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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 11 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新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育科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立場書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兩個月後實行的新高中學制，加設了通識教育科成為新高中必修必考的科目，全港中

四學生將一起修讀，規模與歷來的中、英、數主科看齊。現時，教師要為現課程進行日常

教學、備課，亦要花大量時間進修通識教育科。事實上，很多學校仍未能落實未來三年如

何調配通識教育科教師人手，而五花八門的教材仍在不斷準備中，在人力和財政資源配套

未完善的情況下，學生須要接受未知質素的課程，令我們對這學科的前景感到擔憂。 

 

1)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小班教通識小班教通識小班教通識小班教通識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通識教育科強調以「議題為本」、「課題探究」及「小組討論」等教學模式，講求師生

之間的互動，故此，學生人數多寡將直接影響此科的教學效能。新高中班別每班可以是 40

人。如一位老師任教 4班高中通識教育科，將要帶領 160位同學進行獨立專題探究，遠超

老師承受力，影響學生學習質素。本會建議盡快全面推行中學的小班教學，而未及落實前，

當局應立即增撥資源供通識教育科進行分組教學當局應立即增撥資源供通識教育科進行分組教學當局應立即增撥資源供通識教育科進行分組教學當局應立即增撥資源供通識教育科進行分組教學，，，，將每一班至少分為將每一班至少分為將每一班至少分為將每一班至少分為 2 組組組組，，，，方能收到良好方能收到良好方能收到良好方能收到良好

的教學效果的教學效果的教學效果的教學效果。。。。 

本會認為小班教學是通識教育科的重要配套，當局須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差異，為改

革作出實質資源的承擔。教師在小班的情況下，才有足夠空間，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既

能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亦配合著重以議題探究為本及小組討論教學為主的通識教育科原

則，從而締造雙贏局面。因此本會要求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實行小班教學本會要求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實行小班教學本會要求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實行小班教學本會要求在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全面實行小班教學。。。。 

 

2) 新學制學科數目減少新學制學科數目減少新學制學科數目減少新學制學科數目減少        削弱學生學習專科知識削弱學生學習專科知識削弱學生學習專科知識削弱學生學習專科知識 

現行中四、中五課程提供了 42 個不同學科目供學生選讀，而新高中課程卻只提供了

24 科，大幅減少 18 科。新學制打破了以往會考科目的架構，以四科核心科目加上 2 至 3

科選修科替代。加上，通識教育科的理念源於打破文理分流，將文理結合，導致大部份人

文及實用學科的生存空間被收窄。因此學校的人力資源須重新大幅度調配，仍受學生歡迎

的學科被迫邊緣化、合併或刪減，例如：電腦、科技、家政、音樂、體育、藝術、歷史、

地理、文學、會計、商業等，這不單縮窄了學生對學科的選擇，更削弱了他們學習專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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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機會，對銜接大學方面造成困難。教協會留意到，教統局曾表示教育改革將需要增加

教師，但實際落實到學校時，學校實際人手受到削減，特別是現時高中班數較多，或設有

應用學習課程須分組教學的學校。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推行新高中時推行新高中時推行新高中時推行新高中時，，，，須增加教師人手須增加教師人手須增加教師人手須增加教師人手，，，，改善師生比改善師生比改善師生比改善師生比

例例例例，，，，優化教學環境優化教學環境優化教學環境優化教學環境，，，，令新學制得以順利推行令新學制得以順利推行令新學制得以順利推行令新學制得以順利推行。。。。 

 

3) 專業教育配套不足專業教育配套不足專業教育配套不足專業教育配套不足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壓力有增無減壓力有增無減壓力有增無減壓力有增無減 

在課程詮釋方面，至今仍未有一致共識，令師生無所適從。由當局課程發展處於六月

份舉辦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中，負責六個不同單元的主任，對不同單元的重點教學內容，有

不同理解，並存在很大差異，反映當局的專業支援不足。因此，本會要求課程發展處製作本會要求課程發展處製作本會要求課程發展處製作本會要求課程發展處製作

一份如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詮釋一份如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詮釋一份如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詮釋一份如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詮釋，，，，列出要教授的內容重點列出要教授的內容重點列出要教授的內容重點列出要教授的內容重點，，，，讓老師有較明確的讓老師有較明確的讓老師有較明確的讓老師有較明確的

