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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二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新聞撮要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一連3天在維園
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主題展
覽」，展示大灣區「9+2」城市風貌、
創新科技產品及香港政團社團對建設好
大灣區的有關思路和建議，讓香港市民
對這片充滿機遇的灣區加深了解。有中
小學生看過展覽後表示，看好內地經濟
潛力，會考慮到內地發展個人事業，甚
至從事創新科技研發，為人民謀幸福。
■節自︰《港生願北闖家長讚明智》，
香港《文匯報》，2018-7-3

持份者觀點
1. 16歲陳同學︰未來想從事美容行業，

覺得美容業在內地有很大發展空間。
若政府及行業能提供更多福利，可以
加強回內地發展的意慾。

2. 黃女士︰大灣區的發展概念雖好，若
要落實和達到預期成效，香港政府需
在配套上作出配合。
大灣區地大物博，加上國家在政策方

面大力支持、提供大量優惠，態度積
極，香港政府亦需要給予市民信心，才
能吸引他們前往發展。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認為若政府提供誘因，將可使
更多青年前往大灣區發展，你同意
嗎？試解釋你的答案。

港生看好大灣區 政府支持更吸引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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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撮要
中電及港燈最新一份《管制計劃協

議》即將生效，雖然准許回報率下調，
但電費卻不減反加，中電於今年10月1
日起將加價2%，港燈明年1月1日更會
加價6.8%。
預測兩電未來5年的回扣前平均淨電
費率，將分別每年上調3.5%及2.8%。
為紓緩電費上升壓力，政府計劃向立法
會申請87億元撥款，向每個住宅用戶提
供3,000元津貼，分60個月發放，每月
50元，期望於新電費實施時發放。
■節自︰《兩電減排加價五年公帑補
貼 每月五十》，香港《文匯報》，

2018-7-4

持份者觀點
1.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明白市民關注改
變發電燃料組合所帶來難以避免的電
費上調，為減低對住戶之影響，政府
建議在新協議生效時，向每個電力住
宅用戶提供津貼，預期款項可抵消全
港約一半住宅用戶在這5年期間預計
的累計電費升幅。

2.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原本期望
電費可以下調，現時不減反加，港燈
的加幅更高達6.8%，大大加重了港島
市民的用電負擔。

3.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
心總監鍾兆偉︰憂慮日後進一步增加
天然氣發電比例，電價會隨着發電成
本進一步上升。

多角度思考
1. 有評論指若兩電進一步增加天然氣發
電比例，將會令電價不斷上升，你同
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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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超市停派膠袋 客斥趁機減成本
新聞撮要
澳洲大部分省份自上周起，禁止零

售商向顧客提供一次性的薄膠袋，違
者可被罰款，當地最大兩家超市集團

亦先後開始停向顧客提供膠袋，改為
提供可重用的不織布購物袋。不過民
眾似乎不太習慣這股新的「無膠」潮
流，部分人甚至因此遷怒於超市職
員，西澳省一間超市更發生職員被箍
頸事件，當地超市只得增派人手應付
這次「膠袋之怒」。
■節自︰《澳超市爆「膠袋之
怒 」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8-7-2

持份者觀點
1. 澳洲網民︰科學家10年前已研發
可分解膠袋，大部分國民亦早已具
有環保意識，會保留或拒絕超市提

供的膠袋，甚至只用紙張包裝，質
疑超市借環保之名節省成本。

2. 零售從業員工會︰自從Wool-
worths停發膠袋後，起碼發生數十
宗超市職員被顧客無理對待的事
件。

3. 消費者︰會將超市膠袋重複使用，
又或當作垃圾袋使用，認為超市將
膠袋定義為「一次性物品」並不恰
當。

多角度思考
1. 有網民指只要將膠袋重複使用，

就不是一次性物品，所以超市不應
該以此為理由停派，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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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軸線申遺 帶動保護老城區
新聞撮要
北京市文物局透露，北京中軸線申

