
特製的鏟子煎魚皮，鎖住魚汁，想起他經常
強調：「煎，是紅燒魚的關鍵。」虱目魚肉
質軟嫩，稍一不慎便會戳破魚皮，魚汁便會
流失，所以父親特意加厚鏟子的邊，使它變
得圓鈍。紅燒之前，要先把鍋燒紅，再下油
催熟魚肉，令魚不粘鍋，皮脆肉嫩。「火候
，是在瞬間作最直接的判斷，那是廚師的經
驗與直覺糅合而成。兒子，你的烹調技巧仍
然未夠成熟，未夠精細，你還需更多的『火
候』。」父親語重心長地說。

⑥時間又過了十年，我已經三十五歲。這次
我把魚煎好了，紅燒前先把薑絲、蒜泥、青
蔥下鍋炒至焦黃。再把煎好的魚下鍋煮，煮
的時候只能翻一次。與一般的做法不同，父
親不用老抽、豆豉、冰糖、烏醋來調味提鮮
，而是用虱目魚煮成的高湯來煮。「兒子，
你知道為甚麼我堅持只用高湯調味嗎？」我
連忙點點頭，自信地說：「知道！」父親笑
着說：「兒子，你由二十歲開始跟我走進這
個廚房，轉眼已經過了十五個年頭……」父
親摘下他的廚師帽，為我戴上。看見他眼泛

淚光，我也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淚下。



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鳴沙山與月牙泉》

9CR3 Q9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29

導遊問我有沒有聽過敦煌八大奇
景，我說只認識敦煌的莫高窟。那
一天，他帶我去欣賞其中兩大奇
景 —— 鳴沙山和月牙泉。他說鳴
沙山佇立於甘肅省敦煌市莫高鎮的
沙漠，東西綿延約40公里，南北寬
約20公里，最高海拔1715米，因沙
動成響而得名。古時稱為「沙角
山」，整個山由紅、黃、綠、白、
黑色米粒狀的流沙積聚而成，五色
沙粒幼細軟滑。沙峰起伏，遊客順
坡滑落，便會發出轟鳴聲，稱為
「沙嶺晴鳴」，真不愧為敦煌八大
奇景之一！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篇章前文後理，
理解內容要點。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1 Q13 (9CR2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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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3 能歸納篇章的內容要點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寬容待人呢？秘
訣就是互諒、互讓、互敬、互愛。
互諒，就是彼此諒解，設身處地為
別人着想；互讓，就是彼此謙讓，
不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互敬，就
是彼此尊重，不計較你我高低，正
所謂「敬人者，人自敬之」，你尊
重別人，自然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互愛，就是彼此關心，用愛消除隔
膜，互相包容。

或者有人會問，寬容需要設限嗎
？答案是需要的。寬容是指我們不
應計較，包容對方，要讓對方知道
自己錯在哪裏，但不等於容忍對方
不斷犯相同的錯誤。如果無原則地
一直寬容，只會變成縱容，甚至會
變成姑息養奸，這樣的話，世界會
變成怎樣？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概括理解篇章的內容要點，把分散在篇章
的信息，加以整合和歸納。

《談寬容》

A 受文本干擾(「寬容需要設限嗎？
答案是需要的」)。

B 受文本干擾(「寬容是指我們不應
計較，包容對方‥‥‥」)。

C* 能理解「寬容待人」需要注意甚
麼，找出正確答案。

D 忽略部分內容要點(如：「要讓對
方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2 Q6 (9CR3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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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元旦日出》

A 誤以為篇章是運用了插敘
法。

B* 能判別篇章的寫作手法，
找出正確答案。

C 誤以為篇章是運用了間接
描寫。

D 誤以為篇章是運用了詠物
抒情。

學生大致能判別常見的寫作手法。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3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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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學生大致能根據文章相關段落，找到兩
種主要運用的說明手法。

