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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同心、經驗紛陳」─  
通識教育科教師心得分享系列（ 1）  

獨立專題探究第一階段課程規畫及學與教活動  

課程發展處通識教育組  

2011 年 1 月  

在探索路途上，我們常常希望有同行者互相支持和照應，當然也

願意分享自己的經歷，好讓道路愈走愈寬，隊伍日漸壯大。課程發展

處現搜集前線同工實施通識教育科方面的心得，編成「攜手同心、經

驗紛陳」教師心得分享系列，讓同行者互勵前行。 

 

本系列在向大家介紹由教師提供的分享示例時，均會大體上採取

以下表述方式：  

 

1. 分享個案的校本內容由教師親自闡述，或是由本組課程發展主任

訪問教師後撰寫；亦會盡量夾附相關附件，以供參照。  

 

2. 評議部分由課程發展主任按個案的情況引伸探討，並會在徵得教

師同意後才發表。該部分旨在令大家留意分享個案所提供的行之

有效做法或主要概念，以供深入討論和借鑑；更希望大家可以將

它轉化至不同的學校情境，適切利用。  

 

3. 在文中的適當地方加插反思問題，藉此令大家考量個案的獨特校

本因素可以如何在不同情境下恰當應用。  

 

近期大家的關注焦點集中於獨立專題探究的推行，所以本系列的

第一個分享個案，就是由本組課程發展主任走訪恩主教書院黃家樑老

師，然後根據黃老師的口述內容及提供的資料（共 15 份附件）而撰

寫文章，向大家介紹該校規畫獨立專題探究校本課程的經驗及學與教

活動；而文章的評議部分，亦已徵得黃老師同意發表，謹此一併致謝。 

 

大家可以參考該項示例及於通識教育科科組內詳加討論。有關獨

立專題探究的課程規畫、學與教活動及評估事宜的詳情，請參閱《通

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

手冊 2012》及《獨立專題探究資源套》 1。  

                                                 
1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

2007 年）、《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獨立專題探究

資源套》（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2010 年）。以上三份文件的超連結，均載於「通識教育科網

上資源平台」（http://ls.edb.hkedcity.net）的「新教師入門」頻道。 



第 2 頁 

甲.  個案內容 

 

1. 該校（恩主教書院）的校情有甚麼特色？ 

 

 位於新界區，由宗教團體開辦。 

 津貼中學、男女校。 

 以中文教授通識教育科，其他學術科目則以英文教授。 

 科主任（黃家樑老師）具備任教預科通識教育科的經驗，科組內一半老師也

有相關經驗，另一半教師其他教師則相對地接觸本科的經驗較少。 

 

反思問題：該校的校情與你的學校有哪些異同？你如何設計適切的校本課程以

啟動學生開展獨立專題探究？哪些因素會 / 不會影響你的決定？為甚麼？ 

 

 

2. 該校如何為開展獨立專題探究作好準備？（請配合各份相關附件一併閱覽） 

 

 為教師擬備教學進度表（附件 1） 

 統一教學進度 → 該校部分科組教師任教通識教育科的經驗較科主任

為少，在準確掌握各項教學課題的進度方面或有差異；如事前科主任憑

其經驗而擬備教學進度表供科組教師參照，有助教師按進度施教，希望

可以保持大致相近的教學進度及掌握教學節奏，減少教師之間的差異。 

 

 為學生擬備獨立專題探究手冊（附件 2） 

 統一學與教材料 → 獨立專題探究雖然屬於校本評核部分，但仍佔該科

百分之二十的分數，故為公平起見，統一學與教材料，並由科主任向全

體學生統一講解獨立專題探究的各項要求及規則（詳見下文），可讓學

生在共同的起點爭取表現。 

 

反思問題：該校開展獨立專題探究的準備工作與你的學校有哪些異同？當中

有哪些可以借鑑的地方？你又如何考慮教師與學生的情況而擬備相應的課程

規畫文件及教材？ 

 

3.  獨立專題探究的課程規畫 

 

 如何規畫學與教活動的方式？ 

 教師提供足夠的指導及示例（示例需要有代表性及有趣味），並透過教

師的口頭及書面回饋，循序漸進，讓學生完成本階段各項課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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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整級學生同一時間進入禮堂，然後由科主任統一講解獨立專題探究

