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琨

卷一

試卷 一 包含兩部分： 甲部（多項選擇題）及乙部（傳統題）。在甲、 乙兩部中 ， 各包含
第 一 部分 和第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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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須回答所 有部分的全部試題。

甲部（多項選擇題）

本部共設36逍多項選擇題。考生平均答對23題，表現大致良好。考生在以下各題
的表現 ， 揭示了他們一些錯誤的觀念。

I. 在題15• 少於半數的考生能選對答案。很多考生不知道碳和氧進行 反應，得
到 的產物是混合物而不是 100%的 一 氧化碳 ，故CO(g)的生成焓變不能藉直
接做實驗來洲」定 。

題15 下列反應 ， 何者的焓變必 須用閶接方 法來測定？

A. Zn(s) + CuS04 (aq)➔ ZnS04 (aq) + Cu (s) (19%) 
B. * 2C(s) + Oi (g)➔ 2CO(g) (47%) 
C. C比C比OH(!)+ 302 (g)➔ 2COi (g) + 3比0(1) (22%) 
D. MgO(s) + 2HCl(aq)➔ MgC!i (aq) + H2 0(1) (12%) 

2. 在題 22 I大多數考生知道亞硫酸鈉是還原劑 ，而硫酸鈉則不是。他們知道酸
化高錳酸鉀可作為辨別該 兩個化 合物的試劑。但很多考生不知道濃硝酸也是
氧化劑 ，故選錯j' B項。

題22 下列試劑 ， 何者 可用來辨別亞硫酸鈉 和硫酸鈉？

3. 

(1) 氯化鐵(II)溶液
(2) 酸化高錳酸鉀溶液
(3) 濃俑酸

A. 只有 (l) (13%) 
B. 只有(2) (27%) 
C. 只有(1)和(3) (11%) 
D."' 只有(2)和(3) (49%) 

在題 32, 考生1憊知道乙酰胺的加鹼水解會生成氨。若把反應混合 物回流加
熱 ，氨會以氣態釋出 。 由於失去了氨，反應便 不能達致平衡狀態。

題32 下列有關氫氟化鈉溶液對乙酰胺的 作用的陳述 ， 何者正確？

(1) 這反應生成乙酸鈉。
(2) 在這反應中 ， 氫氧化鈉作為催化劑。
(3) 若把反應混合 物回流加熱 ， 該反應便達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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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鄧（傳統題） ／為少 。

題號 一 般表現
I 良好
2 良好
3 令人滿意
4 令人滿意
5 尚可
6 尚可
7 良好

8 尚可
9 尚可
10 尚可
11 令人滿意
12 令人滿意
13 尚可
14 尚可
15 令人滿意

4. (a) 考生大多弱於化學命名法 。 有些考生建議了不正確的名稱 ， 例如： 「 乙
酸」 。

(b) 極少數考生能基於乙二酸進行不完全電離來提出解釋。很多考生把「電
離」和 「 分解」兩詞交替互用 。 有些考生忽略了 乙二酸為二元酸這 一

事實 ， 錯誤地把 0.05M H凸04(aq) 的 pH 算為 1.3 。

(c) 少數考生錯誤寫了 NaOH(s) 與水反應生成 一 種爆炸性的氣體。

(d) (i) 該滴定混合物由無色變為粉紅色 。 但有些考生卻寫了 「 由澄清
變為紅色」 ， 又有 一 些只寫了可見到粉紅色 。

(ii) 考生 一 般弱於化學計算 ， 有些考生不知道 H2C204(aq) 與 NaOH(頓）
按 1 :2 摩爾比率進行反應 。

(e) (i) 冇些考生錯誤地寫了錐形瓶中殘餘的酸影響了酸的濃度 ， 而不
足其體積 。

(ii) 表現良好 。

5. (a) (i) 大紀數考生未能利用外推法從圖表中找出該溶液溫度下降的最大
值，＇

l (a) 

(b) 

有些考生錯繪了水的電子圖 。 例如 ， 在電子圖中的H有8粒電子 ， 而0
則只有2粒電子。 有些考生誤把比0視作離子化合物 。

(i) 大多數考生知道 ， 加熱時水會變成蒸汽 。 有些考生沒有提到水
蒸氣在冷凝器的冷表面上冷凝。 很多考生沒有清楚指出海水中
的鹽不易揮發 。

2. 

