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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用兩分半鐘爭取一分
今年通識科卷一資料回應題共設

三道必答題，佔全科總分62%；卷二
則為延伸回應題，考生須在三題中任
選一題作答，佔總分38%。

與去年一樣，今年兩卷均無政治
化題目，考題內容都較為生活化。其
中，卷一必答題涉及內容包括義工服
務、2020東京奧運會，以及疫情下在
家工作。卷二選答題則涵蓋中國傳統
習俗祭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
及植物肉。

培僑中學6B班鄭偉丞說，今年通
識科的議題都貼近生活，比較簡單，
比如義工服務。身為學生，他平時也
會經常參與相關活動，所以能感同身
受。 「我之前複習的內容都考到了，

屬於正常發揮。但與往年相比，今年
卷一沒有出趨勢題，就是通過分析一
些數據圖來得出結論，而是純文字描
述，讓我有點驚訝。」

鄭偉丞說，他在做題時有個策
略，比如一題有八分，他會用兩分半
鐘時間去寫一分。 「我今天算錯時間
了，把卷一義工服務的一道8分題算成
30分鐘去寫，導致後面時間有些緊。
但是由於整體題目比較簡單，加上我
做試卷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影響不
大，拚盡全力去寫就不會出現寫不完
的情況。」

老師：卷二考驗思考靈活度
培僑中學通識科老師陳志興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今年通識科
試卷議題內容都比較偏向生活化，比

如卷一的東奧會、遙距工作等，都是
發生在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此
外，往年的考卷都會涉及現代中國的
題目，但是今年沒有，而是多了一些
比如卷二的祭祀、香港故宮博物館等
傳統文化的內容。

陳志興說，就題目難度來說，今
年通識科試卷有深有淺。卷一難度不
大，考生只要對題目理解準確，就能
在資料中找到相關的答案。而卷二難
度會大一點，其中，A題主要是問原
因、影響，考生較好作答，但B題是
多角度思考的題目，需要輸出觀點。
卷二整體而言，學生可以掌握議題，
但是如果要拿高分，對考生思考的靈
活度、舉例是否充分的要求是比較高
的。

截至昨日，DSE四個主科已全部

結束。考評局表示，昨日舉行的通識
教育科考試共有44400名考生報考。

15確診8檢疫生竹篙灣應試
今屆禮堂試場有482個，課室試

場有257個，以及674個為特殊教育需
要考生而設的特別試場。此外，昨日
分別有8名正檢疫及15名確診考生於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應考文憑試；2名
考生因身體不適而選擇不應考。局方
昨早沒有收
到考生要求
即日到竹篙
灣社區隔離
設施應考的
申請。

挑戰比較小

許同學：

我考前考後心情都比較平靜，因
為這次的題目沒有讓我很驚艷，挑戰
比較小，預計可以考到4級以上。在
做卷一第三題居家辦公題時花的時間
會長一點，因為要考慮通訊科技方面

的內容，但這幾年操得
也比較多，所以問
題不大。但印象最
深的還是卷一第二
道東京奧運會的

題，因為之前
沒出過，
而且很符
合時事。

審題要清晰

鄭同學：

我覺得卷一第二題東京奧運會的
c題比較難，因為需要回答三個點，
在想最後一點時我花了一些時間。而
卷二今年比較難的地方是審題要清
晰，因為有很多要
對比的地方，比如
第一道傳統習俗祭
祀的b題需要將環保
與生命安全、經濟
等比較思考，以
及要補充很多例
子來論證觀點。

今年通識科考
題貼近生活，涵蓋
居家辦公、2020東
京奧運會等議題，

學生容易理解。有通識科老師表
示，卷一考學生的資料整理能
力，學生只要理解題目就能答
題。卷二則考多角度思考能力，
需要學生提供自己的觀點，舉多
些例子。

卷一考資料整理能力
培僑中學通識科老師陳志興

表示，今年卷一其中一個特色就
是比以往多了一些有關學生意見
的題目，但都是基於資料中的框
架去出題，比如是否同意 「以獎
勵作為誘因來推動青少年參加義
工服務」 ，考驗學生的歸納能
力。整體來說，學生在作答時不
會感到困難。

至於卷二選答題，陳志興指
出，卷二的難度大點，考學生分
析能力，以及是否了解當下社會
議題。卷二的三道選答題中，有
兩題是需要同學做比較分析，即

是否同意 「在現代社會
實踐中國傳統習俗時，環保因素
應獲優先考慮」 及 「以科技呈現
文物是促進人們學習文化知識的
最有效方法。」 以祭祀題為例，
學生除了考慮環保之外，都要考
慮經濟、社會等其他因素，思考
是環保重要些，還是生活質素、
文化傳承更重要。在作答時，考
生要先畫出關鍵字眼，例如可持
續發展、植物肉，思考其特徵是
什麼，再去理解題目的要求。

