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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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利用「文章分析法」提高獨立專題探究的學與教效能 

余漢培及學校通識教育科團隊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2013 年 10 月  

   
本校於 2012-13 學年首次以「文章分析法」為核心來規畫校本獨立專題探究

課程，這與該學年之前採取傳統探究方式來指導學生完成獨立專題探究報告不

同。當時本校教師要求學生利用問卷及訪談搜集資料，再經整理及分析後具體回

應其探究主題。學生雖然在探究過程當中有所得益，但師生均付出甚多精力。科

組內各位教師事後從學與教效能這個前提深入討論，嘗試檢討是否有改善餘地，

並為此而在 2012-13 學年試行「文章分析法」，結果成效令人鼓舞。下文擬簡略

分享本校的經驗，希望有助大家規畫獨立專題探究課程，提高學與教效能。 

 

一．採用傳統探究方式衍生的情況 

 

改變獨立專題探究課程規劃的主要原因，是教師以傳統探究方式教授學生時

遇到很多困難。雖然科組內各位同事都齊心協力嘗試解決，但發覺即使付出了很

多時間，學生表現仍欠理想。綜合而言，這些困難包括以下各項： 

 

 授課時間遠超課程指引要求 

 

本校每隔兩個循環周在課後增設一節半小時的獨立專題探究課堂，為期一個

學年，以協助學生處理獨立專題探究報告。這項安排看似費時不多，但由於學生

未有處理獨立專題探究報告各項步驟（例如訂題、設計問卷、訪談、運用資料分

析）的實戰經驗，實況是每節課堂都要額外增加一至兩小時以教授相關技巧。此

外，不少學生未能於課堂完全吸收，以至達不到教師的要求，因而需要在教師批

改後多番改正，並且在收取課業、批改、派回、改正等程序上用上不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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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成果欠理想 

 

根據我的經驗，學生較難掌握傳統探究方法的某些技巧，尤以搜集一手資料

及運用資料部分的表現最欠理想。學生在擬訂問卷問題方面遇到不少困難，例如

問卷題目未能緊扣主題、問題欠清晰。雖然學生在獨立專題探究課堂學習相關技

巧，教師亦會鼓勵他們在設計問卷後與同儕切磋，並透過互評找出不足之處，然

而設計問卷對於學生來說始終比較困難的，就算得到同儕的建議，亦未能提高問

卷質素。再加上班內學生人數眾多、探究題目各異，對於學習動機較弱、能力稍

遜的學生，往往未能按照教師建議適切修改，從而影響往後分析問卷數據部分的

表現。即使是能力較高的學生，亦需經過多番批改及修正後才完成一份「較理想」

的問卷，但時間已耗費不少，頗有事倍功半的感覺。 

 

 課業質素待改善 

 

利用一手資料來完成探究報告，學生的表現大多未如人意。例如我有學生的

探究題目是關於港孩與家長管教方式的關係，他要設計問卷調查當中的情況。然

而即使他能設計一份題目合適兼對象恰當的問卷，但卻沒有時間訪問眾多家長。

結果該名學生只找到二十名家長作問卷訪問，代表性存疑。此外，亦有學生擬邀

約專家或權威人士作訪問，但卻不太可行，最後只是草草地在一些二手文章找尋

資料，影響了課業質素。因此，傳統探究方式雖然增加學生的學習經驗，但由於

搜集資料的形式對學生而言有其局限，課業質素有待改善。 

 

思考問題： 

 

 你任教的學生傾向以甚麼方式搜集獨立專題探究的資料？他們在搜集及分

析資料的過程中遇到甚麼困難？你如何指導他們處理？效果如何？ 

 貴校曾否改變獨立專題探究的校本課程規畫？如有，原因為何？改變後又

是否達到預期的效果？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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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章分析法」簡介 

 

 第一部份：了解背景 

 

學生搜集與議題相關的背景資料，以了解事件的發展。教師會提示學生搜集

得來的資料，應能展示事件的始末及變化，並突顯議題的爭議點。此外，學生需

就議題訂定探究計劃書，思考焦點問題、相關概念、考察對象及預期困難等，為

進一步搜集資料做好準備。 

 

 第二部分：搜集資料 

 

在二手資料方面，學生從互聯網搜集正反觀點的論述文章。文章必須出處明

確、作者具真實姓名及職銜，並且展示清晰的論點論據。此外，教師會鼓勵學生

作簡單的一手資料搜集，例如實地考察、訪談等，讓資料內容更加豐富。 

 

 第三部分：歸納觀點及分析 

 

