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025-2026中四級開課統一測驗溫習指引 

 

考試日期：2025年 9月 2日至 9月 8日 

科目 溫習指引 

中國語文 考核形式： 

(1) 閱讀理解 (白話文、文言文各一)(60分) 

(2) 指定文言篇章：〈論語八則〉(30分) 

(3) 文言知識：須記字詞意義。(10分 

(4) 文化元素︰須記與「儒家思想」有關的基本內容及名句解釋。(10分) 

English Duration: 1 hour (11.50 a.m.-12.50 p.m.)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30 minutes  

 

Part B:  Usage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30 minutes 

 

Revise grammar items: 

➢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simple future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and past perfect tense 

➢ Conditionals (Types 0, 1, 2, 3) 

➢ Reported Speech  

 

數學 課本 3A、3B 

多項選擇題共 15題(30分) 

 

結構式問題︰ 

短題目共 8題(40分) 

長題目共 2題(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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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025-2026中五級開課統一測驗溫習指引 

 
考試日期：2025年 9月 2日至 9月 15日 

科目 溫習指引 

中國語文 時間：一小時三十分鐘 

形式及內容： 

(1 (1)閱讀理解( 70分)：兩篇白話文、一篇文言文 

(2 (2)課文問答( 30分)：《論仁論孝論君子》、《魚我所欲也》、《岳陽樓記》 

(3 (3)挑戰題( 10分) 

(  温習資料詳見中五級開課測驗温習冊子 

English Duration: 1.5 hours (4.00 p.m – 5.30 p.m.)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45 minutes 

Part B:  Writing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45 minutes 

Revise the following text types:   

➢ Article 

➢ Story 

➢ Letter to a friend / family member 

➢ Letter to the Editor 

數學 文憑試甲(1)部題型 (其中包括指數運算、不等式、主項變換、因式分解、百分

數、多項式分數加減等) 

課本 4A、4B 

多項選擇題(甲部)共 15題(30分 @2分) 

短答題共 10題 (50分 @5分) 

長答題共 2題 (20分 @10分) 

M1 範圍：上冊第 1至第 7課  

M2 範圍：上冊第 1至第 7.3課 

生物 第 11課：植物的蒸騰、轉運與支持 

第 12課：細胞週期與細胞分裂 

第 13課：有花植物的生殖 

化學 課題一至課題四 

中國歷史 「西周封建」至「隋盛世」 

考核形式： 

必答題(40分) 

選答題(每題 25分) (2選 1) 

全卷 65分 

 微觀經濟 1：單元 1-7 

微觀經濟 2：單元 8-11 

 

本測驗共設甲乙兩部： 

甲部為 30條選擇題 

乙部為 6條問答題 

全卷共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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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1：C3 - 第一章至第四章（甲部及乙部） 

商業管理 2：B1 - 第一章（丙部及丁部） 

試卷共有四部分：甲部選擇題（24分），乙部短答題（18分），丙部個案題 

（14分）及丁部論述題（12分）；甲部及乙部佔全卷 50%，其餘部分合共佔 

全卷 50%。 

資訊及 

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A1、A2及 B書 

選修部份 第一及第二課 

堂課工作紙、筆記及作業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第 1+冊 

課題 1至 課題 13 (天行教育出版社) 

作業 第 1課 至 第 13課 

旅遊與款待第 3+冊 

課題 30, 課題 31, 課題 32(天行教育出版社) 

作業 課題 30, 課題 31, 課題 32 

地理 範圍：「包括課本及筆記」 

課本  

➢ C1機會與風險 (所有內容) 

➢ C2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 (所有內容) 

➢ C3工業區位的轉變 (所有內容) 

➢ 地圖閱讀題 

 

測考形式： 

全卷共設三部，共 50分  

甲部 – 14題多項選擇題（包括地圖閱讀題）。(14分) 

乙部 – 數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共設 4題，選答其中 2題。( 26分) 

丙部 – 3題短文章式題目，選答 1題。(10分)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時間：一小時三十分鐘 

形式：資料回應題(2題) 

內容：主題 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溫習重點： 

課題 1學習重點 4：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課題 3學習重點 2：多元文化特徵對於香港社會的積極意義 

物理 考試內容：    
第 3A冊 波動 I 全冊 
第 2冊力學第 1-5課 

 

考試形式：1.5小時 

甲部：選擇題 20題(30分) 

