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璟

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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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鄧（多項選擇題）

本部共設36道多項選擇題。考生平均答對23題，表現大致良好。考生在以下各題的
表現，顯示了一些他們常有的錯誤觀念。

I. 在題15 , 少於半數考生正確選對答案B。應知道當該電池被充電時在負極會發
生還原反應。再者，充電中的反應與放電中的成相反方向。因此，選項B便
是所涉及的半方程式。

題15. 以下方程式顯示某二級電池放電時的反應：

2NiO(OH)(s) + Cd(s) + 2比0(1)➔ 2Ni(OH)2(s) + Cd(O皿(s)

下列哪半方程式顯示當該電池被充電時在負極的改變？

3. 在題29 , 接近六成的考生錯選了選項D。這顯示他們可能漏掉了以下其中一個
X可有的同分異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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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29. 化合物X的分子式是C4比04 '它有兩個-COOH基團。X可有多少個同分
異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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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Cd(s) + 20Ir(aq)➔ Cd(O劻(s) + 2e-
B. * Cd(OH)2(s) + 2e二➔ Cd(s) + 20Ir(aq)
C. Ni(OH)z(s) + OI-r(aq)➔ NiO(OH)(s) + H20(l) + e-
D. NiO(OH)(s) + H20(1) + e-➔ Ni(OH)i(s) + OI-r(aq)

(29%) 
(36%) 
(20%) 
(15%) 

2. 在題20 , 接近一半考生錯選了選項A。這顯示他們並不知道Pb原子和Pb2十 離子
均具相同數目的已佔電子層• Pb在其最外層有14粒電子。在失去2粒電子以
變成Pb2十 離子後，它仍有12粒電子於原本的最外層，因此Pb原子和Pb2十 離子均
具相同數目的已佔電子層。

題20. Pb是周期表的第IV族元素並可生成Pb2十 離子。下列哪些陳述正確？

(1) 由Pb2十 離子至Pb原子的變化是一還原作用。
(2) Pb原子和Pb2十 離子均具相同數目的質子。
(3) Pb原子和Pb2十 離子均具相同數目的已佔電子層。

A. 只有(1)和(2)
B 只有(1)和(3)
C. 只有(2)和(3)
D.* (1)、(2)和(3)

在題31 , 大部分考生正確選了選項(1)。這顯示他們知道尼龍砸6,6可用來製造
繩子。然而，他們當中有大部分同時錯誤選了選項(3)。其實，在尼龍-6,6的
重複單位裡，兩個C = O鍵之間只有四個，而非六個 -c比基團。

題31. 下列有關尼龍-6,6的陳述，何者正確？

{l) 它可用來製造繩子。
(2) 生成它的聚合作用是－水解過

(3) 它的重複單位是十z(CH,J.z
[

(CH,』-l- 。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1)和(3)
D. 只有(2)和(3)

(34%) 
(6%) 
(51%) 
(9%) 

(47%) 
(9%) 
(6%) 
(38%) 

55 56 

Provided by dse.life



乙部（傳統題） 題號 一般表現

題號 一般表現 4
 

l 考生的表現良好。在(a)部，大部分考生能夠寫出磷原子的正確電子
排佈 ， 可是也有部分考生提供了磷原子的電子圖，亦有少數考生錯
誤地寫了氯原子的電子排佈作為答案。在(b)部，大部分考生能夠指
出有些氯原子有不同的質量數是因為氯原子具同位素，或有些氯原
子有不同的中子數。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有些氯原子有不同數目的
質子或電子。在(c)(i)部 ，剛不足半數的考生能夠寫出化合物的正確
分子式，並作出正確的推算。有少數考生只寫出化合物的分子式而
沒有給予任何推算。在(c)(ii)部，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能夠繪出PCh的
正確電子圖。有些考生繪畫了含錯誤最外層電子數量的電子圖，或

在圖中沒有顯示孤電子對。

2
 考生的表現令人滿意。在(a)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提出正確

的解釋。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民S04(aq)能夠提供流動電子來導電，或
它容許流動電子經過，或民S04(aq)不會與K+(aq)或Fe(CN)i-(aq)產生反
應，但水卻會與它們產生反應 。 在(b)部，相當多考生能夠寫出FeS04(aq)
的正確顏色，但有部分考生錯誤地指出FeS04(aq)的顏色是墨綠色，髒
綠色或藍綠色。在(c)部 ， 只有約三分之－的考生能夠作出正確觀察；
約有四分之－的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的解釋。在(d)部，約有三分之－
的考生能夠指出在濾紙中央附近沒有可觀察的變化；只有約四分之
－的考生能夠指出若把電池的兩極對調，移動到濾紙中央的K十(aq)離
子及S04汽aq)離子不會在濾紙上呈現顏色。

