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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verall grade boundaries 

Higher level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14 15 - 31 32 - 47 48 - 59 60 - 71 72 - 83 84 - 100 

 

Standard level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15 16 - 33 34 - 49 50 - 61 62 - 74 75 - 86 87 - 100 

 

Internal assessment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4 5 - 9 10 - 13 14 - 17 18 - 20 21 - 24 25 - 30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總的來說，2017 年春季考試所選的文本涵括來自古典與現代的各類體裁和題材。從唐詩、宋詞

到古文，從現代小說、戲劇到新詩，內容豐富多樣，合乎考生程度。較為少選的是當代文學，

日後可以在量方面有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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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文絕大多數都能夠讓考生在限定的時間內展示其知識與分析力，加上老師的提問，進一步提

高考生的表現。例如，唐代的詩歌，特別是名篇，考生都分析得不錯，不過，很多時候考生的

回應很相似，少有獨特見解。至於散文，特別是那些每個字都需要注釋的古代散文，考生的分

析較為生硬，不過這也是他們表現分析能力的機會。至於宋詞（特別是小令）和白話詩，如果

老師選的是內容單薄的文本，則只有少數考生能夠勝任。在現代文學方面，像魯迅的著名短篇，

因為資料和內容較為豐富，考生分析得比較詳盡。 

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絕大多數考生在語言方面（D）表現，这與他們几乎都說普通話有關。在整體知識方面（標準

A），也有不错的表現，大多考生都能够談論作者的生平和文本創作的社會政治語境，并對文本

有足够的掌握。 在藝術手法分析方面（標準 B），考生的表現分别较大。有些考生能够应用文

学术語来分析，討論意义如何產生，深入文本内核，有些则泛泛而談。在結構方面（標準 C），

分歧也比較大。那些能够一开始就說明整个評述結構的考生，往往能够获得高分（如果真的依

照計劃做的话），有些考生用順序的方法分析，則容易陷于狭窄单调，如果能够照顾全文的意

旨来順序分析，則一樣可以拿高分。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 根据新的規定，建議老师无需问考生的姓名和號碼。 

• 只需選择一篇文本，不必選擇两篇并要求考生作比較。 

• 選文需要附上行数号码。 

• 選擇的文本要考虑考生能否展开討論，例如，只有数行而内容单薄的現代詩（或者小

令），則考生未必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不平等。 

• 在古典文學方面，考生须掌握文类形式的特征。例如慢词、絕句与律詩的格律等等。 

 

Higher level written tasks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5 6 - 11 12 - 18 19 - 23 24 - 28 29 - 33 34 - 40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較於往年，考生對課程內容的熟悉程度有明顯提高，以作業任務一而論，作業種類多種多樣，

文體形式不拘一格，創意效果明顯，頗有成效。作業任務二的論文形式總體上符合論文寫作規

範。對論題的理解 今年也略有改善。總體上講，提交作業適合作業要求，達到書面作業評估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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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與往年相若，考生對評分標準 A 的要求理解準確，陳述恰如其分。作業一的“寫作說明”語境、

受衆和交流目的兼備，與相應文本的關系明確清晰。只是有些考生陳述作業內容較多，而有些

又過于簡略，沒有概括作業內容的基本脈絡。作業二的“提綱”差別較大，有些作業包括了所

選命題、涉及的材料、相關課程部分和內容之要點，有些則草率而不得要領，未能體現和論題

的關聯。 

就標準 B 來講，攷生對用創意形式展示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展示出良好的意識，對文體形式、文

體寫作常規的理解和把握較之往年也有所提升。今年的作業中有許多不錯的創意，例如，以續

寫或補寫的方式展示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既把握到作品的細微之處，在文體語言方面也能得其

風格韻味。同樣類型的作業也有不足之處，即簡單摹寫作品某種特點或某一個不重要的細節，

沒有理解作品的精髓，同時文體形式也不得要領。例如續寫戲劇作品《茶館》或《雷雨》時，

只是寫到次要人物的枝節故事，且沒有寫出引人注目的戲劇衝突。有些考生對文體形式理解有

限，使用過于隨便。如就某個熱點時事問題寫出一段對話，其中只是有一些語言技巧作為點綴。

類似的創意寫作應該以人物形象和戲劇衝突為要，否則只是浮于表面，沒有成效。就作業二而

言，理解論題不到位依然是明顯的問題。例如在討論“社會上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在語言和文

