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聲 明 

 

學校可因應本身情況，選取本冊內適用部分作教學之用。如要複印本冊部分

或全部內容作教學或研究用途，請列明出處。任何人士不得翻印本冊的內容作商

業用途。 

 

 本組已盡力確保該等資料準確，但對於該等資料在任何特定情況下使用時的

準確性或恰當性，並無任何明示或隱含的陳述、申述、保證或擔保。本冊亦載有

由其他人士或機構提供的資料，而政府對該等人士或機構以及該等資料沒有影響

力。 

 

就本冊所載的任何資料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政府並不承擔責任。政府

保留權利可隨時省略、暫停或編輯本冊所載由政府編製的資料，而毋須給予任何

理由，亦毋須事先通知。使用者有責任自行評估本冊所載的一切資料，並宜加以

核實，例如參閱原本發布的版本，以及在根據該等資料行事前徵詢獨立意見。 

 

  本組已盡可能聯絡所有版權持有人尋求授權轉載，如有不慎以致版權問題仍

未完全解決，懇請見諒，並煩請版權持有人與本組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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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論 

 

獨立專題探究是高中通識教育科所採納的校本評核模式，學生須在其呈交的

獨立專題探究內展示不同的能力，例如解難、資料搜集、分析和傳意。整個工作

進度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擬定研究報告題目、訂立探究目標、考慮選取適當的探究方法、

決定表達形式、擬訂研究方案。 

 第二階段是搜集和整理資料。 

 第三階段是完成習作，當中包括分析及評估資料，為探究結果作總結，以及

反思探究過程。 

 

為支援教師在獨立專題探究各階段的學與教活動，教育局委託香港教育學院

設計與上述三個階段相關的習作供教師使用，而教育局亦為各階段提供學與教活

動建議及相關附表供教師參考。1 

 

本冊內容主要輯錄上述學與教資源而成，以方便教師使用。教師請留意本冊

提供的各階段學與教活動、各份習作與附表、參考資料等，均屬建議性質，僅供

參考。教師請按任教學校的校本情況而設計適切的學與教活動及評估習作，以指

導學生學習及滿足獨立專題探究各階段的評核要求。 

 

教師請留意本冊應與《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教師使用手冊》所載的資料（特別

是「學習工具」部分）配合使用，以提升學生的探究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本局亦

將繼續舉辦與獨立專題探究相關的專業培訓課程，向教師介紹規畫獨立專題探究

課程的注意要點及示例，供教師開發校本獨立專題探究課程時作參考之用。 

                                                 
1 這些學與教資源已上載於「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http://ls.edb.hkedcity.net 下載區 → 參

考資料 / 文獻 → 獨立專題探究）。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導論

2



獨立專題探究

第一階段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一階段

3



獨立專題探究第一階段學與教建議 

 

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1及《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2，

教師於獨立專題探究第一階段的工作，包括以下各項： 

 向學生闡明推行獨立專題探究的宗旨。3 

 協助學生以三個學習範圍為背景，發展對探究主題的理解。 

 協助學生決定探究的課題、範圍及焦點。 

 組織課堂或課後活動，支援學生構思其獨立專題探究題目。 

 促進學生之間在構思題目方面的交流和協作式學習，以及匯報和展示其構思

題目的成果。 

 構思與本階段「過程」有關的評核活動，並按《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所列的評估項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的表現。4 

 指導學生撰寫探究計畫書，然後按《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手冊》所列的評估項

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在本階段的表現 5，並於考評局指定的日期前向考評

局提交分數。 

 

教師宜先向學生介紹獨立專題探究的要求及三個階段的安排，讓他們有整體

的了解。而在要求學生構思他們的獨立專題探究題目前，亦宜向學生講解構思題

目時的注意要點及步驟，包括： 

 建議學生從日常生活或個人熟悉的事物當中發掘與通識教育科課程相關的

探究題目。 

 題目應該具有探究成份及能夠顯示個人意見，而非平鋪直敘僅止於描述常見

的現象，或討論一些已有基本結論的事情（例如「吸煙是否危害健康？」）。 

 題目應該是學生能力可及（例如時間、精力、學識、資金、人際關係網絡及

可找到相關的資料等）和有興趣進一步探究，不可好高騖遠。 

 題目需要有探究焦點及明確的探究對象，例如在時間、地點、探究焦點和內

容方面都應有清楚界定的範圍。 

 教師可以利用本資源套內由香港教育學院設計的兩份習作，協助學生掌握構

思題目時需要注意的要點： 

                                                 
1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編訂）（2007）《通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

中六）》，香港：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教育局。 
2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3 參閱《通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 43 頁。 
4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8-9 頁。 
5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10-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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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念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當學生掌握了構思題目的注意要點後，教師可以給與學生一段期限（例如一

至兩個月，或利用如復活節、暑假等學校假期），讓他們構思獨立專題探究的題

目。教師亦請在該段時期內參考下列課堂或課後的活動例子，以協助學生構思： 

 在課堂內就某些社會事件（例如高鐵撥款爭議、上海世博會等）製作相關的

相片集或新聞標題的投影片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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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課堂上作小組討論，交代他

認為值得探究的原因及探究的可行性。此舉除了可以激發討論，以收集思廣

益之效外，學生亦可以從同儕的報告中取得構思題目的靈感及借鑑。 

 教師鼓勵學生對其居所或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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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設施及附近的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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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例如二至三個月）隨身帶備一本生活觀察小冊子，

隨時留意身邊發生的人和事，並將它們紀錄下來。當教師規定的構思題目時

段結束後，學生可以仔細檢視紀錄，看看有哪些項目可供進一步探究。6 

 建議學生以其感到興趣，又或是教師曾經於課堂處理的課題，例如文物保

育、青少年的時下趨勢、中國的婚禮習俗等，以關鍵字的方式在互聯網展開

搜尋，並逐漸縮小搜尋面，從而初步構思題目的範圍。例如文物保育 → 香

港的歷史建築 → 新界北區的歷史建築 → 廖萬石堂。  

 

當構思題目的時限接近結束前，教師可以要求學生利用課堂以外的時間撰寫

一份初步探究方案（參閱附表一），較為具體地解說將如何落實探究計畫。教師

宜向學生表明探究方案是為自己而製定的研習計畫，它提供了一個框架，有助協

調及安排學習過程。此外，探究方案絕非一成不變，它可以因應在探究過程中的

實際情況而作修改。教師亦可以考慮將該份初步探究方案作為第一階段「過程」

的評核項目（如作此項安排，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道）。 

                                                 
6 該項構思參考盧健凌（2010）〈胡思亂想找題目〉，載 Cult 通主編《文化研究 X 通識》，香港：

嶺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第 156-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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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題目的時限結束後，教師可以安排課堂活動，要求學生在課堂繪畫腦圖

以展示他的題目構思，或是利用口頭報告的形式向同儕說明他的探究計畫。教師

也可以利用本資源套內由香港教育學院設計的一份習作（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

寫得甚麼樣），並輔以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收集同儕對其題目構思的意見。

教師可以考慮將以上各項活動作為第一階段「過程」的評核項目（如作此項安排，

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道），並利用由考評局提供 7或自行設計的評量表，以評核

學生的表現。 

 

  教師可在學生向同儕報告及小組討論活動之後，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回饋。教

師可以利用考評局提供的回饋表格樣本 8，或是自行設計適合校本情況的回饋表

格，用以評核及回饋學生的表現。 

 

 考評局要求學生提交一份正式的探究計畫書作為這一階段的「課業」評核

依據 9。建議教師利用課堂時間向學生介紹撰寫該份計畫書的要求，例如報告的

格式、報告包含的細項、大致的評核準則等。教師亦宜指導學生可以按甚麼準則

及方向撰寫，例如學生若果曾經撰寫上文所述的初步探究方案，他可以在該探究

方案的基礎上完成正式的探究計畫書。 

 

教師在收集學生的正式探究計畫書後，需要給予回饋及評分 10，然後在考

評局規定的日期前呈交分數。教師必須事前提示學生，當教師完成「課業」（在

本階段是指正式的探究計畫書）的正式評估及給予評分後，不得再次重新呈交。 

 

教師若在這階段曾與學生定期會面，又或曾與學生不定期在課後接觸，可以

要求學生撰寫「會見指導教師紀錄」（參閱附表二），以書面方式記下與教師的會

面情況及教師給予的口頭回饋，作為這階段的「過程」評核材料（如作這項安排，

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道），並且成為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的一部分。 

                                                 
7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46-48 頁。 
8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36-37 頁。 
9 該份探究計畫書的參考樣本，見《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33-35 頁。無論學生

在第三階段是以文字或非文宇模式撰寫他的獨立專題報告，該份探究計畫書均必須以文字模式

撰寫。 
10 回饋表格樣本可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3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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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辨明探究主題的重要概念 

 B) 為主題的重點字詞下定義 

 C) 從主題訂立相關子題和探究問題 

 

活動指引： 1) 與學生討論分辨主題目標及與主題相關概念的重要。 

 2) 著學生完成練習一的第一部分（關於題目「探討賭博對青少年的影

響」的部分）。 

 3) 與學生討論練習一的第一部分的答案。 

 4) 練習一第二部分為學生家課，學生須就自己的研習題目完成練習。 

 5) 批改練習一第二部分的答案，可與同學個別討論答覆，加以指導。 

 

習作一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7 
 
 

練習一：辨明主題的重要概念  頁 8‐13 
(學習重點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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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提示學生辨明主題概念的重要性，透過建立主題概念的定義，有助學生： 
1) 更清晰闡述主要概念； 
2) 收窄研究範圍，找出研究焦點； 
3) 修改題目字眼，使之更明確具體；及 
4) 收窄資料搜集範圍。 

提示學生只需以「什麼是賭博」、「哪些青少年」和「哪方面的影響」為方向，構想及繪畫簡單概念

圖。 

練習一：辨明主題的重要概念 
 
 
 
 
 

 

 

同學擬定主題時，必須辨明主題的目標及與主題相關的概念。

透過訂立概念圖及問題，同學便可以辨明主題的相關概念。請以

「探討賭博對青少年的影響」為研習題目，完成下列各題。 
 
1. 請根據主題，列出與主題相關的重要概念。 

賭博、青少年、影響  

 
2. 根據題目 1 的答案，為每個概念的定義（子概念），建立一個簡單概念圖。同學可參

考以下的賭博概念圖，然後繪製另外兩個概念圖。 
 
 
 

 

 

 

 

 

 

 

 

 

 

 

 

 

 

 賭博 的概念圖

賭博 

香港盛行

的形式 

青少年參

與的形式 

提示： 

提示： 

什麼是賭博 

/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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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青少年 的概念圖

青少年 

年齡組別 在學、在

職 

國家、地

區 

曾否參與

賭博 

 影響 的概念圖

影響 

時間 

與他人的

關係 

金錢 學業、事

業 

行為、性

情 

哪些青少年 

/ 定義 

哪方面的 

影響 / 定義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一階段

9



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3. 根據題目 2 的答案，試就每個子概念設定相關的定義問題。 

 

概念 子概念 概念屬性的定義問題 

香港盛行 

的形式 
1. 現時香港盛行哪些形式的賭博？ 

賭博 
青少年參與的

形式 
2. 青少年較多參與哪些形式的賭博？ 

國家、地區  1. 「青少年」包括哪個國家或地區的人？ 

年齡組別  2. 「青少年」包括哪一年齡組別的人？ 

在學、在職  3. 「青少年」包括在學或在職的人？ 
青少年 

曾否參與 
賭博 

4. 「青少年」包括曾參與賭博或沒有參與賭博的人？ 

金錢  1. 青少年會花費多少金錢參與賭博？ 

時間  2. 青少年會花費多少時間參與賭博？ 

與他人的 
關係 

3. 賭博對青少年與他人（家人、朋輩、師長）的關係有什麼影

響？ 

學業 / 事業  4. 賭博對青少年的學業 / 事業有什麼影響？ 

影響 

行為、性情  5. 賭博對青少年的行為、性情有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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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現在請同學就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完成設定概念及相關

定義問題。 
 

1. 獨立專題探究主題：  

 

2. 請根據主題，列出與主題相關的重要概念。 

  

 

3. 根據題目 2 的答案，為每個概念的定義（子概念），建立一個簡單概念圖。 

 

   

 

 

 

 

 

 

 

 

 

 

 

 

 

 

 

 

 

    的概念圖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一階段

11



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的概念圖 

    的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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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4. 根據題目 3 的答案，試就每個子概念設定相關的探究問題。 

概念 子概念 概念屬性的定義問題 

   

   

   

   

 

   

   

   

   

   

 

   

   

   

   

   

 

   

   

   

   

   

 

   

 
5. 反思：你認為透過思考與主題相關的探究問題對你有什麼幫助？ 

  1) 更清晰闡述主要概念；        

  2) 為獨立專題探究訂下更明確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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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學生版本） 
   
 
練習一：辨明主題的重要概念 
 
同學擬定主題時，必須辨明主題的目標及與主題相關的概念。

透過訂立概念圖及問題，同學便可以辨明主題的相關概念。請以

「探討賭博對青少年的影響」為研習題目，完成下列各題。 
 

1. 請根據主題，列出與主題相關的重要概念。 

  

 

2. 根據題目 1 的答案，為每個概念的定義（子概念），建立一個簡單概念圖。同學可參

考以下的賭博概念圖，然後繪製另外兩個概念圖。 
 

 

 

 

 

 

 

 

 

 

 

 

 

 

 

 

習作一 

 賭博 的概念圖 

賭博 

什麼是賭

博／定義

香港盛行

的形式 

青少年參

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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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青少年 的概念圖 

    的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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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3. 根據題目 2 的答案，試就每個子概念設定相關的定義問題。 

 

概念 子概念 概念屬性的定義問題 

香港盛行 

的形式 
 

賭博 

青少年參與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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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現在請同學就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完成設定概念及相關

定義問題。 
 

1. 獨立專題探究主題：  

 

2. 請根據主題，列出與主題相關的重要概念。 

  

 

3. 根據題目 2 的答案，為每個概念的定義（子概念），建立一個簡單概念圖。 

 

 

 

 

 

 

 

 

 

 

 

 

 

 

 

 

 

 

 

    的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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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的概念圖 

    的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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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一：辨明主題的目標及概念 
 

4. 根據題目 3 的答案，試就每個子概念設定相關的探究問題。 

概念 子概念 概念屬性的定義問題 

   

   

   

   

 

   

   

   

   

   

 

   

   

   

   

   

 

   

   

   

   

   

 

   

 
5. 反思：你認為透過思考與主題相關的探究問題對你有什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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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如何從主題發展成子題 

 B) 如何從子題發展成探究問題 

 C) 怎樣寫探究問題 

 

活動指引： 1) 與學生討論主題、子題及探究問題的概念。 

 2) 與學生閱讀練習一的題目，簡介何謂概念圖及解釋如何建立探究題

目。 

 3) 將學生分成小組，完成練習一。 

 4)  每組派一位同學報告練習一的結果，教師與學生討論答案。 

 5) 著學生參考練習一，並分組完成練習二。 

 6) 每組派一位同學報告練習一的結果，教師與學生討論答案。 

 

習作二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20 
 
 

練習一： 從子題到探究問題  頁 21‐22 
(學習重點 – B) 

 
練習二： 從主題建立子題和探究問題  頁 23‐24 

(學習重點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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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教師可先與學生討論主題、子題及探究問題的概念。主題是研究的大方向，而子題就是這個大方向中包

括的問題／概念。透過尋找子題，思考子題之間的關聯，學生可以認清研究方向，縮窄研究範圍。然

後，學生可從子題建立更具體的探究問題。合適的探究問題可化成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較基礎的題目

則有助建立研究背景。 

此練習以問題形式探究社會現象。教師可提示學生研究社會問題時，可從問題的成因、反映事實和影響

等幾方面思考。 

再者，由於社會問題較為複雜，教師可提示學生繪製概念圖，從而把主題及子題之間的關連串聯起來。

練習一：從子題到探究問題 
 
   
 
 
 
 
假設你與你的同學打算探究關於「香港房屋問題」，並以「人口密度過高」

為研究主題。以下是一幅由主題及子題構成的概念圖，包含了主題及子題間

的關係，也列明了由主題延伸出來的子題。建立概念圖的目的是為了令研究

的主題及子題變得更清晰及具體。 

 

 

 

 

 

 

人口密度過高的概念圖 

 

 

 

 

 

 

 

 

 

 

 

 

 

 

 
 
 
 

人口密度

過高 

市區土地日少 

人口遷移變化 

發展商盡量 

利用土地 

城市欠缺規畫 

政府賣地不足 

衛生及健康問題 居住環境擠迫 

成因 反映 

影響 
交通匯集人群 

提示： 

提示： 

市區土地 

供應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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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建立探究問題需要圍繞子題中心出發，設下不同形式的問題。教師可引導學生以以下方法構想問題：從

子題發展出探究問題，先從子題的性質（what）出發，然後探討如何（how）、原因（why）等題目。 
如何（how）、原因（why）等題目屬深層思考類型的題目，較適合作為獨立專題探究的問題。不過，

教師亦可提醒學生不要忽略性質（what）的問題。性質（what）問題是探究的背景問題，能為探究奠下

良好基礎，適用於探究的背景及定義部分。 

現在，請同學根據上一頁的概念圖及下列參考例子，為每個子題構想三題相

關的探究問題。 

 

 

 

 

 

 

類別 子題 探究問題 

例：香港市區土地的供應情況怎樣？ 

例：市區土地供應不足會導致什麼問題？ 
市區土地供應 

日少 
例：為什麼市區土地供應會愈來愈少？ 

近年來，香港有沒有人口遷移的現象？ 

人口遷移對各區有什麼影響？ 人口遷移變化 

為什麼人口會遷移？ 

為什麼發展商會盡量利用土地？ 

發展商怎樣利用土地？  
發展商盡量利用

土地 
發展商盡量利用土地帶來什麼影響？ 

哪些地區是交通匯集的地方？ 

這些地區的人口密度是否很高？ 

成因 

交通匯集人群 

交通匯集與人口密度有沒有關係？ 

香港的城市規畫是怎樣進行？ 

城市規畫應考慮什麼因素？ 城市欠缺規畫 

城市欠缺規畫會引致什麼問題？ 

政府的賣地政策是怎樣的？ 

香港的土地供應情況怎樣？ 

反映 

政府賣地不足 

政府賣地不足會導致什麼問題？ 

人口密度過高會帶來什麼衛生及健康問題？ 

哪些地區的衛生及健康問題較為嚴重？ 衛生及健康問題 

如何改善居住環境帶來的衛生及健康問題？ 

香港人的居住環境是怎樣的？ 

哪些地區的居住環境較擠迫？  

影響 

居住環境擠迫 

擠迫的居住環境帶來什麼問題？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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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練習二：從主題建立子題和探究問題 
 
除了「人口密度過高」外，香港還有其他房屋問題，例如「樓宇售價過

高」。試以此為研究主題，參考練習一，嘗試繪製一幅概念圖，並為每個子

題構想三題相關的探究問題。(備註：學生可提出自己的答案) 
 
 
 
 
 
 
 
 
 
 
 
 
 
 
 
 
 
 
 
 
 
 
 
 
 
 
 
 
 
 
 
 
 
 
 

 
樓宇售價過高的概念圖 

  樓宇售價

過高 

樓宇供應不足 

政府房屋政策

問題 

樓宇炒賣成風 

部分發展商 

謀取暴利 

政府須為市民 

提供房屋援助 

市民難以負擔 

成因 反映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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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類別 子題 探究問題 

香港樓市的炒賣情況怎樣？ 

近年，有什麼因素促使樓宇炒賣成風？ 樓宇炒賣成風 

為什麼市民熱衷炒賣樓宇？ 

發展商用什麼方法增加利潤？ 

豪宅式樓宇有什麼特徵？ 

成因 

部分發展商謀取

暴利 

為何發展商傾向建築豪宅式樓宇？ 

香港每年樓宇供應的情況是怎樣？ 

香港的樓宇供求對樓宇價格有什麼影響？ 樓宇供應不足 

樓宇供應不足對市民有什麼影響？ 

政府採取了什麼房屋政策？ 

政府的房屋政策對樓市帶來了什麼影響？ 

反映 

政府房屋政策 
問題 

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效回應市民需求嗎？ 

政府現提供什麼類型的房屋援助？ 

多少市民需要這些援助？他們都得到援助嗎？ 
政府須為市民 
提供房屋援助 

提供這些援助對政府有什麼長遠影響？ 

哪些香港人有能力擁有自己的物業？ 

市民怎樣應付高昂的樓價？ 

影響 

市民難以負擔 

負擔不起的市民如何尋找自己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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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學生版本） 
   
