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難點：
以實地考察的探究報告作解說

鄧錦輝老師
伯特利中學

1



引言
從2014年的中四級開始，通識教育科的校
本評核採用「具規範的探究方法的獨立專
題探究框架」。學生如何在其探究報告內
回應該探究框架的要求，或會遇到一些難
點。是次研討會以採用實地考察為探究方
法的報告作例子，分別從界定題目、建構
相關知識、深入解釋議題、建立判斷及論
證等方面，介紹相關的學與教校本經驗和
學習資源，期望有助教師指導學生處理這
些難點，順利完成他們的探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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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運用實地考察題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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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路徑：老師規劃的導賞式考察

教師根據課程揀選一個考察點或路線。

考察路線概括性較高或範圍較大。

教師教導或示範考察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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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探究：香港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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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昂坪污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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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台北中正中學地下滲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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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河源縣新豐江水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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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路徑：學生發掘的探究式考察

根據學生的生活經驗或社區經驗，發掘
或重溫考察點。

學生有興趣或主動前往。

蒐集具意義的資料，以說明情況或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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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的光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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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運用實地考察建構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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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記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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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記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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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記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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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運用實地考察深入解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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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察比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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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察比較: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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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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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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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運用實地考察建立判斷
及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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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批判思考的工具
恩尼斯（Robert H. Ennis ）提出的
合理思考（reasonable thinking）

「FRISCO」模式
◦ Focus （焦點）
◦ Reasons （理據）
◦ Inference（推論）
◦ Situation （情況）
◦ Clarity （釐清）
◦ Overview（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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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價值觀與理論作為評論框架
 環境公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概念源自於美國1980年代，

美國黑人為抗議垃圾傾倒於其生活區域而提出的一種概念。
當時發現，很多厭惡性設施如垃圾場，甚至有毒廢料的傾倒
地點，都在少數族裔和基層市民的聚居地附近。1980年代後
期，美國南部處理有毒廢料的地點中，超過六成是設在黑人
社區。這不公平現象，引起美國民眾抗議。學術界隨之作出
深入研究，正視環境公義問題。

 美國學術界為環境公義訂立了一些具體的內容，包括「程序
公義」、「地理公義」和「社會公義」。程式公義指的是公
平問題，即法律、評價標準和執法活動以不歧視的方式實施
的程度。地理公義指的是選擇危險廢物處置場所時，是否偏
重在有色人種和窮人社區的問題。社會公義，是關於社會因
素，例如種族、民族、階級、政治權力怎樣影響和反映到環
境決策上的問題。隨著更深入的探討，美國政府亦訂立相關
法例，在立法方面彰顯環境問題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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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公義
參閱以下文章：

 楊庭輝〈環境公義的層面〉，成報，2012年
12月1日。

 劉祉鋒〈環評制度能維護環境公義嗎？〉，
信報財經新聞，201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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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與難點
價值觀是批判思考的重點，有助同學評論。

未必所有課題都有合適的評論理論。

34



謝謝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