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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 

 

中文在全球的地位越發舉足輕重，各界也十分重視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發

展。於 2017 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布了一份課程文件——《中國語文教

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文件中指出閱讀範疇其中一個建議學

習重點為理解、分析、感受、鑒賞等認知能力1，而小四至小六的學生應側

重培養其讀寫能力，其中一項發展重點是掌握閱讀策略，培養學生閱讀時思

考的習慣，並能夠發揮想像力，引發創意力2。指引中提到學校所選擇的教

科書應配合課程指引，能根據學習重點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並多設有開

放式的題目3。《優質課本基本原則》清楚指出教科書內容的深淺程度應配

合學生的認知水平和課程的要求，並根據學生能力和學習階段發展高階的認

知能力入分析、評鑑及判斷
4
。由此可推斷，作為香港小學主要的教材，教

科書裡的練習系統的設計應依循指引中的學習重點，順應學生的學習階段及

學生認知心理發展的需求，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  

    

   另一方面，評估也是學與教的一部分，包括了解學生水平的「對學習的評

估」及讓教師認識學生強弱項的「促進學習的評估」5，讓教師能夠調適教

學步伐。為配合課程的發展，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屬於基本能力評估的

一部分，於 2004 年在小學三年級推行，並在一年後推展至小學六年級，希

望能以評估回饋學與教，達到「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讓學校及教師透

過評估所得的結果及報告檢視教育成果並加以改善教學策略，促進學與教。 

TSA 同時有監察不同學校學生的學習水平的功能6，予以政府及學校客觀的

數據作參考7，從而了解學校的教育成果及學生程度。自 TSA 施行以來，坊

間有不少聲音質疑教科書的擬題受到 TSA 的影響，或是註明仿照 TSA 的題

目編寫。由於教科書是香港教學中主要的教材，常用於閱讀教學當中，其內

容對教學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力，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閱讀範疇和小學六年級的中國語文科教科書的閱讀練習題，研究兩者之間的

關係。 

 
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

特別行政區，頁 16。 
2 同註 1，頁 8。 
3 同註 1，頁 61。 
4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16):《優質課本基本原則（2016 年 6 月修訂）》，檢自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

info/GuidingPrinciples/index.html 檢索日期：2021.5.8。 
5 同註 1，頁 49。 
6
 侯傑泰、何穎欣(2008): 學習回饋及系統監察：香港的經驗，《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4(4)，頁 6。 
7 廖佩莉(2009): 析論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為學生準備「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策

略，《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5(4)，頁 111。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GuidingPrincipl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textbook-info/GuidingPrincip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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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筆者針對個人觀察及前人研究，為是次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包括： 

I. 分析 2017 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閱讀範疇中考核重點分

佈。 

II. 分析香港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教科書閱讀理解練習中考核重點的分

佈。 

III. 透過教科書閱讀理解的題目跟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閱讀範疇評估的

閱讀卷卷一的題目比較，分析兩者之間是否存有密切的關係。 

IV. 探討教科書閱讀理解練習考核重點分佈的情況對教學的啟示。 

 

2. 文獻回顧 

 

2.1 有關教科書的研究 

 

教科書在教學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霍秉坤（2019）曾探討香港教科書的編

審及選用機制，研究透過分析教科書的評審及選用機制，點出出版商及作

者擁有編寫的自由，教師及學校也擁有自由可以彈性選取教科書的自由，

指出教育局的角色尤關重要，要在機制中維持著對自由及控制的平衡，應

控制價格及素質，以保證教科書的質素。 

 

在小學語文教科書方面，何文勝 (2006)指出教科書與單元組織教材，比對

了大陸、臺灣及香港的小學語文教科書的單元組織及編選體系的發展及特

點，研究發現以能力來組織的單元體系的線性邏輯發展序列相比以內容來

組織的單元更明確，而且有較多的科學理論支持。梁佩雲、馮翠兒、黃仁

娜、梁振威（1997）參考了香港研究小組的評鑑架構以及政府指引等文

件，製作了量表分析香港小學使用率最高的兩套語文教科書，探討教科書

的素質，發現內容偏向知識方面，有關情意及思考部份並不多。 

 

在編訂教科書方面，霍秉坤、葉慧虹和黃顯華(1995)點出了教科書的重要

性，並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切入，整理了一套框架分析教科書的設計，探

討編定時的考慮因素，例如教材的組織，說明可透過改善教科書的編訂來

幫助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及意義。霍秉坤、葉慧虹和黃顯華(2010)指

出課本編寫的取向十分影響學生的學習，香港的語文課本形式上看似不

俗，但由於教育局的評審取向不清楚，導致課本在內容、編寫時出現錯亂

的情況，甚至有些通過評審的課本可能並不符課程發展的要求。李子建

（2002）指出本港教科書編寫時沒有考慮學生已有知識及思考模式，令學

生沒有辦法與課本內容知識產生關聯，更會出現學生曲解課本內容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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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點出教科書的編寫應該由學生的角度出發。何志恆(2013)以布魯姆

(Bloom)的六個認知水平為框架研究香港一套小學中國語文教科書的練習系

統，探討教科書的練習系統對於促進學生認知能力發展的作用，發現練習

系統偏重於理解的層次，對於練習系統有助於發展學生認知能力的作用存

疑。 

 

2.2 有關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研究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研究自 2004 推行後，一直都是教育界的焦點之一。張國

松、廖佩莉和張壽洪 (2006)於論文指出香港的學校極重 TSA，教師也極為

重視測試。廖佩莉 (2009)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研究小學中文科教師為學

生準備應付 TSA 而制定的策略以及整理了教師的意見，發現教師的策略制

定受到「倒流效應」的影響，對 TSA 十分重視並感到有壓力，在課程規劃

及課堂內容中也會滲入 TSA 的元素，但缺乏事後的跟進。侯傑泰、何穎欣

(2008)指出 TSA 時以監察學校教育成果為目的，而學校花費大量時間讓學生

操練 TSA 以提高學生成績的作法是浪費時間。廖佩莉(2013)隨後在探討 TSA

對香港中文教師的影響時發現 TSA 在課程、教學以及評估方面都有正面和

負面的倒流效應。 

 

在成效方面，霍秉坤（2015）以囚徒困局的概念解說 TSA 於香港的狀況，

並提出走出困境的方法以及限制。曾榮光（2016）由政策檢討和評鑑視域

及方法的角度分析教育局於 2016 年 2 月 29 日上載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檢討

報告》，質疑 TSA 未能達至回饋學與教的進展性評估及讓政府監察學校教

育素質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各方的壓力。但也有學者認同 TSA 的成效，黃

劍峰（2012）認為 TSA 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2.3 有關全港性系統評估與教科書之關係的研究 

