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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檢討的重點及成效 

 

侯傑泰 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主任 

 

從目標為本課程、教學語言等爭論的經驗顯示，考試檢討應提出針對性的關鍵對策

及措施，並保證其建議能獲用家接受，確實可行。 

 

近日香港考試局宣佈，將由海外考試專家檢討數項有關考試的重要課題，包括如何

採納校內試作公開試成績的一部份。 

本港及各國經驗指出，考試是教學的指揮棒，例如：論者批評小六學能試只用選擇

題，故教師不重視寫作訓練，導致學生寫作能力下降。低質素的檢討及建議，自不

然將教學帶入歧途，浪費學生精力，埋沒人才。以下我將列出公眾對本次重要檢討

的一些可能期望： 

 

(一)需具體方案及實施策略 

世界上並無一公認最佳的考試系統，例如：美國大學入學甚倚重校內成績及性向測

驗；歐洲一些國家的家長則相信及服從教師的升學建議及指導；亞洲一些國家的大

學卻自設入學試。 

若要將校內試變成公開試成績的一部份，其統計及數學調整方法，只要求教於本港

測量及統計學者，不消數分鐘已能解決。困難的部份是參考各國經驗，深入了解香

港的考試文化及特徵，從而得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及具體實施步驟，這才是檢討的貢

獻。簡單列出數項大原則及統計步驟，無助問題解決。就以母語教學、目標為本兩

大教育改革為例，具體實施方法及步驟才是問題癥結及公眾爭論焦點。 

以一些國家近期考試改革經驗，檢討包括：取哪次考試成績？比重多少？不同科目

的比重又如何？簡單如考試成績的精確度，即成績應用精確如托福試六百五十二分？

還是 A至 E五等級？還是十等級？均大有學問，不單含不同哲理，也影響學生對

考試的態度以及其他機構對成績的運用。不同等級精確度可導致完全相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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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慮香港及華人社會特徵 

頗多研究指出中國或亞洲人對學習有甚多異於西方學童的特徵，例如重視努力多於

能力，且深信考試對其前途有重大影響。 

一些歐洲國家能簡單地以校內試作公開評審的標準，但香港類似的經驗指出這方法

有甚多問題，不難想像將校內試及課堂式考試的比重加大後，各種形式的作弊必相

應增多，這可能包括父母兄姊替學生做作業(若平時分也影響公開試總分)，教師偏

幫自己學生(以提高自己班或整校成績)等均應運而生。 

以本次檢討另一課題「跨年考試等值」而言(如找出今年八十分等於去年多少分)，

在美國及歐洲很多國家，對那些保密試題均可再用，並可用預試方法找出試題的測

量上特性，但對中國及亞洲地區而言，在試場以背誦或其他方法，偷運保密試題至

試場以外，司空見慣。故「考試等值」需以其他方法進行。 

 

(三)結合預科及大學收生制度 

考試檢討內一個不可分離的考慮因素是成績的應用。本次檢討的兩個考試，主要作

高等院校及預科入學篩選及就業之用，過往香港也出現各種考試及新措施(如大學

收生辦法)因未獲相關機構配合及支持，而未能收到預期效果。 

若為貪圖方便，憑空想像閉門造車式作建議，不可行及認受性極受質疑，故此今次

檢討若要成功，檢討委員會應與有關考試成績的用家充分了解及商討；這些用家包

括：各中學、大學、其他專上院校、主要僱主、商會、香港其他教育諮詢組織機構

等。 

 

(四)校內成績不局限學科表現 

一如教育署余黎青萍署長及其他報章社論指出(如《明報》五月十日)，要將校內試

結合公開考試成績時，校內課程及成績絕不應以學科表現為限，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的表現都應該得到承認及處理。要達到這一點，根據他國經驗有多種渠

道及方法，八所大學改變收生方法是其中一種，這再一次說明上文第三項檢討「大

學收生制度」的必然及重要性。黎署長及報章社論深明及正確指出問題關鍵所在，

希望考試檢討小組能有同樣高明見識，並能具體地提出如何衡量學生公開試以外的

各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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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用現況並前瞻未來 

考試系統與課程等互相緊扣，香港近日已開展學制的討論，其中較流行的模式包括

現在五、二、三(中學、預科、大學)及三、三、四(初中、高中、大學)制度，兩種

學制對考試內容、方法等影響當然甚大。縱觀世界各地，考試升學制度與課程結構

難以分離，我們期望本次檢討的結果，不單對現行制度適用，檢討者亦應指出現行

制度的種種衍生問題，提出前瞻性建議。 

 

(六)須理順及釐清重點 

因考試與課程、課堂教學文化、教學環境、社會的期望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宏觀如

社會文化對考試的態度，微細如改革可能導致教師額外工作量，均會有直接影響任

何改革建議的成敗。故此檢討委員會的診斷、理順及釐清檢討的重點及相關問題，

是檢討成功的基石。 

本文並非企圖指導檢討的方向，我們關注的是檢討的效益。從目標為本課程、教學

語言等爭論而引致教育界、家長、甚至公眾的反抗情緒；經驗顯示，單是老師須如

何登分記錄學生的進步，已可改變全盤計劃的成敗。檢討委員應提出針對性的關鍵

對策及措施，並保證其建議能獲用家接受，確實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