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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指出，現時通識科總課時為250小時，
取代通識科的新科目之課程內容將減至大

約一半，也取消了獨立專題探究，建議總課時為
130小時至150小時。原本的6大單元亦會縮減
為3大主題，分別為「『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
當代世界」，每個主題約佔45小時至50小時。
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主題，涉及

多個學習重點，包括：香港的回歸歷程，國家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主權治權在中
國），「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法律依據，法治
精神的意義，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香港
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務的貢獻及受惠，國家支
持香港發展的政策等。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的主題則會講述人民
生活素質與綜合國力的提升，國家最近期的五年
發展規劃的重點及相關政策，這些重點和政策與
促進國家和香港的關係等內容。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下設4大課題，分別
為經濟全球化、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全球環境
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包括
全球科技新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香港在傳
染病防控的角色和貢獻等多個學習重點。

增設內地考察 加深國籍認同
至於新設的內地考察部分並不涉及公開考試，
考察主題為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佔10小時學
習時數。學習重點包括文化遺產的保育與傳承，
包括應用科技進行保育。學生往內地考察前須有
詳細計劃及閱覽資料，事後要撰寫考察報告。
優化版的課程宗旨則提到學生須以已發展成熟
的當代課題作多角度思考，幫助他們作出合乎法
理情的分析，在多元社會中傳承中華文化傳統、
加深對個人中國國籍和中國公民身份的了解和認
同等。

候選新名曝光 考試僅設一卷
此外，通函問卷首次曝光新科目的候選名字包
括：公民與國家科、國民與社會科、公民與社會
發展科、公民與文化科、社會教育科。附件有新
科目的公開試樣本試題以作參考，考試只設一
卷，分甲、乙兩部分。前者為短題目、多項選擇
題，旨在評核考生對科目的重要知識、概念和詞
彙的理解，並就相關情境作出分析；後者屬資料
回應題，旨在評核考生在識別、應用和分析資料
的能力，所有題目均須作答。
從樣本試題可見，甲部短題目其中一題問「什
麼是『可持續發展』？」亦設多項選擇題問「以
下哪項是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考
核學生的基礎知識；乙部有題目提供一份調查資
料及取材自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要求考生描述
及解釋。

教局問卷調查 聽取校方意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是次通函旨在了解學校對
優化方案的建議和意見，調查為期一個月，並會
為學校領導層和前線教師安排簡介會，解釋優化
方案和聽取意見。
若方案獲接納，最快可於新學年中四級起實
施，並於2024年文憑試生效；教育局會加強教
師培訓、學與教資源等，讓教師作適當準備。

除了已經異化的通識科要大刀闊斧改
革，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科等三
個核心科目亦因為工作量繁重、課程內
容重疊等問題而被納入優化建議當中。
其中中文科的必修和選修部分融合，並
將4卷合併為兩卷；英文科則會改良校本
評核方式及文憑試寫作卷；至於數學
科，考生可只修讀「基礎課題」及部分
「非基礎課題」，「基礎課題」最高只
可獲得第四級成績。
在中文科方面，為釋放課時、為學校

提供更大彈性和空間，方案建議融合高
中課程必修及選修部分。教師可將選修
單元的學習元素融入必修部分或閱讀活
動中。在整體而言，會加強學生的文言

閱讀能力，在不同學習階段提供「文言
經典建議篇章」，豐富學生語文積澱。
至於中文科文憑試，方案建議將現行4

卷合併為兩卷，保留及優化卷一「閱讀
能力」及卷二「寫作能力」，並於卷二
增設實用寫作，將現時1小時30分鐘的
考核時間增加至2小時15分；同時取消
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和卷四「說話
能力」。由於課程必修及選修部分融
合，故校本評核方面，學校毋須呈交
「選修單元」及「閱讀記錄」的分數，
只保留「閱讀匯報」，即文字報告及口
頭匯報各呈交一次分數。

英文科整合必修選修部分

在英文科的優化方案建議整合必修部
分和選修部分，以釋放空間；開辦高中
職業英語應用學習課程；改良校本評核
及文憑試寫作卷等；增加學生透過跨課
程語文學習或跨課程閱讀等提升語言能
力的機會。

數學科分「基礎」「非基礎」課題
數學科課程則由「基礎課題」和「非基
礎課題」組成，學生可以只修讀「基礎課
題」及部分「非基礎課題」，考生如在文
憑試「基礎課題」表現良好，最高可獲第
四級；學校亦應加強實行課程調適，讓不
同能力、志向的學生修讀適合自己的課程
組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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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提出課程和評估優化方案，教育局

昨日向全港中學發出通函進行問卷調

查，了解意見。文件提及改革後的4個

核心科目預計共可釋放約250小時課

時。至於備受關注、將會改名的通識教

育科，通函首次曝光5個新科目的候選

名字、公開考試樣本試題，以及新科目

的課程宗旨等。日後課程會由以往6大

單元縮減為3大主題，當中強調讓學生

要認識「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以及改

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另評核只設一卷以

減輕考試壓力（見大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重新冠名科目及異化通識科對照

科目名稱
公民與國家科、國民與社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公民與文化科或社會教育科（待定）

