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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 有什麼議題可以讓學生反思生活質素、社會價值觀、生活
習慣及生活態度?

■ 現時採用什麼議題來展開有關單元二的教學?



香港農業發展議題教學價值:

■ 不單是恆常議題, 還可以從歷史演變檢視生活質素的轉變;

■ 能從環境、社會、經濟方面平面檢視生活質素;

■ 有助推動價值觀反思、思考本地乃到全球價值觀 (農業價
值推動? 樂意投入農業工作?)

■ 知識概念面橫貫M2, M5 及M6

■ 可配合活動展開有關教學



本港農業發展議題豐富多元:



香港農業發展政策

可行性多大

什麼措施?

社會人士反應?



教學規劃:

■ 多元化;

■ 長遠性: 不同單元 (隨年級而發展)

■ 配合不同題型 (考評)

■ 配合IES

■ 留意相關價值觀教育



教學規劃:

■ 課堂教學前 :活動及價值觀反思
■ 2017年1月20日
■ 荔枝萵考察
■ 目的: 香港農業復耕與發展農業的價值反思



反思問題:

■ 就你所見, 農業發展樂觀?

■ 就你訪問所知, 農民樂於找工重新投入復耕?

■ 你樂於投入農業工作? 為什麼?

■ 香港社會價值與風氣有助推動農業發展？



名人到校分享:

講座嘉賓:林超英談香港農業
2月20日



反思問題: 

■ 香港發展農業有何困難?發展商利益?還是社會不重農?

■ 農業園概念裏所提及的5個月租約足夠?

■ 那麼農業發展年期多長?

■ 現行政策有何支援、有何局限?



課堂教學1:

■ 農業發展與香港生活質素的關係;

■ 能力: 引用資料及歸納解釋 (卷一)

■ 概念: 本地農業、食品安全、綠色生活、本土經濟、可持續發展

■ 課堂目標:找出兩個提升生活質素的作用,並加以解釋

■ 學生能力:中等

■ 年級:中四

■ 背景知識: M1 M2



課堂教學:

■ 農業園概念可行性有多大?

■ 題型: 評估題

■ 分組討論:每組一個衡量準則及就一個方面來討論

資源、農民本身需要、社會風氣(價值觀)、政府措施等方面

■ 透過同學匯報互相協作共同構思答案框架



學生能力評估

■ 能運用所提供的資料/個案來解釋;

■ 利用準則進行正反立論,例如運用同一準則來討論正反。能考慮不同
方面,並能就整體來評估可行性多大



習作樣本一: 能力稍弱



欠具體



解釋不詳



習作樣本二: 能力較佳 多角度分析





運用概念及準則作
解釋



跟進:

■ 配合教學安排活動

■ 到訪鄉土學社

■ 工作: 進行訪問



訪問指引: 配合部分學生IES

■ 地點: 鄉土學社

■ 焦點問題:

問題一: 該農業組織如何收集廚餘製造肥料? 當中會否面對困難? 

問題二: 肥料養份如何? 土壤結構及成份如何? 

■ 自設問題:

請同學在出發前設計三題訪問題目進行訪問。



總結:

■ 多元化拉闊學生視野;

■ 挑戰學生價值、聽學生觀點;

■ 同一議題配合多個單元、多種題型

■ 通識教育科是一個很活的科目、配合不同知識,並重視價值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