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萬學生修通識 學校紛自救

「獨立專題探究」繁複如無底深潭

教界冀指引具體化 增資源提升教學效能
師生吃力不討好
通識籠統「教過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思諾）

東華學院昨日證
實校長汪國成以
個人健康理由，
在上月向校方提
出請辭，並已獲
校董會接納；而
校董會亦已成立
遴選委員會，即
將 展 開 招 聘 工
作。據了解，汪
國成的離任主要
和辦學團體希望
整頓學院的行政
問題有關。

有報道指，汪
國成因為「工作
壓力大」而提出請辭，並於下月離任，但有知情人士透
露，汪國成「表面」是以健康理由辭職，不過絕對不是患
重病，只是長期疲勞；而關鍵其實是辦學團體東華三院希
望可以「整頓」學院行政問題。據了解，汪國成未定離任
日期，但其意願是在今年年底離職。

學生關注 擬聯署挽留
學生普遍對汪國成的離任大表關注，不少學生主動到學

院校務處查詢。為釋除同學的疑慮，校董會在昨日下午5
時半向全體學生、教職員發電郵證實汪國成辭職的消息，
有學生收到電郵後表示，計劃聯署挽留校長。

坊間有傳聞指，汪國成已有「後路」，將「跳槽」至本地另一所大
專院校。消息人士表示，汪國成根本不愁出路，目前至少已獲3所自
資院校「挖角」，其中公開大學校長梁智仁將退休，盛傳校方早前曾
邀請汪國成接任，但汪已婉拒。

老師心態「教得幾多得幾多」
新高中通識科課程涵蓋今日香港、個人成長與人際

關係、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
境6大單元，不過，學界人士都指課程框架有欠具體，
令師生難以掌握。香港通識教育會會長許振隆在接受
訪問時指，6大單元範圍既大且廣，「老師要教幾多，
學生要學幾多，一直都好模糊」，因擔心所教內容不
足，不少老師會抱「教得幾多得幾多」心態，甚麼都
教又要顧及深度，結果導致「過度教學」問題出現。

建議6大單元主題更清晰
許振隆指，每個通識單元都包括數項主題，如何演

繹可存在很大差異，以「今日香港」中的「香港維持
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主題為
例，「老師要拿捏當中關鍵字，如界定『生活素質』
的指標是甚麼其實並不清晰，單是解釋『生活素質』
及相關指標便可不斷的延伸；再演繹『發展方向』，又
出現另外一個問題。」他直言，現時普遍通識老師都
有「過度教學」，單從學習角度來看雖然不算壞，但師
生的負擔卻因而大增。他期望能將6大單元每個主題具
體化，令師生更容易掌握教學內容和深度。

課時有限，但在籠統概括的框架下，要透徹做到
「通識」，教學卻可無止盡。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
席許承恩指，「僅是『釣魚台』題材，便已可講6至8
堂課，沒完沒了」。他表示，學界曾經有意見提出，應
將6個單元刪減一部分，或者從每個單元中各減去部分
內容，不過他認為，單元在設計時均循一定脈絡，若
刪減可能會導致內容割裂及不完整，「為減而減」做
法其實治標不治本，反而會令課程變得支離破碎。

倡加強老師培訓解讀課程
許承恩建議，當局應加強老師培訓，並將過往注重

「知識增益」的內容，改以「解讀課程」為重點，讓老
師學習有效的教與學策略，應對內容深且廣的6大單
元，更有效掌握所要教授的深度。

曾任通識科老師的天主教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則
指，針對師生處理通識科負擔極重，政府應向學校增
撥資源，如延續過往推出的一次性通識科津貼，可讓
學校聘請教學助理，分擔老師搜集資料和影印等工
作，同時騰出更多時間和集中專注力幫助有需要的學
生，提升整體學習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育局在上月底發表諮詢文件，就
檢討及修訂規管本港專上教育的《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收集公
眾意見。教育局昨日邀請各自資專上院校的代表出席有關檢討的諮詢
會議。據了解，會議氣氛良好，各院校代表、校長一致贊成諮詢文件
就條例作8個方面修訂的建議。

