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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教評會就新冠名以替代通識教育科之建議」 

就教育局「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為學生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的調查，

其中包括「重新冠名科目以代替通識教育科」一項的諮詢，以及學校國民教育的推

行，公開發表以下意見： 

一、引言： 

本會認同須全盤檢視及改革高中通識教育科，同時必須補足學校實施國民教育的

嚴重短板。新學科課程理念和目標，須強調認識國家發展的歷程與困難，長期以來

國家面對的挑戰及各方面的成就，切實重視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有關香港特區當前學校國民教育的施行，教育評議會提出三個主要範疇，三個聚焦

項目，以及三個課程的主張。 

三個主要範疇是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國家的改革開放，互聯互通的世界現況。 

三個聚焦項目是指國情教育、憲法教育、歷史文化教育。 

至於三個課程，涉及獨立學科/綜合學科課程，跨學科課程，滲透式/非正規與隱蔽

式課程。 

透過高中新冠名學科的落實，需要同時開展學校教育各個範疇及課程，包括各個學

科課程發展及施行的配合，為香港學校國民教育的進一步完善，重新起動。 

二、有關新學科冠名： 

本會建議，重新冠名學科以代替通識教育科的學科名稱，宜選「國民與社會科」。 

重新冠名學科不宜保留「通識」舊名，以擺脱往昔通識教育科的原有框架，減少以

舊學科觀念或慣性思維與新學科作比較。新學科名稱需要強調學校教育承擔國民

教育的義務與必須。至於公民教育的施行，早自九七前的後過渡期，教育部門已通

令及檢核全港學校各個範疇及學科，包括以滲透式課程模式，在各個學科，以至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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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模式施行。公民教育既不是這趟新學科施行的重點，亦與國民教育的實施容易

模糊焦點，故「公民」一詞用於新學科名稱，亦有所不宜。 

「國民與社會科」作為新學科名稱，一則用作强調國民教育的重新出發，具體落實；

也強調透過社會科學的原理，以科學的發展觀，社會的進步觀，促進學生認知香港、

國家與世界，並掌握不同範疇的社會發展與相互關連。 

三、有關學校國民教育的規劃： 

因應借助新冠名學科重新推動高中年級的國民教育，教育評議會要求教育局須同

時全盤審視有關推行國民教育的整體課程規劃。 

國民教育的實施，不應只局限於高中階段的學科範疇，也涉及高中課程，初中課程，

小學課程，以至整個學校教育階段的教育實施。這些方面，教育部門的規劃，需要

有序地全盤重整。按學校教育三個課程範疇的理念，本會建議： 

1、獨立學科/綜合學科課程：高中開設國民與社會科(高中取代/合併通識教育科)。

初中之各人文學科，以及小學現行之常識科應加強國民教育元素，長遠而言，教育

局課程發展議會應積極探討小學、初中與高中之國民與社會科銜接之大方向。 

2、跨學科課程：內地學習、生涯規劃教育、品格教育，以校本課程規劃學生學習。 

3、滲透式/非正規與隱蔽式課程：其他學科以 1990 年前後推行公民教育的模式，

以渗透式推行國民教育，並善用早會、周會、品德教育、價值教育等。 

四、有關新冠名學科的公開試評級： 

就高中新冠名學科的公開考試評級，本會建議可劃分合格與不合格，從而鼓勵並釋

放師生在教與學更大的學習空間與志趣。 

五、有關學生內地學習的規劃： 

新冠名學科鼓勵學校開展高中學生內地學習，出訪交流及考察地域宜可以涵蓋包

括廣東省及省外，即全國各省市及其下轄縣區等地。惟現時只屬高中新冠名學科的

一項建議學習活動，而諮詢文件所提及建議學習重點偏狹，目標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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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肯定具質素的考察交流學習的必須，認同須配合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以促進學生善用內地考察的學習機會，並提供學生能應用日常所學。 

同時鼓勵學校以多元模式實踐内地學習，包括姊妹學校交流互訪，參與內地教育機

構舉辦的學習營，如科研、地質、城鎮、農村、民族文化、環保等不同範疇。亦可

結合生涯規劃教育，拓闊學生學習視野與成長元素。 

內地學習，包括實地考察，於香港學生非常必要，深入而踏實地體會内地社會，親

炙江河大地，接觸内地青少年及普羅人群，聚焦某範疇的專門項目，皆有助促進學

生認識國家，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本會建議，不限於高中階段，各校於小學、初中及高中年級三個階段，皆必須組織、

開展最少一次內地考察學習/研習，提供予學生參與。 

鼓勵及促進各校開展學生內地學習項目成為校本課程，並以學生專項研習模式，設

計學習評估，將學習表現載列於學生的成績表，以提高師生的參與及重視。 

總結過去十多年來，一般學校參與的内地考察交流模式，多屬直接報名參與教育局

外判考察交流團為主，而教育局，以至學校有關考察團的招標模式，嚴守價低者得

的程序，未必有助促進學生認識内地。 

本會建議，教育局和學校在招標考察遊學等學習項目招標事宜，參考標價高低同時，

容許採用議價方式，以達成優質教育成效為考量，尤其鼓勵設計獨特的學習計劃。 

教育局亦宜開放內地交流支援組的資源，直接提供學校申請，促進學校校本設計行

程和教學計劃，以期學校更重視行程設計及項目學習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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