通識教育科

重新冠名科目 通識科

課程結構
框架

3大主題下設10大課題
主題1：「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課題：「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實踐

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

主題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課題：改革開放與人民生活的轉變

國家最新發展與香港融入發展的規劃和政策
參與國際事務的行動及倡議

主題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經濟全球化

科技發展與資訊素養
全球環境問題與可持續發展
公共衞生與人類健康

6大單元下設12個主題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單元二：今日香港
單元三：現代中國
單元四：全球化
單元五：公共衞生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專題研習
元素

內地考察
●不涉公開考試
●以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為主題
●佔10小時時數
●學習課題包括傳統中華文化的特質、實地考察簡介事項

獨立專題探究（IES）
●屬於校本評核，佔公開試總分20%
●佔82小時

評核模式

●只設達標及不達標兩等級
●考試只設一卷，分甲部短題目／多項選擇題，以及乙部資
料回應題，前者佔分比重30%，後者70%

●考試時間建議為2小時15分鐘，全部題目均須作答
●針對主題3公共衞生、科技、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等課
題，教育局正了解教師對「逐年輪換」出題範圍的意見

●設1至5**七個等級
●分兩張考卷：必答資料回應題，佔總分
50%，考試時間2小時；三選一延伸回應
題，佔總分30%，考試時間1小時15分
鐘

中文卷研四併二 刪考聆聽說話

教育局就高中核心科目的課程和評估優
化方案諮詢學校，社會及教育界人士普遍
認同大力改革通識科，其中教聯會副主席
鄧飛指出，「通識舊課程最大弊處就是容
易令學生在答題時，習慣將香港和中國完
全分開」，新科目主題既有「『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亦有「改革開放以來的
國家」，「前者有助學生更易理解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發展與香港息息相
關」，後者可以加強學生對國家的了解，
內容全面，方向正確。

鄧飛盼定明北上考察細節
至於內地考察，文件列出要求是「10

小時學習時數」，鄧飛認為，「如果由
出發考察開始計，變相去一去深圳就
完；但如果是以學習活動計算，不計算
路程花耗的時間，則比較合理」；此
外，內地考察主題提及的「中華文化」

涵蓋範圍，希望當局可以界定得更加仔
細。
至於日後四個核心科合共釋放約250個

課時，鄧飛指或可讓學生多選修一科，
但各校資源、學生情況不一，難以一概
而論；但現時教師每周授課平均28節，
新安排或意味教師未來要多教幾班，
「譬如以前一個老師教3班，每班7堂，
共21節；釋放課時後可能每班得5堂，3
班加起來只有15節，少咗就可能要教多
班」，而加班亦意味很大機會要教跨
級，教師工作量可能增加。

李偉雄指改動減應試壓力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李偉雄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今次通識科主題清
楚點明「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緊扣和
確立與祖國的關係，其中更點明了法治
精神的意義，包括遵守法律、司法獨

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都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是每個香港人都應認識
和珍惜，有助加強學生免受誤導，避免
所謂『違法達義』歪理重現。」至於考
卷只設一份，李偉雄指樣本試卷有考核
基礎知識，乙部分亦有一定分析要求，
改動後應試壓力應可大減。

梁美芬倡提供師訓及考核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表示，認

同通識改革方向，認為最重要是培養學生
法治精神，讓他們了解基本法、「一國兩
制」等，確保他們不會「行錯路」。
她認為新科目必須協助學生了解國

家，幫助他們尋找未來機遇，建議課程
要配以具針對性的教材，教育局亦需要
為教師提供合適的培訓，甚至安排考
核，確保教師質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余韻

利學子增了解國家 各界讚方向正確

●●通識科課程將減半通識科課程將減半，，當中強當中強
調要讓學生認識調要讓學生認識「「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下的香港。。圖為文憑試考生往圖為文憑試考生往
年應考通識科年應考通識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通識科將由6大單元縮減為3大主題。圖為現時的通識科
教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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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高中課程調配

●四個核心科預計共釋放約250小時課時，但非一刀切的硬指
標，各校可按校情彈性調適；
●所釋放課時可讓學生增修一個選修科或應用學習科目、修讀數學科延

伸單元一、更積極參與「其他學習經歷」／全方位學習活動，或發掘其他個人
興趣，以照顧學生不同興趣、能力和抱負。

中文科

●課程方面，融合必修和選修部分，在整體課程內加強對閱讀的重視，在不同學
習階段提供「建議篇章」；
●公開評核仍會保留讀、寫、聽、說的元素，但會把現時4卷合併為兩卷；取消卷

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和卷四「說話能力」，所考核的能力融入「公開考試」及
「校本評核」。

英文科

●整合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以釋放空間；開辦高中職業英語應用學習課程；
●改良校本評核及文憑試寫作卷。

數學科

●該科由「基礎課題」和「非基礎課題」組成，建議學生可只
修讀「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課題」，如在文憑試的

「基礎課題」表現良好，最高可獲第四級的成績。

其他改革建議重點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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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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