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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局宣佈 DSE 4 月 24 日開考相關事宜之意見 

 

1. 教育局密切觀察疫情並按醫學專家，確定 DSE 公開試於 4 月 24 日開考，加

之，近日確診個案連續處於低位，本會贊成教育局宣佈開考決定； 

2. 與此同時，教育局亦有就疫情若然突然變壞，作出重要說明，定出 5 月 22 日

及 6 月 11 日為兩次延考日期之設定，延考時間表及早作預告，對全港學校教

育持分者來說，能產生穩定「考心」的重要作用； 

3. 教育局指出在疫情的情況下，不排除取消 DSE，並會以評估成績取代，本會認

為教育局「沒有選擇的選擇」無可厚非，然而，教育局指出「考評局已經擬定

了一個評估成績等級的機制」，本會認為應要有更深入淺出的解釋，讓及社會

各界人士釋疑； 

4. 就 DSE 開考在前，本會認為两個問题是不能迴避：其一，防疫物資是否足

夠？家長、學校以及教局都有責任張羅，特區政府，自要承擔多一份的責任，

現目準備情况如何? 

5. 再者，考試場地的人數區隔，考生與考生之間，如何保持一點八米，甚或更寬

更安全的一點八米的距離，以免相互接觸感染，同時亦確保若不幸有考生確

診，而其他同場考生不會視為緊密接觸者，從而遭到「斷考」隔離 14 天的命

運？就此，教育局及考評局必須盡快設定「考試埸地配對計劃」，此即由政府

跨部門作出協，讓考評局商借 更多的場地，即在原有已設定的試場四周，可

配對附近的小學、社區中心以作必要的備用考埸，既可讓每一位考生的區隔，

能完全享有一點八米以上的距離，每一考埸的總人數限額，不多於一百人，同

時，亦可作為少部份考生有需要隔離考試之用； 

6. DSE 的運作，評卷中心的防疫安全亦十分重要，場地設定需避免評卷員可能出

現的交叉感染為要； 

7.是次的 DSE 開考，疫情考評要两兼顧，難度大，牽涉面廣，因此，必須設有跨

部門管控委員會，以便應對緊急狀况; 

8. 本會認為 DSE 是本港主辦具公信力的公開試，考生積極準備應考是一份應然

的、不能逃避的責任。決定人生的前路，當然不是公開試成績，卻肯定是努力

的、全程全情要付出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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