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數｀

3. (a) (i) 進行焰色試驗。
鈉離子發出明亮的金黃色火焰而鉀離子發出淡紫色的火焰。

(ii)把一片沾了酸化民Cr20?(aq)的濾紙放入氣體。
濾紙由橙色變為綠色。

考生表珮

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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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生須回答各部分的全部試題。

甲鄣（多項選擇題）

本部共設36道多項選擇題。 考生平均答對22.4題，表現大致良好 。 考生在以下各題
的表現，顯示了 一 些常見的錯誤觀念 。

1 ．

(b) (i) 由淺黃色轉為淺粉紅色

(ii) (1) (37.62+37.58+37.60) + 3 = 37.60 cm 1 

(2) 在步驟(1)中生成Fe2\aq)離子的摩爾數 3 
= 0.0282 X 37.60 X 10-3 X 5 X 10 = 0.0530
在步驟(1)中反應了的Fe3+(aq)離子的摩爾數= 0.0530
反應了的HONH2(aq)的摩爾數= 0.875 + 33.0 = 0.0265
HONH2(aq) : Fe3+(aq)的摩爾比= 1: 2

(3) 鐵的氧化數由+3變為+2'在HONH2(aq)中，N的氧化數是-1。 2 
由於HONH式aq) : Fe3+(aq)的摩爾比= 1 : 2, 在該氧化物中N的氧化數
= -1+2=+1

(iii) N20

在題3' 須知道化合物的實驗式應顯示在該化合物中所存在各原子的數目的最
簡單正整數比例。 當比較選項A和選項C時 ， 由於選項A給出碳原子數目對氫
原子數目的最簡單正整數比例為1:1 , 而在選項C其比例為2:2, 因此選項A是正
確的實驗式 。

題3. 某碳氫化合物在氧中完全燃燒得出17.6 g的二氧化碳和3.6g的水。下列何
者是這碳氫化合物的實驗式？

（相對原子質量： H = 1.0, C = 12.0, 0 = 16.0) 

A.* CH
B. CH2
C. C2H2
D. C2Hs

(43%) 
(18%) 
(29%) 
(10%) 

(c) (i) (1) 在加熱時溶劑不會流失。

(2) 

2. 

2
 

提取物

熱

A
_

o力

入水

在題22, 除了知道從在室內條件下燃燒煤所得的生成物外 ， 本題也要求考生
從包括酸度、 物態以及它們是否有毒等幾個角度來分析這些生成物 。 就以這
些生成物的幾個例子來說明 ， 二氧化碳是酸性的而一氧化碳不是；二氧化碳
是氣體而碳粒不是； 一 氧化碳是有毒的而水不是 。 因此 ， 本題中的三個陳述
均正確 。

題22. 下列有關在室內條件下燃燒煤的陳述，何者正確？

(1) 燃燒煤均生成酸性和非酸性物質 。
(2) 燃燒煤均生成氣態和非氣態物質 。
(3) 燃燒煤均生成有毒和無毒的物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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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4%) 
(25%) 
(50%) 

(3) 柱色層法

(ii) w
它帶有>C=O基團：它的IR光譜在1700 cm-1附近出現強吸收峰。
它不帶有-COOH基團：它與NaHC03(aq)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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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題 34• 須知道化學平衡有動態本質， 意即正向反應和逆向反應均仍在進行
中並其速率相等 。 在此條件下，所有反應物及生成物的濃度保持恆定但不 一

定相同 。 再者， 反應物及生成物在反應式的計量系數並不構成 反應物與生成
物濃度的簡單比例關係 。

題 34. 考慮以下的平衡體系：

2Cr0汽aq) + 2H
+
(aq) F Cr2 0汽aq) + H2 0(1) 

下列的陳述， 何者不正礦？

(1) [CrO訌aq)]必定等於[Cr2 0/-(aq)]。
(2) 正向反應和逆向反應均已停止 。
(3) Cro/-(aq)的摩爾數必定是Cr2 0/-(aq)的摩爾數的 兩倍 。