 

有關於 TSA 與教科書之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許育健（2016）曾指出由於學

校極為重視 TSA，因此教科書在設計時也不會忽視這方面的元素8。 張壽

洪 (2014)透過分析三年級 TSA 的閱讀機寫作卷後自擬量表，探討 2004 年及

2001 年出版的三年級教科書與公開考試的關聯性。梁曉彤（2016）研究兩

套 2011 年出版的教科書及 2005-2009 年間的 TSA 評估卷，分析其中的題

型，發現教科書閱讀練習的題目設計受到 TSA 閱讀卷的影響，指出教師應

該在教學中因應學生的能力在提問方面作調適。鄭雅文（2018）透過分析

 
8 許育健（2016）：國語文教科書設計理論與實務，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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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14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試卷，以自訂的題型表分析一套教科書的

新舊版本（2006 版及 2016 版），發現舊版教科書受到的影響不大，新版則

在題型、提問方法及用字方面與 TSA 有密切的關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及

課程發展，現在出版社已經就著新的趨勢推出新版的教科書，因此筆者期

望透過是次的研究探討新版教科書中的的閱讀練習題型設計與全港系統性

評估中的之關係。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其中一個研究對象為香港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教科書。為了貼合最新的

教學情況，筆者將會選取 2021/22 最新一版的教科書作為研究對象。為了令

研究更具客觀性及全面性，筆者選取了兩套的教科書作研究。筆者參考了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編制的高小中文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並經過問卷調

查，訪問了曾參與小學實習的中文教育學生，請他們從中選取於小學實習

階段中使用的教科書，最後選取了使用量最高的兩套小學中常用的教科

書，分別是啟思出版社的《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

文（第二版）》。 

 

另一個研究對象為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閱讀卷。由於香港教科書需

要在編寫後送交教育局審核，通過評審後才會被列入被列入「適用書目

表」，過程歷時大約一年。2021 年出版的教科書應最遲於 2020 年初完成編

寫才有機會於 2021 年通過評審並於市面流通，由此推斷教科書在編寫時參

考的應為 2019 年或之前的評估卷。為了令研究更客觀及避免研究對象過於

狹窄，筆者決定以 2017 至 2019 年的評估卷作為分析對象。而為避免研究資

料重複及過於龐大，故是次研究將集中分析 2017 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國語文科閱讀卷的分卷一。 

 

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根據學習階段的基本能力設計，教科書的擬題，大

多採用祝新華教授以「閲讀認知能力層次系統」發展的「閱讀六層次框

架」9，部分題目會在在教師用書的答案前説明題目所屬的層次。作為分析

題型的工具並在教師版用書中表明題目所屬的閱讀層次。由於本次研究希

望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對課本中閱讀理解題目的影響，因此將會先分析全

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試題的題目，按照其題目的考核重點編製一套新

的考核重點表。 

 

 
9 祝新華（2012）：《閱讀能力層次及其在評估中的運用 》，「促進學生閱讀能力的評估：提

問與回饋」 研討會﹙修訂﹚，香港，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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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步驟  

 

在研究步驟上，為避免資料過於龐大，是次研究將會集中研究閱讀範疇的

「講讀」部份中閱讀範疇的練習以及自讀篇章部份，檢視教科書的閱讀練

習的擬題方向有否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 

 

本研究將會把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題目考核重點進行歸

類，由此編製出一套新的考核重點表，並以此作為框架分析 2017 至 2019 年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考核重點的分佈。 

 

其次，是次研究將會以新的考核重點表作為量度及分析框架，研究兩套教

科書的考核重點、題目設計及題型（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題

型」是指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卷中的答題模式，種類包括選擇題、填充

題、排序題、短答題10）。在分析過程中不免遇到題目出現「一題多問」的

情況，在歸類時會把問題分拆作「一題一問」，並進行歸類。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透過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教科書比較，分析教科

書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影響的程度，而當中需要一套考核重點表作為準則。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指出中國語文科的評估是依據《中國語文課程第

一學習階段基本能力（試用稿）》、《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六)(2017)》及《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等課程

文件11，以學生相應的學習階段進行劃分以擬定題目。相反，教科書分甚少

按照基本能力劃分題目，普遍使用多用祝新華教授的「閱讀概念」六層次為

編寫時的參考工具，部份教科書的教師版亦會在題目答案前標示該題目的閱

讀層次。有鑑於本次研究是希望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對課本的影響程度，因

此筆者先透過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將其題目根據考核重點進行歸類，根據

題目的考核重點作，編製出一套新的考核重點表作為框架分析 2017 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評估卷，《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

語文（第二版）》，研究其題型分佈及變化，並進行比對，尋找公開考試與

課本之間的關聯程度，新編製的考核重點表如下： 

 
1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中國語文科、英

國語文科、數學科學生基本能力報告，香港，香港印務署，頁 18。 

1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中國語文科、英

國語文科、數學科學生基本能力報告，香港，香港印務署，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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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編製的考核重點表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4.1 全港性系統評估考核重點的分佈數據結果 

 

根據新編製的考核重點表，分析了 2017 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

科分卷一的考核重點分佈，《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小六教科書

（共四冊）中「討論和思考」部份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小六教科書

（共四冊）中的「思考與討論」部份的考核重點，所得的詳細數據如下： 

 

（1）2017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本研究抽取 2017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中閱讀篇章的題目進

行分析，合共 23 題。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1. 詞語意義 理解文章中詞語的意思並應用，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2. 文章表層意義 理解文章的表層信息，一般可以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例如：作者指出太陽本來是什麼顏色的？（輯自 2017 年全港性系統中國語

文科分卷一）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故事情節、事件的順序。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容的圖片，答案或者需要學生理解文意並思考

後，才能得到答案。 

5. 事情緣由 詢問事情的原因、目的，答案並非顯性事實，需要學生理解並整理文章內

容，才能得到答案。 

例如：「我」在第二場比賽後感覺很充實，原因是 （輯自 2019 年全港性系

統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以回答問題。 

例如：第一段的主要內容是（輯自 2017 年全港性系統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主要目的。 

例如：這篇文章的主旨是 （輯自 2018 年全港性系統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8. 推斷文章深義 在理解文章的表層意義後，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或文章鋪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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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2: 2017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考核重點分佈 

 

從以上結果可見，2017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題目重在考

核學生第二類考「文章表層意義」，佔總題數約 30.4%，考核學生理解文

章表層意義及文章中顯性內容信息的能力。其次是第一類「詞語意義」，

佔總題數約 17.4%，考核學生理解文意後對文章詞語的應用的能力。第三

位則是第五類「事情緣由」，佔總題數約 13%，考核學生理解文意後找出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4 4 ～17.4%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7 7 ～30.4%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1 1 ～4.3%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2 2 ～8.7%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3 3 ～13.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2 2 ～8.7%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2 2 ～8.7%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2 0 ～8.7%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2 100% 

