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運用學與教資源評估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學習
社會福利

日期：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
教育服務中心西座㇐樓W134室



學習元素
 關愛社區
 弱勢社群
 經濟危機、人口遷徙及移民
 為社區、家庭及弱勢社群帶來

的影響

 為全人健康帶來的影響

 家庭結構 / 家庭瓦解 / 單親
家庭

 社會支援 / 幫助類別 / 人際
支援網絡 / 社區聯繫

 社會福利制度
 正規照顧 / 非正規照顧 / 義

務工作者
 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的概念
 社會福利服務的分類
 香港社會的福利發展
 不同的社會福利制度





短答題
◦針對本科知識設題，以考核學科概念 / 詞彙的理解及應用為
主 Content based：Mainly focus on factual recall

◦期望簡單直接的答案. Simple and direct answers are 
expected

◦題問字眼需準確（指岀 / 描述 / 闡述 / 闡釋 / 建議），設題
用字宜精煉

◦忌：㇐題內集合太多學科概念，欠焦點



Q1.

◦(a) 家庭是屬於那㇐級社教化媒介。 (1分)                                   
◦(b) 指出兩個可能導致庭變遷的原因。 (2分)
◦



Q1.
◦(a) 家庭是屬於那㇐級社教化媒介。 (1分)    
◦Ans：初級社教化

◦(b) 指出兩個可能導致庭變遷的原因。 (2分)
 Ans：家庭衝突
 家庭分離
 家庭瓦解

問題與答案不對應
社教化媒介？社教化類別？

答案難以給分，
答案欠清晰及絕對
設題用字可更精煉



Q1. (Modified)
◦ (a) 指出家庭所屬社教化類別。 (1分)                                   

◦ (b) 描述家庭瓦解可能對兒童社交發展帶來的兩項負面影響。(2分)

◦Ans.
(a)初級社教化
(b)因應轉變，兒童可能被迫扮演家⾧的角色，由被照顧者成為照顧

者 / 更能明白別人的困難，建立同理心
家庭瓦解可能影響兒童與人相處 / 建立關係的方式 / 較為退縮



Q2.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曾經遍及全球。描述經濟
衰退在疫情期間如何影響全人健康。



Q2.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曾經遍及全球。描述經濟衰退在疫
情期間如何影響全人健康。

◦ Ans.
 生理健康 - 身心症 / ⾧期壓力下較易患上傳染病
 心理健康 - 情緒低落，引發抑鬱困擾情緒
 社交健康 - 社交活動減少，造成孤立

兩者沒有關係
題問字眼：如何影響

須解釋A如何引致B的過程



Q2. (Modified) 

◦描述經濟衰退對精神健康的各㇐項正面及負面影響。
(2分)

Ans.
正面影響：
 克服困難，建立抗逆力
負面影響：
因經濟困難而情緒低落，引發抑鬱困擾情緒



Q3.
◦社區照顧的推行有不同的模式，完成下表。(3分)

社區照顧的推行模式 例子
(a) 女兒⾧期在家裡照顧患上腦退化的

母親

(b) 地區關愛隊運送物資支援受雨災影
響的居民

(c) 鄰里和親友在有需要時互相照顧



Q3. ◦社區照顧的推行有不同的模式，完成下表。 (3分)

◦Ans.
(a)家居照顧
(b)義工服務
(c)社會支援網絡

社區照顧的推行模式 例子
(a) 女兒⾧期在家裡照顧患上腦退化的母親

(b) 地區關愛隊運送物資支援受雨災影響的居民

(c) 鄰里和親友在有需要時互相照顧

社區照顧模式？
社區照顧形式？

提供服務的模式？



Q3. (Modified) 
◦ 按社區照顧包括正規照顧和非正規照顧，以不同形式的社區照顧，以例

子的英文字母填寫以下答案。 (4分)
照顧例子

(a) 女兒⾧期在家裡照顧患上腦退化的母親

(b) 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運送物資支援受雨災影響的居民

(c) 鄰里和親友在有需要時互相照顧

(d) 醫院管理局的義工在醫院提供情緒及社交支援
正規照顧例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正規照顧例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s.
◦ 正規照顧例子：b, d
◦ 非正規照顧例子：a, c



Q4.
◦從社會適應和心理的層面，分別各指出㇐項父母離婚可能對
子女產生的影響。(2分)



Q4.
◦從社會適應和心理的層面，分別各指出㇐項父母離婚可能
對子女產生的影響。(2分)

Ans.
◦ 社會適應 - 角色混淆 ，影響日後社交關係
◦心理 - 對別人的信任感 / 缺乏安全感 / 建立親密關係的信心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指岀描述



Q4. (Modified) 

◦分別從生理及心理的角度，描述父母離異可能對子女產
生的影響。(2分)

Ans.
 生理角度 – 照顧者的轉變可能會引致營養、日常照顧及作息等
需要未能滿足而構成健康風險

 心理角度 - 對別人的信任感 / 缺乏安全感 / 建立親密關係的信
心



Q5.
◦在危機出現時，人際網絡支援可以提供不同的社會網
絡的幫助。完成下表。(4分）

社會網絡的幫助 幫助的例子
(a) 聆聽及了解危機的情況，關心處於

危機的人的需要
(b) 迅速地與處於危機的人或其相關的

成員取得聯絡
實質幫助 (c) 

(d) 與處於危機的人商討對策、給予意
見



Q5.
◦在危機出現時，人際網絡支援可以提供不同的社會網
絡的幫助。完成下表。(4分）

社會網絡的幫助 幫助的例子
(a) 聆聽及了解危機的情況，

關心處於危機的人的需要
(b) 迅速地與處於危機的人或

其相關的成員取得聯絡
實質幫助 (c) 

(d) 與處於危機的人商討對策、
給予意見

Ans.
(a)情感支持
(b)友誼
(c)為在危機中的親友照顧

幼兒、煮飯接送
(d)建議和訊息



Q6.

◦以社區中心為例，闡述兩項社區發展及支援服務所提
供的功能。 (4分)



Q6.
◦以社區中心為例，闡述兩項社區發展及支援服務所提供的功
能。 (4分)

◦ Ans.

 社會參與：透過舉辦各種小組及社區工作活動，團結居民並促進其
公民意識

 感情：透過舉辦各種小組及社區工作活動，建立對社區的歸屬感

設問較空泛，欠焦點
建議聚焦其中㇐項（社區發展或支援服務）

相關服務例子？發揮社區功能？



Q6. (Modified)【發揮社區功能】
◦描述以下有助弱勢社群解決個人危機的社區功能 。(2分)

◦感情功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s.
感情功能：成員互相支持及互相幫助，滿足彼此在感情上和物質

上的需要
經濟：提供工作給成員，並進行各種經濟及商業活動



Q7.

◦指出兩項義工服務的特性。並闡述其在社區照顧方面的重
要性。 (4分)



Q7.
◦指出兩項義工服務的特性。並闡述其在社區照顧方面的重要性。

(4分)

◦ Ans.
特性: (下列任何兩項)
 不求回報的付出
 自願及非強迫性
 帶有服務或幫助他人的目的
 服務對象主要是脆弱社群

在社區照顧方面的重要性: (下列任何兩項)
 為有需要的人 (脆弱社群) 提供幫助和支援
 令⾧期病患者、需要依賴他人照料的人、精神病康復者及殘障人士可以在其熟悉的社區環境下維持自

足的生活
 避免不必要的住院及隔離
 加強家庭及社區關係

設問較空泛，何謂重要性？
答案未能完全展示該問題字眼下對概念

詮釋的要求



Q7. (Modified) 

指出義工服務的㇐項特徵，並以此特徵解釋為什麼義工服務能
補足正規照顧。 (4分)

◦Ans.
特徵: (下列任何兩項)
 照顧者不會因所提供的服務收取任何正式的酬勞
原因: 
由於不涉及薪酬成本，義務工作可以提供額外資源 (例如：

人力資源)，從而補足正規照顧提供的服務



Q8.

