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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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促進學生自我完善的測考回饋策略 

古運疆  田家炳中學 

 

不知道各位通識教育科同工，在你們的教學生涯當中曾否遇上以下煩惱： 

 校方期望公開考試成績要有（或不斷）突破？ 

 課時不足，但教學效能卻要持續提升？ 

 如何讓學生在課後仍願意撥出時間溫習通識教育科？ 

 如何落實課程理念，以及避免公開考試的倒流效應影響教學？ 

 教育界希望學生自主學習，通識教育科的學與教策略怎樣配合這個要求？ 

 

我估計無論各位的教學年資如何，總會或多或少遇上。下文介紹我和本校同事於校

內考試後所採用的回饋策略，說明怎樣在限制之下回應這些煩惱問題。 

 

編輯自學小冊子的緣起 

 

我執教鞭二十年，每次測考後的評講試卷環節，總令我懊惱不已。因為每當我發回

答卷，無論我的解說多麼清楚、投影片如何精美，學生的學習動力卻往往自動停止。我

又曾嘗試在講解後才派發答卷，但學生卻因為沒有資料在手，即使我反覆說明，他們仍

有眾多疑團，之前的講解仿如過眼雲煙，不留任何痕跡。 

 

問題重複發生，正好說明所採用的學與教策略未能奏效。因此，我開始「顛覆」思

考：既然在課堂評講答卷的效果並不理想，那麼換個地點和時間，情況會否好一些呢？

事實上，每次由試後至核對答卷的期間，學生在沒有固定課堂和功課需要完成的情況下，

心情會較平日上課輕鬆，課後空間亦會較多，趁此而進行學科的自主學習活動，應該是

不錯的時機。此外，假如剛考完通識教育科後，學生便有該次考試題目的參考答案，甚

至是解題練習，相信他們會有較大動機去了解試題

的要求和檢視自己的答題表現。基於以上原因，我

和校內科組同事合作，共同製作「測考回饋自學小

冊子」（見右圖），將原來用作評講題目的投影片，

以及學生的優異答卷合編成冊，並在上課前一至兩

天派予學生，要求他們在家中完成小冊子的問題，

然後才在課堂專心聆聽我們講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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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冊子的內容構思 

 

如果小冊子內的資料只是供學生閱讀，必定較為單調和缺乏趣味；因此，我們把原

來的課堂講解內容設計成不同的練習模式，包括標示內容重點、是非題、選擇題、填充

題、短答或重寫段落等，讓學生在小冊子內一一完成。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練習並非

只要求學生找出答案，而是希望透過架設鷹架而協助學生自學，逐步建構知識。以下利

用 2013 年中學文憑考試的一道試題（該題曾用作校內考試的題目），解釋這本小冊子的

內容構思： 

 

「香港人參與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解釋你的答案。（12 分) 

 

該題原有數張圖片，其中一張顯示香港人參與四川大地震的賑災活動。我在批改時

發現不少學生對該次事件的解釋並不充足，更不大懂得運用「同胞」、「血濃於水」等詞

語於答案之內，藉以解說香港人參與賑災活動的動機和心態。這點固然反映他們對事件

認識不深，而且也表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情亦需要進一步培養。就着以上觀察，我們

在小冊子內加入一些香港人以往參與內地賑災活動的資料，例如於 1991 年，香港人踴

躍捐輸，積極救助華東水災的災民，同時要求學生在資料內標示與四川地震賑災相關的

意念和概念（見以下方格），藉以將兩次賬災活動聯繫起來，從而增加他們對相關事件

的認識，並且感受香港人對於國家和人民所流露出來的深厚感情。  

 

 

標示與｢四川地震賑災｣ 相關的意念和概念 

 

面對內地同胞家園盡毀、滿目瘡痍的悲慘景象，香港人被打動了，短

短數天，各界募得的捐款相信已經逼近 10 億元（包括政府捐出的 3.5 億），

志願機構與政府派出的救援隊伍也陸續趕赴四川災區參與救援，是香港近

數十年來一次極罕有的跨階層、跨界別賑災行動。 

 
全港將會舉行過百場大小不同的賑災活動，大家的目標只有一個：為

處於 5·12 四川大地震陰霾的受難者帶來一點希望曙光。根據紀錄，1991 年

的華東水災，本港賑災捐款總額逾 6 億元（包括當晚籌款節目籌得的 6,000

萬元），今次四川大地震的籌款數目現已逾 8 億港元，相信已超越當年，成

為歷年來香港為內地天災籌款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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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識之外，學生對於答題框架的掌握程度，亦是影響他們發揮的重要因素。再

