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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問卷調查 2015 結果 

2015年 6月 10日 

1. 引言 

通識教育作為新高中核心必修科，一直備受關注。教協會自 2009 年新高中學制

推行以來，今年是連續第六年進行「通識教育科問卷調查」，以跟進通識科的教學情

況，促進學科的長遠發展。本年度調查於 5 月底至 6 月初進行，透過郵寄及網上問

卷，收回有效問卷 404 份，主要調查結果如下。〔詳細數據可參見附件〕 

2. 現況 

2.1 整體壓力整體壓力整體壓力整體壓力偏偏偏偏高高高高    教學條件教學條件教學條件教學條件倒退倒退倒退倒退    學生學習環境惡化學生學習環境惡化學生學習環境惡化學生學習環境惡化 

(a) 壓力評分壓力評分壓力評分壓力評分：教師以 0-10 分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壓力，結果平均壓力評分為

6.9 分，與去年的 7.3 分相若，仍處於較高水平，而選擇 7 分或以上的教師

比例亦高達 65%。 

(b)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最感到困難的項目最感到困難的項目最感到困難的項目最感到困難的項目為：(1)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準備／更新課程

教材、(3) 處理獨立專題探究、(4) 教授學生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能力。

以上各項連續六年均被教師選為最感困難的項目，其中「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亦是連續六年居於首位。 

(c) 分組教學分組教學分組教學分組教學 

� 超過四成（42%）教師表示未能進行分組教學，比例是歷年之高。（前

五年的比例介乎 26-37%） 

� 未能分組教學的原因，主要是人手不足（44%）。 

� 當局於 2013 年取消通識科津貼後，人手不足的問題不斷惡化，在學校

資源緊拙的情況下，導致通識科被犧牲，以現時中四 34 人一班情況，

教師未能進行分組教學，反映老師對學生的關顧程度被逼減少，教師

難以處理學生學習差異，導致學生的學習環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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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學信心： 

� 任教各單元的信心評分與去年相若，但個別選項仍處於偏低水平。各

單元中，教師對「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及「今日香港」最有信心，

而教授「全球化」和「現代中國」單元則最缺乏信心。情況與過去相

若。 

� 教師對「帶領學生進行獨立專題探究」的信心仍然偏低，今年更下跌

至最缺乏信心的一項。 

2.2 獨立專題探究獨立專題探究獨立專題探究獨立專題探究（（（（IES）））） 

(a) 獨立專題探究仍是令教師感到困難的項目，今年更成為教師最缺乏信心的

教學項目。每位教師平均須帶領 35.4 人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有 21%的教師

帶領超過 50 名學生。教師的每星期平均處理獨立專題探究的時間為 4.5 小

時，比去年增加 0.7 小時。大部分教師不同意「處理獨立專題探究的人手

充足」。 

(b) 教師對獨立專題探究的評價偏低，認為對學生的要求不合理，而且不能真

實反映學生表現。 

2.3 對對對對「「「「新學制中期檢討新學制中期檢討新學制中期檢討新學制中期檢討」」」」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a) 絕大部分教師不同意在公開試增加選答題和延長考試時間，同意的老師只

有約一成，反映教師對中期檢討中有關修改文憑試試卷一的內容並不贊同。 

(b) 大部分教師不同意當局在中期檢討有充分聆聽老師意見；於課程修訂方面

只有約兩成教師表示同意當局的建議。 

2.4 對對對對文憑試文憑試文憑試文憑試考卷的評價考卷的評價考卷的評價考卷的評價 

(a) 對於「考卷能有效反映學生學習通識的水平」及「考卷設計符合通識科的

教學目標」、「考卷能涵蓋通識科整體課程範圍」，教師都傾向同意。  

(b) 對於考卷的深淺程度，超過六成（65%）教師認為本屆考卷能切合學生的

程度。 

2.5 教師認為可以有教師認為可以有教師認為可以有教師認為可以有效效效效改善通識教學的措施改善通識教學的措施改善通識教學的措施改善通識教學的措施 

首五項教師認為最有效的改善措施，依次為「小班教學」、「增加常額教席」、「更

多專科撥款」、「取消獨立專題探究」及「精簡課程範圍」，結果與去年相若，教

師連續六年認為「小班教學」是最有效改善通識教學的措施。 

2.6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對通識科受政治干預的憂慮對通識科受政治干預的憂慮對通識科受政治干預的憂慮對通識科受政治干預的憂慮 

大部分教師表示，擔心通識科的發展會否受政治干預，表示不擔心的教師只有

約兩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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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烈要求： 