 
練習一：從子題到探究問題 
 
假設你與你的同學打算探究關於「香港房屋問題」，並以「人口密度過高」

為研究主題。以下是一幅由主題及子題構成的概念圖，包含了主題及子題間

的關係，也列明了由主題延伸出來的子題。建立概念圖的目的是為了令研究

的主題及子題變得更清晰及具體。 

 

 

 

人口密度過高的概念圖 

 

 

 

 

 

 

 

 

 

 

 

 

 

 

 

 
 
 
 
 
 

習作二 

人口密度

過高 

市區土地日少 

人口遷移變化 

發展商盡量 

利用土地 

城市欠缺規畫 

政府賣地不足 

衛生及健康問題 居住環境擠迫 

成因 反映 

影響 
交通匯集人群 

市區土地 

供應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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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現在，請同學根據上一頁的概念圖及下列參考例子，為每個子題構想三題相

關的探究問題。 

類別 子題 探究問題 

例：香港市區土地的供應情況怎樣？ 

例：市區土地供應不足會導致什麼問題？ 市區土地日少 

例：為什麼市區土地供應會愈來愈少？ 

 

 人口遷移變化 

 

 

 
發展商盡量利用

土地 

 

 

 

成因 

交通匯集人群 

 

 

 城市欠缺規畫 

 

 

 

反映 

政府賣地不足 

 

 

 衛生及健康問題 

 

 

 

影響 

居住環境擠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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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練習二：從主題建立子題和探究問題 
 
除了「人口密度過高」外，香港還有其他房屋問題，例如「樓宇售價過

高」。試以此為研究主題，參考練習一，嘗試繪製一幅概念圖，並為每個子

題構想三題相關的探究問題。 
 
 
 
 
 
 
 
 
 
 
 
 
 
 
 
 
 
 
 
 
 
 
 
 
 
 
 
 
 
 
 
 
 
 
 

樓宇售價過高的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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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二：從主題、子題到探究問題 
 

 

類別 子題 探究問題 

 

  

 

 

  

 

 

 

成因 

 

 

 

  

 

 

  

 

 

 

反映 

 

 

 

  

 

 

  

 

 

 

影響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一階段

28



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透過評估別人的探究問題，改善提問的技巧 

 B) 建立同儕互評的概念，建立互評文化 

 C) 教師給學生的探究問題評分，使學生判斷如何編寫較好的問題 

 

活動指引： 1) 學生分成小組，從習作二選擇三題較好的探究題目。學生於課前準備

口頭報告，內容包括介紹主題、子題、探究問題及研究方法，並加以

解釋。(備註：報告可以簡報形式進行) 

 2) 課堂開始時，教師可介紹何謂同儕互評，並讓學生清楚其用意。 

 3) 教師為每組別(報告組別)安排另一負責評估的組別(評估組別)，於該

組別報告時以練習一作同儕互評。其餘組別的同學，則須每組準備最

少一條題目詢問報告組別。 

 4) 每組學生開始輪流報告，其他同學依以上指示作出回饋。 

 5) 教師可即時填寫教師評分部分，為每組提供意見。或於收回學生練習

後才給予評語，再發還給學生。 

 6) 學生取回同學的評估評語，並與組員討論評分結果。 

 

習作三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29 
 
 

練習一： 同儕互評  頁 30‐33 
(學習重點 – A, B) 

 
教師評分(由教師完成)  頁 34 

(學習重點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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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本練習採用同儕互評的學習方法，這個方法可讓學生嘗試以另一身份評估別人的探究題目。 

在教師方面，同儕互評可以增加課堂氣氛，使學生更留心及用心聆聽別人的口頭報告。同時，透過聆聽

不同學生的意見及反饋，同儕互評可以增進課堂的輸出，得出更多角度的討論。 

在學生方面，同儕互評可讓學生學習其他同學的探究，也可以從第三者的角度評價別人的探究，從而改

善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及方向。因此，這是一個十分寶貴的學習經驗。 

教師上課時應注意學生的批評是否出於善意；否則，應以本練習的題目引導學生作正面及有成效的評

估。 

練習一：同儕互評 
 

同學分成小組，從習作二選擇三題較好的探究題目，並於課前準備口頭報

告，內容包括介紹主題、子題、探究問題及研究方法，並加以解釋。 

 

每組別(報告組別)將獲安排另一負責評估的組別(評估組別)，於該組別報告

時完成練習一作同儕互評。其餘組別的同學，則須每組準備最少一題題目詢

問報告組別。 
(備註：學生可自由提出答案) 

 

 

 

 

 

 

 

 

 

 

 

 

 

報告組別組員：  

評估組別組員：  

主題：  

子題：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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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1：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頂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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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2：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項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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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3：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項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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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教師評分 
 
教師為你們的探究題目提出以下意見： 

 
 
 
 
 
 
 
 
 
 
 
 
 
 
 
 
 
 
 
 
 
 
 
 
 
 
 
 
 
 
 
 
 
 
 
 
 
 
 

探究問題 1： 

探究問題 2： 

探究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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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學生版本） 
   
 
練習一：同儕互評 
 

同學分成小組，從習作二選擇三題較好的探究題目，並於課前準備口頭報

告，內容包括介紹主題、子題、探究問題及研究方法，並加以解釋。 

 

每組別(報告組別)將獲安排另一負責評估的組別(評估組別)，於該組別報告

時完成練習一作同儕互評。其餘組別的同學，則須每組準備最少一題題目詢

問報告組別。 

 

 

 

 

 

報告組別組員：  

評估組別組員：  

主題：  

子題：  

 

 

 

 

 

 

 

 

習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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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1：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項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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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2：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項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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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探究問題 3： 

同儕意見： 

1)  研究問題的概念是什麼？這條探究問題是否有研究價值？ 

   

   

2)  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是否屬於多角度題目？有哪些角度？研究有什麼可取的

地方？ 

   

   

3)  這項探究是否可行？請加以說明。 

   

   

4)  你認為能夠容易搜集這條探究問題的資料嗎？可從哪些途徑收集資料？ 

   

   

5)  總括而言，你認為這條探究問題適合同學研習嗎？為什麼？ 

   

   

6)  如不適合，你會如何修改研究題目？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一階段

38



訂下主要問題 
習作三：我的探究問題寫得怎麼樣？ 
 

 

教師評分 
 
教師為你們的探究題目提出以下意見： 

 
 
 
 
 
 
 
 
 
 
 
 
 
 
 
 
 
 
 
 
 
 
 
 
 
 
 
 
 
 
 
 
 
 
 
 
 
 
 
 

探究問題 1： 

探究問題 2： 

探究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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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初步探究方案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獨立專題探究題目： 

 

 

指導教師： 

題目構思的由來： 

 

 

研習該題目的目的與意義： 

 

 

探究計劃： 
 
1. 探究的步驟及方法： 
 
 
 
 
 
 
2. 預計探究所需的資料、設備： 
 
 
 
 
 
 
3. 預計或會遇到的困難和準備如何解決： 
 
 
 
 
 
 
 
準備以文字 / 非文字方式（選擇一項）撰寫獨立專題探究報告，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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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會見指導教師紀錄表 
 

第  次會見指導教師記錄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獨立專題探究題目： 
 
會見日期及時間： 會見地點： 
在今次面談討論了甚麼問題？ 
 
 
 
 
 
 
 
 
 
 
是否完成了預定的目標和計畫？整體計畫有沒有改變？ 如有，改變了什麼？ 
 
 
 
 
有甚麼重要事項需要在下一次與教師面談時跟進？ 
 
 
 
 
教師的評語及建議（由學生填寫）： 
 
 
 
 
 
 
 
指導教師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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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專題探究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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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專題探究第二階段學與教建議 

 
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及《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教

師於獨立專題探究第二階段的工作，包括以下各項： 

 幫助學生掌握搜集資料的方法及認識這些方法的利弊。 

 幫助學生掌握整理及組織資料的方法。 

 組織課堂或課後活動，例如參觀、實地考察、講座等，支援學生為其獨立專

題探究搜集資料。  

 促進學生之間在搜集和整理資料方面的交流和協作式學習，並提供機會讓學

生向同儕匯報和展示成果。 

 留意學生搜集和整理資料的進度，並在學生遇上困難時給予提示和指引。 

 構思與本階段「過程」有關的評核活動，並按《通識教育校本教師評核手冊》

所列的評估項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的表現。1 

 指導學生撰寫數據 / 資料搜集過程紀錄表格及研究日誌，然後按《通識教

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所列的評估項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在本階段的表現 
2，並於考評局指定的日期前向考評局提交分數。 

 要求學生呈交已經過整理和組織的數據 / 資料要點摘錄 3，以供教師核對

及檢視學生在這階段的工作。 

 

教師宜先向學生介紹常見的搜集資料方法，例如問卷調查、訪談、觀察、文

獻研究等。如果教師在第一階段收集學生的探究建議書後，已能大致預計學生採

用何種搜集資料方法，則可向學生集中介紹該等方法。教師在向學生介紹搜集資

料方法時，務請向學生強調以下信息： 

 必須因應探究題目而選擇 恰當的搜集資料方法，切勿以為問卷調查是唯一

的方法。 

 任何一種搜集資料的方法均有其利弊及局限，所以在選擇使用何種搜集資料

方法時，都要揚長避短，以免影響探究結果的質量。 

 在探究過程中可以將各種搜集資料方法及研究方法交替使用，互相配合。 

 

教師可以利用本資源套內由香港教育學院設計的習作，協助學生掌握這些搜

集資料方法的原則、利弊、程序及技巧： 

 

                                                 
1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8-9 頁。 
2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8 頁及第 12 頁。 
3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39 頁的頁下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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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習作六：紀錄訪問重點 4 

 習作七：認識直接觀察 

 習作八：認識參與觀察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見所聞 

 

搜集資料是學生在第二階段的第一部分工作，學生完成這部分工作後，仍要

整理及組織他們搜集所得的資料。教師需要向學生介紹整理及組織資料的方法與

技巧，以下為部分可供教師參考的學與教建議，以及可以提供給學生使用的整理

及組織資料的工具： 

 如果學生是以問卷調查方式來搜集資料，較為初階的是要求學生利用調查摘

要表交代他的調查結果及反思（參閱附表三）。而較為高階的則可要求學生

以文章方式撰寫問卷調查統計摘要，以交代問卷調查的方式、抽樣準則、發

出及收回問卷的數量、初步的數據整理結果等。而無論是初階或高階的要

求，學生均應將整份問卷的原本交予教師檢視。 

 如果學生是以訪談的方式來搜集資料，較為初階的是要求學生利用訪談紀錄

表交代他的訪談結果及反思（參閱附表四）。而較為高階的則可要求學生提

交完整的訪談紀錄。 

 如果學生是以實地觀察來搜集資料，教師可以要求學生提交文字觀察報告及

相片（或是其中一項，視乎實地觀察的情況及對象而定），以顯示他的觀察

結果。該兩項要求的整理及組織方式，建議如下： 

 就文字觀察報告而言，宜指示學生分別呈交考察前的觀察要點及考察後

的簡要報告。教師可利用習作七的練習內容作為示例。 

 就整理及組織相片而言，由初階至高階的要求，包括： 

 初階：將所拍的相片去蕪存菁，只選取有代表性的相片來展示。 

 中階：將相片作有意義的組合或排列，例如按拍攝的時序以顯示觀

察對象在不同時段的變化；又或是按類別而組合，例如分區、分部

分、分對象等。 

 高階：在相片加上注釋以解構相片的內容，或是說明拍攝對象的特

別之處與值得留意的地方。 

                                                 
4 該份習作需要學生於課堂觀看一齣電視節目《新聞透視：屏風樓》，教師可在通識教育科網上

資源平台（http://ls.edb.hkedcity.net/）找到該齣節目。路徑如下： 
通識視頻 → 隨選視訊（須以密碼登入）→ 於右上方搜尋欄鍵入「屏風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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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學生是以閱讀文獻來搜集資料，較為初階的是要求學生提交資料搜集表

以顯示他曾閱覽的文獻資料（參閱附表五），教師亦可以進一步利用資料搜

集及閱讀摘要表（參閱附表六），讓學生寫下他們閱覽各份文獻資料的心得

或反思。至於較為高階的要求，則可要求學生撰寫文獻資料綜合述評，以總

結及檢討他們曾經閱覽的文獻資料。 

 

學生須在這一階段提交資料搜集過程紀錄表格及研究日誌作為這一階段的

「課業」評核依據 5。建議教師利用課堂時間向學生介紹撰寫該份資料搜集過程

紀錄表格及研究日誌的要求，例如該表格的格式、表格包含的細項、大致的評核

準則等。教師亦需要配合學生提交經過整理及組織的資料，以核實他們的搜集資

料工作及評核其表現。 

 

教師在收集上述各項於本階段的評核材料後，需要就學生的表現給予回饋及

評分 6，然後在考評局規定的日期前呈交分數。教師必須事前提示學生，當教師

完成「課業」（在本階段是指資料搜集過程紀錄表格及研究日誌）的正式評估及

給予評分後，不得再次重新呈交。 

 

以上所述為本階段的「課業」要求及評核，而就「過程」而言，教師可以考

慮在學生搜集資料期間安排課堂活動，例如匯報、小組討論等，作為第二階段「過

程」的評核項目（如作此項安排，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道），並利用由考評局提

供 7或自行設計的評量表，以評核學生的表現。此外，教師若在這階段曾與學生

定期會面，又或是曾與學生不定期在課後接觸，可以要求學生撰寫「會見指導教

師紀錄」（參閱於第一階段提及的附表二），以書面方式記下與教師的會面情況及

教師給予的口頭回饋，作為這階段的「過程」評核材料（如作這項安排，必須於

事前讓學生知道），並且成為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的一部分。 

                                                 
5 該份資料搜集過程紀錄表格及研究日誌的參考樣本，見《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

第 39-40 頁。無論學生在第三階段是以文字或非文字模式撰寫他的獨立專題報告，該份資料搜

集過程紀錄表格及研究日誌均必須以文字模式撰寫。 
6 回饋表格樣本可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41-43 頁。 
7 參閱《通識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46-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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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製作實踐（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根據學生的獨立專題探究題目的要求及問卷調查的目的，擬定一份問

卷 

 B) 了解試行問卷的重要性、作用及方法 

 C) 認識進行問卷調查前，應該注意的事項及如何準備 

 

活動指引： 1) 學生在進行練習一前，應該對設計問卷有一定的認識。 

 2) 練習一提供兩種設計問卷的格式，教師只需根據實際需要，二選其

一。 

 3) 練習二所附的〈問卷試行檢討清單〉，可以單獨印發給學生作為筆

記。 

 4) 學生在進行問卷研究的過程中，最容易忽略的就是試行問卷，教師應

強調試行問卷的重要性及其功能。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47 
 
 

練習一： 問卷設計  頁 48‐55 
(學習重點 – A) 

 
練習二： 問卷試行  頁 56‐57  
(學習重點 – B) 

 

習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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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本練習宜在學生決定了探究主題、作過文獻搜尋、對主題有初步認識、並決定以問卷為研究手段後進

行。 

教師可運用〈問卷 / 訪問評量表〉要求學生對問卷進行同儕互評。

本練習特意提供兩個問卷設計格式，供教師選用。 

格式 1 為一般的問卷設計格式，方便學生製作問卷的最終稿及教師批改。 

格式 2 則方便教師檢討學生的學習進度。用途有三： 

• 填寫意見：對問卷進行批改後，教師可直接將意見填寫在右面的方格內。另外，教師亦可要求

學生互評，並將意見寫在右面的方格。這樣，教師批改時，可同時觀看學生原來的問卷，亦可

檢視其他同學所提出的意見。 

• 記錄不足：教師一般無法觀察學生問卷試行的過程，但學生可將在預試過程中，各題或各部分

受訪者遇到的問題或困難，填寫在右面的方格，方便學生記憶及教師查閱。 

• 改善問題：在設計問卷過程中，學生難免要不斷修改，學生可在右面的方格寫下修改後的內

容，方便教師對比修改前後的改善情況。 

練習一：問卷設計 
 
 
 
 
 
 

（格式 1） 
 

請同學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及研究目的完成以下各部分及擬定

一份完整的問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調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人數：________________ 

抽樣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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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紹及調查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題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和選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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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背景資料）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括號“（       ）＂及其內容不會出現在真實的問卷上。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二階段

50



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格式 2） 
 

請同學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及研究目的完成以下各部分及擬定一份完整的問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調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人數：________________ 

抽樣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見、不足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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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答題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和選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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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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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背景資料）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括號“（       ）＂及其內容不會出現在真實的問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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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 / 訪問評量表〉* 
 

評估項目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問卷 / 訪問結構 有充足並清晰的背景

資料，如學校名稱、

探究主題、探究目

的、數據用途，讓被

訪者明確知道訪問者

的用意。 

有充足的背景資料，

如學校名稱、探究主

題、探究目的、數據

用途，讓被訪者知道

訪問者的用意。 

有基本的背景資料，

如學校名稱、探究主

題、探究目的，讓被

訪者大概知道訪問者

的用意。 

背景資料不太清晰，

雖有學校名稱、探究

主題，但少有提及探

究目的、數據用途，

被訪者不太清楚訪問

的用意。 

背景資料粗疏，被訪

者不明白訪問者的用

意。 

問卷 / 訪問焦點 善用問卷的特色，設

定針對性問題，從而

配合各項焦點問題。

善用問卷的特色，設

定合適的問題，從而

配合各項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大部分能

配合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間或配合

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鮮有配合

焦點問題。 

問卷 / 訪問編排 設計精簡而有條理，

佈局編排恰當，以方

便整理答案。 

設計清晰而有組織，

佈局編排大致恰當，

以方便整理答案。 

設計簡明而有組織，

佈局編排尚算適中，

以方便整理答案。 

設計稍有編排，佈局

編排較混亂，整理答

案需時。 

編排混亂、累贅，難

以整理答案。 

問卷 / 訪問內容 問題沒有傾向性，並

有清晰、易明的重要

變項的定義。 

問題沒有傾向性，並

設定重要變項的定

義。 

大部分問題沒有傾向

性，間或設定重要變

項的定義。 

問題本身稍有傾向

性，少有重要變項的

定義。 

問題本身傾向預設的

結果，重要變項的定

義含糊。 

遇到或估計的問題 /

情況（學生需在面見

時匯報） 

有系統地計畫訪問日

程及受訪者類別。能

夠預測做問卷或訪問

時所面對的問題，並

提出有效的方法，恰

當地處理問題 /情

況。認真地測試將要

運用的工具；在有需

要時，能作恰當的調

整。 

有計畫訪問日程及受

訪者類別。能夠預測

做問卷或訪問時所面

對的問題，並提出恰

當的方法處理問題/

情況。測試將要運用

的工具，作出必要的

調整。 

有計畫訪問日程及受

訪者類別，提出做問

卷或訪問時所面對的

問題/情況及解決方

法。有略為測試將要

運用的工具。 

有大概的訪問日子或

受訪者類別，略為估

計一些做問卷或訪問

時所面對的問題/情

況，但鮮有解決方

法。 

只有粗疏的訪問目

標。未有估計一些做

問卷或訪問時所面對

的問題/情況及解決

方法。 

 
*取自 R&D Project on Using Rubrics as Instructional & Assessment Guides for IES of NSS LS,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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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試行（Pilot Test）是對問卷可行性及可信度的最後測試。透過利用問卷進行真實的訪問（從訪問對

象群中選一名受訪者作試行對象為佳），這樣處理不但有助同學察覺問卷中細微的錯漏，還可初步評估

問卷所獲得的資料，對研究是否有幫助。 
要求學生試行問卷前，教師可預先錄影模擬訪問片段，於上課時播放，亦可邀請學生在課堂上進行角色

扮演，然後分組討論片段或同學所用的方法，其好處、不足、改進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練習二：問卷試行 
 
 
 
 

 

 

 

 

問卷試行步驟： 

 

1. 同學需邀請 5 至 10 位沒有參與問卷製作的人士（以研究對象為佳）進

行問卷調查。 

2. (i)  觀察受訪者回答的過程； 

(ii)  詢問他們對整份問卷的意見； 

(iii)  分析他們在問卷上給予的答案，是否回應調查的目的。 

3. 整理所得資料，檢討問卷內容，並作出適當修正。 

 

註：同學需遞交 

(i) 所有已試行的問卷，及； 

(ii) 問卷的定稿 

予教師，並與教師就問卷作最後的檢討。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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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此清單旨在幫助學生對問卷作出全面、深入的檢討，由於當中牽涉受訪者的回應以及所得資料對研究的

實質幫助等問題，教師宜建議學生在完成預試問卷後才運用本清單，並提醒學生若要有效檢討問卷，必

須 
(i) 觀察受訪者回答的過程； 
(ii) 詢問他們對整份問卷的意見；以及 
(iii) 分析他們在問卷上給予的回應等。 

 