◦闡述經濟增⾧對弱勢社群可能出現的正面影響。(2分)



Q8.
◦闡述經濟增⾧對弱勢社群可能出現的正面影響。(2分)

◦Ans.
◦政府收入增加，可以增撥資源為弱勢社群開展新的福利項目

注意每題分數分佈！
弱勢社群的個人福祉？社會福祉？

設題用字較空泛



Q8. (Modified) 
從以下層面，描述經濟增⾧對弱勢社群生理健康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各㇐項。 (2分)

◦ Ans.
a. 家庭收入提高，有能力去購買醫療照顧及健康服務 /營養充足的健康食品，疾病風
險相對減少 / 更有可能改善健康問題
b. 政府收入增加，可以放寬限制，增撥資源，令醫療照顧及健康服務改善，弱勢社群
患上疾病風險相對減少
c. 工時的增加，工作壓力上升，引起免疫力下降、焦慮引起的身心症狀，造成亞健康
/ 不良健康狀態 / 健康風險
d. 地區經濟發展或會帶來環境污染，使弱勢社群居住環境惡化，為他們帶來更多健康
風險

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個人層面 (a) (c)

社會層面 (b) (d)



Q9. (Modified)【相關服務例子】

以照顧殘疾人士的就業需要為例，指岀㇐項由社會福利署資助
的社區支援服務類別。 (1分)

◦Ans.

康復及訓練中心



考例子
• 給予學科概念
• 學生指出例子
• 例如：指出為行動不便的⾧

者提供的㇐個正式照顧的例
子。

短答題常見問法

考概念
• 給予例子
• 學生指出背後概念
• 例如：指出⾧者日間護理中

心所展示的兩項正式照顧的
特徵。

• 解釋：㇐般是2選1，因為短答題㇐般要求的回應較短。
29

短答題



Q1：正式照顧及
非正式照顧

Q3：COVID-19期間
保就業計劃

大綱

30

短答題

㇐、「考例子」
二、「考概念」

㇐、課程不要求計劃詳情
二、沒有學科概念
三、時效較短

修改方向題目

Q4：社會保障

㇐、配合人生階段
二、「形式」VS. 「角色」

Q2：社會福利服務
的類別和形式

㇐、同欄與同列的意思
二、計劃描述的代表性



Q.1

31

短答題

修改方向
• 方向：「考例子」及「考概念」
• 考概念：「以義務工作發展局的

家居維修義工隊為例，解釋義務
工作如何同時具備正規照顧與非
正規照顧的特徵。 」

原來題目
• 「分別舉出㇐個例子以說明

義務工作包含正規照顧及非
正規照顧的特色。 」

• 解釋：㇐般是2選1，因為短答題
㇐般要求的回應較短。

1 建議答案 分數

正規照顧
 由專業人士(持水電牌照) / 義務工作

發展局 統籌 / 監管 / 指導 / 提供服務
非正規照顧
 義務工作者不會向接受家居維修服務

者收取費用

1

1



Q.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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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答題

修改方向
• 方向：配合人生階段
• 「指出三類社會福利署按不同人

生階段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 」

原來題目
• 「舉列兩類主要的社會福利

服務。 」

• 解釋：以學科內容擬定問題，較能評核學生對本科知識的掌握。

建議答案
● 兒童期：家庭及兒童服務
● 青少年期：青少年服務
● 老年期：老人服務



Q.2b

33

短答題

修改方向
• 方向：「形式」VS. 「角色」
• 「除了直接提供外，指出其餘兩

項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角
色。」

原來題目
• 「除了直接提供外，指出其

餘兩項政府提供社會福利服
務的形式。」

• 解釋： 答案中的「監管 」 較貼近提供服務的「角色」。

建議答案
● 資助
● 監管



Q.3

34

短答題

修改方向
• 在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

發期間，有基層市民面臨失業的困境。舉
出在這期間的正式照顧與非正式照顧例子，
並解釋該照顧如何提供不同類別的社會支
援，以照顧受影響市民的需要。

原來題目
• 「在2019新冠病毒病疫情爆發

期間，很多基層市民面臨失業
的困境。分別舉例並說明政府
及非政府組織如何為他們提供
就業保障的安全網。」

• 解釋：可嘗試以學科概念考核，例如在COVID-19期間市民得到的正式照
顧與非正式照顧、政府措施以剩餘福利或制度再分配模式提供等。

㇐、課程不要求計劃詳情

二、沒有學科概念

三、時效較短

建議答案
正式照顧
● 保就業計劃
 實質支援：推出短期的保就業措施，保障僱員免被僱主
解僱

非正式照顧
● 家人 / 鄰居提供的照顧 (社會支援網絡)
 情緒支援：父母面對失業的不安時，子女主動關心和陪
伴父母，以舒緩他們的不安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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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答題

修改方向
㇐、「理念（？）」
二、「福利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發揮資源再分配的效果（？）」

原來題目
㇐、 「保障範圍（？） 」
二 、 「以特別需要津貼形式
提供，有限制申請資格
（？） 」

• 解釋：㇐、同欄與同列的意思。二、計劃描述的代表性



短答題
• 讓學生理解學科 / 課題重要概念

• 讓學生應用學科知識

1) 讓學生舉出例子來說明他們對學科 / 課題概念的理解；

2) 通過給予學生例子，讓他們應用所學概念回答

設題小貼士：

• 流程：概念應用，有層次地逐步發展（由淺入深)

• 提問字詞要精準

• 避免背誦資料、活動及計劃內容



短答題
• 例子1

就香港的三層醫療護理，完成下表。(6分)

三層醫療護理 描述 醫療護理服務例子
(a) 病人與醫生(例如全科醫

生)的第㇐個接觸點
(b)

第二層醫療護理 (c) (d)

第三層醫療護理 (e) (f)





資料回應題（結構題）

◦數據分析 Data analysis is required.
◦Data may b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figures, 
tables, charts etc.

◦ Focus on assessing reasoning skills when 
interpreting phenomena / trends / patterns of 
issues. 

◦Higher cognitive level is required.



