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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四式判斷題的說明  

（一）背景  
 

這 種 題 型 最 初 是 為 聆 聽 能 力 考 試 而 設 計 的 。 聆 聽 能 力 試 卷 跟 其 他 試 卷

不 同 之 處 ， 在 於 考 生 須 邊 聽 邊 答 ， 如 果 以 短 答 、 填 充 等 文 字 題 作 答 ， 則 考

生 一 方 面 要 組 織 文 字 表 達 ， 同 時 又 要 聆 聽 另 一 語 段 ， 一 心 二 用 ， 會 互 相 干

擾 。 此 外 ， 如 果 在 文 字 答 案 中 出 現 紕 漏 ， 閱 卷 員 亦 難 以 判 斷 考 生 是 出 於 理

解 上 的 誤 差 ， 抑 或 是 出 於 書 寫 表 達 能 力 的 不 足 。 所 以 ， 考 核 聆 聽 能 力 的 題

型 ， 要 盡 量 避 免 要 求 考 生 以 文 字 書 寫 答 案 ， 以 此  
（ 1）  避 免 因 語 文 表 達 能 力 高 下 不 同 而 造 成 的 差 異 ；  
（ 2）  減 低 一 面 構 思 作 答 ， 一 面 聆 聽 下 一 語 段 的 技 術 難 度 。  

 
四 式 判 斷 題 的 基 本 構 思 是 ： 考 生 無 須 再 用 文 字 概 括 語 段 內 容 以 顯 示 自

己 對 語 段 的 理 解 ， 這 項 工 作 已 經 由 擬 題 者 代 勞 ， 考 生 只 要 根 據 自 己 對 語 段

的 理 解 ， 指 出 （ 選 出 ） 擬 題 者 所 述 是 正 是 誤 即 可 。 不 過 ， 如 果 在 題 目 中 只

有 正 、 誤 兩 個 選 項 的 話 ， 考 生 瞎 猜 答 中 的 機 會 就 會 很 大 ， 因 此 ， 有 需 要 參

照 其 他 選 擇 題 的 設 計，把 選 項 增 多，即「 正 確 」、「 錯 誤 」、「 部 分 正 確 」，「 無

從 判 斷 」 四 類 ， 題 目 所 考 的 只 是 一 般 理 解 能 力 。 每 道 題 目 一 般 由 兩 項 陳 述

構 成 ， 如 果 考 生 認 為 兩 項 陳 述 都 說 出 了 自 己 對 語 段 的 理 解 ， 那 就 選 「 正

確 」； 如 果 兩 項 都 和 自 己 理 解 有 異 ， 就 選 「 錯 誤 」； 如 果 只 有 一 項 與 自 己 理

解 相 符，就 選「 部 分 正 確 」；如 果 該 兩 項 陳 述 在 語 段 中 根 本 未 曾 有 所 表 示 ，

就 選 「 無 從 判 斷 」。 有 關 四 者 的 詳 細 說 明 ， 請 參 閱 下 文 （ 二 ）。  

 
 
 
 
 
 



 2

（二）四個選項的界說 

一般情況下每題皆包含兩項就文本內容（書面或說話）而作的陳述，以分號

（;）分隔，考生需根據對文本的理解而對有關陳述的正確性作出判斷，選項有

四，即「正確」、「錯誤」、「部分正確」、「無從判斷」。各選項的要求如下： 

 

正確： 

1. 有關陳述在文本中明確指出。 

2. 有關陳述的含義雖未明確指出，但已蘊含於文本之中。 

3.  有關陳述如處於因果、條件關係之中時，除陳述本身須符合文本意思外， 

有關關係亦符合文本原意。 

第 1 項 陳 述 正 確 ； 第 2 項 陳 述 正 確  ⇒  正 確  

 

錯誤： 

1. 有關陳述與文本原意矛盾，包括字面上或含意上的矛盾。 

2. 有關陳述謂文本中指出某種信息，而文本中實際上並未作過有關指出。 

3. 有關陳述本身正確，但其中因果、條件等關係不符合文本原意。 

4. 有關陳述謂某一語句╱段落具有某種用意╱作用，但文本具有另一用意╱作

用。（陳述謂某一語句╱段落具有某種用意╱作用，但文本未有顯示有關用

意╱作用，如此亦為「錯誤」而非「無從判斷」。有關「態度」、「立場」、「主

旨」的題目仿此。）第 1 項 陳 述 錯 誤 ； 第 2 項 陳 述 錯 誤  ⇒  錯 誤  

部分正確： 

第 1 項 陳 述 正 確 ； 第 2 項 陳 述 錯 誤  ⇒  部 分 正 確  

第 1 項 陳 述 錯 誤 ； 第 2 項 陳 述 正 確  ⇒  部 分 正 確  

（即使兩項陳述正確，但只要因果、條件等關係錯誤，仍歸入「錯誤」類，見上

第 3點。） 

 

無從判斷： 

1. 兩項陳述皆文本字面上或含意上並未道及，但亦不與文本意思矛盾。 

2. 兩項陳述皆正確，但其中的因果、條件等關係在文本並無明確表示，但亦不

與文本意思矛盾。 

第 1 項 陳 述 無 從 判 斷 ； 第 2 項 陳 述 無 從 判 斷  ⇒  無 從 判 斷  

 

