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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新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育科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新

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育科提出的關注事項。  
 
 
背景  
 
2.  200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 (下稱 "教統會 ")建議採用連續 3年
高中學制，以便推行更靈活、更連貫和多元化的高中課程。2003年
5月，教統會就發展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下稱 "334學制 ")作出建

議。行政長官在 2004年的《施政報告》中確認發展新學制的政策

方向。  
 
3.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10月發表題為 "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
制 "的諮詢文件。該諮詢文件載述 334學制的設計藍圖、推行時間

表及財務安排。諮詢期於 2005年1月19日結束。  
 
4.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5月 18日發表題為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

學制  ⎯⎯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 "的報告書。該報告書綜述就

334學制進行諮詢的結果，並勾劃於 2009-2010學年推行新學制的

發展路向。  
 
5.  新高中課程下設有 4個核心科目，分別是中國語文科、英

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根據 2005年的報告書，通識教

育科的目的是透過探討各類當代議題，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以

及加強他們對社會的觸覺。該科運用議題探究的教學方法，有助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實踐終身學習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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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過去數年來，事務委員會在研究 334學制的議題時曾討論

到有關通識教育的事宜，亦曾聽取多個教育團體及學生組織的意

見。委員就通識教育提出的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專業發展  
 
7.  通識教育將成為新高中課程下其中一個核心科目，而教師

是課堂上直接推動改革的人，使學生能有效地學習。因此，委員

深切關注到，教師是否已就教授這個新科目準備就緒，以及是否

已有合適的教學法和教學資源。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應待有足夠

的資深教師可以教授通識教育科，並訂定了適當的教學法、評核機

制和配套措施後，才將通識教育列為核心科目。根據某政黨進行的

調查，教師普遍認為教育局並無提供足夠的專業發展及支援，以協

助教師教授該科。  
 
8.  政府當局指出，現行課程已有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

在現行課程下教授通識教育科、綜合人文科及科學與科技科的良

好教學方法及經驗，將會用以協助其他教授該科經驗不多的學

校。政府當局亦鼓勵學校在高中班開始教授綜合人文科及科學與

科技科，以便教師及早開始教授通識教育科所涵蓋的題目。現時

約有 100所中學正在高中年級開辦通識教育科或綜合人文科的課

程，並有數百名教師正在教授有關科目。政府當局已於 2005年年

中推出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提供有助瞭解通識教育科課程

的基本知識，供教師參考。由 300多名具備教授通識教育科經驗的

在職教師組成的通識教育科教師協會已經成立，以建立專業聯網。 
 
9.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本着所有通識教育科教師均應得到進

修機會的原則，策劃並舉辦了涵蓋 6個範疇的專業發展課程。該 6個
範疇為  ⎯⎯  

 
(1) 課程詮釋；  
  
(2) 學習評估；  
  
(3) 學與教策略；  
  
(4) 知識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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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獨立專題探究；及  
 
(6) 課程管理、規劃與領導。  

 
10.  政府當局指出，第 (1)及第 (2)個範疇的課程為所有準備教

授通識教育科的教師而設，而其他範疇的課程則供所有教師、統

籌人員及校長因應個人需要而修讀。截至 2009年 3月，約有 7 800名
教師修讀過各範疇的通識教育課程。當局會較重於通識教育科

在課堂上的學與教方法，以及獨立專題探究 (這是通識教育科校本

評核的課業 )的規劃。  
 
評核  
 
11.  在新高中學制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將會取代香港中學會

考 (下稱 "中學會考 ")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下稱 "高考 ")，並改為採

用水平參照成績匯報制度 (下稱 "水平參照制度 ")匯報學生成績。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不會採用中學會考及高考的A至F分級，改為以 5個
表現等級標示考生成績，即第 1至第 5級  ⎯⎯  第 1級最低，第 5級
最高。委員詢問當局為何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採用新的成績匯

報制度。  
 
12.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應考高考的考生約佔全港中學畢業生

的三分之一，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卻有所不同，其考生為全港高

中畢業生，因此考生之間的學習成果差異較大。考評局有必要為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設計一套涵蓋範圍寬廣的成績等級制度，才可