3. 

(ii) 有些考生不知道 S 為防崩沸小粒 。

(c) 很多考生正確寫出冰具開放結構 。 有些考生未能把這現象與氫鍵的形
成連繫起來 。 有些考生未能解釋為何水的密度大於冰的密度 。

(a) 大多數考生能正確繪畫出 N比的三維結構 ， 而 BF3 的三維結構卻表達
得差劣 。 有些考生錯誤顯示在 N比 的 N 原子，其最外電子層有二孤電
子對 ， 而不是－孤電子對。

(b) 有些考生未能顯示對「電負性」及「鍵的極性」等概念充分的認識 。

(c) 有些考生錯 誤寫出 BF3 與 NH3 之間 ， 形成了氫鍵。不多考生能指出， BF3

中的 B 原子必須接受 一 對電子 ， 方能達致八隅體電子結構 。

(a) 本計算題頗為直接 ， 但很多考生未能正確地完成計算 。 有些考生只給
了 W的分子式 ， 卻沒有顯示計算的步驟 。

(b) 有些考生所寫 W 的 化學結構不正確，所含 0 原子的數目較正確者為多

6. 

7. 

(ii) 應使用 NH4N03(aq) 的質量來計算該混合物所吸收的熱(met::. 乃 ， 但很
名芳生卻誤用了 N比N03(s) 的質量來計算 ， 因而算不出正確的答案 。

(b) 大多數考生不知道哪些 乾燥劑常用於乾燥器中。很多考生建議了不合適的
乾燥劑，如 CuS04(s) 或 CoC}i(s ) 等。

有些考生誤以為石腦油含大量丙烯，而建議利用分餾法從石腦油中分離出丙烯。
至於能提出把石腦汕裂解的考生 ， 有些沒有提到需藉著分餾從裂解而得的混合物
分離出丙烯 。 冇扎芳生甚至錯誤寫出可藉著分餾從裂解而得的混合物 ， 直接得到
聚丙烯。有粒 伝所L漏寫該聚合作用所需的條件 。

(a) (i) 冇扎芳生寫不出正確的反應產物 。 能寫出者卻大多未能平衡該
反應式。

(ii) 冇共考生誤解題意。 題目要求繪畫焓級圖 ， 他們卻錯誤繪了反應
的f北線圖或能量循環。

(b) 銅的活潑ti=. 較鐵的低 ， 因此銅不能把氧化鐵還原 。 有些考生給了不完
整的答案 ， 例如只提到銅的活潑性較鋁的低 。

(c) (i) 有些考生沒有考慮到成本因素 ， 即鋁較鐵昂貴 。

(ii) 表現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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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a) 有些考生未能正確寫出該反應 的平衡化學方程式 。

(b) (i) 很多考生未能正確繪出 CsCl(s) 的結構，以顯示每個 Cs
+

離子均被 8

個 C「離子包圍（反之亦然）。

(ii) 表現尚可。

(c) 大多數考生能正確寫出 Cs 較 Na 活潑， 但部分考生未能指出第 I 族元素的
活潑性會隨族中位置下移而遞增。

(a) 在 A 釋出的碘會溶於 KI(aq) , 而形成棕色溶液 。 但有些考生卻錯誤寫了有
棕色固體或棕色氣體生成。 另有一 些考生沒有基於濃度效應 ，解釋「(aq)

