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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撰寫獨立專題探究報告的常見錯誤及相應改善建議 

黃 家 樑 

恩 主 教 書 院 

 2014 年 2 月 

   

獨立專題探究是通識教育科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教師和學生都會投放不少

心力處理。在我指導學生撰寫報告期間，發現一些他們的常見錯誤，若教師稍作

引導及提示如何修改，即可將錯誤改正過來，提升報告的素質。本文擬利用學生

的實際報告作為例子，指出這些常見錯誤及提出修改建議供大家參考。 

 

甲. 「引言」部分的常見錯誤 

 

「引言」屬於探究報告的開首部分，學生往往以為只需簡單交代選取這題探

究題目的原因、研究對象和目標，以及將會從甚麼方面展開探究即可；然而當學

生下筆撰寫「引言」時，卻可能不自覺地犯了錯誤。 

 

1. 在「引言」寫出報告的結論，卻不符題目的探究焦點 

 

「引言」只需交代探究題目的背景資料，不必寫出具體結論。有學生以「探

討學習粵劇應否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為題目，他在「引言」這樣寫道： 

 

學習粵劇有這麼多好處，教育局為何不行動呢？局方又應如何解決將粵劇

學習融入新高中中文科的困難，使這建議盡快落實呢？ 

 

就報告的題目而言，該報告旨在探究粵劇應否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然而

報告的「引言」已下了粵劇有很多好處的結論，並敦促教育局盡快解決困難及加

以落實，這明顯與題目的探究焦點不符。若果稍作改寫，將已經顯示出來的結論

更該份改為報告準備從甚麼方面展開探究，效果便會較好了： 

 

究竟學習粵劇有什麼好處、壞處呢？學習粵劇會否有助中學生學習中國語

文？把粵劇學習融入新高中中國語文科必修部份會有什麼困難？這些困

難可否克服？以上問題都很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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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多篇幅交代背景資料，但欠缺與報告相關的具體情境 

 

「引言」固然需要交代探究題目的背景資料，但不必過於瑣碎，並且需要與

報告的具體情境互相配合。若只是長篇大論地交代背景資料，而未點出與探究題

目之間的關係，則是不恰當之舉。此外，若引述資料而未有交代資料來源，亦需

要提示學生避免。再舉以粵劇為探究題目的學生為例： 

 

中國粵劇已有多年歷史，原稱大戲或者廣東大戲，源自南戲，自明朝嘉靖

年間開始在廣東、廣西粵語區出現，是揉合唱做唸打、樂師配樂、戲臺服

飾、抽象形體等的表演藝術。到了清朝末期，知識分子為了方便宣揚革命

而把演唱語言改為粵語，使廣府人更容易明白。粵劇名列於 2006 年 5 月

20 日公布的第一批 518 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之內。2009 年 9 月

30 日，粵劇獲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肯定，列入人類非物質文化遺產名錄。 

 

上文頗為詳細交代了粵劇的源流及歷史，但對於粵劇與香港中學教育的關係卻未

有說明。假如將介紹粵劇的部分略作刪減，並加入現時粵劇在香港中學的具體發

展例子，便可以突出擬探究的題目並非憑空猜想而來。而為引述的資料加上注釋，

亦可避免抄襲之嫌：  

 

中國粵劇已有多年歷史。在 2009 年 9 月 30 日，粵劇獲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肯定，列入人類非物質文化遺產。（注 1）近年，有少部分中學開始加入粵

劇學習課程，讓學生接觸粵劇。例如 XXX 紀念中學與八和會館合作，於

2011 年在中一級開辦校本粵劇藝術課程。……在 2006 年至 2009 年，任

白慈善基金和港大人文基金推行「粵劇小豆苗──粵劇融合中國語文科新

高中課程及評估計劃」，於香港11所協作中學施行，把粵劇融合中文教育。

（注 2）正因粵劇在香港教育界已有一定的發展基礎，故此有中國語文科

教師認為應在中文科引入粵劇，期望學生增加對中華文化的體認。 

注 1.〈粵劇列世界文化遺產〉，《東方日報》，2009 年 10 月 3 日。 

注 2. 香港八和會館網頁 http://hkbarwo.com/news.php （瀏覽日期：2014 年 1 月 6 日）。  

 