A. 只有(1)和(2)
B. 只有(1)和(3)
C. 只有(2)和(3)
D.* (1)、(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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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2%) 

(8%) 
(42%) 

乙鄯（傳統題）

題號 一 般表現

1 考生 在這題的表現良好 。 在(a)部，約有三分之二考生能夠寫出在鋇
中 正確化學鍵合的種類 。 有少數考生錯誤地寫出在 鋇中的鍵合是離
子鍵 。 在(b)(i)部， 剛不足半數考生能夠給予正確答案 。約有三分之
一考生錯誤地指出不能收集該氣體是因為儀器並沒有被蓋上。在(b)(ii)

部，約有四分之三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答案 。 在(C)(i)部， 有少數考生
錯誤地指出有氣泡生成。在(C)(ii)部，约有－半考生能夠給予正確答
案 。 有少數考生錯誤地指出電導性由B至C增加是因為BaS04 能溶於
酸中， 因而生成流動的 Ba2十

和SO「離子 。

2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a)部，約有三分之一考生能夠給予
正確而又完整的答案 。 有少數考生只比較銅和鐵的化學性質， 而沒
有給予解釋 。 亦有少數考生錯誤地用了「銹蝕 」

一 詞來描述銅的腐
蝕。 在(b)(i)部， 只有很少數考生能夠指出加人鉛的目的是要降低焊接
物料的熔點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錯誤地指出鉛能夠透過犧牲性保護
來抑制腐蝕， 或增加焊接物料的硬度 。 在(b)(ii)部，約有四分之三考
生能夠寫出正確答案 。在(c)部， 剛不足半數考生能夠計算出正確的

答案 。约有四分之－考生混淆了從cm-3到dm
一3

的單位轉換 。

3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欠佳 。 在(a)部， 有少數考生單指出丙烯是不飽和
的分子， 而沒有提及它有C =C雙鍵 。 在(b)部， 只有少數考生能夠給
予正確而又完整的答案， 有些考生混淆了-COOH基團和--OH基團，並
錯誤地寫出H02C(CH2)4CO洱有兩個-OH基團 。 在(c)部， 只有少數考生
能夠正確地描述在比0

十
中配位共價鍵的形成 。約有四分之一考生未

能夠指出在比0分子中的 0 原子上有兩對孤電子對， 有少數考生錯誤
地指出在配位共價鍵中的成鍵電子是由－ 氫原子所提供 。

4 考生 在這題的表現差劣 。在(a)(i)部 ，约有三分之－考生能夠寫出在
電極A處因着Off的優先放電而有無色氣體生成 。 有些考生只寫出預
期的觀察而沒有給予解釋 。 在(a)(ii)部， 只有少數考生能夠寫出完整

答案，有少數考生只提及酚酞指示劑的顏色變化，而忽略了因著H
十

的
放電而生成無色氣泡 。 在(b)部 ， 只有約四分之一 考生能夠寫出正確
的總反應方程式 。 在(c)(i)部， 只有少數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答案 。約
有三分之一考生只寫下「沒有改變」而沒有給予更多的闡述。在(C)(ii)

部， 只有少數考生能夠指出因為H2S04的存在使該溶液維持酸性， 因
此在溶液中的酚酞指示劑維持無色 。

5 考生在 這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 約有三分之一考生能夠給予正確而又
完整的答案 。約有一 半考生能夠指出因為E的分子體積較 比的 為
大， 所以在 F2 分子間的范德華力較在比分子間的 為強 。 有些考生錯
誤地以止和E的分子質量來解釋引力的 強弱 。 有少數考生錯誤地寫

出於H千分子中的 H原子和F原子之間存在氫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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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一 般表現 題號 一般表現

6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a)部 ，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能夠正確
指出應使用的警告標籤 。 在(b)(i)部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夠說明為什麼
不應直接滴定濃硫酸 。 在(b)(ii)部 ， 約有 一半考生能夠指出滴定終點
的顏色改變 。 在(b)(iii)部 ，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能夠計算出樣本的濃度 。

