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列舉考生常犯錯誤
文憑試中文科

■錯別字︰待人接吻（物）、遺（違）反、身體建（健）
康

■常識貧乏︰討論「科技令人懶惰」，有考生竟指出，
「電飯煲發明前是要鑽木取火才能煮飯」；在信件日
期寫上2月30日，更甚2月31日

■說話中英夾雜︰「cal l」、「sorry」、「for」、
「iPhone」、「iPad」及「facebook」

■應試時服裝隨便：考生穿背心短褲應考口試

■自創字詞、祝福語︰「貴同學」、「貴先生」、「開心
長壽」

文憑試英文科

■審題不清︰作文卷題目要求考生以記者身份寫文章，
考生卻將自己想像為名人、老師或學生

■錯用時態︰過去的事用現在式︰When I study at
secondary school，當中的「study」，應用「studied」

■錯用字詞︰if your “mouth skill”is very good，原意指
的「口才」，應為eloquence 

■過多陳腔濫調︰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一扇門關了，會有另一扇門打開）；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

■公式化口語︰Okay, let’s start the discussion

高考中化科

■審題不清︰「遊學」當「留學」；「識字」當「寫
字」

■說話陳腔濫調︰部分口試題目「新鮮」、「僭建」等
自由發揮題目，考生空談社會現象，並以此比喻人生

■例子不足︰無論任何題目，一概列舉特首選舉作例子

■小組討論，浪費時間「下定義」︰將每一字詞「界
題」

■小組討論，以舉手達成共識

高考英文科

■代名詞混亂︰同一句子中出現「你」、「他們」、「我
們」

■串錯字︰furture（future）、lawer（lawyer）、honesy
（honesty）等

■錯用詞組︰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the last but not
least）、

■公式化口語︰Do you mind if i begin?

■少聆聽︰考生只顧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沒有回應其他
考生的言論

資料來源︰各科考試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思諾、歐陽文倩

免試招港生6優化 增8內地名校

電腦年代少看書 執筆忘字惹關注
「遺」反「尊」心待人接「吻」
文憑試爆笑錯漏

通識報告缺實例 學生難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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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首屆中學文憑試及高考考

試報告昨日出爐，其中文憑試考生在中文科犯了不少令人失

笑的錯誤，如寫錯「待人接吻(物)」、「尊（專）心」、「遺

（違）反」等，亦有考生將2月31日定為回信日期，常識連小

學生亦不如。至於高考中化科，則有人將宋代文豪蘇軾寫成

「蘇車式」；口試部分，不少考生不論題目內容，均以特首選

舉作例子，因而被批評「牽強附會」。考評局的專家對港生中

文能力下降大表關注，指電腦、科技發展令學生不再執起書

本看書，經常執筆忘字，呼籲學界正視問題。

考評局昨日出版2012年中學文
憑試及高考各科的考試報

告，更安排考評局署理總監李王
鍏、評核發展署理總經理溫德榮、
評核發展(中文)高級經理譚慕儀、
評核發展(英文)高級經理陳勁、評
核發展(通識)高級經理盧家耀等出
席記者會，分析首屆文憑試整體考
生表現。

訂期2月30日缺乏常識
考生在文憑試中文科及高考中化

科的表現備受關注。其中文憑試中
文科的考試報告指出，考生會寫出
「待人接吻(物)」、「身體建(健)
康」、「此(始)終」等錯別字；而常
識貧乏者亦比比皆是，有考生在卷
五的書信中，將日期訂於2月30
日，更甚或2月31日，又自創新詞
和祝頌語，如「貴同學」、「貴先
生」、「開心長壽」等。
在閱讀理解方面，有文憑試考生

不懂「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
是指「三種美行施加在他身上，卻
始終不能令他腳上的毫毛有所動
搖」，結果考生胡亂猜度，妄加臆
測，理解成「三個美人加在一起，
也不能令他回心轉意」；不少考生
則將口語寫成書面語，出現「三樣
東西加埋一齊也無用」的用語。
在卷四的說話能力部分，考生基

本可以處理一般懶音問題，不過報
告指出，考生慣常將「cal l」、
「for」、「sorry」夾雜在說話中使
用，而考評局亦不建議學生說
「iPhone」、「iPad」、「facebook」，
而翻譯為「智能手機」、「平板電
腦」及「面書」。另朗讀部分，不
少考生太過「造作」，胡亂添加感
情，反而弄巧反拙。