考生的表現尚可 。 在(a)(i)部 ， 約有 一 半的考生能夠繪畫出CS2 分子的
正確三維結構，有些考生錯誤地對這個分子繪畫出一個彎的結構，
或在答案中繪畫了 一 個電子圖。在(a)(ii)部，大部分的考生能夠繪出
CH2Br2分子的正確四面體三維結構 。 在(b)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
能夠正確地指出在CH2Br2 分子中的極性鍵，不足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
正確的解釋。有些考生曲解了題意，而集中討論CH2Br2是否一帶極性
的分子 。 在(c)部，約有三分之－的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的答案，也有
些考生錯誤地指出CO2是非極性的分子，而CS2 是－極性分子 ， 有部
分考生錯誤地指出CS2 擁有巨型共價結構。

5 考生的表現令人滿意。在(a)部，約有半數的考生能夠繪畫化合物A的
結構 ， 但其中不少考生未能寫出所要求的系統名稱（即丙稀酸） 。 一

些考生提供了以下不正確的結構：
H COOH H COOR H CO洱
I I I I 『 IH一c=c一HH一C一C一HH—c—c—H
I I 

H H 
I I I I H H H H 

在(b)部 ， 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能夠指出聚合作用的類別，但一些考
生提出如 「 加乘聚合」等錯誤答案。在(c)部，約有四成的考生答對
該題 。 在(d)部，約有半數的考生未能夠繪畫聚合物C的結構，常見
的錯誤包括 「 鈉和碳中有共價鍵」 、「 出現羥基團 」 和「省略了 n」
等，

3 考生的表現尚可。在(a)部，接近所有的考生都能夠寫出該反應類別
的正確名稱，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對應這類反應提出一項與工
業重要性有關的正確答案。有少數考生混淆了催化裂解和分餾法，
並錯誤地寫出這－類反應能夠從石油中分離出有用的餾分。在(b)
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正確地指出在這實驗中使用碎素瓷的
好處。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較細的瓷塊能較有效地受熱。在(c)(i)部，
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能夠對反應寫出正確的平衡方程式。有些考生
未能寫出辛烷的正確分子式，而亦有些考生未能正確地寫出方程式
的化學計量系數。在(c)(ii)(l)部，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能夠寫出正確
的答案。有些考生未能寫出溴溶液的正確顏色，有些考生則錯誤地
指出該顏色變化是從無色變為棕色 。 在(c)(ii)(2)部，約有四分之三的
考生能夠繪畫出反應物的正確結構。然而， 一 些考生提供了以下不

確的結構：
H H H H H H 
I I I I I I 

H H Br H BrBr 
I I I I I I H一C一C一C—H H一C—C一C-H H—C一C一C-H H一C—c=c一H

I 丨 I I I I H Br H H H Br I I I I H H Br H 
在(d)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指出必須要進行一些步驟來防止
水倒吸入該熱的大試管中，約有三分之－的考生能夠提出防止水倒
吸的正確步驟 。 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該熱的大試管必須要慢慢冷
卻，或必須把氣體生成物放進煙櫥中。

6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良好。在(a)部，約有七成的考生能夠指出在檸檬

酸結構中的三個可電離氫原子 。 在(b)(i)部，約有七成的考生能夠指
出應使用的儀器，但也有考生提供了如「錐形瓶」、「燒杯」、「滴定
管」和 「 移液管」等錯誤答案 。 在(b)(ii)部，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做
到所要求的計算。在(c)(i)部，相當多考生能指出正確觀察，怛在(c)(ii)
部，為數不少的考生書寫了以下不正確的離子方程式：
2Ir+CO「➔ 比0+ CO2 ° 

7 考生的表現尚可。在 (a)部，考生的表現差劣，只有極少數考生能夠
寫出 「 恆壓」作為所需條件。在(b)部，約有三分之－的考生能夠解
釋為什麼要使用間接方法 。 在(c)(i)部，約有七成的考生能夠指出可
能出現的誤差 。 在(c)(ii)部，只有少過一半的考生能解釋為什麼CaC03(s)
與比S04(aq)的反應焓變未能藉這個步驟來測定。在(d)部，考生的表現
尚可 。 最常見的錯誤是 「 省略了物態符號」。再者，不少考生未能
寫所需的平衡化學式，以致未能完成所需的計筐。