遺目前確定了永定門、先農壇、天壇
等14處遺產點，覆蓋老城面積約65%。
據悉，騰退及文物修繕等中軸線申遺
相關工作正在逐步推進，力爭2030年
基本達到申遺要求，確保到2035年內
實現申遺目標。

■節自︰《京中軸線申遺確定14遺
產 點 》 ， 香 港 《 文 匯 報 》 ，
2018-7-5

持份者觀點
1. 北京市文物局局長舒小峰︰中軸線
申遺不僅僅是為了多一處世界文化
遺產，而是以中軸線申遺作為統領，

實施北京明清老城的整體保護。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北京中軸線申遺有利

於保護工作的進行，兩者之間有
何關係？你同意這個看法嗎？

2. 有指古蹟申遺後帶來更多遊客，
對古蹟造成影響，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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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心臟起搏器 無線不致併發症
新聞撮要
心臟因自然老化及冠心病等，跳

動得愈來愈慢，為了將心跳「撥
回」正常速度，主要治療方法是置
入心臟起搏器。不過，起搏器因電
線老化的原因，容易引起併發症。
本港在2015年起引進最新一代的起
搏器，體積小如一粒藥丸，亦毋須
在心臟血管內置入電線。威爾斯親
王醫院團隊至今為超過170名病人植

入無線起搏器，手術成功率達
99%，並未出現任何併發症。
■節自︰《新起搏器細如藥丸無導
線不怕併發症》，香港《文匯
報》，2018-7-3

持份者觀點
1.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臟科主管陳日

新︰以前做手術去取出導線過程
較麻煩，因為導線會因長時間在

人體而增生組織，故要先用儀器
剪開組織，方可取出導線。他們
需要放入一個新的心臟起搏器，
在避免併發症和再感染的情況
下，可以選擇使用無電極導線起
搏器。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資助所有病人

更換無線起搏器，你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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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文憑試通識科試卷開考後，不少
同學和老師都覺得，出題的用語和方式
出現了不少變化，令大家感到憂心。其
實，通識科不經不覺已到了第七屆，卷
一的出題模式已有跡可尋，同學只要細
加留意，就會發現應對卷一時要留意的
事項，不必過分憂慮。
首先，在擬題形式方面，卷一以資料
回應題為主，考生只須緊扣資料作答，
善用和盡量運用資料，作出歸納、分
析、推理、論證等。至於作答限制方
面，卷一題目多數會清楚列出要求答案
的數量，且以一個和兩個為主，考生只
須小心審題，根據既定數量作答，切勿
過多或過少，即可應付。
在作答技巧方面，卷一題目以描述、

分析和推論的題型為主，即使是資料

題，也要針對資料作答，也就是有資料
可以依從，考生只需運用申述和推理的
能力即可。當然，在運用資料以後，考
生也需舉證說明，但切記申述個人意見
並非要點，論證的過程和技巧才是得分
的關鍵。
上述的擬題方式，好處是令到答案的

差異收窄，有利閱卷員客觀和準確評
改，因為考生的答案須根據資料而來，
數量又有限定，推理的要求也在題目列
出，萬變實不離其宗。當然，考生自由
發揮的空間會減少，但由於卷二已設有
評論題，故相互補足下，問題不大。

提問用語 暗含要求
當然，在不變之中也有一定的變化，

本屆卷一變化較多的是提問用詞和句

式。事實上，提問用語決定作答的方
向，也暗中包含申述或表達的要求，既
是避免離題的關鍵，也是爭取高分的鑰
匙。
以卷一的「1a 根據資料A表A1，就
UNV計劃中國家 / 地區的義工流動，闡
述兩個結論」為例，當中「結論」這提
問名詞是較陌生的，但所指的只是數據
反映的狀況和現象，大家只要從常理作
判斷即可。
此外，「2b 就資料B，指出及說明該

非政府組織對香港教育的一項關注」一
題之中的「關注」，和「3b 就資料C，
解釋為活體器官捐贈者提供經濟補償所
引發的兩個爭議」的「爭議」，也是較
少出現的提問用詞，考生須明白爭議涉
及正反雙方的爭論，理應陳述支持和不