學生歸納搜集得來的資料，並以自己的文句清晰演繹當中的重點，絕不可以

搬字過紙。此外，學生需要分析不同立場持份者的論點論據，再為議題訂下立場。

在分析部分，學生應利用清晰的衡量準則判斷利弊輕重，例如長短期的利弊、受

影響的持份者人數，從而令其提出來的理據更加充分，文章更具說服力。 

 

 第四部分：提出己見 

 

學生申述個人立場後，需要找出相反觀點加以反駁，令論述更加完整。教師

會鼓勵學生利用客觀而實質有力的例證以作反駁，而非單憑個人主觀感覺。此

外，與探究議題相關的議案，無論最終是確立還是遭到撤銷，都會有持份者得益

或受損。學生需找出當中細節，並提出可行的建議，以彌補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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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章分析法」工作紙 

 

「文章分析法」的核心，是以二手資料作為分析基礎，學生透過搜集得來的

文章加以篩選、歸納，並作分析以回應題目。本校教師自行設計工作紙以協助學

生掌握這種探究方法，這些工作紙有以下特點： 

 

 規範作業 

 

教師總共設計了六份工作紙，每份工作紙要求學生完成一個探究程序，包

括：擬訂探究題目、尋找背景資料、搜集正反論點、歸納論點、分析、提出建議

（參閱附錄一）。由於每份工作紙集中一個焦點，教師只需授課一小時，學生亦

能集中精神在每節課堂學習相關的探究技巧。 

 

 提供寫作步驟建議 

 

每份工作紙都提供寫作步驟建議，好讓學生按部就班完成課業。以往學生可

自由書寫，但由於某些學生的表達能力稍遜，難以歸納論點。有見及此，教師將

某些文章分成各部分，方便學生掌握組織文章的方法。此外，亦在各個部分提供

連接詞，讓學生運用這些連接詞完成文章。利用這種方式，學生能掌握組織文章

的技巧，亦令文句通順，論說有力。 

 

 提供充足例子 

 

除了寫作步驟外，工作紙附有例子，讓學生參考學習。例子分為高、中、低

階三個層次，讓學生清晰地了解取得高分的關鍵，避免犯錯。相信學生在參考例

子之後，能清楚了解評分要求，有助寫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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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得益之處 

 

 減省批改時間 

每份工作紙均附有寫作步驟建議，學生可以參考這些建議而系統地組織資料

及展開分析，從而完成習作。此外，工作紙亦大致亦限定了探究報告的篇幅，不

會過份簡略或流於冗長。以上安排令學生的課業達到一定水準，教師在批改時亦

減省了一些糾正錯誤的時間。 

 

 減省收發課業的次數 

 

誠如上文所言，學生在開始工作前已得到清晰指引，而其課業亦已有一定的

格式及內容。我任教的大部份學生，第一次交來的課業已獲 6-7 分（9 分滿分），

而經教師提出修改建議後，學生大多毋須再作第二次改正，從而減省了收發次

數，而學生又能提交合乎標準的課業。 

 

 減省追收課業的時間 

 

由於工作紙內每個程序均有清晰指引，學生清楚了解每一個環節的要求，而

且每份工作紙只要求學生完成一至兩項任務，他們的負擔本已不多，再加上教師

已提示了寫作步驟，學生只需歸納資料，並參考寫作步驟而組織文句就可以了。

綜合而言，學生完成每項任務所面對的困難大大減少，容易處理，從而提升學生

完成每份工作紙的動機，準時繳交。 

 

 提高課業的質素 

 

對於大部份學生來說，採用「文章分析法」的好處，是他們只需要找出符合

條件的文章便可利用作為分析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學生必須列出文章出處，教

師便容易查證資料的真偽，亦可較為準確地估量學生得到的資料能否用於分析，

有利提高課業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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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授課效率 

 

採用了「文章分析法」作為探究模式，授課效率提高了。以 2012/13 學年為

例（參閱附錄二），由 2012 年 11 月 22 日開始第一節課堂，至 2013 年 5 月 20 日

完成最後一節課堂，合共利用了約十四個循環周。而在這十四個循環周當中，除

了兩節集體授課外，本校將獨立專題探究的課節編排在平日的通識教育科課堂之

內，約兩至三個循環周一節，每節為一小時。此外，本校亦利用了試後活動時段

讓學生口頭匯報課業內容，以評估他們的「過程」分數。整體而言，獨立專題探

究的授課時間較以往為少，而學生得益卻有增無減。 

 

五．學生得益之處 

 

 要求具體，學生較易掌握 

 