見解立論遜去屆會考生
報告總結指，文憑試考生在綜合

能力考卷中，見解立論方面的表現
較去屆的會考生還要遜色，反映在
新高中學制下，文憑試考生雖然較
會考生多讀了一年，但前者的水平
卻不升反跌。報告又特別提醒考
生，需要在考試時穿㠥合宜的衣
服，有考生穿「背心短褲」，過於
隨便，未能尊重考試場合。

高考改古人名「曹雪」「馬遷」
至於末代高考中化科的考試報告

指，有考生無故替古代名人「改名
換姓」，例如將蘇軾變「蘇車式」、
曹雪芹變「曹雪」、司馬遷變「馬
遷」等，考官直指考生對「中國歷
史文化知識貧乏」。報告又指出，
考生對學習中文已失去信心，他們
對中文缺乏尊重，希望學生可以多
認識祖國，熱愛母語，學好中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新高中學
制下，首次列為必修科的通識一直受到學
界關注，不少學生都希望透過該科的考試
報告，以了解師兄姐犯過的錯誤，以提升
答題技巧。不過，有學界老師表示，昨日
出版的文憑試通識考試報告內容空泛，缺
乏實例，「學生自己睇完都未必明」，建議
考生要上考評局的通識科專頁，下載答卷
示例參考。
考評局評核發展(通識)高級經理盧家耀表

示，文憑試通識考生大致認識不同課題，可
以解讀試題基本的資料，不過卻未能好好整
合、歸納資料，故答案太表面化，甚至錯誤
闡述數據。
據了解，卷一有關政黨政治的必答題，是

考生在3條中表現最差的一條。報告指出，
主要是因為考生未能透過數據回答問題，以
及部分考生只是說明不同的政黨的功能，或
評論他們對部分政治組織的看法，而未能進
一步宏觀地解釋各政黨在香港管治中，所發

揮的效能。

簡報曾講解 教師「睇得明」
整份通識考試報告只有52頁，相較中文科

162頁，明顯少了過百頁。報告中的評語亦
較空泛，在「考生表現」部分，只是「蜻蜓
點水」的評論，而不似中文科般經常以實例
說明學生問題。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表示，

考評局早前為教師舉辦多場簡報會，在會上
會以多份答卷作實例講解評核標準，因此老
師一看考試報告即能明白有關要求；相反，
學生單看報告，亦未必明白考試要求。
許承恩指，考試報告未能詳細列明「反面

教材」，主要是因為部分答案太長，「有考
生答題時會背新聞，因此不可能整篇印在報
告中，這樣報告會很厚」。他建議學生，可
以先到考評局通識科專頁下載各等級的答卷
範本，與考試報告一併參考，這樣便可以更
了解評分準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內地高等
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踏入第二屆，
為進一步配合港生需要，教育局昨宣布六
大優化措施，包括參與內地高校增至70
所、文憑試後才啟動招生計劃、特長生可
以「2211」成績取錄、取消學生年齡限
制，另外亦會取消「預錄取」機制，以及
改用「順序志願」取錄安排。教育局副秘
書長李美嫦表示，因應學生對多元化學科
的需要，今年計劃特別新增8所頂級大學，
例如有「外交官搖籃」之稱的北京外國語
大學，又考慮到學生要集中心力應付考
試，特別延後收生計劃至5月才啟動。她指
近年香港學生及家長對往內地升學興趣愈
來愈大，不排除未來因應情況再調整計劃
細節。
上學年首屆內地高校免試招港生計劃共

有63所院校參加，吸引4,248名港生報名，
最終發出971個取錄名額。李美嫦昨介紹
指，今年共70所內地院校參與免試招港
生，包括8所新增高校，另1所高校退出，

分別來自內地12個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及
天津等，一半屬內地「211工程」及「985工
程」的高水平大學。部分新增院校更提供
香港沒有的學科，「如北京外國語大學素
有『外交官搖籃』稱號，學生可修讀世界
各國不同語言，如主修阿拉伯文等」。

應付文憑試 計劃延至5月
李美嫦續指，理解到港生希望集中應付

文憑試，教育局特意把整個招生計劃延至5
月6日才啟動（見表），即文憑試基本完成
後才開展程序；而由於時間表緊迫，預錄
取制度會取消。另70所內地高校將參與在
明天及後天於九龍灣展貿舉行的內地教育
展，向港生介紹升學資訊。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董事長

