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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的學習成果與評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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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的更新版可於以下網址全文下載：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chi/curriculum/LS%20C&A%20Guide_updated_c.pdf



學習成果(a)：探究當代議題 → 建構知識
i.了解在不同的挑戰和機遇下，青少年的個人成長過程和人際關係
ii.評鑑香港生活中有關個人、社群和政府的權利和義務的不同方面
iii.評估改革開放對現代中國和中華文化的發展的影響
iv.認識全球化具有多項向度及和對人類有不同的影響，以及人們對
全球化也有不同回應
v.了解人們如何理解公共衛生的議題，並根據相關的科學知識和證據
作出決定
vi.分析在有關能源資源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科學與科技如何與環境
產生互動

了解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的相互關聯，以及自然環境與社會
的互相倚賴，並據此評估人類關注的不同議題

學習成果(b)：理解議題的關聯及人類關注點

學習成果(c)：反思發展帶來的影響
反思自己的多元身份、價值系統和世界觀的發展，尤其是有關個人經
歷、社會文化境況，以及科學、科技和全球化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影響



通識教育科所要求的知識
較為宏觀層次的理論知識，運用概念（例如公共衛生）來概括
或歸納具體事例/現象；運用學術觀點或分析框架（例如可持
續發展原則）來演譯及解釋現象/問題，並可作合理推論

較為微觀層次的情境知識，與各個單元探討問題相關的基礎知
識或背景資料；與探討議題直接相關的知識或事件始末

須要掌握學習方法，逐步建構知識，並加以運用
避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

基本概念（舉隅）
人際關係、社教化、法治精神
、生活素質、綜合國力、傳統
與現代、全球化、全球管治、
健康、公共衛生、氣候變化 、
可持續發展……

緊扣各學習範
圍及單元主題





與學習成果(a)有關的評估措施
就所關注的議題進行討論/觀看錄像/研習剪報之後，先
以口頭匯報形式作出歸納（教師提問作輔助），再遞交
文字報告。

學生討論探究議題之前，需要具
備相關的基礎知識，教師可在探
究過程中與他們重温這些基礎知
識，並提示他們如何應用。當探
究某項具體議題而學生卻未具備
相關知識時，宜按議題涉及的範
圍而向學生提供、或是要求學生
上課前搜集相關資料。



製作腦圖以表達對議題的理解、就某主題從個人及全球
角度進行辯論、就人類關注的時事題目撰寫個人反思。

與學習成果(b)有關的評估措施

善用學習工具
促進議題分析

圖像組織工具的變化



學生在正規課堂所接觸的價值觀，反思自己的個人經歷，並以文
字或繪畫方式記錄在學習日誌上。

與學習成果(c)有關的評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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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對個人和社會議題的不同意見背後的價值取向，並在個人和
社會層面的議題和問題上，運用明辨性思考能力、創造力，和從
多角度考慮作出判斷和決定

學習成果(d)：多角度分析+明辨性思維+判斷

學習成果(e)：論證+包容他人的意見
清楚表達自己的論據，並以尊重證據、開放和寬容的態度來看
待其他人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

學生從不同界別人士的背景和價
值觀，明辨他們所持「主觀」的
看法；並評鑑和詮釋「客觀」的
資料和知識。

在建構知識/概念時，學習者需要
考慮多方面的論據，並留意所選
立場的限制和其他可能的選擇。



培養多角度思維
 不同的資料來源

 不同的詮釋及解釋

 不同界別的關連

 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和價值取向

 考慮多方面的論據

 權衡正反兩方的觀點

 提出理據和解釋

 作出行動、評鑑和接納結果

 修訂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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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閱讀議題文章的不同觀點，討論某一角色所抱持的立場
，並估計其他角色的立場，然後開展相關的角色扮演活動。