離子 會較 Of
f

(aq) 離子優先放電。

(b) (i) 表現良好 。

(ii) 很多考生錯誤寫了銅電極被氧化而生成藍色的 Cu
2+

(aq) 離子。

(a) 表現良好 。

(b) 有些考生審題不小心 ， 並寫出錯誤的半反應式 。

(c) (i) 有些考生錯誤寫出可從空氣中藉分餾獲取氫。有些考生則建議可藉
電解水來得到氫。題目預期考生從環境方面加以評論，若考生只寫
出該事實而 不加以解釋 ， 則不能得分 ， 因為如果以電解水來得到
氫 ，便需有電的供應 ， 但發電亦會對環境造成危害 。

(ii) 表現良好 。很多考生能正確指出氫墳氧燃料電池只排放水，或氫·
氧燃料電池不 會排放具污染性的 氣體 ，如 CO2 , CO 和 NOx 等 。

(a) 有些考生未能指出增加反應物的表面積能令反應加速。

(b) 很多考生能正確算出從 NaN3(s) 的分解（第 一 個反應）而生成 N2(g) 的量。然
而許多考生不知道在第二個反應中，Na 是極限反應物，便錯誤用了在氣
囊中 KNOJ(s) 的量來計算 在該反應中所生成 N2(g) 的量。

(c) 在氣囊中的 KN03(s) 能藉反應除去從 NaN3(s) 分解而生成的鈉金屬，因鈉金
屬 是 可燃物， 又能導致嚴重的皮膚灼傷， 但很多考生不 知道此點。

(d) (i) 很多考生能正確完成計算，但有些考生在最終答案未能給出正確的
單位 。

(ii) 表現良好 。

12. (a) 有些考生不 察覺反應容器的體積為 10.0 dm
3

, 因而算 不出正確的反應商數。

59 

(b) 部分考生能正確寫出平衡常數的表達式，但有些考生未能解所涉及的二次
方程式 ， 因而得不到正確的數值答案。

(c) 一些考生沒有察覺 有額外的 C}z(g) 加進系統中，故最終的 [C}z(g)] 是不會低
於起始的 [C)z(g)]。

13. 大多數考生能正確地把該些元素按熔點遞增的次序排列，可 是不少 考生未能正確
運用化學術語 。 考生答錯的內容包括：
． 在鋰金屬中存有鋰分子；
． 在鋰元素或鈹元素中的粒子間吸引力為離子鍵；及
． 石墨擁冇簡單分子結構。

14. (a) 冇杓竹＇ 丨訌:if能誤以為該反應涉及酯的水解，便錯誤建議使用 NaOH(aq) 作
為試'fTlj " 另有一 些考生只寫出比(g)' 卻沒有寫出所需用的催化劑 。

(b) (i) fp也考生為所生成的甘油，繪畫了不正確的結構。正如前述，考生
翡於平衡化學方程式 。

(ii) G輿甲醇反應生成 一 酯， 但有些考生卻錯誤給了一個脂肪酸的結
構 ，＇

(c) 有些考生1丶．知道由於G的相對分子質量較F的為小，因此G的揮發性也
較高，，題目已指明F是 － 植物油，但仍有一 些考生寫了F是一固態物質。

15. (a) 大多數竹牛，能提出 一 個正確的化學測試 。

(b) 大多數竹'I=. 知道需使用 LiAIH4
°

(c) 有些考生繪畫了錯誤的順／反－異構體 的結構，所 繪 的結構含碳原子 的
數目較」E確者為多／為少。有些考生錯誤指出該些烯烴是位置異構體。

(d) 有些考生錯誤寫了沒有帶旋光性的 CH3CH2CHCICH2C比作為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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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 

卷＝

題號 選題百分率 一 般表現

1 (a) 48 良好

(b) 尚可

(c) 令人滿意

2 (a) 5 令人滿意

(b) 尚可

(c) 差劣

3 (a) 47 令人滿意

(b) 令人滿意

(c) 良好

甲部

1
 

(a) (i) (l) 

(2) 

能正確標示出兩軸的考生不多 。x-軸應為分子動能 ， 但有
些考生只簡單地寫了能量 ， 答案欠準確 。

有些考生沒有參照題目所給圖表作答 ， 只寫了溫度上升
會導致反應物分子碰撞的頻率增加 。

(ii) 只有少數考生能正確算出該反應的活化能 。 他們的錯處包括：

．

 ．

 

