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表現

卷一

本卷分甲 、 乙兩部，甲部為多項選擇題及乙部為傳統題。 全部試題均需作答。

甲邵（多項選擇題）

甲部共設3 6道多項選擇題，今作籽牛平均答對I 9題。下列各題可顯示考生一般的錯誤：

7. 

枸定速率
◄ 

二三辶二r——12N 
� 移移祭三厲

在粗糙水平面上，方塊受圖中的兩個水平力2N和12N作用下，如圖所示以恆定速率向
左運動 。如果突然把12 N的力撤走，冇兑－瞬間作用於方塊的淨力是多少？

* A. 12 N (25%) 
B. ION (15%) 
C. 8N (26%) 
D. 2N (34%) 

只有四分之-··!'向籽生選對正確答案A, 這揭示了大部分考生不知道摩擦力仍在作用於運動中的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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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i)i I I、 ， 顆前r (在點X從靜止釋放，需時h從X下墜至y, 而從Y下墜至Z則需時
12 。 如屮: .\'Y:YI 9:16• 求11 : 12。 空氣阻力可略去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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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7%) 
(12%) 
(41%) 

考生似未能純熟運川｝＼
I 

\ I弋，｀
') 
－妒來處理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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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二""'
26. 

X 

一顆粒子在時間t=O被拋射往空中，並於着陸前沿拋物線運動，如圖所示 。 哪一 個線圖

顯示粒子着陸前的動能與時間變化關係？空氣阻力可略去不計 。

A. (14%) (8%) 

動能
匕
匕

＾
月動

B
 

。

C. 動能

時間

(43%) *D. 動能 (35%) 

。

22. 

X 

時間

過半數考生不知道當粒子在最高點水平飛行時仍有動能 。

。

。

。

主軸
Y
 

20 cm 

時間

時間

在圖示的薄凸透鏡主軸上，放於X的一個點光源射出一條光線，在通過透鏡後到達十ilifll上

的Y點。 0為透鏡的光心，而OX=20cm及OY>OX。以下哪些敍述是正確的？

Y

一條載着指人紙面的電流I的直導線，放置在磁極片X和Y之間的磁場中 。 圖示合成的場力線
圖樣 。 求極片X的磁極以及作用於導線的磁力的方向 。 地球的磁場可以忽略不計 。

X的磁極

A. 
8. 

•c.
D. 

N

N

S

S
 

磁力的方向

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14%) 

(29%) 

(42%) 

(15%) 

過半數考生 ＇「薑得分辨出正確的極性，惟部分考生弄錯了磁力的方向 。

(1) 

(2) 

(3) 

透鏡的焦距小於20cm 。

如將點光源移離透鏡，間距OY會增加 ，＇

一物體放於Y會在X處得出縮小的成像。

·
'

A. 

B. 
* C.

D.

只有 (1)

只有(2)
只有 (1) 和 (3)

只有 (2) 和 (3)

(23%) 

(19%) 

(40%) 

(18%) 

约 40% 的考生並不完全明白光的可逆性這概念 。

65 66 

Provided by dse.life



28. 
磁場

c::7"
乏

＇

y 
----------�

3 I. 

在上面各電路中，電池的電動勢恆定而內阻可略。當每 一可變電阻的滑動接觸S從中央
位置向右邊移動時，每 燈泡的亮度會怎樣變化？

銅棒XY放於－對傾斜的光滑導軌上，並處於豎直向下的磁場中 。 導軌跟水平成角0• 並如
上圖所示連接着電池組 。 倘從棒的末端Y觀察，以下哪 一個圖顯示作用於棒的磁力F訌

A. (23%) B. 

* C. (42%) D. (22%) 

� 

超過 30% 的考生不知道磁力几必定跟磁場垂直 。

29.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汽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J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A.
B.
C.
D.

燈泡L,

癌暗
嚦暗
亻丶變
夔亮

燈泡L2

不變
變亮
變暗
不變

(43%) 

(29%) 

(17%) 

(11%) 

A. 

B. 

