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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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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校內評估習作的原則

 目標清晰，學習焦點明確。
 配合學習內容及進度，循序漸進。
 嚴謹選材，注重事實

 審慎地評估在媒體中出現的資料、
現象及信息，明辨事實、意見與偏
見，不應視傳媒所提供的資訊為全
面的事實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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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校內評估習作的原則

 促進多角度思考

 題目內的資料應有助釐訂議題範疇和反
映議題的複雜或爭議所在，同時反映本
科課程的跨學科和多角度學習的本質。

 形式多元化，不偏重於書寫及類似公開試
題目的課後習作。

 調節習作的深淺程度，例如設計分層課業
以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份量適中，給予學生充裕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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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校內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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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的
校內評估設計

口頭匯報

時事評論

反思文章
… …

角色扮演

專題研習

文字習作

製作腦圖

處境短劇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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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後的教師回饋

 反映學生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不斷求進步。

 提供思考機會，培養自我反省的能力。

 借助同儕互評令學生主動投入學習。



小 結

 校內評估習作不宜所有都按公開考試的模式來
設計，尤其是中四級最初階段更不宜直接將過
往公開考試的題目給予學生作為習作。

 校內評估習作宜有針對性，例如深化理解課堂
教學議題、提升某種學習技能。

 形式多樣化，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嚴謹擬題和審題，確保題目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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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小步，累積成大步



二.獨立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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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獨立專題探究的宗旨

 提供機會讓學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並為自己的
學習負責

 提升學生的能力，以聯繫、整合及應用從三個學
習範圍所獲得的知識、角度及能力

 透過對議題和問題的探究性研究，幫助學生發展
高階思考能力和溝通能力

 拓寬學生的視野，並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和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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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評估指引》，第43頁



獨立專題探究的要求

 必須採用「具規範探究方法」的架構撰寫（詳情

見以下投影片）

 從多角度，運用多方面技能進行探究，可以選
擇以文字或非文字模式展示其習作。

 文字模式：字數上限是4500字。
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上限是22分鐘，

所附的短文字數上限是1100字。

 一般在中五學年進行，以大約一年的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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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專題探究的要求

A. 題目界定
• 選擇了甚麼探究議題？探究的焦點為何？

B. 相關概念和知識 / 事實 / 數據
• 引用甚麼知識和概念？如何搜集相關資料？

C. 深入解釋議題
• 甚麼因素引發這項議題出現？大多數人抱持甚
麼觀點或不同角度的看法？

D. 判斷及論證
• 怎樣透過多角度回應探究問題，從而提出證據
以支持論點？

報告內容包括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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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題目的要求

•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87-88頁）

• 學生在訂立探究主題時，應考慮其重要性。換言
之，學生應先評鑑預期的探究成果，來支持所選
題目的是否合理。……教師也應指導學生把獨立
專題探究專注於探索當代的議題和真實的情境，
以配合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宗旨。

• 能否取得可靠的資料來源。……教師應強調學生
在決定獨立專題探究的題目前，要初步探究有沒
有可能取得適用的相關資料。

• 學生能否應付得來。學生應就研習的範圍和要求
，考慮能力、金錢和時間等方面的資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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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題目的要求

 考評局網頁：校本評核常見問題--獨立專題探
究的要求

 獨立專題探究的要求，必須反映課程的本質。
……學生在擬定題目、搜集資料、分析資料和
剖析探究成果時，應留意不同但相關的角度。
學生應以平衡的角度深入地探究。

 發展獨立專題探究題目的驅動力，應是與課程
內容相關的社會議題。……學生亦應留意所選
題目是否有意義、可探究和是其能力所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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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擬訂題目時的注意事項

• 題目應避免太個人化，探究空間狹窄，難以從
不同角度展開探究，而且題目未能顯示其探究
意義。

• 需要考慮學生的心智發展，探究題目若涉及負
面價值觀，高中學生未必有足夠成熟程度處理
此項課題。在探究過程中也容易受到影響，妨
礙他們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 本科課程所涉及的政治參與，都是以符合及遵
守法律為大前提。屬於是非及法理分明的題材
，沒有討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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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構思探究題目是成敗關鍵

探究題目 探究重點探究對象

相關性 探究方法



協助學生構思探究題目是成敗關鍵

 建議方法一：鼓勵學生多方觀察：
鼓勵學生對住所或學校附近的社區作小型觀察，看
看有哪些可供探究的課題，例如該社區的人口構成
、社區設施及附近環境、社區的商鋪特點、有特色
或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等。

建議學生於某一時段（例如一個月內）隨身帶備小
冊子，隨時留意身邊發生的人和事，並將它們紀錄
下來。當時段結束後，學生從紀錄當中檢視有哪些
項目可供進一步探究。

 重點：從學校或住所發掘社區特色。

16



協助學生構思探究題目是成敗關鍵

 建議方法二：從教師引導入手
在課堂內就某些社會事件製作相關的相片集或
新聞標題投影片檔案，然後在課堂內播放，引
起學生對這些事件的探究動機。

要求學生羅列數件認為值得探究的事件，然後
分組討論，交代他認為值得探究的原因及探究
的可行性。藉此激發討論，集思廣益，並從同
儕報告及討論中取得構思題目的靈感及借鑑。

 重點：觸動他們對社會現象的好奇心，引
發探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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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生構思探究題目是成敗關鍵

 建議方法三：結合單元教學

在教授某一單元或某一主題時，鼓勵學
生從該單元或主題內選取探究題目。

 重點：

結合單元教學，節省教學時間

學生探究題目相近，教師較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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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情況向學生介紹多些探究方法

 請盡量向學生介紹不同探究方法，例如問
卷調查、訪談、實地考察、內容分析等；
並請向學生強調每種探究方法都各有利弊
，最重要是因應題目的性質及要求而選取
最恰當的探究方法。

 可參考「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的學
與教資源，更歡迎大家報名參加相關研討
會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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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從千頭萬緒當中找出平衡點

學校情況 學生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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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順利完成

目標

能夠處理 選擇自由度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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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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