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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組 

阮蕙芬女士 

優化校內評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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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掌握課程及評估要求 

概念運用、考核分析能力為主 
培養態度、建立價值觀 
議題探究方法 
跨單元、跨議題 
恆常議題、時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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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議題與時事（示例） 
社會變遷與自我發展（低頭族、留守兒童、港孩） 
身份認同與角色權責（隱青、80/90後、內地啃老族） 

蛻變關係與傳統觀念（網戀、單獨二胎、空巢老人） 
成長挑戰與法治（立法強制驗毒、童黨、援交） 
公民參與社會發展（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七一遊行） 
一國兩制與政治參與（政改、維權運動） 
都市化與保育（沙中線的古蹟、新界東北發展、內地保育問題） 
政府管治與社會和諧（人口政策、全民退休保障、自由行） 
城鄉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戶籍改革） 
文化承傳與全球化（傳統與現代節日、跨國企業、冰桶挑戰） 
醫療衛生政策與健康生活（地溝油、藥物安全、自願醫療保險） 
疾病的防控與國際合作（H3N2、MERS、伊波拉、世界衛生組織） 
綜合國力與國際事務（世界盃、一帶一路、氣候會議、國際協作減排） 
能源發展與生活素質（霧霾、低碳生活、發電燃料組合、新能源） 
全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全球暖化、源頭減廢、生態失衡、垃圾徵費） 

議題與時事 
之間的連繫 



生活技能 人際關係 

溝通方式 
自我管理 

自省 

自我發展 

尊重別人 
和諧與衝突 
朋輩影響 

潮流：濫用物質 

社教化 

家庭 
學校 

傳媒訊息 
朋輩影響 

自我概念 
自尊 

權利與責任 

青少年吸毒 

生活素質 
健康的生活方式 

法治 
跨境合作 

概念圖與 

議題分析 



2015/6/18 5 

議題探究過程 
( I ) 

掌握事實、 

理解現象、澄清概念  

( II ) 

明白有關的分歧和衝突  

( III ) 

進行反思、作出評鑑、 

考慮立場、探求出路、 

付諸實踐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議題探究的過程》，頁七十 

評估焦點（示例） 

例一：問題成因 → 影
響 → 解決方法 

例二：現象/發展趨勢 

→ 影響 → 不同界別
的回應 

例三：社會政策 → 持
份者的價值取向 → 

評鑑/立場判斷 



協助學生掌握評估要求 

① 掌握各類議題的相關概念 

② 強化概念運用及知識轉移的能力 

③ 擴闊時事觸覺以加強引例說明的能力 

④ 掌握提問用語/題型、鞏固解題技巧 

⑤ 回應各類題型的參考框架及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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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釐定合適的評估策略 
評估活動須配合學習內容及進度，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的試題設計： 
 擬題範圍：單一單元  跨單元議題 

 擬題資料：簡短的文字資料  複雜及多樣化的資料 

 評估知識：明顯的概念  隱藏概念/爭議/價值取向 

 評估能力：簡單的資料處理/考核層次較低的能力  

公開評核的水平 

 題目類型：精簡易明的閱讀理解  論証及評鑑 



配合不同學習階段的能力評估焦點 

不同學習階段 能力稍遜的學生 能力較高的學生 

中四年級 

 
 

中五年級 

 
 

中六年級 

處理資料、辨識現
象/問題、簡單的
因素分析 

處理資料、辨識現
象/問題/趨勢、因
素分析、闡釋影響 

辨識趨勢/差異、
闡釋影響、簡單的
判斷立場/論証 

提出建議、初步辨
識價值取向、判斷
立場/論証 

辨識價值取向、提
出建議、比較、初
步評鑑成效 

解決問題、深入分
析/比較政策、評
鑑成效 



建立「擬題常規」 

瀏覽時事「趨勢」 

「儲蓄」資料的習慣（多元化資料） 

建立題目「資料庫」（按單元/議題分類） 

善用擬題清單 / 擬題表 

在測考前一個月準備 

讓擬題者清晰地思考設題原意，如：議題、
概念、資料、題型、分題數目等 

讓課任教師理解擬題範圍及評估焦點 

讓科組長有充足時間進行審題前的協調工作 

三. 優化校內擬題策略 



 選擇什麼議題範圍？ 

 如何釐定考核的知識範圍、概念運用？ 

 選擇哪些題型(考核能力)及關鍵詞？ 

 選擇什麼資料？如何處理資料？ 

 配合不同學習階段嗎？ 

 

善用擬題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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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資料 

