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史科卷二題目考五四新文化運動、
北魏均田制、道教起源等內容。有考生
表示今年試題難度與題型都與往年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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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考試設兩卷，今年卷一繼續取消必答
題，改為第一部分的甲部及乙部各設1題，考生
須選答1題。甲部試題涉及秦始皇、漢武帝面對
的管治問題、如何加強中央集權等。而乙部則問
及八國聯軍之役使清朝成為了 「崩裂了的中國巨
人」 ，要求考生引用史實印證觀點。

卷二考新文化運動
卷一第二部分共設6題，考生可自由選擇答2

題。當中，試題內容涉及西周封建及春秋至戰國
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轉變、隋文帝推行的政

策、明太祖的君主集權措施、洋務運動及百日維
新、晚清局勢轉變、不同年代的中美關係等。

另外，卷二為歷史專題，共有6個單元，每
單元設3題，學生須在其中一個單元中，選答2道
題。卷二題目考五四新文化運動、北魏均田制、
道教起源等內容。

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史科主任李偉雄表
示，考生若有認真溫習，今年試卷有不少題目不
難答。李偉雄舉例說，其中有一題需要學生回答
明太祖君主集權措施為政治帶來的負面影響，而
明朝的君主集權並非陌生知識點，考生理應熟

悉，故作答不會困難。
李偉雄說，此次試卷涉及中國外交史，適逢

今年為中美 「上海公報」 發表50周年，故他認為
試卷頗具時事性。但他又指，該題難度系數較
高，要求考生引入史實並分析中美關係，故推斷
較少考生會作答此題。

考生：有溫習易過關
另外，李偉雄說，單元四制度史方面，一如

既往考田制、兵制及科舉各一題，但考評局知道
學生對這些比較熟悉，或會升高作答要求，打

分上會更加嚴格。李偉雄續
說，今年宗教史出現冷門的伊斯
蘭教，但由於為三選二作答，估很多考生會避
開該題。

考生鄭同學認為，試卷難度及題型都與以往
相若。他說，由於今年考評局因疫情而精簡評核
要求，故他表示在溫習的時候比較輕鬆，不需要
同時兼顧古代史和現代史， 「可以揀嚟溫」 。

而另外一位考生黃同學則認為，今次試卷難
度較低，卷一涉及古代史的試題簡單易答，部分
內容可以照背， 「如果溫咗，真係好易寫。」

中史科試題具時事性 老師：難度較高

【大公報訊】記者張凱晴報道：政府日前規定
學校要有九成學生接種率才可回復全日面授課堂，
位於何文田的創知中學因接種率達標，於昨日開始
恢復全日面授課，並實施打針隔離策略。校方表
示，理解部分家長或會擔心安排造成歧視，但強調
目的是要保護少數未打針的學生安全。教育局再次
強烈呼籲，學校及家長盡早為學生安排接種疫苗。

據悉，何文田創知中學因學生接種率達標，獲
教育局批准昨日起恢復全日面授課。而校方為保障
學生安全，實施打針隔離策略。將18名無打針學生
安排至近窗邊的座位用膳，而座位也加裝透明擋
板；而該批未打針的學生會連同只打1針的學生一同
至特別室用午膳。有關學生，據報有40人，他們不
能參加課外活動。

教育局再籲學生盡快打針
對有報道提及，有家長擔心會引發標籤效應。

《大公報》向教育局查詢有關 「學校處理未打針學
生的權利問題上局方對校方的相關指引」 。教育局
回應，就恢復面授課堂及相關安排，局方已發出

《學校健康指引》，供學校參照。
而有關校內午膳安排，根據局方指引建議學校

應為餐桌設置隔板，學生須保持適當的距離，並面
向同一方向（避免面對面）；學校可按其校本情
況，考慮學生分批午膳，其間亦須適當清潔及消
毒。而 「個別學校可因應校內環境及校本情況，並
考慮進一步對學生的保障，從而加強可行的防疫安
排」 。

面對家長或對有關隔離策略感憂慮，創知中學
校長黃晶榕估計，初期會 「有啲聲音」 ，但他強
調，學校的隔離策略動機是為保護少數未打針的學
生，而相關安排應按專家建議進行。

教育局重申，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防禦方法，
可減低重症及死亡風險；並再次強烈呼籲，學校及
家長盡早為學生安排接種疫苗，以保障學生的健
康。

另外，有媒體指位於北角的中華基督教會桂華
山中學亦已獲批准在下周一（16日）起全校恢復全日
面授，校方安排未打齊兩針的8%學生到特別室午
膳，校長黃仲良指此舉亦是為了保護這些學生。

【大公報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昨日發出通
函公布應用學習課程最新詳情。2023至25年度，
教育局共提供58個應用學習課程供學校及學生選
擇，其中包括6個新辦課程，分別為 「金融科技
入門」 、 「智能數碼建築」 、 「創意英語─商務
與媒體」 、 「創意英語─公關與營銷」 、 「生活
日語及日本文化」 和 「應用日語及日本文化」 。

月中辦簡介會及研討會
教育局表示，局方持續優化應用學習課程，

使學習內容更貼近不同專業和職業範疇的最新發
展。有意於2022/23學年為中四級及／或於2023/
24學年為中五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學校，可為
學生遞交報讀申請。報名日期分別為2022年5月
20日至6月22日及2023年2月22日至4月12日。

教育局指出，2021/22學年有167所學校於
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約5180人次修讀。為
進一步支援學校推展應用學習課程，教育局會於
本月中舉辦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以及在2022/
23學年為教師舉辦專業發展課程／研討會。