C. 
* D.

棒內有一飯生電流從O流向P 。

棒內有－厰生電流從P流向0 。

棒上會戚生出電動勢，而0端的電勢較尚
棒上會載生出電動勢，而P端的電勢較高 。

超過 30% 的考生誤以為戚生電流仍會在不完整的電路中流動 。

67 

超過 40% 的考生不知道在並聯分支上 S 的電阻改變並不會影響L2 的亮度。

32. s
 尸

Y
 

在一個指人纸面的勻強磁場中，金屬棒OP沿順時針方向繞0點在紙曲旋1Ji1,lj 以I 、哪 一

項敍述是正確的？

冇L面的黽路中，電池的內阻可略。當把開關S閉合，兩個燈泡都不發亮 。 伏特計有讀
數顯，l、,亻11安培計的讀數為零。如電路中只有一項故障，以下哪 一項是可能的？

A 燈泡X意外地短路了。
B. 愷泡 Y意外地短路了 。

｀＇ ． 愷池 X 燒毀了變成斷路 。

D. 燈泡Y燒毀了變成斷路。

過半數考生似乎並1"'i'1'\「明白矩路和斷路的意思 。

(15%) 

(15%) 

(46%) 

(24%) 

(18%) 

(14%) 

(2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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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傳統題）

題號

2

 

3

 

4

5

6

7

8

一般表現
表現普遍 不錯。大多數考生在 (a) 部懂得利用方程 E = mci0.T 求熱水釋放出的
熱量 ，但能力較弱者則忽略了在計算時需包括水傳送期間有 15 % 的能量散
失。在 (b) 部 ， 考生大多能找出水溫降至 60°C所需的時間，但部分卻沒有按要
求以小時 表達答案。僅能力較強的考生能在(c) 部清楚解說 為何系統釋放熱量
的率會逐漸下降。

在(a) 部能說出在尚未記錄數據前須作的正確步驟的考生不多 ，他們只提到把
水攪拌而忽略了需停止加熱。考生在(b)(i) 部多能計算出正確數據答案 ， 但部
分卻弄錯了單位。在 (b)(ii)部 ， 部分考生未能充分掌握實驗 (£=0) 中絕對零度
的概念，他們只寫出 -273 °C作為絕對零度而並非從所提供的數據推算它的值。

這題以升降機 為例子考核考生對功、能及 功率的知識和理解，考生 表現令人
滿意。(a) 部答得不錯。在 (b)(i) 部，只有能力較強的考生能正確計算出 裝設了
平衡錘後總機械功率輸出。考生多明暸在(b)(ii) 部電動機所需的功率輸出在裝
設了平衡錘後會較小。考生多未能清楚解釋為何 (b)(iii) 部的說法不 正確 ，有些
更誤以為即使鼓軸表面無摩擦升降機仍可上升。

考生在 (a)(i) 部表現良好。部分考生在 (a)(ii) 部未能標出電子於 P 點的加速度
方向。考生多能在(b) 部指出磁力與電子的位移／速度垂直 ， 但極少提及並無作

功 或動能保持不變。在(c) 部 ， 部分考生能推導出 r= 竺竺 ，但仍不能根據計算
qB 

或 推論導出電子速率v減半。

這題要求考生利用提供的儀器，描述一侗實驗以探究滑行玩具的制動距離跟
其 釋放高度的關係，考生表現令人失望。只有能力較強的考生清楚寫出所需
的步驟 ， 包括 需要量度的物 理量及根據功－能理論所得的預期結果。大多數考
生只 說出制動距離會隨着釋放 高度增加 ，而沒有任何圖解或數學．耐述。部分
考生不 懂使用題目 所提供粗糙的長紙帶及米尺來進行實驗。

這題以笨豬跳來考核考 生對力 學的知識和理解 ， 考生整體表現平平 。
在 (a)(i) 部，考生大多知道參加者於起始時為自由落體，但只有能力較高者可
以正確描述當繩索開始拉伸時加速度的改變 ，很多考生誤以為當繩索拉伸時
參加者開始咸速。在 (a)(ii) 部 ， 考生多明瞭當下跌時重力勢能轉化成動能 ，但
能提到在最低點時所有重力勢能轉化成繩索的彈性勢能者不多。在 (b) 部 ， 只
有能力較強的考生能清晰解說彈性繩索可延長制動時間，因而減輕作用於參
加者的淨力。在 (c) 部，考生均知悉全身式安全帶提供更大接觸面積，但很少
能 應用壓 強這概念來解釋。