《鳴沙山與月牙泉》 導遊問我有沒有聽過敦煌八大奇景，我說

只認識敦煌的莫高窟。那一天，他帶我去欣賞
其中兩大奇景 —— 鳴沙山和月牙泉。他說鳴
沙山佇立於甘肅省敦煌市莫高鎮的沙漠，東西
綿延約40公里，南北寬約20公里，最高海拔
1715米，因沙動成響而得名。古時稱為「沙角
山」，整個山由紅、黃、綠、白、黑色米粒狀
的流沙積聚而成，五色沙粒幼細軟滑。沙峰起
伏，遊客順坡滑落，便會發出轟鳴聲，稱為
「沙嶺晴鳴」，真不愧為敦煌八大奇景之一！

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長約150米，

寬約50米，其形狀好像一彎新月。古時稱為
「沙井」，又名「藥泉」，到了清朝，才因其
外形而命名為「月牙泉」。泉水清澈見底，甘
甜清涼。古人曾說：「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
形千古如舊，惡境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
淹於沙，古潭老魚食之不老。」這個千年不涸
的水泉，有「沙漠第一泉」之稱。月牙泉內長
有眼子草和輪藻等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蘆葦，
為黃沙大地添上一點綠。

A 未能判別分類說明及
引用說明。

B* 能判別第2至3段運用
的說明手法，找出正
確答案。

C 未能判別數字說明、
分類說明、比較說明
及引用說明。

D 未能判別數字說明及
比較說明。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9CR3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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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4 能判別篇章的一般寫作方法

表現良好的學生對常見的寫作手法有較全面的認識。

《鳴沙山與月牙泉》

A 誤以為篇章運用了借物抒情。

B 誤以為篇章運用了託物言志。

C 誤以為篇章運用了對照比較。

D* 能判別篇章的寫作方法，找出正
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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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文言文

分卷 出處

9CR1 篇名：《百喻經・奴守門喻》

9CR2 作者：李延壽
篇名：《北史》

9CR3 作者：錢大昕
篇名：《弈喻》



9CR1 Q17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35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A 受文本干擾 ( 「鄰里家有作樂
者‥‥‥置於驢上」)。

B 受文本干擾 ( 「鄰里家有作樂
者‥‥‥尋以索繫門」)。

C 誤解內容要點(「尋以索繫門，置
於驢上」)。

D* 能理解主人離家後，僕人怎樣做，
找出正確答案。

學生大致能掌握文言故
事的情節。



9CR3 Q19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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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A 未能理解故事說明的道理。

B 受文本干擾(「終日默坐而已」)。

C* 能通過故事情節，理解故事說明的
道理，找出正確答案。

D 誤解篇章內容(「嗤其失算」)。

學生大致能理解文言
故事的內容，掌握要
說明的道理。



9CR3 Q16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37

BR3.5 能概略理解淺易文言作品

A 受文本干擾(「一客數敗」)。

B 誤解篇章內容(「嗤其失算」)。

C 誤解篇章內容(「客請與予對局」)。

D* 能理解篇章的內容大意，找出正確
答案。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理解文言故
事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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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實用文

分卷 篇章

9CR1 〈通告〉

9CR2 〈報告〉

9CR3 〈書信〉



9CR1 Q21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39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A 受文本干擾(「學校義工組特地安
排同學到‥‥‥參觀」)。

B* 能概略理解舉辦活動的主要目的，
找出正確答案。

C 忽略內容要點(「為了讓同學多關
注香城流浪動物的情況」)。

D 受文本干擾(「讓參與的同學分享
活動體驗和感受」)。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用
文的內容大意。



9CR3 Q23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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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A* 能理解投訴信的主要投訴事項，
找出正確答案。

B 受文本干擾(「有機會傳播登革熱
病毒」)。

C 受文本干擾(「…… 嚴重影響住
戶的健康」)。

D 受文本干擾(「有部分住戶曾就蚊
患問題向貴處投訴，但成效不
彰」)。

學生大致能理解投訴信
的主要信息。



9CR2 Q22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41

BR3.6 能概略理解常見的實用文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
丁項的內容，為調查報
告自訂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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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能力―寫作範疇