9. 其他  0 0% 0% 

總計  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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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原因、目的。2017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重在考核學生理解文章表層

意義的能力，整體重點分佈頗為平均。 

 

 

（2）201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本研究抽取 201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中閱讀篇章的題目進

行分析，合共 22 題。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4 4 ～18.2%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

容信息 

7 7 ～31.8%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

序 

0 0 0% 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

合文章內容的圖片 

1 1 ～4.5%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

目的 

3 3 ～13.6%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4.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

或主旨或主要目的 

2 2 ～9.1%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

層意義 

3 1 ～13.6% ～33.3%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2 ～66.7% 

9. 其他  1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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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3: 201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考核重點分佈 

 

從以上結果可見，201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題目重在考

核學生第二類「文章表層意義」，佔總題數約 31.8%。其次是第一類「詞語

意義」，佔總題數約 18.2%。第三位則是第五和第八類，即「事情緣由」及

「推斷深義」，佔總題數約 13.6%。2018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除了重在考核

學生理解文章表層意義的能力，也兼顧考核學生推斷文章深層意義的能

力，整體重點分佈平均。值得留意的是，有一道題目屬於「其他」類考核

重點（題 22:「這篇實用文是」12），詢問學生文章的體裁。 

 

 

（3）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本研究抽取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中閱讀篇章的題目進

行分析，合共 22 題。 

 

 
1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12。 

總計  22 100%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總數 數量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4 4 ~18.2%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6 6 ~27.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1 1 ~4.5%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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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4: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考核重點分佈 

 

從以上結果可見，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題目重在考

核學生第二類「文章表層意義」，佔總題數約 27.3%。其次是第一類「詞語

意義」，佔總題數約 18.2%。第三位則是第六、第七和第八類考核重點，即

「歸納段意」、「歸納文意」及「推斷文章深義」，皆佔總題數約 13.6%。

2019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除了重在考核學生理解文章表層意義的能力，也

兼顧考核學生歸納段意、文意的能力以及推斷文章深層意義的能力，整體

重點分佈平均。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3 3 ~13.6%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3 3 ~13.6%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3 1 ~13.6% ~33.3%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2 ~66.7% 

9. 其他  0 0% 0%  

10. 總計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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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5: 2017 年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考核重點分佈 

 

從以上分析可見，2017 年至 2019 年間的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考

核重點為學生理解文意，抄錄顯性信息的能力，共有 20 題，佔總題數大約

28.2%。其次是考核學生對文章詞語的應用的能力，共有 16 題，佔總題數大約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16 16 ~22.5%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0 20 ~28.2%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1 1 ～1.4%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4 4 ~5.6%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8 8 ~11.3%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6 6 ~8.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7 7 ~9.9%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8 2 ~11.3% 25%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6 75% 

9. 其他  1 ～1.4%      100% 

總計  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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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第五類「事情緣由」和第八類「推斷深義」排名第三，共有 8 題，佔總

題數大約 11.3%，當中第八類「推斷深義」較常見於 2018 年至 2019 年間。三年

的全港性系統評估題目類型均重在考核學生理解文章表層意義的能力，從文中

整理出事情緣由的能力，同時兼顧考核學生推斷文章深層意義的能力。排列故

事內容順序的情節排序題目則是數量最少的考核重點，反映並非 2017 年至 2019

年間的考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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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科書考核重點的分佈數據結果 

 

（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講讀篇章 

 

本研究抽取《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小六教科書（共四冊）講讀

篇章的「討論和思考」部份進行分析，共十六篇，合共 343 題，為確保分

析準確，如遇上「一題多問」的情況，將會把題目拆分作「一題一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4 0 ～1.2%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4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41 141 ～41.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4 24 ～7.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4 14 ～4.1%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3 3 ～0.9%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4 2 ～4.1% ～14.3%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2 ～85.7% 

9. 其他  143 ～4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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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6: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考核重點分佈 

 

綜觀所有講讀篇章的「討論和思考」部份，除卻「其他」類考核重點，《新

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題目類型以第二類「文章表層意義」為主，

佔約 41.1%。其次是第五類「事情緣由」，佔總題數約 7%。第三位則是第

六和八類，即「歸納段意」及「推斷深義」，各佔總題數約 4.1%，。由此

可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除了重在考核學生理解文章表層意

義的能力，也兼顧考核學生解釋事情緣由，推斷文章深層意義及歸納段意的

能力，整體重點分佈平均。值得留意的是《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

同時也有一定數量的「其他」類考核重點，佔總題數約 41.7%，比例僅次於

第二類重點。 

 

 

（2）《我愛學語文（第二版）》講讀篇章 

 

本研究抽取《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小六教科書（共四冊）講讀篇章的「思

考與討論」部份進行分析，共十八篇，合共 198 題，為確保分析準確，如遇上

「一題多問」的情況，將會把題目拆分作「一題一問」。 

總計  343 100%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3 0 ～1.5%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3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80 80 ～40.4%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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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7: 《我愛學語文（第二版）》考核重點分佈 

 

綜觀所有講讀篇章的「思考與討論」部份，除卻「其他」類考核重點外，《我

愛學語文（第二版）》的題目類型以考核第二類「表層意義」為主，佔約

40.4%。其次是第五類「事情緣由」，佔總題數約 6.1%。第三位則是第七類

「歸納文意」，佔總題數約 5.6%。《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除了重在考核學

生理解文章表層意義的能力，從文中整理出事情緣由的能力，也兼顧考核學生

歸納文章內容大意的能力，整體重點分佈頗為平均。值得留意的是《我愛學語

文（第二版）》同時也有一定數量的「其他」類考核重點，佔總題數約

43.9%，比例高於第二類重點。 

 

綜合上述結果，《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

版）》皆以考核學生抄錄文章中顯性的信息的第二類「表層意義」為主要的考

察焦點。然而前者並非只考核學生理解文意的基本能力，同時兼顧考核學生解

釋事情緣由，推斷文章深層意義及歸納段意的能力，其第二及第三位的考核重

點為第五類「事情緣由」、第六類「歸納段意」和第八類「推斷文章深義」。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2 12 ～6.1%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2 2 ～1.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11 11 ～5.6%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3 2 ～1.5% 5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50% 

9. 其他  87 ～43.9% 100% 

總計  1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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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題目同樣則比較集中在考核學生重整事情緣由能

力及學生的歸納能力，但是相比《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我愛學

語文（第二版）》的考核重點較為集中在歸納整篇文章的內容大意，即第七類

「歸納文意」。 

 

