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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2 

 

推行漸進式評估活動  

 
短文章式問題是香港中學文憑試地理科的新題型。一名地理科教師發

展了一套評估計劃，幫助她的一班能力水平中上，在高中修讀地理的

學生，循序漸進地掌握回答短文章式問題的基本技巧。評估項目的設

計使用了｢鷹架｣策略，在起始階段為學生提供文章結構的範例及指引，

讓學生懂得在文章各個部分提供了哪些類型的資訊；當學生懂得自己

回答短文章式問題的時候，就逐漸移走上述支援。由於她大部分學生

能力較高，在初中階段已經掌握了一些論文寫作的經驗和技巧，所以

教師於中四開始時在校內評估中引入論文寫作。以下臚列了該教師為

「全球暖化―是事實還是虛構？」這個議題而設計的評估項目，用以

說明她的評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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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於中四初期，完成教授相關議題後的首次測驗  
 
 
 
 
 
 
 
 
 
 

 
/ 
 
 
 
 
 
 
 
 
 
 
 
 
 
 
 
 
 
 
 
 
 

 

描述全球暖化的影響，並輔以示例。（ 6 分）  
*********************************************************** 
答題區域（約一頁紙）  
引言（清晰簡潔；可寫出某些關鍵詞的定義；為你的論文作一個

簡單的大綱）：  
 
 
 
短論文的主體（可包含若干段落，每段集中一個主要觀點；舉例

支持你的觀點） :  
負面影響：  

    
 
 
          
                   
正面影響：  
 
 
 
 
 
結論（清晰簡潔；簡單概括論文的各個要點；可包括個人評論／

預測／推論／判斷）：  
 
 
 

此處只使用簡單的「指令詞」，

要求學生回想起曾經學習的內

容，並將資料以論文的形式表

達。  

香港中學文憑地理科考試的每

道短文章式問題一般包含兩個

部分，但在計劃開始時，教師

僅列出一個需要學生簡單直接

地回答的問題。  

設計「答題區域」讓學生填寫答案。此區域展

示論文的結構，並附有各部分的作答建議，以

及論文長度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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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中四第一學期考試的短文章式問題  
 
 
 
 
 
 
 
 
 
 
 
 
 
 
 
 
 
 
 
 
 
 
 
 
 
 
 
 
 
 
 
 

 
 
   

甚麼是「溫室效應」？舉例解釋人類活動如何加速溫室效應。  
（ 12 分）  
****************************************************************** 
答題區域（約 2-3 頁紙）  
 
引言：  
 
 
 
短論文的主體：  
 
 
 
 
 
 
 
 
 
 
結論：  

設計仍然包括「答題區域」，對論

文長度的要求更為嚴格。另外，

這次並無為論文的不同部分提供

建議。  

這次短文章式問題包含兩個

簡單和直接的分題。  
設計仍然採用簡單的「指令詞」，

但學生需要作出描述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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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中四第二學期考試的短文章式問題  
 
 
 
 
 
 
 
 
 
 
 
 
 
 
 
第四階段：中五下學期考試的短文章式問題  
 
 
 
 
 
 
 
 
 
 
 
 
 
 
 
 
 
 
 

 

對比全球暖化對低緯度國家及高緯度國家的影響。討論國際合

作如何或許能夠舒緩這些問題。                         
（ 12 分）  

從畫有底線的指令詞可見，短文章式問題的要求較前兩階段為

高。學生需要比較兩類國家的情況，亦必須仔細考量及分析國際

合作在舒緩全球暖化方面的角色。  

這次不會向學生提供任何論文結構／答案框架。  

「生物燃料」是紓緩全球暖化問題的良藥」  
解釋為何燃燒礦物燃料會導致全球暖化。你認為在何等程度上

「 生 物 燃 料 」 是 舒 緩 全 球 暖 化 問 題 的 良 藥 ？  
（ 12 分）  

問題包含一段引文，以引導學生寫作。此

類型問題要求學生因應引文撰寫論文，較

前三個階段的要求更高。  

「何等程度」是更高階的指令詞，要求學生評估及衡量

與問題相關的資料／數據。他們亦需要判斷答案中所有

正反論點的相對重要程度。  

指令詞不會劃有底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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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初中生論文寫作能力的進一步建議  

 教師可以考慮制訂一個為期六年的評估計劃，由初中階段開始幫

助學生逐步發展答題技巧。  

 教師必須額外支援初中生發展論文寫作技巧。以下是一些示例 :  

- 教師可以將範文的文本分成多個部分，並要求學生在文本內填

上所欠的資訊，再將分散的部分重新構建成一篇連貫的論文，

並解釋有關安排。  

- 教師也可以要求學生在測驗期間回答文章式問題時，使用圖像

組織法協助他們撰寫論文。  

- 教師可以為論文中每一個重點提供標題，指導學生寫作。教師

亦可以為每一個段落提供第一句句子，並要求學生自行完成其

後整段內容。這種｢鷹架｣策略可見於以下關於「改變氣候，改

變環境」議題，用以評估初中生的短文題。  
 

文章問題：  

描述氣候變化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6 分）  

答案指引：  

1. 閱讀下文「引言」的第一句句子，並對該部分加以補充。  

2. 圍繞以下論文主體部分列出的各項影響撰寫 3-5 個完整句子。各段

的段首通常為主題句，用於概括段落的內容。之後的句子為詳細

內容及證據，包括例子。  

3. 為文章撰寫簡短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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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清晰簡潔；可寫出某些關鍵詞的定義；為論文章提供大綱）： 
 
氣候在過去數十年內一直變化，為世界上部分國家帶來災難，而有

些國家則因此獲益  …… 
 
 

論文主體（可包含若干段落，每段集中一個主要觀點；舉例支持你

的觀點） :  

 
影響一：對海平面的影響  
 
 

影響二：氣候無常，產生極端天氣  
 
 

影響三：影響洪澇發生的次數  
 
 

影響四：健康風險  
 
 

影響五：農業新機遇  
 

…… 
 

結論（清晰簡潔；簡單概括文章要點；可包括個人評論／預測／推

演／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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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儘管上述示例由地理科教師提供，但值得注意的是，論文寫作是所有

個人文科目的共通技能，文章式問題亦是公開考試常見的題型，因此

有關的設計原則可以應用於所有人文科目。為達到更佳效果，人文科

目的教師可以考慮與語文科教師合作，制定一個更全面發展學生論文

寫作能力的計劃，培養學生針對人文科目和語文教育學習領域的文章

寫作技巧。有關實施上述「跨課程語文學習」策略的更多詳情，請參

閱本學習領域指引（ 2017 版）第一章及第四章。  

 

 
 

如對評估感興趣，可同時參閱示例 36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