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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引言  

 

本科的公開評核建基於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化學科

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考生須參閱上述指引內的「課程架構」，以了

解評核對考生表達的知識、理解、技巧及態度的要求。考生應具備初中科學科

課程內容的知識，而評核所要求的數學技巧主要以香港中學文憑數學科課程必

修部分為基礎。  

 

 

評核目標  

 

化學科的評核目標為測驗考生以下的能力︰  

1 .  憶述及了解與化學有關的事實、規律、原理、方法、辭彙和規則；  

2 .  了解在計劃和進行實驗時，儀器和物料的使用；  

3 .  處理物料、操作儀器、安全地進行實驗和作準確的觀察；  

4 .  顯示對化學探究所用方法的認知；  

5 .  分析及解釋自不同來源的數據，並作正確的結論；  

6 .  處理及轉譯化學數據，並作有關的計算；  

7 .  應用化學知識，以解釋觀察所得和解答未經接觸的難題；  

8 .  選擇及組織適用的科學資料，並能作適當的及有條理的傳意；  

9 .  明白及評鑑化學在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上的應用；及  

10.  根據驗證跡象和論據來作決定。  

 

 

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特別安排  (於 2021 年 12 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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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模式  

 

化學科的公開評核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兩部分組成，概略見於下表：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涵蓋課程必修部分  60% →  75% 

兩小時三十

分鐘  

試卷二  涵蓋課程選修部分  20% →  25% 一小時  

校本評核    (取消 )  20%  

 

 

公開考試  

 

試卷一由甲、乙兩部組成，甲部是多項選擇題，佔本科分數 18% 22.5%；乙部

由短題目、結構題目和論述題組成，佔本科分數 42% 52.5%。在甲、乙各部中，

第一部分的題目主要屬課程中的課題一至八，而第二部分主要屬課題九至十

二。考生須回答試卷一的全部試題。  

 

試卷二由結構題目組成，佔本科分數 20% 25%。考生須回答兩個所選取的選修

試題。  

 

 

校本評核 (取消 )  

 

所有學校考生必須參加校本評核。校內教師會評核考生在中五和中六期間，於

實驗作業所涉及的一系列技巧的表現。考生須進行指定數目的實驗，可包括設

計實驗、報告和演繹實驗結果等。此類活動應與課程內容結合，並在正常的學

與教循環中完成。此外，考生亦可分組設計和進行一個與實驗有關的探究研

習，以解決某現實問題。他們需運用所懂得的化學知識進行該探究研習。通過

這樣的研習，考生可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實驗技能、過程技能和報告技能等，

教師亦可從中評核考生有關的能力。  

 

下表總結校本評核於中五和中六兩年的最少評核數目，以及科內的比重：  

 

 

*  在中五和中六兩年內，須最少為容量分析  (VA)  評核一次、為定性分析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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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一次，以及為其他實驗  (EXPT)  評核兩次。  

*  可進行探究研習  ( IS)  以替代其他實驗  (EXPT)。在這情況下，須為「建議」

和「過程與報告」各進行一次評核。這兩個評核可滿足對其他實驗  (EXPT)

的最低要求。  

 

考生須妥善保存他們所有校本評核的工作紀錄，作為監察和證明之用，直至中

學文憑考試成績公布為止。  

 

自修生不須參加校本評核。他們本科的成績全部以公開考試成績計算。  

 

有關校本評核的詳細要求、規則、評核準則、指引和評核方法等，已刊於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編訂的香港中學文憑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 (化學部分 )校本評核

手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