（3）教科書自讀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兩者都有大約三成多的其他類型題目，考核更高階的能力，如

學生的創意思維、批判思維等，並不局限於基本能力的考核，例子如下： 

 

單元四第七課《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13） 

 

單元九第一課《女媧補天》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14） 

 

單元三第七課《樂於奉獻的香港人》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5） 

 

單元四第九課《朱子家訓》 

 

 
13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一冊，香港，啟思出

版社，頁 85。 
14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下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7。 
15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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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下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6） 

 

4.3 研究結果分析 

 

（1） 全港性系統評估與教科書的題目關聯比較 

 

就《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關聯程度而言，

教科書内共有 200 道題目切合考核重點表的重點，佔總題數的 58.3%，也就是超

過一半數量的題目的考核重點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一致。就《我愛學語文（第

二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關聯程度而言，教科書内共有 111 道題目切

合考核重點表的重點，佔題目總體約 56.1%，也就是超過一半數量的題目的考

核重點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一致。 

 

（2） 全港性系統評估與教科書的題型分佈比較 

 

就上述分析結果可見，2017 年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的考

核重點以抄錄顯性信息的第二類「表層意義」題目為主，共 20 題，佔總題數約

百分之 28.2，分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以考核基本能力為主的導向有關。同樣

地，《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均是以抄

錄顯性信息的第二類「表層意義」題目為主，分別佔總題數的 41.1 及百分之

40.4，兩者的百分比相若，所佔比例比全港性系統的題目的更高，可見教科書

的閱讀練習題目的最主要的考核重點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最主要的考核重點一

致。 

 

全港性系統評估以第一類「詞語意義」為次要的考核重點，2017 年至 2019 年間

共有 16 題，佔總題數約百分之 22.5，當中只設計了考核學生應用文章詞語能力

的題目，並沒解釋文章詞語的題目。《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

愛學語文（第二版）》都有設計第一類「詞語意義」的題目，但所佔比例不

高，只有大約百分之 1.2 及百分之 1.5，分別位列總題數的第四位，與全港性系

統評估的題目數量有一定距離。而且，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

愛學語文（第二版）》皆沒有設計考核學生詞語應用的題目，只有考核學生解

釋文中詞語的題目，與全港性評估系統在該考核重點中以應用文章詞語能力的

題目設計截然相反。但是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習作簿中，每一篇課

文的練習的第一部分皆為選詞填充，要求學生從課文中選出適當的詞語進行填

充，考核學生應用文章詞語的能力。《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作業中同樣

 
16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下一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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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選詞填充為每一篇課業練習的第一部分，同樣要求學生應用文章詞語進

行填充，學生應用文章詞語的能力，例子如下：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習作簿，香港，啟思出版社。17）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 六上一冊作業》，

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8） 

 

 
17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 六上一習作簿》，香港，

啟思出版社，頁 5。 
18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作業，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

公司，頁 2。 



 21 

由此推斷，教科書中並沒有考核學生應用文章詞語能力的題目，是因為教科書

的作業中已有設計應用詞語的練習部份，或者部份學校會佈置造句的作業，已

經具有考核或訓練學生應用文章詞語的能力，因此並未在教科書中設計應用文

章詞語的題目類型。教師在教學過程一般會利用教科書和課業互相配合，而課

業中設有固定的詞語應用部份，反映兩套教科書的設計同樣重視考核學生詞語

應用的能力，只是並沒有設計在教科書的閱讀練習系統當中。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第五類「事情緣由」和第八類「推斷深義」的題目在數量

上佔一定的比例，2017 年至 2019 年間分別有 8 題，分別佔約 11.3%及約

12.7%，僅次於上述兩類考核重點，比例十分接近，其中第八類「推斷深義」需

要學生不只是了解文章意義，而是考核學生理解文章深層意義的能力。《新編

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都有考核學生這兩類

題目，前者分別有 24 及 14 題，佔總題數約有百分之 7 及百分之 4.1，分別位列

總題數的第二位及第三位。《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則分別有 12 及 3 題，佔

總題數約有百分之 6.1 及百分之 1.5，分別位列總題數的第二位及第四位。由此

可見，在眾題目類型中，第五類「事情緣由」在教科書及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排

名都佔較為前的排名，具有一定的數量，比例也較為接近，皆為考核重點之

一。而全港性系統評估和教科書都有設計理解文章深層意義的問題，即第八類

「推斷深義」，但兩者的比例並不太接近，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數量遠超教科

書，反映教科書的部份考核重點分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接近。 

 

另外，考核學生歸納文章段落大意及及文意能力的第六類「歸納段意」和第七

類「歸納文意」在 2017 年至 2019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分別有六題及七題，所

佔的比例分別約為百分之 8.5 及 9.9，題目數量比例上較《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略高。《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

版）》只佔總題數約有百分之 4.1 及百分之 0.9，《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只

佔總題數約有百分之 1 及百分之 5.6。但第六類「歸納段意」在《新編啟思中國

語文（第三版）》佔第三位，第七類「歸納文意」則佔第五位，排名較後。相

反，第六類題目在《我愛學語文（第二版）》佔第五位，第七類題目則佔第三

位。由此可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較全港性系統評估及《我愛

學語文（第二版）》更重視第六類題目，相反《我愛學語文（第二版）》較其

他兩者更重視第七類題目。 

 

全港性系統評估所佔比例最低為第三類「情節排序」和第四類「圖像配對」的

考核重點，同樣也是教科書所佔比例最低的考核重點，《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和《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都沒有這兩類的考核重點。值得一

提的是，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都有一

定數量的「其他」類考核重點，考核學生更高階的能力，如學生的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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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維等，分別約佔總題數的百分之 41.7 及百分之 43.9，但由於是次研究旨

在研究教科書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關聯程度，全港性系統評估以考核學生基本

能力為主，而考核重點表依據全港性系統評估建立，因此較高階的題目被歸類

為「其他」類。但由此可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的「講讀」部份的閱讀題目的考核重點並不是只注重考核學生的

基本能力，同時也設有四成多的的「其他」類題目，僅次於第二類「表層意

義」，抄錄表層信息的題目，《我愛學語文（第二版）》更是超過第二類「表

層意義」的數量，考核學生高階思維及閱讀的能力，並與基本能力所佔比例相

約，為教科書的考核重點之一，兼顧學生的高層次思維發展。 

 

由此反映，全港性評估中國的閱讀題目的考核重點和分佈確是與教科書「講

讀」部份的閱讀題目設計的考核重點有相同之處，但亦有不同之處，因此未能

確實教科書講讀」部份的閱讀題目的考核重點是完全參考全港性閱讀評估進行

設計，但可見兩者之間存有一定的關聯程度，而且《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

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關聯程度較高。 

 

