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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課本評審 

教育局設立課本評審制度，確保《適用書目表》內的學校課本內容準確，

配合課程及具一定質素，適合學生學習之用。一般而言，出版社編寫教科

書，須參考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就課本編印和送審事宜提供的最新指引，

以及各科的《課本編纂指引》。每本送審的課本經由約五位成員（局內和

局外評審員）組成的相關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局內評審員來自相關專科組

的成員；局外評審員則包括現職學校校長、教師、大學學者及其他熟悉該

學科內容的專業人士，經由專科組推薦擔任，任期一般為兩年，並輪流加

入評審小組，擔當不同課本的評審工作，程序公平公正。 

課本質素可以影響學生學習，所以我們對課本的要求自當力求嚴謹。適用

於所有科目的基本要求包括課本應配合科目課程的宗旨和目標、課題的學

習目標，以及學生學習、教學、評估的需要。此外，對於不同科目的教科

書，亦應有合適於該科目的要求。以歷史科為例: 由於歷史教育的宗旨之

一是使學生學習以公正持平、設身處地的態度，從不同的角度審視過去發

生的事件，並協助他們掌握歷史科的治學方法，包括適當地運用歷史資料

建立客觀持平、合乎邏輯和前後一致的論點等，因此，課本內容亦需秉持

此宗旨，引用的資料應正確、內容應完整、立論應持平及具理據、條理應

清晰易明。課本內容引述的歷史資料、歷史文件、不同史學家的史觀與作

者的個人觀點（如有）亦應清楚表述，避免令學生產生誤解或混淆。當表

述不同的史觀或觀點時，應條理分明地鋪陳論據和結論，不能只有結論而

欠缺論據。在申論觀點和立場時不應欠缺佐證、或將事情的因果關係過於

簡化、又或課文提出的觀點與在課文中提及的一手史料的表述不一致，以

致於可能誤導學生有關觀點的出處等。課文用詞亦應當精準、不流於空

泛，而行文則應流暢。 

評審小組會根據上述要求評審課本。審視時會考慮整體課文的前文後理及

完整性，而個別語句是否恰當，亦會取決於該語句是否令前文後理條理清

晰、是否能支持篇章中的立論、對篇章的行文造成的影響等。評語不能抽

空理解，必需整體看內容的前文和後理。基於作者必定會將評語與送審課

本一併閱讀及考慮，故評審小組的評語一般以簡括為原則。本局把評審報

告交予出版社時，函件會清楚註明如出版社就課本評審報告有任何疑問，

可直接向本局查詢。本局樂意安排會面就評語加以解釋及聽取出版社就他

們的表述作解釋。事實上，過去亦時有出版社收到評審報告後要求會面。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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