的理論部分（例如構思題目的原則、各項搜集資料的方法等），以及學

生在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期間各項需要注意的事項及遵守的規則。至於在

課室之內的學與教活動，則主要是學生小組討論及報告，交由任教各班

的教師各自處理。 

 

 如何以循序漸進的原則規畫學與教的流程？這項流程又如何配合促進學習

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及照顧學習差異？ 

 
 初步認識通識教育科探究題目的特點： 

 講授（附件 3）＋ 小組討論、課堂工作紙、課後習作（附件 4-7） 

 

 學生於課堂完成擬題習作紙（內含學生個人即場發揮、自評及同儕互評

的環節）（附件 8）： 

 屬於計算第一階段過程分數的其中一份習作。  

 教師以評量表（附件 9）批閱後給予分數及意見回饋。學生可依據

教師意見而作修訂，然後交予教師再次批閱，但教師在該次批閱時

不會修改之前已給予學生的分數。 

 

 介紹搜集資料的方法及用途： 

 講授（附件 10）＋ 課後習作（附件 11-12） 

 

 介紹撰寫探究計劃書的各項要求及吩咐學生完成探究計劃書的初稿（屬

於計算第一階段過程分數的其中一份習作）： 

 講授（附件 13）＋ 探究計劃書初稿（附件 14） 

 教師以評量表（附件 15）批閱後給予分數及意見回饋。學生可依

據教師意見而作修訂，然後交予教師再次批閱，但教師在該次批閱

時不會修改之前已給予學生的分數。 

 

 學生撰寫正式的探究計劃書（《校本評核教師手冊》，第 33-35 頁），並

在規定的日期呈交予教師批閱。 

 

反思問題：可有發現上述學與教流程反映了甚麼促進學習評估及照顧學習差異

的原則（例如進度、教師的指導程度……）？又有哪些優點或可再增潤的地方？

 

4. 學生繳交了課業後，教師可以如何開展評核活動？ 

 

 評核流程： 

 擬訂校本設計的評量表（附件 9、15） → 抽出第一批學生課業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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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主任先行批改 → 科組教師批改第一批課業樣本，繼而與科主任比

較結果，再商議共識 → 訂出共識後批改第二批學生課業樣本，令教師

掌握及熟悉已取得共識的評核準則 → 正式批改學生的課業 

 

 目的： 

 正視教師差異、減少討論時間、縮小教師之間的評分差距。 

 

反思問題：該校的評核流程體現了甚麼特點？與其科組教師團隊的情況是否相

關？你的學校又能否採取這種評核流程？為甚麼？ 

 

 

乙.  從個案引伸的評議 

 

1.  個案體現了促進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的部分要求（只羅列與本個案相關的部分）：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根據學生的程度，提供足夠指導。 

 透過回饋改善學生的學習。 

 着重課業之間的聯繫。 

 配合同儕之間的互動學習，提升課業水平 → 從無到有、從有到好。 

 

 該校能做到上述各項，例如： 

 

 利用學生日常生活及已經在課堂學習的事例，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參見附件 4、5、6）。 

 

 利用教師講授及派發講義的方式，提供完成獨立專題探究第一階段的各

項指導（參見附件 4、10、13）。 

 

 以不同形式的評改方法（口頭提示、課堂計算過程分的習作、利用評量

表批改），為學生提供不同程度的回饋（參見附件 4、8、9、14、15）。 

 

 各份課業的難度均按循序漸進的原則處理，並分別輔以堂課與課後習

作，讓學生逐步掌握撰寫正式探究建議書的方法及各項要求（參見上文

提及的學與教流程）。 

 

 各份堂課均先由學生個別撰寫，然後再在小組內與同學互相討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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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合作學習的成果作為回饋學生表現的其中一種方式（參見附件 4、

6、8）。 

 

 

2.  個案體現了照顧學習差異 

 

 內地著名教育家劉京海校長提出「成功教育」的理念（劉京海主編：《成功教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年），當中提及照顧學習後進生，需要運用以下教

學原則： 

 「低起點、小步子、多活動、快回饋」（參閱上書，第 112-118 頁） 

 

 該校的學與教安排能體現上項原則： 

 

 低起點：由認識甚麼是通識教育科的探究題目開始。 

 

