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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就新高中班級教師比例預備發言內容 

通識教育科的特質 

通識教育科(以下簡稱「通識科」)是一門有異於其他科目的課程，議題探究

法備課需時，「探究性質」亦有賴小班教學；再加上校本評核「獨立專題探究」

跨學年的指導，極需要老師持續跟進。 

通識科的教科書並未經教育當局審批，各有特色。教學教材需要由老師設計

及更新。這些教材有的都是有時限性的，教材設計須緊貼時事，從而加強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時事觸覺。一堂課節的預備工夫，隨時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時間。 

議題探究法另一個特點是旨在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學生和老師有時都先要

進行資料搜集，繼而建構分析的框架，以免學習流於空泛。舒緩繁重工作的方法，

可包括以下兩項：第一、科組老師分擔；第二、教學助理分擔。班師比例高，對

教學的質量、成效均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另外，獨立專題探究是新學制下通識科

的其中一環。社會需要具備解難能力的人材，獨立專題探究能讓學生發揮、綜合

各科所學，透過探究、自學等方法去解決問題。若果人手不足，老師將難以提供

足夠的指導或評估等，影響學習成效。 

通識教育科面對的挑戰 

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或許教育當局也認同、了解通識科的特質(如上述所言)

和需要，否則不會一度為通識科發放專科津貼。可惜，隨著「通識教育科課程支

援津貼」的結束，來年不少學校將會被迫裁減通識科教師或教學助理，這將令通

識科的教學條件、環境變得未如理想。雖然教育局於 6 月曾向學校發出通函，「建

議」學校利用「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支援通識科；但是該建議或許只會造成學校

內部出現資源爭奪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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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學制預科，每班的學生人數較少，學生學習能力和動機較佳的情況下，

教育當局尚且給予學校每班 1 比 2.3 的班師比；反之，現時學校在新高中學制下

卻僅獲得 1 比 2 的班師比。這些數字無論對比歐美國家抑或大中華地區，都屬於

偏低水平。在新高中學制下，學生的學習差異大；在著重培養學生多角度、正反

思考、探究學習等元素的通識科教學層面尤其明顯。理想的新高中學制教學需要

分組教學等措施和資源的配合，故此，相關的班師比理應作出調整。 

總結及建議 

為應付新高中通識科教學的逼切需要，本會希望局方能繼續給予通識科專科

撥款、並建立恆常的資源支援措施。本會進一步期望局方能深入了解學校在新高

中學制下面對的困境，盡早檢討中學班師比例的機制，撥出更充份的資源支援新

高中學制，讓前線的教學質素繼續可持續發展。 

本會謹此就新高中班師比例發言，謝謝主席。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副會長 

何嘉謙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