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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課業中學習重點，協助學生自評表現及反思求進 

 

對象：中學通識教育科 

理念： 

 在通識科的學習中，不少學生的困難在於未能了解教師該次的課業或考測目的，即考核

的是哪些能力或題型，及該能力或題型是如何培訓，以致未能就弱項進行反思改善。因此，

計劃重視分析現時課業設計，釐清學習重點，及針對該些重點，提供一些檢視準則（例如拆

解題目要求），讓學生反思在平日的評核中的表現。另外，透過這些評檢準則，期望讓學生更

掌握考核的要求，讓他們可以針對現時表現不斷改善及進步，提升學習成效。 

   

策略及效果：  

i. 學生層面 ： 學生從課堂上的練習掌握所學，透過反思修定，轉移所學 

 

 近年，通識科的考核著重知識及能力的結合，不同的題目可能涉及不同的知識及能力，

為提升學生能力方面的培訓，坊間有不少的「能力答題框架」，但學生仍未必可掌握不同題目

的要求。有見及此，計劃建議在平日的課堂上拆解所教授題型的要求及相關準則，但當中的

關鍵是教師要先與學生共建答案。例如，題目是「樓價高如何影響香港人的生活素質？」，這

是屬於「生活素質」的課題，題型是「因果推論」，要與學生共建答案，教師可先問學生，題

目中有何與生活素質相關的特點？待學生回應後，教師可再提問學生，這些特點如何影響持

分者的個人生活及相關感受？待學生回應後，教師可再問學生以上的影響，是會提高或是降

低香港人的生活素質，透過共同經歷答以上題目的過程，稱為「共建過程」，因為教師並非直

接給予準則及框架予學生。在共建框架及準則的過程中，教師透過提問、示範及板書，讓學

生掌握所學。當學生在課堂上初步掌握題型準則或步驟後，教師在課堂上會即場抽查個別同

學的答案，讓全班同學共同批改或討論，從過程中，學生可深入了解自己的答案與答題要求

的分別，進一步提高對該題型的理解。此外，為了讓學生可從中反思學習，教師會讓學生因

應題目的準則，評鑑自己的答案，是否以達準則要求，及在自己的答案上進行修訂，讓學生

在自己的基礎上進步，並提升自評意識（圖 1：舉例—教學流程建議，及圖 2：學生堂課自我

反思及修訂）。 為了鞏固學生對該題型的理解，教師會在課後課業中，設計同類型的題目，

讓學生將課堂所學的準則，轉移至課業中，以進一步深化學習。計劃與學校教師實施以上策

略，從學生的課業中，可了解他們對該類題目的掌握。（圖 3-5：學生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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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學流程建議（舉例）  

教學流程

資料B:一幅關於香港居住空間與樓價的漫畫。

b)題 (a)的情況如何影響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試寫一項。
(角度：經濟 +環境)

1)教師與學生先共建答案 (例如用經濟角度 ，樓價高如何影響市民在
經濟方面的生活素質? 教師通過提問及示範，讓學生掌握要求)

2)當學生掌握以上答題的步驟後，學生可嘗試應用及轉移到環境角
度上。

3)教師會即場抽問個別同學的答案，讓全班同學共同批改或討論，

提高理解，亦可增加共儕學習的積極性。

指引問題 (學生作答框架)：
(1)事件中與生活素質相關的特點；
(2)如何影響相關持分者的個人生活及主觀感受；
(3)生活素質是上升或下降

 

 

圖 2：學生依據老師所提供的準則，進行自我檢視及修訂 

課堂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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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課業上呈現學生對題型的掌握 

課堂習作配合
課堂上練習的能力要求

課後延伸：

 夜間燈光對香港人
生活素質在環境及
經濟方面的影響。

課堂上：
資料B:一幅關於香港居住
空間與樓價的漫畫

a) 詮釋資料B漫畫的訊息。
b)題 (a)的情況如何影響香
港市民的生活素質?試

寫一項。 (推論)

 

 