8 考生的表現尚可。在(a)(i)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未能寫出在電極X
的觀察 ， 即會有紅棕色氣體釋出。在{a)(ii)部，約半數考生寫出正確
答案 。 在(b)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寫出溴是有毒的，但亦有
些考生提出如 「 有害」 、「 刺激性」等不正確答案。在(c)(i)部 ， 約有
半數的考生能夠根據Mn氧化數的變化（即由+4降至另），推定Mn切為
氧化劑 。 在{c)(ii)部，大部分考生未能寫出所需的半反應式，其中甚
多考生錯誤地在公式中包含了H+{aq)。有一定數目的考生認為Zn是氧
化劑，並錯誤地寫了： Zn(s)➔ Zn2+(aq) +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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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9

10 

一 般表現

考生的表現尚可。约有四成的考生能夠提出正確測試來分辨該等固
體，並正確地預測觀察。然而，大部分考生忘記應首先使用水來溶
解這些固體。甚多考生誤以為可用焰色試驗，為MgSO冷）或
MgS04•7比O(s)給出如明亮的白光等錯誤答案。部分考 生錯誤以為當把
ZnS04{s)強熱時會呈現黃色，並當冷卻後呈現白色。

考生的表現尚可。在(a)部，約有 一 半的考生能夠寫出「動態平衡」
一詞的正確描述。在(b)部，約有三分之 － 的考生能夠正確地完成計
算。部分考生能夠取得在平衡狀態下S02

、 切及S03的正確摩爾數，
及能夠正確地把對應的各項代人平衡表達式中，然而他們卻未能解
該方程式以得出正確答案。在(c)(i)部，剛少於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

確答案。有些考生未能認清改變反應溫度對放熱反應／吸熱反應的
影響。在(c)(ii)部，剛少於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答案。部分考生
只指出加進適當的催化劑不會增加所得出S03(g)的摩爾數，而沒有附

合理的解釋。

題號

11 

13 

14 

12 

考生的表現欠佳。在(a)部，剛少於一半的考生能夠正確地指出使各
次實驗的反應混合物總體積相同是為了進行公平測試，使NaOH(aq)的
濃度成為唯－的變數。在(b)部， 只有四分之 － 的考生能夠正確地計
算出在第2次實驗所配成的NaOH(aq)溶液的pH。部分考生在計算中
混淆了 NaOH的摩爾數及溶液的濃度，有些考 生未能夠認識
匱(aq)][O:Er(aq)] = 1 .0 X rn-14 mol2dm-6 的意思，以致未能把此方程式正確
地應用在計算之中。有些考生在計算中混淆了[H+(aq)]及[Ofr(頤）］。在
(c)部，約有一半的考生能夠認出反應速率受混合物的NaOH(aq)濃度影
響。部分考生未能認清問題的重點，而錯誤地指出反應速率是受所
加入的NaOH(aq)溶液的體積所影響。只有很少數考生能夠在答案中給
予完整的推定。在(d)部，大部分考生能夠正確地指出可利用比色法
更準確地檢測顏色變化。

考生的表現欠佳。只有少數考生能夠正確地寫出合成路線，並在每
一步驟中清楚地寫下合適的試劑和反應條件。即使約有 一 半的考生
能夠辨認出這是－個涉及兩個主要步驟的合成路線，在第 一 步中涉
及由 一 酰胺轉化成 一 羧酸，及在第二步須要進行一分子內的酯化反
應，部分考 生未能寫下完整答案。常見的錯誤有：漏寫了 一 些反應
條件、在步驟中提出了不合適的試劑（使用稀比S04 來進行酯化反
應），及在建議的合成路線中包含不合適的步驟（使用酸化民Cr201來
進行氧化反應，使用LiAl比來進行還原反應）。

一般表現

考生的表現尚可 。 在(a)部，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繪出一個正確
把混合物回流加熱的裝置標示圖。部分考生錯誤地繪出一個蒸餾法
的裝置圖作為答案。其他常見錯誤包括在裝置圖中缺少了一些標
示、冷凝管上的人水口及出水口的位置不正確，以及該裝置被繪成
一封閉系統等。在(b)部，約有一半的考生能夠建議合適的替代試劑
來進行該還原反應。部分考生錯誤地寫出在酸性介質中使用LiA田4