問卷試行檢討清單 

□ 受訪者明白訪問的目的及意義，並表示願意接受訪問。 

□ 答題說明及指引清晰易懂。 

□ 受訪者清楚明白各個問題及選項。 

□ 受訪者表示填寫問卷的所需時間恰當，不會過於冗長。 

□ 受訪者表示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能維持一定程度的耐性及專注度。 

□ 問題的順序合乎邏輯，不會令受訪者感到古怪或混亂。 

□ 受訪者表示回答各題時不會感到過於困難或難堪。 

□ 問卷中沒有多餘的、與研究目的無關的問題。 

 

□ 問卷已包括所有針對研究目的應有的問題。 

□ 用詞對受訪者不會過於深奧。 

 

□ 各題清晰簡潔，絕不含糊。 

□ 各題不含引導性。 

□ 各題沒有出現一條題目，詢問多於一個問題的情況。 

□ 答案選項足夠。 

□ 各題沒有出現雙重否定句的情況。 

□ 所收集的數據對達成研究目的有幫助，能針對研究的需要。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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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製作實踐（學生版本） 
 
 
練習一：問卷設計 
 
請同學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及研究目的完成以下各部分及擬定一份

完整的問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調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人數：______________ 

抽樣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紹及調查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題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習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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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題和選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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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受訪者背景資料）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括號“（       ）＂及其內容不會出現在真實的問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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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請同學根據自己的研究題目及研究目的完成以下各部分及擬定一份完整的問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調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人數：______________ 

抽樣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介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調查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題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意見、不足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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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題和選項）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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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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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受訪者背景資料）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括號“（       ）＂及其內容不會出現在真實的問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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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 / 訪問評量表〉* 
 

評估項目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 第二級 第一級 

問卷 / 訪問結構 有充足並清晰的背景

資料，如學校名稱、

探究主題、探究目

的、數據用途，讓被

訪者明確知道訪問者

的用意。 

有充足的背景資料，

如學校名稱、探究主

題、探究目的、數據

用途，讓被訪者知道

訪問者的用意。 

有基本的背景資料，

如學校名稱、探究主

題、探究目的，讓被

訪者大概知道訪問者

的用意。 

背景資料不太清晰，

雖有學校名稱、探究

主題，但少有提及探

究目的、數據用途，

被訪者不太清楚訪問

的用意。 

背景資料粗疏，被訪

者不明白訪問者的用

意。 

問卷 / 訪問焦點 善用問卷的特色，設

定針對性問題，從而

配合各項焦點問題。

善用問卷的特色，設

定合適的問題，從而

配合各項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大部分能

配合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間或配合

焦點問題。 

設定的問題鮮有配合

焦點問題。 

問卷 / 訪問編排 設計精簡而有條理，

佈局編排恰當，以方

便整理答案。 

設計清晰而有組織，

佈局編排大致恰當，

以方便整理答案。 

設計簡明而有組織，

佈局編排尚算適中，

以方便整理答案。 

設計稍有編排，佈局

編排較混亂，整理答

案需時。 

編排混亂、累贅，難

以整理答案。 

問卷 / 訪問內容 問題沒有傾向性，並

有清晰、易明的重要

變項的定義。 

問題沒有傾向性，並

設定重要變項的定

義。 

大部分問題沒有傾向

性，間或設定重要變

項的定義。 

問題本身稍有傾向

性，少有重要變項的

定義。 

問題本身傾向預設的

結果，重要變項的定

義含糊。 

遇到或估計的問題 /

情況（學生需在面見

時匯報） 

有系統地計畫訪問日

程及受訪者類別。能

夠預測做問卷或訪問

時所面對的問題，並

提出有效的方法，恰

當地處理問題 /情

況。認真地測試將要

運用的工具；在有需

要時，能作恰當的調

整。 

有計畫訪問日程及受

訪者類別。能夠預測

做問卷或訪問時所面

對的問題，並提出恰

當的方法處理問題/

情況。測試將要運用

的工具，作出必要的

調整。 

有計畫訪問日程及受

訪者類別，提出做問

卷或訪問時所面對的

問題/情況及解決方

法。有略為測試將要

運用的工具。 

有大概的訪問日子或

受訪者類別，略為估

計一些做問卷或訪問

時所面對的問題/情

況，但鮮有解決方

法。 

只有粗疏的訪問目

標。未有估計一些做

問卷或訪問時所面對

的問題/情況及解決

方法。 

 
*取自 R&D Project on Using Rubrics as Instructional & Assessment Guides for IES of NSS LS,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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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練習二：問卷試行 
 

問卷試行步驟： 

 

1. 同學需邀請 5 至 10 位沒有參與問卷製作的人士（以研究對象為佳）進

行問卷調查。 

2. (i)  觀察受訪者回答的過程； 

(ii)  詢問他們對整份問卷的意見； 

(iii)  分析他們在問卷上給予的答案，是否回應調查的目的。 

3. 整理所得資料，檢討問卷內容，並作出適當修正。 

 

註：同學需遞交 

(i) 所有已試行的問卷，及； 

(ii) 問卷的定稿 

予教師，並與教師就問卷作最後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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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問卷調查 
習作四：問卷製作實踐 
 

 

問卷試行檢討清單 

□ 受訪者明白訪問的目的及意義，並表示願意接受訪問。 

□ 答題說明及指引清晰易懂。 

□ 受訪者清楚明白各個問題及選項。 

□ 受訪者表示填寫問卷的所需時間恰當，不會過於冗長。 

□ 受訪者表示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能維持一定程度的耐性及專注度。 

□ 問題的順序合乎邏輯，不會令受訪者感到古怪或混亂。 

□ 受訪者表示回答各題時不會感到過於困難或難堪。 

□ 問卷中沒有多餘的、與研究目的無關的問題。 

 

□ 問卷已包括所有針對研究目的應有的問題。 

□ 用詞對受訪者不會過於深奧。 

 

□ 各題清晰簡潔，絕不含糊。 

□ 各題不含引導性。 

□ 各題沒有出現一條題目，詢問多於一個問題的情況。 

□ 答案選項足夠。 

□ 各題沒有出現雙重否定句的情況。 

□ 所收集的數據對達成研究目的有幫助，能針對研究的需要。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二階段

67



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尋找訪問對象（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幫助學生思考與研究主題相關、值得訪問的對象 

 B) 要求學生搜尋訪問對象的背景資料，並評估對象接受訪問的可能性 

 

活動指引： 1) 教師在進行練習一前，可先介紹屏風樓的概念。教師亦可借助其他主

題引入練習一的活動。 

 2) 教師應對練習一的五種受訪者分類進行解說。 

 3) 練習二的表格可作為學生進行訪問調查的「受訪者清單」，方便學生

記錄及整理受訪者的聯絡資料和會面時間、地點。 

 4) 教師應提醒學生小心保管練習二表格中別人的個人資料。 

 

習作五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68 
 
 

練習一： 眾裡尋他 / 她  頁 69‐70 
(學習重點 – A) 

 
練習二： 你在何處？  頁 71 

(學習重點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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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在進行訪問前，首先要找出與探究主題有關的訪問對象。本練習透過例子給予學生思考的機會，讓學生以

腦力激盪的方法，找出與探究主題相關的訪問對象。教師亦可要求學生就自己的探究題目進行本練習。 

練習一：眾裡尋他 / 她 
 
以下是你的探究主題及研究目的。 

(i) 主題：屏風樓對大角嘴居民的影響。 
(ii) 研究目的：運用不同的研究工具，了解大角嘴居民對屏風樓的看法及其背後的原因，從而對政府未來的城市規畫

提出具體意見。 

假設你打算運用訪問作為其中一項研究方法，試根據下表，思考你的訪問對象。 

 

 

 

 

 

 

 

 

 

 

 

 

 

 

 

 

 

 

對事件有認識受事件影響 

引發事件 對事件有影響力

或決定權 
對事件關心

i. 天文台的職員； 
ii. 相關學科（如建築系、

風力、土木工程等）的

從業人員或學者； 
iii. 環保工作者； 
iv. 環評報告的撰寫人士或

顧問公司。 

 

i. 地產發展商代表； 
ii. 城規會職員； 
iii. 地政署職員； 
iv. 或其他負責審閱及批核

公共和私人建築的政府

部門。 

i. 區議員； 
ii. 立法會議員； 
iii. 負責相關法律條例起草

的政府官員； 
iv. 民間智庫機構（如匯賢

智庫、新力量網絡

等）。 
v. 政黨代表。 

 

提示： 

i. 住在屏風樓內的居民； 
ii. 住所受屏風樓遮擋的 

居民； 
iii. 住在屏風樓所在地區的 

居民； 
iv. 受屏風樓遮擋的店東； 
v. 店舖位於屏風樓所在 

地區的店東。 

i. 環保工作者； 
ii. 區議員； 
iii. 立法會議員； 
iv. 居民委員會（如業主 

立案法團）； 
v. 想購買鄰近物業的人士； 
vi. 時事評論員； 
vii. 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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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1. 本練習將可能的受訪者細分為五類，現詳述如下： 
(i) 受事件影響的人：他們是因為發生這項議題而直接對其經濟狀況、健康情況、生活習慣等方面帶來改變或影響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ii) 對事件有認識的人：他們是對議題的起因、發生、過程、結果、影響、改善、保持或跟進等方面有深入認識的人士，他們可以是學

者、議員、社工、行業的專業人士（如醫生、建築師、水、電、木、金的技工等）、專欄作家、記者等。 
(iii) 事件引發者：他們是主要引起議題發生的人士，如在屏風樓問題中的地產發展商、在雷曼事件中的銀行家、在電盈「種票」訴訟中

的電盈高層等。 
注意：事件的引發者可以多於一人或一個群體。另外，在自然災害事件中，（除大自然之外，）一般沒有引發者。但在自然災害中，某

些救災決策或執行的失誤，或是某些基建設施或建築物的抗災能力較標準低，則可能牽涉人為因素，亦可以找出事件引發者。 
(iv) 對事件有影響力或決定權的人：他們有能力引發議題，改變議題的發展過程及結果，將議題帶到政府的議事日程、傳媒的廣泛報道

及公眾的日常話題中，引導或影響傳媒、公眾或政府對議題的認知、看法及決策的人士。他們包括區議員、立法會議員、政府官

員、行政會議成員、議題的極少數或唯一的權威專家、宗教領袖、政黨及其他社團領袖等。 
(v) 對事件關心的人：他們並沒有因為發生這項議題而有直接的影響，他們亦不是對議題有廣泛及深入認識的人士，但他們卻因為不同

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的價值觀，他們身邊的親友受議題影響，他們預計議題的發展最終會對他們構成影響，或者單純的好奇心、求

知慾等），而關注議題的發展，期望增加自己對議題的認識，或者願意就議題的發展及結果提出個人見解及想法的人。他們一般是

社會上的普羅大眾。 
2. (iii)與(iv)的關係：有時候，由於對事件有影響力或決定權的人有能力引起或令議題發生，因此他們同時是事件的引發者。另有一些情況，

有些人之所以成為事件的引發者，並不是因為他們對事件的影響力或決定權，而單純地因為他們是爭論的中心或主角。因此，教師可根據

學生辨認不同角色身份的能力，以及議題的複雜程度，決定是否將事件的引發者歸類於對事件有影響力或決定權的人。 
3. 教師需要特別注意及提醒學生：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個群體，可以同時擔任多於一個角色身份。例如政府需要就某議題進行決策時，必定會

諮詢，甚至遵從某專家的意見，那麼該專家便同時是對事件有認識的人及對事件有影響力或決定權的人。又例如某餐廳店東將食物殘餘隨

意棄置於店舖外，所造成的衛生及污染問題，反而影響了該餐廳的生意。那麼，該店東便同時是事件的引發者及受事件影響的人。當這種

情況發生時，教師除可允許學生將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個群體歸類於兩個或以上的角色身份外，亦可要求學生自行判斷這一個人或者這一個

群體最主要的角色身份，並將這一個人或者這一個群體歸類於此處最主要的角色身份中。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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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基於學校、教師及學生的人際網絡，在練習一所寫出的訪問對象，實際上未必能夠與他們聯繫或願意接受學生的訪問。本練習鼓勵學生從報章、雜誌、報道或

互聯網，具體找出訪問對象的姓名、工作單位或志願機構、聯絡方法（如地址、電話、電郵、網址等），並初步估量他們接受訪問的可能性。 
本練習僅以屏風樓為範例。教師亦可利用電子廢物及青少年的網絡使用等議題，來進行本習作的《眾裡尋他 / 她》（練習一）及《你在何處？》（練習二）的

練習。 
教師利用此例授課後，可要求學生就自己的探究主題及研究目的，完成這兩個練習。 
在某些情況，學生無法預先確知受訪對象的姓名，如學生希望了解長者對 ABC 公園設施的意見。那麼，學生可選擇只填寫受訪對象的身份，如「每天在 ABC
公園晨運的長者。」

上表除了能初步估量受訪者接受訪問的可能性外，特設「訪問時間及地點」一欄，能幫助學生記錄及整理各個訪問安排，及幫助教師了解學生的訪問進度。 

練習二：你在何處？ 
   
 

 
 
 
 
 

 
你已經知道那些人對你的研究會有所幫助，但你從甚麼途徑可以找到他們呢？他們又會否接受你的訪問呢？請完成以下練習，並評估他們

受訪的可能性。 

受訪對象/身份
人在何處？（住所、經常流連的地點、

工作機構或志願機構） 

聯絡方法（網上留言/電話/電

郵/地址/信箱/直接探訪） 

接受訪問的可能性

（高/中/低） 
訪問時間及地點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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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尋找訪問對象（學生版本） 
 
練習一：眾裡尋他 / 她 
以下是你的探究主題及研究目的。 

(i) 主題：屏風樓對大角嘴居民的影響。 

(ii) 研究目的：運用不同的研究工具，了解大角嘴居民對屏風樓的看法及其背後的原因，從而對政府未來的城市規畫

提出具體意見。 

假設你打算運用訪問作為其中一項研究方法，試根據下表，思考你的訪問對象。 

 

 

 

 

 

 

 

 

 

 

 

 

 

 

 

 

 

 

習作五 

對事件有認識受事件影響 

引發事件 對事件有影響力

或決定權 
對事件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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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 
 

練習二：你在何處？ 
 
你已經知道那些人對你的研究會有所幫助，但你從甚麼途徑可以找到他們呢？他們又會否接受你的訪問呢？請完成以下練習，並評估他們

受訪的可能性。 

受訪對象/身份
人在何處？（住所、經常流連的地點、

工作機構或志願機構） 

聯絡方法（網上留言/電話/電

郵/地址/信箱/直接探訪） 

接受訪問的可能性

（高/中/低） 
訪問時間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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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紀錄訪問重點（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透過觀看短片，練習記錄、整理及總結受訪者的談話內容 

 B) 認識受訪者的身份及背景或會與其立場密切相關 

 C) 透過反思短片內的訪問，認識訪問調查的特點、局限及補救措施 

 

活動指引： 1) 教師在進行本習作前，可先介紹屏風樓的概念。教師亦可以利用其他

主題進行練習一的活動。 

 2) 除利用短片外，教師亦可要求學生從報章或雜誌內抽取受訪者身份、

背景、立場、理據及建議等資料。 

 3) 進行練習二時，教師應強調，對於提升研究報告的素質，邀請不同背

景及立場的人士接受訪問是十分重要的。 

 

習作六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74 
 
 

練習一：抽絲剝繭  頁 75‐77 
(學習重點 – A, B) 

 
練習二： 訪問反思  頁 78‐79 

(學習重點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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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學生直接聯絡受訪者。當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學生必須擬定題目，掌握訪問技巧，以及學會從訪問者的回應當中，抽絲剝繭，找出對獨立專題探究有幫助的

資訊。本活動透過觀看訪問的新聞片段，運用下表所列舉的項目，讓學生了解訪問時應注意及記錄的資料，並給予學生筆錄訪問資料的實際經驗。 

教師可根據教學需要、時間安排及學生能力，減少學生需要填寫的訪問對象數目，或刪除某些欄目。教師亦可提供部分建議答案，作為學生填寫其他建議答案

的範例。

練習一：抽絲剝繭 
 
 
 
 

 

 

試根據短片的資料填寫下表： 
關於短片的資料，見於本冊第 77 頁的 
 

訪問對象 身份及背景 立場 理據 建議 
為甚麼他的立場與理據可能與其

身份或背景有關 

黃伯 生果店東主 贊成興建 
多些人買飲品、香蕉不易變壞，屏風

樓遮擋太陽，防曬，還有風。 

  

陳氏夫婦 
和富中心 

居民 
贊成興建 

市民買樓應有選擇權，他們付出較多

金錢，才能享受海景。 

  

劉榮廣 建築師 贊成興建 
市場要求景觀，否則樓宇滯銷。如建

樓密度降低，政府賣地收入會減少。

 
為地產商工作，有份參與設計和

富中心及港灣豪庭。須維護屏風

樓的合理性。 

黃信廣 大角嘴居民 反對興建 和過去比較，周圍的樓宇較擋風。   

譚凱邦 

環保觸覺 

主席、中學

教師 

反對興建 
樓貼著一排的話，會比較擋風，這是

常識。 

市場失控，不能照顧環境，

政府要作適當規管，並拓展

非賣地收入來源。 

身為環保團體主席，可能高估或

誇大屏風樓影響。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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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訪問對象 身份及背景 立場 理據 建議 
為甚麼他的立場與理據可能與其

身份或背景有關 

謝先生 五金舖東主 反對興建 焗、辛苦、熱，完全無風。   

王國興 立法會議員 反對興建 
後面單位無法享受海景，會做成不公

平。 
  

潘小姐 
和富中心後

街樓宇住戶 
反對興建 空氣質素受到影響，陽光被遮擋。   

吳恩融 
中大建築系

教授 
持保留態度 

不能單從觀感批評屏風樓，要看建築

物與盛行風的關係。與之平衡，影響

輕微；與之垂直，影響較大。 

  

梁榮武 
天文台高級

科學主任 
持保留態度 

風力減弱跟城市化有關，「屏風樓」

影響難說。 
  

郭中秀 
科大土木工

程學系教授 
持保留態度 

利用風洞實驗，指出屏風樓對整個區

域而言，難看出明顯影響。樓宇後近

距離風速受影響，兩側反而增加。 

  

黃婉霜 
規劃署副 

署長 
不置可否 指出已建成地區難作改變。 

重建、重新發展時再下工

夫，如加入空氣流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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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教學資源： 
除屏風樓外，教師亦可利用電子垃圾（詳見《追蹤洋垃圾》）及青少年的網絡使用（詳見《網絡新人類》）等議題，觀看以下介紹的短片，來進行〈抽絲剝繭〉

的練習。 

節目名稱 新聞透視[2007] (另見《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 隨選視訊》，網址：http://ls.tvb.com/zh/newsmagazine/3145) 
該集標題 屏風樓[videorecording] 

內容摘要 環保團體評估香港過去十年發展的百多個私人屋苑，有 7 成屬於屏風樓。這些樓宇的佈局常常是一字排開，樓與樓之間的距離不

足 15 米，樓高在 30 層以上。住宅通風受影響的人口達到 150 萬。本集採訪居民及專家，探討其成因、影響以及對策。 
節目製作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部公共事務科 
日期 2007-09-01 

 
節目名稱 傳媒春秋 [2002] (另見《香港電台得獎節目》，網址：http://www.rthk.org.hk/special/awardpro/award02/pop_mwatch04.htm) 
該集標題 追蹤洋垃圾 

內容摘要 追蹤洋垃圾──探討電腦廢物如何入侵潮陽市貴嶼，又追蹤這些洋垃圾的源頭，了解西方社會對這門「環保回收」生意背後所奉行

的準則。  
節目製作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 
日期 2002-07-26 

 
節目名稱 鏗鏘集[2008] (另見《香港電台通識網影片庫》，網址：http://www.liberalstudies.tv/ls_video_watch.php?id=89) 

該集標題 網絡新人類 

內容摘要 

疑似藝人艷照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熱烈討論。數百名網民發起遊行，聲討警方無理拘控管有艷照的網民，散佈白色恐怖；大眾始發

現原來社會對網絡社群的理解極為膚淺。互聯網的技術、生態、文化、價值觀等等，與社會主流出現一定程度的落差，令法例、

政策和執法都未能準確回應這個新媒體的發展。當人人都是傳媒的時候，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呢？傳播媒介這個威力強大的工

具，又是不是所有網民都有能力把關呢？在此時，政府宣佈檢討現有淫審條例，勢必加強對網上內容的規管。網民及業界人士指

出互聯網技術發展迅速，立法規管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未必是最正確的方向。現在， 就是好好討論的時機。 
節目製作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 
日期 2008-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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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本活動鼓勵學生對新聞媒體所作的報道，包括受訪者的取捨、記者的問題、受訪者的回應等，進行反思，以思考新聞媒體值得學習的地方，並提出此類時事節