 小步子：將獨立專題探究第一階段分成多項學習流程，按部就班處理，

避免一步到位，流程如下： 

 認識探究問題的特點 → 初步模擬構思題目 → 按教師提示初步

搜集資料 → 撰寫擬題習作紙 → 撰寫正式探究建議書。 

 

 多活動：包括講授、堂課、小組討論、學生匯報、家課。 

 

 快回饋：教師於課堂活動後即時口頭回饋。 

 

 

3.  需要留意以免誤解的地方 

 

 關於「低起點」與「小步子」： 

 

 各校的校情不同，所以「低」與「小」是因校而異。個案學校認為是「低」

與「小」，很可能是另一學校的「高」與「大」。 

 

 不一定所有學與教活動都需要由「低起點」與「小步子」開始，最重要

視乎學生對將要學習的課題已具備了甚麼基礎知識。 

 

 關於「多活動」與「快回饋」： 

 

 活動應有所為而為，並非以多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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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饋固然正確，但有效回饋更為重要，不要為快而快，因而忽略了回

饋的素質。 

 

 個案學校的通識教育科科主任顯示了較為強勢及主導的領導風格。但基於校

情有異，領導者的行事作風亦各不相同，故不要以為所有科主任都要呈現這

種領導風格。 

 

 在學生的學習能力層面而言，照顧學習差異應包括不同能力的學生： 

 

 個案學校的學與教流程，重點在於希望後進學生可以在「低起點」與「小

步子」的安排下較易達到學習要求，尤以獨立專題探究的第一階段屬於

起步性質，希望所有學生都能順利啟動，所以選擇從較低的起點及較小

的步子開始。 

 

 該校並未忽略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科主任表示在獨立專題探究的第二

階段，將會為學生提供不同能力表現的示例，亦會鼓勵能力較高的學生

爭取更佳表現。詳細學與教資源及策略，將與科組教師仔細商討。 

 

 

4.  值得借鑑與討論的要點 

 

 事前課程規畫仔細，具備清晰的學與教要求與流程安排。 

 

 提供多項示例供學生參照，並有足夠的教學指示，學生容易從模仿例子開始

而建構相關知識。 

 

 評量表按校情而擬定，不是千篇一律照搬考評局提供的樣本。 

 

 重視教師講授的作用：  

 重點不在於應否有教師講授的環節，而在於何時講、講甚麼、如何講得

有成效。 

 不必將課堂所有時間都以小組討論作為唯一的學與教活動。 

 

 不僅照顧了學生之間的差異，並照顧了教師之間的差異： 

 

 借助有經驗的教師的經歷而擬定統一教學進度，讓經驗較淺的教師易於

跟從，容易入手。 

 

 有關擬題技巧、搜集資料方法等學術元素較重的課題，安排全體學生進



第 7 頁 

入禮堂，由科主任以大班教學的形式統一講授，避免由不同教師闡述而

令學生接收的訊息有差異。 

 

 科主任先行批改學生課業樣本，盡量減少較為枝節方面的爭議，節省討

論時間。 

 

5.  總結： 

 

 個案學校的課程規畫是因應其校情而制訂，與其他學校的情況完全不同，故

僅供參考。請你以任教學校的實際情況，作為規畫校本獨立專題探究課程的

最主要依據。以下提供數題反思問題，供大家斟酌思考： 

 

 

 你認為個案學校在獨立專題探究第一階段的課程規畫及學與教活

動，有哪些優點或值得效法的地方？為甚麼？  

 

 假如要將個案學校的規畫及學與教活動援引至你的學校採用，你認

為要在哪些方面作出調適？為甚麼？ 

 

 就個案該校的校情而言，應如何評價以上照顧教師差異的措施？這

些措施又如何體現（或是否切合）該校的校情？ 

 

 你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曾否做過類似個案學校的活動？如有，成效

如何？你又有甚麼反思？ 

 

 你其他照顧學習差異的活動嗎？如有，與個案學校相比有何異同？

你又會如何衡量兩者的成效？  

 

 你會否準備和校內通識教育科教師討論該個案？討論時又會集中於

個案內哪些重點？ 

 

 

-- 完 -- 

 

貴校如在通識教育科的單元教學或處理獨立專題探究方面的經

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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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