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評議會 
對新高中通識教育科的意見 

 
基礎知識不固，學習效果成疑 
   眾所周知，通識教育不著眼於知識掌握或資料記憶，重點放在透過研習與

日常生活有關的議題，啟發思考，發展批判性思維(明辨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和學習技能。從課程理念來說，通識有擺脫了死記硬背的優點，為教與學提供廣

闊和自由的空間。這樣的課程在預科推行問題不大，因為學生在中一至中五的階

段已掌握了一定的基礎知識。至於在新高中推行，本會就擔心學生的知識量不

夠，學習流於「吹水」。更重要的是，現時不少中學紛紛提早在初中開設通識科，

以收宣傳之效，中國歷史、世界歷史、地理、經公等科目被迫取消。於是，學生

既沒有「通識」應有的人文素養，更缺乏足夠的「常識」和「基礎知識」，最後

只是掌握了一些技巧和方法，新一代豈不是都成為了遊談無根之輩？ 
 
資源嚴重不足，被迫大班學習 

通識科的宗旨其實就是要將學生培養成一個「知識分子」，這本來是大專教

育的工作，但要在資源緊絀的中學推行通識科，希望價廉物美地進行大規模生

產，顯然是過分理想化。現行開設的預科通識科，一般每班只有十至二十人，老

師要安排各類活動，尚可應付。然而，在新高中之內，有關當局提供的額外津貼

並非通識專用，數額也不足夠，令不少學校被迫以「大班」教授通識，他日高中

每班極可能是三十多至四十人。試問老師又怎可以安排互動性和思考性的教學活

動呢？面對擠滿四十人的課室，眼前盡是能力參差不齊的學子，教師又如何引導

他們獨立思考呢？難道當局希望「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不吃草」的奇蹟出現在

通識科？ 
 
學習差異極大，難以有效施教 

  現時修讀預科通識教育的大多是會考取得十四分或以上的學生，這些學生可

說是學習能力相對較理想的一群，尚可應付對思維和表達能力有極高要求的通識

科。然而，高中實施後，所有的中學生都有機會接觸通識科。按現時的數字推斷，

每年會考生約八萬名，六科達十四分的通常只有二萬多，而不足五科及格的約有

三萬名，其中所謂的零分考生則有一萬多。試問五萬多名能力稍弱的學生怎去應

付通識科呢？萬多名零分考生的處境又會如何？。因此，未有向「低能力」學生

教授通識科的經驗下，就急於將這個「精英」修讀的科目向全港學校推廣，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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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高的風險。 
 
師資培訓雖多，教師仍缺信心 

   現時開設通識科的學校只有百多間，有經驗的通識科教師更是屈指可數，

所以當局在短短數年間推出大量培訓課程以應需求。然而，單憑紙上談兵的課程

培訓，恐怕不足以協助對本科一竅不通的老師。再者，任教本科的老師需要一套

獨特的教學技巧，與一般的學科截然不同，恐怕廣大的教師不是短時間內可以「轉

型」。值得注意的是，該科要求老師從時事中選取討論的議題，所以教材更新的

速度極快，基本上老師每年要重新備課，而且不少老師是本身任教科目開班不

足，被迫在短期內「上馬」試教通識，這一切對通識科的推行實有不少不良影響。 
 
教師工作量重，支援捉襟見肘 
   通識科老師的工作量繁重，既要自行擬設校本教材，又要適應轉型，壓力

可想而知。如果教育局沒有給予支援，老師又要面對一班近四十個學生，他們還

有教學的空間嗎？即使教師不辭勞苦，自行準備校本教材，但通識教學的內容要

不斷修訂更新，不斷重新備課，教師也會疲於奔命。此外，通識的校本評核以獨

立專題探究的形式進行，形式有如大學教授指導學生撰寫學術論文。老師要逐一

指引同學和跟進他們的進度，又要填寫大量的文件和表格，工作壓力必然與日俱

增，情況值得關注。 

 
強推校本評核，師生憂心忡忡 
  通識科校本評核的推行，除了大大增加教師的工作量外，學生和家長必然會

質疑它的準確性和可信度。各間學校給分的準則參差不齊，即使同一間學校內，

不同的教師也會有自己一套的評分準則，必然造成評分的差異，叫不少學生和家

長憂心忡忡。更重要的是，要防止學生抄襲報告或請人代筆，教師往往是無能為

力，難以查證和發現。試問在未有解決上述問題的妥善方案前，當局又怎可匆匆

在通識科推行校本評核，而且佔總分百分之二十呢？ 
 
通識評核主觀，影響考核公平 
 至於通識科的筆試部分，考核內容以能力為本，考生可以用不同的材料，從不

同的角度作答，沒有標準答案，同學的答題內容想必也會千差萬別。於是，老師

被迫採用主觀式的評分，造成極大差異，而評卷經驗不足的老師，更會無從入手，

難以辨別同學表現的高下，令人懷疑通識評核的可信性。再者，現時高級補充程

度通識科每年只有數千考生，通識教學經驗豐富的評卷員即使為數不多，尚可應

付。新高中學制下，通識科將成為高中必修科，未來約有 8 萬名考生，對評卷員

的需求極大。究竟將來有沒有足夠資深和有經驗的通識評卷員呢？近百人參與批

改主觀式的問題，評卷的分歧會有多大？單靠閱卷員會議，就可取得所謂「評卷

的共識」？社會各界又會相信本科的公開試成績嗎？ 



針對上述問題，本會對新高中通識科的推行提出以下建議: 

 

１ 檢視初中各人文學科的推行狀況，停止濫開初中通識的亂象，確保同學有中   
  國歷史、世界歷史、地理、經公等科目的「基礎知識」。 
 
２ 為通識科提供的專門的津貼，增聘額外人手，以實行小班教學 
 
３ 結合有經驗的學校和教師，為新開科的學校提供到校的師資培訓和校本支援 
 
４ 為各校增聘額外教師和教學助理，減輕每位通識教師的堂數，支援其文書和  
  校本評核的工作 
 
５ 檢視校本評核的推行，容許學校自由參與，有準備的可以提交分數，成績計 
  入公開試，未有準備的可以不提交分數，只計算筆試成績 
 
６ 通識科公開試只設優良、合格和不合格三級，以減低學子應試的風險 
 

依本會之見，任何改革有良好的理念，實不足恃，必須要有實際可行的方案、

各環節的溝通配合、資源上的調撥、專業的支援、教學文化的更新，方能把改革

的良好願望變成事實。現時通識教育推行過急，問題叢生，實在有必要檢討其推

行細節，及早撥亂反正，以免貽誤後學，為禍學界。 
 

教育評議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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