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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首屆公民科
着重認識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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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趙之齊

中學文憑試（DSE）首屆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簡稱 「公民科」 ）昨日開考，考核成績僅分 「達標」
和 「未達標」 ，三道必答的資料回應題分別涉及內地教育制度與國家綜合國力、人工智能安全及

國民教育與基本法等內容，考生普遍認為考試不難。
任教公民科的北角協同中學副校長黃中偉表示，本次公民科考試着重考察學生對國家發展的認識

理解，整體難度 「深淺適中」 ，認為能有九成以上的學生達標。他亦估算此次考試有約三分之二的分
數涉及國民身份認同等話題，認為切合公民科課程設置的宗旨。

《大公報》陽光校園計劃評選階段即將結束，今次活動共設六大獎項，包括一、二、
三等獎各一名，優異獎三名，最佳視頻獎一名，以及最佳網絡人氣獎一名。

其中， 「最佳網絡人氣獎」 評選於今日啟動，各位讀者可通過掃描二維碼進入
Facebook主頁，為心儀的校園小記者報道投出你寶貴的一票！

陽光校園最佳網絡人氣獎掃一掃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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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莫思年報道：今屆中學文
憑試（DSE）首次採用耗資900萬元開發的 「監考
易」 及 「報到易」 手機應用程式，但上周考試正式
應用時卻接連出現失靈，有學校用了半小時也聯絡
不到考評局，有考生指考試情緒因此受到影響。其
後，考評局決定停用 「監考易」 。政府表示正研究
法定機構在推出與民生有重大關切的電子系統時，
納入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的管轄和
監管範疇。

馬鞍山崇真中學是文憑試試場之一，該校副
校長蔡穎豪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當日監考員登入

就已經開始覺得不順，拿着手機去點名發覺系統沒
有反應，立即聯絡考評局，嘗試了半個小時，聯絡
不到考評局，所以當時決定轉用人手點名。

網絡保安專家龐博文指局方可能沒有對系統
做足壓力測試要求，對程式的後備方案準備不足。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促考評局要求承辦商提交報告，
交代程式失誤細節。

法定機構電子系統 擬納資科辦監管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考評

局屬非政府部門，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政府

內部現正研究，對於一些公營機構、獨立法定機
構，在推出與民生有重大關切的電子系統時，納
入整個資科辦的管轄和監管範疇，措施會盡快推
出。

考評局回覆傳媒查詢時，拒絕透露承辦商身
份，但表示嚴肅跟進事件，責成承辦商找出問題根
源，完善 「監考易」 的應用程式。考評局並表示，
在數學必修部分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考
試，約八成多考生成功透過 「報到易」 自行簽到，
強調 「報到易」 程式運作良好，考生可在接下來的
考試放心使用。

監考易失靈 考評局失聯 學校失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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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角協同中學考場外，距離
公民科考試結束還有半小時，曾同
學便交卷。今年是重考生的她表
示，公民科考試的提問方式類似中
文閱讀理解，大部分是根據資料內
容回答，僅少部分需要背誦的題目
會較難。她因為身體不舒服提前交
卷，但有信心自己可以達標。

考試結束後，同一考場的中六
應屆生李同學表示， 「我最有信心
的就是這一科，做完都有15分鐘可
以檢查」 。他說道，自己準備過程
中覺得較難的是《基本法》相關內
容，亦在考試前集中溫習。雖然這
部分內容在本次考試所佔比重不
大，但幸好考試內容偏常識， 「感
覺多看新聞就可以了解」 。

副校長：試題深淺適中
對此，黃中偉也直言 「考生的

能力應該都可以應付到今次考
試」 。他觀察到大部分考生都答題
到最後一刻，亦估計本次考試能有
超九成的學生 「達標」 。他推算，
在42分總分裏拿到四成左右的分
數，即約16、17分便可能合格；不
過，若考生在答題時沒用到資料或

純粹抄資料，或答得很簡單，則可
能難以達標。

總體而言，黃中偉認為此次公
民科考試題目 「有深有淺、深淺適
中」 。其中，許多題目可以在資料
裏找到答案，一些選擇題的提問方
式也較顯淺。例如3（c）選擇題詢
問哪些是大灣區的城市，他指出，
「如果要問難一點，可能就會問這

些城市在大灣區裏擔當什麼角
色」 。但部分題目仍需學生有知識
儲備，如3（a）考察的《國歌條
例》，學生不了解則可能選錯。

涉國民身份認同等話題
不過，他亦表示，考生若想獲

得高分，則需運用更高階的概念和
思維答題。例如，1（d）題目問到
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發展
如何展現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則
要求學生對 「十四五」 規劃、國家
的數碼經濟、文化服務等有一定了
解，運用例子進行解釋論述；且若
考生能調動個人知識儲備，理解到
國家有提振內需的需求則更好。

此前考評局提供的樣卷中，唯
一與國家安全無關的是考察全球公

共衞生的題目。黃中偉指出，這對
應本次考試的第二道題，即使用人
工智能的資訊素養相關題目。不過
在資訊素養題目中，亦有兩分與國
家安全相關，他續指，網絡安全屬
於國家安全的一部分，相信 「跨議
題」 的考試方式能更好考察學生對
不同議題的理解程度。

本次考試最後一道題3（e）為
「 『參與前往內地的遊學團有助加
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參考資
料及就你所知，解釋該看法」 。李
同學回憶道，自己曾去到廣州考
察，在考察中對不同文化有了更深
認識，與在網上看的感覺完全不一
樣， 「要親身經歷才知道原來內地
有這麼多東西」 。他亦結合自身體
會，在考試中答到 「遊學團去內地
可以學到更多中國文化和歷史，鞏
固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 。

