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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引言  

 

本科的評核是基於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通識教育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程度 )。考生須參閱上述指引，以了解評核對他們

在知識、理解和技能上的要求。  

 

 

評核目標  

 

評核的目標是評估考生以下能力：  

 

●  對科目的主要意念、概念和詞彙有充分認識；  

●  在探究議題時，透過掌握資料作概念性的觀察；  

●  在研習當代議題時能應用相關的知識和概念；  

●  指出並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全球和環境等範疇的相互關聯和依頼；  

●  認知個人和社會價值觀對分析人類所關注的當代議題的影響；  

●  從個人經歷、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觸，提出深入的論證；  

●  辨識事實資料中所闡明和隱含的觀點、態度和價值觀；  

●  運用多角度、創造力和恰當的思考方法來分析議題（包括其中的道德和社

會含意）、解決問題、作出明智的判決和提出結論和建議；  

●  從不同角度來詮釋資料；  

●  在處理不同議題時，能考慮和評論不同的觀點；  

●  在探究學習過程的不同階段中，在時間、資源和實踐探究目標方面能發揮

自我管理和反思的能力；  

●  能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邏輯和具系統的方式來表達；  

●  搜集、處理、分析數據和作出結論，以促進達到探究的目標；  

●  展示對不同文化及普世性價值的理解、認識和體會；及  

●  在處理不同議題時展示能設身處地、了解他人立場的態度。  

 

本考試的設計是要強調探究模式在本科教與學的需要性。試題的形式並非意

味考生應追尋某些正確答案，反而強調大部分的論題都很複雜，不容易找出

簡單的解決辦法。  

 

為了能對議題有徹底的理解以作出判斷，認識有關的事實是相當重要的。但

是，本考試的重點不在於事實性資料的累積，而試卷也會避免發問一些需要

背誦詳細事實的題目。相反，考試著重的是理解，以及評核考生在學科上掌

握相關思維能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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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若能在考試中表現下列能力將獲得分數 ：  

 

●  展示對重要意念、概念和辭彙有良好的理解，使能對問題提出具識見的回

應；  

●  從當代的議題中辨識一些概念和 /或應用某些概念來分析當代的議題，並

能恰當地引用例子 /提出證據來支持其論據；  

●  了解某些主題 /概念與個別領域，如自身、社會、國家、人類世界及環境等

的關係，或該些主題 /概念怎樣可以同時展現在不同領域之中；  

●  為分析議題時所持的價值觀提出理據；  

●  識別當代議題中不同觀點背後的價值觀，並分辨事實、意見和價值判斷；  

●  從個人經歷、社會、環境和科技的接觸，提出深入論證；  

●  從有關爭議性議題的資料中，識別矛盾和吊詭之處，並帶出所涉及的道德

和社會含義，並從不同角度分析議題，以達到結論；  

●  能提出合理的建議和適切的解決辦法；  

●  持開放和容忍的態度看不同的觀點，特別是非主流而有理據支持的觀點；  

●  作出回應以展示對考試題目要求的恰當了解；  

●  清楚和準確地以簡明、合乎邏輯和具系統的手法表達；  

●  有效地利用數據來作描述、解釋和推論；及  

●  基於有力理據而作出判斷。  

 

 

評核模式  

 

本科 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各部分的有關資料，概述如下：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  資料回應題  50% → 62% 2 小時  

卷二  ﹕  延伸回應題  30% → 38% 1 小時 15 分鐘  

校本評核  (取消 )  20%  

 

 

公開考試  

 

卷一  

 

卷一設資料回應題，所有題目須全答。  



2023-HKDSE-LS (special version)  

資料回應題旨在評核考生在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等方面的能力。考題中的

資料有助釐訂議題範疇和反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的本質。與此同時，這類考

題的設計形式，也反映本科課程的跨 單元和多角度的學習本質。  

 

卷二  

 

卷二設三條延伸回應題，考生只須選答一題。  

 

延伸回應題透過可引起討論的材料，提供更廣泛的層面，讓考生展示所學的

各種高階能力，例如深入剖析自己的經歷，展現創意思維和以有系統的方法

來表達等。  

 

「資料」一詞在本考試泛指任何形式的資料。因此，考生須就多種不同形式

的資料作答，例如：  

 

⚫  文章、新聞報道、報告、備忘錄、書函、廣告；   

⚫  對話；   

⚫  圖、表、地圖；及  

⚫  漫畫、圖片、插圖。  

 

 

校本評核  (取消 )  

 

所有學校考生必須參加校本評核。  

 

獨立專題探究是通識教育科所採納的校本評核模式。 考生須在以探究為主的

獨立專題探究中展示不同的能力，例如解難、資料搜集、分析和傳意。每一

考生應透過閱讀、研究及其個人經驗，在獨立專題探究報告中展示一定份量

與本學科相關的題材。為此， 考生須進行一份探究為本的研習。研究報告的

主體部分可以是文字或非文字形式。非文字形式報告須附上一篇短文，說明

該報告的主要意念。  

 

獨立專題探究是具焦點的探究，它為考生提供按自己的興趣，作獨立探究議

題的難得機會，考生可在研究報告中表達自己的見解、意念、研究結果 和提

出評鑑。考生應該建立一個學習歷程檔案，在探究過程中把有關演繹、分析、

反思、心得和撰寫報告的各階段的資料記錄於歷程檔案的文件夾內，以展示

整個探究過程。考生須妥善保存自己的作品供查閱和核證，直至中學文憑考

試成績公布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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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時，考生應能展示下列能力：  

 

●  訂立目標、計劃、執行計劃及解難；  

●  發展探索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  

●  理解某議題對社會，國家及 /或世界帶來的影響；  

●  理解社會、國家及全球在面對爭逐的需求時發生甚麼轉變；  

●  應用多角度的分析能力來探究議題；  

●  以具識見的方式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和可能後果；  

●  了解如何利用假設與聚焦性問題來協助探究議題；  

●  反思及評鑑學習進程；  

●  表達見解與意念；及  

●  展示自發能力。  

 

為讓考生能有系統地開展獨立專題探究，一個具規範的探究方法能引導考生

完成其獨立專題探究。該方法包括下列四個部分，而這四部分也正是整個獨

立專題探究的主要組成元素：  

 

(I)  題目界定  

(II)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III)  深入解釋議題  

(IV)  判斷及論證  

 

為協助考生明瞭和符合獨立專題探究的要求，每一部分也附有一套導引問題。

這些導引問題顯示出這個框架中每一部分的探究精要所在。考生在進行獨立

專題探究時須回應這些導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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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評估考生在獨立專題探究表現的，是一套有四個評量項目的分析性評分

指引。考生在獨立專題探究過程中的表現，將反映在評分指引中「自發性」

一項上。下表列出評分指引中每個評量項目的比重：  

 

評量項目  比重  

題目界定和概念 /知識辨識  6% 

解釋和論證  10% 

表達與組織  2% 

自發性  2% 

總和  20% 

 

自修生不需參加校本評核。他們本科的成績全部以公開考試成績計算。  

 

有關校本評核的詳細要求、規則、評核準則和指引等， 已刊於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編訂的香港中學文憑通識 教育科校本評核手冊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