學文本中是不是呈現出一個特定的樣子”時，考生沒有集中討論刻板印象這個普遍語言現象，

而只是討論作者的個人角度和偏見如何使得人物形象具有某種特點。 

在標準 C 方面，就作業一來講，好的作業可以依照寫作意圖規劃篇章結構，時時關注交流目的

和受衆關注點，而不太成功的作業則因為目標不夠明確而前言不搭後語，或者內容和行文角度

上前後不一致，例如一篇演講稿開篇尚好，到了中間就變成社會現象的概括或空泛的說教，失

去了本意。同樣的現象在上一年作業中也有，應該引起注意。有關作業二，大部分作業可以做

到以論述為主，比上一年有很大進步，但依然有一些作業前後未能持續一貫，開篇點題尚好，

顯出論述意識，下文卻多為描述事實，未能展開論證。例如有作業以網絡語言為例討論“在不

同的讀者眼中，同一個文本為什麽有不同的解讀”，考生只是描述網絡語言現象在不同年齡層

人士中的接受程度，而沒有討論對文本的解讀因何及如何有所不同。雖然順暢，但論點的層遞

與展開不足，論文成效甚微。 

相比之下，在標準 D 方面考生做得要好一些，情況類似上一年。很多考生有意使用與文體相關

的語言風格來寫作，成效不錯，有些達到娴熟自如的高水準。不過也有一些作業選詞粗糙，精

煉不足，俗語俚語使用過于隨意，和文體特點脫節。對作業二來說，描述性、抒情性的語言依

然存在，評分時會以語體不當論。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對作業一來講，文體形式的認識和寫作練習依然是重中之重。教師應該在課程第一、第二部分

教學中有意選取不同文體類型的文本，在研討話題內容的同時有效融入文體知識學習和寫作練

習。在課程的第二部分，語言形式和交流目的為核心話題，不同文體形式的內容的加入更是理

所當然。同時，教師也要鼓勵同學探索不同文體形式，培養創作的興趣。 

作業二是語言與文學課程的亮點和難點。教師應該啟發考生做概念性問題的思考，在具體作品

之外考慮普遍性的文學問題。建議設置專題討論課時，引導考生對三個範圍和六個命題之內容

重點做深入探討，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學現象中找到共同點。重要的是，命題要求討論的是語言

和文學現象，而不是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例如在討論“在作品中，哪些社會群體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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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外或消聲”時，重點一定要放在何種語言現象造成邊緣化的效果，而不只是討論社會不

平等的現象如何形成，在文本中如何展現出來。 

Standard level written task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2 3 - 5 6 - 9 10 - 12 13 - 14 15 - 17 18 - 20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從範圍來看，相當一部分考生選擇了完成文學類型的書面作業，但總體質量不高。立意和表現