 

思考問題： 

 假如你的學生出現上文提及的錯誤，你會如何指導他改正？你對作者提供

的修改建議又有甚麼意見？ 

 你任教的學生如何撰寫「引言」？他們有甚麼常見的錯誤？你又怎樣指導

他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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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探究方法交代不清、研究局限未妥善處理 

 

  獨立專題探究容許學生應用不同方法展開探究，而學生亦需要在報告內加以

說明。部分學生在交代探究方法時頗為籠統，未能令批閱教師了解採用這種探究

方法的原因。至於資料來源及調查對象，也未能清楚列明。試看以下例子： 

 

本研究採用質性和量性並重的方式以取得第一手資料作探究之用。在量性

方式方面，我會派出 100 份問卷，對象為中學生，藉此了解中學生對粵劇

的興趣及認識程度，以及他們對於在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加入粵劇學習

的看法。  

 

該段文字僅指出派發問卷的數量及籠統對象，但對於派發方式、問卷回收情況，

以至派發對象的具體資料都語焉不詳。以下為修改版本： 

 

本研究採用質性和量性並重的方式以取得第一手資料作探究之用。在量性

方式方面，我會進行問卷調查，對象為中學生，藉此了解中學生對粵劇的

興趣及認識程度，以及他們對在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加入粵劇學習的看

法。以下為派發數量、回收率及問卷受訪者的類別：  

派出問卷：100 份；回收率：100 %；填寫問卷人士的資料： 

 

 

 

 

 

 

修改後的版本讓批閱教師得知問卷的回收率，有助衡量問卷結果的可信度。而從

填寫問卷人士的具體資料，可顯示調查對象並非集中於某些群體，有助從多角度

（性別、教育程度、對粵劇的認識及經驗）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令結論的準

確程度增加。 

 

  至於研究局限方面，重點在於表明已在能力所及和條件所限的情況下盡力處

理，並列出解決方法，以顯示個人的解難能力及高階思維。例如上圖填寫問卷的

人士，有及沒有學習粵劇經驗的百分比，兩者相差 26%，如將兩類人士的意見平

等看待而提出結論，則會令結論欠缺說服力。所以可將這種情況列為其中一項研

究局限，並提出處理此項局限的方法：  

 

根據上圖，有和沒有學習粵劇經驗的受訪者百分比相差 26%，這在一定程

度上影響問卷調查的結果。故此本研究會將兩者的意見分別處理，以便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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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有和沒有學習粵劇經驗的持份者，從而更客觀地分析和比較。 

 

上文既提出了研究局限，也指出處理方法，避免予人結論站不住腳的感覺。 

 

思考問題： 

 你怎樣提示學生為其報告選取適當的探究方法？而對於探究方法的局限，

你又如何指導學生解決？ 

 你的學生較多採用哪些探究方法？他們能否準確和系統地交代採取那些探

究方法的原因？又能否理解其局限而嘗試解決？為甚麼？ 

 

 

丙．陳述探究成果的常見錯誤 

 

  學生在撰寫探究報告時必須陳述探究成果，並結合這些成果展開分析，最後

建立自己看法或個人判斷。下文以陳述問卷調查結果及訪談資料為例子，說明學

生陳述探究成果時的常見錯誤。 

 

1. 沒有同時列出受訪人數的實際數目及百分比 

  

問卷調查結果既有實際統計數字，也可以將數字化成百分比來表達。在某些

情況下，如果只列出統計數字，可能會令結論流於偏頗。試看以下例子：  

 

問題：你是否接受同性戀？ 

受訪人數 男性 50 人 女性 30 人 合計 80 人 

接受同性戀人數 男性 25 人 女性 15 人 合計 40 人 

結論：男性較女性更接受同性戀 

 

由於只按實際人數而下結論，難免較為草率，因為如按受訪者的人數百分比而言，

兩者其實是相同，故此結論亦需要修訂： 

 

