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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仍嚴峻 考評局應公佈文憑試第三方案 

教育評議會建言 

病毒仍然來勢洶洶，教育局於上月公佈的中學文憑試（DSE）將於 4 月 24 日開考，以及各級復課

延後的聲明，此即取消中文及英文科口試的、學界稱之為第二方案！至今，第二方案實在要有再

次部署的必要。擺在眼前的是，若病毒傳播勢頭不減，特區政府必然有需要公佈更強硬的防疫措

施，如此，4 月 24 日文憑試既屬高風險的人群聚集，亦可能違反政府規定集會不能超越 4 人的法

例規定。新冠狀病毒瘋狂大流竄，全球大、小政府的政、經、社的各項臨時措施頒佈，人命攸

關，一切為防止疫情，防止疫情亦為了一切，因此，醫療學者、科學專家的意見必須站在隊前領

航，指揮行動，其餘政府所屬的各部門，都應配合跟隨。 

學校各不同持份者的同一角度都會以師生安全為念，首先會舉手發問：應否等待連續 14 日的確

實感染數字明顯趨向歸零，DSE 方可公開進行？即是說，要有第三方案的出現？當然，該方案必

須及早準備，以為及時之用，免失方寸，而第三方案應有下列的考量內容： 

一．文憑試再後延一個月，即至 5 月下旬，方能開考。而由 4 月初起計，再有多近兩月時間的緩

衝，教育局可多添置足夠的防疫用品，考評局就考試場地的商借，應更有轉寰的餘地，特別

因應人流要稀疏的考場座位安排，可能的話，各政府資助的大學，要有責任的騰出禮堂及課

室作文憑試試場。另外，考評局應提供更多誘因，招聘更多的監考員、評卷員，這對文憑試

的安全及順利推行，有必要的作用。 

二，考評局就第三方案再排各科考試日程，無可避免的各科考期區隔將要壓縮，文憑試仍然可維

持 7 月底放榜，同時，各大學在考慮各中學校長推薦後，盡快安排面試，向表現合宜的考生

發出暫時取錄通知書，8 月初，全港文憑試放榜，聯合招生辦事處於 8 月底通告結果，而各

大學及專上學院，延後至 9 月下旬開課，如此，亦無礙考生以 DSE 成績報讀境外的各大

學！ 

三，如疫情在 5 月初仍未有改善，考評局可再考慮再縮短文憑試的期限，只供四科核心科目，作

公開實體考試。與此同時，學校須上呈報考生在各報考科目的成綪及預計成績等級。學生在

文憑試的各科成績，將依據考生在四個核心科目計算的基本能力指標（General Ability 

Index - GAI）調整。非不得已壓短的文憑試，仍可在 6 月末至 7 月初的二個星期內全部完

成。況且內地更大規模的高考聯招試，亦歷史性延後至 7 月初旬，連續二天的考試，同樣可

定「生死」！ 

四，如疫情在 6 月份裡仍然險峻，文憑試不得不全部取消，正如英國已取消 GCE、AL、IBDP 等

公開考試一樣。此時，考評局應可參照小六升中一派位（小六升中試取消多年）辦法，用具

體的、可操作的統計方法，，先由各校提供學生各科的排名，再由考評局根據該校過往三年

文憑試平均成績調整，以及參照教育局的增值指標，作出綜合性的總成績，考評局可就此綜

合成績，向各學生發出成績單，讓大學選取「考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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