42



實用文寫作題目

分卷 題目類別

9CW1 啟事

9CW2 邀請信

9CW3 活動報告

43



9CW1 (啟事) 9CW2 (邀請信) 9CW3 (活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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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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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與暫停服務/裝修無關，加上沒有職
銜及署名

不予評級

• 沒有任何實用文格式

• 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例如把書信寫

成啟事

• 欠稱謂，也沒有署名及日期等書信格

式

• 格式正確，惟內容未能對應題目要求

• 只抄錄題目或大段抄錄題目資料

不予評級
• 沒有寫作
• 只抄錄題目或大段抄錄題目

資料
• 沒有任何實用文格式
• 格式正確，然內容完全未能

對應重點
• 漏填標題或標題欠「報告」

二字，也沒有列寫小標題，
只有下款及日期

• 錯認/漏填標題，也沒有列寫
小標題、下款及日期

• 標題與報告內容無關(即使有
「活動報告」四字)，也沒有
列寫小標題、下款及日期

• 誤用其他實用文格式，例如
把報告寫成建議書等

1 • 內容要點或格式不足(4項或以上欠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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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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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要點及格式完備

實用文等級描述



寫作範疇―實用文

寫作 整體表現
強 • 大部分學生能撰寫格式正確及內容簡潔的啟事，

表現見進步。
• 部分學生能撰寫格式正確的書信。

弱 • 較多學生未能清楚掌握報告應有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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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

46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1)(續)

47



48
署名

日期

標題 說明

• 在內容方面，學生大致
能點出暫停服務的原因
(1a)，文中有清楚交代暫
停服務日期(1b)、重新開
放日期及時間(1c)、還書
安排(1d)，以及查詢電話
(1e )。

• 格式大致完整，包括標
題(2a)、職銜(2b)、署名
(2c) 和發文日期(2d)，惟
誤寫結束語「此致各中
心會員」(2e)。

• 行文用語尚算恰當。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

• 本文內容完備，開首
已明確寫出暫停服務
的原因 (1a)，然後再
羅列暫停服務的日期
(1b)、重新開放時間
(1c)、還書安排 (1d)
及查詢方法 (1e)等資
料。

• 格式完整，包括標題
(2a)、職銜(2b)、署名
(2c)和發文日期(2d)。

• 行文用語大致恰當。

標題

署名

日期

49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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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2)(續)

51



說明
• 內容大致完備。學生能根據

題目的要求，交代去信目的
是邀請陳一心女士擔任校慶
典禮主禮嘉賓(1a)，文中清
楚寫出典禮舉行日期及時間
(1b)、地點(1c)，以及邀請
對方致辭(1d)。

• 學生大致掌握書信的格式，
能寫上款(2a)、職銜(2b)、
署名(2c)及日期(2d)，惟欠
寫祝頌語(2e)。

• 行文尚可，惟學生在文中寫
「但仍未落實一名主禮嘉
賓」，行文語氣並不恰當。
偶有錯別字，如「已」誤作
「 己 」 、 「 禮 」 誤 作
「」、「邀」誤作「」。

職銜

署名

日期

52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上款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
• 本文內容完備。學生能根據

題目的要求，清楚寫出學校
將 舉 行 校 慶 典 禮 的 日 期
(1a)、時間(1b)、地點(1c)，
並邀請陳一心女士擔任校慶
典 禮 的 主 禮 嘉 賓 及 致 辭
(1d)，再交代聯絡方法(1e)。

• 學生大致掌握書信的格式，
能寫正確發端語(2a)、結束
語(2b)、職銜(2c)、署名(2d)
及發文日期(2e)。

• 行文用語大致恰當。

• 偶有錯別字，如將「禮」誤
作「」。

53

發端語

職銜

署名

日期

結束語



寫作範疇―實用文 (9CW3)

