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題
人生總有大大小小的選擇，無論

選擇的結果如何，只要選擇時問心無愧，便已足夠。

試以 「無愧的選擇」 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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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寫作首重立意
援引例證充實內容

DSE中文科改制 資深老師講解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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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愧，即沒有愧對於人。 「我」
的選擇是沒有什麼可以慚愧的。問心
無愧，隱含着別人的看法─別人認

為 「我」 是有愧於他的。因此，題目本
身已經包括了兩種不同的觀點─自己

認為問心無愧，而別人並不認同。而結果
是： 「我」 認為這是問心無愧的選擇。

「無論選擇的結果如何，只要選擇時問心
無愧，便已足夠」 。這樣的句意邏輯看似合乎
人情，但當考生不急着下筆，選擇沉澱細想
（這是考生普遍處理得粗糙的部分），便會
問：真的嗎？例如 「問心無愧」 的對象是自
我，但假如 「無論什麼結果」 所影響到的是他
人，題目的 「問心無愧」 ，或會否衍生出更深

遠的意義！照應本屆閱讀理解白話文篇章李娟
的《繁盛》，當人類看見那原來清澈的河道乾
涸，還能 「問心無愧」 麼？命題暗存 「自我
─他者」 的兩個思考角度。因此，考生在下
筆之前，宜多從不同思考對象進行立意，如此
方能提升深度，配合適切的素材，便更能呈現
出深刻的主題。

本題不設特定文類或素材，寫作空間寬
廣。雖然題目並沒有要求考生就題幹內容進行
聯想，但倘若考生細看，仍能從中挖掘出立意
來。選擇 「總有大小」 ，人生即選擇，選擇即
人生，選擇能折射價值態度，亦能呈現生命意
義，人各有志，各適其性，自會對選擇有不一
樣的判斷與取捨。

第一步：釐清
議論事項。何謂
「諾言」 ？詞典的解

釋是： 「應允別人的
話；承諾。」 第二步：

辨別甲乙項的關係。論說
文題目固然可以千變萬化，

但對於 「兩項式」 題型，考
生應不會陌生。題目中兩項內

容所表達的觀點截然不同，已從
引文中的 「卻」 字明確標示出

來。觀點相反，考生必須對兩個觀
點展開正反論述，論證才算圓滿。

按常理， 「遵守諾言是具誠信的
表現。」 當無異議，可是 「放棄諾言也

是負責任的行為。」 無疑就是題目中的難
點所在。古人認為 「一諾千金」 ，故有
「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的美談。古

人 「立木為信」 ，法家藉 「信賞必罰」 ，終能
建立大一統帝國。人若無信，當被世人鄙棄。

如此說來， 「有時候，放棄諾言也是負責
任的行為。」 這話似乎難以成立。由此可見，
這個才是真正的難點所在！這個 「放棄」 ，必
須建立在高層次的基礎之上，例如為了國家人
民，為了家人的幸福，為了完成別人崇高的理
想夢想……例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
民，為了國家而放棄親情愛情，凡讀《與妻
書》者，無不為之動容！

假如 「放棄」 純然因為個人私利，當然會
破壞親情、友情；假如 「放棄」 包含別人，以
「利他」 為基礎，那麼這個 「放棄」 就隱含犧
牲自己、成全別人的偉大情操了！

然而，有時候講究或放棄誠信，有時候也
要看情景、看對象。試看以下例子：

曾經 「割股奉君」 ，以隱居 「不言祿」 之
品行讓世人推崇的介之推。晉文公打算封賞介

之推，乃下令焚山，企圖逼介子推出山，不料
介子推卻堅持不下山，最終抱在一棵柳樹上死
去， 「士甘焚死不公侯」 。晉文公為紀念介子
推，規定每年此時不得生火，此即寒食節的起
源。介之推的執著，誠然可敬，晉文公重諾，
出此下策而終成悲劇。

如此看來，假如晉文公尊重臣子的選擇不
放火燒山，是否更負責任的行為呢？

可探討暫緩垃圾收費問題
至於事例，考生若以 「垃圾收費」 為例，

指政府固然要 「言必信，行必果」 ，推行政
策，有理有據。若為廣大人民福祉，終於選擇
暫緩推行，難道不是 「負責任的行為」 ？

總之，本篇是典型論說文，論據是論題成
立之關鍵，史例、事例為上。假如考生沒有具
說服力的例證，論據又未能突出 「放棄諾言也
是負責任的行為」 ，要取得上品，難矣！

尋覓珍貴玩具
結局帶出哲理

試以 「我最想尋回的一件玩具」
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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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事件情節呈變化起伏）

這是典型的記敘、描寫、抒情文。
首先，準確扣題，抓住重要信息。生活中，遺失

了至愛的物件，總想尋回。也許是價值不菲的財寶，
獨一無二、珍藏着無盡美好回憶的東西吧！在物質相
對豐裕的今天，玩具遺失了，又何須尋回？明乎此，
題目的設定就有了更深層的意涵了。不是嗎？

完整敘事 呈現情感變化
想一想， 「最想尋回」中，為什麼是 「最想」？

在構思故事之前，必須考慮的是：故事線是如何發展
的，完整的敘事，至少應該包括三個部分：1.曾經擁
有→2.失去→3.尋回。感情之變化，須合乎情理，情
隨事遷，呈現出清晰的變化軌跡，例如：擁有的滿足
幸福、失去的痛苦徬徨、尋回的渴望希冀……