目的局限，以及提出打破這些局限的策略。 

練習二：訪問反思 
 
 
 

 
觀看短片後，請完成以下的反思問題： 
 
1. 《屏風樓》節目所選取的訪問對象是否恰當？為什麼？ 

《屏風樓》所採訪的受訪者相當廣泛，有受事件影響的人（如黃信廣、黃伯、謝先生、陳氏夫婦、潘小姐、劉榮廣）；有對事件有

認識的人（如吳恩融、梁榮武、郭中秀、譚凱邦、劉榮廣）；有對事件關心的人（如譚凱邦、王國興）；對事件有影響力 / 決定權的

人（如黃婉霜）。                                   

正反兩面的意見相對平衡。如黃伯與謝先生；陳氏夫婦與潘小姐；譚凱邦與多名專家（吳恩融、梁榮武、郭中秀）等。如能訪問持

不同意見的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則更佳。（註：王國興雖為議員，但未就此議題發表與政策、法規相關的意見或建議，因此被列入對

事件關心者。）                                     

 

2. 《屏風樓》所採訪的人士，與你在《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的《練習一：眾裡尋他 / 她》中所想到的訪問對象名單是否配合。這

異同（多了或少了）對整個研究構成什麼影響。 

自由作答。（思考方向：如令探究變得更全面、或較偏頗？如何影響探究的可信度及代表性？）                         

 

3. 假如我們無法接觸或訪問某些對象，應該怎辦？ 

以其他研究方法作補充。如無法訪問專家，可查閱他們的學術或研究文獻。如無法訪問官員，可上相關網站了解政府立場。如無法

訪問立法會議員，可於立法會網址找出他們的發言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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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4. 片段中，在同一條街做生意的生果店及五金舖東主，對屏風樓有著不同的意見及觀感。他們的不同是否反映他們真實的觀感？還是基

於他們各自的背景及所代表的利益？有什麼理據支持你的答案？ 

在片段中，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會因贊成或反對屏風樓，而獲得額外的利益。相信他們的講話是反映他們真實觀感的。至於他們工作

在同一條街，卻持相反的意見，吳恩融運用電腦圖像解釋，生果店位置與盛行風平衡，風勢不會被樓宇遮擋，而五金舖位置與盛行

風垂直，風勢剛好被樓宇遮擋。                                   

 

5. 為什麼我們不能只用一種研究方法來進行我們的獨立專題探究？ 

從不同途徑及研究方法中得來的資料，可互相作佐證、補充、比較和分析。如我們應如何解釋在同一條街做生意的黃伯與謝先生，

為何對屏風樓會有截然不同的觀感呢？吳恩融便用了電腦分析作解釋。片段又用了屏風樓受害者（潘小姐）與屏風樓受惠者（陳氏

夫婦）作比較，指出不同的身份、背景，對同一事物可以有迴然不同的態度。片段中，吳恩融及梁榮武皆對屏風樓影響有保留，郭

中秀用了實驗法（風洞實驗），佐證他們持保留態度的原因及合理性。                         

 

6. 不同人士如何定義及理解屏風樓的問題，這對有關屏風樓的討論做成什麼問題？ 

現時，屏風樓的定義，以及屏風樓對風速及空氣質素的影響，並未達成一致共識。由於定義不同，因此某建築物對某些人來說屬於

屏風樓，但其他人卻可能持否定的態度（環保人士、專家及居民各有自己對屏風樓的定義），讓人難以辨認、認識屏風樓。而缺乏

對屏風樓影響的一致認識，則讓人難以運用一個統一的標準或尺度去辨別是非對錯，導致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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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紀錄訪問重點（學生版本） 
 
 
練習一：抽絲剝繭 
 

試根據短片的資料填寫下表： 

 

訪問對象 身份及背景 立場 理據 建議 
為甚麼他的立場與理據可能與其

身份或背景有關 

      

      

      

      

      

習作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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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訪問對象 身份及背景 立場 理據 建議 
為甚麼他的立場與理據可能與其

身份或背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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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練習二：訪問反思 
 
觀看短片後，請完成以下的反思問題： 
 
1. 《屏風樓》節目所選取的訪問對象是否恰當？為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屏風樓》所採訪的人士，與你在《習作五：尋找訪問對象？》的《練習一：眾裡尋他 / 她》中所想到的訪問對象名單是否配合。這

異同（多了或少了）對整個研究構成什麼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假如我們無法接觸或訪問某些對象，應該怎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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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訪問 
習作六：紀錄訪問重點 
 

 

4. 片段中，在同一條街做生意的生果店及五金舖東主，對屏風樓有著不同的意見及觀感。他們的不同是否反映他們真實的觀感？還是基

於他們各自的背景及所代表的利益？有什麼理據支持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為什麼我們不能只用一種研究方法來進行我們的獨立專題探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不同人士如何定義及理解屏風樓的問題，這對有關屏風樓的討論做成什麼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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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說明直接觀察及進行直接觀察的方法 / 過程 

 B) 分辨直接觀察研究會得到的資料 

 C) 以直接觀察作基本資料搜集，並延伸開發更深入的資料 

 D) 闡明透過直接觀察研究可以得到質性和量性資料 

 E) 評估直接觀察研究的好處和壞處 

 F) 說明如何準備直接觀察 

 

活動指引： 1) 介紹直接觀察。 

 2) 簡介市區重建局推行的舊區重建計畫。 

 3) 將學生分成小組，進行分組討論並完成練習一。 

 4) 完成討論後，每組學生派出代表匯報所得結果。 

 5) 指出以直接觀察作基本資料搜集，並延伸開發更深入的資料。 

 6) 與學生討論觀察研究的好處和壞處。 

 7) 將學生分成小組，進行分組討論並完成練習二。 

 8) 完成討論後，每組學生派出代表匯報所得結果。 

 9) 講解如何策畫直接觀察研究。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84 
 
 

練習一： 觀察舊區重建的項目  頁 85‐88 
(學習重點 – A, B, C, D, E) 

 
練習二： 直接觀察的準備  頁 89‐90 

(學習重點 – F) 

 

習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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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建議教師可在使用本練習前，按校本情況向學生展示不同元素的資料，如：學生活動相片、錄音、影

片，讓學生先實踐直接觀察。此實踐練習可吸引學生注意，更加投入課堂，教師繼而才向學生解釋何謂

直接觀察。 
教師可向學生介紹什麼是直接觀察。直接觀察是指觀察者以旁觀者的身分進行觀察，觀察的對象可以是

人、物或事。進行直接觀察前，應先根據研究題目（以觀察立法會為例），定下焦點： 
1) 環境 / 地方的特徵（例如：立法會大樓設施齊全） 
2) 環境 / 地方的氣氛（例如：立法會大樓十分寧靜） 
3) 人物 / 動物的特徵（例如：職員衣著整齊） 
4) 人物 / 動物的行為（例如：職員在自己的崗位工作） 
5) 人物、動物、環境、地方的互動影響（例如：立法會大樓寧靜，所以人們說話時聲音都較輕） 
6) 特別的事件 / 特徵及其出現的次數（例如：議員舉行記者會） 
7) 個人的感覺 / 印象（例如：立法會大樓富有香港的特色） 

直接觀察可以得到一些較客觀的資料及數據，能夠找到平日不能從二手資料得到的資料。觀察研究或因

人力資源關係，不能大規模進行，但適用於需要較深入研究及客觀分析的議題。 

如有需要，教師可向學生簡介市區重建局推行的舊區重建計畫，有關詳情可參考市建局的網站： 
http://www.ura.org.hk/html/c100000t1e.html 

練習一：觀察舊區重建的項目 
 
 
 
 
 
 
 
 
 
 
 
 
 
 
 
 
研究員以「舊區重建與居民生活素質」為題，研究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推行的舊區重建對市民有什麼影響。研究員採用了直

接觀察這個方法到不同舊區重建項目搜集資料，資料 1 為關於一

個重建項目所寫的研究筆記。試閱讀資料 1，分組討論並回答下列

各題，然後每組派出一位代表匯報所得結論。 
資料 1 見於本冊第 88 頁。 
 

 

 

 
 
1. 從資料 1 及你的認識，你認為可用哪些形式記錄觀察所得？ 

文字、影像、相片、草圖、圖表、聲音               

 
2. 資料 1 包含什麼類型的資料？（請圈出正確答案） 

一手 / 二手資料 

質性 / 量性資料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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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3. 為何研究員須小心選擇觀察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不同的觀察地點、平日與假日及日間與晚上可能影響觀察的發現       

 

4. 根據資料 1，請把觀察筆記內容歸類到不同的觀察焦點。(備註：學生可提出自己的答案) 

觀察焦點 觀察發現 

環境 / 地方的特徵 

重建範圍平面圖 
車房附近的街道違例泊了幾輛車 
有一座樓宇，樓高四層，外牆十分陳舊，內裡也佈滿殘舊的電

線，漆油嚴重剝落 
沒有公共交通公具途經此處 

環境 / 地方的氣氛  附近街道很寧靜 

人物 / 動物的特徵  圍繞重建範圍的街道上人流不多，大多數是老人 

人物 / 動物的行為  光顧店舖的客人不多 

人物、動物、環境、

地方的互動影響 
有市建局派出的護衛圍著重建範圍巡視，研究員被護衛查問 

特別的事件  /  特徵及

其出現的次數 

在十二戶住客中，八戶的信箱裝得滿滿的 
已結業的店舖被市建局鎖上 
只有少數住戶打開窗子 

個人的感覺 / 印象  空氣差 

 

5. 試總結資料 1 所得，分析大角嘴福全街 / 杉樹街重建項目的特色及居民的生活。 

重建項目和居民生活 

的情況及特色 
觀察發現(原因) 

例：舊式商業為主  例：圍繞重建項目有五金店、車房、理髮店 

不少商舖已結業  七間店中三間已結業 

很多住客已搬離  在十二戶住客中，八戶的信箱裝得滿滿的 

人流不多、不是繁華地段 
圍繞重建範圍的街道上人流不多；沒有公共交通公

具途經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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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重建項目和居民生活 

的情況及特色 
觀察發現(原因) 

居住環境差 

空氣差；少數住戶打開窗子；有一座樓宇，樓高四

層，外牆十分陳舊，內裡也佈滿殘舊的電線，漆油

嚴重剝落；有市建局派出的護衛圍著重建範圍巡

視；車房附近的街道違例泊了幾輛車 

居民生活不方便 
附近沒有店舖賣日常用品；沒有公共交通公具途經

此處 

 

6. 採用直接觀察有什麼好處和不足之處？ 

好處  不足之處  

客觀地反映事實  未能深入了解研究對象 

可增加對研究對象的認識  受觀察時間及地點所限 

幫助開發新的資料探究方向  只適用於容易觀察的事情 

不影響他人  如觀察者不知情，須作道德上的考慮 

在真實的環境中觀察研究對象  如觀察者知情，未必有如實的行為表現 

如遇到一些不能回答問題的研究對象（例

如：小童），可以透過直接觀察得到資料
花費時間和人力 

 

7. 題目三總結了是次直接觀察的發現，也反映重建區及居民的情況，使研究小組更了解

研究對象。直接觀察不但有助研究員了解研究對象，也提供新的資料搜集方向。假設

你是這個研究計畫的研究員之一，你認為可如何進一步搜集更深入的資料？ 
 

研究方法 對象 

問卷調查  重建項目中的居民及附近的居民 

訪問 
店舖的店員、重建項目中的居民及附近的居民、市建局的護衛員、市

建局該區的負責人、市建局 

文獻研究 
有關舊區重建的資料、該重建項目的資訊、大角嘴區的歷史背景及人

口統計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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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如何閱讀資料 1，並須詳細記錄以下

幾項： 
1. 地點：方便下次再訪 
2. 日期：可能會影響觀察所得 
（例如：平日與假日可能有不同的發現） 
3. 時間：可能會影響觀察所得 
（例如：日間與晚上可能有不同的發現） 
4. 圖片 / 相片：可真實記錄實況 

資料1 
 

觀察研究筆記（節錄） 
 
觀察地點 1：大角咀福全街 / 杉樹街重建項目 
12/9 (五) 15:00 
 
重建範圍平面圖（模擬） 
 
 
 
 
 
 
 
 
 
 
 
 
 
 
 
 
 
 
 
 
 
 
 
‐‐  圍繞重建範圍的街道上人流不多，大多數是老人 
‐‐  光顧店舖的客人不多 
‐‐  車房附近的街道違例泊了幾輛車 
‐‐  已結業的店舖被市建局鎖上 
‐‐  有一座樓宇，樓四層，外牆十分陳舊，內裡也佈滿殘舊的電線，漆油嚴重剝落 
‐‐  在十二戶住客中，八戶的信箱裝得滿滿的 
‐‐  只有少數住戶打開窗子 
‐‐  有市建局派出的護衛圍著重建範圍巡視，研究員被護衛查問 
‐‐  空氣差 
‐‐  沒有公共交通公具途經此處 
‐‐  附近街道很寧靜 

福全街 

杉

樹

街 

橡

樹

街

埃華街 

五金店（已結業） 

五金店
士多（已結業） 

車房 

車房（已結業） 

理髮店

麵食店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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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建議教師可提醒學生於觀察前，必須先策畫如何進行觀察。並且，同學應仔細記下所需搜集的資料項

目，預先準備好輔助記錄的圖表。這樣，進行觀察時便不容易偏離主題和觀察目的。除此以外，教師可

向學生介紹「預察（pre-trip）」，講解進行實地觀察前先到該地方視察的重要。 
教師可與學生分析這個觀察研究的目的，使同學更容易完成練習二。練習二的觀察目的有兩個： 

1) 統計關於同學光顧食物部的各項數據（包括光顧人次、所購入的物品）；及 
2) 找出什麼因素會影響同學光顧小食部（例：同學之間、小食部職員、小食部配置）。 

學生進行策畫 / 討論練習二時，應集中如何實踐這兩個目的。 

練習二：直接觀察的準備 

 

假設你現正進行一項關於「光顧學校小食部的學生」的研究。試策

畫如何實踐以直接觀察形式搜集資料，進行小組討論後記下所得的

結果。(備註：學生可提出自己的答案)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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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研究題目： 光顧學校小食部的學生 

觀察目的： 1) 統計關於同學光顧食物部的各項數據（如光顧人次、所購入的物品） 

2) 找出什麼因素會影響同學光顧小食部（例：同學之間、小食部職員、小

食部配置） 

觀察地點： 學校小食部 

觀察時間： 小息、上課前或放學後 

所需物品： 紙張、筆、預先準備好的記錄表等 

觀察對象： 同學、小食部職員及小食部配置 

如何進行： 先取得小食部負責人的同意，然後找一個適當的位置進行觀察。可以文

字、影像、圖畫、聲音作紀錄，但需考慮被觀察者的意願。 

收集資料： 小食部配置；統計光顧人次、所購入的物品；記錄發生的事件（例如：有

同學插隊導致其他同學打消光顧的念頭）、小食部職員的工作等 

注意事項： （學生自由作答）如：盡量不打擾同學及阻礙小食部運作 

不足之處： （學生自由作答）如：不能深入了解同學的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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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學生版本） 
 
 
練習一：觀察舊區重建的項目 
 
研究員以「舊區重建與居民生活素質」為題，研究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推行的舊區重建對市民有什麼影響。研究員採用了

直接觀察這個方法到不同舊區重建項目搜集資料，資料 1 為關

於一個重建項目所寫的研究筆記。試閱讀資料 1，分組討論並 
回答下列各題，然後每組派出一位代表匯報所得結論。 
 
 
 
1. 從資料 1 及你的認識，你認為可用哪些形式記錄觀察所得？ 

   

 

2. 資料 1 包含什麼類型的資料？（請圈出正確答案） 

一手 / 二手資料 

質性 / 量性資料 

 

3. 為何研究員須小心選擇觀察的地點、日期及時間？ 

   

   

   

   

習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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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4. 根據資料 1，請把觀察筆記內容歸類到不同的觀察焦點。 

觀察焦點 觀察發現 

環境 / 地方的特徵   

環境 / 地方的氣氛   

人物 / 動物的特徵   

人物 / 動物的行為   

人物、動物、環境、

地方的互動影響 
 

特別的事件  /  特徵及

其出現的次數 
 

個人的感覺 / 印象   

 

5. 試總結資料 1 所得，分析大角咀福全街 / 杉樹街重建項目的特色及居民的生活。 

重建項目和居民生活 

的情況及特色 
觀察發現(原因) 

例：舊式商業為主  例：圍繞重建項目有五金店、車房、理髮店 

  七間店中三間已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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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重建項目和居民生活 

的情況及特色 
觀察發現(原因) 

很多住客已搬離   

 
圍繞重建範圍的街道上人流不多；沒有公共交通公

具途經此處 

居住環境差   

   

 
6. 採用直接觀察有什麼好處和不足之處？ 
 

好處  不足之處  

   

   

   

   

   

   

 

7. 題目三總結了是次直接觀察的發現，也反映重建區及居民的情況，使研究小組更了解

研究對象。直接觀察不但有助研究員了解研究對象，也提供新的資料搜集方向。假設

你是這個研究計畫的研究員之一，你認為可如何進一步搜集更深入的資料？ 
 

研究方法 對象 

問卷調查   
 

訪問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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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資料1 
 

觀察研究筆記（節錄） 
 
觀察地點 1：大角咀福全街╱杉樹街重建項目 
12/9 (五) 15:00 
 
重建範圍平面圖（模擬） 
 
 
 
 
 
 
 
 
 
 
 
 
 
 
 
 
 
 
 
 
 
 
 
‐‐  圍繞重建範圍的街道上人流不多，大多數是老人 
‐‐  光顧店舖的客人不多 
‐‐  車房附近的街道違例泊了幾輛車 
‐‐  已結業的店舖被市建局鎖上 
‐‐  有一座樓宇，樓高四層，外牆十分陳舊，內裡也佈滿殘舊的電線，漆油嚴重剝落 
‐‐  在十二戶住客中，八戶的信箱裝得滿滿的 
‐‐  只有少數住戶打開窗子 
‐‐  有市建局派出的護衛圍著重建範圍巡視，研究員被護衛查問 
‐‐  空氣差 
‐‐  沒有公共交通公具途經此處 
‐‐  附近街道很寧靜 

福全街 

杉

樹

街 

橡

樹

街

埃華街 

五金店（已結業） 

五金店
士多（已結業） 

車房 

車房（已結業） 

理髮店

麵食店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二階段

94



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練習二：直接觀察的準備 

 

假設你現正進行一項關於「光顧學校小食部的學生」的研究。試策

畫如何實踐以直接觀察形式搜集資料，進行小組討論後記下所得的

結果。 

 

 

 

 

 

 

 

 

 

 

 

 

 

 

 

 

 

 

 

 

 

 

 

 

 

 

 

 

 
 

 
 
 
 
 
 
研究題目： 光顧學校小食部的學生 

觀察目的： 1) 統計關於同學光顧食物部的各項數據（如光顧人次、所購入的物品） 

2) 找出什麼因素會影響同學光顧小食部（例：同學之間、小食部職員、小

食部配置） 

觀察地點：    

觀察時間：    

所需物品：    

觀察對象：    

如何進行：    

   

收集資料：    

   

   

注意事項：    

不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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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探討參與觀察及如何進行參與觀察 

 B) 透過參與觀察可得到什麼 

 C) 以參與觀察作基本資料搜集，並延伸開發更深入的資料 

 

活動指引： 1) 介紹參與觀察。 

 2) 簡介一些關於太平清醮的基本資料。 

 3)  將學生分成小組，進行分組討論並完成練習一。 

 4) 完成討論後，每組學生派出代表匯報所得結果。 

 5) 與學生討論有關答案。 

 6) 講解如何策畫參與觀察研究及其價值。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96 
 
 

練習一：太平清醮的參與觀察研究  頁 97‐99 
(學習重點 – A, B, C) 

 

習作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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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教師可向學生介紹什麼是參與觀察。參與觀察是指觀察者以參加者及觀察者兩個身份進行觀察，觀察的

對象可以是人、物或事。 
撰寫參與觀察紀錄及報告時，可記下以下元素： 

1) 所有直接觀察的焦點（可參考「習作七：觀察研究的方法（一） ── 直接觀察」） 
2) 作為參與者時做了些什麼及為何這樣做 
3) 個人的感受 
4) 與其他人的互動及對話等事情 
5) 非正規 / 正規的訪問 