形式缺乏多樣性，主要以日記、信件和續寫為主。只有少數作業表現出了忠實於原作思想主旨

和風格的創作，多數作業都流於膚淺和平庸，有的甚至荒唐可笑。而以語言為話題的創意寫作

比較多選擇博客評議、報刊專論的文體，而實際上在眼下的媒體中，此類評議、專論文章的寫

法已經呈現式微之態。考生的創意也許還受到傳統思路的不少禁錮和影響，討論內容有深度、

高質量的作業只佔少數。 

從文體來看，考生作業涵蓋了各類文學以及非文學體裁。文學體裁諸如戲劇、小說、散文等被

大量選用；而非文學體裁諸如日記、書信、雜誌文章、演講、博客、海報等均被大量選用。從

話題來看，課程中語言單元中提到的全球熱點問題和地域性爭議話題在作業中多有體現。整體

來說考生表現出了對這些問題的關心與批判性思考；基於文學單元的作業則更多體現的是對作

品風格的模仿和對作品主題、人物形象之延伸理解。在這類作業中，可能因為考生年齡小，所

以對時間在一個作者心境上引起的衝擊不能充分理解。例如：在讀過一些思鄉懷舊主題的文學

作品以後，有些考生想要自己創作一篇散文或小說，講一講自己的故事。結果是借助自己兩、

三年離家讀書的時間跨度，來抒發類似一個時代跨度的悲情，聽起來自然是無病呻吟。在對老

人的觀念上有時候也看到一些奇怪的錯位，比方說奶奶是七十年代的人，那時中國還是封建社

會，婦女不能上學識字。這些都是考生缺乏時代觀念或歷史知識的表現。 

很多演講稿除了開頭問聽眾好和最後謝謝大家之外，文稿的主體經常沒有演講的特徵。有時候

演講的內容和聽眾也對不上號。有些所謂的訪談也有類似的問題，語言特徵和採訪內容怎麼看

都像是把一篇評論文章拆開來加了幾個類似的小標題。這種現象的頻繁出現大概是因為我們的

寫作任務不允許寫短篇論文，但考生的腦子裡只有介紹性文章的模式。這種模式是直接從教師

講課的方式承接下來的，其實也算不上經過分析而濃縮的論文。但考生卻習慣於把這種逐條逐

步解釋的方法照樣搬來再改頭換面地搭配成一個演講或訪談。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這是基本知

識或常識的介紹而不是創意寫作。 

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考生在 A 項標準的得分整體較好，但是有個別考生未能寫清楚作業回應的是課程哪個部分，或

者同時想回應兩個部分卻又未能清晰弄明白究竟回應什麼，這樣造成失分是很可惜的。儘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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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規定要避免寫正式的分析性論文，但還是有少量的作業不符合這項要求。比如，給某文學雜

誌投稿，分析某部文學作品的主題、人物和表現手法等等，這些都很容易落入短篇論文的模式。 

考生在 B 項標準的表現參差不齊。得分需要兼顧對於文體慣例的理解與展現，以及文本的內容

質量。對於前者較易達成，即模仿一種文體的模樣，但是文本實際反映的對相關話題或文本的

理解會凸顯考生真正的實力，也是最有挑戰的一個部分。今年讓人驚艷或拍案叫好的作品鳳毛

麟角。大多數的作品無功無過，所謂的創意設計還是流於俗套居多，或形式有創新，但內容上

的深度思辨還很欠缺。 

考生在 C 項標準的整體表現尚好，往往會使用段落規劃、過渡句、主題句、首尾呼應等手法來

展現結構。尤其是被選擇最多的小說、散文、議論文文體，文體特徵相當明顯，詳略得當，做

得不錯。大部分作業的結構完整，符合所選文體的規範，但總體拓展討論的層次和深度不夠。

只有少數作業展現出清晰、流暢且較全面的思辨條理。 

考生在 D 項標準的成績一般較好，不難表現出語言的流暢度與準確度，但是基於創意作業的語

境和體裁，需要對語體、語用方面作出調試以展示出語言成熟度是一項挑戰，考生有時會流露

自說自話的痕跡。只有少量的文學類型作業能成功地把握和再現原作的語言風格，所以大部分

的摹寫或續寫都顯得不倫不類。語言類型的作業也只有少數能貼切地符合語境和受眾的設定要

求。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對於文學類型的作業，希望教師能鼓勵攷生拓展思路，同時幫助考生理解寫作的要求並提醒考

生摹寫或續寫原作的挑戰何在。對於文學基礎較弱的同學，也許不推薦寫這種作業類型為妙，

以免嚴重影響成績。對於語言類型的作業，希望教師能引導考生多關注現實生活中政治、經濟、

文化和藝術等多方面的素材，建立所學課程與現實世界相關方面的真實聯繫，這樣才能最大限

度地激發考生對書面作業的創作慾望，並創作出有思想深度的作業來。 

在設計教學內容的時候，可以嘗試一些書單中的非熱門作品，不要為了安全或求穩造成某些文

本的集體撞車，甚至創意設計的彼此雷同。特別是 20 世紀前半葉的一些文學作品，只用一種歷

史唯物主義的文論反復教，已經顯露出與時代脫節的徵兆。應該從提高考生文學修養的原則入

手，考慮調整視角或更換文本。 

在練習寫作的時候，當然可以教考生怎樣欣賞和認識範文的寫作手法和技巧。但閱捲人在評分

時發現，有些考生雖然掌握了一些素材，但在設計寫作體裁的時候卻沒有適當的形式。因此，

在教學中可以給攷生看一些沒有得到滿分的試卷，鼓勵他們認識為什麼這位學兄或學姐沒有拿

到滿分，應該怎樣補救。是否可以用同樣素材寫一篇不同體裁的文章？哪些段落應該怎樣改寫

或重寫？這樣對處理素材，多方位思考，全盤寫作計劃等方面都有幫助。 

Higher level paper one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3 4 - 7 8 - 11 12 - 13 14 - 15 16 - 17 18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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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今年困難的方面似乎超過往年。第一組的 A 篇是從一部長篇小說中節選的，不是往年的那種短

