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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與評核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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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言 -- 課程領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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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規劃及管理 

2. 科務統籌及監察 

3. 專業培訓及發展 

4. 提供資源及支援 



課程領導的角色： 
掌握課程、學與教、評估之間的聯繫 

3 

課程 

學與教 評估 

實施 

評鑑 

規畫 



校外評估 

公開試成績  (考試報告、科目增值指標、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計報告) 

 

校內評估 

進展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 

 

1. 檢視收集學生的表現 – 客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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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課程、教學與評核整合 -- 從何入手？ 

實施 

評鑑 

規畫 



檢視收集學生的表現 – 主觀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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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竅得道，表現突出  

負面情緒，討厭此科  

死記硬背，徒具形式  

敷衍應對，未能提升
個人能力 

迷失迷惘，無從掌握 



2.    公開考試評估要求 

    跨單元、跨議題、考核學生能力為主 

3.   課程宗旨及目標 

    課程內容的深、廣問題 

    六大單元、恆常議題、時事議題、相關概念… 

   融合所學與應用分析現時社會上的議題 -- 分辨  

       議題的相同特點/特質？舉一反三？  

4. 教學團隊：優點與限制 

     學校行政安排 

     可動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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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規劃六個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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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化課程 – 延續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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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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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溫習時間不足 – 考試技巧操練
不足。 

教學節數不足，出現大量延伸課堂
時間 (6/6/4)。 

同學對跨單元的意識較弱。 

單元之間的銜接欠暢順。 

學生學習表現未如理想。  公開試
及校內試的表現… 強差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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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中四) 
課程內容 

九月至十月 M2生活素質   

M1 

  

十一月至三
月中 

M3改革開放以來的
人民生活(經濟、
社會、環境) 

三月中至六
月初 

M6 

*補課 M4全球化(經濟+文化) 

2015-2016(中五) 課程內容 
九月至十月中 M23文化保育及傳

承 

M3中國傳統家庭 
十月中至十二月 M23 政治參與及法

治精神 
一月尾至二月底 M2 身份認同 

三月初至六月初 M5 3月中開
始: 

M1  
*補課 M4政治全球化 

2016-2017(

中六) 
課程內容 

九月 M3中國外交發展+綜

合國力 
十月至一
月 

*重溫各單元及操練試

題 



主要考慮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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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在公開試的學習成果。 

教學資源轉變 (任教通識科老師的流
動性及學術背景)。 

公開試評核要求 – 由基礎能力層遞
漸進。 

在有限時間內發揮最大的教學效益。
(教學時間不變  老師比例不變  
如何創造提升教學效能的空間？) 



2.初中課程的銜接 – 
強化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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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化課程 – 延續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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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同對課程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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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化教與學 – 『教』 



15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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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探究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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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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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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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學生對課程學習要求及目標
能夠有清晰理解。 

可以每年因應社會發生的重要時事
議題進行討論，但又不花費老師大
量時間重新備課。 



2.知識與概念在「不同議題
之間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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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化教與學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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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最低工資政策能否有
效舒緩香港貧窮家庭的生
活？(生活素質、堅尼系數
等)  

• 香港能源政策 (評估政策的
可行性及有效度、市民在
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角色
等) 

中四級 

• 中國貧富懸殊問題  

 

• 青少年的政治參與    

中四、五級 



3.「能力培訓」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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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化教與學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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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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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時事觸覺和國際視野 
 



4. 「硬知識」：知識錦囊、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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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化教與學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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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同類型的延伸閱
讀，配合不同學生學習

能力的需要 



工作紙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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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優化教與學 – 『學』 



校本工作紙樣本 – 運用分析框架 



幫助學生理解及應用概念 
 



(五) 評估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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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視評估目標  
  如何平衡老師對學生在通識科學習期望與   

  公開試評核要求 

2. 檢視考核模式 -- 配合學生學習進度 
 初中與高中的銜接 

 題目的類型 

3. 如何令老師掌握評估準則及技巧 
 

 



訂定評估目標 – 知識及能力 
知識 / 概念 能力 

中
四 

與教授單元相關
的概念 – 社會時
事議題 

 

處理不同來源的資料 

辨識 / 歸納現在 或問題或特徵 

各項因素帶來的影響 

建議改善措施 / 解決辦法 

中
五 

與教授單元相關
的概念 – 社會時
事議題 

 

闡釋及說明 / 比較異同 

提出理據和論述 / 不同持份者的利
益和價值取向 

權衡不同立場的觀點 

作出評鑑和判斷 

中
六 

與教授單元相關
的概念 – 社會時
事議題 

權衡不同立場的觀點 

作出評鑑和判斷 

 



在科會內訂定評估準則 —  

記錄校內每級評估的情況 

  CA1 CA2 CA3 

議題 
能源科技的影
響 (M6) 

核能取捨 (M6) 
國民身份認同 

(M2) 

評核項目性質
* 

小測 資料回應題 延伸回應題 

相關概念 及 

知識 

單元基礎知識： 

能源科技的影
響 

核能的利弊和
風險 

身份認同、同
理心/利化精神、

政治訴求 

相關技能 / 
漫畫詮釋、論
證立場 

圖片詮釋、論
證立場 

總分 25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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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題 



38 



成效…. 

39 

 提升同學應對公開試的能力。 

 提升同學對課業的自我檢視能力。 

 拉近老師評估同學學習表現差距。 



課程、教學、評估構成互動循環 
優化與調適 

以「課程文件」為依歸 
以學生的學習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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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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