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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

識識

教教

育育

科科

背背

景景

 1992 年，高補通識科實施

 2003 年，會考綜合人文科實施

 2003 年，會考科學與科技科實施

 2009 年，中學文憑試必修科

 回應香港社會需要

 跨學科學習機會

 學習與現實生活聯繫

 << 通識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 頁
1-2



單
元
三
：
現
代
中
國

 主題 1：中國的改革開放

 主題 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加深對自身、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
質環境的理解；

 對不同情境中（例如文化、社會、經濟、
政治及科技）經常出現的當代議題作多角
度思考；

 成為獨立思考者，能夠適應個人和社會環
境的不斷轉變情況而建構知識；

 培養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力，包括批判性
思考能力、創造力、解決問題能力、溝通
能力和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在多元社會中欣賞和尊重不同的文化和觀
點，並學習處理相互衝突的價值觀；

 建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度，使
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識和負
責任的公民。。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宗
旨



主主

題題
11
：：

中中

國國

的的

改改

革革

開開

放放

 國家近百年發展的主要歷史時
期和重要歷史事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
概況；

 國家憲法的重要性；

 重要的政府組織；

 國家的地方及區域特徵及其主
要自然和人文形貌的特定分佈
形態的成因和影響；

 國家的經濟和環境議題等。



探
討
問
題

 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
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人民如何理解生活水平和模式的

轉變？
 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

國家，可持續發展和文物
 保育在何等程度上是可行的？當

中有甚麼挑戰和機遇？
 參與國際事務怎樣影響國家的整

體發展？
 中央人民政府怎樣回應改革開放

帶來的影響？
 在何等程度上，改革開放影響了

國家的綜合國力？



主主

題題
22
：：
中中

華華

文文

化化

與與

現現
代代

生生

活活

 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主要特徵；

 國家內相同和不同的地域、文
化、種族及宗教的人在傳統風
俗習慣上的異同；

 不同的文化如何適應轉變中的
環境；

 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等。



探
討
問
題

 家庭觀念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
現代生活有甚麼關係？
 傳統家庭觀念在現代生活中受到甚麼

衝擊？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家庭觀念能在中國
人的現代生活中延續？為甚麼？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與中國人
的現代社會是相容的？
 為甚麼部分傳統習俗能夠在中國人的

現代社會中延續和發展下去？為甚麼
部分不能？

 在何等程度上，傳統習俗對中國人的
現代社會具有意義？



中中

國國

歷歷

史史

科科

背背

景景

悠久歷史傳統

 會考、高考、昔日還有高等

 2009 年，中學文憑試選修科

 認識關心國家過去與現在

 加深瞭解國情

 << 中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 頁
1-2



中
國
歷
史
課
程
宗
旨

 理解重要歷史事件的由來、發展及相互
關係，從而掌握事物的變革軌跡及發展
趨勢， 幫助他們能以古鑑今， 策畫未來
；

 整理、綜合及分析相關的歷史資料， 運
用歷史探究的方法， 提升個人思辨及評
價史事的能力；

 培養解難、內省、批判及創意思維等技
能， 提升他們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及參與
社會決策的能力；

 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培育個人對社會
、國家及民族的責任感；

 體會中外文化交流的意義，欣賞中國文
化的特質與價值所在，建立民族認同， 

尊重不同的文化與承傳。



必修部分：乙部： 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末





選修部分：「女性社會地位： 傳統與變遷」



課課

程程

後現代課程 vs 現代課程

現代 (Modern)(十八世紀
啟蒙運動，科學與理性。二十

世紀，現代主義漸形成。

 人類由人本帶向物本社會，喪失人

類的主體性，後現代
(Postmodern) 概念出現。 1970
至 1980 年代，後現代主義充塞各學
科範疇。



現
代
課
程

泰
勒
模
式式

泰勒的基本原理在封閉性上強
調
選擇目標、

 經驗、

 組織的方法

 評量

這是現代主義課程思考下的產
物。 



現現

代代

課課

程程

 現代課程可分為

 1)傳統論 (Traditionalist conception)
 學生學習永恆的知識

 教師責任在於教導學生學科內容為基礎
和事實

 對知識不容許有任何質疑

 2) 當代論 (Contemporary conception)
 彌補傳統論學科中心、教師主導、倚重
權威，忽略學生需求及社會現實缺失

 進步論 (Progressivism)以科目整合課程，
調整學生興趣和學科知識

 重建論 (Reconstructionism) 試圖鼓勵學生
學習所得與社會實際相結合，充分用運
用所學



中中

史史

科科

課課

程程

設設

計計

 課程設計
不再是傳統論 (Traditionalist 

conception)
偏向重建論 (Reconstructionism)