設題時不可出現以下情況： 

兩項陳述中其一「正確」，另一「無從判斷」；或其一「錯誤」，另一「無從判斷」。 

 

如題目只得一項陳述者（兩項陳述如處於因果、條件等關係中時，視同一項陳

述），則答案只有三類可能，分別是：「正確」、「錯誤」、「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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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式判斷題示例  
 

1. 陳大文昨天只在旺角買了兩隻巴西小龜。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1.a 陳 大 文 昨 天 只 在 旺 角 買 了 兩 隻 小 龜 。      
      
1.b 陳 大 文 昨 天 只 在 旺 角 買 了 兩 隻 非 洲 小 龜 。 *     
      
1.c 陳 大 文 昨 天 只 在 觀 塘 買 了 兩 隻 巴 西 小 龜 。 *     
      
1.d 陳 大 文 昨 天 只 在 旺 角 買 了 兩 隻 漂 亮 的 巴 西 小 龜。     
      
      
      
2. 那一班有十個學生，九個男的，一個女的。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2.a 那一班的學生以男生佔大多數。      
      
2.b 那一班的學生是男生。 *     
      
 

 

 

 

3. 陳大文買了一隻狗。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3.a 陳 大 文 買 了 一 隻 動 物 。      
      
3.b 陳 大 文 買 了 一 隻 寵 物 。      
 

 

 

* 一 項 陳 述 中 的 任 何 錯 誤 ， 皆 令 該 項 陳 述 成 為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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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神舟五號和中國其他太空開發計劃是否具有軍事目的，成為外

國媒體其中一個關注焦點。根據美俄中的經驗，太空計劃有助開發

可用於地球的科技，特別是發掘太空資源補地球能源之不足，以及

利用太空有別於地球的環境因素，研發在地球進行起來相對困難的

某些產品（例如藥物）和新材料，取諸太空、用於民間，對提高人

類生活素質，帶動經濟發展不無實效。然而，中國利用太空科技開

發有利經濟民生的產品，理論上雖可行，實際上亦取得一定成績，

但證諸西方國家的經驗，直接購買這些科技成果，比不斷投入資金

自行發展太空技術，再從中取其所成用於民間，成本效益可能更

佳，外國媒體指神舟五號升空具軍事目的，並非無的放矢。事實上，

美俄載人上太空的計劃具有軍事野心，早已人盡皆知，中國的太空

計劃存在或明或隱的軍事意義，並不值得大驚小怪。眾所周知，今

天已廣泛應用的衞星通訊、氣象預測、全球定位系統等跟太空有關

的技術，既有民事用途，亦具軍事價值，重要的是，要在這些領域

大展拳腳，根本無須把人送上太空。神舟五號升空被視為具特殊軍

事目的，雖無確實證據加以否定，但有關說法未免小題大做，言過

其實。  
 
 
請對以下各題的陳述作適當的判斷：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4.a 作者引述太空開發的事例用意在於說明神舟五

號計劃 

 可能具有軍事目的；（ 正 確 ）  
 可能具有科學研究之外的作用。（ 正 確 ）      

      
4.b 作者引述太空開發的事例用意在於說明以軍事

目的發展神舟五號計劃 

 並不恰當；（ 錯 誤 ）  
 這樣做會使科學研究偏離正軌。（ 錯 誤 ）      

      
4.c 作者認為  

 外國媒體的負面反應有點過分；（ 正 確 ）  
 外國媒體對神舟五號計劃的目的所作的猜度

毫無根據。（ 錯 誤 ）      
      
4.d 作者認為  

 因為中國已躋身強國之列，所以媒體的負面反

應顯示外國對中國有敵意；（ 無 從 判 斷 ）  
 中國的太空開發計劃廣受國民支持。（ 無 從 判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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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濟學人》在神舟五號升空的一周，發表了多篇與此有關的
評論，質疑中國此舉的真正意圖。其中一篇認為，中國借神五壯
舉向世界炫耀其科技成就、激發人民的愛國情緒，以轉移海內外
對城鄉發展失衡、貧富懸殊日益嚴重等足以動搖社會政治穩定的
國內問題的注意力，藉此鞏固中國政府的統治。  

 
取材自《信報》 2003 年 11 月 1 日  

 
請對以下各題的陳述作適當的判斷：   
  

正確 錯誤 
部分

正確

無從

判斷

      
5.a 《經濟學人》雜誌其中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神舟五

號計劃的目的是 

 令國人減少對國內問題的關注；（ 正 確 ）  
 令政權穩定。（ 正 確 ）      

      
5.b 作者指出《經濟學人》雜誌有關神舟五號的全部

文章都 

 對中國神舟五號計劃有疑心；（ 錯 誤 ）  
 對有關計劃持負面態度。（ 錯 誤 ）      

      
5.c 《經濟學人》雜誌對中國神舟五號計劃作過不少

討論；（ 正 確 ）  
作者指出有關結論並不合理。（ 錯 誤 ）      

      
5.d 《經濟學人》雜誌有關神舟五號的全部文章都  

 對中國神舟五號計劃有疑心；（ 無 從 判 斷 ）  
 對有關計劃持負面態度。（ 無 從 判 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