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考卷設計及要求

卷一︰資料回應題 卷二︰延伸回應題

考試時間 2 小時 1小時 15 分鐘

試卷題目 設三題，均為必答題 設三題，只須選答一題

分數比重 50% 30%

試卷分數 約 45 分 20 分

題目分數

•	 每題下設有 2 至 3 題分題，較常以	
4 分、6 分和 8 分的方式組合，分題之
間通常有緊密的聯繫；

•	 視乎分題數量，近年每題的分數約在
12 至 18 分之間。

每題下設 2 題分題，較常以 10 分和 10
分，或 8分和 12 分的方式組合。

資料設計
資料主要用於釐定議題範疇和反映議題的
複雜或爭議的本質。

資料作為引起討論的背景材料，讓考生展
示所學的各種高階思維能力。

試卷要求
主要評核考生在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等
方面的能力。

主要評核考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以及運用
相關概念和知識的靈活程度，並就其認知
去作出合理的判斷。

            控制時間得宜

同學需謹慎分配答題時間。若有任何未完成的試題，都會嚴重影響考試的最終     
評級。

卷一︰資料回應題 卷二︰延伸回應題

•	 以全卷 45 分作計算，平均 2 至 3 分鐘取 1
分，時間緊迫；

•	 若作答個別題目超出原先預定的時間，應及
時取捨，盡快開始作答下一道題目，取分效
益會更高。

•	 應先花 3 至 5 分鐘選擇題目，並初步摘下論
點，避免在作答過程才發現無法完成題目；

•	 近年題 (a) 和題 (b) 有明顯深淺的差異。以 8
分和 12 分的組合為例，同學應預留較多時間
作答題 (b)。

            抓緊選題原則

在卷二，正確選題是取得高分的關鍵，同學在選題時須依循以下兩項原則︰

	
 歷屆文憑試卷二（更多例子見 歷屆 舉隅 ）

原則 1：題目深淺程度
視乎題目的題型，	
應捨難取易

2012 年第 3題題 (a) 和題 (b) 的題型分別為「原因」和「影響」，	
明顯較第 1題和第 2題簡單和直接，更容易取分。

2014 年第 1 題題 (a) 和題 (b) 的題型分別為「比較」和「論證立
場」，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題目。

原則 2：對議題熟悉程度
題目貼近日常生活，	
舉例得心應手

2017 年第 2 題和第 3 題所考問的議題分別與「青年人與公共衞
生」和「傳統街市（文化）與創新科技」有關，明顯比「時裝與全
球化」更貼近同學的生活，更容易舉實際例子輔助說明。

第 1式

第 2式

第 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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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題時，同學能否針對題目的關鍵字作準確回應，是奪 5** 的關鍵！在過去幾屆文憑試
的考試報告中，每年都會指出學生盲目背誦提問字眼的定義。由於未能有效呼應題目要
求，即使寫得長篇大論，也只能得 3級、4級。

為此，筆者因應過去多屆考題作仔細分析，並抽出常考的關鍵詞，為同學逐一拆解答題要
點，對題從此無難度！

生活素質

考核年份 	 2017	/	2016	/	2015	/	2014	/	2013	 考核題數 	 8

定義 	 指個人對其生活各個範疇的總體滿意程度（包括客觀數據和個人主觀感受），
當中包含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

答題要點 	 應明確指出在哪一個層面及範疇的轉變，以及是如何受某一項目╱情況的出
現而導致轉變，而有關轉變是好還是壞，即能否改善生活素質。

政府

考核年份 	 2016	/	2015	/	2014	/	2013	/	2012	 考核題數 	 10

定義 	 是一個政治體系，於某一區域訂立、執行和管理法律的法定行政機關。政府
具有公共屬性，職能是為公眾服務，有責任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盡力減少各