就以上題目而言，有些學生總會出現重複論點的毛病，又或是未能將自己的論點好好發

揮。以下為其中一名學生的答案節錄： 

 

當批閱到上述答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毋須細閱內文，僅從主題句來看，已可預計

該名學生難以從多角度展開分析。由於這種情況頗為普遍，故此我們在小冊子內要求所

有學生都以這份節錄的答案為例而加以評析，訓練他們從欠妥當的材料入手而思考如何

改善（見以下方格），並藉此而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 

 
普遍而言，學生大致都可以指出樣本的不足之處，並提出改善建議；而更為可喜的

是，該名被我們選中將其答案作為評析樣本的學生，他在做該份習作時這樣寫道：「每

段主題句都只是重複題目的用字，沒有明確論點。」由此可見，我們到這刻雖然仍未開

始評講試卷，但透過這個簡單練習，學生已可自行發現不足之處，這比起教師的口頭講

解，印象應會更深，學習效果亦會更好。 

 

盡快派發及指導學生閱讀 

 

我們向來都有仿效校內中、英文科同事在考試後印製優異樣本予學生參考的做法；

然而，很多時候卻難以掌握學生的理解情況。為了在評講答卷前盡快選出優異樣本，我

們通常先行批改能力稍高的班別或學生，從中抽取答卷示例以印製小冊子，並發給學生

作預習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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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會提供閱讀指引，讓學生有焦點地閱讀，並要求他們從給予的提示

當中剔選適切的思考點，由此而得以盡量汲取優異樣本的精華。例如以下一篇討論特區

政府應否支援年青人住屋需要的答卷，我們要求學生找出它的思考點，然後在右方的提

示項目內剔選（見以下方格）。請留意這些閱讀指引是可以針對學生的其他不足之處而

靈活調節，例如可以針對段落結構，又或是概念運用，而不限於答題框架。 

 

 

 

 

 

至於提升駁論能力方面，除了讓學生剔選已預設的項目外，亦可以要求他們在閱讀

答卷樣本（見以下方格的上半部）時找出針對性內容而作分析。小冊子所設計的相關表

格，其實已是駁論的基本結構框架（見以下方格的下半部），因而有助鞏固和提升學生

撰寫駁論的能力。 

 

 

有人認為政府的支援措施會為政府經濟帶來負擔，因為以金錢支援青年或多興

建公屋，的確會令政府庫房的資金減少，但這減少了的金錢其實是可以補救的。流

失金錢是短期，但發展是長期的。社會需要可持續發展，為了下一代的福祉，支援

措施可以增加下一代置業的機會，以至結婚和生育的意願，長遠而言為可社會增加

勞動力。而這些所增加的勞動力，可以解決人口老化問題，對香港的經濟效益、生

產力、競爭力，均可帶來正面影響，所得的利益亦一定較支援青年置業而付出的金

錢大得多。 

 

「應否」題的思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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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知己知彼，無往而不利 

 

當發現學生在知悉自己的考試成績後，學習動機便所餘無幾時，很可能已表示我們

的教學策略需要改變；同樣，利用上述策略而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亦要多關注他們使用

小冊子的情況，從而檢討這些教材是否能發揮預期效果。下圖是我收集學生的回饋後，

利用「文字雲」（word cloud）軟件來整理他們的意見，得知他們都能夠從中獲益，故令

我們相信這些策略是可以持續使用下去的1。相反，如果日後發現學生的意見偏離我們

原來的構思目標，那麼就需要再作改變了。 

 

 

 

 

 

 

 

 

 

 

 

我在本文開首提出通識教育科教師可能出現的煩惱問題，於是引發我和同事編製自

學小冊子的念頭，並付諸行動。現時，本校高中各科和各級都會於考試後印製相關小冊

子，而每名教師也樂意參與其中，皆因大家都感受到工作的成效及意義。謹此提供我們

的策略供同工參考，希望有助解決大家的教學困惑。 

 

 

-- 完 -- 

 

 

 

 

 

 

                                                       
1 「文字雲」軟件的特點是愈多人提及的項目，它的字體就愈大，而且會置於中間位置，因而可以很快掌

握各項目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