（3）全港性系統評估與教科書題型比較 

 

上述分析針對全港性系統評估與教科書考核重點的分佈進行了分析，為進一步

仔細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與上述兩套教科書的關聯程度，筆者將會從題型（根

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題型」是指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卷中的答題模

式，種類包括選擇題、填充題、、排序題、短答題19）以及題目設計的角度切入

分析，闡述其中的異同。 

 

 

 

 

 

 

 

 

 

 

 

 

圖 8: 2017 年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題型分佈 

 
19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中國語文科、英國

語文科、數學科學生基本能力報告，香港，香港印務署，頁 18。 

題型 

（答題模式） 

題目數量 佔總題數 

選擇題 46 ～66.7% 

短答題 16 ～23.2% 

詞語填充題 6 ～8.7% 

表格題 1 ～1.4% 

其他 0 0 

總計 6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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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2017 年至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分卷一題型，全港性系統評

估以選擇題為主，短答題為次要，分別佔總題數約百分之 66.7 和百分之 23.2。

以 2017 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為例，評估卷中有共有 23 題，當中有 16 題為選擇

題，佔總題數約百分之 69.6，卷中其他題型包括詞語填充題，短答題和填充表

格的題目，但合共只有 7 題，佔約百分之 30.4。而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

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則以短答題為主，雜有少數的表格填充題

等其他題型。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冊，香港，啟思出版社。
20
） 

 

 
20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 六上一》，香港，啟思出

版社，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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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香港，教育出

版社有限公司。21）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 六上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2） 

 
21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頁 7。 
22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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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 六上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3
）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4） 

 

以《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單元一第二課《澳門遊記》為例，該篇的

閱讀題目共有 6 題，其中 5 題是短答題，只有一題是表格填充題。以《我愛學

語文（第二版）》單元一第一課《捐誠》為例，篇章的閱讀題目共有 4 題，其

中三題為短答題，一題為表格填充題。從上述例子可見，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答

題模式與教科書雖然存有相同的答題模式，但重點並不相同，前者以選擇題為

主，短答題及表格填充題為次要，後者則正好相反，以短答題為主，表格填充

題為次要，教科書在題型分佈方面雖然沒有參照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模式，但也

 
23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7。 
24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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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計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型如短答題及表格填充題以配合應考公開考試的需

求。 

 

題目設計方面，全港性系統評估及教科書的題目類型皆集中在第二類「表層意

義」，即抄錄表層信息，復述的閱讀層次。以下將分別分析全港性系統評估與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異同。 

 

以《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第二類「表層意義」部份閱讀題目為例，

例子包括：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25）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26） 

 

 
25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13。 
26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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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下一，香港，啟思出版社。27）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8
）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9） 

 

 
27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下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59。 
2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8。 
29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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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30） 

 

單元一第二課《澳門遊記》中表格填充題「第三段指盧家大屋是『中西合璧的

建築設計』。大屋裡哪些是中式設計？哪些是西式設計？填寫下表」、單元三

第五課《神奇溫馨的鳥巢》中的短答題「根據第一至第二段，『鳥巢』的正式

名稱是什麼？它有什麼用途？」和單元九第一課《女媧補天》中的短答題「人

類面臨什麼災害？女媧怎樣拯救人類？根據課文內容，填寫下表」。全港性系

統評估第二類「表層意義」的題目例子包括 2017 年卷中第 15 題選擇題「根據

文章內容，下列哪兩項符合對「太陽風暴」的描述？」、第 19 題表格填充題

「根據文章內容，在橫線上填寫捐血者的條件。」2018 年卷中第 4 題短答題

「根據文章第五段，寫出兩項媽媽疼惜作者的表現。」。 

 

從上述《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閱讀範疇的題目例子可見，教科書編

寫第二類「表層意義」的題目時，參考了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要求學生

從文章找出顯性的信息並回答問題，除了均有使用短答題和表格填充題，提問

模式十分相近，皆是先明確指出回答是要根據文章內容或文章的指定段落回答

問題。提問字詞也十分相近，大部分都使用「根據⋯⋯內容，⋯⋯」或「根據第

⋯⋯段，⋯⋯」。教科書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幹用語、提問方式近乎一致，由

此可推斷教科書有意於書中閱讀範疇題目中加入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似的提

問，幫助學生適應提問方式，迎合學生應考公開考試的需求，同時反映《新編

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閱讀範疇的題目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兩者

之間存有關聯性，可進一步推斷全港性系統評估對教科書閱讀範疇的題目設計

造成影響。 

 

以《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第五類「事情緣由」部份閱讀題目為例，例子

包括：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31） 

 

 
3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3。 
31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一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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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二冊，香

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32）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33
）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34）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35） 

 

 
32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六上二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頁 6。 
3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3。 
3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8。 
35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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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第一課《捐誠》中的短答題「為什麼老軍人毫不注意人們捐多少錢，一

直不停地向人們低聲道謝？」，單元七第 19 課《紙船—寄母親》中的短答題

「為什麼詩人疊紙船時含著眼淚？」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五類「事情緣由」的題

目例子包括 2017 年第 3 題選擇題「為什麼『我』想參加『親子慈善跑』？因

為」、第 14 題「作者指出早上和黃昏的太陽看來比較大，是由於」、2018 年第

5 題選擇題「文中提到作者的『淚水忍不住沿面頰滑下來』(第 20 行)，原因

是」 

 

從上述《我愛學語文（第二版）》閱讀範疇的題目例子可見，教科書編寫第五

類「事情緣由」的題目時，參考了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需要學生理解文

章內容後解釋事情的緣由，但兩者的提問字詞並不一樣，《我愛學語文（第二

版）》的關鍵字詞為「為什麼」，提問方式一般為「為什麼⋯⋯？」，全港性

系統評估提問時的表達方式則較多元化，有「為什麼⋯⋯？因為」、「⋯⋯，是

由於」及「⋯⋯，原因是」，提問關鍵詞大多設計在問題後方的位置，而且並

沒有運用問號，但兩者皆有採用「為什麼⋯⋯？」的提問方式。雖然提問方式

並不一致，《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提問形式較為單一，只屬於全港性系

統其中一種提問方式，但題目設計的考核重點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一致，由此推

斷《我愛學語文（第二版）》的題目編寫在一定程度上與全港性系統評估有關

聯，但受影響的程度較低，但兩者在提問設計時皆有意讓學生在課堂中或日常

訓練中習慣公開考試的應試模式、提問方式。 

 

值得留意的是《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於每一個單元都設有自習與自

評部份，《我愛學語文（第二版）》則另設自讀篇章（六上及六下），當中部

份閱讀篇章的答題模式、提問方式及題目類型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似。例子如

下：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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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36）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一，香港，啟思出版社。37） 