Q1
1. 根據2021年由政府統計處進行的人口普查，香港人口由2011年
至2021年增⾧了4.8%。

◦ 資料1

◦ 1991年至2021年家庭住戶數目

年份 1991 2001 2011 2021

家庭住戶數
目 (百萬戶)

1.58 2.05 2.37 2.67



◦資料2
◦1991年至2021年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家庭住戶分布

年份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家庭住戶比率
1人 2人 5人 6人及以上

1991 14.3% 18.4% 14.3% 10.9%
2001 15.7% 21.8% 11.9% 5.8%
2011 17.1% 25.2% 9.0% 3.3%
2021 20.2% 28.7% 7.2% 2.9%



◦資料3
◦2011年及2021年有65歲及以上⾧者的家庭住戶數目

年份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有65歲及以上⾧者的家庭住戶數目
1人 2人 5人 6人及以上

2011 119376 203240 58648 35210
2021 188569 342940 67429 41943

三則資料均為圖表數據，
影響設題的多元化，發揮空間不大 （較單㇐）。

宜加入文字資料



Q1
◦ (a) 根據資料1，描述香港家庭住戶數目在1991年至2021年的變化。
計算2011年至2021年的家庭住戶數目的變化率，並以此比較其與同
時期的人口增⾧率。(3分)

Ans.
 香港家庭住戶數目由1991年的158萬持續增加至2021年的267萬
 2011年至2021年的家庭住戶數目增加了12.7%

 家庭住戶數目的增⾧率 (12.7%) 比人口增⾧率（4.8% ）快



Q1(a)
◦ (a) 根據資料1，描述香港家庭住戶數目在1991年至2021年的變化。
計算2011年至2021年的家庭住戶數目的變化率，並以此比較其與同
時期的人口增⾧率。(3分)

Ans.
 香港家庭住戶數目由1991年的158萬持續增加至2021年的267萬
 2011年至2021年的家庭住戶數目增加了12.7%

 家庭住戶數目的增⾧率 (12.7%) 比人口增⾧率（4.8% ）快

題目過於複雜，盡量避免加入過多不必要
的分析，與後續題目關係不大



Q1(b)
(b) 根據資料2， 描述在 1991至 2021年間香港家庭的每戶平均人數的變化。指出由這些變化
所反映的家庭結構轉變的趨勢，並指出兩項相關的原因。(5分)

Ans.
 香港家庭住戶的每戶平均人數在㇐或二人的住戶的比率持續增加
 每戶平均人數在五人及六人以上的住戶的比率持續由下降
 家庭結構: 由擴大家庭轉變為核心家庭
 原因: (下列任何兩項)
 出生率下降
 較多人於婚後不與父母同住
 夫婦選擇不要孩子
 移民
 跨境婚姻
 離婚



Q1(b)
(b) 根據資料2， 描述在 1991至 2021年間香港家庭的每戶平均人數的變化。指出由這些變化
所反映的家庭結構轉變的趨勢，並指出兩項相關的原因。(5分)

Ans.
 香港家庭住戶的每戶平均人數在㇐或二人的住戶的比率持續增加
 每戶平均人數在五人及六人以上的住戶的比率持續由下降
 （不成立）家庭結構: 由擴大家庭轉變為核心家庭
 原因: (下列任何兩項)
 出生率下降
 較多人於婚後不與父母同住
 夫婦選擇不要孩子
 移民
 跨境婚姻
 離婚

題目設題過於單㇐，考核學生相同
的分析能力

概念謬誤：家庭人數數目並不代表
家庭結構！



◦資料1
◦1991年至2021年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家庭住戶分布

年份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家庭住戶比率
1人 2人 5人 6人及以上

1991 14.3% 18.4% 14.3% 10.9%
2001 15.7% 21.8% 11.9% 5.8%
2011 17.1% 25.2% 9.0% 3.3%
2021 20.2% 28.7% 7.2% 2.9%

Q1(a) (b) (Modified)



Q1(a) (b) (Modified)
(a) 根據資料1，描述在 1991至 2021年間香港家庭的每戶平均
人數的兩項趨勢 ，並提出兩個可能原因解釋這變化。 (4 分)

Ans.
 香港家庭住戶的每戶平均人數在㇐或二人的住戶的比率持續增加
 每戶平均人數在五人及六人以上的住戶的比率持續由下降
 原因: (下列任何兩項)
家庭成員因死亡/移民/成年想獨立生活/結婚/ 離婚而離開
較多夫婦選擇不生育
跨境婚姻，部分家庭成員不在香港居住
出育率下降，普遍家庭成員減少



(c) 根據資料3，指出⾧者生活的最普遍的㇐類型家庭結構。
引用數據以支持你的答案。(2分)

Ans.
 核心家庭
 在2011年及2021年，有65歲及以上⾧者的家庭住戶最多

的都是２人家庭
◦

Q1(c)



(c) 根據資料3，指出⾧者生活的最普遍的㇐類型家庭結構。
引用數據以支持你的答案。(2分)

Ans.
 （不成立） 核心家庭
 在2011年及2021年，有65歲及以上⾧者的家庭住戶最多

的都是２人家庭
◦

Q1(c)

概念謬誤：家庭人數數目並不代表
家庭結構！



d) 根據資料3，計算並描述在2011至 2021年間獨居⾧者住戶的變化。
引用數據以支持你的答案。(3分)

Ans.
 獨居⾧者住戶大幅上升
 獨居⾧者住戶由 2011年的119 376 戶上升至2021年的188 569 戶，
 上升比率為58.0%

Q1(d)



d) 根據資料3，計算並描述在2011至 2021年間獨居⾧者住戶的變化。
引用數據以支持你的答案。(3分)

Ans.
 獨居⾧者住戶大幅上升
 獨居⾧者住戶由 2011年的119 376 戶上升至2021年的188 569 戶，
 上升比率為58.0%

Q1(d)

題目設題過於單㇐，考核學生相同
的分析能力

涉及過多計算的題目



Q1(c) (d) (Modified)
◦資料2:

加入文字資料（獨居⾧者），使設題避免過於單㇐
設題可更多元化，以更全面評核學生能力

加入更多本課知識及資料內容連結不同課題知識

根據統計處於202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本港有65歲及以上⾧者
的家庭住戶數目已超過102萬戶，當中有近19萬為獨居⾧者。疫情下，㇐
些獨居者顯得孤立無援，生活、健康和社交狀況，均令人擔憂。隨著年齡
增⾧，獨居老人終因疾病導致生理功能逐漸衰退而面臨生活無法自理的問
題，增加獨立生活的風險。⾧者獨居存在著不少風險和挑戰，⾧者的視力、
聽力會逐漸衰退，對周圍環境的判斷力、平衡能力和觀察力都會降低。而
㇐些用品或服務或有助保障獨居⾧者安全，以及提升其生活質素。



(b)指出㇐項獨居⾧者面對的危險類別，並根據資料2解釋你的答案。(2 分)

Ans.
 (外在) 環境危險 / 危害
隨著年紀漸⾧，⾧者的視力、聽力會逐漸衰退，對周圍環境的
判斷力、平衡能力和觀察力都會降低，令⾧者容易跌倒，增加
骨折風險。

Q1(c) (d) (Modified)

考核學生歸納及延伸資料的能力，
並加入主題冊1的學科知識



(c)以全人健康的不同層面，描述獨居⾧者面對的困難。(2 分)
◦ Ans.
 生理健康
 ⾧者在飲食上可能面臨咀嚼困難或特殊的飲食要求，需要額外照顧；而忘記定時服

藥、錯誤地服用藥物劑量或不理解藥物的使用方法
 獨居⾧者因體力下降、身體靈活度減低等原因，難以自行進行家居清潔
 心理健康
 因為行動不便等各種原因⾧期獨留家中、抑或社交活動及親友陪伴逐漸渦少，都會

容易令⾧者產生孤獨感、
 ⾧期獨自面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亦會造成壓力，⾧期有機會構成抑鬱症
 社交健康
 被社會排斥，常因缺乏家庭和社會支持和與外界隔離，造成無人關懷照顧的情況

Q1(c) (d) (Modified)

連結主題冊2的學科知識



(e) 指出㇐類由非政府機構為獨居⾧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並闡述其中兩項工作。
(3分)
Ans. 
 ⾧者支援服務隊
 (下列任何兩項)
 透過外展手法，識別可能需要社會服務的⾧者
 動員社區人士及及義工服務⾧者
 透過鄰舍網絡及義工網絡定期探供訪獨居⾧者
 為有需要支援服需要的⾧者提供以下服務:
 電話慰問獨居⾧者
 提供關懷和情緒支援
 介紹社區資源
 轉介⾧者接受持續服務
◦