文或哲理散文。但很多考生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起承轉合上大做文章，把作者的寫作

目的單純地看成是借物喻理、道德教誨。這樣，一旦按心靈雞湯的目的去理解，就很容易忽略

人物塑造和核心矛盾的伏筆，從而看不到移民矛盾心理在情節場景上的折射。B 篇是一篇博文，

很多考生雖然提到了博文的個人特色和隨意性，但是卻不敢批評，還是把它當作一篇結構嚴謹

的科普小品加哲理散文對待。很多考生沒有看出 B 篇鬆散的結構、旅遊途中順便得來的信息和

一時衝動發出的感慨。現在考卷的選文中都要求配上圖畫或照片，並要求考生對此加以評論。

很多考生都用圖文並茂的標準說法加以讚揚，但卻沒有看到這張近乎標本的三文魚照片一點兒

沒有大規模回流的氣息，敏感的讀者可能都會懷疑作者是不是真正去了那壯觀的現場。選擇回

應第二組兩篇的考生很少，分數的分佈好像也容易兩極化。較差的考生把 C 篇完全當作一個愛

情故事來讀，偏重情感道德方面的教誨，甚至把健身廣告也看作是正面的鼓勵，對注重外貌的

社會問題幾乎沒有觸及。優秀的考生不但能看出那一對戀人的謙卑生活說明其對容貌比對自己

的能力更有信心，而且能發現廣告中含混地暗中把三個男女模特和國家級教練之類的說法相聯

繫，其實就是想誤導顧客相信你會有這樣健美的教練培訓你。可惜還沒有考生戳破說，這三個

男女連名字都沒有掛，可能根本就不是這個俱樂部的雇員。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這種比較評論的寫作模式在 IB 的考試系統中已經有將近 20 年了，所以發現許多學校的考生都

能胸有成竹地駕馭它，訓練有素的程式隨處可見。比如穿靴戴帽的開頭和結尾，很多考生都設

法把話題扯到文本之外去，以顯示自己對相關背景（或稱語境）的理解。無論這個扯開的話題

是否準確反映了文本，多數考生還是能掙扎著回到這個話題上來作總結。這樣的好處是雖然標

準 A 的理解丟了分，但標準 C 的結構卻不至於一敗涂地。儘管觀點分析推進上支撐不好，但大

架子倒不了，方方面面都能搭些東西進去。加上平時在學校和在家里說話的語氣腔調本來就明

顯不同，所以考生多能自覺領悟到一些評論文字的風格。但今年的考試有個感覺是，特別優秀

的考生不多。擔憂的是，是否因為多年推行固定的寫作模式，所以反而限制了優秀考生的創造。 

攷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考生都用了一定的篇幅去確定讀者對象，這個思考的方向應該是正確的。考生也都花費一些筆

墨來發掘寫作目的，從而產生了不少中肯的、貼切的、有效的論述和發現。這兩方面的討論一

般都有明確的段落劃分和主題句引導，證明考生一開始就把它們包括在寫作計劃中了並有能力

實施。這是成功的一面，而今年的一些問題則出現在這兩個方面的結合和互動上。前面說過，

第一組的兩位作者都不是自己佔領道德高度，向某個群體發佈心靈雞湯的那一類寫手。所以在

評論讀者對象的時候，考生會不幸掉入一種陷阱，即徒勞無益地試圖確定讀者是年青人還是老

年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還是粉絲，是對三文魚生態關注的人還是對旅遊感興趣的人等等。

