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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校本教材設計及學與教策略系列（4） 

結合剪報活動的專題評論習作 

李 維 儉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中學部） 

2014 年 12 月 
 

  傳媒是學生探究通識教育科議題的資訊來源之一，可以藉此認識議題的來龍去脈、不

同持份者觀點及相關評論。本文介紹一些校本處理方式與個人經驗，分享如何將剪報活動

與專題評論課業結合起來，提升學生學習通識教育科的成效。 

  剪報活動有頗多方式，例如要求學生就某一則新聞撰寫評論及分析。這種安排能夠幫

助學生建立閱報習慣，增加接觸時事的機會，並掌握相關持份者的觀點；然而若果剪報對

象不能聚焦及具針對性，那麼學生限於蜻蜓點水式的瀏覽，他們的分析及評論可能流於片

面，亦未必可以分辨不同持份者的價值觀，顯然與《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指引》提及的

議題探究過程和建立多角度思維的要求未盡相符（第 70 頁）。有見及此，本校將剪報活動

融入校本課程，透過以下安排促進學生的多角度思維： 

 教師按照課程進度在課堂教授某一特定議題，並利用不同學與教活動，例如直接講

解、課堂討論，讓學生掌握該議題的背景及相關持份者。 

 就著該特定議題，教師向學生提供一題討論題目，要求他們除了參考題目資料外，

也要利用個人知識回應。 

 教師給予學生一至兩星期時間搜集資料，並鼓勵他們從不同報章找出相關觀點，也

要分辨不同持分者的看法、價值觀或立場，以及留意其所持立場的理據。學生需要

完成一份專題評論資料搜集工作紙（附件一），讓教師了解他們搜集資料的方向。 

 資料搜集期結束後，學生帶備已整理的資料在課堂完成專題評論課業，繼而呈予教

師按校本擬訂的專題評論評核準則（附件二）評分。 

  現時本校每個學期都會安排一次專題評論課業。誠如上文所言，這些專題評論課業都

是配合課程進度，例如教師教授中國傳統節慶及其保育情況時，會先行講解傳統節慶的基

本資料、所引發的相關爭議、政府的文化保育方式與成效等，繼而提出問題：「透過商品

化宣傳中國傳統節日有助保育中國傳統節慶。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

案。」教師亦會提示學生可以從哪方面搜集資料回應，包括不同持份者（商人、青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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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旅遊推廣及文化保育相關的官員等）、相關節慶保育個案、外國保育例子等。就本

校的實踐經驗而言，自推出這項課業以來，可以見到以下成效： 

 提供充足時間讓學生於課外針對某項議題搜集資料及作具體分析，有助提升組織表

達能力，進一步發展高階思維。 

 教師初步講解議題的背景，而用作分析及評論議題的不同角度和相關資料，則由學

生自行搜集及處理。此舉既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課堂時間，又可培養學生於課後主動

探究議題的習慣。 

 從完成附件一的工作紙到附件二的課堂專題評論，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有條理地搜

集及閱讀與議題有關的新聞，並針對地回應特定問題，有助逐步提升學生處理公開

考試題目要求的能力。 

  通識教育科經常利用新聞作為學與教素材，但新聞眾多，無論師生都不可能也不應該

純粹跟隨新聞事態的發展，將通識教育科變為時事討論課，並只作浮光掠影的表面評論。

相信各位同工都會悉心安排剪報活動，增進學生時事觸覺之餘，更鼓勵他們慎思明辨，避

免人云亦云。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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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通識教育科專題評論資料搜集工作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  （    ） 

 請同學於兩星期內搜集有關評論題目的資料 

報章 日期 社評題目重點 / 報道的看法 報章 / 社評的立場 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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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日期 社評題目重點 / 報道的看法 報章 / 社評的立場 理據 

 

 

 

 

 

 

 

 

    

 

 

 

 

    

（如有需要，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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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通識教育科專題評論評核準則 

說明 層級（Level） 1 層級（Level） 2 層級（Level） 3 各項得分 

理解能力 

（實際可得 1-2 分） 

 未能訂立與評論議題及所
搜集資料相關的討論方向
及思考問題。 
 

 未能列出相關評論/議題的
爭議點。 

（實際可得 3-4 分） 

 能訂立與評論議題及所
搜集資料部份相關的討
論方向及思考問題。 

 
 能列出相關評論/議題的

爭議點。 

（實際可得 5-6 分） 
 能清晰訂立與評論議

題及所搜集資料相關
的討論方向及思考問
題。 

 
 準確地列出相關評論/

議題的爭議點。 
 

 

 

背景資料掌握 

（實際可得 1-2 分） 
 

 未能掌握評論議題的背景
資料。 

（實際可得 3-4 分） 
 

 掌握評論議題的部分背
景資料。 

（實際可得 5-6 分） 
 

 充份了解及掌握評論
議題的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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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思考能力

（實際可得 1-3 分） 

 顯示低度的分析能力及多
角度思考； 

 
 未能列出/比較各持份者的

觀點。 
 

 未能引用合適事實、數據
或例證。 

（實際可得 4-6 分） 

 顯示一般的分析能力及
多角度思考； 

 
 能列出/比較各持份者的

觀點，但並不完整。 
 

 尚能引用事實、數據或
例證。 

 

（實際可得 7-9 分） 
 充份顯示高度的分析

能力及多角度思考； 
 
 能清晰地列出/比較各

持份者的觀點。 
 

 能引用合適事實、數
據或例證。 

 

反思能力、個人

立場及建議 

（實際可得 1-3 分） 
 

 沒有個人立場或見解； 
 
 未能陳述相關的影響； 
 
 未能或沒有提出適切的建

議； 
 
 顯示低度的反思能力。 

（實際可得 4-6 分） 
 

 能提出個人立場及見
解，但缺乏支持理據； 

 
 能大致陳述利與弊兩分

面的影響； 
 
 能提出建議，但內容較

空泛； 

（實際可得 7-9 分） 
 

 能提出具洞察力的見
解及個人立場，並有
充份理據作支持； 

 
 陳述利與弊兩分面影

響時恰到好處； 
 
 能提出有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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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語  

 

 

 

 

 

 
 顯示一般的反思能力。 

積極回應相關問題。 
 
 顯示高度的反思能

力。 
 

答題質素 

（實際可得 1-2 分） 
 

 討論欠深入、結構鬆散，
答題表達含糊不清，多錯
別字。 

（實際可得 3-4 分） 
 

 討論尚算深入、結構尚
算嚴謹，答題表達清
晰，但技巧有待改進。 

（實際可得 5-6 分） 
 

 討論深入、結構嚴
謹，答題表達清晰流
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