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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年高考"沒有政治題"

    香港中學文憑試（DSE）四大核心科目26日開考，其中通識教育科在香港國安法頒佈實施、9月即將被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逐步取代的背景下，格外受到關注。

     "通識科開考，政治試題絕跡"，多家港媒27日報道了通識科考試情況。《星島日報》稱，通識科為今年DSE首

個開考的核心科目，約4.6萬人報考。該科分為卷一"必答題"和卷二"選答題"，其中必答題的題目包括"郊野公園垃

圾處理"、太陽能在中國的應用以及電競產業；選答題問及網上信息如何影響健康抉擇、電子支付與創科就業前景

，以及港人運動習慣與生活質量。

     有部分港媒抹黑本次DSE通識科考試"沒有法律和政治題"，聲稱打壓學生"獨立思考"，還有教師質疑學生未來

"不會花精力瞭解社會"。如香港《明報》舉例稱，通識科DSE考試題目過去幾屆曾有關於"立法會選舉""示威遊行"等

內容，去年還有考題討論"新聞自由"。實際上，雖然評分方聲稱學生立場"不影響分數"，但不少問題提問方式對學

生有不良導向，蓄意挑起矛盾。以去年的考題為例，關於"新聞自由"的一題中，試卷所提供的閱讀材料就是由曾操

縱民調、和亂港分子勾結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鐘庭耀提供的調查數據。還有如"中國國有企業應否比民營

企業擔當更主導的角色"的問題引用的新聞資料毫無根據地宣稱"中國內地民營企業被視為二等企業"。

     雖然今年通識科考試表面上沒有政治題，但不少提問都涉及關於香港和整個中國社會的討論。《東方日報》稱

，本次考試中的問題多元化，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及能源科技與環境等。香港李求恩紀念中學通識科主

任劉志鈞認為，今年試題整體較易把握，同學平時接觸得到，其中卷一仍是通過數據、圖表等考察學生多角度思考

能力，像郊野公園垃圾問題，考生除了要理解政府部門立法的意義以及互聯網傳播影響力之餘，還要比較出一方法

優于另一方法之處，方能獲得高分。

     非法"占中"尤其是"修例風波"爆發以來，通識科被認為是部分學生參與暴力活動、鼓吹"港獨"的一大原因，社

會上要求檢討的聲音高漲。經過一連串的討論，香港最終確定該科將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今年9月起在中學

四年級推行，課程內容及考核形式都會有變。

     文憑試又被稱為"香港高考"，是香港考評局的一項綜合類型的評估考試，起源於香港中學會考。考試日期一般

為每年3月到5月，大部分考生是完成香港中學課程的中學六年級（高三）學生，也有自修生報考。其中中國語文、

英語、數學和通識教育是四大核心科目，此外還有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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