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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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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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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及政治參與

考核年份 	 2016	/	2014	/	2013	/	2012	 考核題數 	 12

定義 	 是一地或全球公民從兩個層面影響公民生活及公共政策的各種行動，例如作

慈善捐款、投入義工服務、對社會事務提出意見等屬社會參與；投票選舉議

員、出席公眾諮詢會、示威遊行等屬於政治參與。

答題要點 	 掌握青年人參與社會及政治運動的方式，並理解促進他們參與的因素，以及

造成的影響，如對個人、社會等帶來某些意義，政府對有關行動的回應等。

綜合國力

考核年份 	 2015	/	2014	/	2013	 考核題數 	 4

定義 	 是指一個主權國家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全部力量及資源的總和，也是衡量一個

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國防、外交、資源等要素的指標。

答題要點 	 認識影響一國綜合國力的不同因素，如宣揚本國文化、參與國際事務、民生、

政府管治效能等，並比較各個因素的重要性，以處理各國在增強國力時資源

分配的問題。

競爭力

考核年份 	 2016	 考核題數 	 3

定義 	 是一種量度個人、社會及城市實力的指標，例如金融發展、創造力等是城市

競爭力的指標；學歷、專業資格、經驗等則是個人競爭力的指標。

答題要點 	 了解不同因素與一地或個人競爭力的關係，回應「某一因素是否改變一地或

個人競爭力」時，應明確指出此因素有沒有導致競爭力上升或下降，並從資

料推敲不同的論點，以進一步解釋競爭力改變的過程。

關鍵字通識必讀



焦點技能

理解不同資料的解讀和運用方法
通識教育科文憑試的題目均要求考生能全面和準確地理解和應用資料。考生應理解資料所

提供的議題背景、爭議點等，以準確回應題目。資料類型一般分為文字、數據和圖像三種。

詮釋資料
（文字、數據、圖像）

題型 1

歷屆 舉隅

歷屆通識教育科的文憑試，經常要求考生運用不同類型的資料，解釋不同的現象╱狀況，

舉例如下︰

年份 題目 要求能力

2017

利用資料⋯⋯，說明資料⋯⋯的現象。
文憑試卷一題 2a

綜合漫畫和數據資料，以全面回
應問題

根據資料，比較⋯⋯，並比較⋯⋯的模式。
文憑試卷一題 3a

從兩方面解釋數據資料，回應有
關問題

2016 資料顯示⋯⋯和⋯⋯的排名。你認為兩者的
排名有沒有關係？文憑試卷一題 2b

清楚說明兩個項目是否有關係，
必須同時解釋「有關係」與「無
關係」

2015

參考資料 A 、B 及 C ，描述⋯⋯狀況的轉變。
文憑試卷一題 1a

以恰當的方式解釋不同類型的資
料，回應有關問題

描述資料顯示的⋯⋯趨勢，並提出這些趨勢
帶來的好處。文憑試卷一題 3a

以恰當的方式解釋數據資料後，
進一步延伸說明該狀況帶來的好
處

參 考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就 你 在（a）題 描 述
的⋯⋯，指出及解釋由⋯⋯引起的關注點。
文憑試卷一題 3b

利用限定的資料解釋有關情況

2014 描述資料所顯示⋯⋯的模式。
文憑試卷一題 3a 以恰當的方式解釋數據資料，回

應有關問題

2012

描述資料顯示⋯⋯的一些趨勢。 
文憑試卷一題 1a
資料凸顯⋯⋯的風險？ 
文憑試卷一題 2a

以恰當的方式解釋漫畫資料，回
應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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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香港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情況
表 1︰	按年齡劃分經常上網人

士比率	
#

表 2 ︰	按使用互聯網服務的主目的人數（’000 人數）

年齡組別 百分比 目的 15 – 24 歲（百分比）
10 – 14 86.5% 通訊╱互動 758.7（99.5%）
15 – 24 98.5% – 社交網絡活動 755.8（99.1%）
25 – 34 97.7% – 收發電子郵件 608.3（79.8%）
35 – 44 94.0% 資訊查詢 727.5（95.4%）
45 – 54 82.6% 網上娛樂 746.4（97.9%）