54



說明
• 本文大致能清楚寫出網上閱讀

計畫的概況，如參加人數(1a)、
電子書的類別及數量(1b)、參加
學生對活動的喜歡程度(1c)，並
提出兩項具體建議(1d)。

•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
包括：上款 (2a) 、報告標題
(2b)、小標題(2c)、職銜(2d)、署
名(2e)及日期(2f)，但標題略欠
完足，學生只寫「初中生網上
閱讀計畫」，而非「初中學生
網上閱讀計畫」。此外，學生
沒有在標題或職銜寫上「美城
中學」。

• 行文用語尚算恰當，惟偶有錯
別字，如「初」錯寫成「 」、
「辦」錯寫成「辨」和「烹」
錯寫成「」。

上款

標題

小標題

55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小標題



職銜

署名

56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日期



上款

標題

小標題

57

小標題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說明
• 本文大致能清楚寫出活動的概

況，包括參加美城中學「初中
學生網上閱讀計畫」的人數
(1a) 、 閱 讀 電 子 書 的 概 況
(1b)，以及學生喜歡活動的程
度(1c)。至於建議方面，學生
大致能依據題目的提示，先提
出活動的不足，然後提出改善
建議(1d)。

• 本文能根據題目要求依次交代
活動的概況 (2a)及兩項建議
(2b)。

• 學生大致能掌握報告的格式，
包括：上款(3a)、標題(3b)、
小標題(3c)、職銜(3d)、署名
(3e) 及發文日期(3f)。



職銜

日期
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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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文章寫作題目

分卷 篇章

9CW1 試以「______________ 的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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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CW2 試以「勇氣」為題，寫一篇文章。

9CW3 試以「禮物」為題，寫一篇文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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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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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文章寫作

寫作 整體表現

強 • 大部分學生能撰寫內容淺易，結構簡單的文章。
• 個別學生能言之有物，嘗試以不同的手法寫作，
輔以不同的例子，以引起讀者的興趣。

弱 • 大部分作品能圍繞主題寫作，惟只有部分學生
能緊扣題旨發揮。

• 部分學生在錯別字和錯用標點方面仍有待改進。

61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62

題目：試以「______________的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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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雨 的一天」
說明

• 本文以「下雨的一天」為題，記述
「我」本來約了到朋友家，但因遇上大
雷雨，於是走到咖啡室避雨和歇息(1a)。
後來跟朋友的約會改期，寫「我」在咖
啡室一面喝咖啡，一面欣賞大自然的
「交響樂」，享受悠閑的時光 (1b)，惟
內容略嫌空泛，描寫欠深入(1c)。

• 結構大致完整，分段尚恰當。全文分三
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點明「我」因着天
快下雨，於是回家拿傘(2a)；第二個層次
記述「我」走到咖啡室避雨和歇息的經
過(2b)；第三個層次寫天空轉晴，「我」
回家去，總結全文(2c)。

• 行文尚可，用詞恰當，如「添亂」、
「不甘示弱」和「蔚藍的」。

• 偶有錯別字，如將「睜」誤作「 」，
「牌」誤作「 」等。

• 標點符號偶有錯誤。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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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64

題目：試以「______________的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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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高 的一天」 說明
• 文章以「登高的一天」為題，內容

記述作者與朋友登山的經歷和感
悟，明白人生就如登山一樣，最重
要的是用心欣賞沿途的美景，莫等
到了暮年才後悔。內容充實，緊扣
主題。本文先寫某年秋天，「我」
相約朋友登山，以排解心中的鬱悶
(1a)，之後描寫沿途的風景、大自
然的聲音等(1b)。然後以一群旅人
作對比，凸顯自己和友人用心地、
慢慢地欣賞沿途風光(1c)。文末以
登山的經歷比喻人生的成長之路，
並期待下一次登山(1d)。

• 文章內容層次分明。首先以回想之
前「我」和朋友登山的經歷和感受
作為引子 (2a)，然後寫登山的見
聞，描寫山上景色美不勝收(2b)，
末段寫人生好像登山，沿途有不少
美景，切忌浮躁，要學會慢慢欣賞
和體會(2c)。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續)