參與觀察可以搜集一些平日難以從旁觀者身份發掘得到的資料，因此較適合一些需要深入研究及個人經

驗作分析的議題。參與觀察是一項較花時間的研究方法，但所得到的資料會較有趣及深入。 
如有需要，教師可向學生簡介關於太平清醮的基本資料，例如參考維基百科網站：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4%B2%E5%A4%AA%E5%B9%B3%E6%B8%85%E9%86%AE 
此外，教師亦可參考一份與太平清醮相關的文獻：〈傳統再造 ─「長洲太平清醮」與「中環廟會」〉，

網址：http://www.ln.edu.hk/mcsln/8th_issue/pdf/feature_03.pdf 

練習一：太平清醮的參與觀察研究 

 

一隊中國文化研究隊伍最近完成了一份中國傳統習俗的研究。該份報告的題

目為「傳統習俗在現今香港社會的存在意義」，而當中大部分資料都是透過

參與觀察 2006 年長洲太平清醮所得。其中一名研究員的親戚是長洲人，也

是那次太平清醮的建醮值理會的成員。故此，研究隊伍不但可以在太平清醮

期間進行觀察，同時可以參與是次活動的籌辦工作。試閱讀以下一名研究員

撰寫的觀察筆記，並在分組討論後回答下列各題。 
 

 

 

 

 

 

 

 

 

 

 

 

 

 

 
 
 
 
 
 
 
 
 
 
 
 
 
 
 
 

田野考察筆記 (1) 
 
2005-11-23 
第一次參加太平清醮的籌備工作，穿了一身

輕便服裝，準備幫手。由於籌備會議在早上 8
時開始，很早便要從市區乘船趕到長洲，累

極。我比會議時間早了一些，但其他成員早

已到了。他們說怕會遲到，而且太平清醮是

這裡的重要節慶，所以早一點到來。不少成

員都是上了年紀的人，卻表現得十分有魄力

而且很認真。我問其中一人參與籌備的經

驗，他說自小便跟父親參與，感情很深，而

且對長洲人來說是一件大事，能夠參與其中

是一種光榮，也是一個使命。我也因此明白

這對於長洲人來說，是一件神聖的事。會議

準時開始…… 

田野考察筆記 (2) 
 
2006-05-05 
我們準備了攝錄機、相機、錄音機等裝備便

到港外線碼頭乘船到長洲。因為早前曾參與

籌辦工作，所以我們都對今天的節目流程很

清楚。 
在船上，我們發現不少外籍遊客，我們分別

訪問了幾位遊客。 
我先找到兩位葡萄牙遊客，她們告訴我從旅

遊宣傳單張得知太平清醮，她們這一行是為

了觀賞一些中國的傳統習俗（some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s）…… 
另外，我們還訪問了一些香港人。他們不少

都「一家大小」一同到來，不似是長洲本地

人（因為他們都攜帶大包小包的行李）……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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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1. 研究員為什麼可以參與那次太平清醮的籌備工作？你認為這對是次參與觀察重要嗎？ 

這是因為其中一位研究員的親戚是長洲居民，也是那次太平清醮的建醮值理會成員

之一。                           

十分重要。沒有「守門人」的同意，研究員是不容易進入被研究機構及與其成員建

立良好的關係。由於「守門人」是研究員相熟的親友，故減低研究員在該機構的危

險。加上，相熟的「守門人」有助研究員與被研究機構的成員建立良好的關係。   

 
2. 研究隊伍可以從哪兩個身份作研究紀錄？這兩個身份有什麼分別？  

觀察者：從外部 / 外間進行研究，以一個旁觀者的角度記錄事情。       

參與者：從內部進行研究，以一個參與者的角度記錄事情。         

 
3. 是次研究員所用的方法──「參與觀察」有什麼好處和不足之處？ 

（備註：學生可自由提出適當的答案） 

好處  不足之處  

被觀察者不會因研究者出現而改變其行為 若參與程度高，或會影響研究員的判斷 

客觀地反映事實  受觀察時間及地點所限 

有助研究連續性事件  花費時間和人力 

有助深入了解研究對象及事件  只適用於可進入的機構 / 研究單位 

在自然狀態下進行研究  難再反覆驗證結果 

減低對被研究者的影響  不可以到一些危險地方進行研究 

容易找到可提供相關資料的對象   

 
4. 假設你是研究隊伍成員之一，試參考其他研究員的田野考察筆記，你認為還可從以

下對象收集哪些方面的資料？（備註：學生可自由提出適當的答案） 

研究對象 獲得資料 

研究員（自己）  自己的感受、經歷 

建醮值理會 
太平清醮對他們的意義（現在和傳統的分別）、如何籌備（現在和傳

統的異同）、本屆太平清醮的資料 

本地遊客  記錄他們的行為和感受、太平清醮 / 傳統習俗對他們的意義 

外國遊客  記錄他們的行為和感受、太平清醮 / 傳統習俗對他們的意義 

長洲居民  記錄他們的行為和感受、太平清醮 / 傳統習俗對他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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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教師可向學生講解如何策畫參與觀察。由於研究員需要搜集既深入且隱藏的資料，進行參與觀察需時較

長。長時間的觀察及理解有助研究員找出被觀察者的習慣或真正看法，亦有助找到難以從片面觀察所得

的事情及原委。 

因此，同學如打算以參與觀察作為研習方法，應先盡早進行計畫和找尋進入研究機構的可行性。如研習

的對象為一些時間性的事件，同學亦應留意事件發生的時間（例如本練習的太平清醮）。此外，如該活

動或研究對象涉及機構，同學可嘗試進入該機構或與參與者聯繫，並與他們建立良好和互信的關係。在

進行參與觀察前，同學必須完整策畫各項打算進行的研究環節，例如打算訪問什麼人士、須留意及記下

什麼事情等，從而避免於參與過程中「只顧參與而忘了觀察」。進行參與觀察後，同學亦要記下自己的

感受。這樣才能做到參與觀察的真正意義，既要參與事件，亦要觀察不同的人、物和事。 

參與觀察的策畫及過程雖較直接觀察複雜，但研究員可以搜集大量豐富、有趣的資料，亦可以第一身參

與活動，是一個既值得又難忘的研究歷程。 

5. 除了觀察研究對象外，記下事情經過都是觀察研究的重要部分。你會記下哪些事情的

經過？（備註：學生可自由提出適當的答案） 

太平清醮的籌備過程、太平清醮正式進行的過程（從起程到結束）       

 

6. 是次觀察研究是由以團隊方式進行，試指出由團體進行參與觀察研究的好處與壞處。 

好處：可以從不同觀點作紀錄、有利於須同時間觀察多個對象或多件事情、到陌生

環境進行研究時可以互相照應                    

壞處：容易影響被觀察者、被觀察者較可能隱藏真正的看法         

 

7. 試列出四項進行參與觀察研究前須注意的事項。（備註：學生可自由提出適當的答案） 

1) 注意安全，不要進入危險環境作研究，或參與一些危險活動（例如：不法行為）   

2) 作充足的準備，事前搜集相關的背景資料，可以與研究對象更易建立關係     

3) 由於研究者會參與不同的活動，所以應先列出需要收集的資料，避免因過份投入

而遺漏或未能找緊重點                     

4) 預備合適的記錄工具                     

5) 將去向告訴家人                       

6) 預先聯絡研究機構，並作合適的安排                

（任何四項，或其他合理答案）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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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學生版本） 
 
 

練習一：太平清醮的參與觀察研究 
 
一隊中國文化研究隊伍最近完成了一份中國傳統習俗的研究。該份報告的題

目為「傳統習俗在現今香港社會的存在意義」，而當中大部分資料都是透過

參與觀察 2006 年長洲太平清醮所得。其中一名研究員的親戚是長洲人，也

是那次太平清醮的建醮值理會的成員。故此，研究隊伍不但可以在太平清醮

期間進行觀察，同時可以參與是次活動的籌辦工作。試閱讀以下一名研究員

撰寫的觀察筆記，並在分組討論後回答下列各題。 
 

 

 
 
 
 
 
 
 
 
 
 
 
 
 
 
 
 
 
1. 研究員為什麼可以參與那次太平清醮的籌備工作？你認為這對是次參與觀察重要嗎？ 

   

   

   

   

   

習作八 

田野考察筆記 (1) 
 
2005-11-23 
第一次參加太平清醮的籌備工作，穿了一身

輕便服裝，準備幫手。由於籌備會議在早上 8
時開始，很早便要從市區乘船趕到長洲，累

極。我比會議時間早了一些，但其他成員早

已到了。他們說怕會遲到，而且太平清醮是

這裡的重要節慶，所以早一點到來。不少成

員都是上了年紀的人，卻表現得十分有魄力

而且很認真。我問其中一人參與籌備的經

驗，他說自小便跟父親參與，感情很深，而

且對長洲人來說是一件大事，能夠參與其中

是一種光榮，也是一個使命。我也因此明白

這對於長洲人來說，是一件神聖的事。會議

準時開始…… 

田野考察筆記 (2) 
 
2006-05-05 
我們準備了攝錄機、相機、錄音機等裝備便

到港外線碼頭乘船到長洲。因為早前曾參與

籌辦工作，所以我們都對今天的節目流程很

清楚。 
在船上，我們發現不少外籍遊客，我們分別

訪問了幾位遊客。 
我先找到兩位葡萄牙遊客，她們告訴我從旅

遊宣傳單張得知太平清醮，她們這一行是為

了觀賞一些中國的傳統習俗（some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s）…… 
另外，我們還訪問了一些香港人。他們不少

都「一家大小」一同到來，不似是長洲本地

人（因為他們都攜帶大包小包的行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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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2. 研究隊伍可以從哪兩個身份作研究紀錄？這兩個身份有什麼分別？ 

   

   

 
3. 是次研究員所用的方法 ──「參與觀察」有什麼好處和不足之處？ 

好處  不足之處  

   

   

   

   

   

   

   

 
4. 假設你是研究隊伍成員之一，試參考其他研究員的田野考察筆記，你認為還可從以

下對象收集哪些方面的資料？ 

研究對象 獲得資料 

研究員（自己）   

建醮值理會   

本地遊客   

外國遊客   

長洲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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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八：觀察研究的方法(二) ── 參與觀察 
 

5. 除了觀察研究對象外，記下事情經過都是觀察研究的重要部分。你會記下哪些事情的

經過？ 

   

   

   

 
6. 是次觀察研究是由以團隊方式進行，試指出由團體進行參與觀察研究的好處與壞處。 

   

   

   

   

   

 
7. 試列出四項進行參與觀察研究前須注意的事項。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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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如何記下所見所聞？（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指出不同形式的筆記及評估其利弊 

 B) 說明撰寫筆記須注意的事項 

 

活動指引： 1) 著學生完成本習作。 

 2) 每小題邀請同學分享他們的答案。 

 3)  與學生討論答案，並建議恰當的答案。 

 4) 指導學生應在不同時間採用適當形式的筆記。 

 5) 告訴學生撰寫筆記時須注意的事項。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103 
 
 

練習一：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頁 104‐106 
(學習重點 – A, B) 

 

習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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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教師可先與學生討論撰寫觀察研究筆記的三種不同方式： 

1) 心靈筆記 / 心記 

2) 摘要筆記 / 摘記 

3) 實況筆記 

練習一：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1. 撰寫觀察研究紀錄以詳細和完整為原則，我們可以用不同方式記下在觀察時的所見所

聞。根據各人的描述，試指出他們所用的形式及分析其利弊。 
 
 
 
 
 
 
 
 
 
 
 
 
 
 
 
 
 
 
 

A. 
為了不會影響參與過程

和研究對象，我不會立

即寫下筆記，也不會即

時錄影和錄音。 

我會用心記下所見所

聞，回家才寫下發生的

事件和當時的情形。 

形式： 心靈筆記 / 心記 

利處： 不會影響事件進行 

適合參與觀察時採用 

減低被觀察者的警覺性 

 

弊處： 容易遺漏資料 

難記錄較複雜的事件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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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B. 

形式： 摘要筆記 / 摘記 

利處： 可立即記下重點，避免遺漏 

可先在紙上列出須記錄的項

目，記錄時只須簡單填上適

當資料 

弊處： 可能影響被觀察者，使他們

感到不安 

只顧寫筆記而錯失觀察時機 

我會邊做觀察邊記下重

點，這樣才不怕遺漏。

不過我只會記下要點，

回家後才把這些摘要再

作整理。 

C. 

形式： 實況筆記

利處： 可以一字不漏地記下過程 

可反覆播放資料 

 

 

弊處： 可能影響被觀察者，使他們

感到不安 

不是每位被觀察者願意被拍

攝或錄音 

我比較喜歡完整的紀

錄，所以我會用錄音機

錄下觀察期間的對話。

回家後，我便會聆聽錄

音帶，然後謄寫對話內

容及其他相關資訊。這

樣便可以一字不漏地記

下相關資料

我比較喜歡完整的紀錄，

所以我會用錄音機錄下觀

察期間的對話。回家後，

我會聆聽錄音帶，然後謄

寫對話內容及其他相關資

訊。這樣便可以一字不漏

地記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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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2. 你認為撰寫觀察筆記時應注意什麼？試分辨下列句子是否正確。如果完全正確，請在

方格內寫上「 」。如果其中有錯，請在方格內寫上「 」，並改寫錯誤部分。 
 

1. 要清楚列出觀察的基本資料，如：日期、時間、地點。 
 

2. 應詳細記下被觀察者的姓名及個人資料，並在研究報告內發表。
(不應發表被觀察者的個人資料)  

3. 完成觀察後立即撰寫筆記，不要累積。 
 

4. 為了筆記的完整性，我們應該養成一面寫一面編輯的習慣。 
(應先完成寫筆記的步驟，然後再加以編輯。)  

5. 撰寫筆記前，我們應互相討論，避免記下錯誤的事情。 
(不應討論，避免影響各自的觀點；待寫好筆記後才作討論)  

6. 筆記必須鉅細無遺，描述得愈詳細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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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如何記下所見所聞？（學生版本） 
 
 
練習一：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1. 撰寫觀察研究紀錄以詳細和完整為原則，我們可以用不同方式記下在觀察時的所見所

聞。根據各人的描述，試指出他們所用的形式及分析其利弊。 
 
 
 
 
 
 
 
 
 
 
 
 
 
 
 
 
 
 
 

A. 
為了不會影響參與過程

和研究對象，我不會立

即寫下筆記，也不會即

時錄影和錄音。 

我會用心記下所見所

聞，回家才寫下發生的

事件和當時的情形。 

形式：

利處：   

 

 

 

弊處：   

 

 

 

習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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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B. 

形式：

利處：   

 

 

 

弊處：   

 

 

 

我會邊做觀察邊記下重

點，這樣才不怕遺漏。

不過我只會記下要點，

回家後才把這些摘要再

作整理。 

C. 

形式：

利處：   

 

 

 

弊處：   

 

 

 

我比較喜歡完整的紀

錄，所以我會用錄音機

錄下觀察期間的對話。

回家後，我便會聆聽錄

音帶，然後謄寫對話內

容及其他相關資訊。這

樣便可以一字不漏地記

下相關資料

我比較喜歡完整的紀錄，

所以我會用錄音機錄下觀

察期間的對話。回家後，

我會聆聽錄音帶，然後謄

寫對話內容及其他相關資

訊。這樣便可以一字不漏

地記下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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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觀察研究 
習作九：如何記下所見所聞？ 

 
2. 你認為撰寫觀察筆記時應注意什麼？試分辨下列句子是否正確。如果完全正確，請在

方格內寫上「 」。如果其中有錯，請在方格內寫上「 」，並改寫錯誤部分。 
 

1. 要清楚列出觀察的基本資料，如：日期、時間、地點。 
 

2. 應詳細記下被觀察者的姓名及個人資料，並在研究報告內發表。 
 

3. 完成觀察後立即撰寫筆記，不要累積。 
 

4. 為了筆記的完整性，我們應該養成一面寫一面編輯的習慣。 
 

5. 撰寫筆記前，我們應互相討論，避免記下錯誤的事情。 
 

6. 筆記必須鉅細無遺，描述得愈詳細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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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資料搜集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項目 書名 / 網址 作者 / 
網頁製作者

出版 / 
瀏覽日期

出版社 頁數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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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資料搜集及閱讀摘要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獨立專題探究題目： 

 

書名或網址：        作者（網頁製作者）： 

我大概花了  小時完成閱讀（瀏覽）    閱讀（瀏覽）日期： 

我從閱讀（瀏覽）的資料當中得到以下信息： 

書名或網址：        作者（網頁製作者）： 

我大概花了  小時完成閱讀（瀏覽）     閱讀（瀏覽）日期： 

我從閱讀（瀏覽）的資料當中得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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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專題探究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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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專題探究第三階段學與教建議 

 

根據《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及《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教

師於獨立專題探究第三階段的工作，包括以下各項： 

 幫助學生認識探究報告的格式及要求。 

 幫助學生掌握分析及評估資料的能力，以及利用適當的表達方式（文字模式

或非文字模式）陳述與總結其探究成果，並反思其探究歷程。 

 留意學生撰寫報告的進度，並在學生遇上困難時給予提示和指引。 

 組織課堂活動以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並提供機會讓學生向同儕匯報，彼此

分享成果。 

 構思與本階段「過程」有關的評核活動，並按《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所列的評估項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的表現。1 

 若學校有多於一位教師任教該級的通識教育科，必須在正式評核學生的報告

前召開評分標準會議商討評分準則，令教師之間的評分標準趨於一致。 

 根據校方規定的日期收集學生的報告，然後按《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所列的評估項目及評分指引評核學生在本階段的表現 2，並於考評局指定的

日期前向考評局提交分數。當教師完成「課業」（在本階段是指學生的獨立

專題報告定稿）的正式評估及給予評分後，不得再次重新呈交。 

 教師可視乎學校情況而規定在這階段學生提交習作的次數（例如初稿、定

稿），惟各位指導獨立專題探究的教師，均必須一致要求所有學生提交習作

的次數，並且應對學生提交的初稿（如有此項要求）的表現給予回饋，以便

學生在遞交定稿時可以改進。教師可自行設計或利用由考評局提供的回饋表

格評核學生的表現 3。 

 妥善保存學生繳交的習作及各項紀錄（建議用數碼檔案方式儲存，原文可交

回學生），以備考評局抽樣檢視及作為日後參考之用。 

 

教師宜先向學生介紹獨立專題探究報告的格式及要求。由於學生在這階段可

以選擇以文字模式或非文字模式繳交習作，若校內分別有學生選用文字模式或非

文字模式，則兩者的格式要求均須向學生說明。文字報告模式方面，假如學校之

前曾開辦高級補充程度通識教育科，教師可利用以往學生曾撰寫的報告作為示例

向學生展示。如未有以往學生的習作，則坊間亦有多本有關獨立專題探究的書籍

                                                 
1 參閱《通識教育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8-9 頁。 
2 參閱《通識教育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13 頁。 
3 參閱《通識教育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4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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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參考。4至於非文字模式方面，教師可參考《通識教育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內提及的要求，並提示學生即使是使用非文字模式繳交習作，亦需要撰寫一份大

約 300-1000 字的短文，解釋報告的主要意念，以及顯示他在學習過程中所作的

反思。5此外，教師亦需要向學生介紹撰寫注釋及參考書目的格式，並且需要強

調其重要性，增強學生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教師可引導學生瀏覽已上載於考評局

網頁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簡介》6，並從該簡介羅列的示例當中了解

撰寫注釋及參考書目的格式（第 9-10 頁）。 

 

教師可以利用本資源套內由香港教育學院設計的習作，協助學生掌握分析資

料方法及如何表達他們的發現： 

 習作十：圖表製作 

 習作十一：圖表解讀 

 習作十二：盡在不言中 

 

除了以上各份習作外，教師可瀏覽以下兩份已上載於「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

平台」（http://ls.edb.hkedcity.net）的兩份觀察報告及與此相關的導讀： 7 

 陳鳳屏、張靜敏、林錦清、葉嘉鳳、李文滔（1989）〈女人街〉，載於《城

市接觸 -- 香港街頭文化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第 105-121 頁。 

 大橋健一（1989）〈「菲律賓廣場」：菲傭在中區的聚會〉，《城市接觸 -- 香

港街頭文化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第 173-197 頁。 

 

上述報告利用不同搜集資料方式與探究方法撰寫而成，教師參考作者搜集資

料的方式，以及處理及分析資料的技巧；而相關的導讀則提示教師閱覽這些報告

時宜留意的地方。此外，教師亦可以按本文注釋 3 提及的參考書籍，閱覽與撰寫

報告部分相關的章節，然後再指導學生掌握分析資料及表達探究所得的技巧。 

                                                 
4 坊間的參考書籍，例如：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2002）《社會研究一本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第 121--129 頁。 
 侯傑泰（2006）《專題研究手冊（進階版）》，香港：朗文出版社，第 80--90 頁。 
 簡明宇、劉嘉慧（2009）《獨立專題探究手冊》，香港：教育社企，第 1626--134 頁。 
 蘇叔梅（2009）《專題探究：過程與成果》，香港：一口田出版有限公司，第 119--126 頁。 