種社會問題，改善市民的生活。

答題要點 	 政府的管治效能或表現影響市民的生活素質，會改變市民對政府的認同程
度。不過，政府的可動用資源有限，面對不同的議題，政府應否制訂某種新

政策，或進行規管，都有不同的考慮，如制訂政策過程有優次之分、平衡各

持份者需要。

關鍵字通識必讀



困難╱障礙題型 7

焦點技能

準確解釋處理議題的困難
考核的社會議題大多複雜和具爭議，部分題目要求考生解釋處理某一議題時，所遇到的不

同困難。考生需要利用資料或個人知識來推敲面對的困難，當中着重基於事實作出的各種

推論，並深入而詳盡地解說該些困難的成因，及難以處理的因由。

歷屆 舉隅

歷屆通識教育科的文憑試，可能要求解釋處理某一議題時面對的困難╱障礙。舉例如下︰

年份 題目 要求能力

2016
……是一個……問題。就所提供的資料，指
出及解釋應付……兩項困難。	
文憑試卷一題 3b

適當及全面地運用資料，將困難
概念化，並清楚解釋

2015
……這議題，如果要……達成共識，你認為
有甚麼障礙？文憑試卷二題 2a

根據不同持份者的價值取向，深
入解釋在這議題達成共識的障礙

2014

由資料的……照片來看，指出及說明……困
難。文憑試卷一題 1a

以恰當的方式詮釋圖片資料，歸
納出不同的困難

解釋……在處理……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文憑試卷二題 3b

綜合各項資料，就議題的情況推
敲出處理時的各種困難

2013
若要透過諮詢，使……這議題達成廣泛共
識，……會遇到哪些困難？文憑試卷二題 1a

根據不同持份者的價值取向，深
入解釋在這議題達成共識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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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

在作答「困難╱障礙」題時，同學往往會出現以下的 常犯 ，要提升表現，可參照

攻略  逐步掌握相關的答題技巧。

題目︰解釋……在處理……時可能會遇到的困難。（8分）

攻略答題框架

引言
指出不同方面的	
困難

1.	 只能指出面對的問題，並非歸納成困
難╱障礙

結論
重申不同方面的	
困難	

論點一、二、三
1	標示語
2	主題句

2.	 分析角度單一，論點重複
3.	 列出多個可能的狀況，未有準確指出
困難╱障礙

4.	 盲目背誦概念定義，而並非回應題目

3	引用例子 5.	 錯誤理解資料內容，運用不準確、不
相關的資料來支持論點

6.	 未能提出具體而合理的例證支持論點

4	申述說明
5	小結

7.	 闡述能力薄弱，作答內容流於片面，
未能全面整合問題中的不同項目之間
的關係

8.	 錯誤理解資料，導致推論的困難不準
確

略攻1 1 	
歸納資料，概括事
件的困難或障礙

略攻1 2 	
反覆推敲困難成因
及處理時的限制

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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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8  持份者分析 37

略攻1 1 	辨識不同持份者的角色及價值取向
持份者衝突源於持份者的觀點存在矛盾。考生必先準確理解持份者的角色或價值取向，才

能進一步說明各種可能形成的衝突。

從資料找出相關的持份
者，並利用他們對事件的
看法，判斷他們的角色或
價值觀。

就持份者執行的各種行
動，以「角色」來歸納這
種工作。

題目：  參考資料，解釋中國在國際社會所擔當的不同角色。

資料A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改變國家從前對外封閉的情況，面向世
界。中國積極利用在全球化下代工生產的機會，迅速改善國家經
濟落後的狀況，被國際社會稱為「世界工廠」。中國於2001年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在國際舞台的角色愈來愈鮮明，與不少已發
展國家建立更密切的經貿關係，又於2008及 2012年的環球金融
危機中，協助其他地區渡過難關，凸顯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此外，中國也有參與聯合國、金磚集團等合作組織，又曾在
氣候會議中承諾，2020年前把國家的碳排放量與 2005年相比減
少 45％。因此，有評論指中國的崛起既為世界帶來威脅，但亦
有助排解國際問題，應受到世界的肯定。