被問及若學生因個人原因沒有
參加遊學團、答該題目是否會有劣
勢時，黃中偉指出，公民科課程
下，大部分同學都有機會去內地遊
學考察，即便因故錯過，亦能在同
學的報告匯報中了解相關經驗，相
信不會影響學生答題。

考生：多看新聞 不難達標

【大公報訊】記者趙之齊報道：任教
公民科的北角協同中學副校長黃中偉指
出，相比以往通識科考試，公民科考試其
實要 「簡單好多」 ，沒有需要學生進行駁
論的題目，惟學生需從資料中推論出不同
答題角度、並運用相關概念解答。

就考察範圍上，黃中偉說道，以前通
識科可能涉及熱門時事議題，例如當下的
垃圾徵費，範圍更闊；但今次公民科考試
沒有這類 「突發」 議題，更多是恆常議
題，考生好好溫書基本可以應對。在題型
上，公民科有選擇題和短答題，題目樣式
更多樣化，且只有一卷，沒有通識科卷二
的延伸回應題，相信學生更容易拿分。

資料中沒有提及
另外，本次公民科沒有需要學生駁論

的題目，即便是2（c）涉及應用智能聊天
機器人的正反面影響，也可從資料中推
論。重考生朱同學亦對此有感，感覺本次

公民科考試 「很多都是根據要求答題，就
可以答到滿足它的答案」 ， 「比通識科容
易了很多」 。

黃中偉亦指，本次考試題目中的主要
字眼都是 「解釋看法」 ，考生很少需要自
己設定立場。例如1（c）問道 「為什麼教
育對提升中國綜合國力是重要的」 ，他說
道， 「考生是不可以走出這個題目的」 ，
需根據題目預設方向作答，偏離方向則未
必有分。

但這類題目難度在於，學生能否找到
題目中暗含的角度。黃中偉以第一題的資
料C為例，指其中隱藏角度是 「教育的公平
性令人們可以向上流動，通過提升市民接
受教育的程度，或可解決貧困差異等問
題，以提升綜合國力」 。這些在資料中沒
有提及，需學生自行聯繫相關概念解釋。
因此，他總結，本次考試的難度不在於學
生展示自己的立場，而是能否從資料中推
論出答題角度，並運用相關概念解答。

試題難度在推論隱藏角度

【大公報訊】記者趙之齊報
道：首屆公民科考試結束，任教公
民科的北角協同中學副校長黃中偉
感慨，如派了顆 「定心丸」 給今後
備考的師生。他指許多學校對首屆
公民科考試準備很充足，模考的難
度都較高；但相信這之後可以讓學
生知道，只要好好上課、溫習好儲
備知識，則可以應對考試， 「對來
年的學生來講壓力都會輕了的」 。

黃中偉回憶道，本次公民科考
試前僅有考評局的一份樣卷供參
考，師生都對考核方式感到擔憂，
教學時亦花很多心思在考核評估

上，好在今次考試的內容和深淺度
都和樣卷接近。而考試難度沒想像
中高，亦讓他考慮今後教學可注重
提升課堂的趣味性和互動性，例如
多讓學生進行資料搜集，主動了解
中國參加國際事務的情況。

試題資料多官方及報章內容
儘管本次考試中許多題目偏向

常識，黃中偉亦表示，不會因此調
低備考的難度，因之後考試難度亦
可能提高，有些題目類型 「今次沒
出到，不代表下次不出」 。

本次試題中採用的資料多為官

方及報章內容。對此，黃中偉指
出，教學時老師便已注重資料的準
確性，選用官方或準確性高的資料
供學生參考學習，亦在平日要求學
生多了解國家新聞。考前亦着重以
事實性、資料性內容，幫助學生鞏
固重溫國家安全、大灣區發展規
劃、香港政治架構等相關知識。

對於有學生認為本次考試沒溫
書都可以考，黃中偉並不認同。他
說道，本次選擇題中涉及的基礎知
識，如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
仍需學生通過課堂學習及生活中的
經歷，才能了解吸收其中答案。

來屆考生有卷可參考 壓力減輕

首屆公民科考試題目
第一條題目 涉及內地教育制度及綜合國力等

1（a）為選擇題，要求考生選出正確的陳述。

1（b）根據資料，就義務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分別描述一
個特徵。（3分）

1（c）為什麼教育對提升中國綜合國力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及
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6分）

1（d）在經濟、科技及文化中選擇兩個範疇，說明中國在這兩
個範疇的發展如何展現國家綜合國力提升。（4分）

第二條題目 涉及人工智能安全等

2（a）為選擇題，要求考生選出資訊科技發展的特徵。

2（b）國家安全涵蓋不同重點領域。除「人工智能安全」外，指
出另外兩個重點領域。（2分）

2（c）參考資料，討論在教育上應用智能聊天機器人程式的一
個正面影響及一個負面影響。（4分）

2（d）「生活在現今社會，人們應具備訊息素養。」參考資料及
就你所知，解釋這個看法。（8分）

第三條題目 涉及基本法、國民教育等

3（a）、3（b）、3（c）均為選擇題，分別涉及基本法及國歌條例
的知識，以及要求考生從佛山、泉州及肇慶
中選出大灣區城市。

3（d）國民教育活動可如何增加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參考資
料，以其中兩項活動為例解釋答案。（4分）

3（e）「參與前往內地的遊學團有助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這個看法。（6分）

考生心聲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