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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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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通識教育科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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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這樣說……

•在探究各單元的內容時，教師應鼓勵學生運
用從不同的學科所獲得的知識和角度，來豐
富本科的學習，並聯繫各科的知識。（第3頁）

•通識教育科課程的設計，建基於學生在基礎
教育的學習，並且透過探究現代世界的重要
主題，幫助學生擴闊知識面，加深對事物的
理解，建立獨立思考及聯繫各科知識的能力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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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引導學生想一想……

4

（第21頁）

還有其他角度嗎？



《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
有以下學與教建議（第26頁）

•教師在處理這部分（生活素質）學與教重點時，可
以考慮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環境等
角度選取例子與學生探究……

•歷史角度：不同年代的香港居民，生活素質自然會
有差異，也可以說前人的努力成果正是為現時香港
居民所享有的生活素質奠下基礎。建議教師選取不
同年代某些與生活素質有關的例子（例如休閒娛樂
、住屋、鄰里關係）讓學生比較，從而探究香港居
民生活素質的變化，並衡量這些變化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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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
有以下學與教建議（第62頁）

•學與教重點在於政府及大眾從疫症當中汲取了
甚麼教訓，從而有助在疫症後改善公共衛生設
施及修訂相關政策，以及提升公共衛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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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istoryhk2017/episode/446676

推薦大家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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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
有以下學與教建議（第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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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強調「歷史元素」及相關的探究角度，並非要將
中國歷史科及歷史科的課程放進通識教育科內施
教，而是希望學生善用、或由教師增潤他們的知
識，令探究成果更見深度及全面。

 沒有固定的內容要求，而是視乎探究議題所涉及
的範圍，以及是否需要利用歷史知識及角度來展
開分析。

 其他學科（例如科學）的知識及角度，若與探究
議題配合的話，同樣值得採納，以鼓勵學生從更
廣闊層面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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