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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課程與考評能否  

既「通」且「識」 

--現行通識科考評與課程是否有助 

  學生達成本科學習目的 

 

--現行課程實踐如何推動「通」與「識」 

 

--分享示例是否有助「通」且「識」 



1.個人  香港 國家  世界 

2.批判與尊重    論斷與建設 

3.知識與技能 





1. 跨學科 綜合和聯繫不同學科 

2.文中有理 理中有文 





課程設計如此,考評如何落實? 





個人: 少獨立成題 

香港: 重點所在 2-3題 

中國: 每年1題, 今年1.5 

全球: 近年每年1題 

能源: 備受冷落 

衛生: 除第一屆,每年一題 

 考評上傾向:  重香港 輕中國/世界 



知識       VS     技能 

 

背景知識          邏輯推理    

學科知識          語文表達 

社會時事          語理分析 

相關概念          批判思考 

 

 
 考評上傾向:  輕知識   重技能 



第一題:2011年2月,內地大米中鎘成分 

           嚴重超標  食物安全 

第二題:2011年1月,高官唐英年發言 

            批評80後  社會流動 

第三題:2010年10月,港大民調 

           港人工作時數調查  勞工福利  

                                                    生活質素 

             

第一題: 2011年12月: 停車熄匙立法 

             空氣質素 立法管制 

第二題:2012年: 安徽高中生賣腎買iPhone 

   器官買賣  貧富差距  跨國移植旅遊 

 

第三題: 2011年11月:<青少年發展指標> 

  活動模式 社區事務 政治參與 通識學習 

知識相對少   議題生活化   背景較簡單  

2013練習卷:卷一 

2012練習卷:卷一 2012文憑試:卷一 

2013文憑試:卷一 

第一題: 2011年8月施政報告和財   

              政預算案合併諮詢 

 建議立法供養父母  孝道 養老 

第二題: 5.31 世界無煙日 

   二手煙 煙草管制  

第三題:2011年4月,中大研調 “政治
組織滿意程度” 政黨 政治參與 

第一題: 2012年6月英國研究 

             世界肥胖人口威脅地球 

     身體健康 全球化 

第二題: 2012年6月立會議員拉布    

     政治參與 政治制度  

第三題: 2011年 10月 家庭主夫 

   性別分工 文化轉變 性別定型 



       對議題背景/情境知識需求稍低 

     資料提供充足知識/議題較生活化 

   對議題背景/情境知識需求較高 

  題目資料不足,只介紹議背景/ 議題較學術性 

第一題:恆常 少數族裔 族裔共融 (2011-2013) 

第二題:恆常 貧富差距 城鄉差距 扶貧作(2015) 

第三題:恆常 港新開心程度 生活質素(2015) 

第一題: 恆常 快速時裝 即棄消費文化環保 (2015.11)

第二題: 時事 電子煙 + 禁售產品 公共衛生 (2016.7) 

第三題: 時事 街市現代化  + 科技與傳統 (2015.10) 

   運用資料內容,可無料吹水? 

       前半題運用知識,後半題須個人知識 



   知識性、學術性、複雜性為主的議題 

今日香港 
 
現代中國 
 
 全球化 
 
 
公共衛生 
 
能源科技 

政制 法治  一國兩制  基本法 
佔領中環 … 
政治制度  國企改革 一帶一路… 
 
聯合國 國際外交 主權人權  
金融風暴… 
 
中醫發展  醫療融資 基因工程… 
 
國際能源外交 海洋溫差發電…   



以常識性、生活化、簡單化議題為主 

知識相對少   議題生活化   背景較簡單  

得:考生較易掌握    照顧能力差異 

 

失:出現倒流效應    調整教學議題 



基因檢測結果的使用可能在日後 

引致哪些社會和道德問題 
• 只拿到第四級的成績，相當於高考的D級。當時有傳媒戲稱John是老貓燒鬚……  

• 「我答基因測試的使用，『在將來會帶來什麼社會或倫理上的問題』。……我想盡量
拉闊那個言之有理的幅度，看他怎麼改。第一個理由很主流：因為基因測試，人們會
知道胎兒的性別，中國人重男輕女，將來男女比例不均衡，男人找老婆會很困難，這
是社會問題。」  

• 「另一個社會問題是，如何處理基因測試引起的私隱問題，我假設胎兒發現存在生物
學上不太理想的基因，如中度疾病，但仍容許出世，長大後他有沒有權拿當年的測試
資料？若可以，根據幾十年後的準則那些很輕微的病可能變成嚴重，他們會否怪責當
年父母帶他們來這個世界？反過來，如果胎兒作了基因測試遭父母打掉，第二個胎兒
正常出世，他長大後知道原來有哥哥或姐姐因基因測試遭打掉，可能怪責父母殺了哥
哥、姐姐，甚至引發集體訴訟。」「倫理問題，我提到兩點。人工授孕可能會生好幾
個，其中一個好的要了，另外幾個就打掉，這在倫理上很大問題。還有，基因測試引
發基因優越至上的文化，一般或平庸基因的人，我們不會讓她發展甚至在世界上生存。
但從人類的歷史看到，無論個人還是社會層面，人的發展有先天基因和後天環境的因
素，……但將來人成功與否由他出生時的基因所定，不完美的不會被容忍，以及不完
美會被互相比較，那樣人類的同理心和愛會愈來愈少空間發展。最後我的結論是，基
因測試會為人類帶來更黑暗的將來。」記者聽完這個答案不禁拍案叫絕，怎麼可能只
有第四級                                                                                                            信報 

2013 04 15 



評卷過程不重視知識 
強調推論  自圓其說  緊扣題眼 

評卷過程人言人殊 
對何謂相關知識 論點 例子 各自解讀 

評卷過程的技巧 
重視語文表達 邏輯推論寫作套路 
輕視高階思維 批判思考 資料鋪陳  



通識科課程與考評能否  

既「通」且「識」 

--現行通識科考評與課程是否有助 

  學生達成本科學習目的 

 

--現行課程實踐如何推動「通」與「識」 

 

--分享示例是否有助「通」且「識」 



 考評上 傾向:  輕知識   重技能 

擬題:以常識性、生活化、簡單化議題為主 
評卷:過程人言人殊,對何謂相關知識各自解讀 
          不重視知識,強調推論, 自圓其說,  緊扣題眼 
          重視語文表達 邏輯推論 寫作套路 資料鋪陳  

       知識       VS     技能 

教學議題選取: 取恆常/生活化議題  棄艱深複雜議題 
                                 中國及全球化教學份量減少  
教學內容調適: 減少理論/知識   力求簡化淺化 
重視邏輯推論  加強寫作教學 偏重應試訓練 
簡化思維訓練  強化思考套路 偏重概念掌握 



2009 第一屆能源科技核能 

比較 

2016 第八屆能源科技核能 



通識科課程與考評能否  

既「通」且「識」 

--現行通識科考評與課程是否有助 

  學生達成本科學習目的 

 

--現行課程實踐如何推動「通」與「識」 

 

--分享示例是否有助「通」且「識」 



既「通」且「識」 

  通: 有否聯繫不同學科內容/知識,觸類旁通? 

       有否文理兼通,融合人文與科學(知識/精神)? 

       有否從個人到社會,從社會到國家及世界? 

 

  識: 能否做到知識與技能結合,避免只有知識灌輸,  

       或只知清談議題? 

       能否發展多方面思考能力,而非只重應試教育, 

       培養考試技能? 

       能否提供思辨空間/方法,刺激多角度思考,最 

       後由學子建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