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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常見錯誤四：
概念不清晰 / 與題目不相干

問題成因：
•貪快捷 – 由教科書 / 維基百科剪取內容，
不作整理

•理解不足 – 只能就最基本、最明顯的字
眼作解釋，不清楚其他深層的內容

•忽略定義 – 對含糊的字眼匆匆帶過，以
為無甚爭議



考評局示例1：
電腦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考評局示例1：
電腦遊戲對青少年的影響

•嘗試定義青少年的年齡和遊戲的類型，但
與題目的關係是甚麼？例如會否以個別的
遊戲作為例子？

•多項人際關係，最終會否集中於某種關係？



考評局示例2 - 評估香港濕地公園對
推動環境保育的成效



考評局示例2 - 評估香港濕地公園對
推動環境保育的成效

•如何已運用概念來達致澄清的目的？
•「成效」- 評量準則？



考評局示例3：探討食物援助計劃在何等程度上能
減輕受惠者在食物上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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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常見錯誤四：
概念不清晰 / 與題目不相干

解決方法：
•給予參考 – 考評局示例解讀
•「以終為始」的思考 - 假設讀者對課題
一竅不通 / 是一群小學生，應解釋哪些
背景資料，以促進理解？

•鼓勵收窄範圍 – 透過更清晰定義，避免
後期遇到難以解決的困難



學生常見錯誤五：
結論不相干

問題成因：
•先有結論 – 同學對研習有根本前設
•走進歧路 – 由A部分至D部分，每部分
的內容逐漸偏移，最後積重難返

•變數太多 – 搜集回來的資料太紛陳，同
學自己亦無法下準確判斷

•題目本質 – 部分題目是「發掘型」題目，
學生可能認為根本不需要結論



考評局示例3：
評估香港政府應否加強推行綠色殯儀



考評局示例3：
評估香港政府應否加強推行綠色殯儀

•傾向將之前的資料覆述一次，然後加入簡單
結論。



考評局示例4：
在香港處理棄置家居廢物時，焚化爐是否比擴
建堆填區為佳？



考評局示例4：
在香港處理棄置家居廢物時，焚化爐是否比擴
建堆填區為佳？



考評局示例4：
在香港處理棄置家居廢物時，焚化爐是否比擴
建堆填區為佳？



學生常見錯誤五：
結論不相干

解決方法：
•建構框架 – 要求同學刻意包括ABCD四
部分的內容，並加以標示

•尊重資料的意識 – 即使找到與期望不相
符的結果，也要小心分析為何如此，或
是能否作為將來的研究方向



校本指導方法1：
整體歸納重點

召集全級同學，整體以投影片檔案將希
望同學改善的內容整理展示
•補充個別回饋的限制 - 讓同學知道其他
同學的學習重點

•教師發展 - 校內同工專業交流和學習



校本指導方法2：
轉化課堂學習經歷

思考原則：
•課堂設計 - 有多大空間容許刻意教授
IES內容？

•配合度 - 如教授內容，那麼能否配合同
學的多元題目？

•公平性 - 對部分較少在課堂內處理的題
目，這些同學所獲得的回饋是否較少？



校本指導方法2：
轉化課堂學習經歷

經驗分享：
• 議題前設知識與概念 – 刻意在課堂強
調概念應用的延伸性，例如處理議題
時，要先掌握哪些內容



校本指導方法2：
轉化課堂學習經歷

經驗分享：
• 學習發問問題 – 由新聞議題入手，訓
練同學從資料中剖析討論點及焦點問
題



校本指導方法2：
轉化課堂學習經歷

經驗分享：
•對立資料 – 刻意製造議題的對立面，
讓同學深入探討當中的爭論點、共識



校本指導方法2：
轉化課堂學習經歷

經驗分享：
•解讀資料 – 透過課堂教材，賞析其他
團體如何解讀大量資料，或整合出結
論

•例子：政府諮詢文件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