教學方向教學方向教學方向教學方向。。。。 

通識教育科公開試的資料回應題，背景資料涉及眾多範疇，包括歷史、經濟、社會、

法律及文化等。教師要掌握眾多專業範疇知識，承受沉重壓力。加上，通識教育科沒有特

定的課程範圍，內容龐雜，教師在選擇教材和備課方面，特別需時，難以定下教評內容和

方向。教育局表示，設計通識教育課程時，較著重其教學方法，並不希望有通識教育科教

科書出現，亦拒絕為書商審批，聲稱教育城的網上資源為教師提供了很大的支援。然而，

網上資源缺乏組織、散亂，可用性低，當局低估了備課的艱深度和耗時度，老師因而變成

出版社，工作量和壓力大增。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課程發展處應照顧前線通識課程發展處應照顧前線通識課程發展處應照顧前線通識課程發展處應照顧前線通識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老師在預備教材老師在預備教材老師在預備教材老師在預備教材

方面的需要方面的需要方面的需要方面的需要，，，，評審坊間的教科書評審坊間的教科書評審坊間的教科書評審坊間的教科書，，，，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參考參考參考參考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4) 考試考試考試考試評核機制未完備評核機制未完備評核機制未完備評核機制未完備        難以確保公平公正難以確保公平公正難以確保公平公正難以確保公平公正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統計報告，2008年報考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的學生人數

大約為 2千，而在新學制實施後，若按照現時中三（即來年首屆新高中生）學生的數目推

算，所有高中生將於 2012年必修必考通識教育科，屆時考生人數大約 8萬名，急升約 40

倍。相較其他發展成熟的必修必考科目，例如中、英、數，多年來已累積了大批資歷豐富

的閱卷員，而通識教育科具備豐富考評經驗的閱卷員人數比例非常低。因此，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考考考考

評局要評局要評局要評局要加緊閱卷員的培訓加緊閱卷員的培訓加緊閱卷員的培訓加緊閱卷員的培訓，，，，提高提高提高提高評卷的評卷的評卷的評卷的質素質素質素質素。。。。 

在筆試方面，通識教育科考試題目內容要求混淆，評核標準具爭議，師生對此不但沒

有一致的理解，更衍生了各式各樣的學習催谷與操練，從而不斷揣摩沒有標準的評分準

則，違背了當局推動通識教育的理念。在評核答卷方面，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考評局須加強試卷的覆考評局須加強試卷的覆考評局須加強試卷的覆考評局須加強試卷的覆

核程序核程序核程序核程序，，，，平衡及收窄不同閱卷員的主觀判斷平衡及收窄不同閱卷員的主觀判斷平衡及收窄不同閱卷員的主觀判斷平衡及收窄不同閱卷員的主觀判斷，，，，確保評核公平確保評核公平確保評核公平確保評核公平、、、、公正公正公正公正。。。。通識教育科的答卷除通識教育科的答卷除通識教育科的答卷除通識教育科的答卷除

了由兩位閱卷員批改了由兩位閱卷員批改了由兩位閱卷員批改了由兩位閱卷員批改，，，，考評局亦須清楚釐定由第三位閱卷員再覆核的準則考評局亦須清楚釐定由第三位閱卷員再覆核的準則考評局亦須清楚釐定由第三位閱卷員再覆核的準則考評局亦須清楚釐定由第三位閱卷員再覆核的準則。。。。 

教育局將有關獨立專題探究的評核責任落在校內教師身上，令老師壓力大增。此外，

獨立專題探究評估難有客觀準則，加上坊間已出現了幫助學生製作專題研習的市場，實在

難以監察學生剽竊及作弊的情況。因此，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當局當局當局當局 3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通識教育科是否仍通識教育科是否仍通識教育科是否仍通識教育科是否仍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校本評核。。。。 



 

3 

 

 

5) 校本評核倍添師生壓力校本評核倍添師生壓力校本評核倍添師生壓力校本評核倍添師生壓力  須建基於小班教學及專業自決須建基於小班教學及專業自決須建基於小班教學及專業自決須建基於小班教學及專業自決 