考生大多能正確完成 (a) 部 ， 雖然有些忘了把波長的單位轉換成米，亦有考生
不知道微波是以光速行進 ，更有考生誤用了聲速 (340m s 1)。在 (b)(i) 部，考生
明瞭相長和相消干涉會導致相間的最大和最 小 ，但極少考生指出其原因是由
於沿XY的程差改變。在 (b)(ii) 部 ，部分考生不知所 涉的程差是 1½,1, , 或將
其錯認作A P-BP。(b)(iii)部答得甚差 ，很多考生沒有計及零級最大 或誤以為
對應於 0 = 90° 的級數仍可觀測得到 ，而方程 dsin0 = n 入亦被誤用 ， 因狹縫
間距在這情況下不能忽略。在 (c)部 ， 大多數考生知悉與微波相比 ，無線電 波
的繞射效應較為明顯 ， 但極少能指出細小障礙物對反射波會因此產生的影響。

考生在 (a) 部表現良好。在(b) 部，考生多能找出透鏡的位置並正確定出焦點 ，
但在繪畫光線時錯漏頻生 ，例如虛線／實線運用不正確， 又或是畫錯了光線方
向 。部分考生在光線圖中找尋焦距時出錯。在(c) 部，很多考生似乎胡亂地繪
畫光線 或放棄嘗試回答該部。

題號 一般表現
9 在 (a) 部 ， 考生能以不同方法 來計算衰變常數和 C-14 原子核的數目。在 (c)部，

有些考生混淆了N與N。或A與A。 ， 以致用了錯誤的 C-14 原子核數目代入
方程 ， 因而未能求得木材樣本的年齡。

IO 考生在 (a) 部大致表現良好。在 (b) 部 ， 考生大多嘗試以通過伏特計的電流而
非AB兩點間的電壓去解決問題 ，因而無法精確 解釋讀數怎樣受影響。在
(c)(i) 部 ， 懂得若慮跨各竜阻的電壓的考生，大多能計算出R的電阻值。因 (C)(ii)
部涉及較為陌4的 ＇情況，部 分考生放棄作答 ， 而嘗試作答者則極少能 說明電
路的運作，｀

11 在 (a) 部，雖然月／十名能引用方程式來計算靜電力 ，但錯漏百出 ，例如將靜電
力減平， 諜取 4兀 C 。 �9 X I 09 N m 2 C 2 或代入 r = 5 cm , 所繪自由體圖不
,1確等 很名考生沒有回答 (b)(i) 部，有些將整個電場圖樣 繪出 ，更有個別考
生，、；1片 以乃合電場是朝上指向正電荷。在 (b)(ii) 部，很多考生誤以為電勢是－
亻[,' [向凪 冇 (b)(iii) 部，少於半數考生能正確作 答 ，這顯示很多考生不明導體
'\'l鄰先吡荷或電場影響可引致毆應帶電。

考生所得f J勺分略低於 50%。大部分閱卷員認為本卷有適當比例的 題目 分別考核考生的基本知
諳戈禾U信」丨！片 m: 丿」

卷＝

本卷包括四部 1

1 r '1」/'ffl分有八道多項選擇題及 一 題 10 分的縉構式題目。 甲部題目是 「 天文學和
航天科學」 、 乙/'ill)如l是「原子世界」 、 丙部題目是 「 能量及能源的使用」和丁部題目是 「 醫
學物理學」 , 尼|」仍須在四部分中選答兩部分。

 -  

題號 煨答和 一般表現
(%) 

·- ·- 卜一－

1 26 在 (a) 部 ， 有些考生並不熟悉地球靜止軌道以及在軌道上通訊衛星的應
用。考生在 (b) 部答得 不錯 ，但常見的錯誤包括代入不正確的半徑，遺
届開方根或錯誤單位等。在 (c)(i) 部，能力較弱的考生不知道總機械能
足動能與勢能之和 ，亦有些不懂利用 (C)(i) 部的結果去解答 (C)(ii) 部，

戈錯誤寫出 M�-GMm[_I__) 。個別考牛遺漏了因子！
2 或給出負值

2 r -r 2 I 

l'i''.i l'!.E。在 (C)(iii)部 ， 有 為數不少的考生未能求得半長軸 ， 亦有考生忘
「轉移軌道 (2) 只需半個週期。

I ＇ 
2 (l'I 片生在 (a) 部表現理想。在 (b)(i) 部 ，很多考生在nmz 轉換 為 m2時遇上

困難。在 (b)(ii)部，考生多未能引用 光子的粒子性質來解說。在 (c)部，
1」)也考生誤用 0.81 eV或 2.30 eV來計算發射光子的數量。考生在 (d) 部
f自表現理想 ，能力較弱的考生未能畫出新的電流為原 來的 一 半 ， 有些
訓掉換了圖中的實線與虛線而並無任何標示。