(LiA田/H十（四））。在(c)部，約有一 半的考生能夠給予正確答案。 一 些考
生提供以下不正確的答案： 「 位置異構體」 、「 幾何異構體 」 及 「結
構異構體」 。 在(d)部，只有約三分之 － 的考生能夠正確地指出P和Q這
兩個化合物具不同的旋光性，或它們能夠令平面偏振光以相同幅度
但相反方向偏轉。部分考生錯誤地指出這兩個化合物有不同的熔點
或沸點。在(e)部，少於一半的考生能夠提出合適的化學測試來分辨
苯乙酮和P。

考生的表現尚可。约有三分之 － 的考生能夠給予正確而又完整的答
案。約有三分之二的考生能夠把該四個元素正確地按電導性遞減的
次序排列，但當中有些考生在一些地方未能給予正確的解釋。部分
考生未能意識到鈉及鋁均有巨型金屬結構，而硅則有巨型共價結
構。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鈉的電導性較鋁為高，是因為鈉較鋁活潑，
故此鈉原子較鋁原子更容易失去其最外層電子來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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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二包含三部分。 甲部為課題十三 「 工業化學 」
、 乙部為課題十四 「 物料化學」及

丙部為課題十五「分析化學」 。 考生須回答兩個選取部分的所有試題。

題號 選題百分率 一般表現
（％） 

甲部：1 98 考生在(a)部的表現令人滿意 。 但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未
能寫下麥克斯韋－玻爾茲曼分佈曲線下的面積代表什
麼 · 約有一半考生未能寫下

- 選擇300°C為生產乙醇操作溫度的理由；
－ 合成氣的兩種主要成分氣體；及
- 從合成氣直接製成的一個重要化學品 ．

考生1£(b)部的表現尚可 。 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未能寫下
一條把二氧化氮以得出碴酸的化學方程式和以哈柏法生
產氨時安裝熱交換器的理由 。 剛少於 一 半的考生未能

- 建議可從分餾液化空氣獲取氮；
－ 寫下一條把氨氧化以得出一氧化氮的化學方程

式；及
．． 從所給資料計算所生產氨的質量 。

考生在(c)部的表現良好 。 八成的考生能夠指出酶在蔗糖
水解時的作用 。 再者，甚多考生能夠推定對應HCl(aq)的
反應級數，但未能推定對應C12H22011(aq)的反應級數。約有
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蔗糖水解的速率方程 。 然而 ， 只有
約三分之－的考生能夠計算出有正確單位的速率常數 ，
和約有四分之－的考生能夠寫下基於綠色化學原理， 為
什麼澱粉較蔗糖更適合作為葡萄糖的來源 ．

乙部：2 6 考生在(a)部的表現欠佳 · 在(a)(ii)部 ， 只有約一 成的考生
能夠指出如「極性本質」和「含有苯基」等正確答案· 在
(a)(iii)部 ， 少於三分之－的考生能夠以描述存在分子間氫
鍵作為解釋凱庫勒是剛性的原因 ．

考生在(b)部的表現尚可· 約有四分之三的考生未能指出
這類晶體結構的名稱， 「 體心立方」是常見的錯誤答案 。
再者 ，甚多考生未能推定在所給予的晶胞內金原子的數
目；並錯誤以為配位數為13。

考生在(c)部的表現尚可。約有七成的考生未能推定和繪
畫PBT的兩個單體的結構。此外，甚多考生錯誤地認為所
涉及的聚合類別為「加成聚合 」

。 只有少數的考生能夠正
確繪畫所要求的結構。

題號 選題百分率 一般表現
(%) 

丙部：3 96 考生在(a)部的表現令人滿意 。 約有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
氫氧化鈉未能用作製備標準溶液的一個特質 ， 和約有三
分之二的考生能夠寫出纖維素及甲殻素在紅外光譜的相
似和相異之處 。 然而 ，甚多考生未能寫出對次氯酸根雛
子的化學測試 ．

考生在(b)部的表現令人滿意 。 由於只有約一半的考生能
夠寫出一條Fe2+

(aq)與Na2Cr2。,(aq)在酸性環境下反應的化學
方程式， 甚多考生未能計算在A的Na2Cr20?(aq)的濃度。約
有一半的考生能夠寫出吸光率與[Cr20l

一

（吲）］的關係和計
算在B的Na2Cr20,(aq)的濃度 。 然而， 只有極少數的考生能
夠提出為什麼要使用藍色濾片 ， 以及為什麼比色法較容
量分析更適合於測定 一 個非常稀的Na2Cr20.,(aq)的濃度 ．

