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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識科評估政策的成效對推行STEM教育的啟示

梁麗嬋博士
論文摘要：
基於對香港通識教育科文憑試、教學法及課程目標是否配合一致的研究，本文分析了
學生學習的得與失。該研究對於如何推行STEM教育，以培養「21世紀能力」(21st

century Skills)學習的目標，具有參考價值。

本研究採用 42 所 50 班本港學校師生問卷調查，35 位不同持份者獨立訪談，以及10 節
課堂教學觀察的混合式數據比較，得出結論。

結果發現，標準參照的考評和評估的監測機制，能有效推動批判性思維，開闊學生的
視野激發學生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成效為本的政策更能有效引導議題教學、反轉教室
、群組互動。但是，由於評估和課程指引目標與教學並不一致，導致教學法於務實的
短期目標和理想的長期目標之間失去平衡。機制與政策推行有利於學生學會思考，不
利於學會生活，更輕視學習尊重他人。跨學科本意將文理學科融合，在實踐當中卻僅
僅聚焦了社會科學，而弱化了對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的關注。

STEM 教育在科技領域積極餞行21世紀能力的學習，重視於生活中辨難、解難、自學
、溝通與協作，在教學實踐方面與通識科一脈相承。隨著STEM 教育的推行，成效為
本(Outcome-based)的考評必不可少，而參考香港通識科推動課程目標、學與教及評估
一致的經驗，將有助避免資源的浪費。

關鍵詞：

評估政策、通識教育、STEM教育、21世紀能力



學會生活和學會尊重
A. 跨學科價值、能力與知識

•  社會和/或文化技能，公民素養

•  對核心主題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B. 容忍不同的觀點

•  協作

•  溝通

•  自我方向和獨立性

C.從不同來源和觀點綜合信息/證據的

能力

•  信息素養

•  ICT素養

•  媒體素養

學會思考
高級思維和測量技能
• 批判性思維
•創造力
•解決問題
•獨立思考者

通識科21世紀學習能力框架

學會生活
學會思考
學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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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閱讀



A

P

E

A: 態度目標

K: 知識目標

S: 能力目標

AoL (總結性評估)

AfL (形成性評估)

學習為本教學策略

考試為本教學策略

課程與評估關係與元素

課程目標

評估教與學
(教學法)

A

EP

課程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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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過程:

內容
教學法

形成 性 評 估
(成就表現的回饋)

總結 性 評 估
(獲分反映的成就)

目標:
學會生活
學會思考
學會尊重

預期效果
21世紀能力、考試結果、

興趣、動機、行為等
有正面效果

水平/橫向一致

垂
直/

縱
向
一
致

學習策略 考試策略

評估與課程
橫向與縱向配
合一致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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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課程體系中的公開考試

模型
• 基於成效為本的系統
• 考試→教學法/學與教過程→課程目標（Leung，2013)

目標
• 學習和應用二十一世紀學習能力
• 初始目標：提升社會意識，拓寬視角，連結及批判性思維 (ABC)

內容 • 熱點時事議題。不設教科書

組織
• 所有中六學生完成課程後參與公開考試
• 中央電子屏幕“雙閱卷員”系統監察改卷

特徵

• 確保高等教育入學的公平性，客觀性和可靠性
• 加入校本IES (獨立個人專題探究)
• 考試帶動，自下而上，開放信息
• 考試與課程保持一致
• 學生要求作分析，應用知識和表達評論議題的能力。需求更具體

廣泛的建構學習過程。(實踐中，學習卻在走截徑。)
• 提供指導原則（CDC / HKEAA，2015，第126-129頁）

功能 • 獲取證書和資格，導引學與教方向，選擇升學等(高風險考試）

採創新性評估系統，促進師生參與及交流

文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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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問題

文獻整理21世紀能力學習的追求，透過「目標、學與教

及評估的一致性」政策作為通識跨學科的推行準則。政

策看似具備理據與理想構思原則，但在實踐過程能否切

實可行？是否能如構思推行？推行過程的成與敗或得與

失的經驗與分析，將對本科及其他跨學科的推行，具備

參考意義。為此，本文從下列兩道研究問題作分析：

1. 「目標、學與教及評估的一致性」政策多大程度有助

21世紀能力的學習？

2. 政策為推行STEM教育帶來什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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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研究採用混合方式，解釋性順序(Creswell & Clark, 2011)實證設計。建基於

評估與課程縱橫一致研究模型，筆者按通識科文憑試與本科目標、教學法

、對學生構成的影響三個方面，設計問卷內容，問題各部份均採用李克特

量表的四個選項供選擇。問卷於2014年向全港458所中學發出，最終獲得

來自42所中學50班的通識科教師及其任教的十位以內489位學生的有效數

據。問卷取得同班師生對同一問題的觀感意見作比較，好處在排除其他變

項因素後，能聚焦師生對同一問題的觀感作回應，從而更客觀地比對當中

的數據落差，以作分析及論證。所有問題作正向調整，最高正向獲分為4

，最低為1，中數為2.5。數據以SPSS工具分析，Shapiro-Wilk常態測試，證

實數據屬非參數的現象，故所有數據輸出使用非參數測試工具整理。

配合問卷填寫的同期，筆者進行半結構性個別獨立訪談。包括當中6所學

校的10位教師及17位學生，及其餘8位教育局、考評局代表、學科導師專

家(表二)等。此外，受訪學校當中的3所6位教師，提供10課節通識課堂觀

課(表三)。質性訪談及觀課數據及示例，用以引證問卷的發現，以作研究

問題的分析與闡述。



學會尊重 學會生活 學會思考

應試為本策略

對學會思考(整體)的影響

形成性評估
(學習回饋)

