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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和學與教息息相關，而「促進學習的評估」是指在學習過程中，教師持續

地蒐集有關學生學習的資料，診斷學習難點，提供適時和優質的回饋，以改善學習

並規劃跟進行動。 

基本能力評估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2000年發表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報告書中，建議在

不同主要學習階段施行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評估，除全港性系統評估外，基

本能力評估同時包括「學生評估」（Student Assessment）及「網上學與教支援」

（Web-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Support）。 

教育局在 2001 年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發展與實施基本能力評估

內的「學生評估」及「全港性系統評估」。「學生評估」是一個網上評估題目庫，

並可由電腦系統評估向教師提供學生表現的即時評估報告供參考，所有中、小學均

可以自願形式於整個學年內任何時間使用。相關的回饋資料有助教師對應學習重

點檢視個別學生的學習進度及難點，為學生訂下學習目標。學生評估系統已於 2017

年 1月升級為STAR平台，學校可經由香港教育城網站登入（https://star.edcity.hk/zh-

hant）使用。 

「全港性系統評估」屬低風險評估，主要用作定期了解小三、小六與中三級學

生在中、英、數三科的學習表現。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數據資料，有助學校了解整體

學生在各主要學習領域的學業水平，並作為跟進學與教的參考。全港性系統評估於

2004年在小三級率先施行，其後在 2005年及 2006年分別推展至小六及中三級。 

「網上學與教支援」是一個網上平台，提供對應學生學習難點的現成教學活動

及教材，供教師參考及使用。 

藉着基本能力評估提供的數據資料及上述資源，學校可調適教學計劃及教學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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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的檢討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委員會）於 2015 年 10 月就小三全港

性系統評估進行全面檢討，透過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研討會和會面等渠道，收集

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反映大部分持份者肯定全港性

系統評估在全港及學校兩個層面上回饋學與教的功能和重要性。考評局仍然繼續

通過焦點小組及問卷調查收集學校對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的意見。 

2018年及往後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 

2018年 3月，教育局接納委員會就 2018 年及往後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安排提

出的建議，分開處理全港和學校層面的安排。在「全港層面」，每年以抽樣形式在

全港公營及直資學校抽選約 10%小三學生參加小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在「學校

層面」，希望全體小三學生參與及獲發學校報告的學校，可直接聯絡考評局為他們

作出相關安排。考評局會把學校報告直接發放給學校，教育局不會索取個別學校的

學校報告。該項安排進一步清晰表示全港性系統評估資料不會用作評量學校，並重

新確立全港性系統評估為一低風險評估的原意。在眾多優化工作中，考評局一直負

責「改良試卷及題目設計」和「優化學校報告」項目的工作。2024 年小三級全港

性系統評估的安排亦沿用委員會上述的建議。 

2024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 

本報告旨在介紹 2024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以及描述本年度參與評估學生的整

體表現。自 2012年起，小六級全港性系統評估逢單數年度舉行。個別學校仍可以

自願形式參與小六評估，但考評局不會提供小六級別全港層面表現資料。因此，今

年本報告只涵蓋小三級及中三級學生的整體表現。 

本報告內容包括：第二章概述評估設計和擬題流程；第三章詳述評估安排及介

紹全港性系統評估網上評卷流程等。第四章闡述水平釐定與維持的方法，以及提供

跨年度的學生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數據資料。第五章詳述考評局供學校參閱的不

同類型的報告；第六至第八章分別詳述各級學生在中、英、數三科的表現，並提供

例子闡述達到基本能力水平的學生表現。第九章總結本年度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