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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獨立專題探究教程的問題﹕

1.1授課時間遠超指引

老師授課及與學生交流所花的時數遠超理想。

→教授學生訂題、設計問卷、訪談、運用資料分析

→每兩個循環周在課後增設一節為時半小時的IES課
堂，為期一整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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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學學習成果欠理想

同學難以掌握某些技巧→搜集一手資料及運用資料

例﹕設計問卷
 初中綜合人文科同學已嘗試製作一些問卷
 同儕互評找出當中不足之處

→人數多、題目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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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課業質素成疑

利用一手資料搜集的探究方式→欠理想

例如有同學的題目是有關港孩與家長管教方式的關

係，他要設計問卷去調查當中的情況

→受訪人數太少，數據欠代表性

→受訪人數多，花時間

→數百份問卷???

→邀約一些專家或權威人士作訪問，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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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分析法」簡介

「文章分析法」主要分為四部分，簡述如下：

第一部份：了解背景
 搜集與議題相關的背景資料，以了解事件的始末及變化，

並突顯議題的爭議點。
 訂定探究計劃書，思考焦點問題、相關概念、考察對象及

預期困難等，為進一步搜集資料做好準備。

第二部分：搜集資料
 在二手資料方面，學生要從互聯網搜集正反觀點的論述文

章。文章必須出處明確、作者具真實姓名及職銜，並且展
示清晰的論點論據。

 學生作簡單的一手資料搜集，例如實地考察、訪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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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歸納觀點及分析

歸納搜集得來的資料，並要利用以自己的文句清晰演繹
當中的重點，絕不可以搬字過紙。

分析不同立場持份者的論點論據，再為議題訂下立場。

在分析部分，學生利用清晰的衡量準則判斷利弊輕重，
例如長短期的利弊、受影響的持份者人數，從而令其提
出來的理據更加充分，文章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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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提出己見

 申述個人立場後，需找出相反觀點加以反駁，令論述更
加完整。利用客觀而實質有力的例證以作反駁，而非單
憑個人主觀感覺。

 無論議案最終是被確立還是遭到撤銷，都會有持份者得
益或受損。學生需找出當中細節，並提出可行的建議，
以彌補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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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紙設計理念

• 3.1 規範課業

把整份專題探究分成九份工作紙，每份工作紙要

求同學集中完成一個工序。
工作紙1 選擇探究題目

工作紙2‐3 探究計劃書(初稿/正稿)
工作紙4‐5 正、反觀點資料搜集(二手資料)

(初稿/正稿)

工作紙6 正、反觀點資料搜集(一手資料)

工作紙7 資料分析

工作紙8 撰寫駁論

工作紙9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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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提供寫作框架

在各個部份提供了一些連接詞，讓同學能掌握建
構文章的技巧，使文句通暢，論說有力。

格式︰
有人說︰「(相反立場論據)。」我認為

此言是錯誤的。無可否認(部份同意相反立
場論據之處) 。但是，(舉出相反立場論據
的不足) 。根據 (駁論︰包括數據、專家意
見等資料)。可見， (駁論︰解說部份) 。因
此，我認為 (重申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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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融合評估技巧

讓學生在進行研習報告當中亦能深化評估
技巧。

為平衡各方利益，政府可(具體建議)以減
少(問題所在)的影響。若政府 (支持或 反
對(議題)，其將(問題所在+說明)。
因此，政府應 (具體建議) 。 (建議說明)
。所以透過執行此項建議， (建議如何處
理問題) 。因此，政府可 (建議) 以彌補 (
問題所在)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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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堂安排

• 靈活運用
「大課」和
「小課」的
優點，省時
及高效地向
學生講解各
部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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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師的得益﹕

1.提升授課效能

2.減省行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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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提升授課效能

‧減省授課時間

‧提高教授質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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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減省行政時間

‧評量表更簡潔具體，

減少組內評改會議的時間

‧減少追收遲交課業的時間

繳交課業比率 :2011-2012     90.3% 

:2013-2014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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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學的得益﹕

1.提供指引例子，照顧學習差異

2.學以致用，提升學習動機

3.要求具體，目標為本

4.提高課業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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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提供指引例子，照顧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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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學以致用，提升學習動機

• 配合單元教學的要求
1) 熱門時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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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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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要求具體，目標為本

• 量化評估表，學生容易掌握得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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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高課業質素

• 學生整份IES平均分數(以100分為滿分)

2011-12→2012-13:增加6.7分

• 獲取70分以上同學比例(以100分為滿分)

2011-12→2012-13:增加12.2%

**上述分數只屬本校的校本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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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業表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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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之前

題目︰

探討「膠袋徵費計
劃」在何等程度上
改善大埔區市民使
用膠袋的習慣，並
提出改善方法。

欠主題句

資料欠篩選

分析欠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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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之後
題目︰

政府應否擴建堆填區以紓缓固體廢物量
多的問題? 

資料具體

分析詳盡

主題句清晰

28



1.傳統獨立專題探究教程的問題
2.「文章分析法」的簡介
3.工作紙設計理念及課堂安排
4.老師的得益
5.同學的得益
6.優化經驗
7.如何應用「文章分析法」
8 如何以「文章分析法」配合新模式設計教案

目錄

29



6.優化經驗

• 資料搜集方法更
多元化

鼓勵同學嘗試搜
集一手資料，如
訪談、實地考察，
令整個報告內容
變得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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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利用資訊科技進行戶外考察及學習分
析考察所得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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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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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應用「文章分析法」

 設題→需要「框架」?

 搜集資料的方式→一、二手佔的比重?

 要求同學從多少個角度分析?

 如何針對同學的常犯錯誤設計工作紙及評分標準?

 探究方式能否配合教學歷程?如初中通識?戶外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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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以「文章分析法」配合新模式設計教案
（下文屬校本情況處理，只供同工參考）

「文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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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法」

第一部份：了解背景

 搜集與議題相關的背景資料，
以了解事件的始末及變化，
並突顯議題的爭議點。

 訂定探究計劃書，思考焦點
問題、相關概念、考察對象
等，為進一步搜集資料做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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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搜集資料

 在二手資料方面，學生
要從互聯網搜集正反觀
點的論述文章。文章必
須出處明確、作者具真
實姓名及職銜，並且展
示清晰的論點論據。

 學生作簡單的一手資料
搜集，例如實地考察、
訪談等。

「文章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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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法」

 歸納搜集得來的資料，並要利用
以自己的文句清晰演繹當中的重
點，絕不可以搬字過紙。

 分析不同立場持份者的論點論據，
再為議題訂下立場。

 在分析部分，學生利用清晰的衡
量準則判斷利弊輕重，例如長短
期的利弊、受影響的持份者人數，
從而令其提出來的理據更加充分，
文章更具說服力。

第三部分：歸納觀點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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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提出己見

 申述個人立場後，需找
出相反觀點加以反駁，
令論述更加完整。利用
客觀而實質有力的例證
以作反駁，而非單憑個
人主觀感覺。

 無論議案最終是被確立
還是遭到撤銷，都會有
持份者得益或受損。學
生需找出當中細節，並
提出可行的建議，以彌
補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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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法」

二手資料﹕
文字、圖表、數據

一手資料﹕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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