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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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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的檢討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委員會）於 2015 年 10 月就小三全港

性系統評估進行全面檢討，透過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研討會和會面等渠道，收

集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反映大部分持份者肯定全

港性系統評估在全港及學校兩個層面上回饋學與教的功能和重要性。本年度考評

局仍然繼續通過焦點小組及問卷調查收集學校對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的意

見。 

2018 年及往後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

2018 年 3 月，教育局接納委員會就 2018 年及往後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提

出的建議，分開處理全港和學校層面的安排。在「全港層面」，每年以抽樣形式

在全港公營及直資學校抽選約 10%小三學生參加小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在「學

校層面」，希望全體小三學生參與及獲發學校報告的學校，可直接聯絡考評局為

他們作出相關安排。考評局會把學校報告直接發放給學校，教育局不會索取個別

學校的學校報告。該項安排進一步清晰表示全港性系統評估資料不會用作評量學

校，並重新確立全港性系統評估為一低風險評估的原意。在眾多優化工作中，考

評局一直負責「改良試卷及題目設計」和「優化學校報告」項目的工作。2019 年

小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安排亦沿用委員會上述的建議。

2019 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

本報告旨在介紹 201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以及描述本年度參與評估的小三

級、小六級及中三級學生的整體表現。 

本報告內容包括：第二章概述評估設計和擬題流程；第三章詳述評估安排及

介紹全港性系統評估網上評卷流程等。第四章闡述水平釐定與維持的方法，以及

提供跨年度的學生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數據資料。第五章詳述本局供學校參閱的

不同類型的報告；第六至第八章分別詳述各級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表現，並

提供例子闡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表現。第九章總結本年度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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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評估流程

本章旨在說明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工作流程，包括其發展及檢討工作。評估內

容是根據課程發展處基本能力的文件而擬訂。「基本能力」是作為判斷學生在某

一學習階段終結時能否達到課程的基本要求 只包含部分知識及能力 ，換句話

說，基本能力只是課程的一部分要求，不代表課程的全部要求。

制訂及檢討評估的流程簡列如下：

評估藍圖擬訂 

 

題目擬訂 

 

題目審閱 

 

題目審批 

 

全港性系統評估 

 

分科試卷檢討 

 

專責小組

本局按科目及級別為三個科目各自設立一個專責小組，每個小組由現職教師

或校長、大專院校的專業人士，以及教育局和考評局科目主任及經理組成。本局

秘書長委任大專院校的學者或學校校長為試卷主席。在委任審題小組的成員時，

會確保他們具備相關的擬題經驗、專科知識以及教學經驗。

各科的專責小組制訂評估藍圖，以確保題目涵蓋基本能力。評估的內容須包

括不同情境、文體和題型。專責小組議定每張評估分卷的題量和時限。每科設若

干張分卷，每名學生只須在每科作答一張分卷。小三級的作答總時限為中文科 85
分鐘，英文科為 50 分鐘，數學科則為 40 分鐘；小六級的中文、英文與數學科分

別為 105 分鐘、80 分鐘和 50 分鐘。中三級的中、英、數三科的作答總時限分別為

140 分鐘、110 分鐘和 65 分鐘，題目由擬題員及本局員工協助擬訂。專責小組會

定期舉行會議，審閱和批核題目，以確保題目的質素。

下年度擬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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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施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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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安排  

本年的全港性系統評估包括小三級、小六級及中三級中、英、數三科的紙筆

評估、語文科的說話評估和中文科的視聽資訊評估。全港共有來自 504 所小學及

445 所中學的學生參加評估。 

說話評估  

中文及英文科說話評估為期兩天。小三級學生已於 2019 年 5 月 7 或 8 日，小

六級學生於 2019 年 5 月 14 或 15 日參加其中上午或下午一節的說話和視聽資訊評

估。中三級的說話評估則已在 2019 年 4 月 29 和 30 日舉行，每天設上午和下午兩

節，每所學校參加其中一節。 

在 2019 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考評局於每所學校抽選小三學生參與說話及中

文科的視聽資訊評估。至於小六級及中三級，如往年安排，本局按每所學校的學

生人數決定參加說話評估的名額，然後隨機抽選 12 或 24 名學生參加中文及英文

科的說話評估，並於評估當日通知被選中的學生。中三級學生由兩名校外說話能

力主考員擔任評審的工作，而小三級及小六級學生則由一名校內和一名校外說話

能力主考員擔任說話評估評審的工作。為減輕學校行政主任及說話能力主考員的

工作，進行說話評估當天，考評局委派一名評估行政助理到各學校協助執行評估

行政工作及確保說話評估順利進行。 

一如以往，考評局會為說話能力主考員提供培訓。曾擔任全港性系統評估說

話能力主考員的教師，須參加於二月至三月份(中三級)及四月(小三級及小六級)舉
辦的網上培訓，而以往沒有擔任過說話能力主考員的中學或小學教師，則分別在

2019 年 3 月或 4 月參加說話能力主考員培訓工作坊。考評局今年共培訓了約 4,800
名教師。為了提升說話能力主考員的評審質量，本局邀請了 60 名助理試卷主席，

協助說話評估的培訓工作。 

說話能力主考員工作坊以簡介會及小組形式進行，教師可以通過模擬評審，

讓他們更了解評審準則，更能掌握評審的技巧和細則。教師須完成招募測試卷，

並達到指定要求，才可獲本局委任為說話能力主考員。 

評估設計 2. 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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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小三級中、英、數三科題目繼續根據委員會轄下試卷及題目設計工作小

組的建議而擬訂，務求符合課程精神、對準小三基本能力的要求、配合學生的學

習需要，以及維持全港性系統評估的信度和效度。每科每級的專責小組複核題目

後，把題目組成若干張分卷，不同分卷中部分題目相同，以作為聯繫各分卷之用，

以便進行等值硏究。

全港性系統評估試卷檢討小組

本局於全港性系統評估結果發放後，各級各科分別成立評估試卷檢討小組。

每一個小組的成員包括試卷主席、現職教師、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和考評局科目

經理及主任。為確保評估試卷在檢討時保持客觀性，教師代表來自不同組別的學

校，亦非審題會的成員。試卷檢討小組的職責是就該年度的評估題目及評卷參考

提供意見及建議，並向審題會反映，作為下一年度擬題的參考，以提升題目及評

卷的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