那是什麼玩具？宜選擇有深刻意義、聯結親情、
讓人難忘等。如外表雖然平凡，但很有紀念價值，跟
某些人、某些事相關，可蘊藏犧牲、奉獻、無私的
愛……對未來人生具有啟迪作用。

其次，內容結構，精心布局。首先，要有畫面。
場景清晰、具體：有聲音、有行動、有對話、營造出
某種氣氛……其次，要有故事。故事有懸念、有發
展、有高潮；善於製造矛盾─化解矛盾，然後推出
立意。最後，結局精準、深刻。讓人反思人生態度，
珍惜倫理親情，建立價值觀念。不妨想一想：古人的
高尚情操，如面對挫折的達觀態度，與江月對飲、與
萬化冥合；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等等。（參考下方魚骨圖基本框架）

再者，人物─ 「故事」中的靈魂。它負
責推動情節發展。當中有什麼人物？人物的
關係，不論是對比、正襯或反襯，必須性格
突出、形象鮮明。生動精彩的對話，通過
人物的行動來表現某種思想態度。安排好
不同角色，角色都有作用、有任務，為
呈現突出文章立意而服務。例如藉玩
具寫父母子女之間的矛盾，兩代鴻
溝；父母不讓自己買玩具，沉迷玩
樂，荒廢學業……

最後，由情入理，反思深
刻。尋回的目的是什麼？常見
的立意方向，包括：1.待人接
物；2.價值取向；3.人生意
義；4.處世態度。

文章的立意，常常是
親情、友情之可貴。必
須正面積極、樂觀面
對、體諒包容、犧牲
奉獻、知錯能改
等。不宜呈現負面
情緒，除非為了
襯托，或用作
人物對比。

引為國為民事例 放棄諾言也是負責

豐富思考角度
挖掘選擇背後意義

向華： 「遵守諾言是具誠信的表現。」
幼羚： 「我卻認為，有時候，放棄諾言也是負責任的行為。」
試寫作文章一篇，談談你對以上兩個觀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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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2024年DSE於今日舉行數學必修部分
的考試，首周考試裏第二代公開考試支援系統（PESS2）
的事故引發各界關注。昨日，考評局對 「監考易」 App運
作未如理想再次表示抱歉，指目前暫時停用 「監考易」 程
式，團隊將全力密切監察 「報到易」 程式，確保考生在接
下來的考試可繼續使用 「報到易」 自行簽到。

考評局續表示，在4月13日的英國語文科聆聽及綜合
能力考核中，共約43800名考生於設有PESS2的一般試場
應考，需使用 「報到易」 。當中，約33000名考生成功透
過 「報到易」 自行簽到，佔一般試場考生總數八成，只有
十多名考生登入 「報到易」 後而未能成功簽到，由監考人
員為考生點名。

在餘下約一萬名未有自行簽到的考生中，有約1400
人缺席考試，其他考生則因遲到、轉到特別室應考等原因
交由監考員紀錄出席情況。考評局表示，這些數據足以證
明 「報到易」 整體運作順暢，考生、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放
心。

仁大東華學院合建網上國安教育平台DSE續用報到易
考評局：運作暢順

 ▲樹仁大學與香港基本法基金會合辦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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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今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為推動國安教育，香港樹仁大學及東華學
院早於2022年7月共同合作發展 「國民及價值
觀教育在線學習平台」 ，以提升青年人對國民
身份及中華文化的認同，實踐國家安全教育。
平台兼具遊戲及互動特性，已於本年初陸續啟
用，是全港首個以網上互動遊戲形式，向大專

生推行國民、國安及價值觀教育的學習平台。
該平台的建立獲教育局 「自資專上教育基

金」 轄下的 「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撥款資助。
課程涵蓋五大範疇，包括 「環境保護及文物保
育」 、 「社會責任」 、 「國民教育」 、 「道德
與誠信」 以及 「個人及人際和諧」 ，分別由兩
校在相關範疇富專業知識的教學人員設計內

容。
香港樹仁大學已於本年1月向全校學士及研

究生課程學生提供該課程，東華學院亦已於今
年3月以先導形式在校內試行平台，計劃年內正
式推出課程，開放予全校學生使用。兩校學生
將需完成學時15小時學習，測驗成績取得合
格，方可合乎畢業要求。

日後開放予專上院校
現時，團隊已為每個範疇編寫相關的課程

內容，以影片及動畫的形式在平台展示。首批
使用平台的學生表示，學習平台上的多媒體內
容清晰生動，配上日常生活的例子，令他們對
有關範疇有更深入的了解。

據悉，該學習平台的課程內容將會持續更
新，並將於下一階段加入更多互動元素及遊
戲。相關教材將於計劃全面推出後供其他教育
團體免費使用，學習平台亦將開放予其他專上
院校。

2024年中學文憑試

中文科考試落幕，今屆

中文卷安排有變動，其中卷二

由過往考生只需在三題中選一題作

答，改成 「實用寫作」與 「命題寫作」兩部

分，後者佔全卷分數的七成。《大公報》今

次請來資深中文科老師曹順祥和謝德俊，為

大家講解如何做好 「命題寫作」題目，希望

幫助各位學子裝備自己，有所得着。

作者 曹順祥（資深中文科老師）、謝德俊（中學中文科主任）

DSE2024

▲東華學院舉辦 「認識基本法」 活動，加強學
生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