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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點 

1.前言 

2.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3.協助學生建立分析框架 

4.提升運用分析工具能力的策略 

5.總結 



 

 

1.通識教育科評估要求 

1.1從試題分析… 

1.2從課程文件及考評大綱… 



1.1從考評說起… 

表現較好的答卷的特徵： 
• 2014文憑試卷一題一：五級水平樣本的評語 

 



表現較好答卷的特徵： 
• 2014文憑試卷二題二：五級水平樣本評語 

 



表現較好答卷的特徵： 
•了解題旨 

•充份認識及恰當運用概念 

•援引恰當例子 

•清晰解說、歸納、分析、證証 

•多角度思考 

•結構嚴謹 
 



1.2從學與教說起… 

•了解通識教育科的
「(預期)學習成果」 
(C & A Guide, 頁4-5)  

 

了解： 

•當代議題 

•人與外在(人、環境)的
關係：行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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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分析工具的重要性 
•學生探究議題時有跡可循 

•對議題作出有條理的分析 

•多角度分析，令分析更見立體全面 
 



3.分析工具1：從「特質」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生活質素」主題為例 

政 

經 

社 文 

環 



3.分析工具2：從「持份者」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三堆一爐」議題為例 

議題 

持份者
A 

持份者
B 

持份者
C 



3.分析工具3：從「階段性」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內地個人自由行」議題為例 

背景 

原因 

過程 結果 

影響 



3.分析工具4：從「地域」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成長與管教模式」議題為例 

東方 西方 



3.分析工具5：從「時間」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中華文化下的家庭模式」議題為例 

短期 中期 長期 傳統 現代 



3.分析工具6：從「評價」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政策措施」為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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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工具7：「系統分析」 

 

 

 

 

 

 

 

輸入 過程 輸出 
結果 影響 

回饋 

時間 / 地域 / 文化 

外在環境 



3.分析工具8：從「要素」作分析角度 
•例子： 

 
 
 
 
 
 
 
 
 

•以「政策措施」為例 

可行性 應然性 

效益 成本 



 

 

4.提升運用分析工具能力的策略 
4.1學與教素材 

•以促進掌握為目標 

 

4.2課業 

•以鞏固強化為本 



5.總結 
•分析框架只是一種工具 

 

•學習成果高低還取決於 
▫對議題的了解 

▫知識與概念的掌握與運用 

▫邏輯 

▫文字表達…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