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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竟以為德先生真有其人
《試題專輯》揭部分答案「離晒譜」考評局提醒勿混淆史實張冠李戴

香港社會正積極加強青少年的

中華歷史及文化教育，惟部分學

生仍在公開考試中犯上離譜錯誤，甚至

讓負責評卷的考評局也要慨嘆匪夷所

思。考評局昨日出版2022年香港中學

文憑試各甲類科目的《試題專輯》，其

中在中史科，部分考生將1955年在印

尼舉辦的「萬隆會議」誤認為「日內瓦

會議」等；在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題目，有考生竟以為「德先生」、

「賽先生」是真實人物的西方學者，稱

要請他們來中國講學。考評局提醒，學

生應加強歷史基礎訓練，深入了解史實

及明白歷史發展脈絡，避免史實混淆及

人物張冠李戴，亦要多閱讀議論及評論

歷史文章，增強個人論析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 為配合施政報告大力推動STEAM教
育，教育局將於本月26日至明年1月31日
舉辦網上「STEAM教育博覽會2022」。圖
為「我們的STEAM教育」短片截圖。

言 必 有 中

解籤先解字 多音或辨義
香港不少善信會在傳統節日到各廟宇禮拜

求福，例如今年正月初二，新界鄉議局主席
劉業強循俗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祈福，並求
得三十八號中籤，籤文曰：「人扳高處求真
果，我向低邊拾芥薑，媚奧不如去媚灶，莫
教涉獵逞英豪。」籤文所蘊深意玄機，一時
眾說紛紜；唯解籤應先釋句，釋句必先認
字。
「扳」是「多音字」，即該字有多於一種
讀音，通常會因應這個字使用時所代表的詞
意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讀音。舉個大家熟悉
的例子，同樣寫作「重」字，解作「重
複」、「重量」及「重要」等不同意思時，
讀音各異，這便是「多音字」。「扳」解作
「改變物體方向」時，讀如「班」（粵音，
下同），如「扳開」、「扳回」。而解作
「攀折」、「攀附」時，讀如「攀」，用法
亦同「攀」；此解有讀作「板」者，但不符
合本籤詩的聲調規矩。
籤文四句，猶如一首七言絕句，古典詩有

其平仄押韻等的音律規定，按籤文第二句第
二字「向」字唸粵語第三聲（陰去聲），屬
「仄聲」（中古音分平、上、去、入四個聲
調，除平聲外，其餘三聲可歸類為仄聲）。
絕句第二句好比對聯之下聯，下聯該字對以
仄聲，可見上聯（讖詩首句）同一位置的字
應是平聲，因此首句的「扳」宜唸作
「攀」。「人扳高處求真果」，是說人們都
知道向高處攀摘美好的果實。
再要說的是「教」字，它是第四句的第二
字，依前面所講的製詩規律，第三句的第二
字與第四句的第二字，平仄應屬相對，即
「奧」字唸粵語第三聲，屬「仄聲」，
「教」字若同樣唸第三聲，讀如「較」，便
同屬仄聲，不合規矩了。我們說到「教
訓」、「教坊」、「宗教」等與教育、規範
有關的詞語時，「教」字都讀仄聲，或許少
有留意到，「教」字還有另一個讀音。當解
作「使」、「令」、「讓」等意思時，
「教」字讀如「交」，屬平聲。
古詩詞不乏此解用例，如唐詩「打起黃鶯

兒，莫教枝上啼」（金昌緒〈春怨〉）、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
昌齡〈出塞〉）、「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
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且向

白雲求一醉，莫教愁夢到鄉關」（戴叔倫
〈對酒示申屠學士〉）、「澗水松風聽不
絕，又教童子抱琴來」（明瓚〈題像〉），
詩中「莫教」、「不教」、「悔教」、「又
教」等語，都不是教育、教訓等意思，而是
解作「莫使」、「不讓」、「後悔使到」、
「再令」。還有元代元好問詞「恨人間、情
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此句更得金庸借
用為《神鵰俠侶》中李莫愁的「金句」，句
中「直教」一語就是「竟然會令到」的意
思。
上引詩「澗水松風聽不絕，又教童子抱

