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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定位須檢視  鬆綁選科多元化 

 
1. 本會肯定通識教育科能提昇新一代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亦能培養學子的思考能

力，故應該繼續列為必修科。然而，同時設置四個必修科，令同學修讀其他選修

科的空間大減，課程架構亦嚴重傾斜於語文及人文學科，不利莘莘學子的全面發

展。因此，本會在保留四個核心科目不變的前提下，建議將通識科劃分為「通識

教育（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選修單元）」兩部份。必修部份每週兩節，全

港中學生必須修讀；選修部份約佔四節，供學生自由選讀，地位等同現時一般選

修科，為高中同學創造空間。 
2.「通識教育（必修部分）」的成績匯報只列出合格和不合格，大學收生只要求本

科達到合格水平。至於考核模式，本會認為現時過份偏重紙筆考試，令語文表達

能力決定學生表現，有違通識教育原意，也跟中、英語文科考核的能力重疊。此

外，通識現時教學有應試為本的趨勢，不少老師在教學時多集中教授答題技巧和

作答套路，局限學生思想。因此，本會認為應優化現行課程及考試方式，而評核

學生共通能力和思維技巧的具體方案可以校本形式推行，例如強化獨立專題探

究、其他校內進展性評估等，均可加以考慮。 
3. 由於將來「通識教育（必修部分）」只設合格與不合格兩個等級，故課程內容

理應加以削減，減輕教與學的負擔，為廣大師生「鬆綁」，並減少課時至每週兩

節，藉此騰出更多空間讓學生修讀多一些選修科，以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對促

進ＳＴＥＭ、數學選修單元，以致人文學科的學習，相信也有一定幫助。 
4. 至於「通識教育（選修單元）」，可以由學校決定是否開辦，以供同學自行選

修。事實上，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近十年，其課程宗旨能切合世界發展大勢，應有

存在價值，部份同學對學習通識亦有相當興趣。因此，本會建議「通識教育（選

修單元）」可保留目前公開考試形式，即有七個評級，而課時則大約每週四節，

作為必修部份的深化與延伸。這樣「通識教育（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選

修單元）」可以互相補足，達到相輔相成之效，令通識教育更靈活而有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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