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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活與社會科試題設計的新嘗試

朱榮得

近年到校和初中生活與社會科教師協作，

在提升評估素養方面，教師大多關心初高

中的銜接問題，希望優化校內的試題設

計，讓試卷一方面能銜接高中通識科課程

的學習，培訓著重學生多角度思考及邏輯

思維；同時，又可切合初中學生的能力。

現時初中生活與社會科較常見的試卷樣式，一種是把高中通識科的考核模式在初中推展，採用

資料回應題（data-response question）及論文式問題（essay-type question），只調整題目數量和

複雜程度來配合初中學生能力。另一種則是以評核知識內容為主導的試題設計，透過各式各樣

的題目類型，如：多項選擇、填充、配對、釋義、短答、長答等，考核學生掌握課題內容的程

度。教師均認為這兩種模式各有問題。第一種「高中模式」是「能力導向」的試題，無論如何

簡化，對學生的語文及思維能力要求仍是較高，初中學生大多未能應付，當測考成績不好，就

會減弱了他們的學習動機。第二種以「評核知識內容」為主導的試題設計，偏重了考核學生背

誦憶記的能力，無助於訓練他們的高階思維，難以與高中課程接軌。

近日到訪一所學校，與他們合作進行了一個嘗試，就是把剛才所說的兩種模式結合。教師擬定

一些像「高中模式」的資料回應題，每大題都圍繞着一個議題，要求學生就所提供的文字、圖

片等資料作分析。為了照顧初中學生的分析及文字表達能力，教師在答題形式上作調適，以多

項選擇、填充等題型設計出「能力導向」的試題，讓學生回答。

以下是一些題目例子的節錄，學生在閱讀試卷提供的文字、漫畫或數據資料後，便需回答下列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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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這種設計上有以下幾項考慮：一是能銜接高中通識科的學習，二是加強學生多角度思

考及邏輯思維的訓練。所以，問題仍是參考高中的資料回應題模式，不過，為了切合學生的

能力，教師會把問題「拆細」，先以填充或選擇題形式向學生提問資料的重點；然後以一些半

開放性題目，由教師提供線索或答題結構，讓弱生願意嘗試作答；最後以全開放性題目，讓強

生感到挑戰性。

當然，凡教學與評估設計都要切合校情方能「落地」。這次分享的設計，教師在思考時自然也

有「校本考慮」，當學生能力普遍較薄弱，吃不消太多長題目，教師可向學生提供部分答案選

擇或填充，以習慣通識科的提問模式，但亦有一些開放性的題目，讓強生發揮。所以，一份

好的試卷沒有一套既定的樣式；但好的設計背後，總一定有好的元素值得參考。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曾任中學通識科及綜合科學科

教師，過去為數十所不同背景中學發展通識科的課程與教學，並於設計中、小

學主題學習、學習技巧訓練等有豐富經驗。

朱榮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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