教育局昨日與各大專院校就有關《專上學院條例》修訂舉行諮詢會
議。有參與會議的院校校長透露，會議氣氛非常好，各院校代表、校
長一致贊成該條例8方面的修訂。而教育局官員在會議上表示，不會
一次過對條例作出修改，而希望可以逐步進行修訂。

公眾諮詢月中截止
教育局早前建議就上述條例作8方面的修訂，包括針對涵蓋2年至3

年制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當局擬刪除註冊專上學院須提供「最
少4年」主修課程的規定；刪除及簡化課程修讀期、收生年齡及學歷
要求；簡化頒授學位資格程序，不再需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
定等。局方已就各修訂向公眾諮詢，截止日期為今年11月20日。

《專院條例》檢討諮詢
學界挺8修訂建議

近年，香港出現了一種內地與香港
文化對峙的局面。筆者最近在課堂上
教授中國官方文字「簡化字」時，深
深體會到少年人對於中國文化的誤

解。有些學生稱「簡化字」為「殘體字」，部分沒表達意見的學生則
在旁竊笑，可想而知，學生對於「簡化字」的認識不足而有此謬論。

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
漢字簡化工作始於1955年，當中經過多次嚴謹且認真的討論和修

改，至1986年發表了《簡化字總表》。簡化字的國際地位甚高，在聯
合國，它是六種工作語言之一。在2001年1月1日起，我國亦把它成為
規範漢字，可見簡化字的重要性。如果我們視之為殘缺的、有問題的
文字體系，這對我國官方文字的評價不甚公平。

其實，漢字（包括繁體字及簡化字）是不是表意文字仍在學術界爭
論 ，從「六書」造字法中，學術界已質疑形聲、假借及轉注的表意
功能。我們實實在在沒法就零星漢字為例子就否定簡化字的重要性及
其用法，更不可能為簡化字配上「殘體」的惡名。

簡化字八種構成方法
錢玄同在《簡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分析了簡化字的八種構成方

法：
1. 粗具框廓，如「壽」作「壽」；
2. 採用草書，如「東」作「東」；
3. 僅存部分，如「聲」作「聲」；
4. 簡筆替代，如「觀」作「觀」；
5. 採用古體，如「禮」作「禮」；
6. 音符從簡，如「燈」作「燈」；
7. 別造簡體，如「嚮」作「向」；
8. 假借他字，如「義」作「義」。
就以上法則看來，第一法則比起原字更能表意，更能把事物形象表

現出來；部分更把漢字重新製造，把當中意思加強，如「眾」（眾）、
「從」（從），不是更能反映該字的意思嗎？部分更是採用古字的（見
第五法則），可見，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評論簡化字為殘體。

漢字經隸變失表意
另外，漢字經過隸變之後，部分漢字出現了重複表意部分，如「採」

的偏旁；有些文字部件如「火」的變化型出現多義現象，如「煮」下
的四點代表火，但「魚」「鳥」這些以象形為造字法的文字卻因隸變
而共用四點。這不是同樣使漢字失去表意功能嗎？所以，即使漢字未
有符合表意功能，也不完全是因為簡化字的出現而形成。

不論我們對於內地同胞的行為有何意見，不論我們
對於內地文化差異而產生任何深層次矛盾，我們還是
應該持平公正地對待規範文字，不應武斷地為正式文
字冠上惡名。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廖尹彤

簡化字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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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有「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現就整
個新高中課程進行檢討，但檢討後的新方案，於
下學年起於中四級落實，那亦意味現時中四至中
六21萬名學生，仍需要按現有情況學習及應試。
故此，不少學校在完成首屆文憑試後紛紛「自
救」，迅速調整教學策略，教授應試和答題技
巧，例如重組6大單元教學，以「今日香港」為
平台，貫通其餘部分，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