其實，與其從字面上對讀者對象妄加評論，不如把重點放在更重要的寫作目的上。今年四篇選

文中，至少三篇的作者應該說沒有自己明確設定的讀者群，而是以表達自己的矛盾心理、衝動

情緒和糾結的感慨為主，很少有直接取悅特定讀者群或提供有用信息的目的。有些考生能意識

到讀者對象和寫作目的之間的這種相輔相成的關係，遇到這種文本就多從寫作目的出發去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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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象，討論作者如何想把自己的寫作目的傳達給廣義的讀者，而不是說到落葉歸根就是給老

年人看的，愛情故事就是給年青人看的。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從長篇小說中節選一小段來作語言和文學考試的文本似乎這還是第一次，而這次的經驗是發現

考生對長篇小說的結構缺乏認識。考生有講到小說三要素的，同時老套子的總分總、形散神不

散也多次不合情理地冒出來。這些結構手法方面的知識好像是對較短篇的抒情散文、時事評論、

小說故事等都通用的，但附會在一個長篇小說的選段上似乎有些牽強。長篇小說選段的目的或

是塑造人物的一個方面、或是添加情節的一個環扣、或是埋下伏筆或是推向高潮、或是鋪墊或

是結論。但考生大概習慣於對短篇文章作評論，所以多數認為選段就是作者的結論，目的就是

教導下一代愛國等等。值得擔憂的是，一個本族語水平的大學預科生，無論文理科都應該已經

讀過數十本中外長篇小說了。今年考試的結果暗示，有些考生除了課程必修的文本之外，大概

很少閱讀其他的中文讀物。所以建議教師在必修中文課之外，再推薦一些經典著作，通過課外

活動的方式推廣，以期提高考生的中文能力。 

Standard level paper one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3 4 - 7 8 - 11 12 - 13 14 - 16 17 - 18 19 - 20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2017 年五月中文语言与文学普通水準试卷一考题的两篇选文涵盖了不同媒体， 《 “中國式過

馬路”是規則失範的縮影》摘自 news.china.com..cn,是一篇作者化名為“唐吉偉德”的網文；

文章以一則“中國式過馬路”的微博展開議論， 由人們的日常行為習慣入手剖析“中國式過馬

路”的社會心理， 進而將這一心理引申至“社會管理”，“官場治理”與“商業倫理”等重要

的社會生活層面，多方面展現了社會規則失範的亂象， 最終提出中心論點：重塑規則意識，實

現真正的制度治理是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實現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唯一方法。  

另一篇《追賊學生化身遊戲人物》则摘自《星島日報》，是一篇新聞報道， 作者採用了不同的

視點和視覺語言對吳宏宇的生前和身後的形象進行塑造，傳達出對吳宏宇捨身追賊這一英雄行

為的褒揚之意。報道內容與“網遊”緊密相關， 因而文中的語言均圍繞“網遊”世界， 視點

選擇集中於國內外的“網遊”用戶，充滿鮮活的網絡語言，各方直言不諱，展現了一個“衣食

住行”之外的生動而略嫌陌生的網絡世界。 

在考試與課程方面， 考生遇到的困難主要在於對文體特徵理解不足。具體來說，就是對議論文

與新聞報道兩種文體的特徵不熟悉， 因而在分析《“中國式過馬路”是規則失範的縮影》一文

時， 對作者論證過程連續性之理解停留在表面；在回答《追賊學生化身遊戲人物》時，由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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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文體特點不夠熟悉， 使得考生在分析不同視點，圖片與內容的相關性，作者的寫作目

的時，均遇到困難。  

在 1000 多份考卷中，选择《“中國式過馬路”是規則失範的縮影》的考生遠遠多於《追賊學生

化身遊戲人物》。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考生能夠圍繞文本進行分析， 著重文本的受眾與語境；考生能夠辨認文本中與風格相關的手法

與特徵； 論證過程相對完整，考生在分析文本時， 語言比較清晰流暢。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1.《“中國式過馬路”是規則失範的縮影》 

