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滴師語(18-11-2008) 

教師如何能教好新高中通識科  
 
 

   學校為新高中課程所作的準備，相信已進行得如火如荼了。

除了在教學語言、學科的整合存廢、教師調度、時間表的安排等

宏觀層面上，需校長及中層領導花費心力討論及權衡輕重外，  

如何教授及學習全港學生必修的通識科，亦是最迫切的問題，教師們既要參加   

課程發展處安排的各類自辦及委辦的培訓課程，亦要慌忙自資報讀各大學的相關

文憑以至學位課程，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下，晚上仍要披星戴月，自費學習，      

且費用不菲，實在難能可貴。 

   與此同時，有很多學校早在初中已為通識科作好長遠    

準備，有些把新高中的相同課題提早在初中的課程教授，坊間

亦有甚多的教科書充斥；有些刻意引入各類思維技巧、腦本   

學習等「新派」課程，以為能為學生打好基礎；亦有些統整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各學科，而成為初中通識或

綜合人文學科等。但究竟這些課程是否配合未來通識科的學習，甚至是否需要作

出上述的調動等，一直是筆者與其他同事到學校進行專業支援工作時所關心的問

題，亦常要探討 究竟這科要教甚麼、如何學才達致所期望的效果。 

   高級補充程度的通識教育課，雖然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但相關的經驗只來自

千多位學生及少部分教師，而學習目標亦以發展批判性思維及擴闊學生視野為 

目的。事實上，高補考試的題目亦以閱讀一、兩個數據圖表，或一、兩篇報章及

期刊報導，或引述一、兩段書本內容，然後討論「引文」的觀點、利弊、影響等

形式考核，再整體檢視學生的答案，而排優次、定高下。 

   筆者沒有任教中學通識教育科的經驗，但對中學通識教育的學習目標深感 

興趣，認為學習課題確實要切合世界與社會事件，以至學生生活體驗等都甚為  

重要。因此，在理念上我極贊成學習通識科，而且亦非常認同讓

學生有所發揮，需要解釋前因後果的評核，較諸選擇式、填充式、

答對既定答案式的評核，更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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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把這些通識教育的學習目標落實到教學時，卻殊不

容易。不單是教學策略，如搜集報章剪報以作小組討論的應用   

問題，而是對引導學生討論時所提供的輸入材料時，教師個人   

認知及學養掌握極不簡單，如以「全球化」這個單元為例，教師需要講解及分析

基本的概念（如貧窮的定義），對從報章所選取的時事現象的知識（如世貿會議

的歷史、跨國企業的特性），以至擷取基本雜誌評論的恰當性（如《經濟學人》、

《全球化浪潮》的評論），這不是說學生要學習甚麼全球化的知識內容的問題，

我想說的是原來教師要有信心掌握和教好這個全球化課題時，自己要懂得多少的

問題。 

   我不是為評論通識教育而提出上述問題的，我是在與前線教師共同設計這個

全球化課題的教與學內容和策略時，驚覺有關課題所需閱讀的大量課本和資料 

有感而發的。下期會介紹相關課題的教師必須閱讀的書本及資料，和教師需要  

甚麼專業培訓才有信心教好通識教育。 

 

 

 

 

 

 

 

 

校長的話： 隨著通識科下一新學年在新高中課程中正式的開展，   

我們需要備裝老師，為日後教授通識科作好準備 

 

 

 

 

 

 

 

 

 

 

資料來源：http://www.hkptu.org/ptu/director/pubdep/ptunews/534/mirco.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