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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提 計 策」 

通識教育科校本教材設計及學與教策略系列（3） 
 

利用辯論加深學生對議題的認識和提升思辨能力 

李 維 儉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中學部） 

2014 年 11 月 
 

  通識教育科鼓勵採納議題探究的學與教模式，而為了有效地促進學生探究，教師可

以選擇適當的學與教活動，讓學生將已有的知識和相關經驗，聯繫至所要探究的議題。本

校曾經在通識教育科課堂利用「融辯入教」的學與教策略，安排辯論活動讓學生考慮正反

雙方的意見，從而加深對議題的理解，並培養他們的思辨能力。下文介紹本校這方面的經

驗，並提出利用辯論作為課堂活動時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供大家參考。 

 

一．選擇辯論作為課堂活動的原因及校本考慮因素 

通識教育科課堂重視師生之間的互動與意見交流，而常見的課堂討論方式和流程，例

如分組交流意見、觀點歸納、小組匯報、教師點評，學生固然可由此而認識不同方面的觀

點，並經歷不同程度的師生交流與意見分享；然而這些交流過程，較難細緻回應相反意見

的理據、推論及準則。若要提高討論氣氛與思想交流的深度，「融辯入教」是可行的學與

教策略，教師可承接課堂討論所得的成果，將討論形式延伸為辯論，此舉有助學生釐清觀

念、反思論點與深化思維。 

每所學校的校本情況各異，「融辯入教」能否在通識教育科課堂湊效，大家可參考以

下的問題，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在課堂應用這項學與教策略的條件： 

 校內辯論氣氛如何？例如曾否舉辦辯論週？是否已成立辯論校隊或辯論學會？學

生參與校內以至校外比賽經驗如何？ 

 課堂學生人數多少？是否有分組上課的安排，以減少師生比例？ 

 學生是否已在初中掌握基礎的辯論技巧？學生的閱讀風氣如何？ 

若果經分析後感到學校的辯論氣氛或學生的辯論技巧仍待提升，可以將活動改為聽證

會的方式（參閱附件二）。這種活動方式對於學生能力要求稍低，大家可考慮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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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辯題選擇的考慮要點 

選取辯題當然要正反雙方都有足夠論點可供辯論，避免任何一方容易佔得上風，削弱

辯論氣氛。此外，建議教師選取涉及較多重要概念，並與不同單元有關的議題作為辯題，

由此而讓學生重温及運用已學習的知識與概念，並促使學生在準備辯論、辯論過程及辯論

之後，都可以將已經學習的知識與概念應用於不同情境當中。 

本校曾經在課堂辯論活動以「中國興建長江三峽大壩對可持續發展利多於弊」作為辯

題，正是由於三峽大壩從興建到投入運作至今，在內地以至外國都有不同意見，而且它對

中國的環境保育、能源開發、社會發展、文物保育等各方面都有深遠影響，當中並涉及可

持續發展、生活素質、能源規畫等概念，可以配合單元三及單元六的課程，所以極之適合

作為課堂辯論題目。 

 

三．辯論的準備工作及流程 

誠如上文所言，辯論能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但在課堂利用這項學與教策略，亦會受

到一些客觀因素限制，影響活動成效。例如班內學生人數太多，未能讓每名學生都能全情

參與活動；辯論活動需要於課前仔細準備，而教學時間卻有限，故可能影響日常教學的進

度。為了使辯論活動取得成效，教師必須悉心安排，以下為一些具體建議： 

 清楚交代辯題，讓學生理解辯題的重點及爭議所在。 

 按學生的能力水平而向他們提供基本閱讀資料，使他們掌握議題背景、基本的正反

觀點等，並給予學生充足的準備時間。 

 為令學生更能在辯論中掌握相關觀點及理據，教師可於課前稍作跟進，例如要求學

生呈交辯論資料先行閱覽，又或設計工作紙協助學生整理正反雙方的觀點。 

 明確學生分工。以本校為例，經過五班分為七組後，平均每班 23 人，於是將全組

學生分派擔當以下角色（參閱附件一）： 

 辯論員 16 人 
 評判 5 人（由師生組成，學生摘錄辯論員觀點及評核其表現） 
 記錄員 2 人（將正反雙方觀點記下後來交予教師） 

 仔細構思整體流程安排（參閱附件一） 

 

四．運用辯論為課堂活動的建議及需要留意的地方 

  辯論活動可配合通識教育科所重視的議題探究模式，而根據本校的經驗及檢討所得，

在採用這種學與教策略時，需要留意以下各點： 

 教師必須清楚任教學生的能力及學習模式。 

 由於準備需時，辯論較難成為常規活動。本校的經驗是每學期舉辦一次，並且規定

全級各組於同一週次進行，以提高整體學習氣氛及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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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學生於辯論前所學的知識和概念，並令到所規畫的辯論活動能夠評估學生是否