由於每節課堂的學習目標清晰，學生清楚了解教師的要求。例如搜集資料部

分，我要求學生須從正反兩面最少找到各三篇有出處的文章，當中除了顯示作者

的立場外，還要有清晰的論點論據。由於學生在搜集資料前便已掌握「好」文章

的條件，在搜集時就不會欠缺方向，資料質素亦因而較有保證。 

 

 提供寫作步驟建議，有助學生組織報告內容 

 

不少學生處理獨立專題探究遇到的難題，是怎樣以清晰的文句表達自己意

見。語文水平較佳的學生當然較易做到，但由於大多數學生都未有寫作長篇論文

的經驗，難免下筆困難，以致辭不達意。而透過參考高、中、低階的例子，學生

清楚了解如何完成課業；透過參考寫作步驟，學生能組織文句，以完成整篇報告。 

 

 需時較短，可行性高 

 

「文章分析法」主要要求學生搜集文章以作分析，學生只需上網搜集資料，

就能完成大部分工作，比進行問卷調查或尋找合適訪談對象更有效率。除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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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搜集相關文章外，教師更會鼓勵學生進行簡單的實地考察，使他們得到更多

一手及二手資料，好讓報告內容更多元化、更加立體。 

 

 學生更輕鬆完成課業 

 

以往學生對搜尋一手資料，然後進行歸納分析，都會感到困難，原因是欠缺

經驗、方向及時間。採用了「文章分析法」後，學生目標清晰、教師要求具體，

加上所需時間大大減少，學生有信心能夠完成作品，繼而準時繳交。以本校為例，

在首輪驗收課業時，全校約二百名學生，幾近沒有人遲交或欠交課業。由此可見，

如果學生感到自己能夠掌握所學，有了清晰目標，他們繳交功課的動力便會大大

提升。 

 

 學以致用，立竿見影 

 

「文章分析法」要求學生篩選資料、分析資料及議題、提出己見等，這些都

是通識教育科試卷一及試卷二要求學生具備的能力，正好配合中學文憑考試的評

核要求，令學生覺得從獨立專題探究所學到的技巧，可以應用於平日通識教育科

的議題探究，甚至是回答考卷題目，從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六．日後改善之處 

 

 資料搜集方法更多元化 

 

「文章分析法」雖然主要利用二手資料作為分析基礎，但教師亦要鼓勵學生

嘗試從其他途徑，例如實地考察、訪問，搜集相關的一手資料以作配合，令整份

報告的內容更加豐富。就本年度的情況而言，部分學生仍只集中搜集二手資料，

對搜集一手資料似乎稍欠積極。為改善這種情況，本校計畫在下學年加入實地考

察工作紙作為課業的一部分，引導學生搜集一手資料，並掌握相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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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定題」的教案 

 

鑑於前一學年學生在定題時面對不少困難，例如對時事議題欠缺認識、未能

辨識「可探究」的題目、表達能力較弱而難以組織提問句，因而耗用甚多課時，

影響進度。在 2012/13 年的「定題」環節，教師給予學生多個「建議議題」及提

問句式，以減低學生面對的困難。但有些學生竟在未經思考情況下，將教師「建

議」的材料直接變為自己的探究問題。本校教師在檢討過後，決定在新學年取消

「建議議題」這部份，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學生先搜集一些時事議題的背景資料，

找出當中的爭議點，然後再利用所學到的提問句式設計探究問題。希望透過這種

改變，可以避免學生「搬字過紙」的情況，亦增加他們對議題的認識及提升探究

興趣，從而提高學習效能。 

 

思考問題： 

 

 你對該校利用「文章分析法」指導學生撰寫獨立專題探究報告有甚麼意見？

你認為尚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改善的地方？ 

 以「文章分析法」來撰寫獨立專題探究，你認為與採用其他探究方法（例

如問卷調查、訪談）有甚麼不同？學生的得益又是否有差異？為甚麼？ 

 你認為「文章分析法」對於貴校學生是否適用？為甚麼？如果適用，又有

哪些需要調適的地方？  

 

 

結語 

 

傳統形式的探究方法當然有其價值，但就本校而言，礙於課時不足、人手資

源有限，令學與教效能並不明顯，故改為採用「文章分析法」以協助學生處理獨

立專題探究，結果減輕了師生負擔，並提升學與教效能。謹此拋磚引玉，提供本

校不成熟的經驗供大家參考，並請同工不吝賜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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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如有關於通識教育科單元教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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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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工作紙 歸納不同持份者的觀點 

（一）歸納搜集所得的資料，然後完成下表︰ 

從不同探討方向提出支持論點 

 