幾乎所有考生都能夠理解文本的含義，並结合文本内容， 探讨文本的写作目的和可能的受众群；

絕大部分考生能夠順利指出文中主要的論證手法和一些特徵鮮明的語言手法， 并且一一列出，

分析其效果。此外，考生對文中以小見大，層層深入的論證過程大多有所認識，並有適當的表

述。 

考生在回答第一题时问题表现在：（1）論證過程中羅列論據，缺乏闡述。比如在討論文本中的

例證手法時，常常指出各個舉例論證的位置和內容，單獨個別分析各自的效果和意義，造成重

複和遺漏，阻礙論證展開。（2） 常常提綱挈領，論證過程卻不能回應“綱領”。很多考生能

夠迅速領會文本的論證特點，並準確概括為“以小見大”或者“層層深入”，而在展開下文時

卻沒有回應“如何”“以小見大”或者“層層深入”。（3）忽略文本中展示邏輯思維，組織論

證的語言。比如，文本第六段，作者以基本相同的一系列關聯詞語“假若…就…那麼…更為重

要的是…” 從正反兩個角度嘗試提出解決“社會規則失範”的方法，論證流暢嚴密謹慎。有限

的考生能夠意識到這個層面，因而很少有考生嘗試討論這一假設在論證上的穩固性。 

2.《追賊學生化身遊戲人物》 

考生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能够探讨文本的排版特点，还可以兼顾对图片的分析，對作者採用

不同的視點進行報道的目的都有所討論。这些都表明考生在日常学习中得到比較充分的训练和

进行了比較系統的准备。 

考生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 问题表现在：（1）忽略四幅圖片所呈現的連續性。四幅圖片展示

了吳宏宇生前身後的不同階段， 如果單獨分析每一幅圖片造成的問題就是分析過程無所附例，

圖片和文字總是呈現平行狀態，要不無話可說，要不羅索贅述。（2）对“視點”轉變有所理解， 

但分析時找不到適當的切入點。比如：考生在分析“視點”變換這個行文特徵時，往往羅列出

幾個不同人物分別對吳宏宇的英雄行為做出怎樣的評價， 而不是作者出於新聞報道的文體特點

如何選取不同的視角進行評價，嘗試達到怎樣的效果，效果如何這樣的分析性語言。（3）對文

中的“網絡”語言與嚴謹流暢略有抒情色彩的新聞語言交織使用產生的效果認識不足。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經過改卷小組對試卷的評改和反饋，對今後的教學建議如下： 

• 在教學時闡明各種文體的特點與一般規範。 

• 令人欣慰的是很少有考生忽略圖片分析，這表示絕大多數考生已經將圖片分析內化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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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一部分。今後的教學中，希望對多幅圖片的文本有所涉獵。 

• 訓練考生對語言的敏感度，比如充滿邏輯色彩的關聯詞語，飽含抒情成分的詞語，長句與

短句的不同效果等。 

• 教學時強調書寫工整與卷面整潔，避免反複出現錯別字，造成閱卷的障礙。 

Higher level paper two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4 5 - 8 9 - 11 12 - 14 15 - 18 19 - 21 22 - 25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大部分考生對課程內容有很好的把握，但對試卷二論文評分標準理解參差不齊，尤其在回應論

題方面有明顯缺失，與上年情況相若。今年的試題涵蓋話題範圍較廣，包括文學形象的典型性

（如第一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描寫手法及文學形象如何在情節發展中得到呈現（如第二

題）、創作意圖及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接受（如第四題）、文學技巧和手法和創作環境的對應

（如第五題）。從題型來講，今年考題中也有辨析是非的一類，如第六題。有些考生只是從作

品的內容和主題層面切入論題，對文學手法的分析也較為平泛，只是找到主題和手法的簡單對

應，這樣的答案顯然沒有很好地回應論題。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同往年一樣，大部分考生對課程的內容有不錯的把握，對學校選定的文學作品理解到位，對文

學作品和時代的關系有全方位的把握。考生能探討多種文學技巧，而且有意討論文學手法和主

題之關聯。在行文布局方面，分析作品和總結歸納都有章法。雖然有些考生時間安排不好，倉

促收筆，但整體布局依然有效。考生語言大都清晰流暢，準確精美者也不少，文學論文語體措

辭恰如其分，文學術語詞彙使用也娴熟自如。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考生对一些文学话题比较熟悉，回应论题时也得心应手。如第二题有关文学形象的论题，考生

的答案一般都会集中在文学形象上。不过如上所说，本年论题涵盖面广，任务多样，有些考生

准备不足。 

有些考生理解題意粗略，文學常識亦嫌不夠。例如，第四題要求討論作者創作意圖及對讀者的

期待如何影響到對素材的選擇和加工、曆史事件如何在新的創作語境中被重新加工得以再現，

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文學問題。很多考生沒有意識到題中之“時代”所指有三：作品題材事件