在(c)部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的反應方程式及預期的觀察 。

為數 不 少 的 考 生 書 寫了以下不 正確的反應方程式 ：
Cu(s) + H2S04(1)➔ CuS04(aq) + Hi(g) 

7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尚可。 在(a)部， 只有接近四分之－考生能夠解釋
為什麼不能 從實驗直接測定該生成焓變 。 在(b)部 ， 約有四分之 一考
生能夠寫出赫斯定律 。 在(C)(i) 部 ， 約有三成考生能夠繪畫所要求的
焓變循環及使用準確標示 。 在(c)(ii)部 ，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夠提供所要
求的標準條件及計算出C2比(g) 的生成焓變 。 最常見 的錯誤是省略了

12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欠佳 。 在 (a) 部， 有很 高比例的考生能夠寫出
3-溴戊烷的正確結構式。 在(b)(i)部，約有一半考生能夠辨認出化合物
B是戊-3-醇 ， 並能夠寫出正確的 結構式 。 有少數考生錯誤地寫下
戊-1-醇的結構式 作為答案。 只有很少數考生能夠對應化合物B給予合
適的推論 。 在(b)(ii)部 ， 約有 一半考生能夠寫出正確的答案 。 以下的
答案均為錯誤或不夠精確： 「 鹵化作用」、「 溴化作用」及 「 溴 氫化作
用」等 。 在(C)(i)部， 只有約四分之－考生能夠寫出化合物A的正確結
構式 。 有些考生在結構式中沒有加上 「 ＊」符號 ， 亦只有很少數考
生能夠對應化合物 A給 予合適的推論 。 在(C)(ii) 部，約有三分之一考
生能夠對應A至B的轉化寫出正確的所需試劑 。 有些考生在答案中遺
漏了所需的催化劑， 亦有少數考生混淆了氫化作用和還原作用， 並
錯誤地寫出NaB比或LiAlH4作為答案 。

或寫了錯誤的物態符號 。 再者，很多考生未能書寫所需的平衡化學
方程式， 所以未能完成計算。

8 考生 在這題的表現尚可 。 在(a)部， 約有三分之一考生未能書寫所需
的平衡化學方程式。 在(b)部 ，約有四分之三考能夠繪畫一個二氧化
碳分子的 電子圖 。 在(c)部 ， 只有很少數考生能夠說明支持使用電動
車輛有助紓緩全球暖化的理由 。 在(d)部，只有約 一 半考生能夠以「 空
氣不足」或 「 氧不足」作答案 。 在(e)(i)部 ，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能夠
寫出 「 催化轉化器」。 在(e)(ii)部 ，剛超過一半考生能夠說明 所要求的
空氣污染物 。 然而，有不少考生提出了如「二氧化碳」等錯誤答案 。

I 

13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尚可 。 约有四分之－考生能夠給予正確而又完整
的合成路線 ， 並在每 一 步驟中清楚寫下合適的試劑和反應條件 。 有
些考生未能夠辨認出該環狀的酯能夠透過水解把環打開 ， 並得出 一

個羧基和 一個羥基 。 約有三分之－考生未能夠為合成路線 提出 一 個
合理的中間體 。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夠為第二步所涉及的還原反應寫出
正確的試劑 (LiAIRt ; 隨後加入H+

(aq)) , 但有些考生錯誤地寫出能夠利
用NaB比來把羧基還原成為羥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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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使用濃比S04 來進行酯的
水解） ， 及在建議的合成路線中包含不合適的 步驟（例 如 ， 使用 酸化
氐Cr20?(aq)來把中間體的羥基 進行氧化） 。

9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尚可 。 約有四成考生能夠提出合適的化學測試來
分辨該四個液體， 並正確地說明預期觀察。 部分考生能準確描述使
用溴來測試含碳碳雙鍵的丙烯酸時宜在暗黑環境中 進行 。 然而 ， 部
分考生混淆了使用 酸化或沒有 酸化的高錳酸鉀溶液進行測試的不同
預期觀察 。 有些考生錯誤以為CH3C02CH3 含有酮官能基 。