總結性評估
(成就評分)

目的

評估

教學法

影響

橫向形成性與 總結性評估一致

縱
向
課
程
目
標
、
學
與
教
與
考
評
結
果

一
致

無縫銜接？

通識教育學習過程

 通識科DSE推動21世紀能力學習框架及發現

學習為本策略

對學會生活(整體)的影響

i = TA: 3.08; TB: 2.65 < SB:2.91*

TA: 3.17 > TB:2.81**

TB: 2.81 < SB:2.90TB: 2.92 < SB:2.94TB: 2.69 < SB:2.93**

TA: 3.17 > TB:2.69** TA: 3.22 > TB:2.92**

T_學習為本: 3.17
(需立場清晰) g = T: 3.61 > S:3.3**
(試題作藍本) i = T: 3.41 > S:3.1**
(一致性評估) j = T: 3.6 > S:3.26**

9

T_應試為本:3.57**

(寬容價值觀) c = T: 2.76>S:2.95*
(學LS興趣) d = T: 2.50>S:2.48
(非為考試講書) e = T: 2.34>S:2.3

(考卷反映能力) h = T: 2.43>S:2.18*

T:2.77> S:2.69** T:2.91> S:2.83

j= TA: 3.08; TB: 2.44 < SB:2.8**



A

P

E

課程目標

評估教與學
(教學法)

A

EP=

ASK  S>K>A

AoL ≠ AfL
APE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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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態度目標

K: 知識目標

S: 能力目標

AoL (總結性評估)

AfL (形成性評估)

學習為本教學策略

考試為本教學策略

考試為本教學策略 >
學習為本教學策略 課程

系統

通識科起動目標的達成與廿一
世紀能力學習目標趨向相反



橫向與縱向不一致
實踐走向偏狹

SA≠FA
目標、教與學和評估分割
非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狹窄 FA 考試驅動：SA操控FA

目標：
學會思考 > 

學會生活 > 學會尊重
態度技能知識分離

反效果
狹窄的21世紀技能學習
AoL> AfL→學習能力弱

考試為本策略

積極效果：
實現ABC的初始目標
、獲本港和國際學院
的認受、教師教學範
式轉變、基於內容轉
向技能為基礎，從常
模參照到標準參照等

負面影響：
考試不能反映學生的
多樣化能力。議題為
本思維模式學習反映
了真實的一部分，而
不是整全真像; 不可預

測的偽批判性思考

學習為本策略

水平/橫向一致

垂
直/

縱
向
一
致

評估與課程
橫向與縱向

配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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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現行通識科 建議通識科加入STEM教育成份

能力培育 明辨性 (批判性)思維 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成效產出 爭議性時事論證短文 專題探究成品或完成指定任務

課程 六大單元及課程指引 從多元校本模式試行轉為統一的中央開放課程

內容
熱點時事及恆常性議題；社會科

學為重點；不設教科書

調整及加入能舉一反三的跨學科概念學習，例如

包含STEM課程示例的教科書

學習要素
議題探究、爭議性時事議題、論

證立場、跨單元、關鍵詞概念

問題為基礎、情境任務、科學探究、手腦並用、

真實評量、科技統整、跨學科、科學原理等規律

評估形式
紙筆考試80%

獨立專題探究(IES)20%

紙筆考試50%

獨立專題報告、成品展述等50%

評估機制 中央雙閱卷員監察紙筆考卷機制
中央評審員制度，監察與評核專題報告及口語交

流過程錄影

評估標準

及標尺
布魯姆分類 (Bloom Taxonomy)

創意及解難能力標尺，類同公開比賽評比；由專

家研發統一認可標尺機制

現行通識科與STEM教育建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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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通識教育的成效

1. 通識教育推動21世紀能力的學習：
學會生活、學會思考、學會尊重

2. 成功建立具信度與效度的評價系統

3. 追求目標、學與教及評估互動一致政策，實踐未符效果：
ASK分割、應試策略>學習策略、總結性 ≠ 形成性評估

4.   窄化的成效為本 (Outcome-based)評估異化學與教：
著重批判性(明辨性)思考， 欠價值觀培育、手腦並用不足
缺創意及解難能力；偏重社會科學，欠缺人文和自然科學

5.   有經驗教師能設立情境， 建構縱橫一致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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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通識對STEM教育的啟示

1. 通識和STEM教育同樣推動21世紀能力學習，屬跨學科設計
學會生活、學會思考、學會尊重

2. STEM教育重視目標、學與教及評估互動一致：
ASK、學習策略=應試策略、形成性 = 總結性 評估

3.    現行通識科加入STEM教育元素，有助達致課程平衡：
手腦並用、文理兼備、口語和紙筆佔分率相同、重視成效
和過程的表現

4.    DSE加入STEM教育評估，才獲得重視，以便為每位學生提
供手腦並用、協作解難及跨學科思維訓練，學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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