琴來」是七言絕句中的末兩句，即第三句
及第四句，該詩格律應是「仄仄平平平仄
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當中「又」字仄
聲、「童」字平聲，因屬句中第一、第三
字，可稍寬對待；然而上句第五字「聽」
字若讀第三聲（去聲）便屬仄聲，於音律
美而言並不理想。由此可見詩人不諳音
律，竟犯如此紕漏？非也！「聽」字除了
唸去聲，還可唸平聲，吟誦古典詩詞時，
宜按格律分辨平仄讀音，此句「聽」字應
讀第一聲（平聲），如此便可與下句的
「抱」字平仄相對了。
這類字也是多音字，不過是同義而異讀，
解作同一意思時，可以根據詩詞的格律而讀
平聲或仄聲，除了上例的「聽」，還有
「看」、「望」、「過」（作「過失」解則
只可仄讀）等字也是如此。且引七絕一首：
「長看巖穴泉流出，忽聽懸泉入洞聲；莫摘
山花拋水上，花浮出洞世人驚。」（唐．劉
商〈題水洞二首．其二〉）請問各位讀者，
詩中的「看」、「聽」二字分別應唸平抑或
唸仄？答案下回分解。從車公三十八籤我們
談到了多音字，算是識音辨義；下回我們繼
續解籤。

◆◆葉翠珠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部分答題謬誤及常見問題
中國歷史科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的外交情況，考生將1955年
在印尼舉辦「萬隆會議」或「第一次亞非會議」，誤認為
「日內瓦會議」、「聯合國會議」、「安理會會議」等

◆有關新文化運動的題目，將「德先生」、「賽先生」當作
西方學者，稱要請他們來中國講學，才能「挽救」中國文
化

中文科
◆寫作卷錯別字問題嚴重，包括「畢業」、「已經」、「初
次」等常用字，常見問題包括誤用音近/同音字，繁簡同
體，部首錯誤等；聆聽綜合卷常見錯別字則包括勇（踴）
躍，推廌（薦），用歺（餐），籍（藉）此，樂以
（意），煮（主）婦，烹任（飪），確疹（診）等

◆閱讀卷文言文題目要求考生以教育現象為例，說明孟子學
說的現代意義，有考生舉例不當，以「家長賄賂學校以求
學位」的個別例子當作普遍教育現象；有考生闡述粗疏，
只籠統指出「不要見利忘義」、「要堅守道義」、「要保
持本心」等，不能具體說明孟子思想對有關教育現象有何
提點

英文科
◆能力較弱的考生誤解英文生字，例如考生不明白「short-
listed」一詞，誤以為所有申請人都會獲邀面試

通識科
◆解釋看法時過度推論，如稱遙距工作能騰出更多土地以解
決香港房屋問題

◆對題目知識和概念理解不足，解說時將網上祭祀與綠色殯
葬混為一談

資料來源：2022文憑試各科《試題專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配合施政報告大力推動STEAM（科
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教育，教育局將於本月26日至明年1月31
日舉辦網上「STEAM教育博覽會2022」。博覽會以「激發創意思維 推
動科技創新」為主題，通過展示和表揚學生綜合應用跨學科知識和技能的
學習成果及分享學校推展STEAM教育的經驗，以提升學生對創新科技的
興趣。
博覽會分為實體「開幕禮暨座談會」及「網上活動」兩部分。「開幕禮

暨座談會」將於本月26日舉行，內容包括創新科技專題演講，及設座談
會分享學校STEAM教育的發展，師生和公眾可透過線上平台觀看。「網
上活動」設學校展覽，圍繞「自動化設計」、「人工智能」、「大數
據」、「可持續發展」及「智慧生活」等課題，有超過70所中小學參
展，當中包括兩所深圳市學校，讓兩地同學分享STEAM學習經驗。
博覽會亦安排一系列網上講座和工作坊，內容涵蓋農業科技、資訊系統

的應用、藝術科技等創新科技議題，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中小學生參與。
「STEAM教育博覽會 2022」詳情可瀏覽 http://www.
steamedufair22.hk/。
教育局又製作了新的「我們的STEAM教育」短片，

邀請學者、教育界同工、STEAM 範疇專家介紹
STEAM教育的整體發展方向，以及STEAM學習對學
生發展的重要性。短片已上載至教育局教育多媒體網
頁。

網上STEAM教育博覽本月26日開幕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昨日發布
「數碼素養360」（2022）首輪研究結果。與2020年的調查
相比，是次研究顯示，中小學學生體驗更多網上學習活動，
對網上學習更有信心。在中學生與小學生比較下，前者的正
面網上學習和福祉成效較少，亦較少向成年人尋求幫助。此
外，中學生家長對子女的學習參與較少，育兒的自我效能感
較低。
是次研究由港大教育學院首席研究員陳鐘榮、聯合研究員
羅陸慧英等領導進行，旨在全面了解學生、家長、學校和教