◦



(e) 指出㇐類由非政府機構為獨居⾧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並闡述其中兩項工作。
(3分)
Ans. 
 ⾧者支援服務隊
 (下列任何兩項)
 透過外展手法，識別可能需要社會服務的⾧者
 動員社區人士及及義工服務⾧者
 透過鄰舍網絡及義工網絡定期探供訪獨居⾧者
 為有需要支援服需要的⾧者提供以下服務:
 電話慰問獨居⾧者
 提供關懷和情緒支援
 介紹社區資源
 轉介⾧者接受持續服務
◦

◦

題目字眼「工作」過於空泛，
難以評分



(d) 指岀本港支援獨居⾧者的㇐個正規照顧例子及㇐個非正規照顧例子。
(2 分)

◦Ans.
◦正規照顧例子
⾧者地區中心／⾧者鄰舍中心（⾧者中心）/家居及社區照顧

服務 /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計劃
◦非正規照顧例子
◦由家人/朋友/鄰居提供的社會支援

Q1(e) (Modified)



(d)解釋正規照顧可如何提供不同類別的社會支援，以回應獨居⾧者的需
要。(4 分)

◦ Ans.
 情感支持 - 透過⾧者中心義工的定期探訪，為他們提供情緒及心理上的支持，

減輕他們的孤獨感
 友誼 - 透過參加⾧者中心活動認識朋友，擴闊他們的社交網絡
 實質幫助 -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提供家務支援、個人照顧、護理、復康、日

間照顧
◦ 建議及資訊 - ⾧者中心提供輔導、轉介、協助處理⾧期護理服務申請

Q1(e) (Modified)



(e) 社區照顧分為 「在社區內的照顧」和「由社區負責照顧」。以合適的
例子闡釋如何運用以下兩個概念滿足本港獨居⾧者的社交需要。(2 分)

Q1(e) (Modified)

Ans.
在社區內的照顧

透過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者社區支援服務，例如⾧者地區中心／⾧
者鄰舍中心／⾧者活動中心／老有所為活動計劃／「護老同行」計劃
／⾧者日間護理中心／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協助獨居⾧者留在自己的家庭及社區內生活

由社區負責照顧
透過社區內的人士，如家庭、親友、鄰舍或義工等
關懷區內獨居⾧者的社交需要



Q2
◦資料1

有機構訪問了208個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下稱「單親照顧者」)，
當中有75.9%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 /⾧者照顧1名兒童，另外有
24.1%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者照顧2名或以 上兒童。這些家中較
年⾧成員需要單獨背負照顧兒童的責任，亦面對經濟困難，有51.2%家
庭生活在貧窮線下，當中22.1%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部分照顧
者同時需要兼顧工作，有40.2%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家人而減少與親友接
觸， 在他們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時得不到任何幫助44.4%。此外，單親
照顧者因居住環境空間不足，難以有親友探訪。不少受訪者在身心健康
上出現問題。



◦ 資料2
◦ 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認知

◦ 資料3
◦ 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使用社會服務的情況

社會保障制度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食物援助 在職家庭津貼

認識的比率 94.7% 60.1% 69.2%

社會服務 家庭服務 幼兒服務 青少年服務 社區發展服務

使用比率 17.8% 7.7% 7.7% 29.8%



(a)根據資料１，指出兩項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所面對的困難。
(2分)

Ans.
 單獨照顧家中兒童
 貧窮



(a)根據資料１，指出兩項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所面對的困難。
(2分)

Ans.
 單獨照顧家中兒童
 貧窮

HMSC 科的資料題不是閱讀理解，
不用文字歸納，設題意義不大



(b) 根據資料１，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缺乏哪㇐方面的支援。
引用資料以描述他們的情況。(2分)

Ans.
 人際支援網絡 / 社交上的支援
 有40.2%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家人而減少與親友接觸，在他們

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時得不到任何幫助



(b) 根據資料１，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缺乏哪㇐方面的支援。
引用資料以描述他們的情況。(2分)

Ans.
 （不㇐定社交支援）人際支援網絡 / 社交上的支援
 有40.2%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家人而減少與親友接觸，在他們

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時得不到任何幫助

答案過於偏頗，經濟支援？



◦ (a) 根據資料1，闡釋貧窮如何影響劏房單親照顧者的社交支援網絡，引用
資料以描述你的答案。 (2分)

Ans.
對社交支援網絡的影響：
因需要工作，減少社交生活，令社交支援網絡縮小 / 變得鬆散
引用資料：
居住環境空間不足，難以有親友探訪

Q2(b) (Modified)

考核學生對社交支援網絡概念的認識
使用不同題問字眼



(c) 根據資料1，指出兩項原因以界定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為
弱勢社群。(2分)

◦Ans
◦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遇上困難時難以解決危機，因為
 財富 - 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
 人際網絡 - 生活在鬆散的人際網絡



(c) 根據資料1，指出兩項原因以界定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為
弱勢社群。(2分)

◦Ans
◦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遇上困難時難以解決危機，因為
 財富 - 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
 人際網絡 - 生活在鬆散的人際網絡

答案未能有效地應用學科概念知識
（弱勢社群的特徵）



(b) 根據資料 1，描述劏房的單親照顧者的兩項弱勢社群特
徵。 (2分)

Ans
◦特徵：
難以運用個人資源(包括能力、財富、人際網路等)解決危機 -

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 / 因照顧家人而減少與親友接觸 / 居住
環境空間不足，難以有親友探訪

比㇐般人更容易處於危機當中 / 他們需要額外與及時的援助
- 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時得不到任何幫助

Q2(c) (Modified)

緊扣弱勢社群的特徵，
並運用資料1



Q2c 
◦資料1 (Modified)

有機構訪問了208個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下稱「單親照顧
者」)，當中有75.9%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 / ⾧者照顧1名兒童，
另外有24.1%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者照顧2名或以 上兒童。
這些家中較年⾧成員需要單獨背負照顧兒童的責任，亦面對經濟困
難，有51.2%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當中22.1%沒有領取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部分照顧者同時需要兼顧工作，他們擔心沒有安定的居
所，並且三餐不繼。有40.2%受訪者表示因照顧家人而減少與親友
接觸， 在他們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時得不到任何幫助44.4%。此外，
單親照顧者因居住環境空間不足，難以有親友探訪。



Q2. 額外題目：
(c) 根據資料 1，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及解釋劏房的單親
照顧者在哪㇐個層次未能獲得滿足。(2分)

Ans:
安全需求
劏房的單親照顧者他們擔心沒有安定的居所，並且三餐不繼，

缺乏⾧遠生存的需求，例如㇐個安全、熟悉及可預測的環境
和免於恐懼、疾病和危險

連結主題冊1的學科知識，
並運用資料



(d)根據資料1，闡述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在全人健康方面的狀況。(6分)

◦ Ans.
◦ 生理: ⾧時間的照顧工作令身體不能放鬆和休息不足，容易出現疲倦、關

節腫痛、胃痛等身體不適的情況

◦ 心理 : 居於劏房的照顧者在面對沉重的經濟及照顧壓力下，或更容易處於
較脆弱的狀態，精神健康上出現問題

◦ 社交: 照顧責任及居於劏房等影響他們社交狀況，有社交退縮的問題



(d)根據資料1，闡述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在全人健康方面的狀況。(6分)

◦ Ans.
◦ 生理: ⾧時間的照顧工作令身體不能放鬆和休息不足，容易出現疲倦、關節腫痛、

胃痛等身體不適的情況

◦ 心理 : 居於劏房的照顧者在面對沉重的經濟及照顧壓力下，或更容易處於較脆弱的
狀態，精神健康上出現問題

◦ 社交: 照顧責任及居於劏房等影響他們社交狀況，有社交退縮的問題

注意每題分數分佈！
題目字眼「狀況」過於空泛，難以評分



◦(d) 描述劏房的單親照顧者面對的壓力如何影響全人健康。
(3分)

◦ Ans.

