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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圍繞通識教育科和歷史科的討論再次成為城中熱話。特首林鄭月娥 5 月 11 日

批評有人藉著教育在校園散播歪理，並指通識科“被滲入”，用作毒害學生的平台，再不

能讓教育成為“無掩雞籠”，故政府將於今年內清楚交代通識科的前景。其後，即 5 月 16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直指香港的教育需要“刮骨療毒”。 

 

眾所周知，新高中通識科自 2009 年 9 月開科以來，至今剛滿十年，無論是課

程設置、教學實踐還是公開考評，都持續引起很大的爭論，甚至被多方批評為社會

動亂的禍根，此刻亟需全面檢討、糾正過錯、尋找出路。 

 

出路一，循序漸進、減少震動，著手剎停新高中通識科 
 

十年過去了，通識科一直處於政治風眼，常被部分別有用心的人作為宣揚政治立場的

平台，致使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受害。此刻要撥亂反正，談何容易？尤其在當前藩鎮割據、

教育管理分權制度下，教育當局要得到眾辦學團體、學校管理層，以至教師團體的支持與

合作，使本科回歸教育並健康發展，幾乎是不可能。其次，新高中設有四個核心科，重文

（中、英、通必修，偏重語文元素）輕理（只設有數學必修）的課程設置，已導致香港近

年在數理、科學與科技教育方面出現危機。這從學生參加“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PISA）”，數學和科學表現持續下降可見一斑。再者，本地大學收生並不看重此科，故

建議教育當局盡快剎停通識科的師資培訓，並分三年協助通識科教師轉型，以回歸自己的

本科（大部分通識科教師大學時期都不是修讀此科的），或逐步轉移到課程內容相近、教

學策略類似的生活與社會科或綜合人文學科之類的學科繼續任教。 

 

出路二，強力領導、密切監察，逐步優化現有課程安排 
 

如果要繼續保留通識科，特首聯同教育當局應考慮成立“通識科專家檢討小組”，全

面檢檢視本科的發展前景與路向。 

第一，調整大學收生要求，以產生良性的“倒流效應”：目前本地大學的收生要求是 4 個

核心科＋1 或 2 個選修科，可以修訂為 3 個核心科（中、英、數）＋2 或 3 個選修科。這樣

將產生“倒流效應”，引導學校根據校本情況作出決定，結果可能是：“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或“取消通識”。 

第二，改變評分準則，只設置合格與不合格兩級標準：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本地學

校所開設的學科及考評的內容都比較多，故師生往往要透過補課來追趕課程，壓力

極大。要是此科改為兩級評分制，將可釋放師生空間，用以加強品德及情意教育。 

第三，檢討課程指引，修訂課程大綱，細化學習內容：本科課程大綱粗略，沒有嚴謹

的知識架構及特定的學習內容，議題基本是由教師自定的，再加上長期缺乏監管，



單靠教師“專業判斷”很容易出亂子。故教育當局有必要修訂並細化本科的學習內

容，以確保教學以至考評內容都不會偏離主線。 

第四，把通識課本納入審批清單，組織專人嚴謹審核：本科課本不用送審，故容易被

別有用心的人士滲透一些反社會、反國家的意識。故教育當局有必要把本科課本納

入送檢清單，並邀請合適的人士組成審批小組，嚴謹審核後才讓它流出市場。 

第五，統整各方資源，編寫中央教材，以供師生使用：開科十年，本科的網上資源相

當豐富，只要教育當局願意設立通識課本編委會，短時間內就可以編寫出符合課程

目標的中央教材供學校使用。 

第六，加強教師培訓，正確認識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教師對官方課程的正確認識和

理解相當重要，故教育當局要創造機會，安排本科教師再培訓，以確保課程實施能

夠在官方預設的軌道上運行。 

第七，勤加到校指導，加強課程監管，確保正軌運行：教育當局除了運用自身力量外，

也可邀請合適的局外人士組成專業團隊，加強到校觀課指導和檢查校本教材。 

第八，重整官方隊伍，淨化考評局和教育局內部環境：本科課程、教學、考評環環出

問題，這既有部分前線校長和教師的思想問題，也有部分局方（教育局和考評局）

人員陽奉陰違，甚至同流合污才會走到如斯的境地，故教育當局有必要先清理門戶、

淨化內部環境。 

篇幅所限，寥寥數語旨在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的討論，供政府年內制定政策時

作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