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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 新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影響深遠。本會就該份文件，謹提出下列意見： 
 
(二) 通識教育科 
 
2 本會原則上肯定通識教育引入高中課程的意義，但認為無須急於在零八年將此科
列為必修科目。通識現時只在全港約四分之一中學的預科開設，教師及學生人數

分別只有三百多人及一千二百多人。假如將來必修通識，學生人數將激增七十倍

至至八萬多人，教師人數亦須大幅增加十倍至三千多人，甚至一萬人。這是全面

推行通識科前必須適當規劃解決的問題。本會建議當局放緩通識科的推行步伐，

先將此科列為選修科，而非必修科，讓學校、教師和學生有足夠時間準備。 
 
3 當局不能為了於短短三年內培訓出足夠數目的通識教師，而忽略培訓課程的質素
及勉強壓縮課程時數。與此同時，當局要求教師於短短三年間，在接受本科訓練

之餘，同時接受通識教育科的培訓，對因迎接教改及教統局其他政策而工作量有

增無減的教師而言，簡直百上加斤。 
 
4 本會認為當局必須改善通識科的評核制度，包括每份答卷由最少兩名閱卷員審
閱，並加強試卷覆核的程序，以確保評核過程的公平、公正。與此同時，本會關

注通識課程內容之取捨，建議當局必須重新編排通識科的課程結構，不應偏頗，

迴避公民及政治課題。 
 
5 通識科強調以「議題為本」、「課題探究」及「小組討論」等模式教學，講求師生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生人數多寡將對此科的教學效能構成重要影響。本會認為

通識科學生人數必須大幅度下調至每班 15 人，令教師有足夠空間照顧學生差
異，並以互動形式發揮通識教育科的最大效能。假如學生人數仍然維持於 1：40，
通識教育之推行將難以收到理想效果。 

 
(三) 校本評核 
 
6 本會對引入校本評核能減輕考試壓力的效果表示保留，並擔憂加重校本評核的比
重將壓縮教學空間。本會促請當局重新考慮：是否應該一刀切的在所有科目都引

入校本評核？應佔多少比重？這些問題，都要慎重考慮，以免本以減輕學生考試

壓力為目標的校本評核，適得其反。本會建議當局調節校本評核於各科所佔的比

重，配合不同學科的特質，令校本評核發揮其最佳的評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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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目整合 
 
7 本會對課程改革中的科目整合表示關注與憂慮。對科目整合的理據，本會亦表示
懷疑。當局在部份科目整合的過程中，並沒有尊重前線教師的聲音。純粹為整合

而整合，為開科而開科，整合準則模糊，科目合併的理據不充分，學習領域之劃

分亦見混淆。本會建議，當局應重新審定新課程的科目整合方向，並必須以充分

的理據解釋科目合併增刪的原委，過程必須尊重教師的專業意見。 
 
 
(五) 大學過渡 
 
8 大學由三年制過渡至四年制將面對一連串的問題，交接期間，大學須於同一屆取
錄兩倍學生，本會對大學的承受力深表憂慮。就此，本會促請當局向大學提供充

足的資源及配套，以保証該屆大學生的三年過渡期，以及其後四年制大學的運

作，不致出現混亂。 
 
9 本會亦關注新制下副學位課程的處境，並促請當局切勿於過渡期間，以副學位課
程的資源補足學士課程所需，令副學位課程因資源不足而面臨萎縮，陷入困境。

此外，現時副學位課程就學人數已達二萬人，但銜接的學士學額嚴重不足。將來

大學在三年過渡期間，相信更難以增加副學士的銜接學位。結果是副學位課程可

能進一步被邊緣化，副學位學生將會是最受傷害的一群。 
 
10 本會對新制下大學學費大幅增加亦深表憂慮，家長負擔加重以及畢業生欠款增
加，將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衍生社會問題，這一點是不容忽視的。本會促請當

局重新衡量大學學費的加幅，減輕家長及學生的負擔。 
 
 
(六) 總結 
 
11 本會原則上支持三三四學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次學制與課程改革牽連甚廣，影
響深遠，當局絕不能急於求成，面對當前教育界及社會提出的一連串問題，當局

必須全面回應和解決，否則勉強而行，極可能導致改革失效，社會將要付上沉重

代價。因此，本會認為，當局對新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必須從長計議，從細節入

手，在所有配套措施準備妥當後方可實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