65

說明
• 行文流暢，用詞準確，如「若隱若

現」、「恍然大悟」、「繁花似
錦」等。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晶瑩」誤
作「晶螢」。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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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67

題目：試以「勇氣」為題，寫一篇文章。

說明
• 本文以「勇氣」是我們不可
缺少的力量為題(1a)，以勇氣
能讓人成功、能讓人再接再
厲，能鼓勵人們前進幾方面
說明(1b)。內容扣緊題目，惟
例子和闡述略嫌簡單。

• 內容結構大致完整。本文開
首指出人生總會遇上各種挫
折，但卻沒有「勇氣」去嘗
試 (2a)，然後從幾方面說明
「勇氣」對人們有何好處，
並簡單地舉例子說明(2b)。文
末重申自己的立場(2c)。

• 文句大致流暢，用語尚算簡
潔。

• 標點符號偶有錯誤。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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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69

題目：試以「勇氣」為題，寫一篇文章。 說明
• 內容切合主題，文章開首以「有

勇氣能讓人成功」立論(1a)，然
後從兩方面說明有勇氣的人願意
面對和承擔過錯(1b)，有勇氣的
人會為不平等及弱勢社群發聲
(1c)，輔以不同的例子說明。之
後進一步說明即使沒有計畫，有
勇氣的人也會樂意接受挑戰，面
對失敗也會不斷嘗試(1d)。最後
以一連串的比喻作結，說明勇氣
能使我們成功(1e)。

•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本文先以
反問引入主題(2a)，然後以不同
例子帶出有勇氣的人有甚麼特
質，如何取得成功(2b)，之後說
明有勇氣的人不怕失敗，不輕易
放棄(2c)。最後以比喻作結，說
明有勇氣最終定能成功(2d)。

• 行文大致通順，用語準確，如
「深得民心」、「多管閒事」。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兩段」
誤作「兩斷」；「殺身之禍」誤
作「殺生之 」。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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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題目：試以「禮物」為題，寫一篇文章。

71

說明
• 本文藉着一份「禮物」——手繩，

憶起「我」跟婆婆的快樂回憶。文
章先寫「禮物」的意義，而令
「我」最難忘的禮物就是手繩。隨
着年月流逝，那條手繩已變了啡黃
色(1a)。之後記述「我」小時候跟朋
友出外遊玩，手繩不見了，幸好婆
婆替他拾回並縫好(1b)。後來有一次
「我」被同學取笑而打傷對方，婆
婆代「我」向同學道歉(1c)。末段寫
手繩已變成「我」跟婆婆的快樂回
憶(1d)。內容簡單，尚算切合題目要
求，可惜發揮一般。

• 全文結構大致完整。本文先交代手
繩雖已變舊，但滿載跟婆婆快樂的
回憶(2a)，然後藉手繩帶出「我」與
婆婆的生活點滴(2b) 。

• 行文尚算流暢，用語準確，如「苦
苦哀求」、「匆匆忙忙」。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殘舊」誤作
「踐舊」、「戴上」誤作「帶
上」、「咄咄逼人」誤作「咄咄逼
言」、「道歉」誤作「道謙」、
「煩惱」誤作「煩腦」。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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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
題目：試以「禮物」為題，寫一篇文章。

73

說明
• 本文內容切合題旨，以一份無價

的「禮物」——同學間的回憶帶
出全文(1a)。作者回想中二那年
某天的經歷，因意外受傷，手術
過後，老師和同學對「我」關懷
備至，感受到快樂和幸福(1b)，
最後作者體會「回憶」的可貴，
友情的重要(1c)，並帶出對人生
的領悟(1d)。

• 結構大致完整。文章先點明畢業
季來臨使「我」感到失落(2a)，
然後憶述「我」跟同學的經歷，
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誼(2b)。最
後以珍惜與同學之間的回憶作
結，抒述感受(2c)。