師在疫情期間多次停課後如何適應新常態，探討此期間對
學生的學習和福祉帶來的積累影響。
團隊於今年7月至9月初收集數據，參與者來自20間小

學和31間中學，包括逾8,000名學生、3,000名家長、800
名教師和200名學校領導。
與2020年相比，2022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小學生網

上學習信心有所提高，小學生提升2.8%，中學生增加
4.9%，但中學生獲得較少的正面網上學習和福祉。
至於家長最關心的是學校停課對子女學習的影響，同時

增加與子女就讀學校和教師的互動和參與。此外，學校領
導和教師都認為他們在今年實踐更多電子學習。

五成半中學生曾旁觀網絡欺凌
研究又發現，在網絡欺凌經歷方面，五成半中學生稱曾

是網絡欺凌事件中的旁觀者，小學生相關比例為四成，中
學生亦較少向成年人尋求幫助。
研究團隊建議加強關注和支援學生的學習、網絡健康和

社交情緒健康，並特別注意對中學生提供支援，同時需就
學校停課對學生學業成績造成的積累影響作進一步研究。
針對家長，當局應提供育兒服務和支援，尤其數碼育兒，
以支援孩子的學習，特別應關注中學生家長，因為他們在
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參與度都較低，而調查結果亦顯示中學
生的數碼健康適應能力低於小學生。

中學生網課成效差過小學生

◆ 考評局昨日出版
2022年文憑試《試
題專輯》，指考生錯
別字問題嚴重。圖為
今年中文科閱讀及寫
作卷考試。

資料圖片

◆羅陸慧英 港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文憑試各科《試題專
輯》。其中，中史科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初年的外交情況的選答題，考生被評為表現
一般，部分人的錯誤相當離譜。該問題提供了
1955年於印尼舉行有29個亞非國家的會議資
料，要求考生填上會議名稱，以及時任總理的中
國代表團團長名字，但卻有考生將會議誤認為
「日內瓦會議」、「聯合國會議」、「安理會會
議」等，更有人在團長部分填上「李克勤」名
字，《專輯》形容有關答案「令人驚愕」。

想請「賽先生」來華講學
《專輯》並提到，考生在答該題時出現不少錯

別字，例如「鮮（蘇）聯」、「周恩萊
（來）」、「其（基）新（辛）格」等，又混
淆不少史事，包括將「中美關係」誤為「中英
關係」、訪華者是「列根總統」、中美破冰後
美國「取消禁運」誤為「取消旅遊限制」等。
在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選答題中，有

學生時序不明，誤以為運動是清朝的事，更有
考生把「德先生」、「賽先生」當作西方學
者，說要請他們來中國講學才能「挽救」中國
文化。《專輯》直言此等謬誤實在「匪夷所
思」。

「主婦」當「煮婦」「確診」變「確疹」
中文科方面，《專輯》指寫作卷錯別字問題

嚴重，不少常用字如「畢業」、「已經」、
「初次」等均有錯字，有人誤將「踴躍」寫成
「勇躍」，「主婦」誤作「煮婦」，「確診」

誤作「確疹」等。
在閱讀卷亦見舉例不當及闡述粗疏等問題，

如文言文題目要求考生以教育現象為例說明孟
子學說的現代意義，但考生舉出「家長賄賂學
校以求學位」個別案例誤作普遍現象，或只籠
統指出「不要見利忘義」，未能將傳統文化聯
繫現今社會的教育情況。
文憑試中文科試卷主席認為，近年社交媒體

流行，令周遭充斥着圖像和碎片化的文字信
息，即時通訊軟件也使大家常常以不完整的句
子，甚至以表情符號等取代文字溝通，建議學
生應通過閱讀優質的篇章，向作家借鑒遣詞造
句、布局謀篇的經驗。
主席又提醒，考生要多思考闡述推論的步

驟，不要一步到位，強調多讀多寫雖為老生常
談，卻是至理，考生宜從小學開始培養良好的
閱讀習慣，積澱語文知識。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