 

 
36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22。 
37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一，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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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單元五自習篇章《海上的日出》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二，香港，啟思出版社。38） 

 

 
38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二，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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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二，香港，啟思出版社。39） 

 

（輯自：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

上二冊，香港，啟思出版社。40） 

 

《我愛學語文（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上《火箭的祖先在中國》 

 
 

39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二，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20。 
40 陳煒良、吳淑瑩、盧愛蘭（2021）：《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六上二，香港，啟思出版

社，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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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上

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41） 

 

《我愛學語文（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下《參觀工展會》 

 

（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下

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42） 

 
41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上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頁 31。 
42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下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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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下

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43） 

 

從上述例子可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自讀篇章的練習與講讀部份

的答題模式相異，講讀部份以短答題為主，並沒有選擇題，但自讀篇章則有不

少的選擇題還有短答題及表格題，例如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有 4 道選

擇題，4 道短答題，單元五自習篇章《海上的日出》則有 5 題選擇題，4 道短答

題，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型十分相近。《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自讀

篇章的練習不論在題型種類或題型分佈方面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皆十分相近。 

 

從上述例子可見，《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的自讀篇章與課文的題型分佈相

異，課文以短答題為主，表格題為副，但上述例子中自讀篇章則近乎全是選擇

題，只有一題短答題，並且大多題目是一題一問，在這方面與全港性系統評估

答題模式類近，但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比模式較少，題目數量也相差頗大，而

且根據筆者觀察，其他自讀篇章情況相似，甚至有一些只是填寫表格，綜合資

 
43 余婉兒、蘇潔玉（2021）：《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下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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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筆者認為《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的題型和分佈皆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不是

很接近。 

 

與全港性系統評估提問方式相似之題目 

 

I. 「根據文章……，寫出……。」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44
）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一 

 

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第 8 題 

「根據文章第四段，桂林的山水怎樣構成美麗的景

色？」 

 

 

II. 「文中哪一個詞語形容……？」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45）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一 

 

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第 1 題 

「文章中哪一個詞語形容山勢奇險的快要塌下來？」 

 

 

 
4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3。 
45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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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作者在第……段提到……一事，主要目的是」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46）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一 

 

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第 5 題 

「作者在文章第二段提到漁夫捕魚一事，主要目的是」 

 

IV. 「文章第……段（第……行）的「……」是指什麼？」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47）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二 

 

單元五自習篇章《海上的日出》第 7 題 

「第六段中「偉大的奇觀」是指什麼？」 

 

 

V. 「下列那一副圖畫符合……的情景？」題目 

 
46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8。 
4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9。 



 38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48）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二 

 

單元五自習篇章《海上的日出》第 6 題 

「下列哪一項符合第五段描述的情景？」 

 

 

VI. 「……，原因是」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49） 

 
48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4。 
49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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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我愛學語文 (第二

版)》自讀篇章六上冊 

 

《火箭的祖先在中國》第 3 題 

「科學家把月球上最大的環形山命名為『萬戶』，原因

是什麼？」 

 

 

VII. 「下列哪一項（不）是文章的內容重點？」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50） 

 

教科書 相似的題目內容 

《我愛學語文 (第二

版)》自讀篇章六下冊 

 

《參觀工展會》第 3 題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文章內容？」 

 

VIII. 「為什麼……？因為」題目」 

 

 
5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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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51） 

 

教科書 一致的題目內容 

《我愛學語文 (第二

版)》自讀篇章六下冊 

 

《參觀工展會》第 2 題 

「為什麼說外婆、媽媽和姨媽三人的責任最重大？」 

 

 

與全港性系統評估提問方式一致之題目 

 

I. 「下列哪一項不是……？」題目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52） 

 

教科書 一致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二 

 

單元五自習篇章《海上的日出》第 4 題 

「下列哪一項不是第三段描寫的景物？」 

 

 

II. 「下列哪一項是第……段的主要內容？」題目 

 

 
5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7）：《2017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3。 
5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9）：《2019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7。 



 41 

（輯自：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

一，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53） 

 

 

從上述分析結果可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兩篇的自讀篇章有 5 道題

目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設計相似，有兩道題目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設

計一致。《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的自讀篇章中則只有三道題目與全港性系統

評估的題目設計相似，沒有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設計一致的題目，可見在

題目設計方面，《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設計

較接近。 

 

 

 

 

 

 

 

 

 

 

 

 

 

 

 

 

 

 

 

 

 

 
53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8）：《2018 全港性系統評估》閱讀範疇分卷一，香港，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頁 3。 

教科書 一致的題目內容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

(第三版)》六上一 

 

單元一自習篇章《桂林山水》第 3 題 

「下列哪一項是第一段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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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嘗試在上述《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兩篇自讀篇章套用考核重點

表，結果如下：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9: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自讀篇章的考核重點分佈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3 3 15%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9 9 4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

內容的圖片 

1 1 5%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

或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2 1 10% 5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50% 

9. 其他  6 30% 100% 

總計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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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數據，《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兩篇的自讀篇章近 7 成考核重點

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一致，同樣以第二類「文章表層意義」為主，第一類「詞語

意義」為次要，第五及第八類題目為第三考核重點。其提問方式與答題方式也

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近或一致，考核重點的分佈也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近。而

講讀課文的閱讀題目則有約 63.3%，提問方式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也存有相似之

處，但相比之下，《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自讀篇章在答題模式、題

目類型和提問方式都較講讀課文的閱讀題目更接近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明

顯參照了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反映《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確受

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自讀篇章所受影響較講讀課文所受影響更大。 

 

筆者嘗試在上述《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六上）及（六下）的兩篇

自讀篇章套用考核重點表，結果如下：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3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6.7%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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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圖 10: 《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的考核重點分佈 

 

綜合上述數據，《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自讀篇章的兩篇閱讀篇章，只有近 5

成題目的考核重點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一致，雖然兩者皆以「文章表層意義」為

主，但其他考核重點的分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並不相似。其提問方式與全港性

系統評估不是很接近，只有三道題目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相近，其題型分佈也與

全港性系統評估並不相近。而講讀課文的閱讀題目則有約約 61.6%屬於全港性

系統評估的題目的考核重點，提問方式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也存有近似之處。相

比之下，課本的閱讀題目在答題模式、考核重點和提問方式都明顯較自讀篇章

的閱讀題目更接近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目，參照了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反

映《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的確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但講讀課文所受

影響較自讀篇章所受影響更大。 

 

整體而言，《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及《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皆在提

問方式，題目類型及答題模式等方面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不同程度的影響。根

據上述分析反映，《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所受之影響較大，其自讀篇

章更是明顯參照全港性系統評估設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之關聯程度較書中講

讀課文高，由此筆者推測自讀篇章是方便教師用於應試訓練。 

 