適當應用。 

 辯論的特點為將參與者明確分為正反雙方，這種安排或會令學生誤以為通識教育科

所探究的議題，亦可作二元對立的方式處理，從而忽略了在實際情境下不同持分者

未必抱持過於簡化的正反立場。所以教師在活動後的解說非常重要，除了點評學生

於辯論期間的表現外，亦要提示學生需要從多角度了解持份者的立場及觀點。 

 利用辯論作為考試前的温習活動，可讓學生透過活動將所學的知識和概念應用於跨

單元議題。 

  總括而言，本校利用「融辯入教」這種學與教策略僅屬初步嘗試，仍有不少未符人意

之處，謹此拋磚引玉，期望大家不吝賜正。 

 

‐‐  全文完  ‐‐ 

 

 

 

貴校如有關於通識教育科的教材設計或學與教策略可以與其他學校分

享，請發電郵（kcli@edb.gov.hk）或賜電（2892 6515）與本組課程發

展主任李傑泉博士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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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辯論安排表 

 
 分組安排 學生角色 辯論流程 評核方式 教師評分 

考

慮

點 

顧及不同組別人數 
 
 
 

- 每名學生均有需要擔

當的角色，並能參與

課堂活動 
 

- 讓教教師可以清楚評

分 

清楚而簡單 
 
不必按照公開比賽程序 
 
兩連堂內完成 

- 所準備的資料 

- 經整理後的發言稿 

- 辯論後必須呈交一份

評論 

- 辯論題目與文憑試題

型用語可能有別，需

把辯論題目調至滿足

題型需求。 

除運用評論評估表

外，還有其他評估

工具嗎？ 

具

體

安

排 
 
 
 
 
 
 
 

分組考慮： 
1. 教師宜在分組時盡

量 安 排 兩 名 能 力

（如即時回應能力

/寫稿能力）較高

的同學於不同組別 
2. 可選較怯於說話/

說話能力較弱的同

學作紀錄員 
 

分組安排： 
全組分為兩隊，分

別代表正反雙方； 
 

1. 辯 員 （16 名 ）： 
每隊由 4 名台上及

4 名台下辯員共 8
名辯員，共中兩名

為正反隊伍隊長。

能力較高的學生可

辯論比賽（下稱比賽）前

一星期： 
 雙方有一星期準備時

間，所有學生均需参

與搜集資料。 
 16 名辯員均需以小

組形式準備比賽，每

兩名同學負責同一位

置（每隊分主辯、一

副、二副及結辯） 
 
 

比賽過程： 
賽事進行前，教師以抽籤

方式為每隊抽出 4 名台上

辯員，負責台上辯論；其

餘 4 名同學則為台下辯

員，負責 3 條台下發問

（共約 40-45 分鐘） 
 

每隊參賽隊伍由 4 名辯論員組成（主

辯 、 第 一 副 辯 、 第 二 副 辯 ， 及 結

辯）。 
 
比賽前： 
賽前整理時間：約 15 分鐘 

比賽期間： 
發言次序及時間如下： 
 
環節一： 
1. 正方主辯      （3 分鐘） 
2. 反方主辯    （3 分鐘） 
3. 正方第一副辯（2 分鐘） 
4. 反方第一副辯（2 分鐘） 
5. 正方第二副辯（2 分鐘） 
6. 反方第二副辯（2 分鐘） 
 
環節二 
7. 正方第一次台下發問（1 分鐘) 

比賽前： 
所有學生皆需就抽籤所

得的站方搜集資料。每

人 少遞交三篇資料，

並作撮要，以個人為單

位。 
 
比賽期間：  
各辯員及評判就對方在

比 賽 中 的 表 現 進 行 互

評；教師有權調整個別

學生的分數  
 

比賽後： 
1. 紀錄員所作的比賽紀

錄結果由教師評分 
 

2. 所有學生皆需就辯論

題目遞交一篇不少於

1200 字 的 評 論 文

教師將以 後呈交

的一份評論評分，

個別學生的分數或

會因應其同儕互評

表 的 分 數 稍 作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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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安排 學生角色 辯論流程 評核方式 教師評分 
充當軍師角色，確

保整體辯論質素，

其他同學亦可藉跟

隨同學的帶領而有

啓發，同時照顧到

不同能力差異的學

生需要面對不同程

度的挑戰，可令教

師更容易跟進每組

進度。 
 

2. 評判（5 名；人數

可酌量調整）： 
5 名學生擔任評判

為比賽評分。人數

可因應組別學生數

目而調整 （以單

數為佳，方便以票

數表決） 
 

3. 紀錄員（2 名）： 
2 名學生擔任紀錄

員，即場紀錄雙方

論點，並於賽後以

文書檔案整理辯論

紀錄。 
 
 