5 參閱《通識教育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5 頁。 
6 可於以下網址直接下載：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BA_pamphlet_C_web.pdf 
7 由於版權所限，教師請登入網站，然後循「下載區 → 參考資料 / 文獻 → 獨立專題探究」

路徑瀏覽該兩份報告。至於相關的導讀文章則已附於本小冊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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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為本階段的「課業」評核及學與教資源。若就「過程」而言，教師

可以考慮在這階段安排課堂活動，例如要求學生在課堂向同學匯報他的習作初

稿，以作為第三階段「過程」的評核項目（如作此項安排，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

道）。教師可利用自行設計或由考評局提供的評量表評核學生的表現。8此外，教

師若在這階段與學生定期會面，又或是曾與學生不定期在課後接觸，可以要求學

生撰寫「會見指導老師紀錄」（參閱於第一階段提及的附表二），以書面方式記下

與教師的會面情況及教師給予的口頭回饋，作為這階段的「過程」評核材料（如

作這項安排，必須於事前讓學生知道），並且成為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的一部分。 

                                                 
8 參閱《通識教育科校本評核教師手冊 2012》，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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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圖表製作（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認識棒型圖的特徵、製作技巧、功能及局限 

 B) 認識折線圖的特徵、製作技巧、功能及局限 

 C) 認識圓瓣圖的特徵、製作技巧、功能及局限 

  

活動指引： 1) 本習作可配合數據處理程式（如 Microsoft Office - Excel）一併教授及

運用。 

 2) 教師可進行所有練習，亦可因應學生所得數據的性質，重點教授個別

統計圖。 

 3) 教師在應用本習作前，應解釋運用統計圖表達數據的原因及好處。 

 4) 教師應教授如何為統計圖的標題、X 軸及 Y 軸設計清晰易懂的名稱。 

 5) 教師可教授學生如何將原始數據（raw data）整理成數據表。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119 
 
 

練習一： 棒型圖、折線圖及圓瓣圖  頁 120‐125 
(學習重點 – A, B, C) 

 

習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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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教師可將本練習作為家課，要求學生回家完成所有或部分題目，然後在班上討論。教師亦可將本練習列

為分組活動，要求每組只完成一條題目，然後在班上討論各題目內圖表的特點和異同。本練習選擇後者

作為示範。 

教師毋須完成所有題目，可根據學生的能力，選擇較易為學生理解及運用的圖表類型，或者根據學生所

得的資料，選擇相關的圖表類型供學生練習。 

除手繪外，教師可鼓勵學生運用電腦的圖表繪製軟件來完成本練習。 

練習一：棒型圖、折線圖及圓瓣圖 
 
 
 
 
 
 
 

 

請全班同學分為六組，根據老師的指示或安排，選擇各組負責完成的題目。 
十分鐘後，各組同學須就自己完成的圖表的特點、意義、作用、局限等加以

解說。 
 

以下各題將根據表一及表二的數據進行。 

 

表一：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的發生次數及死亡人數 
 

年份 發生次數 死亡人數 

2001 年 49 1015 
2002 年 47 750 
2003 年 44 701 
2004 年 34 492 
2005 年 58 1739 

 

表二：大型礦難（導致 30 人或以上死亡的礦難）的發生次數及死亡人數 
 

年份 發生次數 死亡人數 

2001 年 8 373 
2002 年 9 417 
2003 年 7 360 
2004 年 7 487 
2005 年 11 961 

 

（資料來源：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 

http://www.chinasafety.gov.cn/mjweb/mjindex07.htm） 
註：有關中國礦難的資料，可參閱公民教育聯席（2006）：〈教案二 — 礦難與生產安

全〉，《中國經濟發展教材（二）》，公民教育聯席出版。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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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教師進入該網址後，尋找「查詢服務」，點擊「事故查詢」。

教師應留意統計圖沒有標準形式，不同統計圖能表達不同訊息及重點。教師應讓同學思考不同表達形式

的優點及局限，並鼓勵同學運用不同統計圖於其獨立專題探究之中，以表達不同訊息及重點。 

除本練習所提供的圖表類型，還有其他繪畫統計圖的方法，學生應掌握它們的作用及局限。 

教師應鼓勵學生嘗試運用不同的統計圖，從而培養自我判斷的習慣及自主學習的態度。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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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1a) 以下是《2001-2005 年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死亡人

數》統計資料（表一）。試根據表一的資料製作棒形圖。 

（提示：繪製圖表方法，請參考本習作的附件一） 

 

（表一）2001-2005 年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年份 死亡人數 

2001 年 1015 

2002 年 750 

2003 年 701 

2004 年 492 

2005 年 1739 

 

（圖一）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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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製作圖表該注意事項： 

1. 內容：圖表編號（方便讀者查找）、標題、X 軸及 Y 軸所示資料及單位； 

2. 適當的比例； 

3. X 軸及 Y 軸的數據與數據之間，要有適當及一致的間距及數值。 

 

 

 

1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棒形圖能清楚顯示數據的變化（即每年礦難死亡人數絕對值的升跌），

方便比較及分析問題有否日漸惡化或改善。它亦能清楚地點示出值得關

注的年份、數字、地區（通常是數值最大或最小的項目）。    

 

2a) 以下是《2001-2005 年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發生次

數》的統計資料（表二）。試根據表中的「礦難發生累積次數」的數

據，製作折線圖。 

（提示：繪製圖表方法，請參考本習作的附件一） 

 

（表二）2001-2005 年小型礦難的發生次數 

 

年份 發生次數 累積發生次數 

2001 年 49 49 

2002 年 47 96 

2003 年 44 140 

2004 年 34 174 

2005 年 5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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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此方法的局限是當斜度的變化不太明顯時，肉眼觀察未必能闡釋現象，故繪畫時需特別注選取適當的比

例。 

 

2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此類表達累積數據的折線圖，有助理解數據發展的趨勢及對未來進行預

測。斜度越高，表示數據的變化越大。03 至 04 年的斜度比 01 至 03 年為

低，表示該年度礦難的發生較往年有緩和跡象，但 04 至 05 年卻有明顯

上升。然而，總體而言，礦難發生雖不能說越來越嚴重，但卻沒有明顯

的改善。            

 

 

 

提示： 

（圖二）小型礦難的累積發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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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圓瓣圖通常用來表達同一時段內的數據。 

折線圖最常用於顯示變項與時間的關係。 

棒型圖則可用於比較同一時段內的數據，及顯示變項與時間的關係。 

3a) 以下是《2005 年大型及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的統計資料（表三）。試

根據表三的資料製作圓瓣圖。 

（提示：繪製圖表方法，請參考本習作的附件一） 

 

（表三）2005 年大型及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圖三）2005年大型及小型礦難的

死亡人數

64%

36%

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大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3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上圖顯示各個項目佔所有項目的百分比。圖中顯示 2005 年小型礦難的死

亡人數遠高於大型礦難的死亡數字，佔總體礦難死亡人數近 2/3。   

年份 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大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2005 年 1739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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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利用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練習十的棒形圖的步驟如下： 
1. Microsoft Office 2003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中的「圖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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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選「直條圖」當中的「群組直條圖」，並按「下一步」 
 
 
 
 
 
 
 
 
 
 
 
 
 
 
 
 
 
 
 
 
 

d. 選定資料範圍，並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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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在「標題」處，輸入圖表標題 
 
 
 
 
 
 
 
 
 
 
 
 
 
 
 
 
 
 
 
 
 

f. 在「圖例」處，反選「顯示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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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g. 在「資料表格處」，勾選「顯示資料表」，並按「下一步」 
 
 
 
 
 
 
 
 
 
 
 
 
 
 
 
 
 
 
 
 
 
 

h.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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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i. 將指標指著圖表底色，再右鍵，選「繪圖區格式」 
 
 
 
 
 
 
 
 
 
 
 
 
 
 
 
 
 
 
 
 
 
 

j. 在「圖樣」的「填滿」當中選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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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k. 圖表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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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2. Microsoft Office 2007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選「直條圖」中的「群組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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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圖表初步繪妥 
 
 
 
 
 
 
 
 
 
 
 
 
 
 
 
 
 
 
 
 
 
 

d. 在「圖表版面配置」中，選「版面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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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輸入圖表標題 
 
 
 
 
 
 
 
 
 
 
 
 
 
 
 
 
 
 
 
 
 
 
 

f. 在圖表中刪除座標軸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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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g. 按 Y 軸，選「座標軸格式」 
 
 
 
 
 
 
 
 
 
 
 
 
 
 
 
 
 
 
 
 
 
 

h. 在「座標軸選項」中的「主要刻度間距」反選「固定」，並輸入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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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i. 圖表繪妥 
 
 
 
 
 
 
 
 
 
 
 
 
 
 
 
 
 
 
 
 
 
 
 
3. Microsoft Office 2010 
圖表的繪製步驟與 Microsoft Office 2007 相若，請參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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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利用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練習十的折線圖的步驟如下： 
1. Microsoft Office 2003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中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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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選「折線圖」當中的「含有資料標記的折線圖」，並按「下一步」 
 
 
 
 
 
 
 
 
 
 
 
 
 
 
 
 
 
 
 
 
 
 

d. 選定資料範圍，並按「下一步」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38



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在「標題」處，輸入圖表標題、類別 X 軸及類別 Y 軸 
 
 
 
 
 
 
 
 
 
 
 
 
 
 
 
 
 
 
 
 
 
 
 

f. 在「圖例」處，反選「顯示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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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g. 在「資料表格處」，勾選「顯示資料表」，並按「下一步」 
 
 
 
 
 
 
 
 
 
 
 
 
 
 
 
 
 
 
 
 
 
 
 

h.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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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i. 將指標指著圖表底色，再右鍵，選「繪圖區格式」 
 
 
 
 
 
 
 
 
 
 
 
 
 
 
 
 
 
 
 
 
 
 

j. 選「圖樣」的「填滿」當中選白色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41



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k. 圖表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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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2. Microsoft Office 2007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再按「折線圖」中的「含有資料標記的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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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圖表初步繪妥 
 
 
 
 
 
 
 
 
 
 
 
 
 
 
 
 
 
 
 
 
 
 
 

d. 選「圖表版面配置」的「版面配置 5」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44



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在圖表中的圖表標題及 Y 軸標題 
 
 
 
 
 
 
 
 
 
 
 
 
 
 
 
 
 
 
 
 
 
 
 

f. 圖表繪妥 
 
 
 
 
 
 
 
 
 
 
 
 
 
 
 
 
 
 
 
 
 

3. Microsoft Office 2010 
圖表的繪製步驟與 Microsoft Office 2007 相若，請參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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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利用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練習十的圓瓣圖的步驟如下： 
1. Microsoft Office 2003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中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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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選「圓形圖」當中的「圓形圖」，並按「下一步」 
 
 
 
 
 
 
 
 
 
 
 
 
 
 
 
 
 
 
 
 
 
 

d. 選定資料範圍，並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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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在「標題」處，輸入圖表標題 
 
 
 
 
 
 
 
 
 
 
 
 
 
 
 
 
 
 
 
 
 
 
 

f. 在「資料標籤」處，勾選「百分比」及「圖例符號」，並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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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g. 按完成 
 
 
 
 
 
 
 
 
 
 
 
 
 
 
 
 
 
 
 
 
 
 
 

h. 圖表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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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2. Microsoft Office 2007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再按「圓形圖」中的「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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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c. 圖表初步繪妥 
 
 
 
 
 
 
 
 
 
 
 
 
 
 
 
 
 
 
 
 
 
 
 

d. 選「圖表版面配置」的「版面配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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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e. 在圖表中的輸入圖表標題 
 
 
 
 
 
 
 
 
 
 
 
 
 
 
 
 
 
 
 
 
 
 
 

f. 按圖表中的標籤一下，然後按右鍵，並選取「資料標籤格式」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52



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g. 在「標籤選項」中，勾選「在標籤中包括圖例符號」 
 
 
 
 
 
 
 
 
 
 
 
 
 
 
 
 
 
 
 
 
 
 
 

h. 用游標將圖表中的標籤拖曳到圖形的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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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i. 圖表繪妥 
 
 
 
 
 
 
 
 
 
 
 
 
 
 
 
 
 
 
 
 
 
 
 
3. Microsoft Office 2010 
圖表的繪製步驟與 Microsoft Office 2007 相若，請參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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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圖表製作（學生版本） 
   
 

練習一：棒型圖、折線圖及圓瓣圖 

 

請全班同學分為六組，根據老師的指示或安排，選擇各組負責完成的題目。 
十分鐘後，各組同學須就自己完成的圖表的特點、意義、作用、局限等加以

解說。 
 

以下各題將根據表一及表二的數據進行。 

 

表一：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的發生次數及死亡人數 
 

年份 發生次數 死亡人數 

2001 年 49 1015 
2002 年 47 750 
2003 年 44 701 
2004 年 34 492 
2005 年 58 1739 

 

表二：大型礦難（導致 30 人或以上死亡的礦難）的發生次數及死亡人數 
 

年份 發生次數 死亡人數 

2001 年 8 373 
2002 年 9 417 
2003 年 7 360 
2004 年 7 487 
2005 年 11 961 

 

（資料來源：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 

http://www.chinasafety.gov.cn/mjweb/mjindex07.htm） 

 
註：有關中國礦難的資料，可參閱公民教育聯席（2006）：〈教案二 — 礦難與生產安

全〉，《中國經濟發展教材（二）》，公民教育聯席出版。 

習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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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1a) 以下是《2001-2005 年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死亡人

數》統計資料（表一）。試根據表一的資料製作棒形圖。 

 

（表一）2001-2005 年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年份 死亡人數 

2001 年 1015 

2002 年 750 

2003 年 701 

2004 年 492 

2005 年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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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請同學將棒形圖繪畫在本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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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1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a) 以下是《2001-2005 年小型礦難（導致 10 至 29 人死亡的礦難）發生次

數》的統計資料（表二）。試根據表中的「礦難發生累積次數」的數

據，製作折線圖。 

 

（表二）2001-2005 年小型礦難的發生次數 

 

年份 發生次數 累積發生次數 

2001 年 49 49 

2002 年 47 96 

2003 年 44 140 

2004 年 34 174 

2005 年 58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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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請同學將折線圖繪畫在本格內） 

 

2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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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圖表製作 

 
3a) 以下是《2005 年大型及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的統計資料（表三）。試

根據表三的資料製作圓瓣圖。 

 

（表三）2005 年大型及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請同學將圓瓣圖繪畫在本格內） 

 

3b) 試解釋圖表的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份 小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大型礦難的死亡人數 

2005 年 1739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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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圖表解讀（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認識研究文獻與數據之間的關係，以及掌握如何利用研究文獻來解釋

數據資料及分析結果 

 B) 認識 FRISCO 這項思考工具，並運用 FRIS 來分析及表達數據資料 

 C) 認識關聯的概念，並利用關聯來處理及分析數據資料 

 D) 認識迴歸分析的概念，並利用迴歸分析來處理及分析數據資料 

 

活動指引： 1) 教師使用本習作前宜先講解問卷〈隔離邨青少年義工參與調查〉（見

本習作的附件一），讓學生熟悉本習作的背景。 

2) 關聯及迴歸分析是較難懂的數據分析技巧，教師可根據學生所得數據

的性質個別教授。亦可配合數據處理程式一併教授及運用。 

（見本習作的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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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簡介  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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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學生懂得繪製不同的圖表後，亦需要學習從圖表中解讀正確及適當的資訊，本練習旨在提供範例，教師

可就政府、商業機構、民間團體及政黨、傳媒、歷屆學生的研習報告等，進行類似的練習。 
題 1 及題 2 的類型及內容相似，旨在讓學生練習如何利用文獻來解釋研究的數據所得，教師可與學生討

論題 1，然後讓學生獨立完成題 2。教師亦可根據實際情況，只要求學生完成其中一條問題。 

練習一：調查數據與查閱研究文獻 
 
 
 
 
 

 
 

假設你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為《你今日做咗義工未？》。你以郵寄問卷的

方式訪問了隔離邨 6 歲至 24 歲的青少年，並使用數據處理程式（如

Microsoft  Office - Excel）將得出相關數據製作了以下的圖表。 
試根據圖表的資料，回答以下各題。 

 

*回應總人數為 1930人 

提示： 

（圖1）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內

有否做過義工

有 65.80%

否 34.20%

*回應總人數為 19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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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教師需提醒學生，由於這些研究文獻所針對的對象可能與他們的研究對象不同，因此結果只能作為參

考。 

1a) 看著圖 1，你心裡產生出一個疑問：「34.2%的受訪者在 12 個月內做過義工，這究

竟是多，還是少呢？」試說明查閱研究文獻如何有助尋找此問題的答案。 

由於此題需要比較，因此必須找尋研究文獻才能作出比較，例如過去相同地區的義工

參與資料，或同年不同地區的義工參與資料。學生亦可查看與香港社會環境相若的國

家的義工參與資料，然後與上述的結果互相比較。      

 

 

 

 

1b) 試瀏覽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tc_chi/resource/files/SurveyPublicC.ppt，並回答

「34.2%的受訪者在 12 個月內做過義工，這究竟是多，還是少呢？」 

從 powerpoint 中得知全香港只有 13.8%的人在 12 個月內做過義工，因此本研究的調

查對象做義工的比率高於全港水平。        

但由於義工運動的調查對象是不分年齡及地區的，因此不能說隔離邨 6 歲至 24 歲的

青少年在 12 個月內做義工的比率高於全港 6 歲至 24 歲的青少年的水平。   

 

2a) 你心裡又產生出另一個疑問：「什麼因素驅使某些人做義工呢？什麼因素導致某些人

不參與義工服務呢？」試說明查閱研究文獻如何幫助尋找此問題的答案。 

想要知道一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方法有兩個。一、搜尋相關文獻或研究，看看有沒

有專家（如社工或社會學者）曾經解答或分析過；二、研究員在問卷的設計裡，已

經要求受訪者解釋他 / 她的取向、行為及態度背後的原因。         

 

2b) 請分別瀏覽以下的網址：http://www.volunteerlink.net/newsletters/20080731/731.htm 及

http://www.hkfyg.org.hk/yrc/chinese/yr-p84-c.html，並回答「什麼因素驅使某些人做義

工呢？什麼因素導致某些人不參與義工服務呢？」 

根據《義工持續參與》一文，人們參與義工服務的動機包括：期望貢獻社區、希望

別人在自己有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希望為他人服務、認為義務工作有價值、報答

他人的幫助、打發時間、實踐自己懂得的技能、喜歡滿足他人的需要、期望學習新

知識、希望退休後有所作為。                 

根據《青年人看義務工作》的調查，人們沒有做義工是因為沒有時間。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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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本練習旨在讓學生練習 FRIS 的思考技巧。 
題 1 及題 2 的類型及內容相似，旨在讓學生練習如何利用 FRIS 來分析及表達數據所得，教師可與學生

討論題 1，然後讓學生獨立完成題 2。教師亦可根據實際情況，只要求學生完成其中一條問題。 

Q：什麼是 FRISCO ？ 
A：FRISCO 是批判思考的方法。其內容為 F–Focus 重點；  R–Reason 理據；  I–Inference 推論；

S–Situation 情況；C–Clarity 清晰；O–Overview 概要 
 
Q：學生應如何應用 FRISCO 於獨立專題探究的數據分析上？ 
A：面對統計表 / 圖所顯示的數據，學生必須找出數據所表達的重點（Focus）或反映的主要問題。找到

重點或問題後，學生可嘗試解釋這些重點或問題背後的原因（Reasons），並評估原因本身是否合

理。接著，學生需評估這個推論（Inference，即學生以所舉原因解釋重點或問題的過程）是否足夠

及準確支持或解釋重點或問題。除了學生所提出的原因外，研究主題的背景情況（Situation），亦

會影響或有助解釋重點或問題。 
學生需運用清晰（Clarity）易懂的語言來表達重點或問題。最後，學生必須退後一步，以批判者的

身份概覽（Overview）以上 5 個步驟及其結論，重新檢視它們之間的連貫性及一致性。 
 
Q：為什麼只教授 FRIS？ 
A：由於 Clarity 主要談及語言的運用，Overview 要求學生對全過程及其結論作出批判及必要的修改，故

在本練習中不作詳述。教師可因應需要，向學生介紹整套 FRISCO 概念。 

練習二：FRIS 
 

 

 

 

 
同學可運用 FRIS 的思考方法分析數據，簡明扼要地解讀圖表： 
  

  

 

 

 

 

 

 

 