10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在(a)部 ， 剛不足半數考生能夠寫出正
確答案 。 有少數考生未能夠認出氧的摩爾數和過氧化 氫的摩爾數之
間的正確計量關係 。 在(b)部 ，約有四分之 一 考生未能夠清楚地表達
出該曲線 的坡度的下降趨勢， 而當中的前段曲線被錯繪成近似一直

14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欠佳 。 只有少數考生能夠給予正確而又完整的答
案 。 只有約三分之 一 考生能夠為皮應寫出正確的平衡化學方程式 。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夠基於題目所給予的資料 ， 寫出兩個或以上正確的
錳所展示過渡性金屬的特性 。 有些考生未能夠寫出錳在MnO八aq) 和
Mn吖aq)中的正確氧化數 。 有些考生未能夠從題目所提供的資料推定
出Mn2+(aq)的催化特性，而當中有些考生錯誤地指出Mn02(s)或KMn04(aq)

是該反應的催化劑。

線。 在(c)部 ， 剛不足半數考生能夠指出氣體的總體積仍是60 cm3 , 並
附有正確的解釋 。 有些考生錯誤地把該反應考慮成可逆反應， 並寫
下溫度改變對平衡位置的影響 。 在(d)部 ，約有一半考生能夠 建議出
另一個合適的方法來跟隨該反應的進度 。

11 考生在這題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a)部 ， 大多數考生能夠寫出八的正
確表達式 。 在(b)部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能夠指出溶液的 pH和[H\aq)]
之間的正確關係 。 有些考生在進行計算時不小心 ， 把正確的[HA]: [K] 
比例50000 : 1誤寫成1 : 50000 。 在(c)部，約有一半考生能夠正確地指出
因為反應的平衡位置向右移， 因此溶液的黃色會變得更深 。 有少數
考生只寫出顏色變化，而未能給予正確的解釋。 在(d)部，約有一半
考生能夠寫出4-硝基酚可在酸－鹼滴定中用作指示劑 。 有些考生錯誤
地指出它能夠用來量度溶液的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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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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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98 考生在 (a) 部的表現尚可 。 在 (a)(i) 部 ， 有 一 半考生能寫出
哈柏法的化學方程式 。 但只有少數考生能建議如何從所
得反應混合物中利用冷卻把氨分離 。 在 (a)(ii) 部 ， 只有少
於 一 半考生能夠從所給的資料中推斷出反應級數 。 在
(a)(iii) 部 ， 大部分考生能夠提出 如易燃或有毒為在化學工
廠中儲存甲醇的潛在危險 。

考生在 (b) 部的表現尚可 。 在 (b)(i) 部 ， 約有 一 半考生能在
同 － 張草圖上繪畫有催化劑和沒有催化劑將二氧化硫轉
化為三氧化硫的能線圖 。 部分考生卻使用兩張草圖繪畫
而部分考生錯誤標籤兩軸 。 在 (b)(ii)(l) 部 ，約三分之一 考
生能夠給出淨化反應物的原因是為防止雜質將催化劑毒
害 。 在 (b)(ii)(2) 部 ，約四分之三考生能夠寫出不宜以降低
反應系統的溫度進一步提高轉化率的理由。很少數考生
能夠寫出不宜以增加反應體系壓強進 一 步提高轉化率是
因為所提升的轉化百分比程度不夠高 ，因而不符合成本
效益。在(b)(ii)(3)部 ， 約四分之 － 考生能夠解釋選擇以02

微過量來把 SOi(g) 轉化為 S03(g) 是因為較容易獲得 02
°

考生在 (c) 部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 (c)(i) 部 ， 大約 一 半考生
能夠寫出如何從天然氣獲得 CO(g) 的化學方程式 。 在 (C)(ii)