問題：你是否接受同性戀？ 

受訪人數 男性 50 人 女性 30 人 合計 80 人 

接受同性戀人數 男性 25 人 女性 15 人 合計 40 人 

接受同性戀人數百分比 男性 50% 女性 50% 合計 100% 

結論：從實際人數看來，較多男性接受同性戀，但考慮到兩者人數的百分

比是相同，故此就本研究所接觸的受訪者而言，男性和女性對於同性戀的

接受程度是相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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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的調查統計圖表與分析部分割裂 

 

  當陳述問卷的調查結果時，除了交代調查所得的數據外，亦需要分析這些數

據所反映的現象、意義、影響等。普遍而言，學生大致掌握交代調查數據的方法，

並懂得利用文字、表格、統計圖（棒型、線型、圓餅型等）來表達統計結果，然

而在分析方面卻較為薄弱。試看以下例子： 

 

從以上資料可見，九成半受訪者都有使用短訊或留言方式與人溝通的習慣。

而這九成半人士當中，接近一半在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會花一小時左右發

短訊，而有三成則會花二至三小時網上溝通。 

 

以上例子只是以文字方式複述統計圖表的結果，沒有分析數據結果顯示甚麼情況，

更欠缺從分析再進一步推論。以下為經修改的版本，效果較佳： 

 

從以上資料可見，九成半受訪者都有使用短訊或留言方式與人溝通的習慣。

而這九成半人士當中，接近一半在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會花一小時左右發

短訊，而有三成則會花二至三小時網上溝通。由此可見，現時香港青少年

昔普遍每天都會花時間使用短訊或以留言方式與人溝通。【分析數據結果反

映的現象】而使用這些溝通方式，業已成為青少年生活一部分，並估計對

其與人溝通的模式有一定影響。【從分析結果進一步推論】 

  

另一方面，若果將調查結果及分析部分割裂編排，則或會令批閱教師未能一

氣呵成了解調查數據及分析內容，這種篇章結構方式亦不太理想。例如一名學生

以「探討在空氣污染嚴重超標的情況下停課的可行性」為探究題目，他在報告的

第五節交代了問卷調查結果，而分析部分卻安排在第六節解說。以下為他的探究

報告第五節及第六節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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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研究結果 

 

   

 

   

 

 

 

 

 

第六節：研究結果分析 

 

 

 

 

 

 

 

 

 

該名學生的分析其實不錯，能從不同持份者角度，並結合搜集所得的資料展開推

論，但在章節編排方面卻令教師批閱時不太方便，需要前後翻閱以判斷學生的分

析及推論是否與調查數據結果吻合。再加上考評局對於獨立專題探究報告有字數

範圍的建議（1500-4000 字），若將調查結果及分析部分割裂編排，在行文上難免

重複，亦會增加報告的字數，故此不建議採取這種割裂編排的篇章結構。以下為

一個較為理想的例子，將調查結果及分析結合起來交代： 

 

第二部分：分析中學學生留意 / 不留意時事的原因 

 

 

 

 

 

 

 

 

 

【以圖表方式列出數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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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數據，大部分人表示與學校課程無關和沒有興趣，正是他們較

少留意時事的主因。其次是沒有時間，覺得社會不重視，以及時事比較沉

悶；更有一部分受訪者認為時事與自己無關。【簡述數據結果】 

現今香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社會著重成本效益，而時事這一環在考

試成績方面屬於低回報一類，故此大部分受訪中學生不選擇投放時間在這

方面。【分析數據結果反映的現象】 

就此現象，我訪問了於中學任教的朱老師，他表示不少學生被考試牽

著走，與考試無關的大多不會在意。而除了通識科外，在緊迫課程下教師

亦不能在課堂撥出太多時間與學生討論時事。【結合訪談資料進一步分析】 

 

3. 訪談資料未在報告正文充份利用 

 

  訪談是學生經常採用的探究方法，而且他們亦會將訪談內容以全文對答或會

面摘要方式列為報告附錄；然而對於如何利用訪談資料以增加結論的說服力，則

仍有不少學生未能充份掌握。例如有學生以「從電能廚房的好處與壞處，探討電

能廚房可否在香港家居普及」為探究題目，以下為他的結論節錄： 

  

最後，不少人，尤其家庭主婦，他們經常煲老火湯，講求「鑊氣」，所以

她們較偏向明火煮食。由此可見，電磁爐煮出來的食物相對失色，是電能

廚房難以在家居普及使用的因素。 

 

