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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練筆筆相相聲聲提提升升中中文文能能力力  
  

   明年中文科會考的考試及評核方式，將進行大幅改革，考試難度大增，各中學利

用不同策略，應付考試。陳樹渠紀念中學學生中文水平較遜，校方遂於○一年開始自

定學習基準，學生從中一開始，通過練筆、相聲等學習方法，重塑中文能力，學校中

文科會考及格率，更因而大幅上升兩成。 

中文科會考將引入水平參照的評核方法，課程則取消廿六篇指定範文，考卷將由

兩份增加至五份，除了原有的閱讀、寫作外，還增設聆聽、說話及綜合能力卷目。為

適應教學需要，主要錄取第二及第三組別學生的陳樹渠紀念中學，於○一年開始，自

創學習基準。該校教師根據教統局的中文科學習重點、中學會考要求、教師多年的教

學經驗，共同制定中文學習基準，基準涵蓋中一至中五學生。 

自推行自設基準後，該校中文科會考及格率不斷上升，

由最初的五成六，大幅提升至○五年的七成三。該校高中中

文科科主任何燕萍坦言，該校學生中文基礎較弱、專注力較

低，「有中一生連『任何』二字也不識寫。」因此促使該校

制定及套用學習基準，「當時校監覺得小朋友的中文能力較低，未能達到目標要求，

於是決定訂出一套學習基準。」 

該套基準分五部分，包括基礎知識、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及文學範疇，例如

要求中一生能掌握二千五百個字詞的形、音、義，以及中二生寫作時能運用名人名句、

詩句，或利用故事引入文章主題。 

教師又以多元化方法教學，例如每個單元設「練筆」。該校初中中文科主任劉勁樂

解釋，「練筆」即圍繞某一主題寫作，分階段進行寫作練習，每個階段只寫文章的一

小部分，按部就班的提升寫作能力。「情況如切開魚生來吃般，先口頭作文，再用紙

筆寫出來，最後作長文。」雖然教學策略奏效，但中文科會考模式大變，何燕萍承認，

對學生構成一定壓力，「我最擔心他們應付不了綜合能力考卷，一小時十五分鐘內既

要聽，又要寫作、綜合分析，很吃力。」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2006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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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