持份者 

（例如︰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支聯會

主席李卓人） 

探討方向* 

（例如︰政治方面、

經濟方面、社會方

面、文化方面、環境

方面等） 

論點 （主題句） 論據 （數據、調查結果等） 

例子︰ 

資料 A* 

康文署署長 

馮程淑儀 

社會需求方面 

（社會方面） 

政府應盡快將龍尾灘興建成

人工沙灘以滿足市民對泳灘

設施的需求。 

康文署轄下刊憲的泳灘在 2011 年有超過

1,100 萬人次使用，比公共泳池加起來的 950

萬人次更多，反映市民對泳灘設施的需求殷

切。然而，大埔、沙田和北區現有人口共約

125 萬，但仍並未設有配套設施的泳灘，因此

將龍尾灘發展成人工泳灘可滿足鄰近地區市

民對泳灘設施的需求。 

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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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資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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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探討方向提出反對論點 

 

持份者 

（例如︰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支聯會

主席李卓人） 

探討方向* 

（例如︰政治方面、

經濟方面、社會方

面、文化方面、環境

方面等） 

論點 （主題句） 論據 （數據、調查結果等） 

例子︰ 

資料 B*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

發言人 黃志俊 

生態價值方面 

（環境方面） 

 

大埔龍尾灘生態價值高，故不

應花費公帑興建人工沙灘，破

壞自然環境。 

 

難得在細小狹窄的海岸，可以找到海星及蟹

等多種具保育價值的海岸生物，顯示大埔龍

尾灘生態價值高，故不應花費大量公帑，興

建不宜游泳的人工沙灘，破壞自然環境。 

資料一 

  

 

 

 

 

  

資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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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資料 A 及 B 為兩篇完整的論述性文章，模擬同學搜集所得，但礙於篇幅，在此未有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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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以下的段落格式組織內容。（正、反觀點各三段，每段約 200 字） 

 

 

 

 

 

 

 

 

 

 

 

 

 

 

 

 

格式︰ 

        從______（探討方向）_____方面分析，____（持份者）____認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論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份者）_____

在_____（日期  +  發表途徑）____指出_______________（論據）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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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2-13 學年獨立專題探究教學進度表 

日 期 活 動 詳 細 內 容 

11 月 22 日 
講座（大課） 

演講廳 

 簡介獨立專題探究的目的、形式、

評分方法、活動流程等資料。 

 教授工作紙(1)：「定題」。 

循環週 10 

11 月 23-30 日 

IES 課堂（細課 1） 

繳交工作紙(1) 

 與學生核對工作紙(1)答案 

 教授工作紙(2)﹕「資料搜集」。 

12 月 18 日之前 繳交工作紙(2) 

12 月 18 日 IES 課堂（細課 2） 

 派發及檢討工作紙(2)。 

 教授工作紙(3)︰「探究計劃書初

稿」。 

1 月 24 日 繳交工作紙(3) 

2 月 5 日或之前 IES 課堂（細課 3）  教授工作紙(4)︰「觀點歸納」。 

2 月 21 日 繳交工作紙(4) 

循環週 19 

3 月 4-14 日 
IES 課堂（細課 4） 

 派發及檢討工作紙(3)，並指示學生

根據教師的意見而修正工作紙(3)

的內容，以完成探究計劃書（正

稿），並於 3 月 18 日或之前交回。

 派發及檢討工作紙(4)，並於課堂中

教授工作紙(5)︰「觀點演繹」。 

3 月 18 日 繳交探究計劃書 (正稿)  

4 月 8 日 繳交工作紙(5) 

循環週 24 

5 月 6-13 日 

獨立專題探究講座 

（大課） 

 講解「習作階段︰（課業）」的細節

及要求，並講解繳交課業及進行口

頭匯報的詳情。 

5 月 20 日 IES 課堂（細課 5） 
 派發及檢討工作紙(5)，並教授工作

紙(6)︰「結論和建議」。 

5 月 27 日 繳交「習作階段︰（課業）」初稿 

期考 

6 月 6-21 日 

派發「習作階段︰（課業）」

初稿 

 在考試期間向學生派發習作階段︰

（課業）初稿。 

試後活動時段 

7 月 2-5 日 

過程︰口頭匯報 

【用作呈交「過程」分數】

+ 

繳交「習作階段︰（課業）」

【用作呈交課業(2)分數】 

 於 7 月初進行口頭匯報，以評估學

生的「過程」分數。 

 學生完成匯報後需即日繳交「習作

階段︰（課業）」 

備註﹕ 

「大課」即由一位教師主持，整級學生於演講廳學習；「細課」即分班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