發生之時代、作者寫作之時代和讀者閱讀接受之時代。顯然，論題中寫作和接受的時代是同一

時代，論題要考生討論的是作者如何對曆史事件進行加工改造，以期與作者同一時代的讀者産

生共鳴。“借古諷今”即屬于這類情況。顯然，簡單陳述作者寫作意圖是不夠的。由于解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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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有些考生也會犯文學常識上的錯誤。認為過去時代的作者總是為了我們今天的讀者而寫作，

而對文學的時代和跨時代特性之關系極少辨析論證。例如大談一位作家如何描寫舊時代的悲慘

人生，在今天讀者之中産生共鳴，而不提在創作當時作者的時代使命感。事實上，就文學寫作

規律而言，雖然好文學作品總是有跨時代的意義，但作者同樣關注其所處時代的問題。論題之

核心在此。 

又以第五題為例。題目要求討論的是文學手法和特定語境的關聯，一種時代特點或者主題如何

可以用一種特定的表現手法或藝術風格呈現出來。顯然，羅列作品主題和文學手法之對應是不

夠的。不少考生只是泛談作品中使用到什麽技巧，理解作品可矣，應題就嫌不足。有些論題貌

似簡單，但是看點何在，需要小心斟酌。第二題是在要求討論文學形象問題，很多考生較為熟

悉，不過該題的重點是在人物性格變化和情節發展的對應，簡單分析人物形象的特點是不夠的。 

第六題是辨析是否類的論題，很多考生不熟悉這類題型，辨析的意圖不明，只是描述出愛情和

死亡確實是作品的主題。有些考生只是說到文學作品中還有很多別的主題，但是沒有說明別的

主題和愛情死亡主題的關聯，無的放矢，辨析失效。這個論題其實是要考生討論一個古老的話

題：既然愛情與死亡在文學作品中如此多見，是否可以說文學作品只是在描述二者，別無其他。

考生可以從兩個方面討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麽就要分析論證愛情與死亡往往只是作品內

容，止于題材層面，作者總是借此討論更加深層的社會問題，例如和愛情相關的性別問題、和

死亡相關的社會正義問題等。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試卷二所要展示的是考生多方面的能力，不只是對作品的理解，還有對論題的綜合思考以及批

判性的 辨析。希望教師引導考生多方面思考，就文學創作的一般情況多做專題討論，如創作和

接受的問題、文學的時代性和跨時代意義的問題、內容和主題的問題，不宜只是討論作品本身。

如果在文學規律性的層面對作品有了深入的認識，不同作品的共同特點也可以熟練于心，答題

質量就會提高。 

對作品語境的理解，不可泛泛而談，要盡量深入具體，切合論題要求，同時要發現語境和寫作

手法的關聯，不要流于表面。在教學過程中，作品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不應只是引入介紹部分，

應該在作品學習中融會貫通，教師要時時引導考生關注及思考語境如何影響到作品的特點。 

教師應該引導考生解析論題，發現其中關鍵詞，以此體會論題的不同側重點或者文學話題歸屬。

這樣的話答題才會切中要害。和去年一樣，今年考卷中回應論題流于表面的現象還是存在。教

師要鼓勵同學努力探究，不可熟記一段答案，也不可看到似曾相識的題就匆匆落筆，不顧大局。 

主動探究、批判性思考的習慣應該貫穿在學習過程中。在答卷中可以看到，部分考生描述居多，

論證不足，只是講出作品中的情況。  

不是所有學過的作品都適合每一道論題。以第四題為例，較為適合的是曆史題材的作品，如余

華的《活著》，而不是寫當代事件的作品。教師應該引導考生對作品有所分類，對作品特點有

深入具體理解，在選擇論題的時候就會減少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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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level paper two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Grade: 1 2 3 4 5 6 7 

        
Mark range: 0 - 5 6 - 10 11 - 13 14 - 16 17 - 20 21 - 23 24 - 25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學生在對本課程的理解與表現上整體表現較好，也體現了對于所選的兩部作品從語境到內容上