• 行文大致流暢。

• 全文用語大致準確，如「時光流
逝」、「隱約」、「自告奮
勇」。

• 本文偶有錯別字，如將「餵」誤
作「喂」。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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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寫作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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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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能力―聆聽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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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

77

聆聽 整體表現

強 • 學生大致具備不俗的聆聽要點能力。
• 學生大致能聽出話語的內容重點和主題，
以及掌握話語的前後關係。

弱 • 部分學生在判別話語的實際意思方面，表
現有待改進。



9CL1 Q3 (9CL2 Q3)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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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A 受美恩的話語干擾
(「主題能夠引起同
學 的 興 趣 固 然 重
要‥‥‥」)。

B 受美恩的話語干擾
(「這次校園電台節
目介紹網上購物，下
次豈不是要介紹攝
影」)。

C* 能通過美恩的話語，
找出正確答案。

D 忽略美恩曾提及「我
認為節目的主題能夠
引起同學的興趣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要圍繞社會時事。」

錄音文本:

學生大致能從不同說話者的
話語，理解他們說話的重點。



9CL1 Q4 (9CL2 Q4)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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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1 能理解話語的的主題和內容要點

錄音文本:

A 忽略其中一項內容要點(培養同學
多角度思考)。

B 忽略其中一項內容要點(有更深入
的思考和分析)。

C* 能理解製作校園電台節目的目
的，找出正確答案。

D 忽略其中一項內容要點(希望同學
關心社會，時事民生)。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說話者的話語
重點。



9CL1 Q1 (9CL2 Q1)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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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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受美恩的話語干擾(「智文，真是
謝謝你的好提議」)。

B 未能通過美恩的語氣，掌握話語
的真正意思。

C 未能通過美恩的語氣，掌握話語
的真正意思。

D* 通過美恩的語氣，掌握話語的真
正意思，找出正確答案。

學生大多能根據美恩的語氣，選出
正確答案。



9CL2 Q9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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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3.2 能透過說話者的語氣，聽出話語的實際意思

A 未能通過張先生的語氣，掌握話
語的真正意思。

B 受張先生的話語干擾(「消費者的
網 購 經 驗 多 是 關 於 送 貨 延
誤‥‥‥」)。

C* 通過張先生的語氣，掌握話語的
真正意思，找出正確答案。

D 未能通過張先生的語氣，掌握話
語的真正意思。

錄音文本: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根據張先生的語
氣，選出正確答案。



9CL2 Q13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82

BL3.3 能概略理解話語內容的前後關係

錄音文本:

A 受智文的話語干擾 (「他要求網
店‥‥‥退還所有款項」)。

B 受智文的話語干擾(「我叔叔喜歡
一邊跑步，一邊聽音樂」)。

C* 能理解智文舉叔叔作為例子的用
意，找出正確答案。

D 受智文的話語干擾(「網上說明該
耳機有阻隔噪音功能」)。

學生大多能根據例子的用意，選出
正確答案。



基本能力—視聽資訊

83

基本能力 備註

 BR3.7 能識別視聽資訊5中
主要的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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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5中
主要的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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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資訊

視聽資訊 整體表現

強 • 學生大致能判別短片的主要信息和理解內容要
點。

弱 • 對於一些問及多於一項內容重點的題目，部分
學生的表現有待改進。

• 對於一些需綜合視覺和聽覺能力回答的題目，
部分學生的表現仍有待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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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85

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A 忽略了其中一項內容要點(「製作過
程」)。

B 未能識別短片介紹「花牌」的內容
要點。

C* 能識別短片從哪兩方面介紹「花
牌」，找出正確答案。

D 忽略了其中一項內容要點(「使用物
料」)。

大部分學生能概括短片的內容重點。



Q4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中三學生表現

86

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學生大致能識別短片的內容重點。

A* 能判別李志南轉用銻花製作「花
牌」的原因，找出正確答案。

B 受短片內容干擾(「為了環保，他們
會替『花牌』重新換上祝福字句，
循環再用」)。

C 未能判別李志南轉用銻花製作「花
牌」的原因。

D 受短片內容干擾(「後來同行都跟我
學習使用銻花做『花牌』」)。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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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A 忽略了其中一項內容要點
(「要為花車度身訂造花牌，
才能符合花車巡遊的高度限
制」)。