這段內容提及「不少人，尤其是家庭主婦」的意見作為電能廚房難以在家居普及

的論據。可是這些「人」或「家庭主婦」究竟是誰？內文沒有交代，這就難免減

低了結論的說服力。惟在該份報告的附錄，卻發現曾訪問一名家庭主婦陳太，正

文內關於家庭主婦的意見，正是源於陳太的訪談內容： 

  

研究員 你家中使用煤氣爐煮食，為甚麼不改用電磁爐呢？ 

陳太 家中的煤氣爐仍未損壞，假若更換就電磁爐太浪費了。 

研究員 那麼若日後當煤氣爐具損壞了，妳會轉用電磁爐嗎？ 

陳太 應該不會。因為聽朋友說轉用了電磁爐後，原來使用的器皿都

要棄置，因為適用於無火煮食的器皿，它們的物料和外形都有

限制，也因此而令煮食方法單調。此外，我很重視食物的味道

和「鑊氣」，覺得電磁爐發揮不到食材的味道，達不到我的要求。

就以煲湯為例，明火煮食可以將整個湯鍋均匀地加熱，……充

分釋放出食材的鮮味，而電磁爐就做不到這個效果。 

 

根據陳太的訪問而將原文稍作改寫，並加入論據的資料來源，這樣就可以加強結

論的說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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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根據陳太的訪問得知（詳見報告附錄），家庭主婦經常煲老火湯，

講求「鑊氣」，覺得電磁爐發揮不到食材的味道，達不到煮食要求，所以

他們較偏向明火煮食。由此可見，電磁爐煮出來的食物相對失色，是電能

廚房難以在家居普及使用的因素。 

 

思考問題： 

 你的學生在分析問卷及訪問結果時有哪些常見錯誤？與上文提及的情況相

同嗎？你如何指導他們改善？ 

 你的學生在陳述探究成果期間曾否遇上困難？如有，這是甚麼困難？你如

何指導？成效如何？ 

 

 

丁. 「結論」部分的常見錯誤 

 

  「結論」是報告的最後環節，學生需要在這部分總結其探究成果，並提出個

人對於探究題目的看法，也可視乎需要而提出與探究題目相關的建議。「結論」

的篇幅不宜過長，重點在於言簡意賅地總結全文。這些要求看似不難做到，但學

生往往就在這部分未能妥善處理，常見者為匆匆收結、冗長地重複前文、提出與

題目關係不大的建議，甚至建議並非建基於調查結果等，這些都應該避免。以下

選取其中兩項學生常見錯誤加以解說。 

 

1. 建議篇幅過長，偏離探究題目的重點 

 

  不少學生在報告的「結論」部分，都會嘗試提出建議，藉以豐富報告的內容；

不過要留意的是如果探究題目並不包括提出建議的要求，而這些建議又佔去頗多

篇幅，甚至流於長篇大論，那自然是不恰當了。上文曾舉出有學生以「探討學習

粵劇應否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為探究題目，他在「結論」部分寫了以下

一段頗長的建議（下交已作節錄）： 

 

要落實推行計劃，就必須解決師資的問題，以及改變普遍學生對粵劇

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政府可以加強推廣，……學校則可邀請粵劇團體到

校內表演或…  

  其次，……教育局可重新編排高中中文科課程的範疇，在加入粵劇的

同時，刪減部分現有內容……。  

  第三，關於師資問題，我建議先在一至兩區推行，重點培訓這一至兩

區的中文科教師。這建議有兩大好處：其一，……。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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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要將粵劇融合中文科，……教育局可參考香港大學所推行的「香

港大學粵劇教育研究及推廣計劃」……。 

 

該名學生所犯的最重要毛病，就是即使這些建議恰當及可行，但卻與其探究題目

關係不大，因為該題目的探究重點是粵劇應否納入，而不是應該如何納入新高中

中文科必修部分。在「結論」部分寫了那麼多應該如何納入的建議，顯然偏離探

究題目的重點；而且由於有字數上限建議，若滲入過多與題目關係不大的內容，

亦有浪費字數之嫌，故應該大幅刪削（刪削版本詳見下文）。 

 