4.4 教科書閱讀理解練習的題型分佈情況對教學的啟示 

 

一、避免側重應試訓練 

 

綜合前文的研究，兩套教科書的題目類型、提問方式等都參考了全港

性系統評估的設計，分別有六成多的題目屬於較低的閱讀層次54，集中

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讓學生為公開考試作準備，題目形式、類型、

答題模式等皆較為單一。筆者並不完全否認有操練的需要性，適當的

指導是需要的，但過度訓練便會本末倒置。廖佩莉於 2013 年指出教師

重視全港性系統評估，施教時也會滲入 TSA 的元素並會在日常與學生

 
54 祝新華（2012）：《閱讀能力層次及其在評估中的運用 》，「促進學生閱讀能力的評估：提

問與回饋」 研討會﹙修訂﹚，香港，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6 50%         100% 

總計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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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練習55，葉建源、黃家樂（2013）也曾舉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調查發現 92%六年級學生每一個星期都會有全港性系統的補課，課堂

內容的設計也會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56，但教育局曾表示並不需

要跟學生進行操練。57 教師不宜只集中培養學生的應試技巧，學生學

習的目標和重點並不是公開考試，應該兼顧九大學習範疇，設計多樣

化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創意力、想像及思考的習慣58，並且引導學生

對中國語文科的興趣及審美能力59。而且是次研究發現，其中一套教科

書的自習篇章與全港性系統評估十分相似，部份題目更是一致。因此

教師也應避免過度操練或只安排形式較單一的作業，如受公開考試影

響的自習篇章，宜佈置多元化的作業或自習材料代替部份模擬試卷的

訓練。 

 

二、實際教學中的調適 

 

正如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所言，評估學生學習表現時要全面，

應按照其整體表現進行評價，參考其知識、能力（為主），以及興

趣、態度和習慣，並在評估過程中引導學生運用高層次思維，包括創

造力、解決問題能力及明辨性思考的能力60，而全港性系統評估是以促

進學習為目標。講讀篇章後的提問為評估學生所達到之學習水平的方

法，了解學生在教授課文後的學習進度，因此筆者認為在實際教學

中，教師不宜只提問較低閱讀層次的題目或集中提問基本能力或與全

港性系統評估相似的問題。筆者建議教師因應學生水平及學習情況，

在教科書提供的題目基礎上適量加入高閱讀層次以及較多元化的提

問，拓闊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引導學生發揮高層次的思維，避免課堂

變得機械化和沉悶同時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及多樣性。根據余民

寧（1997），永久性儲存新訊息的方法是在已有、長期記憶的知識中

有系統、組織性及有意義化地整理新訊息61。教師也可以透過設計與日

常生活題材有關的提問、教材或教學活動，引導學生把所學連結到日

 
55 廖佩莉(2009)：析論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為學生準備「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的策

略，《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5（4），頁 109。 
56 葉建源、黃家樂主編（2013）：《全港性系統評估（TSA）評論文集》，香港，香港教育專

業人員協會、香港數學教育學會聯合出版，頁 8。 
57 廖佩莉(2009)：析論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為學生準備「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的策略，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5（4），頁 111。 
58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

特別行政區，頁 8。 
59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

特別行政區，頁 14。 
60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香港

特別行政區，頁 49。 
61 余民寧（1997）：有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之研究，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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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幫助學生把新的知識連接到已有知識或長期記憶中，達致有

意義的學習62，避免學生曲解課本內容。 

 

5. 研究限制 

 

是次研究旨在反映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全港性系統評估對小學六年級教科

書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可見兩者的題目類型集中在考核學生理解文意並抄

錄顯性信息的能力，在提問設計、題型、關鍵字詞方面也有參照全港性系統

評估的設計，但是次研究存有一定限制，對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有影響。 

 

本次研究的對象是教科書，但選用的教科書只有兩套（分別有 4 冊），研究

對象有限，研究結果有機會只能反映到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全港性系統評

估閱讀卷與所選用的教科書的考核重點及題型分佈情況及關聯程度，由於未

能作廣泛的研究，因此結果未能完全代表和反映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全港

性系統評估閱讀卷對整體六年級中國語文科教科書的影響。 

 

本次研究主要透過分析 2017 年至 2019 年間的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全港性

系統評估閱讀卷一，並以此數據編制了一套考核重點表對教科書分析所選用

的兩套教科書，研究結果有機會只能反映教科書受這三年間全港性系統評估

閱讀卷一的影響程度。由於考核重點表是根據以考核基本能力為主的全港性

系統評估編製的，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有部分題目並不屬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的

題目類型，只是將其歸類為「其他」類的考核重點，如果把「其他」類題目

參照其他學者的分類，如祝新華的六層次閱讀，再加以進行分類便可以更詳

細的分析沒被全港性系統評估影響的考核重點及題目類型，或能使研究結果

更完整。 

 

6. 總結 

一、結論 

是次研究發現，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型集中在抄錄文章表層訊息的考

核重點，其次是詞語應用、推斷深義及詢問事情緣由的考核重點類

型。兩套教課書的題型分佈與全港性系統評估近似，《新編啟思中國

語文(第三版)》的題目類型皆集中在抄錄表層意義、詢問事情緣由、歸

納段意及推斷文章深義的考核重點，《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則集中

在表層意義及詢問事情緣由及歸納文意的考核重點表。題目設計及題

型方面，兩套教科書與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設計也十分相近，說明教科

書的閱讀練習有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題型和提問方式的影響。兩套

教科書的編寫方面以《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受影響程度較高，

 
62 余民寧（1997）：有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之研究，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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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受影響程度則較少，其中《新編啟思中國語

文(第三版)》的自習篇章在考核重點、題目設計及題型方面皆與全港性

系統評估高度相似，反映很大程度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 

 

基於研究發現教科書六成多的題目都受到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影響，其

中《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的自習篇章更甚受影響，具有明顯操

練學生應試的意味。在日常教學中，教師宜避免側重於培養學生的基

本能力、理解表層意義、推斷深義及解釋事情緣由的能力，應在教學

中作適當的調適，加入適當的高層次提問及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佈置

包含不同題目類型、設計的作業，全方位評估學生的不同能力。 

 

二、建議 

是次研究只集中於兩套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的教科書受全港性系統

評估影響的程度，未有分析全部小學六年級中國語文科的教科書，而

且只是集中在小學六年級，未有覆蓋整個第二學習階段（四年級至六

年級）以及教科書附送的教材、教學材料等。所以建議日後的研究方

向可以覆蓋整個第二學習階段，增加研究對象的數量，及把教科書附

送的材料納入研究範圍當中，以便更完整反映全港性系統評估對中國

語文科教科書之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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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新編啟思中國語文(第三版)》講讀篇章考核重點分佈 

