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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目的  
 
  本文件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香港

中學文憑 (下稱 "中學文憑 ")考試提出的關注事項。  
 
 
背景  
 
2.  200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採用連續 3年高中學制，

以便推行更靈活、更連貫和多元化的高中課程。行政長官在 2004
年的《施政報告》中確認發展新學制的政策方向，即 3年初中、

3年高中及 4年學士學位教育的學制。新學制已於 2009年 9月起在

所有中學的中四班實施。  
 
3.  新學制下設有中國語文、英國語文、數學和通識教育科

(下稱 "通識科 ")4個核心科目。當局將於 2012年舉行新的中學文

憑考試，以取代現有的兩項公開考試，即香港中學會考 (下稱 "會
考 ")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下稱 "高考 ")。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下
稱 "考評局 ")舉辦的中學文憑考試由 3個科目類別組成：新高中科

目、應用學習科目及其他語言科目。  
 
4.  中學文憑考試將會採用水平參照成績匯報制度 (下稱

"水平參照制度 ")匯報學生成績。新高中的科目考試成績將不會

再採用現行匯報制度下的A至F等級，改為以 5個表現等級標示考

生成績，即第 1至第 5級，以第 5級為最高。在考獲第 5級的考生

中，表現最優異的，其成績將以 5**標示，次優者的成績則以 5*
標示。成績低於第 1級者，會標示為 "未能評級 "。在水平參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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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等級水平固定不變，而各等級的學生人數比例卻不會設

定。在以往的成績匯報制度下，E級是及格等級，但在水平參照

制度下，並沒有正式的及格等級。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5.  過去數年來，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討論有關新

學制的事宜。在事務委員會 2010年 7月 12日、 2011年 4月 11日及

6 月 13日會議上，委員提出多項關注，包括中學文憑考試試卷的

評核和覆核。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撮述於下文各段。  
 
就通識科進行的評核  
 
6.  委員關注在評核學生的通識科成績方面的公平和可靠

程度。由於就通識科進行的評核以評卷員的判斷作為基礎，在

欠缺劃一的評核準則的情況下，教師、學生和家長關注通識科

試卷的評卷方法，以及評核結果可能會引起爭議。部分委員表

示，由於通識科的目標是發展學生的明辨式思考及分析能力，

學生應該因為有創意的答案及個人的貢獻而獲得優異的評分。

教師應改變他們的心態，就通識科進行評核時持更開放的態

度，以免扼殺學生的創意及學習興趣。  
 
7.  政府當局解釋，在通識科考試中，評核的重點會落在學

生得出答案的過程中以甚麼技巧分析情況、融會資料及闡明本

身的觀點。評卷員須尊重個別答案，以及就創意及個人貢獻給

予分數，因為這些是通識科十分重要的元素。政府當局會向通

識科的教師提供更多資料，說明通識科的恰當評核方法。教師

會獲提供樣本試題及獲得不同評級的考生答案示例，讓他們從

中瞭解學生須以甚麼標準作答及有關的題目會如何評分。試卷

會由兩名評卷員進行評分。若兩名評卷員的意見有明顯差異，

便會交由第三名評卷員處理有關的差異。由於會有既定的指

引，考生會獲得公平評級。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已於 2011年 3
月提供有關通識科試卷的評卷方法的補充資料，以及若干被評

為 成 績 優 良 或 欠 佳 的 通 識 科 樣 本 試 卷 ( 立 法 會

CB(2)1242/10-11(01)號文件 )。  
 
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匯報制度  
 
8.  委員察悉，會考及高考採用常模參照成績匯報制度，而

中學文憑考試則不同，是採用水平參照制度，以匯報考生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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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成績。有委員關注到，使用水平參照制度可能導致分數波動

較大，考生的成績亦會因試卷難度不同而受到影響，導致有關

考試成績的爭議增加。  
 
9.  政府當局表示，由2007年起，水平參照制度已用於會考

英國語文及中國語文科的考試。使用水平參照制度是全球趨勢，

因該制度是國際公認的匯報考試成績的方法。水平參照制度使僱

主及大學經參考一套標準而瞭解考生的表現等級，而並非他們在

參加同一公開考試的考生當中的相對能力。該制度亦提供了一個

良好的基礎，可比較在不同年份應考學生的水準及表現。此外，

水平參照制度能利便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調整教學方法。  
 
為通識科教師和評卷員提供的支援  
 
10.  委員認為，由於就通識科進行的評核以評卷員的判斷作

為基礎，加上通識科並無標準答案，因此，在評核學生的通識

科成績方面，當局應加強為教師提供支援。  
 
11.  政府當局表示已於 2009年 11月設立 "通識教育科學校網

絡計劃 "，由 25名分區統籌員就通識科的課程和評核事宜，向學

校及教師提供支援。這些統籌員在教授通識科及評核該科的試

卷方面有豐富經驗。政府當局認同建立學校網絡的重要性，並

會繼續加強為學校和教師提供通識科的支援。  
 
中學文憑考試積分覆核／重閱答卷的機制  
 
12.  委員指出，考評局於 2012年 1月派發中學文憑考試的通

識科練習卷，引起社會關注這科目欠缺客觀評分標準。鑒於這

些關注，以及考慮到通識科考試成績會影響入讀大學的機會，

預計許多考生會申請覆核通識科的成績。委員認為，設立公平

的上訴機制以處理評核結果引起的爭議十分重要。他們關注考

評局是否有足夠的人手，在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於 2012年 7月公布

後的一段短時間內處理大量覆核申請。  
 
13.  政府當局表示，通識科試卷會由兩名評卷員評分。如出

現分歧，則安排第三名甚或第四名評卷員評分，以達致共識。

若有人提出覆核結果的要求，有關答案會由另外兩名評卷員進

行評核，以取得更多方面的意見。評核結果將由考評局委員會

委任的上訴覆核委員會覆核。上訴覆核委員會會按照既定機制

處理所有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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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部分委員亦關注覆核費用高昂及缺乏收費減免機制。他

們認為這對因經濟問題而負擔不起申請覆核考試成績費用的學

生並不公平。因此，政府當局需監察覆核費用的水平。另有意

見認為，在考慮提供覆核考試成績費用資助時，政府當局應在

確保覆核機制公平使用及防止濫用資助方面求取平衡。  
 
15.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學生資助辦事處管理的考試

費減免計劃，以及社會福利署管理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目的

在於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資助，以便他們參加公開考

試。基於這個目的，該兩項計劃一向沒有涵蓋考評局提供的附

加服務，例如更改報考科目或作答語文、更改語文科口試日期

及申請積分覆核／重閱答卷。不過，考評局仍可按個別情況，

考慮向經濟拮据的考生減免全部或部分附加服務收費。此外，

在覆核考試成績後，如成績獲得提升，考生亦可獲退還積分覆

核／重閱答卷的費用。  
 

 

最新發展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12年 3月 12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中學文憑考試積分覆核／重閱答卷的機制。  
 
 
相關文件  
  
17.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3月 8日



附錄  
 

 
有關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7.2010 
(議程項目 IV)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11.4.2011 
(議程項目V)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檢討考試費減免計劃提

供的補充資料  
立法會CB(2)1851/10-11(01)號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3.6.2011 
(議程項目VII)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教育事務委員會   --- 
 

政府當局就通識教育科公開考試設

定的評分準則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2)1242/10-11(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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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papers/ed0411cb2-185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agenda/ed201106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ed/minutes/ed201106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ed/papers/ed0712cb2-1242-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