生理健康的影響 - ⾧時間的照顧工作，持續的壓力會導致心身症，例如
皮膚病 (濕疹、麻疹等)／消化性潰瘍 / 強烈和持續的壓力會導致失眠，
令身體免疫力下降，增加感染傳染病的風險

精神健康的影響 - 強烈和持續的壓力會引發精神障礙，例如焦慮症／抑
鬱症/ 減弱專注力和記憶力，妨礙決策

社交健康的影響 - 持續的壓力會導致衝突的發生／不良的人際關係 / 社
交退縮／自我孤立

Q2(d) (Modified)

設題方向更清晰明確
連結主題冊4的學科知識



(e) 指岀及解釋兩類社會支援如何協助劏房的單親照顧者。
(4分)

(以下任何兩項)
情感支持：分享、聆聽，支持單親照顧者面對的壓力
實質幫助：直接給予單親照顧者物質支援，以解決困難和

生活所需
建議及資訊：提供生活的資訊，例如就業/照顧技巧

Q2. 額外題目：

連結主題冊7的學科知識



(e) 根據資料2，總結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認知
度。(2分)

Ans.
 超過㇐半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認識調查所提及的所有社會保障

制度
 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認知最高，達94.7%

 反映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人士，與社會福利系統的聯繫較薄弱，
若他們有需要時亦未必有渠道求助



(e) 根據資料2，總結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認知
度。(2分)

Ans.
 超過㇐半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認識調查所提及的所有社會保障

制度
 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認知最高，達94.7%

 反映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人士，與社會福利系統的聯繫較薄弱，
若他們有需要時亦未必有渠道求助

題問字眼「總結」過於空泛，
學生難以作答

答案推論存有疑點



(f)根據資料3，指出並解釋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在使用社
會服務的情況。(2分)

Ans.

 大部分受訪者沒有使用社會服務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福利缺乏認知，與社會
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



(f)根據資料3，指出並解釋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在使用社
會服務的情況。(2分)

Ans.

 大部分受訪者沒有使用社會服務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福利缺乏認知，與社會
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



◦ 資料2
◦ 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對社會保障制度及社會服務的使用情況

◦ 社會保障制度

◦ 社會服務

Q2(e)(f) (Modified)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食物援助 在職家庭津貼
使用比率 94.7% 60.1% 69.2%

家庭服務 幼兒服務 青少年服務 社區服務
使用比率 17.8% 7.7% 7.7% 29.8%



(f) 根據資料2，比較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在社會保障制
度及使用社會服務的使用情況。提出㇐項可能原因以解釋該情
況。(2分)

Ans.
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使用情況社會服務較社會保障制

度少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服務的資訊缺乏認知，

與社會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Q2(e)(f) (Modified)

考核學生比較兩項資料的內容
使用不同問題字眼及題目難度



(g) 根據以上的調查結果，提出兩項由社福機構可提供的正規照顧服務，以支援居於
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2分)

Ans. (以下任何兩項)

 為高危家庭及照顧者設立個案管理制度，及早介入及轉介，讓有需要人士可認識
及使用相應的公共服務，支援高危照顧者及家庭

 組織居民投入社區生活及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為居於劏房的弱勢社群提供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相關的資訊；
 連繫及轉介有需要的家庭至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系統（例如社會保障辦事處、為

劏房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單位等）
 在劏房集中的社區提供共享空間，配合硬件設施及服務， 讓照顧者及其家庭（尤

其家中有 0 至 6歲學前兒童的家庭)可在此進行不同社交及發展活動，㇐方面接觸
及辨識有潛在需要的家庭，同時加強劏房家庭的社區網絡及支援

 加強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支援服務，包括增加具彈性的喘息服務和緊急支援服務，
兒童緊急住宿服務、兒童照顧及暫託服務名額，支援有潛在危機的家庭

◦



(g) 根據以上的調查結果，提出兩項由社福機構可提供的正規照顧服務，以支援居於
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2分)

Ans. (以下任何兩項)

 為高危家庭及照顧者設立個案管理制度，及早介入及轉介，讓有需要人士可認識及使用相應的公共
服務，支援高危照顧者及家庭

 組織居民投入社區生活及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為居於劏房的弱勢社群提供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相關的資訊；

 連繫及轉介有需要的家庭至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系統（例如社會保障辦事處、為劏房提供服務的社
會服務單位等）

 在劏房集中的社區提供共享空間，配合硬件設施及服務， 讓照顧者及其家庭（尤其家中有 0 至 6歲
學前兒童的家庭)可在此進行不同社交及發展活動，㇐方面接觸及辨識有潛在需要的家庭，同時加
強劏房家庭的社區網絡及支援

 加強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支援服務，包括增加具彈性的喘息服務和緊急支援服務，兒童緊急住宿服
務、兒童照顧及暫託服務名額，支援有潛在危機的家庭

◦

題問字眼「社福機構」可刪減
宜運用資料2建議正規照顧服務例子較適切



◦分別就資料2的社會服務類別，建議㇐項本港支援單獨兒童照
顧者的正規照顧服務。 (4分)

Ans:

家庭服務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幼兒服務 - 日間幼兒照顧服務
青少年服務 - 「友伴同行」劏房家庭照顧者及學童學習支援

計劃 /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社區服務 - 學前兒童課餘託管服務 / 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

Q2(g) (Modified)



例題：

Anson的例子：

大綱

86

資料題

㇐、資料來源
二、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a,d,e,f)
三、問題指示是否清晰 (b,c)
四、學科概念的準確度 (g)

分析題目

㇐、使用資料：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二、使用資料：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c)
三、其他相關學科概念 (1e)
四、其他相關政府措施 (2e)



例題a

87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 頭兩點 - 記學科內容
• 第三點 - 分析同樣無需使用資料

原來題目
• 「根據資料1，以社會保障及社

會福利的概念，闡述所提及有
關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並不代表
社會保障工作圓滿。」

答案
• 社會保障是政府建立的公眾保障

• 社會福利是由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為有需要人士所提供的社會服務，當中也包括其
他公共服務

• 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不㇐定完全用於最有需要的脆弱社群



例題d

88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 第㇐、學生不需使用資料
• 第二、「建議」較「指出」適合

原來題目
• 「根據資料 2，香港社會保障的

申請數目不高，未能完全反映
相關的需要，指出其中兩項原
因以解釋此情況。」

答案
• 不少計劃需要經過嚴密的資格審查，繁複的審批程序令不少受助人士卻步

• 有需要的人，尤其是孤苦無依的貧困⾧者對社會福利資訊的認識不足

• 合資的人士擔心「標籤效應」



例題e

89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 第㇐、學生只需像閱讀理解㇐樣抄寫
資料

• 第二、既沒有考核學科概念，又沒有
考核例子，都沒有考核學生解釋資料
的能力。

原來題目
• 「根據資料 3，在「審查式社會

援助」和「普及式社會津貼」
類別，分別各舉出兩項在香港
的例子。」

答案
• 審查式社會援助：⾧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普及式社會津貼：高齡津貼／傷殘津貼／消費券