B 未能識別籌備花車巡遊時遇到
的兩項挑戰。

C* 能識別籌備花車巡遊時遇到的
兩項挑戰，找出正確答案。

D 忽略了其中一項內容要點(這
是很大的挑戰，如何令花牌有
流動性)。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識別受訪者
的話語重點。



表現良好的中三學生表現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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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3.7/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主要的信息

A 未能從資料一識別正確選項。

B 未能從資料一識別正確選項。

C 未能從資料一識別正確選項。

D* 能從資料一顯示，找出正確答案。

表現良好的學生能細心聆
聽及觀看短片的內容，並
根據短片所附圖表，辨別
正確答案。



小結
2018、2019及2023年中三級全港性系統

紙筆評估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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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及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閱讀 表現 聆聽 表現

BR3.3 能歸納篇章
的內容要點

大部分學生能理解
篇章內容大意。

BL3.1 能理解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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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3.4 能判別篇章
的一般寫作方法

學生大致能判別篇
章的寫作手法。

BL3.2 能透過說話
者的語氣，聽出話
語的實際意思

部分學生在判別話
語的 實際 意 思方
面， 表現 有 待改
進。

BR3.5 能概略理解
淺易文言作品

大部分學生大致能
理 解 淺 易 文 言 作
品。

BL3.3 能概略理解
話語內容的前後關
係

學生大致能掌握話
語的前後關係。

BR3.6 能概略理解
常見的實用文

學生大致能理解實
用文的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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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及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表現

寫作 表現 視聽資訊 表現

實用文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寫格式正確
及內容簡潔的啟事。

• 部分學生能撰寫格式正確
的書信。

• 較多學生未能清楚掌握報
告應有的格式。

BR3.7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
主要的信息

(閱讀能力)

• 學生大致能
判別短片的
主要信息和
理解內容要
點。

• 對於一些問
及多於一項
內容重點的
題目，部分
學生的表現
有待改進。

• 對於一些需
綜合視覺和
聽覺能力回
答的題目，
部分學生的
表現仍有待
改進。

文章寫作

• 大部分學生能撰寫內容淺
易，結構簡單的文章。

• 個別學生能言之有物，嘗
試以不同的手法寫作,輔以
不同的例子，以引起讀者
的興趣。

• 大部分作品能圍繞主題寫
作，惟只有部分學生能緊
扣題旨發揮。

• 部分學生在錯別字和錯用
標點方面仍有待改進。

BL3.4 能識別視聽資訊中
主要的信息

(聆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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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3年學生整體表現概說
及示例

抽樣評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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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課程重點與基本能力—說話範疇



94

學生說話評估示例

https://www.bca.edu.hk

https://www.bca.edu.hk/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範疇—個人短講

95

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 備註

強項 弱項
• 學生大致能按題

目要求，擬定說
話內容，作簡單
而完整的短講

• 個別學生論點清
晰，輔以例子說
明，內容充實

• 部分學生能運用
準確、豐富生動
的詞彙；說話清
晰自然,條理分
明

• 部分學生能善用
標示語和關聯詞

• 部分學生未能善
用兩分鐘短講時
間

• 部分學生的詞彙
較貧乏，偶有夾
雜英語詞彙的情
況，影響表達

• 部分學生忽略題
目中的關鍵字眼，
以致內容未能緊
扣主題

• 部分學生未能善
用標示語和關聯
詞

• 部分學生對一些
與社會、生活相
關的題目缺乏認
識，內容單薄

• 能運用已有知識，
加以發揮

• 能善用標示語或
連接詞，表達層
次分明

• 能從不同角度切
入，發表己見

• 整體來說，本年
度學生的表現跟
往年大致相若。
內容大致清晰完
整，離題情況甚
少

• 部分學生在審題
和用詞方面仍需
努力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說話範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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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表現良好 備註