Focus（重點） ： 數據表達出什麼重點？反映了什麼問題？ 
 
Reasons（原因） ： 該如何解釋這些重點的出現，以及問題背後的原因？你

提出的解釋或原因是否合理？（它們是從經驗、證據，

還是邏輯推理中得出？） 
 
Inference（推論） ： 如何從你所提出的解釋或原因而推論出結論（即重點的

出現或問題的發生）？你的推論是否正確及符合邏輯？ 
 
Situation（情況） ：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背後有什麼環境因素（例如

人、自然、社會、政治、經濟等）？這些因素如何導致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這些因素如何幫助我們解釋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 

提示： 

提示：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64



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除了查閱研究文獻外，學生亦可在設計問卷時，要求受訪者解釋他 / 她的

取向、行為及態度背後的原因。 
 

1) 受訪者中，有 660 名青少年（1930 × 34.2%）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曾參與義工服務

（Focus），試根據圖 2.1 所顯示的資料，解釋他們做義工的原因（Reason）。 

 
原因（Reason）： 

根據調查所得，有五成曾參與義工服務的受訪者表示參與義工服務的原因是「助人為快

樂之本」；另外，有高於三成曾參與義工服務的受訪者表示「老師、社工找我幫手」及

「陪朋友」是他們參與的原因。                      

（圖2.1）受訪者參與義工服務的原因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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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總人數為 6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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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本練習有關「情況」的答案只是筆者的估計，僅供參考。教師應當提醒學生，製作自己的獨立專題探究

時，有關「情況」的描述，應援引相應的研究文獻或理論支持。 

推論（Inference）： 

助人為快樂之本 老師、社工找我幫手 陪朋友 

參與義工服務能獲到快樂或

服務的過程中獲得了快樂。 

與老師、社工及朋輩有良好

的關係，不想拒絕他們的邀

請、要求。 

他們渴望有朋友陪伴，樂意

與身邊的朋友一起參與任何

活動。 

因為服務他人而獲得快樂或

樂於看到身邊的人快樂。 
  

得到滿足和自我實現。   

 

情況（Situation）： 

香港的家長為口奔馳，缺乏與子女相處、溝通的時間，因此青少年較多從老師、朋友中尋

求認同，故此容易接受良師益友的邀請或陪伴，從而參與義工服務                               

 

 

 

 

2) 受訪者中，有 1270 名青少年（1930 × 65.8%）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未曾參與義工服務

（Focus），試根據圖 2.2 所顯示的資料，解釋他們不做義工的原因（Reason）。 

 

原因（Reason）： 

提示： 

（圖2.2）受訪者不參與義工服務的原因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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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總人數為 1270人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66



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在未有參與義工服務的受訪者當中，超過五成表示他們「沒有時間」，三成五表示「沒

有興趣」，約兩成半分別表示「沒有途徑」及「沒有人陪」。         

 

推論（Inference）： 

沒有興趣 沒有時間 沒有途徑 沒有人陪 
未能了解參與義工

服務，除了需要付

出勞力和時間之

外，也能獲得精神

或技能上的回報  

受訪者多為學生或

就職人士，較難抽

出多餘的時間參與

義工服務 

他們沒有主動尋找

義工服務的資訊 

需要其他參與義工

服務的朋友陪伴或

師長、社工的邀請 

其他的課外、校外

活動更加吸引他們 
 

隔離邨欠缺義工服

務的機會或宣傳 
 

 

情況（Situation）： 

香港的中、小學生功課壓力大，課外活動多，娛樂的選擇豐富，這些因素都會減少參與義

工活動的吸引力。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67



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圖3）性別與參與義工服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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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三：關聯 

你心中或有疑問：「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我們嘗試了解受訪者有沒有參與義工服務（一個變項：有或無）與他們的特

徵（另一個變項：如性別）之間的關係。這裡介紹「關聯」（correlation）的

方法。 
 
圖 3 是運用表 3 的數據，以數據處理程式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出來的。 
（提示：繪製圖表方法，請參考本習作的附件二） 
 

（表 3）性別與參與義工服務的關係 

 

 男 女 總數 

有做義工 387 273 660 

沒有做義工 989 271 1260 

總數 1376 544 1920 

*回應總人數為 19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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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 試描述圖 3 所顯示的資料，並回答「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數據所表達的重點（Focus）： 

圖 3 顯示超過七成的男受訪者沒有參與義工服務，只有約兩成半的男受訪者有做義工。

另外，超過一半的女受訪者有參與義工服務，少於一半的女受訪者沒有做義工。   

 

原因（Reason）： 

這反映出在義工服務方面，女性較男性活躍。               

 

推論（Inference）： 

這可能與不同性別的性格特徵有關。（需要搜尋與性格特徵有關的文獻或研究以作推

論，如：女性較常透過與人交流，包括幫助別人、與朋友一同參與義工，獲取快樂；女

性較少參與某些課外活動，包括運動、武術等，因此有較多餘暇）。       

 

情況（Situation）： 

華人社會會對不同性別存在不同期望，男性通常被認為精於數理、思考，女性則長於與

人溝通、了解他人情緒，這些期望，可能令女性覺得，對比其他活動，自己較適合參與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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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問：為何選用百分比（%）而不運用實際數字來製作棒型圖（如下）？ 

 

（圖3）性別與參與義工服務的關係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有 387 273

否 989 271

男 女

 
答：由於受訪男女的數目有很大差異（男受訪者比女的為多，即基數不同），觀察以上的棒型圖較難進

行比較，並容易做成誤導。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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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練習四：迴歸分析 

 

你心中或有疑問：「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我們嘗試了解受訪者參與義工服務的時數（一個連續變項）與他們能夠自由

運用的餘錢（另一個連續變項）之間的關係。這裡介紹「迴歸分析」

（regression）的方法。 
 

圖 4 是運用表 4 的數據，以數據處理程式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出來的。 
（提示：繪製圖表方法，請參考本習作的附件二） 
 

（表 4）義工服務時數與自由運用的餘錢 

 

自由運用的餘錢 
（$） 

義工服務時數 
（小時）  

自由運用的餘錢 
（$） 

義工服務時數 
（小時） 

0 2  600 38 
0 3  3000 98 
10 5  2800 90 
20 6  2500 84 
30 6  1600 60 
45 10  2200 84 
55 8  900 43 
70 8  550 36 
90 12  490 40 

100 20  220 25 
120 14  180 30 
150 15  370 30 
200 20  800 40 
200 23  900 45 
280 30  600 35 
180 17  2500 88 
160 16  2000 76 
300 30  1700 64 
320 32  1300 53 
380 30  1400 59 
360 40  700 37 
400 38  3500 117 
420 40  2100 76 

1000 43  2300 83 
1200 52  9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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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 試描述圖 4 所顯示的資料，並回答「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數據所表達的重點（Focus）： 

從圖 4 可以看到，隨著可自由運用的餘錢（零用錢或收入減去生活開支）的增加，受訪

者參與義工服務的時數亦有所增加。         

 

原因（Reason）： 

這反映出參與義務工作需要一定的財政支援。                   

 

推論（Inference）： 

由於義務工作並無任何金錢回報（部分服務會提供少量津貼），因此義工可能要付出自

己的金錢以支付車資及膳食。而自由運用的餘錢較多的人，可能家庭的經濟壓力較少，

因此他們有較少的精神壓力，亦未必需要付出時間做兼職，以幫補家庭的生計，因此從

事義工服務的閒餘時間亦較多。                          

 

情況（Situation）： 

現今大部分青少年都是金錢至上的，他們認為付出了就應當獲取相應的回報。這和香港

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青少年在個人主義及物質主義的氛圍中成長不無關係。    

（圖4）義工服務時數與自由運用的餘錢之關係

y = 0.0294x + 14.99
R2 = 0.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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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總人數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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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本練習的資料純屬虛構，數據及其解釋並不完成反映真實情況。因此不適合用來教授有關義務工作的課

題。 

 

隔離邨青少年義工參與調查 
 

 本人是 ABC 中學的中六學生，現正進行一項有關本邨青少年參與義工活動的調查。

如你同意參與研究，請回答以下問卷。此份為不記名問卷，資料只作調查用途，內容全部

保密，調查完畢後 3 個月內銷毀。 

 

1.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有否做過義工？ 

□曾（無需回答題 4）   □否（無需回答題 2 及 3） 

 

2. 為什麼你會參與義工服務？（可選多項） 

□助人為快樂之本  □正在履行社會服務令 □陪朋友 

□老師、社工找我幫手  □對社區有歸屬感  □家人鼓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3.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的義工服務時數為？  ___________ 

 

4. 若沒有，那是為什麼？（可選多項） 

□沒有興趣  □沒有途徑  □覺得浪費時間 

□沒有時間  □沒有人陪  □沒有錢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 性別：  □男   □女 

 

6. 現時學業或工作情況： 

□小學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七 

□大專  □就業  □輟學或待業 

 

7. 你的零用錢或工資，扣除所需的生活費（如上學、上班所需的車錢及飯錢、家用等）

後，每個月能剩下多少錢？  $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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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迴歸分析練習： 
學生除了可從問卷中獲得第一手資料，用以製作散佈圖外，亦可運用第二手資料進行迴歸分析。 
 
假設研究主題為「香港家庭使用電力的情況」，研究目的之一是探討為什麼本港家庭的用電量有增無

減。 
i. 學生首先要找出本港家庭的用電量。學生可瀏覽政府統計處網頁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選擇按類別劃分的統計資料，再選取能源，

下載用電量統計圖表，抽取住宅用電量的統計數據。 
 
ii. 假設學生認為隨著市民越來越富裕，用電量亦會隨之增加，那麼他 / 她便需找出反映市民富裕

程度的數據。學生可瀏覽政府統計處網頁，選擇按類別劃分的統計資料，再選取國民收入及國
際收支平衡，下載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數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
產總值統計圖表，抽取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統計數據。 

 
現表列數據如下： 
 

（表 5）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與住宅用電量 
 

年份 
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 
住宅用電量 年份 

人均本地生產

總值 
住宅用電量 

1981 33,369 8 733  1995 181,241 27 063 

1982 37,118 9 227  1996 191,047 29 194 

1983 40,482 10 685  1997 210,350 28 937 

1984 48,308 10 817  1998 197,559 32 793 

1985 50,735 11 519  1999 191,731 31 400 

1986 57,784 12 808  2000 197,697 32 234 

1987 70,521 14 022  2001 193,500 32 799 

1988 82,672 15 711  2002 189,397 33 394 

1989 94,310 17 075  2003 183,449 34 365 

1990 104,996 19 037  2004 190,451 34 134 

1991 120,015 20 586  2005 202,928 35 811 

1992 138,795 21 716  2006 215,158 35 428 

1993 157,261 24 092  2007 233,185 36 422 

1994 173,554 25 827  2008 240,554 37 100 

 

 

 

 

 

 

 

 

 

 

 

 

 

 

 

 

 

 

 

 

 

 

 

 

 

 

 

 

 

 

 

 

 

 

 

 

提示：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74



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運用數據處理程式 Microsoft Excel 製作散佈圖 

（圖5）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與住宅用電量之關係

y = 0.1409x + 4126.2
R2 = 0.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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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Focus） 
本港家庭的用電量有增無減。 
 
（原因，Reason） 
圖中顯示，隨著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加，住宅用電量也隨之增加，反映出市民越富裕，用電量越多。 
 
（推論，Inference） 
市民的消費隨著生活的富庶而增多，很多的家電由奢侈品變成日用品（如電視機、冷氣、電腦、電動遊

戲機、洗衣乾衣機、洗碗機等），家電的增加，自然增加耗電、用電量。另外，市民普遍缺乏節約能源

的意識，較以往晚睡的習慣，都會增加用電量。 
 
（情況，Situation） 
香港的經濟發展從六、七十年代的手工、輕工業開始，到八、九十年代又相繼出現地產、服務、旅遊及

金融業，令經濟急促發展，社會和市民都能從中分享成果，因而令市民的購買力贈加，亦能他們樂意消

費。到廿一世紀，一個家庭擁有兩部以上的電視、電腦、冷氣機、電子遊戲機等，已經是相當普遍，這

些無疑增加了香港家庭的用電量。 

 

備註：迴歸分析只能反映兩個變項之間的關係，不能用來解釋或者證明兩者存在因果關係。如果學生想

說明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與住宅用電量之間的關係，必須有其他的理論、學說或專家文獻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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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練習三的直條圖的步驟如下： 
3. Microsoft Office 2003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中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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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c. 選「直條圖」當中的「100%堆疊直條圖」，並按「下一步」 
 
 
 
 
 
 
 
 
 
 
 
 
 
 
 
 
 
 
 
 
 
 
 

d. 選定資料範圍，並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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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e. 在「標題」處，輸入圖表標題，並按「下一步」 
 
 
 
 
 
 
 
 
 
 
 
 
 
 
 
 
 
 
 
 
 
 
 

f.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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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g. 圖表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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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4. Microsoft Office 2007 
a. 首先輸入數據 

 
 
 
 
 
 
 
 
 
 
 
 
 
 
 
 
 
 
 
 
 
 
 

b. 按「插入」，再按「直條圖」，選「百分比堆疊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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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c. 圖表初步繪妥 
 
 
 
 
 
 
 
 
 
 
 
 
 
 
 
 
 
 
 
 
 
 
 

d. 選「圖表版面配置」中的「版面配置 1」，並輸入圖表標題 
 
 
 
 
 
 
 
 
 
 
 
 
 
 
 
 
 
 
 
 
 
 
 
5. Microsoft Office 2010 
圖表的繪製步驟與 Microsoft Office 2007 相若，請參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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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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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練習四的散佈圖的步驟如下： 
1. Microsoft Office 2003 

a. 首先輸入數據 
 
 
 
 
 
 
 
 
 
 
 
 
 
 
 
 
 
 
 
 
 
 
 

b. 選取所有適用的數據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182



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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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插入」中的「圖表」 
 
 
 
 
 
 
 
 
 
 
 
 
 
 
 
 
 
 
 
 
 
 
 

d. 選「XY 散佈圖」當中的「散佈圖」，並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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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e. 再按「下一步」 
 
 
 
 
 
 
 
 
 
 
 
 
 
 
 
 
 
 
 
 
 
 
 

f. 在「標題」處，輸入圖表標題、數值 X 軸及數值 Y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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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g. 在「圖例」處，反選「顯示圖例」 
 
 
 
 
 
 
 
 
 
 
 
 
 
 
 
 
 
 
 
 
 
 
 

h. 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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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i. 右鍵其中一個資料數列點，選「加上趨勢線」 
 
 
 
 
 
 
 
 
 
 
 
 
 
 
 
 
 
 
 
 
 
 
 

j. 在「類型」處，選「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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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k. 在「選項」處，勾選「圖表上顯示公式」及「圖表顯示 R 平方值」， 
並按「確定」 

 
 
 
 
 
 
 
 
 
 
 
 
 
 
 
 
 
 
 
 
 
 
 

l. 圖表繪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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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2. Microsoft Office 2007 
a. 首先輸入數據 

 
 
 
 
 
 
 
 
 
 
 
 
 
 
 
 
 
 
 
 
 
 
 

b. 選取所有適用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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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c. 按「插入」，再按「散佈圖」，選「帶有資料標記的 XY 散佈圖」 
 
 
 
 
 
 
 
 
 
 
 
 
 
 
 
 
 
 
 
 
 
 
 

d. 選「圖表版面配置」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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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e. 選「版面配置 9」 
 
 
 
 
 
 
 
 
 
 
 
 
 
 
 
 
 
 
 
 
 
 
 

f. 輸入圖表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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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g. 右鍵圖表上的顯示公式，選「刪除」 
 
 
 
 
 
 
 
 
 
 
 
 
 
 
 
 
 
 
 
 
 
 
 

h. 圖表繪妥 
 
 
 
 
 
 
 
 
 
 
 
 
 
 
 
 
 
 
 
 
 
 
 
3. Microsoft Office 2010 

圖表的繪製步驟與 Microsoft Office 2007 相若，請參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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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圖表解讀（學生版本） 
 
練習一：調查數據與查閱研究文獻 
 
假設你的獨立專題探究的題目為《你今日做咗義工未？》。你以郵寄問卷的

方式訪問了隔離邨 6 歲至 24 歲的青少年，並使用數據處理程式（如

Microsoft  Office - Excel）將得出相關數據製作了以下的圖表。 
試根據圖表的資料，回答以下各題。 

 

 

1a) 看著圖 1，你心裡產生出一個疑問：「34.2%的受訪者在 12 個月內做過義工，這究竟

是多，還是少呢？」試說明查閱研究文獻如何有助尋找此問題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習作十一 

（圖1）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內

有否做過義工

有 65.80%

否 34.20%

*回應總人數為 19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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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b) 試瀏覽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tc_chi/resource/files/SurveyPublicC.ppt，並回答

「34.2%的受訪者在 12 個月內做過義工，這究竟是多，還是少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a) 你心裡又產生出另一個疑問：「什麼因素驅使某些人做義工呢？什麼因素導致某些人

不參與義工服務呢？」試說明查閱研究文獻如何幫助尋找此問題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b) 請分別瀏覽以下的網址：http://www.volunteerlink.net/newsletters/20080731/731.htm 及

http://www.hkfyg.org.hk/yrc/chinese/yr-p84-c.html，並回答「什麼因素驅使某些人做義

工呢？什麼因素導致某些人不參與義工服務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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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練習二：FRIS 

同學可運用 FRIS 的思考方法分析數據，簡明扼要地解讀圖表： 

 

除了查閱研究文獻外，學生亦可在設計問卷時，要求受訪者解釋他 / 她的

取向、行為及態度背後的原因。 

Focus（重點） ： 數據表達出什麼重點？反映了什麼問題？ 

 
Reasons（原因） ： 該如何解釋這些重點的出現，以及問題背後的原因？你

提出的解釋或原因是否合理？（它們是從經驗、證據，

還是邏輯推理中得出？） 

 
Inference（推論） ： 如何從你所提出的解釋或原因而推論出結論（即重點的

出現或問題的發生）？你的推論是否正確及符合邏輯？ 

 
Situation（情況） ：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背後有什麼環境因素（例如

人、自然、社會、政治、經濟等）？這些因素如何導致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這些因素如何幫助我們解釋

重點的出現及問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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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 受訪者中，有 660 名青少年（1930 × 34.2%）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曾參與義工服務

（Focus），試根據圖 2.1 所顯示的資料，解釋他們做義工的原因（Reason）。 

 
原因（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2.1）受訪者參與義工服務的原因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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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總人數為 6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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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推論（Inference）： 

助人為快樂之本 老師、社工找我幫手 陪朋友 

   

   

   

 

 
情況（Sit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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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2) 受訪者中，有 1270 名青少年（1930 × 65.8%）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未曾參與義工服務

（Focus），試根據圖 2.2 所顯示的資料，解釋他們不做義工的原因（Reason）。 

原因（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2.2）受訪者不參與義工服務的原因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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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推論（Inference）： 

沒有興趣 沒有時間 沒有途徑 沒有人陪 

    

    

 

 

情況（Sit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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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圖3）性別與參與義工服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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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三：關聯 

你心中或有疑問：「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我們嘗試了解受訪者有沒有參與義工服務（一個變項：有或無）與他們的特

徵（另一個變項：如性別）之間的關係。這裡介紹「關聯」（correlation）的

方法。 
 

圖 3 是運用表 3 的數據，以數據處理程式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出來的。 
 

（表 3）性別與參與義工服務的關係 

 

 男 女 總數 

有做義工 387 273 660 

沒有做義工 989 271 1260 

總數 1376 544 1920 

*回應總人數為 19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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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 試描述圖 3 所顯示的資料，並回答「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數據所表達的重點（Foc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論（In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況（Sit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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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練習四：迴歸分析 

 

你心中或有疑問：「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我們嘗試了解受訪者參與義工服務的時數（一個連續變項）與他們能夠自由

運用的餘錢（另一個連續變項）之間的關係。這裡介紹「迴歸分析」

（regression）的方法。 
 

圖 4 是運用表 4 的數據，以數據處理程式 Microsoft Office - Excel 繪製出來的。 
 

（表 4）義工服務時數與自由運用的餘錢 

 

自由運用的餘錢 
（$） 

義工服務時數 
（小時）  

自由運用的餘錢 
（$） 

義工服務時數 
（小時） 

0 2  600 38 
0 3  3000 98 
10 5  2800 90 
20 6  2500 84 
30 6  1600 60 
45 10  2200 84 
55 8  900 43 
70 8  550 36 
90 12  490 40 

100 20  220 25 
120 14  180 30 
150 15  370 30 
200 20  800 40 
200 23  900 45 
280 30  600 35 
180 17  2500 88 
160 16  2000 76 
300 30  1700 64 
320 32  1300 53 
380 30  1400 59 
360 40  700 37 
400 38  3500 117 
420 40  2100 76 

