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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 為何需要使用資源冊

2. 如何恰當地使用資源冊

3. 反思與總結：其他資源冊的部分



課程資源冊系列：今日香港

 第一部分：學與教重點

 第二部分：甲. 基本概念

 第二部分：乙. 相關資料

 第三部分：

 學與教參考示例(1): 認識「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學與教參考示例(2): 從多元文化與歷史發展角度看香港人的生活素
質

 學與教參考示例(3): 香港居民的社會政治參與及政府諮詢民意的方
式

 學與教參考示例(4): 從全球趨勢到本地落實：訂立侍產假引發的思
考

 學與教參考示例(5): 香港心、國家情、世界觀

 第四部分：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



課程資源冊系列優點
1. 概念詞+香港現況、新聞：能夠準確

帶出重點

2. 相關資料豐富準確

3. 教案解說十分詳盡

4. 教學資料多元化(數據、漫畫、圖片、
文字、歌曲、影片)

5. 學生工作紙靈活多變(貼圖、圖表、
筆記摘錄、文字答題)

6. 資料豐富高質，可以「即食」



1.概念詞+香港現況、新聞：扼要精
準帶出重點、資料比較及時

 甲．基本概念

 1. 一國兩制

 2.  基本法

 3. 生活素質

 4. 社會流動

 5. 集體回憶

 6. 多元文化社會

 7. 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

 8. 法治精神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0. 司法獨立

 11. 司法覆核

 12. 身份和身份認同

 13. 世界公民

 乙．相關資料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2. 香港的法律制度
 3. 香港的競爭力及其面對的挑戰
 4. 香港的公共財政及經濟發展
 5. 香港的人口發展趨勢
 6. 香港的教育及公共房屋概況
 7. 香港的貧窮情況及政府在扶貧、安老、

助弱方面的工作

 8. 香港的文化遺產保育工作
 9. 香港新聞自由程度的評估
 10. 廉政公署
 11. 平等機會委員會



1.概念詞+香港現況、新聞：扼要精
準帶出重點、資料比較及時

 甲. 基本概念部分：資料詳盡和及時

 乙. 相關資料部分： 好用過教科書，可用作教導學生認識香
港社會脈絡，又或是作筆記重溫



2. 相關資料豐富準確
甲．基本概念 乙．相關資料 學與教參考

示例/套
頁數

單元一 13 13 3 148

單元二 13 11 5 262

單元三 15 10 5 301

單元四 14 14 5 181

單元五 12 14 4 139

單元六 13 12 4 178



3. 教案解說十分詳盡，並附有
參考作答



4. 多元化資料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性(數據、漫畫、圖片、文字、歌曲、
影片)

資料
種類

例子

文字

影片

圖片



5.學生工作紙靈活多變(貼圖、圖表、
筆記摘錄、文字答題)照顧學習多樣性

貼圖
持分者意見表格

龍尾灘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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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恰當地使用資源冊

3. 反思與總結：其他資源冊的部分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與優化

 本校舊有的工作紙、投影片,、影片、功課及所有其他教材

 其他名師的教材參考

 不同同工的舊校教材參考

 新議題的爆發，如國歌法、立法會補選、DQ案件等從新聞搜尋引擎取得的資料

 報章通識版及相關網上教材資源

 坊間眾多出版社的教材資源

 教育局 的資源套 +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資源太多，
非資源不足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與優化
 情況1：通識名師，6大單元的教材都是出自其手，融會貫通，通盤掌

握所有資源、知識及技能，自家出產校本教材可以將資源冊內容完
全融入其中

 好處：統一教材、素質保證、針對性學習；障礙：班本、師本差別，
集體備課會太耗時；時間限制、人力資源限制等

 情況2： 老師各有自主性，雖然有一致性的級本教材，但依然以班本、
師本為重；班別差異仍然明顯；資源冊的落實只是在部分老師身上，
未能變成整個高中教材，資源冊只是參考性質。

 情況3：老師完全自主決定，彈性高；一年一年的教材大不同；通識教
師人手不穩，每年都會推倒重來；上司喜歡年年變、年年大執；覺得
最好的教材便是不斷改變/最能及時更新的教材
有機會完全引用資源冊的內容(夠新，例如今日香港是2017年出版)；
或者只用好短時間；視乎個別學校/科主任的取態。

敝校情況 或許也是大部分學校情況



通識教育科的課程設計與優化

 只是以副科主任/班級統籌員的身份作分享：

 關鍵：課程設計的「變」與「不變」要看準則/目標；千萬不要「為變而變」

 教材如何優化/應否刪除/更改，或許基於以下6樣準則：

 1. 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增值指標/核心4科比較/與過去歷年考績比較

 同樣的方法，出同樣的結果(若今年成績有進步/8-9增值，或許教材毋須
太大改動)

 2. 教材的時效性，例如：零八憲章、冰桶挑戰、政治全球化、09 H1N1 事件

 最多宜作例子簡述，非當單一議題教授

 3. 教材的重複性/整合，例如：資源冊中社會政治參與教材會取代舊有教材

 4. 教材有否回應課程文件範圍及要求(重要)
 5. 技能/題型的「雙螺旋式」的應用、鞏固及發展(有否包含在內)
 6. 符合成本效益：不要「為變而變」因為太浪費老師時間及資源，

與其在教材上/課堂上，吹毛求疵，不如叫學生多做功課/考卷，回饋更寶貴

 feedback 的Effect Size 有1.13，而Cooperative Learning 只有
0.41(Hattie, 2009) 

 坊間發展：壓縮教材/知識內容，更重技巧：延伸說明/層層推論部分出現
題型框架工作紙、搭橋式推論工作紙、校本教材更多鷹架



教育局通識教育組，2017



學與教參考示例（3）香港居民的社
會政治參與及政府諮詢民意的方式
的具體課堂應用: (5+1)課節

 由於學與教參考示例（3）課程設計慎密、環環相扣，故大部分沿用資源冊
的教材，舊有校本教材基本上被裁剪，只留下部分投影片 作補充解說之用。

 第一課節工作紙

 第二、三課節工作紙

 第四、五課節工作紙

 第六課節/戶外實地考察工作紙



第一課節：學生學習顯證

表現稍遜，只用點列 表現較好，解釋較多



第一課節
 資料二：莫泰基（1995）《公民參與：社會政策的基石》，香港：中華書局，第4至8頁。



第二、三課節



第四、五課節



第六課節(戶外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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