提供資料，以反映學生的實際表現，並有助監察不同時期學生的

能力水平。此外，採用表現等級將會避免新舊兩套成績匯報制度

引起混淆。在考獲第 5級的考生中，成績最優異的會以 5*和 5**標
示，以資識別。在水平參照制度下，等級水平固定不變，亦不會

設定每個等級的考生人數比例。  
 
13.  據委員瞭解，政府當局正考慮恢復採用常模參照成績匯報

制度，以評核學生在通識教育科的成績，而試題會設有標準答案。

委員認為，推行新高中課程的宗旨是培養學生明辨式思考的能力

及分析技巧，上述做法與新高中課程的宗旨背道而馳。根據通識

教育科的試題舉隅，評核人員的評分差異甚大。委員關注到，最

出色而明辨式思考能力最高的考生，會否可能反而在通識教育科

的考試中得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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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當局澄清，通識教育科的試題不會有標準答案。通識

教育科的表現評核涉及評核人員的專業判斷，因此，必須頒布詳

細的評分指引，讓評核人員有所依循，同時須對考試答卷進行雙

重評分，以作平衡。進行評分前，合資格的評核人員需要互相討

論，就如何對考試答卷進行評分取得共識。  
 
內容  
 
15.  委員察悉，"現代中國 "將成為通識教育科其中一個必修單

元。部分委員認為，若要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並加強他們對

國民身份的認同及對國家的歸屬感，以零碎的方式將中國歷史納

入通識教育科之中並不足夠。他們關注到，新高中課程的設計對

本港學生認識祖國影響深遠。他們認為，應把中國歷史列為新高

中課程的必修科目。  
 
16.  政府當局解釋，中國歷史是小二至小六常識科及中一至中

三人文學科其中一項必須教授的科目範圍。總體而言，學校須在

不同級別調撥總課時的 5%用以教授中國歷史。據教育局每年進行

的調查顯示，約 85%的學校開辦中國歷史科、約 6%至7%學校開辦

中國及世界歷史科，有少數學校未有為初中班級調撥足夠課時教

授中國歷史。通識教育課程的核心單元包括 "今日香港 "和 "現代中

國 "，內容包括香港和中國的歷史及文化發展。通識教育科的設計

是讓學生將不同範疇的知識融會貫通，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事理。

與很多已經發展公開考試制度的海外國家一樣，香港為學生提供

國家歷史或世界歷史作為選修科目。政府當局強調，新高中課程

經廣泛諮詢後才定案。據每年向教師和學生進行的調查顯示，在

過去數年，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有所提升。除歷史外，學習內

地的地理和經濟發展，亦對加深學生瞭解中國今昔極為重要。與

現時的高中課程比較，新高中課程將 "現代中國 "列為通識教育的核

心單元，有助更進一步加強有關中國歷史的教與學。  
 
17.  部分委員始終認為，由於中國歷史在新高中課程下只是選

修科目，修讀中國歷史的初中生人數將會減少，繼而影響在大學

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人數，不利於整個學習領域的發展。  
 
大學收生  
 
18.  委員察悉，通識教育已獲確認為大學入學 4個必修科目之

一。大學校長會認為，就新高中課程核心科目而言，最低入學要

求 可 能 是 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科 達

第 3級，而數學及通識教育科則達第 2級。當局已成立一個由教育

局職員及大學教職員組成的工作小組，制訂大學收生安排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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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19.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7月 6日  



附錄  
 
 

有關新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育科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發出日期  

 

文件  
 

立法會  15.10.2003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9至14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29.10.2004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CB(2)1721/04-05(01)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2.2004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3.1.2005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5.1.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48至49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3.6.2005 
(議程項目 I至 II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0.2005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13.2.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10.5.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1至65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6.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15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105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papers/ed1029cb2-17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0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102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02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2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12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1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01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06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0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10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2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2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6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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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發出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10.7.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2680/05-06(01)(只備中文本 )
CB(2)2680/05-06(02)(只備中文本 )
CB(2)2680/05-06(03)(只備英文本 )
CB(2)2792/05-06(01)(只備英文本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9.10.2006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25.5.2007 
(議程項目 I)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9.7.2007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11.2007 
(議程項目VII)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21.5.2008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59至60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2.6.2008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教育事務委員會  30.3.2009 
(議程項目 II)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7月 6日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0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10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5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5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7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7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11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11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7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7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floor/cm0521-confirm-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1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806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ed/agenda/ed2009033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68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2-268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ed/papers/edcb2-2680-3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ed/papers/ed0710cb2-2792-1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