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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全城的親父繼母虐待五歲女致死一案，以
兩人判囚終身告終。在日常生活中，當隔籬

屋「打仔」，疑似演變為虐兒，或發現周遭有孩
童疑似受虐時，我們應如何處理？以下「望聞問
切」四部曲教你應對。

提防虐兒

教育

聞 問 切

今年通識科試題內容（節錄）
卷一：資料回應題（必答）

考生需根據三則有關郊野公園的新
聞報道，指出當中顯示的問題，以
及會對香港生活質素帶來哪種挑
戰。
根據《2019年可再生能源全球現況
報告》顯示的數據，及2016年國家
能源局的文件等內容，探討太陽能
的使用是否有助促進中國的可持續
發展。
根據全球電子競技的總收入及觀眾
人數、立法會文件等，解釋香港發
展電競的優勢及困難。

資料來源：考評局

卷二：延伸回應題（三選一）
解釋網絡資訊（包括不完整、不正確資
訊）如何影響人們作出與健康相關的選
擇；及探討醫療專業人員在維持公共衞
生方面是否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解釋電子支付對香港消費模式的影
響；及討論創新科技在多大程度上對
香港青年人的就業前景帶來的機遇多
於挑戰。
解釋影響香港人運動習慣的因素；及討
論要顯著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政府
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增加投放文化體育方
面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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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有任教通識科的創知中
學副校長黃麗燕形容，整體而言

本屆試題難度與往年相若，雖然必
答題問法較直接，但仍有一些出人意
料之處，例如第一題考驗學生是否熟
悉「生活質素」的關鍵概念，以往
較少見。她續指，雖然今年題型相
若，惟考生作答時不能掉以輕心，
「如卷二第一題問及多大程度同
意『醫療專業人員在維持公共
衞生方面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考生應留意突出

『最』字所要求的比較元素，可選取
政府、藥廠、病人組織等其他持份者
作比較。」
創知中學中六考生朱瀚霖表示，

本年卷一題目似乎較簡單，「主要要
求考生圍繞資料作答，以往試題有要
求考生『就你所知』進行作答，範圍
更廣，難度更高一些。」同校考生余
愷亦認為卷一較淺易，「閱讀資料內
容直接，沒有往年那麼刁鑽。」在卷
二方面，考生陳清濤認為，比起歷屆
試題有點難度，「光是選題已經花了5

分鐘的時間，因為今年數道題目的問
法類似、所佔分數一樣，我要想清楚
要以什麼論點作答、如何突出『比
較』的部分，需要想得更仔細。」

教師指「最」要留意 考生稱卷一題易

■■幾名考生爭取時間溫習幾名考生爭取時間溫習。。

過去通識科考試政治題氾濫，以致別
有用心的「黃師」藉機大模廝樣地

將政治帶入校園，影響莘莘學子，被指
是通識科「異化」問題嚴重的其中一個
原因。在學科即將大幅改革之際，今年
試題亦似漸趨向正軌，涉及多元議題與
內容。其中在卷一必答題分別問及郊野
公園丟棄物、全球可再生能源趨勢與中
國太陽能的應用、電競產業發展的優勢
與困難等。至於卷二的延伸題，其中一
題涉及網絡資訊如何影響公共衞生及醫
療專業人員的角色，當中資料亦提到不
正確網絡資訊會如病毒般傳播帶來不良
影響。另兩題則探討電子支付影響和

創科對香港青年就業的機遇及挑

戰，以及港人運動習慣與文化體育資源
投放的內容。

題目難度不亞於歷屆試題

資深通識科老師、將軍澳香島中學
校長鄧飛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在
過去九年的通識科考試中，6年涉及政
治題目，今年的考題卻談及網絡資訊影
響疾病預防與醫治、電競產業等各種範
疇，不僅切合時代需要，更讓整個通識
科的出題方向稍微均衡了一點。
鄧飛認為，本屆通識科題目難度不

亞於歷屆試題，並形容題材「前衛」及

「新穎」，「學生可能打遊戲很厲害，
但他對整個電競產業不一定有了解。又
例如香港電子支付普及程度低，學生也
需要有一定的認識才能作答。」
疫情下為方便照應與追蹤，考評局

今年安排大部分考生於原校應考核心
科，非中六生暫時不用回校，而各試場
都繼續加強防疫措施，為保持座位距
離，昨日考試共安排462個禮堂試場及
572個特別試場。另外，昨有2名因疫情
而隔離的考生獲安排於竹篙灣檢疫中心
應考，另19人需要於考試前完成強檢，
16人如期考試2人遲到，1人缺席。

問電競電子支付等內容 教師讚選材前衛夠均衡
題目不偏政治 通識試生活化

文憑試核心科目昨日起開
考，率先應考的通識科有近4.6萬
名考生參與。今年通識考試未有
再偏重政治元素或借意挑動矛盾
的內容，有回到正軌之勢，多條
題目問及電競產業、電子支付、
網絡資訊影響巿民看待健康與疾
病等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內
容。有資深通識科教師形容，今
屆試題選材新穎、前衛，顯示該
科出卷方向趨向均衡，亦有教師
指出，今屆試題問法看似較直
接，惟考生需要注意題目細節，
不要錯失題目中「最」、「顯
著」等關鍵字眼。

■■考生進試場前需填健康申報表考生進試場前需填健康申報表。。
考評局圖片考評局圖片

■■昨日有近昨日有近44..66萬名考生參與萬名考生參與
通識科考試通識科考試。。 考評局圖片考評局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