一、六上 單元一 第一課 《遊萬宜水庫東壩》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16.7%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8.3%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9 75% 100% 

總計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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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上 單元一 第二課 《澳門遊記》考核重點分佈表 

三、**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7 7 ～46.7%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3.3%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6.7%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5 ～33.3% 100% 

總計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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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上 單元二 第三課 《補習》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5 5 5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2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1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2 2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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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上 單元三 第五課 《神奇溫馨的鳥巢》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8 18 ～62.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11 20% 100% 

總計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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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上 單元三 第六課 《鬧市中的綠洲—南蓮園池》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37.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12.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50% 100%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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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上 單元四 第七課 《孫悟空三借芭蕉扇》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8 8 5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6.2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43.75% 100% 

總計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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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上 單元五 第九課 《雨中的紅蓮》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3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22.2%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2 1 ～22.2% 5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50% 

9. 其他  4 ～44.4% 100% 

總計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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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上 單元五 第十課 《繁星》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28.6%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4.3%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50% 100% 

總計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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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上 單元六 第十一課 《完璧歸趙》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3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22.2%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44.4% 100% 

總計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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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六上 單元七 第十三課 《提高寫作能力的祕訣》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12.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14 87.5% 100% 

總計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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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六上 單元七 第十四課 《學與問》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1 0 ～11.1%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1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0 0 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1.1%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7 ～77.8% 100% 

總計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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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六上 單元七 第十五課 《黃鶴樓》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3 0 ～21.4%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3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8 8 57.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7.1%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2 ～14.3% 100% 

總計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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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六下單元九 第一課 《女媧補天》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3 13 6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35% 100% 

總計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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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六下單元十 第三課 《勤有功，戲無益？》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2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12.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2.5%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4 50% 100%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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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六下單元十 第四課 《論兒童應否使用智能電話》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22.2%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11.1%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2 0 ～22.2%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2 100% 

9. 其他  4 ～44.4% 100% 

總計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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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六下單元十一 第五課 《海底世界》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1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6.7%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5 5 ～33.3%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0% 

9. 其他  7 ～46.7% 100% 

總計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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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六下單元十一 第六課 《沙漠之舟—駱駝》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8 8 ～38.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4.8%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5 5 ～23.8%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4.8%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6 ～28.6% 100% 

總計  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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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六下單元十二 第七課 《光纖之父—高錕》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0 10 ～55.6%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5.6%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7 ～38.9% 100% 

總計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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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六下單元十三 第九課 《球賽》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2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2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0%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5 5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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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六下單元十四 第十一課 《兇手》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6 6 6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1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0%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2 2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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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六下單元十四 第十二課 《賣夠記》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 1 1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1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0%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7 7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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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六下單元十五 第十三課 《論語四則》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3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3 3 2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5 41.% 100% 

總計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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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六下單元十五 第十四課 《誨學（家誡）》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23.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7.7%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2 1 ～15.4% 5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50% 

9. 其他  7 ～30.4.% 100% 

總計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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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六下單元十六 第十五課 《水的希望》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4 14 ～73.7%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0.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3 ～15.8% 100% 

總計  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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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六下單元十六 第十六課 《荒蕪了的花園》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1 11 68.7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6.2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6.25%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3 18.75% 100% 

總計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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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我愛學語文 (第二版)》講讀篇章考核重點分佈 

 

一、六上 單元一 第一課 《捐誠》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2 12 8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3.3%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1 6.7% 100% 

總計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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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上 單元二 第四課 《要挑最大的》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 1 ～9.1%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2 2 ～18.2%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4 4 ～36.4%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36.4% 100% 

總計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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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上 單元三 第七課 《樂於奉獻的香港人》考核重點分佈表 

四、**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10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18.2%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9 ～81.8% 100% 

總計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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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上 單元四 第十課 《春望》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3 0 2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3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0 0 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6.7%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2 2 ～13.3%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1 ～6.7%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0% 

9. 其他  8 ～53.3% 100% 

總計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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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上 單元四 第十二課 《過零丁洋》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3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7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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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上 單元五 第十三課 《晏子出使楚國》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5 5 ～33.3%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10 ～66.7% 100% 

總計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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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上 單元六 第十六課 《神奇的光》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57.2%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2 2 ～28.6%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1 ～14.3% 100% 

總計  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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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上 單元七 第十九課 《紙船—寄母親》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0 0 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3 3 3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7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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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上 單元八 第二十一課 《跨越海峽的生命橋》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3 13 6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1 5%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0% 

9. 其他  5 25% 100% 

總計  20 100% 



 85 

十一、 六下 單元一第一課 《我的生活日記》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4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1 1 1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1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40% 100% 

總計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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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六下單元二 第四課 《山雨》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0 10 ～71.4%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28.6% 100% 

總計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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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六下單元三 第七課 《勤奮與成功》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5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50% 100% 

總計  8 100% 



 88 

十四、 六下單元四 第九課 《朱子家訓》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 1 12.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12.5%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6 75% 100%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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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六下單元五 第十一課 《諾貝爾—炸藥之父》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3 3 37.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3 3 37.5%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2 25% 100%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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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六下單元六 第十四課 《蘇州園林》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12 12 6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1 1 5%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10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7 35% 100% 

總計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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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六下單元七 第十七課 《再見，我的母校》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2 2 25%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1 1 12.5%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1 0 12.5%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1 100% 

9. 其他  4 50% 100% 

總計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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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六下單元八 第二十課 《射雕英雄傳》考核重點分佈表 

**圓圈内數字表示該考核重點題目在數量上的排序。 

 

 

 

 

 

 

 

 

 

考核重點 評估內容 題目數量 百分比 

總數 數量 佔總題數 佔該題型 

1. 詞語意義 應用文章中的詞語 0 0 0% 0% 

解釋文中詞語的意義 0 100% 

2. 文章表層

意義 

抄錄文章中顯性的內容信息 4 4 50% 100% 

3. 情節排序 按照故事內容排列順序 0 0 0% 100% 

4. 圖像配對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符合文章內

容的圖片 

0 0 0% 100% 

5. 事情緣由 解釋事情的原因或者目的 0 0 0% 100% 

6. 歸納段意 歸納段落大意或要點 0 0 0% 100% 

7. 歸納文意 歸納文章的內容重點或主旨或

主要目的 

0 0 0% 100% 

8. 推斷文章

深義 

推斷詞語、短語的深層意義 0 0 0% 0% 

推斷文章鋪排的目的 0 100% 

9. 其他  4 50% 100% 

總計  8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