55 – 64 64.7%
辦公室╱學校╱個人事務
及其他

381.9（50.1%）

≥ 65 21.3% 網上購物╱處理金融交易 276.6（36.3%）

#	經常上網人士比率是指 12 個月每星期至少在互聯網使用 3.5	小時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62 號報告書》。）

資料B：摘錄自 2017 年 8月 17 日的報章新聞

題目︰	參考資料，指出及解釋愈來愈多香港青少年沉迷網絡的兩
個原因。

論點作答步驟提示︰

1	 標示語（首先、其次、最後）

2	 主題句（指出論點╱原因）

3	 引用資料（支持該原因）

4	 申述說明（解釋資料與論點的關係）

5	 重申論點

1.	 留意資料提及青少年使
用網絡的習慣，推論出
與沉迷網絡的關係

2.	 利用資料的內容，歸納
出不同方面的原因

關鍵字通識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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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4  論證立場 57

拆解

在作答「論證立場」題時，同學往往出現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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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參考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

你的答案。（8分）

攻略答題框架

引言
‧	表明立場

‧	指出不同方面的	
論點

1.	 立場不清，未有明確表明立場，甚至
提出前後矛盾的理據

2.	 以量化論點來判斷立場，若贊成議題
便多寫支持的論點，少寫一些反對的
論點

結論
重申立場及不同方
面的論點	

論點一、二、三
1	標示語
2	主題句

3.	 審題不周，忽略題目關鍵字
4.	 分析角度單一，論點重複

3	引用資料╱例子 5.	 錯誤理解資料內容或持份者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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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概念理解不足，或只背誦概念內容
8.	 闡釋能力薄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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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論
‧	提出並解釋對方
論點

‧	反駁對方論點

9.	 未有清楚解釋對方的觀點，或隨意提
出不合理的對方觀點，以方便反駁

略攻1 1  

以特定措詞清楚表
明立場

略攻1 3 	
構思多角度的論點

略攻1 4 	
反面立論，駁斥對
方觀點

略攻1 2 	
選用資料作為論據

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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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攻1 1  以特定措詞清楚表明立場
文憑試佔分較多的題目大多要求考生就一議題表明並論證個人立場。因此，考生需要先學

懂如何有效地清楚表明立場。無論題目是否包含比較性質，應以簡單、直接的字句表達，

絕不含混。考生可以採用以下方式表明立場︰

回應「是否同意」的問題︰

以「同意」、「不同意」
來表明立場。

無須用「很大程度上同意」、
「很大程度上不同意」。

回應「多大程度」的問題︰

用「很大程度上同意」、
「很大程度上不同意」
來表明立場。

避免用「一般程度同意」、
「很小程度上不同意」。

例子如下︰

題目 立場

「經濟全球化有助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素質。」你
是否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

同意╱不同意

「減少使用核電有助提高中國人的生活素質。」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看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
的答案。

很大程度上同意╱很大程度上
不同意

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初創企業的發展？論證
你的看法。

應該╱不應該

你認為宣傳教育是否推動市民做好源頭減廢的最有效方
法？試加以論證。

宣傳教育是╱不是推動市民做
好源頭減廢的最有效方法

青少年參與「雨傘運動」有否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參考
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論證你的看法。

青少年參與「雨傘運動」有╱
沒有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

你認為香港社會應對傳染病而言，強制注射疫苗是否比
教育公眾衞生知識更重要？解釋你的答案。

強制注射疫苗比教育公眾衞生
知識更重要╱強制注射疫苗不
比教育公眾衞生知識更重要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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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分析角度分析角度常用



1
1
2
3

題型 5  建議 89

實戰場DSE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 A

我又生病了⋯⋯

不要燒煤和石油！

反核能

xxx xxx

資料B：摘錄自某報章在 2017 年 4月 5日的報道

	 現代中國 能源科技與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