例題f

90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 第㇐點 - 學生只需像閱讀理解㇐

樣抄寫資料
• 第二及第二點 - 不需使用資料

原來題目
• 「根據資料 3，除香港外，其他

地區設有社會保險，簡述社會
保險的兩項好處。」

答案
• 讓不同階層的市民共同分擔及抵禦因環境或個人轉變造成的風險(如疾病、失業、年老等)

• 制度是全民式免審查或市民已預先供款，較少機會出現負面標籤

• 增加社會保障的覆蓋度及使用比率



例題b

91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問題指示是否清晰
• 「哪㇐類別的計劃」難以令學生

回答「無須予供款的社會保障計
劃」

原來題目
• 「資料2的社會保障計劃種

類是屬於那㇐類別的計劃，
指出負責提供這些計劃的政
府部門。」

答案
• 須予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

• 社會福利署券



例題c

92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問題指示是否清晰
• 「香港社會保障主要覆蓋的人口」

難以令學生回答「⾧者」

原來題目
• 「根據資料 2，除緩合社會

保障援助外，指出香港社會
保障主要覆蓋的人口，以數
據支持你的答案。」

答案
• ⾧者

• 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個案有951581 (313129+587087+51365) 宗， 遠超過總額㇐半



例題g

93

資料題

可改善之處
• 方向：學科概念的準確度
• 強積金是社會保障，但不是社署

的社會保障「計劃」。

原來題目
• 「政府推行的「強制性公積

金」不屬於社會保障。舉出
這措施的㇐項特色作解釋。」

答案
• 政府並非直接管理強積金供款，亦無為不穩定回報分擔風險

• 無市民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功能，保障按個人職業及薪金而定



例題：

Anson的例子：

大綱

94

資料題

㇐、資料來源
二、如何使用資料回應問題 (a,d,e,f)
三、問題指示是否清晰 (b,c)
四、學科概念的準確度 (g)

分析題目

㇐、使用資料：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二、使用資料：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c)
三、其他相關學科概念 (1e)
四、其他相關政府措施 (2e)



Q.1a

95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題目
• 「根據表1，指出㇐個扶貧

手法，並以合適的政府措施
闡釋該扶貧手法。」



Q.1b

96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c)

題目
• 「根據表1，指出及解釋百

分比最高的兩個群體。」



Q.1c

97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題目
• 「描述下列兩種模式的社會福利制

度在滿足個人需要時的功能，並根據
表2，指出與每種模式相對應的㇐項
現金援助計劃。」



Q.1d

98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解釋現象 +學科概念

題目
• 「根據表1、表2及表3，指出佔

合計總開支比例最高的㇐個弱勢
社群，並從社會層面解釋為何合
計總開支近年不斷上升。」



Q.1e

99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其他相關學科概念 (1e)
• 不同持分者

題目
• 「分別從社會大眾和政府的

角度，描述主要以稅收資助
的社會福利制度的㇐項優點
和㇐項缺點。」



Q.2a

100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c)

題目
• 「根據表1，指出相關服務

登記率的異常，並詮釋該數
值。」



Q.2bi

101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題目
• 「根據表1和表2，回答i和ii。」

• 「指出中心為本和家居為本
的社區照顧各㇐項」



Q.2bii

102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biic)

題目
• 「在提供服務時，兩項服務的

每個服務對象平均每月成本有
明顯差異。指出並解釋該差異，
以數據支持你的答案。」



Q.2c

103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解釋現象 (1bd) (2ac)

題目
• 「根據圖1，比較撥款分配最高

的兩個綱領及編制員工人數最
多的兩個綱領，並建議三個原
因以解釋為何有所不同。」



Q.2c

104

資料題



Q.2d

105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使用資料：

資料學科概念 (1ac) (2bd)

題目
• 「指出圖1的編制員工中人

最主要的兩類專業人員。」



Q.2d

106

資料題



Q.2e

107

資料題

設題分享
• 方向：其他相關政府措施 (2e) 
• 解決問題

題目
• 「指出及解釋㇐項政府措施，

以解決表1所反映的問題。」

答案
• 「⾧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直接資助合資格⾧者，⾧者可自由

選用及轉換社區券計劃下的認可服務單位、服務項目和服務量，
解決日間護理單位供不應求的問題」



設計原則 – 資料題
例子：《醫護與社福
界專業》
香港教育大學柯培麗博士



資料回應題
• 讓學生運用資料回答問題
• 通過提供資料（包括：政府措施 / 政策方向、社會趨勢 / 重要議

題），讓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展示他們對學科 / 課題概念的理解
設題小貼士：
• 流程：資料運用概念及應用建議政策 / 措施
• 建議採用政府文件/新聞公報/數據等作為資料來源
• 提供資料不用太多，2-3項已足夠（包括：文字、圖表等）



資料回應題例子

(a) 根據圖1，描述醫生在公私營機構提供服務所佔的比重，以數據支
持你的答案。(3分)

1. 細閱以下資料，並回答下列問題。
圖１：2018年有關醫生的醫療衛生服務人力統計調查



(B) 以服務使用者的角度，指出出現題(A)比重的兩項好處。(2分)



政府已確立中醫藥在本港醫療發展的定位，興建中醫
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提供政府資助門診服務及
中西醫協作治療住院服務，以及成立「中醫藥發展基
金」等。為促進中醫業界⾧遠發展，政府會探討賦權
中醫師指示病人接受診斷成像檢測(例如X光)及化驗檢
查。

(資料來源：資訊摘錄自《行政⾧官2021年施政報告》)

資料1



C) 指出資料1中屬於第二層醫療護理的服務。
(1分)
D) 根據資料1，指出可以協助中醫師更了解病人生理
狀況的兩類輔助醫療專業人員，並指出其工作所屬
的疾病預防層次。(3分)





情境題
• 以情境為基礎，考核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及應用
• 要求的答案需連繫情境內容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例如描述/指出)
• 情境整體內容需要聚焦(例如上述內容有多於㇐項壓力源)



• 提問未能有效針對情境內容



• 擴闊情境內容





• 可連結不同課題作出提問



• 提問空洞，需配合情境
• 學生未能有效運用情境內容作答，宜擴展情境內容，以免作答過於空

泛



• 提問時需正確介定作答方向



• 提問時需緊貼情境內容



• 情境內容可包括不同的持分者，從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作為提問方向



• 提問不夠聚焦，要考慮與所考核課題內容的相關性







• 提問時可延伸本科相關內容



• 答案宜充分展示詮釋該概念的要求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a) 陳先生是父母的照顧者，這是屬於哪
㇐類形式的照顧。(1分)
• 非正規照顧(1)

• 提問字眼欠準確: 照顧形式? 
• 情境沒有提及過陳先生有照顧父母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a) 陳先生是父母的照顧者，這是屬於哪
㇐類形式的照顧。(1分)
• 非正規照顧(1)

李先生現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無法
自己轉位下床，也沒法從輪椅站起來，生活起居
需由太太和兒子照顧。最近，太太確診早期的認
知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因李先生
的兒子需要輪班工作。兒子打算為父母申請由社
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期護理服務，
但擔心輪候時間⾧。

(a) 指出上述情境中的㇐類正規照顧。(1分)
• (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期護理服務(1)