 

3 81 冇 (a) 部，很多考生引用了錯誤的方程／角度／距離 ， 或在運算中混淆了
I弦與餘弦。在 (b) 部，考生普遍對 「 刺眼眩光 」 的認識非常有限。在
(C)(i) 部，考生大多只計算房間內所產生的熱。在 (c)(ii) 部，為數不少的
考＇［錯誤寫出 16 .48 kW x 2 而非 16.48 kW X 50%。考生在 (C)(iii)部的 表

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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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選答率 一 般 表現
( %) 

4 29 考生在 (a)(i)部的表現不俗，只少數考生弄錯了半值厚度的單位 。過半
考生在(a)(ii) 部能正確求得線衰減係數 。 在 (b)(i) 部，考生大多 表現 理
想，能力較低者在描述時 提到軟組織或骨骼會將顏色 「 轉變」成黑色
或白色，而 並沒有參照 X- 射線放射攝影圖像，個別考生 更誤以為
X-射線變弱是由反射而非衰減導致 。 在 (b)(ii)部，大多數考生只簡單地
指出 CT 掃描 提供 3D圖像，而 X-射線放射攝影則產生 2D 圖像，僅能
力較高者能以適當名詞如 「 背投影」 或 「 重建 」 來解釋 CT 圖像如何
形成。考生在 (b)(iii)部的表現令人滿意，部分考生對某些概念 理解錯
誤如 CT 掃描會使病人接收更多 「放射物質 」

。

校本評核

所有應考香港中學文憑 物理科考試的學校考生均參與 校本評核。於 2013 年考試中，來自 440 所
學校的 14087 位 學生呈交了校本評核分數 。 這些學校共分成 24 組，每組由 一位分區統籌員監
察校本評核的落實 執行，以及負責審閱學校所呈交的學生 作業樣本。

學生應注意按既定的要求，誠實及負責任地完成校本評核的課業。若抄鸌等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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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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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呈交的校本評核分數會根據統計方法作調整，而所發現的異常個案由 校本評核監督跟進。

57.5% 學校的呈分屬於「合乎預期範圍」類別，25.4% 學校的呈分稍高於預期，而 17.1% 學校的
呈分 較預期稍低。令人鼓舞的是數據顯示大部分教師明暸校本評核的執行，因此 一 般都有恰當

的給分標準。

分區統籌員造訪了部分 學校，蒐集校本評核施行情況的第 一 手資料 。 就統籌員以及參與教師的
評語來看， 校本評核整體運作暢順有效。 校本評核分數能準時呈交 並合乎各項要求，以下為本
年 校本評核的主要觀察及建議：

I. 

2. 

3. 

4. 

選 作 校本評核的實驗難度大都切合學生能力，並能與課程互相配合。大部分教師 於中五和
中六分 別以高於最低要求的三個實驗作評核 。令人可喜的是教師透過延伸問題來考核能力
較強的學生，以增強學生對物理概念的理解。

實驗報告大都批改妥當。除 於報告內各部分打分之外，教師可 進一 步於報告上適切提供評
核準則和文字回饋，從而利用評核加強學習。

就所提交的學生習作可見·教師所選的實驗習作範圍廣泛。較熱門的選材包括 「 拋體運動」、

「 玻璃方塊的折射率和臨界角 」
、 「 透境的焦距 」

、 「 可見 光的波長」 、 「 量度金屬線的
電阻」以及 「 載流螺線管的磁通量」

。 除此之外，較常見的亦有對波義耳定律 、 歐姆定律丶
向心力和波的干涉的檢定實驗。值得 一 提的是有些教師設計了例如「量度電光源的照明度 、

光通量和光效」的實驗以支援課程中選修部分的學與教。

除了從所提供的校本評核 課業樣本或坊間的實驗習作 選材外，部分熱心的教師更設計了 一

些 習作或工作紙， 一 般 來說，這些習作大都切合校本評核 和學生的學習需要 。 然而，有個
別 實驗太過簡單（例如利用安培計量度電流），而該些簡單習作只包含有限的進行科學實驗
過程的技能。評核的目標和技能在 2013 校本評核教師大會上已作強調，並由個別分區統籌
員跟進。教師應運用專業判斷挑選和設計課業或工作紙，以達到讓學生展示所知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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