乙部：問題 8題(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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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卷別及形式：歷史資料題 

1. 兩題歷史資料題全答 

①、不同提問字眼要求〔態度、看法、目的、程度、用語及論據、轉

變、因素、影響、特色、意義、發展、關係等等〕 

②、問題題型〔說法題、程度題、比較題、用處局限題、同意題、充分

反映題、評價題等等〕 

 

時間：一小時三十分鐘 

➢ 佔第一學期整體分數 10%。 

 

課題： 

主要衝突與和平的訴求  

⚫ 兩次世界大戰： 

➢ 兩次世界大戰及有關的和約的簽署： 

①、巴黎和會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如何影響國際局勢、戰後經濟問

題）、 

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兩次大戰的因果關係、經濟大衰退、

極權主義的興起、綏靖政策、集體安全失敗等） 

③、集體安全的嘗試及結果（國際聯盟成就及局限、羅加諾公約、

凱洛格─白理安公約、裁軍會議〔華盛頓會議、倫敦海軍會議、

日內瓦會議〕）、 

④、兩次世界大戰的意義（戰後國際秩序的變化、戰時會議〔莫斯

科會議、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 

 

⚫ 二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為和平所作的努力： 

➢ 冷戰的起源、特點（經濟競爭、組成對立軍事組織、軍事競賽、太

空競賽、地區性衝突、宣傳競爭、間諜活動、停止各種交流） 

➢ 冷戰的發展（不同時期的關係及局勢變化） 

①、冷戰初起（1945-1953年）〔絕對惡劣時期〕 

②、冷戰蔓延（1953-1964年）〔起伏不定時期〕 

③、美、蘇關係緩和時期（1965-1979年）〔穩定緩和時期〕 

④、冷戰再起（1979-1985年）〔關係惡化時期〕 

⑤、冷戰結束（1985-1991年）〔關係改善時期〕 

➢ 結束的原因（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及嘗試、東歐國家對蘇聯的不滿、

蘇聯國力難以為繼、美國的努力） 

➢ 冷戰後的新國際秩序（美國一強獨大、歐洲實力增強、核擴散的威

脅、地區衝突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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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025-2026中六級開課統一測驗溫習指引 
 

考試日期：2025年 9月 2日至 9月 10日 

科目 溫習指引 

形式︰ 卷一：甲部：指定文言篇章問答、挑戰題  乙部：閱讀理解(白話文)、 

卷二：丙部：實用文寫作 

範圍︰ 

 

指定文言篇章：《逍遙遊》、《出師表》、《始得西山宴遊記》、《六國論》、《月

下獨酌》、《青玉案‧元夕》 

實用文寫作：書信、評論 

English 

 
Duration: 2 hours (8.15-10.15 a.m.) 

Part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45 minutes 

In this part, you are going to read a text about sports. Attempt all questions. 

 

Part B:  Writing (400 words) (50 marks)  

Suggested time: 1 hour 15 minutes 

Revise the following text types: 

➢ Article 

➢ Essay 

➢ Speech 

➢ Story 

 

數學 必修部分 初中課程 

課本 4A、4B、5A、5B 

多項選擇題(20題) 

結構式問題(14題) 

選修部分 

(M1) 

課本 (第一至十二課) 

甲部共 8-10題(50分) 

乙部共 3-4題(50分) 

選修部分 

 (M2) 

 

課本上冊(全冊)、 

課本下冊(第八至十二課) 

結構式問題︰ 

甲部共 8-10題(50分) 

乙部共 4題(50分) 

 

生物 第 21至 25課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1：全書（甲部及乙部） 

商業管理 2：全書（丙部） 

商業管理 4：第二章（丙部） 

本試卷共有三部分﹕甲部(48分) 、乙部(24分) 和丙部（35分），甲部及乙
部佔全卷 25%，而丙部佔全卷 75%。 

 

化學 課題一至課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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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新經濟與你第一冊： 單元 1-7 

新經濟與你第二冊： 單元 8-12 

宏觀經濟 1：單元 17-20 

宏觀經濟 2：單元 21-23 

 

 

本測驗共設甲乙兩部： 

甲部為 6題短問答 

乙部為 3題長問答和 1題資料回應題 

全卷共 85分 

地理 範圍：「包括課本及筆記」 

 

課本  

➢ C1機會與風險 (所有內容) 