與學習成果(d)有關的評估措施

與學習成果(e)有關的評估措施

在分組討論前，學生先行閱讀/觀看媒體的有關報道，找出當中
的事實與意見；然後向組員陳述自己的立場。其他組員則按照開
放和容忍的準則，來評估組員的表現。聽取完各人的意見後，每
位學生須寫下自己對該課題的立場，提出論據，並在討論的過程
中修訂自己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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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地進行自主學習，包括訂立目標、制訂和執行計畫、解
決問題、分析數據、作出結論、匯報以及評鑑等過程

學習成果(g)：進行自主學習

學習成果(f)：發展探究式學習的能力
發展探究式學習的能力，包括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溝
通能力、資訊處理能力、運用資訊及通訊科技能力

•蒐集及處理資料
•辨識及應用知識 / 概念
•分析議題
•論証及作結論
•評鑑及判斷
•傳意及表達……

發展探究式學
習的能力？

因應學生的興趣、需要及專長
發展通識教育科所涉及的能力



在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時，學生知悉相關的學習目標和不同能力等
級的描述，從而培養相關能力，教師在不同階段向他們提供意見
。學生在整個獨立專題探究過程中，須記錄自己所達到的能力等
級，以確保朝向所設計的目標邁進。

與學習成果(f),(g)有關的評估措施

探究題目 探究重點探究對象

相關性 探究方法

學生在訂立探究主題時，應考慮其重要性。學生應先評鑑預期的探究
成果，來支持所選題目的是否合理。教師也應指導學生把獨立專題探
究專注於探討當代議題和真實情境，以配合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宗旨。

教師應提醒學生在決定獨立專題探究的題目前，要初步探究能否取得
適用的相關資料、能否取得可靠的資料來源。

學生應就研習的範圍和要求，考慮能力、金錢和時間等方面的資源問
題，能否應付得來。 《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87-88頁



顯示對本身所屬文化、其他文化以及理解普世性價值的欣賞
，並願意成為盡責認真的公民

學習成果(h)：培養正面價值觀+公民責任

 教師在傳授知識外，更有責任培育學生的品德，
匡扶他們建立正面思維及良好的品格和行為。

 學生不應該作沒有建設性或針對性的批評，也不
可刻意或隨便地提出與他人或社會主流意見相反
的言論，標奇立異。

 學校不是表達政治訴求的地方，教師應為學生營
造一個安全、平穩和寧靜的環境，讓他們正常學
習和健康成長。



開展獨立專題探究時，教師可以從學生在校外的參觀活動、
接觸校外人士和走進社區進行訪問和搜集資料的活動、參與
校內群體時的行為等表現，來評估學生的情意素質。

與學習成果(h)有關的評估措施

社區探訪





不同層次的評估焦點
能力層次 能力稍遜的學生 能力較高的學生

基礎

中階

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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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序漸進



多元化資料



配合不同評估措施的評分參考



•學生對分析角度、持份者、論點論據的掌握不足
•表達能力不足，未能掌握綜合資料、運用資料和解說觀點等技巧
•嘗試運用分析工具優化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技巧
•如何運用促進學習的評估模式，協助學生應用所學？

評估的啟示



多元回饋方式—生生互評練習
掌握評估要求

當各組的顏色分布和給分愈相似，
反映學生對答題要求愈了解

善用學生答題為解
說樣本，即時回饋

運用填色為學習工具，
辨識作答技巧及能力

有效的回饋
•真實反映學生的強項和不足之處
•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不斷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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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課程、學與教和評估

善用回饋照顧
學習者多樣性



總結

因應學習者多樣性，協助學生建構及鞏
固知識、發展議題探究能力及高階思維
以及培養正面價值觀和公民意識

運用多元化教學/評估措施，循序漸進地
達致預期學習成果

謹慎選取教學/評估策略、議題及資料
嚴謹擬題和評卷，確保評估質素
設計促進學習的評估活動及相應的評估
準則

善用回饋改善課程、學與教和評估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