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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改革

兩項最大的問題

校本評估

通識教育科



課程實施的核心：教師

教師不投入嗎？

從參加課程的人數來說，著實不少。



教師面對通識教育的困難

1. 通識教育科是甚麼

課程理念

2.  要改變的層面：深度及廣度

教師成長

3.  心理上的不平衡

吊詭



課程文件中列出了通識教育科的目標為：

加深學生對他們自身、社會、國家和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的
理解；

幫助學生能從不同情境中（例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及
科技）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建立多角度思考；

幫助學生成為獨立思考者，使他們能夠建構知識，面對個人
和社會環境的不斷轉變情況；

幫助學生在多元社會中欣賞和尊重不同的文化和觀點，並學
習處理相互衝突的價值觀；以及

幫助學生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度，使他們成為
對國家、社會和世界有識見和負責任的公民（教統局，
2005，頁3）。



教統局在推出通識教育科為高中必修科前，似乎
幷沒有經過詳細的論證

例如:
通識教育科如何與其他學科配合。
如何在設計上照顧選修不同學科學生的需要和特
徵。
在取向上，也沒有弄清楚是想擴闊學生知識面，抑
或是深入地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力。
他們其實也沒有考慮到中英文名稱上的不協調。
主要官員在“推銷”通識教育上的”搖擺”。最初，指出
通識是為了增加學生對時代的觸覺性。幷以大學都
實行通識教育為論點。後來，重心似乎轉到培養學
生的共通能力，以及學科內統整的理念。而在第二
次諮詢稿中，更明確地說明通識教育科與大學的通
識教育不一樣。



李國章強調學生進入大學，不可能靠背誦應
付，通識科就是要學生學習分析問題，且沒有
標準答案﹕「我不是要學生科科精，最緊要有
『靈活的腦漿』，學懂思考。」
(星島日報，10月 22日 星期五)



• 中學新引入的通識教育主要分為三部分，包括 德
育、文化和科技，希望培訓學生的獨立分析和思考能
力，對時勢有較多了解和認識，例如思考美國應否發
動戰爭，以及對美國大選有何看法等。 (2004 年10月
21日 星期四)



雖然“通識教育科”的名稱，與大專院校提供
“通識教育”或“通才教育”相近，但其性質卻
與這些大專院校的課程不盡相同，因此毋
須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概念聯繫起
來（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5，頁2）。





作為一位教師，我會把通識教育看成：

1. 大綜合學科

2. 探究式教學

返回



教師應幫助學生瞭解這些議題的多變性、
複雜性和爭議性，進而鼓勵他們提出問題
和尋找答案。在探究的過程中，應鼓勵學
生利用自己的經歷並掌握一手資料。進行
議題探究時，亦應要求學生學習從多角度
審視議題、資料，和評鑒不同觀點。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71）

資料來源：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新高中課程及評估
架構建議：通識教育科（第二次諮詢稿）』。香港：作者。



過程

（Ⅰ）

掌握事實、理解現象、澄清概念

（Ⅱ）

明白有關的分歧和衝突

（Ⅲ）

進行反思、作出評鑒、考慮立場、探
求出路、付諸實踐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71）

資料來源：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新高中

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通識教育科（第二次諮詢稿）』。香港：作
者。



要把建議的架構有效地演繹為學與教的過程，教師需要考慮下列問
題：

1. 什麼是相關的議題？
2. 為何這議題會產生？
3. 這個議題涉及哪些範圍？
4. 學生會就這個議題提出什麼問題？
5. 學生可從哪里找到基本的資料？
6. 學生怎樣分辨事實與意見？
7. 是否有不同的方法去處理這個議題？
8. 透過研究及分析，可以找出什麼解決辦法？
9. 這些辦法是否可行？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71）

資料來源：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5）。『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通識教育科
（第二次諮詢稿）』。香港：作者。



傳遞知識＝>專家角色

建構知識＝>？
培養能力＝>？
迷思：教師不需要懂得內容



教師對學習內容知識的掌握是重要的

（參看Borko & Putnam, 1995; Shulman, 
1987; Eraut, 1995等）

教師角色
帶引學生

腳手架

提問

魔鬼辯護使



每一個問題所牽涉的概念，都很複雜。當然，教師
也是可以三言兩語便解釋過去，不過，這一學科的
精神是培養學生多角度思考，探究不同觀點，進行
批判，要做到這方面，學生是需要對相關概念有一
定的認知。要配合分析相關的數據，來思考判斷。
例如，要學生判定中國最新經濟發展策略對人民生
活有什麼影響，對什麼人有利和如何有利。學生要
知道的不單只是現時最新的發展策略，他們必須對
中國過往，特別是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以前的發展策
略、經濟狀況，社會脈絡有基本的認識。不然的
話，他們不可能會瞭解到近二十年的發展，如何釋
放了多餘勞動力，如何調動了人們的積極性。但同
時又造成了下崗工人、國企老化和倒閉問題，以及
區域發展差異的問題。

返回



吊詭
教師：不太喜歡教授這一門新學科

申請培訓的人：很多



教師信念的重要性

Hargreaves & Fullan, 1992
Richardson, 1990
Thompson, 1992
譚彩鳳，2005

在不情願下擔任新工作。

情緒？投入？



實施通識教育科的副作用

耗用資源

影響其他學科及學習環節的發展



由於政府強勢推行，加上近年學生人數縮減，造
成殺校的壓力。
近幾個月，有一些學校已急急地回應高中通識教
育科的發展，他們的做法，是在初中也設立通識
教育科，並以此為“賣點”。不過，他們對整個通
識教育的理念是否清楚呢？他們匆匆忙忙地設計
初中通識教育科的課程，質素會如何呢？配套的
質素又會如何呢？如果只是將高中通識教育科的
內容放在初中教授，會否影響學生對其他內容的
認知呢？在初中欠缺了紮實的學科知識，升上高
中時，又如何銜接呢？按現時這些學校“勇往直
前”的氣勢，將來可能會出現不少不良的副作用。



理想的做法

分享文化：團隊

教學上的支援：如何帶領專題研習

初中的配合
點算整個中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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