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失手升學絕緣 低估難度掀恐慌

通識科考
生應考模擬

試「小試牛刀」。就答卷所
見，大部分人的「通病」，是
背景知識量不足、未能把知識
融會貫通、答題技巧欠佳、離
題或辭不達意等。本身為資深
通識科老師的黃家樑稱，通識
科涉獵範圍雖廣，但有學生卻
「居屋」與「公屋」、「瑞士」

與「瑞典」等簡單概念混淆，
建議考生應在正式應考前，把
握餘下時間，在知識及答題技
巧下工夫。另一方面，教師趕
課程之餘，亦應讓學生多辯論
及思考。

「現代中國」表現最遜
模擬試答卷顯示，學生對關

於「現代中國」單元的知識特

別不足。其中，試卷一條涉及
中國、能源及全球化問題的題
目，整體得分於3輪考試中最
低。20分滿分，平均分只有
7.65，甚至有不少學生「零
蛋」。
黃家樑稱，現時初中課程多

為綜合科目，但學生基礎知識
仍未好好建立，「通識科講全
球能源、衛生等問題。但學生
連一些發達國家，例如瑞士與
瑞典都未必分得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

香港通識教育會於去年11月至今年4月，舉
辦3次共10場通識科模擬考試，超過2,600

名學生參與。模擬試由資深通識科教師出卷，
考試形式及擬題準則與文憑試相同。有別於文
憑試分兩份試卷、考生需要回答4題，模擬試只
需考生回答兩條問題。考試時間由3小時15分
鐘，縮短至1小時20分鐘。

獲「優良」學生大減
綜合3次模擬試，學生表現均欠佳，以每題20

分、每份試卷滿分40分計，能夠取得20分或以
上「合格」的學生，只有38%。此外，學生成
績一次比一次差，合格率最高為第一輪51%，
至最近一輪跌至只有28%。至於取得28分或以
上獲「優良」的學生，亦由不足5%跌至1.2%。

流於「吹水」答案離題
對於考生表現稍遜，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黃家

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考生應考時，大多只
修讀了1年至1年半課程，未掌握全部課程內
容，令學生作答部分題目表現欠佳。另外，大
多數同學作答時，也未能有效運用本身基礎知
識，作答流於「吹水」，而且答案離題，「例如
題目問全球化管理，學生卻去講核能管理，沒
有回應問題」。

教師經驗淺難準確評分
黃家樑稱，通識科沒有標準答案，老師評分

時，特別是遇上閱卷員會議沒有討論過的作答
內容或方式，主觀性便會更大。教學經驗較淺
的老師，會感到難以準確評分，「有不少情況
是，學生答了評分參考以外的答案，令老師評
分時感到十分猶豫」。
他又表示，現時高考高補程度通識科，考試

合格率一般約80%，是次模擬試偏低的合格
率，反映新高中通識科考評、甚至教學，或已
出現問題。
他說：「參考模擬試的學生，應已是較認真

準備的一群；加上試題量只有文憑試一半，預
計明年文憑試成績或會更差。」他又認為，考
評局應制訂更多例子及清晰的評分指引供老師
參考，出卷亦應維持在2009年樣本試題相若的
水平，不能時深時淺。

考評局上載試題供參考
考評局回應指，會根據既有課程及評核大

綱、水平參照、評分要求、準則等，為2012年
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試題進行擬題。此外，
局方會上載不同類型的樣本試題、等級描述、
學生表現事例等相關參考資料，供學生及老師
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通識教育科作為新高
中必修科，是學生升學就業的關鍵。香港教育政策關
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倘若未來新中學文憑試通識科合
格率，與是次模擬試一樣，只得不足4成，實屬偏低，
情況「很危險」。他直言，當局低估通識科難度，促請
能盡快檢視及研究學科的考評方式、題目深淺以及評
分標準，以挽救學生對文憑試的信心；否則將會引起
恐慌，對學生前途亦有負面衝擊。