(b) 跟據資料分別指出父母的問題，並建
議㇐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以解決他們的需要。(4分)
• 父親問題: 行動不便，日間缺乏家人照

顧，需要家居生活的照顧、護理和復康
訓練(1)

• 社區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1)
• 母親問題: 患上早期的認知障礙症，記

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1)
• 社區照顧服務: ⾧者日間護理中心(1)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 提問字眼欠準確:“跟據資料+指出+父
母問題”, 學生不知道是否要抄情境內
容, 是否要用自己文字解釋

• 提問內容較窄: “社區照顧服務”, 但
未涉及”家居為本”及”社區為本”
概念

• 答案可能被質疑:父親可否使用⾧者日
間護理中心, 而母親則使用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b) 跟據資料分別指出父母的問題，並建
議㇐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以解決他們的需要。(4分)
• 父親問題: 行動不便，日間缺乏家人照

顧，需要家居生活的照顧、護理和復康
訓練(1)

• 社區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1)
• 母親問題: 患上早期的認知障礙症，記

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1)
• 社區照顧服務: ⾧者日間護理中心(1)

(b) 按以下情況，以上述情境中的例子解釋
為何住宿照顧對李先生及其照顧者而言皆較
社區照顧可取。(2分)
• 功能缺損程度：李先生無法自己轉位下床，

也沒法從輪椅站起來，使他未能獨立地完
成日常生活活動。(1)

• 照顧者的應付能力：太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兒子需要輪班工作，所以未能為
李先生提供照顧。 (1)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李先生現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無法
自己轉位下床，也沒法從輪椅站起來，生活起居
需由太太和兒子照顧。最近，太太確診早期的認
知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因李先生
的兒子需要輪班工作。兒子打算為父母申請由社
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期護理服務，
但擔心輪候時間⾧。

• 先想想問什麼, 再設計情境



(b) 跟據資料分別指出父母的問題，並建
議㇐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以解決他們的需要。(4分)
• 父親問題: 行動不便，日間缺乏家人照

顧，需要家居生活的照顧、護理和復康
訓練(1)

• 社區照顧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1)
• 母親問題: 患上早期的認知障礙症，記

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1)
• 社區照顧服務: ⾧者日間護理中心(1)

(c) 為李太太建議㇐項社區照顧服務，並解
釋這服務如何協助她留在社區生活。(2分)
• ⾧者日間護理中心；在⾧者熟悉的社區環

境內，為他們提供個人照顧和復康訓練。
(1+1)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李先生現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無法
自己轉位下床，也沒法從輪椅站起來，生活起居
需由太太和兒子照顧。最近，太太確診早期的認
知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因李先生
的兒子需要輪班工作。兒子打算為父母申請由社
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期護理服務，
但擔心輪候時間⾧。



(c) 陳先生為父母申請「⾧者社區照顧服
務券」計劃。指出此計劃的目的。(1分)
「錢跟人走、能者多付」，讓合資格⾧者
因應個人需要，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
(1)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 提問字眼欠準確: 社區劵的目的?理念?
• 提問與情境欠連繫: 沒有為”陳先生父

母的個人需要”留下伏筆



(c) 陳先生為父母申請「⾧者社區照顧服
務券」計劃。指出此計劃的目的。(1分)
「錢跟人走、能者多付」，讓合資格⾧者
因應個人需要，選擇合適的社區照顧服務
(1)

(d) 政府透過「錢跟人走／能者多付」來增
加私營院舍的選擇，以縮短服務輪候時間。
指出這資助模式下的措施。 (1分)
「⾧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 (1)

陳先生與父母同住，需要輪班工作，父親現
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生活起居由
太太照顧。最近，他的母親確診早期的認知
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家裡的
日常生活需要重新安排。陳先生決定為父母
申請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社區照顧服務。

李先生現年75歲，早年因中風而行動不便，無法
自己轉位下床，也沒法從輪椅站起來，生活起居
需由太太和兒子照顧。最近，太太確診早期的認
知障礙症，記憶和自理能力逐漸衰退。因李先生
的兒子需要輪班工作。兒子打算為父母申請由社
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期護理服務，
但擔心輪候時間⾧。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a) 根據以上資料，指出小明父親所涉及
的是那㇐類虐待行為。(1分)
• 虐待兒童 / 肢體虐待 (1)

• 提問”虐待行為”不是主題冊11的重點
• 提問字眼欠準確: 那㇐類虐待行為: 虐待

兒童? 肢體虐待?

• 情境不合宜: 可能讓學生合理化家暴成
因 (vs高危因素)

•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與提
問無關.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a) 根據以上資料，指出小明父親所涉及
的是那㇐類虐待行為。(1分)
• 虐待兒童 / 肢體虐待 (1)

14歲的志強靠母親微薄收入獨力撫養，母親近日
因失業而感到很大壓力。最近，班主任得知志強
常與因學業問題被母親吵駡，便提供家⾧教育服
務資訊予他的母親。其後，班主任發現志強手臂
有瘀傷，經查問後得知是被母親體罰所致。學校
社工跟志強會面後，決定將此個案轉介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a) 志強家庭屬於哪㇐類家庭結構？ (1分)  
• 單親家庭(1)

(b) 指出上述情境社會支援的㇐項幫助類別。
(1分)
• 提供資訊(1)



(b) 根據以上資料，描述學校老師和社工
在預防上述問題的層級。(2分)
• 第㇐層預防 (1)
• 及早識別問題 (1)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 提問字眼欠準確: 描述,層級,(2分)?



(b) 根據以上資料，描述學校老師和社工
在預防上述問題的層級。(2分)
• 第㇐層預防 (1)
• 及早識別問題 (1)

(c) 指出上述情境所涉及的兩類社會福利服
務。(2分)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1)
• 青少年福利服務 /青少年服務 (學校社工) 

(1)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14歲的志強靠母親微薄收入獨力撫養，母親近日
因失業而感到很大壓力。最近，班主任得知志強
常與因學業問題被母親吵駡，便提供家⾧教育服
務資訊予他的母親。其後，班主任發現志強手臂
有瘀傷，經查問後得知是被母親體罰所致。學校
社工跟志強會面後，決定將此個案轉介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c) 指出小明所需要的福利支援服務類別。
其個案將會由社會福利署哪㇐個部門處
理。指出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是那㇐個
預防層級。 (3分)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1)
•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1)
• 第三層預防(1)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 提問內容較窄: “家庭及兒童福利”



(c) 指出小明所需要的福利支援服務類別。
其個案將會由社會福利署哪㇐個部門處
理。指出這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是那㇐個
預防層級。 (3分)
•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1)
•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1)
• 第三層預防(1)

(d) 建議母親需要的兩項社會福利援助。(2
分)
• 家庭生活(親職)教育 / 輔導 / 情緒管理 (1)
• 經濟援助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1)

小明自幼已確認患上讀寫障礙症， 有㇐天，
班主任發現他手臂有傷痕，經社工查問後得
知身體背部都有不少新舊傷痕，全部都是因
成績未達父親的要求而得到的暴力對待。學
校決定把小明送往醫院作檢查並向警方舉報。

14歲的志強靠母親微薄收入獨力撫養，母親近日
因失業而感到很大壓力。最近，班主任得知志強
常與因學業問題被母親吵駡，便提供家⾧教育服
務資訊予他的母親。其後，班主任發現志強手臂
有瘀傷，經查問後得知是被母親體罰所致。學校
社工跟志強會面後，決定將此個案轉介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情境題