比賽後： 
教師於賽後先作點評，然

後再因應課堂時間而邀請

選 2-3 名學生評判對正反

雙方的表現發表約兩分鐘

的評語（合共約 5 分鐘）

8. 反方第一次回應   (1 分鐘) 
9. 反方第一次台下發問(1 分鐘) 
10. 正方第一次回應   (1 分鐘) 
------------------------------ 
11. 正方第二次台下發問(1 分鐘) 
12. 反方第二次回應    (1 分鐘) 
13. 反方第二次台下發問(1 分鐘) 
14. 正方第二次回應    (1 分鐘) 
------------------------------ 
15. 正方第三次台下發問(1 分鐘) 
16. 反方第三次回應    (1 分鐘) 
17. 反方第三次台下發問(1 分鐘) 
18. 正方第三次回應   (1 分鐘) 
 
環節三 

19. 總結陳詞準備時間 （2 分鐘） 
20. 反方結辯     （3 分鐘） 
21. 正方結辯     （3 分鐘） 
 

約 40-45 分鐘

 
比賽後： 
22. 2-3 位評判作兩分鐘評語：約 10

分鐘。 
 

23. 教師總結及解說約 15 分鐘。 

章。 
 
 

 
註：能力稍遜的組別，教師可選擇以聽證會方式（見附件二）代替辯論，而較高能力的組別，則請盡可能進行辯論，並進行錄影，讓其他組

別互相觀摩，進行同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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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聽證會安排表 
 

 分組安排 學生角色 聽證會流程 評核方式 教師評分 

具

體

安

排 
 
 
 
 
 
 
 

分組考慮： 
教師可將同學分為四至五組

（以四組為佳），四至五人為

一組，角色分配安排如下：  
 
1. 組長： 
不必發言，但負責帶領討論

及組織不同同學的發言。建

議由組織力高，思路清晰的

學生擔任 
 
2. 首輪發言者： 
建議由能力中等或列點技巧

尚待改進的學生擔任 
 
3. 質詢提問者： 
建議由能力中等或說話較為

清晰的學生擔任 
 
4. 回應及總結者： 
建議由能力中上，能稍作應

變的學生擔任 
 
5. 紀錄員： 
負責記錄及整理論點，並於

賽後以文書檔案整理發言紀

錄，可安排能力稍遜的同學

擔任。（若四人一組則可交由

負責首輪發言的同學兼任） 

聽證會舉行（下稱

比賽）前一星期：  
 活 動舉 行前，

教 師以 抽籤方

式 決定 學生擔

當的角色。 
 學 生有 一星期

準 備時 間，所

有 學生 皆需搜

集資料。 
 學 生需 以小組

形 式分 工為所

擔 當的 角色作

好準備。 
 

活動過程： 
每名隊員都必須於

聽證會的不同部分

發言（約 45 分鐘）

 
活動後： 
教師點評及講解評

論要求 

每組分為四至五隊（以四隊為

佳），四至五人一隊 
 
活動前： 
整理時間：約 15 分鐘 

活動期間： 
發言次序及時間如下： 
 首輪發言（3x4=12 分鐘） 

（表達自己角色的立場和理

據） 
 商討        （3 分鐘） 
 次輪發言（30 分鐘） 

- 質詢（針對某特定持分

者）（1x4=4 分鐘）        

- 商討  （3 分鐘） 

- 回應及總結（20 分鐘） 
被質詢組優先，約 5 分

鐘 ； 沒 被 質 詢 組 別 繼

後，約 3 分鐘，即合共

約 45 分鐘。 
 
活動後： 
教師總結及解說：約 15 分鐘。

活動前： 
所有學生皆需就抽籤

所 得 的 角 色 搜 集 資

料。每人 少遞交三

篇資料，並作撮要，

以 個 人 為 單 位 （ 佔

20 分） 
 
活動期間：  
各隊員就彼此在活動

中的表現互評；教師

有權調整個別學生的

分數（佔 20 分） 
 

活動後： 
1. 紀錄員所作的比

賽紀錄結果由教

師 評 分 （ 佔 20
分） 
 

2. 所有學生皆需就

題目遞交一篇不

少於 1200 字的評

論文章。（佔 60
分） 

除個別發言者外，

其他學生的表現可

簡單以上品（20 或

60 分）、中品（10
或 30 分）及下品

（5 或 15 分）來評

分。 
 
 
教師可就各組的搜

集資料功夫、討論

的質素和流暢度為

每組整體評分，個

別學生的分數可因

應其同儕互評表的

分數稍作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