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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課程與評估指引》

• 單元一主題 1

– 有哪些流行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年
構成挑戰和機遇？他們如何回應這些趨勢？

– 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對青少年有甚麼
影響？

• 單元一主題 2

– 香港青少年常處身於哪些重要的人際關係？這
些關係有甚麼獨特和共同的特徵？

– 在不同的關係中，青少年如何建立身份和理解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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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列》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學與教重點
– 青少年在不同群體當中生活及參與活動時，需要了解
其身份和角色，明白群體的要求，掌握不同社會角色
應有的行為規範，從而形成個人價值觀和行為模式。
青少年也要協調所屬群體內的意見分歧，以至處理大
家的衝突。

– 教師可以考慮選取新聞或日常生活例子，分析這些資
料如何反映對性別角色的要求、是否存有性別定型的
含意，以及性別角色如何影響個人行為。此外，教師
可以考慮選取某些電視節目為例子，與學生討論傳統
觀念何以仍在影響傳媒或部分社會人士對於性別角色
的觀念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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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列》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相關概念：「角色」

角色是指個人根據社會所賦予的位置，以及社會對該
位置的期望，表現出相應的行為模式和態度。角色是
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如果失去了這些角色，這個
組織便會解體或者變質。

社會大眾會對某些角色形成刻板印象，例如：女孩子
是溫柔、男孩子是剛強。過往，清晰的性別角色分工
有助家庭和社會穩定。然而，隨著現代社會漸趨平等
和女性的社經地位提升，性別角色分工日漸模糊，
「男主外、女主內」的權責分工已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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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列》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學與教參考示例：〈新世代性別角色〉

旨在讓學生了解現時社會人士對性別角色的看
法。……透過個案及調查，學生可思考性別定
型是否仍普遍存在於現今的香港社會，進而思
考現今香港社會性別角色的傳承與轉變。

本示例亦透過戲劇活動，除了讓學生反思性別
平等的價值觀外，亦讓學生探究青少年在家庭
中應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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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年練習卷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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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文憑試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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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 性別角色、性別定型等議題與通識教育科課程相
關，教師可配合具體例子於課堂施教，讓學生掌
握這方面的知識和概念。

• 建議教師於不同渠道搜集學與教資源，並從多角
度引導學生探究，藉以讓他們建立兩性平等的價
值觀。

• 除了香港的性別議題外，教師亦可指導學生了解
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的婦女情況（例如每年10月
11日的「國際女童日」），從而擴闊學生視野。

9



完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