部 ， 大約三分之二考生能夠寫出在陽極的半反應式 ， 並
基於汞的有毒性質來解釋為什麼流汞電解池過程已逐漸
被淘汰 。 大約百分之四十考生能夠寫出在陰極的半反應
式 。 在 (C)(iii)部 ， 只有不到一半考生能夠從所給的資料中
推斷出反應級數 。 在 (c)(iv) 部 ，約有百分之六十考生能夠
基於其高原子經濟來解釋為什麼所給的過程是綠色的 ，

而大約 一 半考生能夠基於其反應涉及有毒的反應物來解
釋為什麼所給的過程非綠色 。

乙部： 2 6 考生在 (a) 部的表現欠佳 。 在 (a)(i) 和 (a)(ii) 部 ， 只有約二成
考生能夠運用合適的鍵合／分子間引力概念來解釋該些
物料的性質 。 在 (a)(iii) 部 ，非常少數考生能夠運用所提供
的分子結構資料來預測該化合物會否呈液晶特性及提供
解釋 。

考生在 (b) 部的表現尚可 。 約有三分之 一 考生能寫出這類
晶體結構的名稱 。 再者 ， 約有四分之三考生未能推定在
所給予的晶胞內銅原子的數目 ，常見的錯誤答案為13。

考生在 (c) 部的表現尚可 。 約有九成考生未能準確地解釋
「 熱塑性」 一 詞的意思 。 此外 ， 約有三分之二考生未能

指出縮合作用的特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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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a)(i) 部 ，大約百分之八
十考生能夠提出以焰色試驗來分辨鈉離子和鉀離子 。 在
(a)(ii) 部 ， 大約百分之四十考生能夠提出基於二氧化硫氣
體的還原性質來進行檢測，如令到 Cr2。l

一

(aq) / H
+

(aq)由橙色
變為綠色 。 在(a)(iii)部 ， 約有百分之四十考生能夠寫出 X的
結構 ， 而部分考生錯誤以順式異構體代表其結構 。

考生在 (b) 部的表現尚可 。 在 (b)(i) 部 ，很少數考生能夠寫
出在滴定終點時的顏色變化為從淺黃色變成淺粉紅色 。 在
(b)(ii) 和 (iii) 部 ，

一 約四分之 － 考生能夠計算滴定中使用的 K.Mn04Caq)
的合理平均體積 ， 並以兩個小數位表達 。

約 一 半考生能夠計算HONHi(aq) : Fe
3+

(aq)的摩爾比 。
有少數考生能夠推斷出氧化物中N的氧化數為丑 。

約有百分之二十考生能夠為氧化物提出合理的實
驗式為N20。

考生在 (c)部的表現令人滿意 。 在 (C)(i)部 ，

約四分之 一 考生能夠說明 「 回流加熱」 在題目情
境下的優點為防止易揮發溶劑的消耗 。

约三分之 一 考生能夠繪製簡單蒸餾裝置的標示
圖 。 部分考生沒有察覺溫度計的正確位置以及需
要 一 個熱源 。
有少數考生能夠提出以柱色層法從雜質中分離
S 。部分考生錯誤建議以液液萃取法或蒸餾法作為
分離方法 。

在 (C)(ii) 部 ， 约三分之二考生能夠推斷青蒿素的可能結
構 。 部分考生沒有利用所給資料來確認羰基的存在和不
存在羧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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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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所學校共13053名學生提交了校本評
核分數 。 本年是第六年推行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 基於過往所累積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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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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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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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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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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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學校的
分數在「預期的範圍」之內，約有25.2%的學校呈交分數比預期的高 ， 以及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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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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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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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以 「 化學反應和能量」、「 反應速率」、「 化學平衡」及 「 有機合成」
等課題內的實驗作為校本評核的課業，可增潤學生的實驗經驗 ， 並提升學生的實驗技
能 。

2. 實驗報告的多樣性
校本評核接受不同形式的書面報告，如實驗工作紙、與實驗相關的短測以及簡單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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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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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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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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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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aa.edu.b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_pamphlet_C _ web.pdt)
附錄內有關註明課業中所引用資料出處的示例 。

結論

從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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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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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