李勝利指，為吸納不同特性的學生，今年
亦新增兩項政策，如報考藝術、體育類並
於有關科目有特長者，部分院校對4核心科
要求由「3322」放寬至「2211」，另計劃也
取消年齡限制，讓一些有志進修的成年

人，亦可循文憑試到內地升學。

「平行取錄」變「順序取錄」
學友社學校服務統籌主任蔡浩麟則指，

計劃由去年的「平行取錄」改為「順序取
錄」，考生需要留意。新安排下，學生同樣
可選4所大學各4個學科共16個志願，但以
往是4所大學按學生於該校的學科志願次序
各自收生，換言之最多可獲4校同時取錄；
但新制下考生需要以ABCD為院校排優次，
機制將按「A1→A2→A3→A4→B1⋯⋯」如
此類推的順序派位，即每名學生只會獲1個
學位取錄，與香港大學聯招類近。
蔡浩麟建議，學生宜「衝一保二」，即填

寫院校志願時，首志願可略高於本身成績
要求，但第二志願則要較保守；另外，學
生亦應避免用所有名額填寫水平相若的大
學及熱門學系，避免全軍覆沒。此外，今
年計劃規定，只有2013年的文憑試或高考
生可報名參加，而兩年成績合併文憑的重
考生在計算成績時，將考慮其較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校巴收費新學年又飆
升。一項調查顯示，校巴車費今年平均加幅達17.7%，最
高更達九成，另有一成學校於新學年因報價太高或「零投
標」而取消校巴服務，學校家長皆叫苦。有幼稚園校長
指，在扣除學券資助後，家長車費開支比學費更高；亦有
小學校長稱要「靠關係」向熟絡校巴公司討價還價希望壓

低加幅，但最終加價仍高於通脹。負責調查的教育團體建
議政府應為校巴短缺的學校提供支援。
教聯會上月以問卷成功訪問218間中小學及幼稚園，結

果有85.7%學校稱新學年校巴費用上升，平均加幅達
17.7%，部分加幅更達七成至九成，新界區學校情況尤為
嚴峻。另外，有8.7%學校稱新學年取消了校巴服務，主因
是校巴公司報價太高，亦有學校面對「零投標」困境。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校巴短缺且費用上升，學校

從調高車費或縮減校巴服務二擇其中，但都引起家長反
對；部分學校會考慮補貼以降低加幅，但財政壓力卻因而
急增，另有學校為遷就校巴時間減少課外活動，影響學童
學習質素，政府需正視問題。

有幼園「車費貴過學費」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坦言，部分幼稚園在扣

除學券制後，家長全年只需要付約2,000元，但校巴費飆
升後，全年卻最少要5,000元，「車費貴過學費」下令家
長負擔很大。馬鞍山靈糧小學校長陳美娟表示，投標的校
巴公司逐年減少，今年該校更只有1間，加價要「硬食」。
幸好學校與校巴公司長期合作，成功爭取較低加幅，惟平
均仍達14%超出通漲。
教聯會表示，現時業界面對「旅遊巴生意好做；校巴

『無肉食』」情況，校巴供應愈來愈少，建議政府應為校巴
短缺的學校提供支援；亦要定期監察校巴數量，規定領有
牌照的承辦商必須履行校巴服務；以及加強監管校巴保險
費水平，改善校巴業界營商環境。

教局倡學校建校車聯網
教育局回應指，校巴供應及取價屬商業市場運作，建議

學校建立校車服務聯網，共邀營辦商報價或投標。運輸署
則表示，會因時制宜留意各個類別的非專營公共巴士、學
校私家巴士及學校私家小巴數目的變動及使用情況，並適
時跟進。

85%校巴加價最高九成 家校叫苦

2013年免試招港生重要日程表
5月6日至6月6日 考生到招生網頁作網上報名，填寫16個志願

6月7日至30日 現場確認報名，考生須帶同身份證、相片及其他相關文件

7月 院校陸續安排面試；本地中學上載「校長推薦計劃」相關文件至招
生網頁，每校最多可提名3人

7月15日 第二屆文憑試放榜

8月上旬 院校公布錄取結果

8月下旬 院校公布補錄結果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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