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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招港生內地高校增至129間

DSE中文寫作 口語入文嚴重

國家教育局近日公布，2022/23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具體安
排，參與計劃的院校增至129所，新增院校包括湘潭大學
和溫州肯恩大學。

香港教育局對此表示歡迎，教育局發言人鼓勵香港學
生透過計劃到內地升學，把握機會認識國家最新的社會、
經濟和文化面貌，以規劃往後的發展路途。有升學專家表
示，對於未來的香港，持有內地文憑的港生將愈來愈有優
勢。

大公報記者 殷向善、葉心弦

升學專家：持內地文憑愈來愈有優勢

▲考評局指出，今年DSE中文科部分考生對文章內容的理解流於表面，
審題不清的問題依然普遍。

填報考志願攻略
❶ 志願先行

按填報志願順序錄取，故第一志
願院校非常重要，好成績要配好策
略，如分數明顯不夠則不要冒險，珍
惜第一志願機會。

❷ 梯級志願
填寫院校志願時，應按錄取條件

由高至低排列，例如第一志願為一流
大學，第二志願為一流學科建設高
校，以此類推。

❸ 參考往年數據
可參考教育局每年更新的 「內地

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
劃」 ，根據數據結合自己實際情況，
填寫適合的志願。

❹ 把握三四志願
一線和近香港的內地城市院校較

受歡迎，錄取難度亦大，故第三、四
志願如填寫較冷門或偏遠地區的學校
則錄取幾率相對大。

湘潭大學
位於湖南湘潭市，
創辦於1958年。該
校化學、材料科
學、工程學、數學
四個學科進入ESI
排名全球大學和科
研機構前1%，三
門學科為國家重點
學科，包括計算數
學、一般力學與力
學基礎和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研究。

溫州肯恩大學
位於浙江省，是中
外合作院校。國家
統一招生本科學生
同時在中國和美國
註冊學籍，畢業後
授予中美雙學位並
頒發溫州肯恩大學
本科畢業證書。在
校生成績良好，無
違紀紀錄，可從大
二學年起，赴美國
肯恩大學交換學習
一至五個學期。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考評
局昨日發表2021年DSE通識教育科《試
題專輯》。報告指出，通識教育卷一第
一、二題整體表現一般，不少考生未能
比較及綜合資料。卷二部分，第二題整
體表現一般，其關鍵在考生審題欠仔
細，部分考生答案偏離題旨，分析亦欠
佳。

考評局稱，綜合本屆考生於卷一的
表現而言，第一、二題整體表現一般。
大部分考生雖能有意識地利用所提供的
資料作答，但不少考生未能比較及綜合
資料，解說較為簡單；不少考生在分析
原因時，未能充分運用相關知識和概

念。例如，當考生連繫題目所指問題與
生活素質的關係時，僅籠統地解釋該問
題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未有針對、
系統地連結到 「對生活素質的挑戰」 。

IES探究範圍太廣泛
考評局又表示，卷二部分，考生普

遍對題目所選取的當代議題有一定的認
識和理解，然而，他們在援引事例、語
境知識的運用上欠佳。其中，第二題整
體表現一般，表現在考生審題欠仔細，
部分考生答案偏離題旨；不少考生分析
欠佳，未能從不同維度分析。例如混淆
支付模式與消費模式；聚焦描述電子支

付概況，卻未能引申及解釋電子支付對
消費模式的影響。亦有不少考生對創新
科技的認識欠深入，作答時未能引用相
關例子。

至於獨立專題探究（IES）部分，
有不少學生的探究範圍太廣泛或焦點問
題欠清晰。報告指，有475間學校參與
IES，經調分後的結果顯示，有61%的
學校所給的分數在 「符合預期範圍」
內；39%超出預期範圍，當中18%高於
預期，21%低於預期。

考評局稱，大部分學校只是 「稍
為」 偏離預期範圍，反映大部分老師能
掌握評分標準。

通識科考生對創科認識不足

中文科閱讀及寫作卷

考生六大毛病
審題不清

曲解篇章

推論粗疏

口語入文

配詞不當

多錯別字

審題不清的問題普遍，例如題目要求答案不得
多於四個字，仍有考生答案超過字數限制，甚
至長篇大論。

寫作引用指定篇章，部分斷章取義，曲解篇
章，如引 「君子坦蕩蕩」證明孔子主張不隱
藏。

寫作推論普遍較為粗疏，缺乏分析和論述，例
如稱愛迪生因有足夠金錢購買燈泡原料而成功
發明電燈；深水埗明哥因為小時候家貧而在長
大後派飯助人。
今年口語入文的情況較往年嚴重，如使用 「入
面」、 「仲有」、 「爆哭」、 「時不時」等。
配詞不當的情況亦常見，例如 「我的眼淚馬不
停蹄地流下來」。
混淆形近字，如辨（辯）論、舉辨（辦）；誤
用音近／同音字，如：應（認）為；部首錯
誤，如：眼框（眶）

▲愈來愈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持有內地文憑的港生將更有優勢。 資料圖片

2022/23學年
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

日期及時間
網上直播
•12月4日（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30分

•12月5日（星期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30分

網上重溫及查詢
•12月6日至10日（星期一至五）

主辦機構
•國家教育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展覽內容
•120+院校參展
•院校及學科介紹
•文憑試收生計劃簡介
•內地升學和就業前景分享

