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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反覆，教育局在 2020、2021及 2022年停辦全港性系

統評估（系統評估），至 2023年系統評估復常舉行並已順利完成。本年小六及中三

級均以全體學生參與的形式進行評估，而小三級則沿用 2018年起的安排，以抽樣及

自願全體參與形式進行。 

系統評估為學校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從而檢視及調整教學計劃。除了以抽樣

形式參與小三級系統評估的學校外，各級別全體學生參與的學校均會獲取參與級別

的學校層面報告，並可按科目需要而選擇四款報告。同時，自願全體參與小三級系

統評估的學校如果有五個或以上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或非華語學生，亦可按科目需要

揀選上述兩個群組學生的表現報告。這些報告由 2019年開始推展至小六及中三級，

供學校選擇。學校可通過考評局提供的保密戶口密碼，登入系統下載所選取的報告，

參考相關評估數據及資料，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以促進學習。 

中、英文科的說話評估及小學中文科視聽資訊評估分別在四月中（中三）及五

月初（小學）以抽樣模式舉行，而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紙筆評估則於六月舉行。

評估完結後，評卷工作隨即展開。為了進一步研究互聯網網上評卷系統（iOSM）的

可行性，考評局今年邀請了試卷主席、助理試卷主席及部分閱卷員在學校或在家中

批改試卷。本年的試行經驗將為規劃網上評卷方式提供參考。 

一如以往，為使學校能具體了解學生的表現，考評局會在成績發放後為中、小

學教師舉行學生表現研討會。研討會上，除了解說學生的表現外，亦會輔以學生示

例來闡釋學生的強弱項。考評局深信研討會不但可讓教師透過數據及資料了解學生

的表現，亦能促進教師的評估素養和善用數據的能力。 

此外，為了解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從而幫助學校掌握學生的學習需要以提供

適切的支援，考評局根據 2018年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的建議，在系

統評估加入了學生學習及生活狀況問卷調查。學校及家長以自願形式參與是項問卷

調查。研究團隊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學生的非學業數據資料，再結合由考評局提供的

學生表現資料進行分析。每所參與學校均獲提供獨立的分析報告，讓學校能更全面

及充分地了解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多樣性、學習興趣、態度和習慣等因素對

學生學習的影響。問卷調查的研究結果亦有助提升家長對子女學習情況的關注。問

卷調查的結果不會影響學生的個人成績；個別學校、學生或家長的回應亦不會被公

開。 

為加強校內的數據分析資料工作，考評局會繼續舉辦不同的培訓活動和工作坊，

讓學校了解善用系統評估數據的重要性，以及必須把系統評估的評估數據，結合其

他校內、校外的評估，從而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參考評估結果檢視教學計

劃，以提升整體的教學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