2. 報告的結論與建議互相矛盾 

 

  建議部分過長而浪費字數，弊病尚屬次要；假若所提出的最終建議與資料調

查結果互相矛盾，那麼毛病就很嚴重了。試看該份與粵劇有關的探究報告，經搜

集回來的資料，無論是受訪的學生或教師，都不是全部支持將粵劇引入新高中中

文科必修部分之內： 

 

學生意見（不同意佔 83%，同意佔 17%）： 

 

                    

 

 

 

 

教師意見： 

 

 音樂科梁老師 中文科貝老師 中文科施老師 

立場 贊成 贊成 反對 

 

受訪教師及學生的意見並非一致，但該名學生所提出的最終建議，卻與受訪者的

意見互異（留意以下引文的斜體及有間線部分），而且他提出與受訪者意見相異

的解釋，亦沒有很強的說服力，於是予人的感覺就是不尊重受訪者的意見，更強

將自己的見解凌駕於受訪者之上：  

 

雖然大部分學生都不支持把粵劇融合中國語文，可是學習粵劇的確有助學

生提升語文能力。由於這對學生有利，因此應該推行。……另外，教師偏

向支持把粵劇融入中國語文科必修部分，認為學生應認識粵劇這份文化瑰

寶。因此，學習粵劇應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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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修改版本（留意灰網文字及括號內的斜體字解說），除了特別指出各項建

議是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及教師訪問所得而提出外，亦配合探究題目的字眼而精簡

篇幅，避免長篇大論： 

 

  究竟粵劇應否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從研究結果發現【指出以

下建議是從研究結果而來，而不是個人主觀見解】，要落實計劃就必須解決師

資不足、課程內容繁多等問題，以及提高學生對粵劇的興趣。 

從興趣角度而言，根據問卷調查【指出意見從問卷而來】，大部分學生

對粵劇沒有興趣，認為粵劇已經過時，而且與年青一代沒有關係。…… 

    從課程角度而言，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都不支持把粵劇融合於

中文科。……至於教師方面，有受訪中文科教師【指出意見從訪問而來】

同意，因為……；然而亦有受訪教師不贊成，認為…… 

    從師資角度而言，雖然就教師訪問所見，受訪者較偏向支持把粵劇融

入中文科必修部分；但就搜集所得的文獻【指出意見從文獻而來】，則發現

未有足夠數目的合適教師…… 

    學習粵劇有利學生學習中國語文，也有助學生認識中華文化，然而目

前卻未具備推行條件。因此在納入課程前【配合題目字眼，指出以下建議是

與題目有關】，政府和學校必須加強推廣，……教育局可參考香港大學所推

行的「香港大學粵劇教育研究及推廣計劃」，…… 

    總括而言，目前粵劇不應納入新高中中文科必修部分。……建議教育

局先以活動形式推行，再找學校做試點…… 

 

思考問題： 

 你的學生是否常在「結論」內加入建議？這些建議是恰當較多，還是有不

少是偏離探究題目的要旨？為甚麼？ 

 你採取甚麼學與教策略指導學生避免報告結論與調查結果互相矛盾？成效

如何？ 

 

 

戊．結語 

 

  學生完成一份獨立專題探究報告不是易事，他們要經歷構思題目、搜集資料、

撰寫成文等階段，難免犯上錯誤。我在指導及批閱學生的報告時，其中一個關注

點就是協助學生更好地表達他們的探究成果。綜合上文糾正學生常見錯誤的要點，

大致有以下三項： 

 若要報告體現探究性而非平鋪直敘，這就需要學生在報告內顯示他是帶

著問題意識來探究，並且掌握不同持份者的觀點，以及從多角度考慮與

報告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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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所得的結論或提供的建議，都必須有根據而來，並且是經過慎重考

慮，而不是從主觀意願出發或憑空猜想。 

 篇章組織清楚流暢，以及資料調查結果與分析緊密相連，可讓批閱者易

於翻查及閱覽；而與探究題目關係不大的內容則應盡量刪除，避免浪費

字數或令報告冗長。 

 

謹此提供以上意見及學生例子供大家參考，希望藉著各位悉心指導，再配合

學生主動努力以充實探內容，最終完成一份令人滿意的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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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