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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謝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繁重的會期中，仍然安排是次會議，讓家校會

能更深入的了解通識教育科的籌備進展。更重要的是，能夠聆聽不同持份者

的意見，家校會更能了解對通識科的疑慮，對促進家校溝通有莫大的幫助。 
 
二、通識是新高中一個全新的科目，也是必考的學科，其中的教育理念，也獲得

大多市民的認同。但相對其他的必考學科（中、英、數），通識能否成功實

踐，對香港教育改革的成敗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閱讀政府的文件，我們的感覺是： 

 教育理念己獲認同。 
 課程內容己預備好。 
 考評方案己獲認可。 
 學校準備己經充足。 
 教師培訓己經全面展開。 

 
四、然而，當與許多學校的校長／老師私下面談時，卻是另一幅圖畫： 

 教育理念雖然偉大，許多教師卻沒有信心落實。 
 課程內容雖然明確，範圍卻太闊及空泛，教師難以掌握教學深度。 
 考評方案雖然落實，老師卻沒有信心出題及評改學生習作。 
 教師培訓雖然有用，但數千個轉型的通識老師經驗嚴重不足。 
 學校準備表面充足，老師也向校方表示可以任教，私下卻是另吐苦水。 
 教學討論是其重點，但一班人數太多構成一定困難。 

 
五、經傳媒的負面報導，許多家長更是憂心仲仲： 

 老師差異大：現時幾百人教通識，將來幾千人教通識，許多老師半途出

家，大學亦不是念通識專科，他們指導專題研習的經驗嚴重不足。 
 學生差異大：前ＡＳ通識主要給中六七學生選修，只有二千多人，急增

至七、八萬人。他們的能力、背景知識、學習動機差異極大，通識如何

能幫助他們學習？公開的考試又能否公平的評估他們？ 
 家長不知如何去支援孩子學習通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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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家校會支持通識科的精神，特別鼓勵學生廣泛閱讀，搜集資料、深入討論、

專題研習，認為有助擴闊學生的視野，亦促進學生思考及評論的能力。然而，

我們期望政府處理以下的問題： 
 
甲：培養通識能力的問題 

 通識科的關鍵在於培養通識能力。然而，如何培養及考核通識能力便成

了一個重要課題。否則，即使學生進行了許多通識的活動，也不一定能

夠提升其通識能力。 
 我們認為，通識的能力應包括： 

1. 基本知識：全球化／個人社會／科技能源等。 
2. 思考能力：不同的資訊及思考工具，它們的特點及應用。 
3. 範例個案：學生透過特定的範例，掌握如何應用某工具或學習

策略。 
4. 應用經驗：將能力應用在不同的情景及事例中，累積思考及議

論能力。 
 我們希望政府能為家長提供清晰的指引，定義「通識的能力」，並讓家

長掌握培養子女通識能力的方向及方法。 
 

 
乙：通識評估的問題 

 我們細閱樣本試卷（2008.11），對通識的考評有以下的疑慮： 
 所有問題均是提供一至兩則資料，就要學生根據資料回應。學生不能搜

集資料，不能深入討論。這樣的回應是否有違通識的精神？ 
 許多問題均是：「試加以解釋」。但在只有一份資料，就加以解釋，是否

太危險？學生會否習慣了不求甚解？而解釋了又能否解決問題？ 
 問題的句子過於簡單、問題含糊、角度廣泛：（例：1b 靠甚麼因素？），

學生要花時間猜想用甚麼角度去答問題，但問題可能只有少量分數。 
 部份資料可信性存疑：例如港大民意網站的調查（中國人、香港人要二

選其一）。學生一定要根據資料作答，扼殺了學生的想像力。 
 考試的意義，學生要猜想考官喜歡甚麼答案（重點、理據等），而不是

個人的看法。在短短兩小時的考卷中，怎能細微的評核學生的能力？ 
 考評局應否考慮： 

1. 雖然卷一及二深度有差異，但考的大致一樣，都是提供一些資

料，然後要求解釋。卷一及二可否在形式上有較大的不同？ 
2. 部份題目（卷一）可以 MC 形式，考核學生的基本知識。 
3. 不同形式的問題，可能更有效考核學生不同的能力： 

 將資料分類的能力。 
 將資料比較的能力。 



 將資料總結的能力。 
 將資料批判的能力。 
 。。。 

4. 研究變成選修科，或改成評三級（良好／及格／不及格）的可

能性。 
5. 通識教育科成了決定升學的主要學科，考評會影響學習的成

效，因為學校及老師均無可避免地操練通識答題技巧。假如說

通識不能操練，則學校就更困擾及沒有把握了。 
 

 由於通識考試影響深遠，我們建議考核局提供一些模擬試題，讓不同的

持份者試做一次（兩小時），比對答案，有助我們更了解通識考生面對

的困難。 
 
 
丙：溝通及支援問題 
 

 我們期望政府成立專責小組（家長／老師／校長／政府／立法會／專

家），監察及協助推廣通識教育。 
 太多及太學術的訊息，令人感到混亂。局方要整理一些核心訊息，給家

長學生的小冊子，讓家長知道如何支援學生學習及應付考試。 
 考評局給的答題示範，應該公開讓人下載觀看，不應收費。 
 教育局應盡力解決老師信心問題。 
 教育局應處理課堂教學問題，確保能小組教學及個別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