➢ C2 管理河流與海岸(所有內容) 

➢ C3製造業的轉移 (所有內容) 

➢ C4 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4.1-4.3) 

➢ C5 對抗饑荒 (所有內容)  

➢ C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所有內容) 

➢ C7 氣候變化 (所有內容) 

➢ E2 天氣與氣候 (所有內容) 

➢ 1:5000及 1:20000地圖之閱讀技巧 

 

測考形式： 

全卷共設三部，共 68分 

甲部 – 20題多項選擇題（包括地圖閱讀題）。(20分) 

乙部 – 數據/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共設 4題(題 2至 5)，選答其中 2題。 

(36分) 

丙部 – 4題短文章式題目，選答 1題。(12分) 

考試用品：原子筆、鉛筆、擦膠、計算機、間尺、量角器。 

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 

時間：兩小時 

形式：資料回應題 

 

⚫ 國家自進入 21世紀以來的全方位外交理念 

⚫ 行動及倡議：不同性質的救援及協助其他國家行動；籌組國際組織及舉
辦國際論壇；「一帶一路」倡議 

⚫ 參與國際事務對於國家整體發展的影響，以及香港在當中擔當的積極角
色 

物理  考試內容：    

第 3A冊 波動 I 全冊 

第 3B冊 波動 II 全冊 

第 4冊 電和磁 全冊 

 

第 5冊 放射現象和核能 全冊 

 

考試形式：2小時 

甲部：選擇題 30題(30分) 
乙部：問題 10題(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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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 
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A1, A2, B,   C1, C2, D1, D2書及堂課工作紙、筆記及作
業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第 1+,2+,3+冊, 4+冊課題 43-45, 50及作業 1A, 1B, 2A, 2B, 
3A,3B, 4A  
(天行教育出版社) 
課題 1至課題 45及 50 
 

中國歷史 範圍： 

甲部：「西周封建」至「清初民族政策」 

乙部：「列強入侵」至「圖強運動」 

 

考核形式： 

本卷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必答題，考核內容涵蓋甲、乙兩部，各考生
均須作答，佔 40分。第二部分為選答題，考生須於甲、乙兩部各選答一
題，每題佔 25分，共 50分。全卷共 90分。 

 

歷史 卷別及形式： 
✓ 卷目：歷史資料題＋論述題 

◆ 不同提問字眼要求〔態度、看法、目的、程度、用語及論
據、轉變、因素、影響、特色、意義、國際秩序、發展、關
係等等〕 

◆ 問題題型〔說法題、程度題、比較題、用處局限題、同意
題、充分反映題、評價題等等〕 

◼ 時間：共兩小時 
◼ 兩條資料題＋一條論述題 

 
課題： 
✓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 政治及行政轉變：港督地位和權力、華人地位轉變、兩次政制改
革 

◼ 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經濟發展（自由港、積極不干預政策、輕
工業發展、工業北移）、都市化（屋房、交通運輸、新市鎮發展）
與人口轉變；中、外文化的共存與相互影響 

  
✓ 日本及東南亞的現代化與蛻變： 

◼ 日本在 20世紀初的現代化：君主立憲政制、對外關係、經濟發
展、軍國主義的興起及影響 

◼ 二次大戰後的重建與増長：日本被美國佔領、日本戰後經濟和社
會發展 

◼ 日本與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關係：跟隨美國外交政策、
妨礙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増進關係的因素 
 

⚫ 二戰後的主要衝突及為和平所作的努力： 
➢ 冷戰的起源、特點（經濟競爭、組成對立軍事組織、軍事競賽、
太空競賽、地區性衝突、宣傳競爭、間諜活動、停止各種交流） 

➢ 冷戰的發展（不同時期的關係及局勢變化） 
①、冷戰初起（1945-1953年）〔絕對惡劣時期〕 
②、冷戰蔓延（1953-1964年）〔起伏不定時期〕 
③、美、蘇關係緩和時期（1965-1979年）〔穩定緩和時期〕 
④、冷戰再起（1979-1985年）〔關係惡化時期〕 
⑤、冷戰結束（1985-1991年）〔關係改善時期〕 

➢ 結束的原因（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及嘗試、東歐國家對蘇聯的不
滿、蘇聯國力難以為繼、美國的努力） 

✓ 冷戰後的新國際秩序（美國一強獨大、歐洲實力增強、核擴散的威
脅、地區衝突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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