支持一方的意見，其要求比「關注」更
高。由此可見，本屆卷一問題內的提問
動詞和名詞，當中有深淺，部分的要求
較高，對考生有一定難度。
整體而言，本屆試卷一提問的方向較

為多元化，當中包括描述、指出、解
釋、多大程度上反映等，當中既有分析
和描述的題目，考驗學生歸納和邏輯推
理的能力，也有建基於資料的評論題，
要求學生就議題作論證，然後表達意
見，已大致均衡地顧及課程文件中提及
的不同學習目的，情況與去屆相若。

打破框架 更考語文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上文所述，提問
名詞出現了不少新見或較少出現的詞
語，如差異、爭議、關注、信念、挑戰

等。好處當然是針對當前大量學校教授
「作答框架」的情況，因為不少前線教
師為協助同學（特別是語文能力不足
的）應對公開試題，針對不同提問用詞
和模式，設計不同作答框架，每題多少
段，每段分多少部分，每一部分應有什
麼元素等，都一一加以規限和指引，形
成答題格式化、思維機械化、評分刻板
化的現象。
未知考評局是否觀察到這情況，故以

嶄新的提問方式和詞語加以應對。
不過，這樣或許可以打擊「框架教

學」的情況，但能力稍弱的考生可能會
難以應付，而且變相加強考試中的語文
元素。因此，如何在穩定和變革之間取
得平衡，值得深思。

■黃家樑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題目用語方式改變 變相加強語文元素

新聞撮要
歐盟28國首腦上周召開峰會，各國領導
人徹夜談判逾9小時後，出乎意料就難民
危機達成協議，同意在北非等地點成立
「難民登陸平台」，阻截難民進入歐洲，
並承諾阻止難民從歐盟其他國家前往德
國。各國同意設立「登陸平台」，在北非
等地直接處理政治庇護申請，期望阻止難
民登上偷渡船赴歐。聯合國難民署和國際
移民組織將參與「登陸平台」運作，確保
難民申請庇護期間受人道對待。歐盟成員
國亦可自願在境內興建難民營，協助甄別
經濟移民，分擔意大利等前線國家的壓
力。
節自︰《歐盟協議北非「平台」截難

民》，香港《文匯報》，2018-6-30

持份者觀點
1. 意大利總理孔特︰協議將使意大利不再
孤軍作戰，對峰會成果感滿意，暫未決
定是否在意國境內興建難民營。

2. 法國總統馬克龍︰協議是里程碑，強調
歐洲各國不是孤島，需要攜手合作。

3. 德國總理默克爾︰歡迎協議，難民無權
選擇尋求庇護的國家，但各國依然存在
分歧。

4. 摩洛哥︰對建議沒興趣。

多角度思考
1. 有意見認為歐洲各國本可收容更多難

民，只是不願意而非不能夠，你如何評
價此看法？

2. 有人認為北非各國對於歐盟在當地設立
「登陸平台」處理難民申請的提議並不
積極，歐盟或需提供經濟等援助，才有
可能付諸實行，你同意嗎？

知多點
難民問題困擾歐洲各國已久，以前歐盟

規定，難民進入第一個歐盟國家後，當地
政府需要為難民辦理政治庇護申請，結果
意大利、希臘等位於難民主要登陸路線的
前線國家承受極大壓力，各國因此意見分
歧。是次達成的共識，評論普遍認為有利
解決前線國家的壓力，但前提是北非各國
願意成立「登陸平台」，而摩洛哥已率先
表態對此沒興趣，歐盟如希望落實措施，
恐怕要付出代價。

歐盟達共識
北非截難民

■歐盟各國就難民問題最終達成共識，擬在北非等地點成立「難民登陸平台」。資料圖片

■黃錦星解釋，因為兩電需要增加天然
氣發電比例，所以電費不減反增。

資料圖片

■澳洲超市停派膠袋，引起當地市
民不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