大公報記者 鍾怡

掃一掃 有片睇

卷二考多角度思考及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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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中學通識科老師陳志
興表示，卷一考學生的資料整
理能力，卷二則考多角度思考
能力，需要學生提供自己
的觀點，舉多些例子。

大公報記林良堅攝



我的卷二發揮得比卷一更好，因
為我歸納能力一般，而卷二主要是闡
述個人的觀點，要輸出不同的角度和
例子，這是我擅長的。我今天選擇了
第三道植物肉這道題，
就寫得很順暢，因為
能舉出很多例子。
就通識科整體而
言，若卷一成績
還不錯的話，運
氣好一點估
計 能 上 5
級。

【大公報訊】記者張凱晴報
道：本港社交距離逐步放寬，惟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LSCM）與理大研究指，隨學
校復課、食肆4人一枱等防疫放
寬，疫情或在短期反彈，第6波或
在6月中出現，未來90日或多30
萬人感染，但單日確診在1萬人以
下，整體仍然可控。

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
系系主任陳武教授團隊以特定傳
染病動力學（SEIR）模型分析，
發現一旦全面取消防疫措施，5月
中的每日感染數字有機會大幅上
升，建議香港仍要維持一定程度
的社交距離措施。

陳武教授又指，目前情況逐
步開放入境及取消熔斷機制不會
對未來本港防疫造成嚴重衝擊，
取消熔斷本地感染風險只增

1%-1.5%。而預期完全開放入
境，就會使感染人數在現有基礎
上升約17%。

理大深圳技術創新研究院
（福田）院長史文中教授團隊用
「 加 權 核 密 度 模 型 」

（E-WKDE），參考確診病例曾
到訪的地點及時間、疫苗接種
率、社交距離指數、病毒即時有
效繁殖率、每日人口流動、污水
檢測陽性區域，以及LSCM提供
的多項數據，研究分區檢測的可
行性。

團隊將風險地區分高低排
列，先由高風險的地區開始，綜
合政府檢測每日20萬的能力，採
用5合1混採檢測方法，即將5個人
的樣本放到一個採集管中，用一
份檢測試劑檢測。可每日檢查
100萬人，預計8日內完成。



試題
剖析

▲與去年一樣，通識科今年兩卷均無政治化題
目。

內容涉東奧、疫下居家工作及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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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臨床研究中心宣布與中大醫
院合作進行臨床研究，以評估新型口服藥物JT001
（VV116）用於早期治療輕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
性，了解這種新藥在防止病情惡化方面的效用。是次研究將
在全球招募2000名18歲或以上最近確診的新冠患者，這是香
港首個在患者身上使用針對新冠肺炎研發的口服藥物的大型
臨床研究。

現有兩種口服藥物獲准用於患有輕度至中度症狀、且疾
病進展風險較高的新冠病人。然而，隨着新病毒株的出現，
對抗這些新變種病毒的新治療方案極為重要。

JT001（VV116）於2021年下旬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批准用於研究目的。動物測試結果顯示此藥可以減少病毒
量，抑制肺部炎症；而在用於健康人士的第一期臨床研究，
結果顯示JT001（VV116）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中大該研究將招募18歲或以上最近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
參與，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將被隨機分配接受JT001
（VV116）或安慰劑，療程為5天，其後將接受29天監察以了
解病情進展。最近感染並有興趣參加臨床研究的病人將首先
接受篩查，符合條件者會獲安排接受有關療程。

領導這次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副教
授、一期臨床研究中心醫學總監陸安欣表示，團隊希望相關
研究數據可供醫管局參考，為日後公立醫院臨床治療新冠病
人提供更多選擇。

中大全球招募患者
測試新冠口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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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應對長新冠
香港新青年論壇上周

以電話訪問967名市民，
調查對第五波疫情的意
見，發現逾兩成半受訪者

過去三個月曾染疫，超過七成半人有後遺
症，建議設立一站式跨專科 「長新冠」 治療
復康中心。

如何判斷 「長新冠」 ？ 「長新冠」 應採

取何種治療方案？保險界如何處理 「長新冠」
相關索償？ 「長新冠」 對政府、醫學界、保險
界，以至各行業勞資雙方都是新課題。甚至有
意見認為， 「長新冠」 應列入職業病範疇，保
障因工作染疫的僱員的權益。一連串問題背
後，涉及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及經濟因素。

全港100多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倘若超過
七成半感染者有 「長新冠」 ，必然影響政府的

醫療資源安排；倘若實際感染人數更多，影響
就更大。我們必須從社會經濟、醫療資源配
置、患者治理方法、中西醫結合治療、心理治
療、 「長新冠」 是否職業病等，多角度、全方
位進行追蹤和研究，並針對問題調整策略，採
取應對措施，否則有可能被各種 「長新冠」 帶
來的後患突襲，打個措手不及。當下，政府有
必要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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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放寬措施 疫情短期或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