1000 43  2300 83 
1200 52  9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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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1) 試描述圖 4 所顯示的資料，並回答「選擇做或不做義工的人，各自有什麼特徵呢？」 

 

數據所表達的重點（Foc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4）義工服務時數與自由運用的餘錢之關係

y = 0.0294x + 14.99
R2 = 0.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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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總人數為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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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原因（Rea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論（In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況（Situ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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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一：圖表解讀 
 

 

隔離邨青少年義工參與調查 
 

 本人是 ABC 中學的中六學生，現正進行一項有關本邨青少年參與義工活動的調查。

如你同意參與研究，請回答以下問卷。此份為不記名問卷，資料只作調查用途，內容全部

保密，調查完畢後 3 個月內銷毀。 

 

1.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有否做過義工？ 

□曾（無需回答題 4）   □否（無需回答題 2 及 3） 

 

2. 為什麼你會參與義工服務？（可選多項） 

□助人為快樂之本  □正在履行社會服務令 □陪朋友 

□老師、社工找我幫手  □對社區有歸屬感  □家人鼓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3. 在過去 12 個月內，你的義工服務時數為？  ___________ 

 

4. 若沒有，那是為什麼？（可選多項） 

□沒有興趣  □沒有途徑  □覺得浪費時間 

□沒有時間  □沒有人陪  □沒有錢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 性別：  □男   □女 

 

6. 現時學業或工作情況： 

□小學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七 

□大專  □就業  □輟學或待業 

 

7. 你的零用錢或工資，扣除所需的生活費（如上學、上班所需的車錢及飯錢、家用等）

後，每個月能剩下多少錢？  $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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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盡在不言中（教師版本） 
   
 
 
 
 
 
 
 
 
 
 
 
 
 
 
 
 
 

 

指引 
 

學習重點： A) 認識地圖的特徵，並嘗試從地圖中讀取有助研究的資料 

 B) 介紹運用地圖表示研究所得的方法，其好處及局限 

  

活動指引： 1) 從地圖獲取資料，或以地圖顯示資料的研究方法較為少用，教師可根

據學生研究及所得數據的性質，個別教授。 

 2) 練習一為借助地圖表示第一手資料的例子，練習二則為透過地圖表示

第二手資料的例子。 

 3) 教師可運用本習作達到下列兩種不同的教學目的： 

  (i)   從已有的地圖中讀取有助研究的資料； 

  (ii) 從已有的資料中製作有助表達的地圖。 

 

習作十二 

 

目錄 
 

教材簡介  頁 205 
 
 

練習一： 地圖運用（一）  頁 206‐209 
(學習重點 – A, B) 

 
練習二： 地圖運用（二）  頁 210‐212 

(學習重點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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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除了常見的統計圖表外，學生亦可透過觀察研究，或從二手資料中，製作或選取適當的地圖來顯示研究

所得的資料，讓學生自己及讀者對研究主題有更清晰的印象及理解。但其顯示的資料，一般較少獨立地

用作分析。如需進行分析，此方法需配合其他研究方法所得的資料（例如：問卷、訪問及文獻），才能

對研究主題有更全面及客觀的理解及分析。 

地圖運用（一）及（二）的問題及形式大致相同，相異的是兩者運用了不同的地圖表達方式作為例子。

教師可根據時間、學生研究主題的類型，及他們所得的數據來選取相應的練習。如教師希望介紹其他的

地圖類型，亦可以本練習作為參考，製作相類似的校本教材。 

另外，教師應指出練習一的地圖是運用第一手資料製作出來的例子，而練習二的地圖則是從第二手資料

中獲取得來。故此，無論學生所運用的資料是一手還是二手，都可運用此方法進行表達及初步分析。 

練習一：地圖運用（一） 
 
 
 
 
 
 
 

 

 
 

這個獨立專題探究的主題是「三色回收袋計畫在本港各大學的推行情況」，

你走遍 ABC 大學校園的每一個角落，並且記錄了三色回收袋的數量及位置

（如下圖）。 
（更多有關三色回收袋的資料，請上 http://www.foe.org.hk/ha/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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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學生嘗試理解或製作地圖時，最大的困難就是不知從何開始分析或該繪畫什麼重點。本練習嘗試(i)將兩

個與研究主題（三色回收袋計畫在本港各大學的推行情況）相關的、(ii) 值得關注的（回收袋的數量及

分佈情況）、及 (iii) 可從地圖中找到的項目突顯出來，讓學生理解地圖所顯示的訊息，並初步思考訊息

背後的原因。 
學生可根據 (i) 、(ii) 及 (iii) 的重點分析或繪畫地圖。 

 
1. 試根據上圖，從「數量」及「分佈」兩方面初步評價 ABC 大學推行三色回收袋計畫

的情況。（註：「是 / 否」題請圈出正確答案。） 

 數量 足夠 為什麼 

藍 1 是 / ○否  紙張是大學使用量及棄置量最多的物品之一 

棕 22 ○是  / 否 每座建築物都有屬於自己的回收袋 

黃 4 是 / ○否  
金屬是大學常見的廢物（來自即棄飲品容器、破舊器材、

實驗後廢物等） 

 

 分佈 方便 為什麼 

藍 
足球場旁

的空地 
是 / ○否  回收袋放置在建築物或主要行人道上會較為方便 

棕 
每座建築

物旁 ○是  / 否 往返每座建築物的師生都能使用 

黃 
校園內的

四角 
是 / ○否  

師生未必經常行經校園四角；他們需特意到校園四角棄置

回收物 

 

 

 

 

提示： 

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學與教策略 – 教師使用手冊

《課程領導與規畫》系列　獨立專題探究資源套 
　　　　　　　　　　　　　　　　　第三階段

207



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學生在題 1. 所發現的現象及所作的初步分析，未必是現實的全貌或真相，學生需運用從不同途徑搜集

得來的資料，對現象本身及其分析進行批判或佐證，才能得出全面及客觀的結論。 

2. 上題答案是我們從圖像中推論出來的，我們需要哪些資料數據以佐證、補充、比較和

分析你在第 1 條問題的評價呢？ 

方法 對象 資料 

問卷調查 學生及教職員 

藍、棕、黃回收袋的數量是否足夠；他們每天製造或使用

多少廢紙、金屬、塑膠；他們最常棄置廢紙、金屬、塑膠

的地點。 

訪問 
校園內的清潔工

人或承辦商 

沒有放進三色回收袋的塑膠、金屬及紙張等廢物的數量；

校園內不同角落，分別製造哪些類型的廢物及其數量；他

們認為哪裡需要（或不需要）放置哪些回收袋及其數量 

觀察法 
藍、棕、黃 

回收袋 

在不同地點的回收袋的回收清況（如那些地點的回收袋經

常裝滿、很少或完全沒有沒有塑膠、金屬及紙張等廢物） 

觀察法 
垃圾筒 

（或地上） 

在不同地點的垃圾筒（或地上）有多少被棄置的塑膠、金

屬及紙張（如數量多，代表那裡可能需要增設某顏色的回

收袋） 

觀察法 學生及教職員 
他們是否願意使用回收袋；他們能否將不同類型的回收物

投放到相應的回收袋 

查閱文獻 校內報告 

師生人數；各學系的學生人數或各建築物的每月使用人

數；各類廢物的製造、使用及棄置量；回收袋容量；校園

面積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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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製作此類地圖的方法很簡單，只需以合乎比例的地圖作為背景（建築物平面圖一般可以在屋苑或商場的

諮詢中心找到，如果是公園或郊區的話，可從其入口處、售賣行山用品的店舖、政府機構或圖書館找

到，街道或地區等較大面積的地圖，可到地產公司或政府網頁中搜尋），然後將需要顯示的資料圖像化

（如本例子中的回收袋），並將其貼到地圖中適當的位置即可。 

3. 試描述這種資料數據表達方法的特點。 

此方法運用與真實環境相若的地圖，將研究對象（回收袋）形象化為圖標，並將研究

對象的真實位置具體地表示於地圖上，讓讀者能確切的認識研究對象及其周遭環境的

關係。                                                  

4. 以圖像的形式表達資料數據，這方法有何好處或局限？ 

好處 局限（即不足的地方） 

文字或統計圖表只能顯示回收袋的數量，

無法形象地表示回收袋的分佈及校園的地

理環境，圖象能針對以上問題 

單靠圖象去理解、分析問題或現象，難以

對問題或現象作出正確、全面的理解和分

析 

能有效吸引讀者的注意力，使報告表達更

豐富多彩 
不是所有資料都能以圖象表達 

圖像對善於（或慣於）以圖像思考、理

解、分析及記憶的讀者，更易看、易懂、

易記 

製作較需時；製作過程及製成品較容易出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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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練習二：地圖運用（二） 
 

這個獨立專題探究的主題是「香港各區的就業情況」。 

（以上的資料互動平台由下列網址提供：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s_on_map/index_tc.jsp 
選擇統計地圖，再選機構單位及就業人數統計數字） 

不同顏色所代表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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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1. 試就上圖的結果，描述香港各區就業人數的情況。 

就業人數 <5 萬 5-10 萬 10-20 萬 20-30 萬 >30 萬 

南區  元朗  沙田  觀塘  油尖旺 

西貢  屯門  荃灣  灣仔  中西區 

大埔  離島  葵青     

北區  黃大仙  深水埗     

    九龍城     

地區 

    東區     

 
2. 什麼因素有可能影響各區的就業人數？我們應尋找哪些資料數據以佐證、補充、比較

和分析你的想法呢？ 

方法 對象 資料 

查閱文獻  政府統計處 
香港各區的人口分佈；各區工商貿機構的產品及服務類型

（如各區分別提供哪些產品或服務，它們是勞工密集型，

還是資金密集型。） 

查閱文獻  運輸署 
香港各區的交通運輸情況（如哪裡交通比較方便，即較多

交通工具接駁） 

問卷調查  香港市民 
市民消費意願、模式及習慣（如喜歡在哪裡購物、消遣、

用膳等） 

訪問  老師、長輩  香港的歷史、傳統、經濟發展及地理環境 

 
3. 試描述這種資料數據表達方法的特點。 

此方法運用相同而深淺程度不一的顏色，來顯示事實或現象出現的程度，如本圖像運

用了黑白色，而且顏色越深，代表就業人口越高。這樣，讀者只需從顏色的深淺，便

能容易分別出各區就業人口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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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製作此類地圖的方法很簡單，只需從網絡上搜尋適當的地圖，決定不同顏色所代表的數字範圍，然後根

據各區所獲得的數據塗上相應的顏色即可。 

4. 以圖像的形式表達資料數據，這方法有何好處或局限？ 

好處 局限（即不足的地方） 

這幅簡單的圖像，將原本需要用很多文字

描述的事實清晰地呈現到讀者的面前 
顏色的深淺程度需有明顯的分別，否則容

易做成混淆 

雖然圖表同樣能將以上的數據反映出來，

但對香港地理及區域分佈欠缺認識的人，

應該更能從圖像中得出清晰的概念及認識 

所表達的資料只適用於數字，或限於描述

程度大小的不同 

圖像對善於（或慣於）以圖像思考、理

解、分析及記憶的讀者，更易看、易懂、

易記 

製作較需時；製作過程及製成品較容易出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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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盡在不言中（學生版本） 
   
 
練習一：地圖運用（一） 

 

這個獨立專題探究的主題是「三色回收袋計畫在本港各大學的推行情況」，

你走遍 ABC 大學校園的每一個角落，並且記錄了三色回收袋的數量及位置

（如下圖）。 

 

（更多有關三色回收袋的資料，請上 http://www.foe.org.hk/ha/index.html） 

習作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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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1. 試根據上圖，從「數量」及「分佈」兩方面初步評價 ABC 大學推行三色回收袋計畫

的情況。（註：「是 / 否」題請圈出正確答案。） 
 數量 足夠 為什麼 

藍   是 / 否  

棕   是 / 否  

黃   是 / 否  

 

 分佈 方便 為什麼 

藍  是 / 否  

棕  是 / 否  

黃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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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2. 上題答案是我們從圖像中推論出來的，我們需要哪些資料數據以佐證、補充、比較和

分析你在第 1 條問題的評價呢？ 

方法 對象 資料 

問卷調查 學生及教職員  

訪問 
校園內的清潔工

人或承辦商 
 

觀察法 
藍、棕、黃 

回收袋 
 

觀察法 
垃圾筒 

（或地上） 
 

觀察法 學生及教職員  

查閱文獻 校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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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3. 試描述這種資料數據表達方法的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以圖像的形式表達資料數據，這方法有何好處或局限？ 

好處 局限（即不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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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練習二：地圖運用（二） 
 

這個獨立專題探究的主題是「香港各區的就業情況」。 

（以上的資料互動平台由下列網址提供：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s_on_map/index_tc.jsp 
選擇統計地圖，再選機構單位及就業人數統計數字） 

不同顏色所代表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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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1. 試就上圖的結果，描述香港各區就業人數的情況。 

就業人數 <5 萬 5-10 萬 10-20 萬 20-30 萬 >30 萬 

         

         

         

         

         

地區 

         

 
2. 什麼因素有可能影響各區的就業人數？我們應尋找哪些資料數據以佐證、補充、比較

和分析你的想法呢？ 

方法 對象 資料 

查閱文獻  政府統計處   

查閱文獻  運輸署   

問卷調查  香港市民   

訪問  老師、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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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 
習作十二：盡在不言中 
 

3.  試描述這種資料數據表達方法的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以圖像的形式表達資料數據，這方法有何好處或局限？ 

好處 局限（即不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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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街〉導讀 1 

 

陳鳳屏等作者所撰寫的〈女人街〉，是一篇以觀察為主要探究方法的報告。

該文撰寫於 1988 年，距今已超過二十年，故該文所談及的「女人街」，與今天

的「女人街」面貌自然大不相同；然而雖則情況有異，但教師可以參考該文的觀

察方法，從而指導學生撰寫以觀察為主要探究方法的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實地觀察是社會調查的常用探究方法，研究者透過對探究對象的仔細觀察而

掌握資料，並利用其觀察所得而撰寫探究報告。概括而言，採用觀察法需要留意

以下各項： 

1. 事前搜集觀察地點的背景，並仔細構思觀察焦點。 

2. 密切配合題目的要求，並需要具備分析、解說，以至評論（或引發個人

意見）等成份，避免流於描述式的觀察。 

3. 蒐集觀察地點資料的方式：拍照、描繪、抄錄、街頭訪問、搜集實物資

料…… 

4. 除了拍照與描繪外，亦可以利用表格或文件紀錄觀察所得。 

 

〈女人街〉一文，基本上滿足了上述要求。首先，該文的導言簡略敘述通菜

街為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成為小販認可區，以及它被人稱為「女人街」的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導言內明確交代探究的重點在於「從通菜街整體入手，並

希望透過這較全面的分析來研究『女人街』的特性。（第 106 頁）」由此可見，

該文已做到了上文第 1 點的要求。而做到這點要求十分重要，因為作者已在觀察

前確定了探究焦點，從而避免了欠缺焦點的浮光掠影式觀察。此外，作者在導言

內敘述通菜街背景資料，亦令讀者對他的探究對象先有初步認識，這是值得大家

參考的表達手法。 

 

 其次，該文兼備敘述、分析與解說的成份，大致符合上文對觀察法的第 2

點要求。該文的第 2 節以「現況」為題，從宏觀的層面交代了經觀察所得後「女

人街」的情況。作者指出整條「女人街」可分為四段，每段的營業時間及擺賣的

小販都略有分別。作者亦交代了小販事務隊的巡視時間，甚至經清點後的攤檔與

店舖數目。以上都是屬於敘述層面。而在分析及解說層面方面，作者在該文的第

                                                 
1  陳鳳屏、張靜敏、林錦清、葉嘉鳳、李文滔（1989）〈女人街〉，原載《城市接觸 -- 香港街

頭文化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第 105-121 頁。教師亦可登入「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http://ls.edb.hkedcity.net）瀏覽（下載區 → 參考資料 / 文獻 → 獨立專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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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分析及解說各段「女人街」的特色及形成各段有不同特色的原因，包括各段

的店舖與攤檔的種類、貨物款式、顧客對象有何不同，並嘗試從各段周遭的環境

來解說形成不同特色的原因。此外，作者在第 4 節利用比較方式分析「女人街」

上的店舖與攤檔有何不同，並在第 5 節進一步以個案考察的方式，從微觀的層面

比較服裝舖與唱片舖的異同。這些都是以觀察所得的資料為起點，然後加以進一

步分析及解說的示例。至於評論層面，則置於該文的第 6 節，亦為全文的最後一

節。作者從觀察「女人街」所得，指出它不僅是草根階層的謀生之地，更蘊藏了

歷史意義及反映了現代人追求方便及快捷的觀念。故此從上述各項可見，該文已

超出了描述式的觀察，加入了分析、解說及評論的成份。 

 

第三，從蒐集資料的方式而言，該文作者在實地觀察期間，以拍照、清點觀

察對象的數據（例如清點店舖及攤檔的數目）、駐足紀錄或觀察（例如附近的環

境、人流及行人動態）、抄寫資料（例如貨物價格）及街頭訪問（例如訪問店舖

及攤檔的老闆）等，符合上文對觀察法的第 3 點要求。 

 

第四，從紀錄觀察所得而言，該文有照片、手繪地圖（例如「女人街」分段

圖）、表格（例如店舖與攤檔的比較、「女人街」各段的店舖與攤檔數目及其售賣

貨品等），大致符合上文對觀察法的第 4 點要求。 

 

總括而言，該文可作為學習觀察法的教材，教師可以該文為例子，引導學生

掌握以觀察法撰寫獨立專題探究報告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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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廣場」：菲傭在中區的聚會〉導讀 1 

 

大橋健一所撰寫的〈「菲律賓廣場」：菲傭在中區的聚會〉，是一篇結合了觀

察及訪談的探究報告。該文撰寫於 1988 年，作者嘗試了解菲傭在假日期間於中

區的活動情況及其反映的意義。文章除了應用觀察及訪談的探究方法外，亦引用

了人類學及社會學的理論協助解說。這些理論對高中學生而言可能較為深奧，故

毋須深究；此外，該文成於二十多年前，現時菲傭在中區的活動情況亦肯定與當

時有異。故此，教師在閱覽該文時，重點在於參考作者的探究方法及表達方式。

至於採用觀察法需要留意的事項，請參閱〈女人街〉一文的導讀，在此不擬重複。

而本篇導讀亦將着重說明作者如何結合觀察及個案訪問以完成報告。 

 

首先，該文的第 1 至第 3 節，交代了觀察的焦點及從較為宏觀層面簡介與

報告主題相關的背景資料，並說明了將要採取的探究方法（觀察為主，輔以個案

形式的訪談），詳情請參閱該文。 

 

其次，該文的第 4 節（「菲律賓女傭眼中的中區」）採用了個案形式的訪談，

透過四名菲傭個案（她們的來港時間分別由半年至兩年）從而了解菲傭對中區的

印象。作者直接訪問了四名菲傭對中區環境的認識程度，以及她們到達中區後會

有甚麼活動。而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要求受訪者手繪一幅她眼中的中區地圖，然

後再與其受訪內容互相比照，從而分析她們對中區的認識程度，以及這種認識程

度所反映的意義。這種結合受訪者的說話及由其所提供的圖像，更能立體地展示

及有助分析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建議教師指導學生認識這種探究技巧，更宜鼓

勵他們將這種技巧轉化至其他適合的探究對象使用。2 

 

 第三，該文的第 5 節（「菲律賓女傭在中區的活動」）主要以觀察方式為主，

並選取了兩項活動（宗教崇拜、拍照）為微觀事例，以檢視菲傭的活動情況。作

者在觀察之餘，並且引用都市社會學者的「都市空間」及「生活空間」的理論（教

師在閱覽該文時不必深究這些理論），以分析菲傭各種活動所反映的意義，指出

中區各廣場在假日已成為菲傭多元活動的「生活空間」。由此可見作者並不止於

描述，而是包含分析與解說的成份。此外，作者在該文編製了多份表格以表達他

搜集得來的資料，亦值得學生留意及參考。 

 

總括而言，該文可作為一篇以觀察為主並結合訪談而成的探究報告示例，而

作者在搜集、分析及表達資料方面的技巧，亦有不少值得參考及借鏡的地方。 

                                                 
1 大橋健一（1989）〈「菲律賓廣場」：菲傭在中區的聚會〉，原載《城市接觸 -- 香港街頭文化觀

察》，香港：商務印書館，第 173-197 頁。教師亦可登入「通識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http://ls.edb.hkedcity.net）瀏覽（下載區 → 參考資料 / 文獻 → 獨立專題探究）。 
2 例如可以轉化至訪問到港的遊客或居港的少數族裔，了解他們對香港的認識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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