混淆「togk 」和「tnk 」 （答案接受以 'l'或'C來

把「由k」寫成「Ink」；和

．

 

把 x-軸的「10-3 K-1」單位 ， 誤解為 「 /1妒K-1 J,

(b) (i)

(ii) 

(iii) 

催化劑可提供另一 反應途徑 ， 其活化能較 原來者為低 。 但有些
考生卻錯誤寫成它降低了反應的活化能 。

很多考生不知道該反應為可 逆反應 ， 因此沒有利用平衡位置的
移動來解釋有關現象 。 有些考生錯誤寫了濃H2S04 與稀比S04 相
比 ， 前者可提供較多H

+
(aq)離子來催化該反應 ， 不知道催化劑

可令正向反應和逆向反應的速率按相同程度增加 。

部分考生能就苯甲酸丁香酚酯的合成 ， 提出使用非均相催化劑
的一 項優點 ， 但只有少數考生能提出使用均相催化劑的優點 。

(c) (i)

寫有關項目）；

生產Clz和NaOH涉及電解濃鹽水（即濃氱化鈉溶液） ， 但有些
考生錯誤寫了電解海水或電解氯化鈉溶液 。 其他錯處包括：
• 沒有提到所用電解池的種類；和

沒有提到Clz(g)和比(g)分別在哪電極釋出 。．

 

(ii) 很多考生不懂得如何計算原子經濟 。 有些考生算不出氧化丙烯
的式量；另有一些考生忽略有效數字 ， 在答案中寫了－大串不

(iii) 

(iv) 

必要的數字 。

很多考生未能根據題目的資料 ， 判斷出方法l還是方法2較綠
色 。 有些考生沒有從綠色化學作出考慮 ， 只根據經濟 、 政治 丶
財經或社會等方面加以討論 。

很多考生未能區別 「 原子經濟 」 和「反應產率」 兩詞 。

乙部

2. (a) (i)

｀
�

、、
＇

"̀

v

'
1

.
I
 

(

（

 

(I) 大多數考生不知道縮合聚合物的生成涉及消去細小的分
子 。

(2) 很多考生能正確繪畫葡萄糖的結構 。 少數考生畫了以下
不正確的葡萄糖結構：

旦］ � OH 
OH

OH 

(ii) 

(iii) 

冇几考生基於 「 同分異構體」或 「 同位素」概念 ， 寫了與題目
無丨6M的解釋 。

冇11:1� 考生錯誤把物質的溶解視為化學變化 ， 寫了該過程涉及化
學鍵的斷裂 。

(b) (i) 冇几考生混淆 了 「 熔化」 和「溶解」兩詞 ， 另一些則視該膠漿
的熔化為化學變化 。

(ii) (I) 有些考生寫了以下不正確的單體結構：

H CN H CN 

I I I I 
—c=c— H-c-c-H

I I I I 
H C0

2CH
3 

H C02CH3 

(2) 止如前述 ， 有些考生錯誤視溶解超能膠為化學變化 。

(iii) 

(c) (i)

(ii) 

及現羌劣 。 有些考生混淆-CN基團與CN-離子 ， 錯誤寫了聚 2-
氰基丙烯酸甲酯對微生物有毒性 。

很少考生對液晶的相有良好的認識 。

很名桴生錯誤選了B

少數考生錯誤寫了液晶在非常低溫下會變成液體

很多考生未能顯示對 「 功率 」
一 詞有正確的認識 。

／
 氣體 。

丙部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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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考生不知道水與己-1-烯或辛烷不混溶 ， 故該液體混合物會呈現兩

62 

Provided by dse.life



液層 。 這些考生只提出利用分餾便可從混合物分離出己-1 -烯。 又有 －

些考生建議用醚作 溶劑萃取 ， 卻沒有 提到需用蒸餾來除去經使 用的
醚。

(b) (i)