試圖鼓勵學生學習所得與社會實
際相結合，充分用運用所學。

 教與學回應
 教師

 學生



後
現
代
主
義
思
潮

 20 世紀後期在西方湧起了一股
後現代主義思潮

 價值觀念和思維範式對現代教
育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
巨大衝擊。

後現代主義教育思想宣導平等教育思想宣導平等

對話與理解、強調開放與創造對話與理解、強調開放與創造
、否定中心與等級、重視差異、否定中心與等級、重視差異

與多元化、注重培養人的探索與多元化、注重培養人的探索

創新精神創新精神。



後
現
代
主
義
課
程
特
色

 後現代主義課程研究者在批判與反
思性課程觀的基礎上， 引入了自組
織理論

 形成了一種開放性的、自組織性的
課程理論。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強調課程的開
放性、自組織性和不確定性，認為
課程是一種文化發展與創造的過程
，而不是所謂客觀的文化知識的載
體。

 重視師生共同參與的探究活動中意
義、精神、經驗、觀念、能力的生
成過程，是動態的、發展變化的，
而不是終極真理。



多
爾
後
現
代
課
程
4R4R

 豐富性（ richness ）後現代主義課程的主
要內容是開放的、多重解釋層面的和不同
意義 

 回歸性（ recursion ）循環性的意義是重新
發生。一個循環性的課程強調回頭的概念 。
一個回歸性的課程，留給學生很大的空間
去進行反思。 

 關聯性（ relations ）一個線性的課程，有
一個很明確的開始、中點和結束。一個非
線性的課程是偏向一種矩陣甚至如電腦繪
圖般。 

 嚴密（ rigor ）在四 R 中，嚴密性可說是
最重要的，假使豐富性區分了大部份的後
現代主義課程，嚴密性便讓豐富性更豐富。
問題、干擾和可能性構成的豐富需要被規
則化。 

1993 年出版的》W． Doll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



後
現
代
主
義
課
程
的
啟
示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鼓勵人們懷疑和
批判一切現有的知識和權威 。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強調課程實施過
程中的平等對話。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課程教學形式上
實行小班教學、分組教學、協作教
學，以便使課程教學過程有更多的
對話、質疑和溝通。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宣導多元主義方
法論，提倡以多種方式探究課程知
識 。

 後現代主義課程觀極力主張與宣導
開放式的、解放式的、注重學生理
解的運行過程 。



通
識
科
後
現
代
課
程
設
計

 通識科理課程內容和目標不再是單一和完全預
定性，而是表現為預定性和生成性相結合。

 課程根據每個學生自身情況和最新學習進展，
設計在某個學習議題時使用的內容載體和要實
現的具體目標。

 教師的作用是引導學生自己去研究。當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遇到疑惑時，教師可作出合適指導
，指點迷津，引導下一步學習。

 教學設計的出發點不再是教師如何教，而是學
生該如何學，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我體
驗和知識的自我建構，從積累知識走向發現和
創造知識。



通
識
科
後
現
代
課
程
架
構

 揚棄傳統學科本位的學習模式，採
合科、統整的教學，以「人」為中
心，企圖促進課程間的連貫性、銜
接性，以獲得較完整的概念，更期
以透過跨領域、跨學科的探索，擺
脫過去分科教學的束縛，

 而後現代課程論亦主張應將分立的
學科，轉變為教師和學生、文本和
讀者的統整（歐用生， 1998 ）。



後後

現現

代代

課課

程程

的的

教教

師師

  

 長久以來教師被期待以「傳道、授
業、解惑」的角色。

 如今在全球化潮流下，「道」卻成
了人言言殊，而無孔不入的資訊無
限擴大了「業」的領域；於是學生
之「惑」也愈來愈超出教師所能解
答的範疇（周珮儀， 1996 ）。

 後現代課程的教師應具備怎樣的能
力或態度 ？
 教師是課程的發展者
 教師應作為學習的引導者和批判思考

者 



當當

代代

中中

國國

學學

習習

反反

思思

以現代課程理念來學習

以後現代課程理念來學習

 Giroux(季胡 )採取中庸之道，
主張當代教育不是完全否定現
代主義，也不應只用後現代主
義考慮教育
 教育是培育具批判的公民
 課程以多元文化為架構
 教師工作是轉化智慧，具有知識

和社會行動的角色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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