網址
www.studymainla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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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留學部最新公布的文
憑試收生計劃安排，2022/23學年
共129所內地高等院校將對香港學生
豁免聯招考試，較上學年增加兩
所，並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
擇優錄取香港學生。有意參加2022/
23學年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學生，可
於明年3月1日至31日期間登入指定
網站報名，然後於4月10日前登入網
站查閱及確認報名資格審核結果，
如學生曾按系統要求提供補充資
料，則可於4月23日前登入查閱審核
結果。

明年3月1日至31日報名
所有通過報名資格審核的考生

須於4月30日前繳交報名費（港幣
460元），各參與文憑試收生計劃的
內地院校隨後可根據學生報考資料
安排面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
港）中心將於5月15日前通過系統公
布繳費及報名確認結果，考生應於6
月15日前上傳學生學習概覽至報名
系統，以供高校招生時參考。院校
將於明年7月底公布錄取名單並根據
招生情況安排補錄。校長推薦計劃
表格及相關文件，由考生所在中學
於6月15日前上傳至網上報名系統，
逾期不予受理。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參與
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內地高等院校依
據文憑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免卻學生額外應考內地聯招試，減
輕他們的壓力。 「參與計劃的129所
高校提供的課程各有特色，我們鼓
勵香港學生透過計劃到內地升學，

把握機會認識國家最新的社會、經
濟和文化面貌，以規劃往後的發展
路途。教育局會繼續與內地商討，
邀請更多內地知名學府參與計劃，
為學生提供更多元的升學途徑及連
繫國家發展的機會。」

可申請內地大學升學資助
發言人表示，文憑試收生計劃

下設有校長推薦計劃，名額每間中
學八個。參與校長推薦計劃的內地
院校在最低錄取要求方面維持不
變，即在文憑試中四個核心科目的
分數總和須達10分或以上，且每個
科目的分數不可低於兩分。

此外，於指定內地院校修讀學
士學位課程的合資格香港學生，可
申請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下的經
入息審查資助或免入息審查資助，
計劃2022/23學年的申請詳情，將
於明年年中公布。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升學專
家吳寶城表示，對於未來的香港，
持有內地文憑的港生將愈來愈有優
勢。一是由於愈來愈多香港學生到
內地升學，他們回港後的優異表現
得到僱主認可，口碑逐漸上升；二
是與院校排名有關，港人對內地知
名學校和雙一流學校愈來愈了解。
第三點是看學科，吳寶城說，例如
工商管理專業，由於兩地商業運作
有差異，故到內地升學的港生會有
更多內地經驗和文化背景，如有香
港公司想進入內地市場或在商業上
和內地往來，都會選擇聘請此類背
景學生。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
道：2021年DSE《試題專輯》
昨日出版，考評局分析考生表
現，並提出改善建議。其中，中
文科報告指出，閱讀卷考題較以
往少，大部分考生能順利完成試
卷。但部分考生對文章內容理解
流於表面；審題不清的問題依然
普遍。至於寫作卷，考生存在忽
略 「題眼」 問題，而口語入文情
況亦較往年嚴重，例如 「入
面」 、 「仲有」 ；配詞不當的情
況亦常見，例如： 「我的眼淚馬
不停蹄地流下來」 。

考評局稱，閱讀卷本年度的
考題較往年少，大部分考生都能
順利完卷。甲部指定文言文篇章
中，考題難度和去年相若，形式
大致相同，考生在此部分的表現
較以往略有進步，差異較往年縮
窄，但要在理解篇章脈絡、內涵
方面多加努力。

審題不清依然普遍
考評局表示，閱讀卷審題不

清問題依然普遍，舉例題目清楚
要求答案不多於四字，且以粗體
標明，仍有考生答案逾越限制，
甚至長篇大論。部分考生對文章
的理解不足，往往流於表面。此
外，考生的分析能力亦有待提
升，不少考生只抄錄文本作答，
卻未見組織消化。

至於卷二作文，考評局說，

今年考生忽略題眼的問題較嚴
重，例如誤解第1題的 「知己」
為朋友。考生表達方面，今年口
語入文情況較去年嚴重，如 「入
面」 、 「仲有」 、 「爆哭」 、
「時不時」 等。配詞不當亦常

見，例如 「我的眼淚馬不停蹄地
流下來」 。考生亦多套用四字詞
語，例如 「總角之年」 、 「醍醐
灌頂」 等，效果各有不同，有的
言簡意賅，有的略嫌堆砌，反映
考生能力的高下。

此外，考生錯別字較多，能
在 「錯別字」 一項得3分者，僅
屬少數。考生常犯毛病包括：混
淆形近字，如：辨（辯）論、舉
辨（辦）；誤用音近／同音字，
如：應（認）為；部首錯誤，
如：眼框（眶）。

考評局表示，近年仍見不少
考生套用歷年考題的例文，在記
敘抒情類的考卷尤為常見，正如
第2題有考生以 「心結」 或 「禁
區」 扣題，隱衷即為心結或禁
區。本卷的重點在評核考生的寫
作能力，若以背誦少數例文作為
應試手段，不但容易偏離題旨，
亦窒礙了個人發揮，較難寫出脫
穎之作。

該份報告指出 「平日閱讀量
不足、閱讀層面狹隘才是問題的
根本」 ，建議學生從初中打好基
礎，致力推廣閱讀，才能提升考
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文化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