資料內容 角色

2008 及 2012 年的環球金融危機中，中國協
助其他地區渡過難關，凸顯其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

資源提供者

中國也有參與聯合國、金磚集團等合作組
織，又曾在氣候會議中承諾，2020 年前把
國家的碳排放量與 2005 年相比減少 45％。

協作者

題型考核焦點

1.	 小心審題，分別留意考
核焦點，以及題型要求

2.	 留意資料指出中國在國
際社會的工作

略攻1 1

攻略

3.	 留意題目要求作答的內
容為「角色」，其他常見
的角色包括︰教育者、
監察者、資訊發佈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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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9  評估 65

一覽評估角度評估角度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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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場DSE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

表 1︰全球每周工時 表 2︰ 2016 年 5 至 6月香港部分行業僱員的每周工作時數

城市 2012 年 2015 年 職業組別 每周工作平均時數

巴黎 29.96 30.85 建造 48.0

倫敦 34.37 33.46 飲食 54.0

東京 38.69 39.52 地產活動 44.3

台北 40.69 41.17 保安服務 57.0

香港 44.15 50.11 教育及公共行政 40.6

（資料來源︰瑞銀《價格與收入》報告、政府統計處）

資料B：綜合各大報章報道

題目︰評估立法標準工時在改善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的成效。論
證你的答案。（12分）

假設立場︰成效大

標準工時是指僱員每日及╱或每周的法定工作時數，如僱員工作超

出該時數，僱主便須支付超時工作薪酬作補償。不過，香港社會一

直為立法規管工時與否有較大的爭議。我認為立法標準工時對改善

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的成效大。以下從時效性、針對性和影響範圍

三方面衡量，以支持我的立場。

小心審題，先留意題目要求

表明立場，以及指出不同方
面的評估準則

引言

	 今日香港 公共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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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10  比較 79

假設立場︰同意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對國際形象利多於弊

比較準則 資料內容╱
參與國際事務情況 與國際形象的關係 結論

時效性

中國將實現持續發
展，為「一帶一路」注
入強大動力，為世界
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環

境

中國處理環境問題，
可提升國家的可持續
發展程度，亦減輕污
染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減少經濟損失。

中國主動處理
環境問題，長
遠達致可持續
發展，符合國
際需要，可改
善國家形象。

霧霾、荒漠化、水土
流失等，都是中國政
府多年來未能有效處
理的問題。

國際協議多要求推行
減排措施，可能影響
國家的高速發展，令
國家經濟在短期內受
壓。

可行性

不會干涉他國內政，
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
發展模式。另有充足
的財政資源幫助其他
國家發展。

政

治

中國崛起過程會引起
疑慮。因此，中國主
動援助其他國家，會
更易獲取認同。

中國意識形態
與西方國家不
同，主動提供
財政資源協助
其他國家發
展，將可減少
國際社會對中
國崛起的疑
慮。

多國要求中國尊重國
際法庭在南海仲裁案
的判決。

中國多參與國際事
務，但未有接納國際
法庭判決，影響國際
形象。

成效

向沿路發展中國家與
國際組織提供 620 億
元人民幣的援助，和
20 億美元的援助合作
項目。

經

濟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
的合作計劃，與各國
共同發展經濟。

中國投資到境
外可取得回
報，同時能推
動其他地區發
展，提升當地
的就業率，令
其他國家接納
中國。

2001 年，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隨即享
有多項國際貿易上的
優惠，令中國商品得
以大量出口到外國。

中國利用出口廉價貨
品賺取豐厚利潤，但
可能損害出口國家的
本土工業，影響雙方
關係。

3.	 利用資料配合相關的比較準則，然後在同一平台下解釋與國際形
象的關係。考生需要進一步辨識究竟哪一方較顯著，即利多還是
弊多，從而支持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