關注社促檢視考評方式
張民炳表示，中學文憑試首次推行，由於無先例可

從，是次模擬試成績或反映當局低估通識科難度，更
易令家長及考生會擔心自己成為新制下的「白老鼠」，
動搖社會對新學制的信心。「考生會覺得害怕，如果

不合格就『杰』（大件事），對自己前途會有很大負面
衝擊，更會影響社會整體，對新高中文憑試失去信
心，認為學習與考試水平差距很大」。為避免加重學生
心理負荷，他促請當局盡快檢討考評方式以及評分標
準，以免令學生出現恐慌潮。
由於通識是新高中必修科，學生必須要取得合格成

績，才有機會升學，前途可說繫於一線。而去年會考
必修的中文及英文科合格率，分別有73.8%及67.3%；
今年高考中英文科更達95.3%及74.9%，均遠高於是次
通識科模擬試的4成合格率。另外，教育局曾宣稱，文
憑試約8萬名考生中，預計約有2.3萬名考生能考獲
「3322」級或以上成績，更有約6成（4.8萬人）能考獲5
科2級。若單一必修科只得不足4成合格率，新高中整
體升學前景亦將大失預算。

恐令達標入大學者大減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靈糧堂劉梅軒中學通

識科老師列豪章則指，新學制下，無論是大學基本門
檻「3322」，或甚至副學位課程的5科2級，通識科2級合
格都是基本條件。
如果合格率偏低，將直接影響考生升學機會，「如

必修科不合格，屆時或只能考慮從新毅進或副學士先
修課程讀起」。他又表示，現有公開試主要以常模參照
模式（俗稱「拉curve」）進行，合格率都會維持於一定
比例。
但新制下的水平參照模式，會按考生實際表現而評

級，不同科目合格率，的確有機會大跌，令達標入大
學考生大減。

3輪試最新一次合格率28%  列必修必考恐影響升大

通識模擬試「肥佬」
6成文憑試「白老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準備明年9月轉

為直資學校的傳統名校協恩中學，早前就轉制一
事，諮詢幼稚園至中學部的家長、校友、老師及
中學部學生。結果顯示，約83%受訪者支持轉
制，約5%（171人）反對。當中，近半（74人）
反對者主要不滿學費定價，亦有部分人不滿課程
內容及推行時間。校方今日舉行記者會，交代轉
直資最新安排。
協恩中學早前委託獨立調查公司，向校內持分

者進行意見調查，收回有效問卷3,702份。受訪者
包括：幼稚園至中學部家長、校友、中學生、在
職老師及辦學團體代表。

74反對者變支持有條件
調查顯示，在74名因不滿學費定價而反對協恩

轉直資的受訪者中，有人提出條件，才會由「反
對」改作「支持」：27人認為，校方須放棄引入
西班牙語及法語為必修科；16人指，校方須放棄
「一生一師」計劃；9人指，校方須放棄「小組教
學」。此外，部分受訪者不滿學校轉制太急，應
設有緩衝期。
協恩中學直資模式辦學研究小組建議，轉制後

中一至中三全年學費為3萬元；中四至中六為3.3
萬元一年。若把西班牙語及法語轉為選修科，則
學費可扣減5千元，相信可減輕家長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距離首屆中學文憑考試開考只有8個月，通

識教育將首次列為必修必考科目。但一眾即將成為「白老鼠」的首屆新高中學

生，通識科表現略為欠佳。香港通識教育會早前為超過2,600名新高中學生進行

3輪模擬考試，整體竟有多達6成人不合格，且成績一輪比一輪差，最近一次合

格率只得28%。該會副會長黃家樑直指，模擬試反映學生背景知識不足，老師

評卷亦面對指引不清的難題。黃家樑預料，明年公開試成績或會更差，甚至未

來升大學前景亦因而蒙上陰影。

基礎不足

樣本試題程度飄忽難適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為協助全港師生準備文憑試通

識考試，考評局曾在2009年及去年底，分別推出兩批樣本試題。不
過，有關試題程度飄忽，師生難以適應，直接令考生在是次模擬試
表現欠佳。香港通識教育會指，一般教師一直都參照2009年一批樣
本試題程度，用以教學及訓練學生。然而，去年底的試題，難度突
然提高，遂令學生表現更差。

去年底試題難度突提高
該會表示，2009年樣本試題題目一般會問及考生「可行性有多

大」、「哪些方面能處理」、「哪些方面不能」，提示更具體，學生
較易跟從，不少前線老師都以此為標準，藉以協助學生準備考試。
但去年底新試題只問「成效和可行性」，提示更少，難度也更高。
有見及此，該會第三輪模擬試亦參考新試題水平，證實考生表現於
各輪中最差。

