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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應考疑問解答 

 

卷三講者：滙基書院（東九龍） 余震宇老師 

 

同學提問：卷三寫至少多少字數比較好和得到較高分數？ 

老師解答：還有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訓練寫字速度比較困難。最治本的方法，莫過於弄清楚拓展

及論證的方向，準確回應題目要求，有助奪取應有分數。 

有些學生不太理會題目要求，便奮筆疾書，例如拓展要求說明「重要性」，卻從「影響」作出分析，

就算臨場「加紙」，最終也只會落得一般或較差成績。 

 

同學提問：在中文的卷三中如何合理地分配時間？在聽錄音時如何能清楚地聽明白整合的資料，有

沒有好用的技巧？ 

老師解答：時間分配方面，開首、過渡及結束佔 15分鐘，整合拓展 30分鐘（每個範疇 15分鐘），

見解論證 30分鐘（每個方向 15分鐘）。寧可平均分布，切勿姑注一擲，否則有機會扣內容、格式及

結構分。 

整合拓展方面，一直以來都有兩大範疇，各自配對一個活動或項目。首先，閱讀材料或會提供四項

活動，聆聽錄音或許會挑剔其中兩項活動的瑕疵，考生需要看清楚活動內容的描述，便可作出判

斷。其次，聆聽錄音或會指明哪一個範疇配對哪一個活動或項目，考生宜做筆記或記號，避免漏聽

重點。 

 

同學提問：試題會否有兩個拓展方向？應如何處理？ 

老師解答：答案取決於當年試題，例如 2019年拓展方向是「幸福生活」、2021年拓展方向是「好

處」，均只有一個拓展方向。 

然而，2020年拓展方向是「如何培養有關特質」，便需根據。根據 2020年的例子，第一個拓展範疇

是「處事靈活變通」，第二個拓展範疇是「具備自我認知」，那麼便有兩個拓展方向。 

故此，考生必須先看答題簿，看看自己的任務內容，才能決定拓展只有一個方向，還是兩個方向。 

  



 

同學提問：如何增強個人識見，以致能在卷三見解論證部份有更多內容可寫？ 

老師解答：綜合卷方面，考核題材決定難度，識見不可一日培養，但見解論證的部分，則可以稍作

提點，例如 2019年考生需要從「綠惜生活」及「藝術活動」選擇其一，若考生對藝術認識不多，無

法舉例，應選較生活化的「綠惜生活」，否則影響論證深度。 

 

同學提問：卷三應該如何操卷增加答題效率？ 

老師解答：計時方面，嘗試分部完成練習。例如用 15分鐘完成整合拓展的其中一個範疇，如此類

推，較容易處理時間控制問題。 

內容方面，整合拓展必須找出拓展重點，題目要求分析「好處」，便不宜分析活動推行原因，抓住分

析重點，有助減少構思時間。 

 

同學提問：卷三的過渡要怎樣較好？開首段要怎樣寫開啟下文？ 

老師解答：整合拓展及見解論證之間，有一過渡部分。這部分雖然不計內容分，但過渡順暢與否，

將會影響表達組織的分數。一般來說，整合拓展提及的活動內容時間，將會在見解論證的活動之

前，考生可代入舉辦者或機構的身分，大概先總結上一次的活動，再交代下一次（或下一季、下學

期或下學年等）的活動，然後再作介紹，簡單扼要即可。 

開首段視乎文體決定內容，大抵離不開交代身分、背景及主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