強項 弱項
• 大部分學生能按

題目要求，表達
自己的意見，並
適切地回應其他
同學的發言

• 在條理和語速語
氣方面都表現理
想，能就個人看
法輔以例子表達。
整體討論氣氛良
好。

• 部分學生只是輪
流地表達自己的
意見，甚至自說
自話

• 部分學生的內容
欠缺具體例子，
或所論述的例子
未能緊密地回應
論點，論證過程
欠清晰。

• 部分學生對身邊
的事物認識不多，
思考角度單一，
以致討論過程顯
得平淡。

• 小部分學生的回
應流於機械化

• 能留心聆聽同學
發言，或以點頭
表示同意，摘記
討論要點

• 能從不同角度思
考，輔以適當的
例子佐證，論據
充足

• 個別學生能圍繞
主題，擴展討論
內容，並能帶動
同學一起討論。

• 整體來說，本年
度學生整體表現
平穩。大部分學
生積極發言，表
達自己的意見，
輔以例子說明。

• 部分學生的內容
單薄，思考角度
單一。論證過程
未夠嚴密，討論
技巧有待改善。



2018、2019及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內容 • 學生大致能根據短講題目要求表達意見，惟內容一般，未見
豐富。近年離題情況甚少

• 大部分學生能主動參與小組討論，表達己見，回應同學，惟
部分學生的內容闡述未見深入，在舉例子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結構 • 學生普遍能組織結構完整的說話內容
• 部分學生未能善用2分鐘時間組織短講內容，欠缺條理或重複
內容；有些學生仍未能善用標示語和關聯詞

• 部分學生未能善用準備時間，用作構思內容或寫大綱

用詞 • 學生尚能運用恰當的詞語表達
• 部分學生的詞彙欠缺生動變化，偶有夾雜英語或潮流用語

審題 • 部分學生未能注意題目中的關鍵字眼，以致內容未能扣緊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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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及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說話評估 學生表現

學生表現

說話
技巧

• 部分學生說話時語調平淡，吐字欠準確，有「懶音」問題；
或常於句末用「啦」、「呢」、「囉」等

• 小部分學生說話聲量不足

其他 • 默不作聲或不作回應的情況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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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SI3：疫情使人們在學習、社交等方面有所改變，

你從中學到甚麼？試加以說明。

部分學生只提及人們在疫情期間有甚麼改
變，很少或沒有提及自己從中學到甚麼，
以致說話內容未能扣緊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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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SI8：你認為學校能吸引學生入讀的最重要因素

是甚麼？為甚麼？

有學生能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如校園設施、
師資、校風、公開試成績等，通過比較不
同因素，談及自己認為學校最能吸引學生
入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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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SG3：你認為學生選科時，應該首先考慮能

力還是興趣？為甚麼？

有學生選擇「能力」，指出「能力」
會影響學業成績的表現、升學前途；
有學生選擇「興趣」，指出「興趣」
影響學習動機。不同學生就不同立場
發表意見和作出回應。

101



2023年評估試卷、評卷參考、評估報告可透過以下網站下載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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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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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for Feedback Survey
意見調查超連結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
D=9800nm5M

TSA 2023 Thematic Seminar on Students’ Overall 
Performance – Feedback Survey

「2023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專題講座–學生整體表現 意見調查

http://esurvey.hkeaa.edu.hk/TakeSurvey.aspx?SurveyID=9800nm5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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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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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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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現行版本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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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精簡版本 只提供學校百分率



III 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

108

基本能力

學生答對的平均百分率

學校

所有參與學校

範疇

學生示例

樣本



III 基本能力題組綜合報告

109

樣本

附以整體學生表現的示例解說



IV 資料分析報告

110

學習重點
基本能力
評估重點

分卷/範疇
選項(資料分析)

提供全港及學校百分率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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