以「試」為鑑 調整教授策略
現時中四至中六各有約7萬名學生正修讀通識

科，即使優化方案落實，該批學生仍然要繼續叫
苦。資深通識科教師嚴志峰則希望以自身經驗

「救」學生，他指經歷首屆文憑試後，發現通識
考卷並非以知識為本，而是以技能為本，相信學
校會作出相應的策略調整，例如在課堂上更重視
教授作答技巧。他又表示，首屆文憑試試題多以
香港為核心，再貫穿其他單元議題，所以計劃調
節不同單元的教學，以香港的情況作為基礎，現
時他於中四級已開始教授學生應對不同的題型和
問法，並探討不同跨單元題目。

培養多角度思考 訓練答題技巧
資深通識科主任李偉雄指，單從首屆文憑試

試題分析，很多學校所教都遠多於答題所需，
「例如教了『公共衛生』單元，最後可能答100
多字就能應付」。但他亦直言，只得一屆考試仍
未看清試卷趨勢，情況無可避免，「所以沒人
敢不教齊全部(單元)」。為裝備學生，他會邀請
不同界別人士到校演講，和帶領學生走出學
校，培養其多角度思考，又加強答題技巧訓
練，包括提供範文給學生，了解分數分配及學
習答題用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除課程內容量和深
度需要檢討外，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亦因
課時不足及學習差異等問題，引起學界關注。IES要
求學生在高中階段完成擬題、學習研究方法、撰寫提
交獨立報告等連串繁複工作，但在現有課時安排下，
每名學生每年平均最多只獲分配47分鐘接受老師個別
指導，所以只能於課後投放額外時間跟進。通識教育
會會長許振隆便形容IES像「無底深潭」，師生的付出
無可量計。

僅受47分鐘指導 學生如「輪街症」
許振隆表示，對高中生來說，掌握研究方法是一大

挑戰，學習需時，加上IES是一份獨立的報告，老師
不能單以課堂講授，有需要逐一個別跟進。不過按課
時安排，3年新高中通識科獲分配270小時，當中IES

佔90個課時，即平均每年30小時1,800分鐘，在一班共
有38名學生下，即使老師將全部用作個別教學，每人
也只得47分鐘，猶如「輪街症」。當中尚未計算要特
別照顧程度較差學生所付出的時間，又或遇有學生呈
交IES延誤，要額外花時間追收報告和輔導。

減呈分次數無助紓壓
今年初考評局落實精簡考評安排，通識科IES的呈

分次數減至4次，不過伍華中學校長劉柏齡認為，那
對紓緩師生壓力沒大幫助。他指，IES是一整個項
目，減少呈分次數只減省行政工作，整體工作量並無
減少，加上學校課時不足，現時學校只能將IES移到
星期六處理，他表示，與建議的90個課時相比，該校
師生往往需要額外多用50%時間，才能處理好IES，
負擔很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通識教育是新

高中課程新增的必修

科，更是整個香港學制

改革的焦點。不過，自通識科推行以來，關於

其課程內容太多太廣，學習範圍幾乎無所不及

的爭議也一直持續。多個通識科團體都指，現

時課程6大單元內容概括，學界又未完全掌握

教與學策略，往往「教得幾多得幾多」，「過

度教學」(Over-teaching)情況普遍，加上處理

「獨立專題探究」(IES)課時嚴重不足(見另

稿)，令師生壓力極大。教育界認為，當局應

把握檢討機會，將課程指引具體化，及增撥資

源加強支援，提升教學質素與效能。

■許振隆建議將「6大單元」的主題具

體化，令師生更容易掌握教學內容和深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嚴志峰(右)期望考評局每年為通識科增設兩份

模擬試題，讓學生掌握考試模式。 資料圖片

■教育局建議學校至少分配270個課時予通識科，實際上是不足夠。圖為一般學生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

■許承恩建議，學校邀請首屆通識

科成績較為理想的同學到校，以過

來人的經驗做分享。 資料圖片

■ 李 偉 雄 指

出，由於首屆

文憑試仍未看

清試卷趨勢，

唯有在課堂上

多跟學生討論

不同議題，以

及加重答題技

巧的訓練。

馮晉研 攝

■汪國成以個人健康理由，在上月向

校方提出請辭，並已獲校董會接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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