(ii) 

很多考生沒有掌握好定量分析的 原理 。

有些考生不知道碘和二氧化硫 都具揮發性。

(iii) 題目問及顏色的 變化 。 有些考生只寫了 「 黑藍色」
及起始顏色 。

， 卻沒有提

(iv) 

(v) 

(c) (i)

有些考生沒有按題目要 求 以 「mg dm-3 J來表達二氧化硫的 總濃
度 ， 他們 誤以 「 mo! dm-3 J 作 為答案的單位。

少數考生知道紅葡萄酒的 顏色會阻礙確定滴定終點 時的顏色變
化 。

有些考生算 不出 R八直 。 很多考生不知道R」·值沒有單位。正如前
述 ， 有些考生忽略有效數字 ， 在答案中寫了 － 大串不必要的 數
字 。

(ii) 表現令 人滿意 。 很多 考生知道f3-胡蘿蔔素為首先收集到 的 －

層 ， 卻沒有提出正確的解釋 。

(iii) 有些考生隨意地建 議 一 些儀器方 法 ， 例如紅外光譜法和質譜法
等 。

(iv) 表現令 人滿意 。 在紅外光譜中 ， 波數的單位 為「cm-1」 。 有些考
生於理 解IR光譜中的單位時 ， 顯出困難 ， 不正確地寫了「/cm-1 J 

有些考生未能清楚表達如何利用所給紅外吸收波數域 ， 剔除化
合物X 、 Y和z"

一 般評論及建議

l 考生普遍弱於解答涉及化學計算和數據 分析的題目 ， 包括：反應計量中 的質
量 ／摩爾 ／濃度等 計算 、 焓變的 計算和涉及化學平衡的計算 。他們須在這
些方面多加練習 。

2. 很多考生誤解題目的要 求 。 有些考生在計算時 ， 用上不適當
據（例如：卷 － 乙部題 5(a)(ii)) 。 考生應小心閱讀題目。

3 . 

4 . 

不正確的 數

考生應認識到化學是 － 門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 這 樣 ， 將有助於提高
對化學的興趣 ， 並可望於在日常生活中 應用化學的題目 ， 有較佳的 表現 。

很多考生混淆化學的 一些基本概念 ， 包括：結構 、 鍵合和分子間引力 、 物理
和化學變化等。 有些考生未能 正確使用化學詞彙 。 考生若多閱讀與 化學有關
的書籍 ／文章 ， 在 此方面應當 有所改善 。

校本評核

所有學校考生均需要參加校本評核 。 今年共有來自434所學校共160 32名學生提交了校本評
核分數 。 雖然這只是第二年推行的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 但大多數參與學校的實施情況－
般非常暢順 。 從第 一 年所累積的經驗 ， 許多 教師已熟習了校本評核的要求和運作。

為確保 教師 對校本評核1'1'」要求和 評估方法的原則有充分的理解 ， 在2012年1 0月舉行了校本
評核 年度會議 。 這會議向教師提供有關校本評核推行的一些一般性意見和總結 ， 及在 校本評
核的要求和行政事務處血k的 一些調節的最新資訊。在會議上亦向教師介紹一些能協助教師
把實驗工作融人課塵i'l'J ,{J用資源和支援。再者 ，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為新
任教師提供培訓課程及所需資源 ， 提升他們的知識和技能 、建立起在學校實施校本評核的信
心 。

根據 參與學校呈交的剖／ 核數據以及學生工作纸和報告樣本，學生表現普遍令人滿意 ， 也符合
評核預期的要求 。 為l邲JIil {[,';j別教師和學校 評分標準可能出現的差異，所有呈交的分數會使用
統計以及專業判斷方式竹出調整。值得欣喜的是有 58.5% 學校的分數在 「 預期的範圍」之內 ，

而有24.9%的學校呈交分數比預期的高 ， 以及16.6%的學校呈交分數比預期的低 。 然而 ， 大
部分給分較高或低的學校JVr給的分數只稍微偏離預期的範圍。這是令人鼓舞的結果 ， 大多數
教師 對校本評核的實施有允分的理解 ， 故評分的標準一般恰當。