較好的理解。 

在試卷二的論述之中，盡管對于兩部作品的對比分析並不是明確的要求，但是會是有助于論述

發展的加分項，避免將兩部作品割裂開來單獨理解而是去建立它們之間的對比意識是課程有挑

戰的部分。 

同時，盡管絕大多數考生理解課程對于語境的要求，但是在試卷二之中，對于語境的涉及有時

僅限于提及大致的創作背景，而不是成熟地呈現語境對于作品意義的塑造，這一點也成爲課程

最大的難點之一。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首先，考生在手法意識方面有著很大的提高，有基于兩部作品的豐富手法和其效果的知識儲備，

但是也因爲這一點，有的考生會照搬所准備的手法去應對所有題目，而非基于題目去回應手法，

造成過猶不及的後果。 

同時，不少考生在試卷二的結構規劃上表現得非常成熟，有清晰的論點與分論點，段內和段間

的過渡標志很明顯，有的還代入了對比分析意識和主題升華意識，結構完整且有發展。這些也

都體現了老師嚴謹、充足的指引與練習。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選擇回答第二題和第五題的考生最多。這兩題的優勢在于關鍵詞較爲明晰易于理解，但對于關

鍵詞前面的修飾語不可忽視，例如“主要”人物和“整個”文本限定了論文所探討的範疇，而

“某一特定的”社會或政治語境則暗示了需要探討語境特定的時代性。 

而第一題和第三題均考測了學生對近義概念的辨析，不可將“刻板形象”與“刻板印象”混爲

一談，對關鍵詞的准確定義是成文的前提。而第三題中的“母親”與“母性”則分別側重于身

份與特征，需要回應時予以兼顧。 

第四題大多數選擇此題的考生對“另一個時代”與“當代讀者”在句內的涵義有誤解。前者是

指作品中的時代應有別于作者生活與創作作品的時代，而“當（時）（時）代讀者”是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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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品産出時代的那一批讀者，而並非文學概念下的“當代”，而“營造”、“吸引”則

暗示了應強調作者的主觀介入。這道題限定了用以回應的作品之于作家應是跨時代的作品。 

第六題是開放性問題，有利于考生發展個人化、批判性思考。其劣勢在于容易就事論事，只談

作品涉及主題而忘了分析手法，還有的考生認爲所選作品不多談及“愛情與死亡”便直接探討

其他主題，實際上對于“愛情”、“死亡”應首要作出回應。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審題在試卷二爲重中之重，建議教師可以作審題專項訓練，以解析關鍵詞、列大綱等方式引導

考生建立成熟的審題技巧。開放式問題在這幾年均有出現，教師亦可以在訓練考生寫作時關注

訓練這類題目。 

教師們積極訓練考生識記文本基本的手法特征是必要的，但同時亦要提醒，成文時所談及的手

法應該以應題爲前提，而不是爲了鋪排或者表現自己所准備的既有手法術語。 

 


	Chinese 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verall grade boundaries
	Higher level
	Standard level

	Internal assessment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Higher level written tasks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Standard level written task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提交作業的質量範圍及適合程度如何
	考生在每項評分標準上的表現如何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對於文學類型的作業，希望教師能鼓勵攷生拓展思路，同時幫助考生理解寫作的要求並提醒考生摹寫或續寫原作的挑戰何在。對於文學基礎較弱的同學，也許不推薦寫這種作業類型為妙，以免嚴重影響成績。對於語言類型的作業，希望教師能引導考生多關注現實生活中政治、經濟、文化和藝術等多方面的素材，建立所學課程與現實世界相關方面的真實聯繫，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考生對書面作業的創作慾望，並創作出有思想深度的作業來。
	在設計教學內容的時候，可以嘗試一些書單中的非熱門作品，不要為了安全或求穩造成某些文本的集體撞車，甚至創意設計的彼此雷同。特別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一些文學作品，只用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文論反復教，已經顯露出與時代脫節的徵兆。應該從提高考生文學修養的原則入手，考慮調整視角或更換文本。

	Higher level paper one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攷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Standard level paper one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1.《“中國式過馬路”是規則失範的縮影》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Higher level paper two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Standard level paper two
	Component grade boundaries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對考生來說比較困難
	考試和課程有哪些方面看來考生有著很好的準備
	考生在回答具體題目時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哪些
	在對未來考生的教學上有什麼建議及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