本會認為小班教學乃推行校本評核的先決條件。在小班教學未實行的情況下，在各科

(包括通識教育科)全面進行校本評核，只會增加師生負擔，耗盡他們的心血。事實上，校

本評核干擾正常學校行政，教學活動會變成應試學習，在不斷的評估過程中，師生疲於奔

命。而工作量沉重，壓力大增，不但會影響教學效能，更會影響考核的信度。 

本會要求當局將各科(包括通識教育科)的校本評核定為可供學生選擇的卷別，讓學校

自決選卷，不選考校本評核的學生，成績計算方式可與不參加校本評核的自修生相同。另

外，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當局須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當局須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當局須尊重教師專業自主當局須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充份諮詢學校充份諮詢學校充份諮詢學校充份諮詢學校、、、、教師的意見教師的意見教師的意見教師的意見，，，，在在在在未未未未落實小班教學落實小班教學落實小班教學落實小班教學

及及及及未取得大部份教師的共識前未取得大部份教師的共識前未取得大部份教師的共識前未取得大部份教師的共識前，，，，不應在各科不應在各科不應在各科不應在各科(包括通識教育科包括通識教育科包括通識教育科包括通識教育科)實施校本評核實施校本評核實施校本評核實施校本評核。。。。 

 

6) 社經地位差異社經地位差異社經地位差異社經地位差異        擴大學習不平等差距擴大學習不平等差距擴大學習不平等差距擴大學習不平等差距 

當局沒有照顧社經背景較差及語文能力較薄弱的學生，在修讀通識教育科時會面對較

多困難的境況。在學習通識教育科時，課程設計的目的特別著重學生對環境事物的觸覺和

認知角度，藉以聯繫不同知識以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故此，得到較多家庭資源的學生在

學習通識教育科時，相對基層學生，會獲得較多接觸語文及增加對世界認知的機會，從而

提升學習質素。這對基層學生構成不利的，令弱勢學生在學習通識時，變得更弱勢，容易

做成階級分化的現象，偏離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要改善社經地位影響學生學習的情況，

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本會要求當局應當局應當局應當局應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實質的措施實質的措施實質的措施實質的措施，，，，增撥增撥增撥增撥資源將資源將資源將資源將不同階層不同階層不同階層不同階層學生的基本差異拉近學生的基本差異拉近學生的基本差異拉近學生的基本差異拉近，，，，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提供資助基金提供資助基金提供資助基金提供資助基金，，，，讓他們有讓他們有讓他們有讓他們有公平公平公平公平的的的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機會機會機會機會，，，，避免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惡化避免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惡化避免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惡化避免教育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惡化。。。。 

 

7) 須須須須尊重教師意見尊重教師意見尊重教師意見尊重教師意見        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全面檢討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教育改革的成敗在於前線教師的支持，當中肯定教師的專業自主、關注教師的承受能

力和壓力。可是，在新學制首年，局方即全面一刀切地將通識教育科強制列為必修必考的

核心科目，既沒有尊重前線教師的意見，未得到他們支持便即推出，亦無考慮其他替代方

案，輕視了有關問題對數十萬名師生的影響，反映教育改革推行過急，欠缺長遠規劃。本本本本

會要求會要求會要求會要求當局當局當局當局須須須須於三年後於三年後於三年後於三年後，，，，對通識教育科對通識教育科對通識教育科對通識教育科作全面檢討作全面檢討作全面檢討作全面檢討，，，，包括研究應該用必修必考包括研究應該用必修必考包括研究應該用必修必考包括研究應該用必修必考、、、、選修必考選修必考選修必考選修必考

或或或或是是是是必修不考的方式修讀通識必修不考的方式修讀通識必修不考的方式修讀通識必修不考的方式修讀通識。。。。當局當局當局當局亦亦亦亦須正視通識須正視通識須正視通識須正視通識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教育科教師的境況教師的境況教師的境況教師的境況，，，，為為為為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更多支更多支更多支更多支

援援援援，，，，調整現在調整現在調整現在調整現在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讓教師讓教師讓教師讓教師有更多有更多有更多有更多空空空空間間間間和和和和時間時間時間時間照顧學生及照顧學生及照顧學生及照顧學生及過渡過渡過渡過渡新高中新高中新高中新高中。。。。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通識教育科在新高中課程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會不是反對通識教育科，而是希望該科

能切實地達到原本的目標，真正幫助學生培養獨立批判思考能力。故此，政府有責任投放

更多資源改善現有政策，否則，通識教育科只會淪為空談、異化變質和名不副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