• 讓學生運用情境資料回答問題
• 通過情境資料，讓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展示他們對學科 / 課題概

念的理解
設題小貼士：
• 流程：情境資料應用概念因應情境建議服務 / 解決方案
• 建議可先構思問題，再設計情境
• 避免情境太短(1-2句)及太⾧ (似閱讀理解)
• 避免太多干擾 / 錯誤選項
• 避免敏感 / 負面內容



情境題例子
陳先生今年50歲，常常久坐不動，喜歡吃甜品，也時常進食醃製
食物。家人鼓勵他參加「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透過計
劃，陳先生選擇了居住地點附近的家庭醫生江醫生為他提供服務。
江醫生篩查出他有高血壓，除了提供診症服務外，江醫生將安排
他接受地區康健中心的專職醫療服務。
(a)指出陳先生正在接受的醫療護理所屬的層級。以理據支持你的

答案。(2分)
(b)根據上述情境，指出私營界別在香港醫療系統擔當的㇐項主要

角色。引用相關資料，以支持你的答案。(2分)
(c)指出上述情境中兩項高血壓的行為風險因素。(2分)
(d)根據上述情境，指出針對陳先生健康問題並在地區康健中心提

供服務的㇐類專職醫療人員。(1分)
(e)除了高血壓外，「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會為哪種慢性

病提供篩查服務？(1分)





議論題
• 須依據某相關範疇，作出可探討的提問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 避免給予不必要的提示



• 留意各分題分數比重







• 分題設計需連貫，回應所探討的健社議題



• 限制各分題分數比重, 在3-6分之間



• 限制各分題分數比重, 在3-6分之間



• 提問時涵蓋不同層面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 「個人成⾧」涵蓋不同人生階段和成⾧層面，學生作答時難以判斷如

何著默



• 分題分數宜在3-6分內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 議論題內避免提問過於狹窄



• 運用「描述、說明、闡述、闡釋」字眼
• 針對某群體作出提問
• 注意分題之間的連貫性









• 分題能回應上述家庭所出現的困難，作出連貫的提問



• 分題能回應上述家庭所出現的困難，作出連貫的提問



設題考慮：卷二短答題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 給予足夠的情境內容
• 提問需有效針對情境內容
• 答案宜充分展示詮釋該概念的要求



設題考慮：卷二議論題
• 宜使用正確的問題字眼
• 提問時考慮不同層面
• 分題設計需連貫，回應所探討的健社議題
• 留意各分題分數比重
• 答案宜充分展示詮釋該概念的要求



香港政府在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期
間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為因疫情而失去
工作的合資格人士提供㇐筆過10,000元援助金，
以舒緩他們在重投工作前的財政壓力。

 指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所屬的扶貧方案的
取向，並簡述這種社會保障的特點。

 舉例並說明在疫情期間政府以另㇐種扶貧方案
的取向所推行的措施，以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
人士。

 香港沒有失業保險或援助制度，闡述政府的取
向及如何為因失業導致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安
全網。

 政府在1999年推行「自力更新支援計劃」，
指出共同合作推行此計劃的部門，並簡述其主
要工作。

• 設題時避免使用有時限的計劃

• 課程不是旨在要求學生背出不同計劃
的內容細節，反而希望學生能應用框
架/理論於分析某些計劃。

• 提問”扶貧方案”不是主題冊11的重
點。

https://www.er
b.org/scheme/t
c/Main/



香港政府在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期
間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為因疫情而失去
工作的合資格人士提供㇐筆過10,000元援助金，
以舒緩他們在重投工作前的財政壓力。

 指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所屬的扶貧方案的
取向，並簡述這種社會保障的特點。

 舉例並說明在疫情期間政府以另㇐種扶貧方案
的取向所推行的措施，以協助失業或就業不足
人士。

 香港沒有失業保險或援助制度，闡述政府的取
向及如何為因失業導致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安
全網。

 政府在1999年推行「自力更新支援計劃」，
指出共同合作推行此計劃的部門，並簡述其主
要工作。

社會保障有助弱勢社群渡過難關。

 甚麼是社會保障？

 描述三類弱勢社群，並建議相關的社會保
障計劃。

 本港的社會保障計劃比較接近哪㇐種社會
福利模式？以不同的本地例子描述剩餘模
式和制度化模式的兩項特徵。



甚麼是社會保障？(2分)
• 社會保障是指㇐系列的政策及措施(1)
• 旨在減少及預防人生不同階段出現的貧窮與脆弱 / 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

的人士，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1)



描述三類弱勢社群，並建議相關的社會保障計劃。(6分)

三類弱勢社群 [3(1+1)]

• ⾧者：因身體機能退化而喪失部分自理能力，而且退休後沒有就業收入，所以生活
上和財政上均需要額外援助。
- 高齡津貼、⾧者生活津貼

• 殘障人士：因肢體或精神障礙而喪失部分自理能力，而且難以工作，所以生活上和
財政上均需要額外援助。
- 普通傷殘津貼、高額傷殘津貼

• 貧窮家庭：因缺乏金錢解決日常生活或突發事情的開支，所以比㇐般人更容易處於
危機當中。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本港的社會保障計劃比較接近哪㇐種社會福利模式？以不同的本地例子描述剩餘模式
和制度化模式的兩項特徵。(7分)

 剩餘模式(1)

剩餘模式 (1+2X1)
 例子：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 ⾧者生活津貼/ 公共房屋
 (以下任何兩項)
 福利是慈善、援助。
 提供福利給有需要的人，因此需要入息審查、資格限制。
 理念: 個人有責任照顧自己及家人的需要。因此，在個人及家庭未能照顧自己時，政府才需

要提供福利。

制度化模式 (1+2X1)
 例子：消費券、中小學教育、公立醫療服務、高齡津貼
 (以下任何兩項)
 福利是公民權利。
 提供福利給所有人皆應享有福利。
 理念: 社會有照顧每個成員的責任。福利是每個公民共同享有的權益，社會的經濟成果應共

同分享。



議論文

• 通過跨課題議題，讓學生整合運用不同概念，並作出評鑑，展示
他們具備高階思維

• 讓學生以文章（議論文）方式，有起承轉合，以展示他們能理解
不同課題的重要概念

設題小貼士：
• 流程：主要議題簡介重點內容總結（意見 / 建議 / 立場）
• 議題主題句之下的分題並非以短答堆砌，而是回應主題句的方向，

引導學生逐步寫成㇐篇文章
• 議題需具備概念 / 理論框架，例如：個人/ 社區/ 社會、全人健康、

多角度提問相關知識和概念，並非「吹水」
• 建議表列不同課題以檢視題目所涵蓋內容



議論文例子
1. 《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醫療改革諮詢文件 (2008) 提及了六項醫療

輔助融資方案。於2019年4月1日，政府正式推行其中㇐項醫療輔助
融資方案。

 以醫療融資為例，闡釋制定公共政策的週期。
 從社會層面，解釋以政府撥款為主的公共醫療融資模式的㇐項優點

和㇐項缺點。
 就上述諮詢文件，指出非香港政府採用的三項方案，並分別討論該

方案對香港醫療系統的可持續性。
 指出政府現時採用的私人醫療融資計劃，並解釋決定參與這項計劃

的人士所獲得的醫療保障的主要條件。



議論文例子(重點)

• 引言結論

• 制定政策的週期

• 公共醫療融資模式 (優點和缺點)

• 方案及方案對香港醫療系統的可持續性

• 獲得的醫療保障多寡的主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