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疫情及學校停課影響，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精簡了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科的評核。內容、比
重和考試時間可見下表︰

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資料回應題 62% 2小時

卷二︰延伸回應題 38% 1小時15分鐘

「卷一︰資料回應題」與「卷二︰延伸回應題」比較表

卷一
資料回應題

卷二
延伸回應題

題目●
數量

●● 設三題，所有題目均須作答。

●● 每題設2-3道分題。

●● 設三題，只須選答一題。

●● 每題設2道分題。

題目●
特色

●● 題目針對資料內容設問，要求考生根
據、引用資料作答，主要考核考生識
別、應用和分析資料的能力。

●● 每題的資料數量可以是一至四則，種類
多變。

●● 資料僅為參考、引導性質，啟發考生就
事件作出討論。

●● 資料常見以文字為主。

●● 題目要求考生從更宏觀層面分析論述，
讓考生展示高階思維能力。

題目●
分數

●● 題目分數及所佔比例多變，4-8分均曾
經出現。

●● 近年，三題題目的分數組合必定相同。

●● 分數組合可以為「8分+12分」或「10分
+10分」，不過近年皆以前者為主。

題目●
趨勢

●● 近年文憑試分題數量維持於8題。

●● 題目一般指明需作答的論點數量。

●● 近年三題皆有數據資料，反映考生不能
忽略平日的數據分析訓練。

●● 大部分題目都要求考生根據資料作答。
當題目要求考生運用兩則或以上的資料
時，論點必須從歸納整合各資料所得。

●● 過去幾屆中，必定有一題關於香港政
府推行的政策措施（如廢物徵費、光污
染、標準工時、本地傳統行業、禁售電
子煙、電動車、保育歷史建築、保育非
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體育政策）。

●● 分題b一般要求考生跳出資料限制，提
出更多元化的答案及論據。

●●「因素」、「影響」、「表達立場」、「比
較」、「評價」均屬該卷常見題型。

評核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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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文憑試實戰攻略



拆解 2021 年文憑試題目 
作者︰羅恒威老師

	均屬熱門議題

三條題目的議題都屬於熱門議題，包括郊區垃圾、可再生能源和電子競技，考生能夠運用
常見概念或恆常議題知識處理。這有別於2020年考問的「新聞自由」、2019考問的「特首
選舉」等議題，考生需要具體掌握該範疇的知識才能獲得佳績。

	資料顯淺易用

卷一資料大多顯淺易用，7則文字資料、2則圖表數據以及2幅照片，其中圖表數據都是典
型的折線圖或棒型圖，相對於2020年的問卷數據和2019年的流程圖，考生應該更容易解
讀。

	題型常見

今年未有出現嶄新題型，大部分提問用詞在過往試題中都曾經出現。

卷一 相對歷屆試卷較淺易

 

分題拆解

第
一
題

a ● 屬於「一題兩問」的設題方式，首先要求考生指出資料所示的一個問題，然後
說明所帶來的挑戰。在2015年的卷一，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問法。留意題目只
要求「指出」問題，而挑戰則要「解釋」，所以「解釋」部分理應佔較大篇幅，
不過平均分配兩個部分亦非不可。

● 資料內容本身非常豐富，看似已經直接交代郊區垃圾成患的問題。若果考生
直接抄錄資料內容作為答案，則正中答題大忌，故絕不能直接抄錄資料。另
外，有部分考生可能未有清晰地分別回應「指出問題」和「解釋挑戰」兩個部
分。

● 首先要用恰切的概念一針見血指出問題，例如郊區垃圾成患、遊人缺乏環保
意識等，繼而解釋其對生活素質構成的挑戰，例如會破壞人們享受郊野之
樂、對自然生態造成破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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