能力 

議題 
分析、
題型 

概念運用 

評估焦點 

評核範圍 

評核範圍的
決定因素 



四. 擬題時常出現的問題 

一.作答重點欠清晰 
二.只考核學生的背誦能力 
三.提問用語不當 
四.忽略資料的剪裁與數量 
五.學生只需透過抄襲資料便能回應題目 



編輯資料技巧 
 
（一）改圖 
（二）作「故仔」 
（三）扮專家 
        如：有學者認為：「……」 



五. 優化審題工作 

• 設題原意 → 了解設題範圍、相關知識及考核重點 

• 審題會議 → 審題者表達意見、提出關注點 

• 溝通文化 → 以正面、包容的態度提出修訂方案 

• 專業共識 → 會議主席協助審題者釐定評估要求 

• 集思廣益 → 第三隻眼睛的重要 



 議題為本的試題設計 
 以學生為本（已掌握的能力為起步點、
選取貼近學生生活的資料元素） 

 無一定規限及格式，配合不同學習階段 
 嘗試改寫、重整及刪削資料 
 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心 

審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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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善用評估回饋學與教 

• 分析校內測考成績和公開考試成績的統
計資料 

• 檢視學生的課堂及評估表現 

• 連繫課程規畫、「學與教」的實況與評
估，進行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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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的調適 

善用小測、課業、答題樣本協助學生掌握
不同題型的處理技巧 

要求學生按評核準則的要求重做部份試題 
解說功課的評核要求與測考的評核要求之
間的關係 

善用測考的評核準則設計日後的校本教材
及課業 

根據分析結果，修訂教材、工作紙內容和
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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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元化的「評估」資源 

 
 

謹慎選擇坊間的試題 
校內評估題目舉隅 
建立校本試題資源庫 
試題分析 
學生答卷樣本 
分析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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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都是獨特和具有學習能力，
多元化的評估模式讓所有學生可以
顯示在知識、能力和態度等各方面
的學習成果 

全面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及表現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習 

多元化評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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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措施 

通識教育科的
校內評估活動 

口頭匯報 

時事評論 

反思文章 

 … … 

 

角色扮演 

 專題研習 

 

文字習作 

製作腦圖 

 
處境短劇 

 

實地考察 

運用多元化評估來照顧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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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階段的學習成效 
↓ 

改善課程、學與教和評估 

八.課程、學與教、評估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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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促進學習的評估活動 

設計有效益的課業 
兼備知識、能力和態度的發展 
善用分析框架 
運用評分參考 
協助學生建構知識、鞏固學習 
改善建議可激發思考、反思所學 



分層問題設計 
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配合學生於不同學習階段的能力 

分階段提升學生的試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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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設計探究題目：香港固體廢物處理問題 

探究範圍 
探究題目 

基礎層次 高階層次 

「三堆
一爐」
政策 

闡釋影響 擴建堆填區帶來什麼影響？ 評估影響 評估「三堆一爐」政策對香
港市民的生活素質的影響。 

闡釋利弊 興建焚化爐有什麼利弊？ 比較措施 對香港來說，「興建焚化爐」
是否優於「擴建堆填區」？ 

辨識持分
者、 
價值取向 

不同持份者對「三堆一爐」
政策持有什麼立場和價值取
向？ 

分析衝突、
建議對策 

推行「三堆一爐」政策時，
香港政府應如何平衡不同持
份者的利益？  

廚餘回
收、 

垃圾徵
費 

分析困難、
限制 

香港政府推行廚餘回收會遇
到什麼困難？ 

評鑑成效 興建有機回收中心能否有效
地解決香港廚餘問題？ 

比較方案 根據香港現況，哪一垃圾徵
費模式比較可行？ 

比較成效 「廚餘回收」與「垃圾徵費」
相比，何者更能有效地解決
都市固體廢物問題？  

分析成效 垃圾徵費計劃能否改變市民
的棄置廢物習慣？ 

評 估 、 論
證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為垃圾徵
費計劃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 

源頭減
廢、總

結 

建議方法 香港政府可採用什麼源頭減
廢方法？ 

建議策略 香港政府應如何推動市民從
源頭減廢？ 

判斷、論
證 

香港現時的都市固體廢物管
理策略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 

綜合比較 香港現時哪一項處理固體廢
物的政策最能夠展現可持續
發展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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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回饋 
• 真實反映學生的強項和不足之處 

• 適時的回饋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不斷求進步 

• 自評提供思考的機會，培養自我反省的能力 

• 同儕互評令學生主動投入學習 

• 採用多元化及優質的回饋方式 

• 運用評估資料改善課程和學與教 



以「課程」設計理念為依歸 

以學生的學習為本 

課程、教學、評估構成互動循環 

進行優化與調適 

26 

總結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