學生大致可掌握答題框架_學生習作

家課：夜間燈光對香港人生活素質的影響。

(1)事件中與生活素質相關的特點；

2. 如何影響相關持分者的個人生活及主觀感受； 3) 生活素質是上升或下降

經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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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到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

-經濟角度

-環境角度

-社會角度

 

 

 

ii. 教師層面 ：從學生習作了解其學習難點，加強回饋意識 

 

 計劃認為要讓學生可以從個人的課業中有效反思，從而改善，教師的回饋是重要的因素。

計劃建議教師在課堂的講授過程中，要從學生的習作中，發現到學生的學習難點，再針對其

學習難點，進行回饋，學習才可有效理解自己與題目要求的分別。有見及此，教師在課堂上，

會展示同學的答案，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讓學生反思答案中的難點及盲點，此舉有助加

強教師在回饋方面的意識（圖 6-7：學生課堂習作）。計劃建議，教師最理想是引用本校的學

生例子作討論及回饋之用，因較貼切學校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作出有效回饋。因此，個別

與本計劃協助的學校，在其檢討會議期間，有教師表示已習慣將學生的答案「留底」，以便挑

選一些中品的答案作教材，供同學一起討論如何優化，從中反思改善，提升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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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及 7：教師透過審視學生課堂習作，就學生進行推論的表現給予回饋 

角度與推論不符

環境角度

 

 

 

iii. 評估層面 ：因應校本情況，訂立不同題目的評估基準，有效回饋教與學 

 

 計劃認為要讓學生掌握通識科的評核，除了是讓學生掌握題目的要求外，學生也要明確

掌握到答案的「深度」。計劃認為，不同學校宜因應校本情況，訂立符合自己學校評估基準，

並在平日的教授過程中，附以例子向學生說明。舉例，以闡述一個「推論」為例，同一學校

在不同年級，因應學生的能力，會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中四年級只要清晰展現到因果關係，

而中六年級的要求則需要引用時事例子／數據等，以加強說服力。科組為不同題目訂立評估

基準，有助在日常教學中，讓學生清晰及掌握要求，提升教與學效能。有學校嘗試在與計劃

協作後，在科組中會議中，與教師進行對題型答案要求的深度討論，從而制訂適合校本的評

估基準（見附件），可見教師對評估方面的要求的意識有所提升。 

 

 

鳴謝：迦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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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科組的討論材料 

 

 

 

 

 

 

 

 

B題 (a)的情況如何影響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 試寫一項。 

學生的推論 

 

 

 

 

 

 

 

 

 

 

 

 

 

 

 

 

 

 

學生 A 

漫畫中顯示出香港居住空間與樓價不成正比，反映出香港的居住空間狹窄，樓價與市民收

入脫節。從經濟方面，由於居住地方的空間有限，市民可能用 350萬去買 200呎單位，他

們的收入未必夠買一個單位，因此他們要用盡各種辦法去節省金錢，例如食快餐，租「板

間房」等，令他們在物資層面的享受減少，令生活素質下降。 

學生 B 

漫畫中顯示出香港居住空間與樓價不成正比，反映出香港的居住空間狹窄，樓價與市民收

入脫節。從社會方面，由於樓價高企，市民只能買面積較小的單位，由於房間的空間有限，

個人可以活動的空間也可不多，可能導致個人心情煩躁，難以放鬆，令到精神壓大， 影

響健康。若很多人的健康都受影響，政府的醫療開支便會加大，導致用在市民的福利開支

減少，從而影響市民可享用的資源福利，令生活素質下降。 

學生 C 

漫畫中顯示出香港居住空間與樓價不成正比，反映出香港的居住空間狹窄，樓價與市民收

入脫節。從經濟方面，由於樓價高企，影響市民的生活素質。資料顯示，現時的房屋 350

萬才可買到 200呎的單位，若市民的收入不高，就要節衣縮食。2016有美國研究機構指

出，香港供樓負擔比例高達 19倍，相當於 19年不吃不喝先供甩層樓，排名全球第一位。

而且供樓佔市民收入超過六成。可見，為了節省金錢供樓，市民會減少日常的物資享受，

例如買衣服、看電影，令生活素質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