考生在(c)部的表現尚可。 不少考生未能概述如何把Y從
混合物中分離出來的實驗步驟 ， 及錯誤提出以蒸餾法作
為分離的最後一步 。 大部分考生未能建議如何鑑定所得
固體為純化合物Y。再者，極大部分考生未能建議如何可
從X和Y的質譜把它們分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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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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所學校共14176名學生提交了校本評
核分數。本年是第五年推行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基於過往四年所累積的經驗，許多
參與學校在運作上一般均頗為暢順。

為確保教師對校本評核的要求和評估方法的原則有充分的理解，在2015年10月，本科舉
行了校本評核年度會議以及分組會議 。 這些會議向教師提供一些有關校本評核推行的－
般性意見和總結，以及在校本評核的要求和行政事務處理上的調節的最新資訊 。 在會議
上，本局亦向教師介紹一些能協助教師把實驗工作融入課堂的有用資源和支援。再者，
教育局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也有為教師提供培訓課程及所需資源，提升他們的知識和技
能，從而提升學校實施校本評核的信心。

根據參與學校呈交的評核數據以及學生的工作紙和報告樣本，可見學生的表現普遍令人
滿意，也符合評核預期的要求。為處理個別教師和學校評分標準可能出現的差異，所有

交的分數會使用統計以及專業判斷方式作出調整。值得欣喜的是本年度有52.5%學校的
分數在「預期的範圍」之內，約有30.0%的學校呈交分數比預期的高，以及17.5%的學校

交分數比預期的低。然而，大部分給分較高或低的學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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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理解，故評分的標
準大致恰當 。

為教師提供持續的支援，並確保校本評核計畫可公平地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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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學校按規定的準則推行。
區域統籌員和教師以電話、電子郵件、區域分享會和探訪學校等方式保持緊密的聯繫。
前述溝通渠道有助增加監督、區域統籌員和教師之間的理解。此舉是為加強對教師進行
校本評核的支援，讓區域統籌員／監督更了解校本評核在學校內施行的情況。教師和
生可從不同來源獲取的反饋意見顯示，故均頗為清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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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校本評核的實施作出進一步的優化；

1. 實驗的多樣性
縱使除了在實驗類別上有關容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要求外，對作為校本評核課業的實
驗類別的選擇並沒有嚴格規定的準則，如能讓學生接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實驗必定有
利於他們學習。對學校常常採用如「化學反應和能量 」

、「 反應速率 」 和「化學平衡 」

課題中的實驗令人鼓舞。據觀察，只有較少數學校揀選了製備實驗（特別是涉及有機
反應的實驗）作為校本評核的課業。由於缺乏經驗，很多同學對於進行有機反應，以
及從反應混合物中分離出生成物的正確程序的認識不足。讓學生多進行這類實驗可以
提升學生在基本實驗的技巧 。

2. 實驗報告的多樣性
校本評核接受不同形式的書面報告，如工作紙、短測以及簡單或全面的實驗報告等。
教師 一 般都能以專業的方式設計相關的課業。再者，值得欣喜的是大部分的學生均能
按教師所提出的要求來完成相關的書面苕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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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助於研習科學。以正確的方式建構並完成實驗
報告，以及展示數據和實驗結果均是非常重要的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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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面的實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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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類的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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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完成書面課業時可如何改善。教師可以多為學生提供文字及其他形式的
反饋，透過校本評核來促進學習。

4. 學生在記錄和分析從實驗所得的數據的表現
據觀察，學生常在記錄實驗數據、進行計算、處理坐標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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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算時用了不正確的有效數字、錯誤單位以及計
算不正確等 。 在過去 一 年觀察到有不少學生在進行滴定時，所記錄的滴定管讀數只有
一個小數位 。 與此同時，處理坐標圖表和繪畫實驗裝置圖均是重要的預期學習結果，
然而學生常常忽略了這兩方面學習要點，在表現上顯得較弱。建議學生可在這方面多
加注意 。

5. 防止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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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卫amphlet_C _ web.pelf)
附錄內有關註明課業中所引用資料出處的示例。

幺士迏
、`口ill!B

從2016年本科推行校本評核所見，學生的表現一般令人滿意，而教師在推行方面亦大致
暢順 。 從以往數年所積累的經驗，絕大部分教師對校本評核的要求和預期目的均有更
晰的了解 。 教師在選擇適當的實驗工作及評核學生的能力兩方面均沒有遇上困難。最後，
我們觀察到學生和教師所曾遇到的大部分疑問和挑戰，均大致得到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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