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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泛指任何形式的資料，例如：

新聞報道、雜誌、文章

問卷調查、研究報告

施政報告、預算案、諮詢文件

視頻片段、歌曲、廣告

數據、圖表、地圖

漫畫、圖片……

資料的類別



資料與議題的連繫
恆常議題範圍（示例）

•社會變遷與自我發展

•身份認同與角色權責

•蛻變關係與傳統觀念

•成長挑戰與法治

•公民參與社會發展

•一國兩制與政治參與

•都市化與保育

•政府管治與社會和諧

•城鄉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

•文化承傳與全球化

•醫療衛生政策與健康生活

•疾病的防控與國際合作

•綜合國力與國際事務

•能源發展與生活素質

•全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訊息明確

（漫畫、圖片）

展現趨勢 / 現象 / 問題

（統計數據、漫畫）

反映衝突 / 爭議

（觀點、意見）

評論 / 專家意見 / 政府立場

（相關持份者） … …

什麼資料適合擬題？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是透過污染者自
付的原則，向電視、雪櫃、冷氣、洗衣機和電腦等「
四電一腦」……

哪一資料比較訊息明確？



報章、網上新聞、刋物、書籍

新聞搜尋工具，例如Wisenews

互聯網搜尋工具，例如Google

時事 /政治 /國際漫畫，例如CartoonStock、
Green Humour 、中國新聞漫畫網

圖片/地圖

統計數據/民意調查/發展趨勢

事件簿/時序

設計對話/個案

社評/政策諮詢文件……

題目資料從哪裡來？



報章、網上新聞
（不同立場、角度）



持份者資料

青年創研庫《電競業在香港的發展與機遇》
2018年1月

https://yrc.hkfyg.org.hk/2018/01/30/%E9%9B%BB%E7%AB%B6%E6%A5%A

D%E5%9C%A8%E9%A6%99%E6%B8%AF%E7%9A%84%E7%99%BC%E

5%B1%95%E6%A9%9F%E9%81%87-2/

數據資料



校內評估項目舉隅







綜合資料分析

(b) 就資料A及B，指出及解釋可能影響少數族裔青年人對他們將
來在港的抱負的兩個因素。



 加：
提供背景資料、加插對白、作故事

 減：
「留白」、精簡事實資料、圖表簡單化
 綜合：

歸納不同持份者的意見、衝突/爭議點
 修改：

翻譯漫畫、改圖、資料表格化、扮專家
、隱含相關概念

如何調適試題資料？



圖表簡單化

香港各年齡組別的年中人口 (實際及推算)

年齡結構
年份

2001 2011 2021 2031 2041

0-14歲 17% 12% 12% 11% 10%

15-64歲 71% 74% 68% 61% 58%

65歲及以上 12% 14% 20% 28% 32%

年齡中位數 37.2 42.4 46.5 49.3 51.8



加插對白

姐姐，妳可以回歸大自然
啦！免費渡輪服務很方便
，我可以每年來這裡拜祭
妳呀！

爸爸，太多先人輪候墓地
和骨灰龕位呀！還是撒灰
在紀念花園較好，既環保
又節省時間和費用！

圖片來源：食物環境衞生署，〈海上撒灰服務讓至親回歸自然〉，2015年5月。取自
http://www.fehd.gov.hk/english/cc/images/leaflet_SSA.pdf



掌握課程及評估重點
（單元/恆常議題範圍）

探討當代議題
（社會現象/趨勢/時事/生活事件）

搜尋多元化資料
（「儲蓄」資料的習慣）

建立題目資料庫
（按議題/性質分類）

選取、調適題目資料
（簡短的文字資料  複雜及多樣化的資料）

小結：題目設計與議題資料



訂立評卷準則
 包容、客觀的「評卷參考」
 評卷準則只供參考、非標準答案或指向

性的回應
 分數的分佈合理、配合答題要求和深淺

程度
 正面的評估要求(positive marking)

 引用資料及具體例子(question specific)

 公開考試：強調立場明確、論據支持、
引例說明、概念運用

 校內評核：因應不同學習階段設定評核
目標和預期學習成果



2018年卷一：闡述結論



2017年卷一：描述模式



2018年卷一：分析挑戰



2017年卷一：論證支持+反對



2018年卷二：因素分析



2016年卷二：持份者分析



2018年卷二：比較+論證



2016年卷二：評估成效



題目涉及的知識/概念



切忌：

x 評估與教學不配合

x 讓學生背誦試題答案

x 過份重視事實性資料的累積

x 要求指出標準/正確答案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