創知中學接種率達標 全校恢復全日面授教育局新辦六應用學習課程
電機及能源工程

智能數碼建築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年底聽取
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述職時明確指出：
「新選舉制度符合 『一國兩制』 原則，

符合香港實際，為確保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
制度支撐，是一套好制度」 。

李家超近日高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
官人選，標誌着新選制下的三場選舉圓
滿收官，彰顯了新選制的先進性和優越
性。好制度打造 「港式民主」 新優勢，
將為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注入正能
量。

好制度選賢與能
治理香港並非易事。放眼全球，香

港角色之特殊，世界獨一無二。香港是
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卻與中國內地實行不同的社
會制度。香港是國際大都市，是中國
聯接世界的橋樑，也是外資進入中國
內地的跳板，必須開放、多元，卻不
能因此而混亂無序。在香港這片土地
上，人們的價值觀多元、利益訴求各
異，香港的管治難度很大。特首作為特
區和特區政府的 「雙首長」 ，要對中央
和香港特區 「雙負責」 ，這個官實在是
不好當！

特首的特殊角色，決定了其人選必
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必須具有非凡的管

治才幹。怎樣才能選出這樣的人呢？新
選制主要突出三點：一是明確標準。全
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
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給 「治港者」 畫了一幅 「像」 ，概括為
「五個善於」 和 「五有」 。二是把 「不

愛國者」 和 「假愛國者」 擋在政權機關
之外。透過重構選委會、完善候選人資
格審查制度等，令 「反中亂港」 分子無
法參選。三是看重候選人的整體認同
度。透過調整候選人提名機制，更好發
揮選舉委員會整體作用，令那些能維護
國家和香港整體利益、各界別普遍認同
的人 「入閘」 。

李家超是堅定的愛國者。在2019年
的持續暴亂中，他領導的紀律部隊忠誠
勇毅，堅決維護國家安全，打擊 「港
獨」 勢力，築起了一道堅固的防波堤。
李家超是香港整體利益的堅定維護者，
無論是當年破獲 「張子強案」 ，除暴安
良，還是最近抗擊第五波疫情，殫精竭
慮，都符合 「五個善於」 和 「五有」 的
要求，深得市民認同。在新選制下，這
樣的管治人才脫穎而出。

好制度保障港人民主權利
能夠解決自身問題的民主才是好民

主。美西方一貫標榜自己的民主制度是
世界最好的制度，也是唯一能保障民眾

民主權利的制度；如果真的是這樣的
話，為什麼近年來美西方內部的矛盾衝
突越來越激烈？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不複製內
地的民主模式，更不能複製美西方的民
主模式；香港有香港的特殊性，必須探
索符合自身實際的 「港式民主」 。這種
民主模式有兩個關鍵點：一是不能挑戰
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二是必須保障香港
居民的民主權利。2014年非法 「佔中」
以來，香港之所以陷入政治爭拗的泥
潭，正是因為反中亂港勢力打着 「民
主」 「人權」 的旗號，挑戰中央的全面
管治權，破壞 「一國兩制」 的根基，逾
越了憲法和基本法劃定的紅線，搞得香
港動盪不安。

新選制牢固建基於憲法和基本法確
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之上，充分考慮
香港實際，有四個顯著優勢和特色：一
是廣泛代表性。選委會由1200人增至
1500人，立法會議席由70席增至90席；
二是政治包容性。參選人來自不同的政
治團體、政治派別，代表不同的政治光

譜，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三是均衡參
與性。選委會四大界別擴大為五大界
別，立法會議席分為三大板塊，特首候
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88名選委、每個界
別不少於15名選委的提名；四是公平競
爭性。在三場選舉中，候選人重在比專
長、比政綱、比理念、比擔當、比貢
獻，以爭取選民支持。

可以看出，新選制保障了香港居民
的民主權利，選舉活動理性、公平、有
序，彰顯出 「優質民主」 的特徵。

好制度提升管治效能
李家超高票當選，意味着新選制落

地生根，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有了制度保
障。這將從根本上提升香港的管治效
能。原因是：這套制度令 「行政主導」
落到實處。

基本法確立了香港 「三權分置、行
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區
向中央負總責」 的政治體制；行政長官
具有超然於 「三權」 之上的特殊地位。
但是，香港回歸以來，由於 「行政主
導」 長期未有效落實，加之 「港獨」 勢
力滲透到政權機關、日漸做大，使得
特區政府處理許多重大事件時處處掣
肘，表現出瞻前顧後、左右為難、搖
擺不定的狀態，令管治效能大打折
扣。

新選制由
選委會選舉產
生特首人選和
較大比例的立
法會議員，使
得特首和立法會具有共同的選民基礎，
形成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的穩定力量，
從而有效破解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長期
對立、立法會內長期對抗的困局。這樣
一來，特區政府可以專注經濟民生，提
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解決了
管治效能不佳的問題。

制度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對社會
長治久安有保駕護航的作用。新選制修
補了舊選制的漏洞和缺陷，實現了與基
本法的有效銜接，既有利於促進良政善
治，提高治理效能，又有利於維護和實
現香港廣大居民的民主權利。時下，這
套制度的好處才剛剛顯現，今後將體現
得更清晰、更充分，豐富 「一國兩制」
實踐，造福國家，造福香港。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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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卷一有涉及洋務運動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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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好制度打造港式民主新優勢

── 二評李家超高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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