答案非標準得分存風險
該會又指，考試局評卷參考，亦令教師難於處理非標準答案。其

中一個例子是，有題目要求考生根據一個小三至中五學生對自己外
表評價的調查結果，指出不同年級的男、女學生對自己外表滿意程
度的特點，建議評分準則只列出3個情況可獲最高分，包括能詳細
描述及分析「男生對自我評價一般比女生高」、「女生自小四起評
分一直不合格」及「男生自中學起自我評價僅僅不合格」。然而，
有學生卻綜合了低年級男女學生的評分，同樣是隨年級下降，符合
題目提供的資料，卻因不合「標準答案」，令得分有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與教
育局合辦的「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於本月9日及
10日，在城大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舉行，逾200名中學
生參加，反應踴躍。
參加工作坊的中四至中七學生，透過講座、小組討

論、個案分析及實習，深入了解傳媒功能，掌握新聞
自由、新聞道德操守等基本概念。此外，學生參觀電
視台，了解電視新聞製作過程。

79中學報名未能全取錄

新聞教育基金主席陳淑薇表示，今年報名參加的中
學達79間，學生數目近800人，但由於場地所限，未能
全數取錄。雖然如此，基金將繼續舉辦專為中學生而
設的傳媒教育活動，以貫徹新聞教育基金「擴闊視
野，啟迪心智」的目標。

學生名稱：莊紫燕
學校名稱：藍田聖保祿中學
班級：中五
作品名稱：婆婆與孫兒

作品簡介：
這是一幅以婆婆和孫兒為題的肖像描寫，

捕捉了他們共聚天倫的情景。作品主要用素
描筆、炭條和炭筆描繪，背景則以炭筆畫出
朦朧效果。然後，勾畫獨特圖案，再用軟橡
皮擦拭其較深位置，令主體和圖案更突出。

8成家長校友師生
支持協恩轉直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俊）位於灣仔司徒拔
道的嶺南小學暨幼稚園，遭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
構指，校舍有僭建物。此外，學校後方擋土牆亦
須維修，為安全理由必須搬校。同時，機構要求
校舍於明年1月前搬遷，但家長對此大表反對。
嶺南教育機構昨日發聲明指，校董會已經在小西
灣找到合適校舍，讓幼稚園及幼兒園搬遷。至於
小學方面，則尚未物色到地方，但會盡快為小學
另覓校舍。
據了解，嶺南小學、幼稚園學生於新學年將繼

續於舊校舍開學，但於明年1月31日限期前，將
會遷校。辦學團體強調，限期最多只會延長一、
兩個星期。聲明亦指，校董會於新學期會加強舊
校舍安全措施，以減低對師生的影響，亦會向家
長解釋遷校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

30名本港大學生參加「滬港明日領袖實習計
劃」。近日，他們到上海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華
星小學當「小老師」，親身了解當地教育現況。

進名企8周作跟班培訓
實習計劃為期8星期，來自香港的30名在校大學

生，進入上海知名金融機構或500強企業，作跟班
培訓。為了讓他們在工作之餘，更了解當地社
會，於是他們被安排到華星小學當「小老師」。
來自港大會計金融專業二年級學生黃仲文表

示，為了是次活動，他們準備了兩星期：有人設
計方案，有人製作圖片，有人排演節目。另外，
在上海實習的十位哈佛大學學生，後來主動加
入。而正在一家荷蘭銀行實習的陳智 ，修讀政
治經濟專業，「沒想到上海為農民工子女提供了
這麼好的讀書條件，同學們都充滿陽光氣息」。
上述活動由滬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上海市教育發

展基金會等組辦。作為港大校董、哈佛校友和此項
活動策劃人的滬港青年交流促進會會長姚祖輝表
示，探訪農民工子弟學校，是希望大學生多方面地
了解國情，相信這對他們將來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30大學生赴滬試執教鞭

嶺南小學幼園遷校 家長反對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黃家樑擔心，明年通識公開試，學生成績
更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參加了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的學生參觀城大三維虛擬電視設施。大會供圖 ■學生在亞視總控制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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