為教師提供持續的支援，靼i'�「保校本評核計畫公平地施行 ， 一 共有24位區域統籌員 在兩位
監督的領導下處理教師就校本評核實施提出的疑問，和確保學校按規定的準則推行 。 區域统
籌員和教師以電話 、 電子鄆件和探訪學校等方式保持緊密的 聯繫 。從2012-201 3 學年開始 ，

區域統籌會／監督增加探訪學校的次數 ， 以加強聯繫。此是為加強對教師 在 進行 校本評核的
支援 ， 讓區域統籌員／監闆 J.!: (解校本評核在學校內進行的 情況 。 從不同來源獲取的反饋意
見顯示 ， 教師和學生都頗清怡f解校本評核的要點和要求 。 儘管如此，下面將提出 一 些意見
和建議 ， 可為校本評核的實」池h出進一步的優化：

l, 實驗的多樣性
校本評核的規例可容讓學 ＇丨妣行涉及容量分析等 課業 ， 例如測定紅葡萄酒樣本中的二氧
化硫含量 ， 可作為 「 其他實驗 1 類別的評核。進行 這類評核 課業的確可讓學生對容量分
析有更深入的了解 ， 囚且屮已包括了處理樣本、製備標準溶液和數據分析等各環節。但
為達到使用多元實驗妣 t」評核［向目標 ， 建議教師 可參考課程及評估指引中的建議實驗活
動 ， 讓學生進行更多不回肌'.j Jfjl�i'I勺實驗 。

2. 實驗報告的多樣性
校本 評核接受不同形式I'!人］曲(1i報仇，如工作纸 、短測以及簡單或全面實驗報告等。教師
一 般都能以專業的方式設計相關i'I'丶」課業。 再者 ， 值得欣喜的是大部分學生均能按教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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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要求來完成相關的書面報告。雖然校本評核沒有硬性規定書面報告的具體形式，

但撰寫全面的實驗報告的確有助於研習科學。以正確方式組織 － 個實驗報告，以及展示

數據和實驗結果均十分重要。根據經驗，學生在首數次撰寫實驗報告時並不全面，例如

忘記加上日期、實驗標題、實驗目的和參考資料等重要項目。雖然如此 ，在掌握了 一 些

經驗後，學生一 般都能以正確的方式書寫全面的實驗報告。

3. 提供反饋促進學習

給學生呈交的報告提供反饋意見至為重要，這可以令學生知所改進，以及避免將來犯上

相同的錯誤。再者，學生收到教師所給的反饋後應多與教師討論，以了解自己在進行實

驗，以及完成書面課業的表現上如何作出改善。

4. 學生在記錄和分析從實驗所得的數據的表現

從學校所呈交的學生實驗報告樣本觀察到，學生常在記錄實驗數據、進行計算和繪畫實

驗裝置圖犯上錯誤。常見錯誤包括在寫下數值數據時用了不正確的有效數字和單位等。

建議學生在這方面加強練習。

5. 防止抄鸌

學生應按既定的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地完成校本評核的課業。若抄襲等違規行為一經證

實，學生將會被嚴懲。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規則清楚說明，若考生違反考試規則，他們可

能被罰扣減分數、降級或取消部分或全部科目的考試資格。學生可參考《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校本評核簡介） (http ://www. h keaa .ed u. h k/Docli brary /Medi a/Leaf! ets/SBA _pamphlet_ C_ web. pdf)

附錄內有關註明課業中所引用資料出處的示例。

結論

在第二屆實施的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學生的表現－般令人滿意，從第一年所積累的經

驗，絕大部分教師對校本評核的要求和預期目的均有更清晰的了解。教師更有經驗地為所

教的班級選擇適當的實驗工作和評核學生的能力。從這兩屆所累積的經驗，我們預計學生

和教師遇到的大部分疑問和挑戰，將會逐 －的獲得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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