比較六年通識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通識教師面對的問題和困難非常一致。我們就

此提出下列訴求： 

3.1 推行推行推行推行小班小班小班小班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增設常額教席增設常額教席增設常額教席增設常額教席，，，，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照顧學習差異 

在連續六年的調查中，教師有兩個非常突出的訴求，就是「小班教學」和「增加通識

常額教席」。推行小班教學、增設常額教席，亦是針對當前通識教師認為最困難的項目：「照

顧學生學習差異」最重要的解決方法。當局必須正視教師於教學時遇到的困難，照顧不同

學生的學習所需。 

此外，教師在處理獨立專題探究的工作非常繁重，而人手不足更令現職教師百上加

斤。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現職教師不但無法進行分組教學，更要花不少時間帶領學生進

行獨立專題探究，而調查結果顯示情況正不斷惡化。 

教協會一直強烈要求當局增設常額教席、改善班師比例，讓教師減輕現時超高的工作

量，增加資源讓學校和教師能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但當局一直置若罔聞。 

絕大部分教師認為通識科的資源必須長期而穩定；教育局必須立即改善高中班師比立即改善高中班師比立即改善高中班師比立即改善高中班師比

例例例例，，，，增設常額通識教席增設常額通識教席增設常額通識教席增設常額通識教席，讓大學通識教育畢業生有機會入職，進而透過改善人手編制，為

通識教學提供穩定的教學及人力資源，藉以減輕現職教師的工作壓力，提高學生學習此科

的學習效能。 

3.2 正視教師的意見正視教師的意見正視教師的意見正視教師的意見，，，，回應教師的憂慮回應教師的憂慮回應教師的憂慮回應教師的憂慮 

調查結果顯示，教師認為當局在進行「新學制中期檢討」期間並沒有充分聆聽及回應

現職教師的意見。與此同時，社會上有不同人士多次對通識科提出質疑，更提議取消通識

科或將通識科變成選修科。對政治干預的憂慮及對科目前景的擔憂，令教師面對龐大精神

壓力和影響校內團隊士氣。 

在六月八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中，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表示，當局於考慮教

師意見後，決定建議擱置修改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卷一的結構及作答時間，本會歡迎擱

置有關修訂，並要求當局當局當局當局於檢討政策時於檢討政策時於檢討政策時於檢討政策時應正面回應應正面回應應正面回應應正面回應教師訴求教師訴求教師訴求教師訴求，，，，確保修訂確保修訂確保修訂確保修訂必須符合教育原必須符合教育原必須符合教育原必須符合教育原

則則則則，，，，充分考慮前線老師的意見充分考慮前線老師的意見充分考慮前線老師的意見充分考慮前線老師的意見，，，，按既定程序按既定程序按既定程序按既定程序，，，，由專業決定由專業決定由專業決定由專業決定；；；；確保政策修訂不受政治干預確保政策修訂不受政治干預確保政策修訂不受政治干預確保政策修訂不受政治干預，，，，

以釋除教師的憂慮以釋除教師的憂慮以釋除教師的憂慮以釋除教師的憂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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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詳細數據 

1. 問卷收回情況 

問卷回收總數問卷回收總數問卷回收總數問卷回收總數 404 

 

任教新高中通識科年資任教新高中通識科年資任教新高中通識科年資任教新高中通識科年資 首年任教首年任教首年任教首年任教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三年任教三年任教三年任教三年任教 任教四年或以上任教四年或以上任教四年或以上任教四年或以上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8% 14% 78% 

 

學校主要收取的學生組別學校主要收取的學生組別學校主要收取的學生組別學校主要收取的學生組別 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第一組別 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第二組別 第三組別第三組別第三組別第三組別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33% 35% 32% 

 

任教學校種類任教學校種類任教學校種類任教學校種類 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官立官立官立官立 直資直資直資直資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82% 11% 4% 3% 

2. 整體壓力評分 

教師以 0-10 分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壓力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平均壓力評分 6.9 7.3 7.4 7.7 7.9 7.7 

選擇 7 分或以上的

教師比例 

65% 76% 78% 83% 85% 77% 

� 壓力評分一直維持高水平，壓力評分達 7 分或以上的教師比例達 65%。 

3. 每星期處理獨立專題探究的時間 

年份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平均時間（小

時） 

4.5 3.8 3.8 4.10 3.74 -- 

� 平均每位教師每星期需花 4.5 小時替學生處理獨立專題探究，比去年增加 0.7 小時。 

 

4. 帶領獨立專題探究的學生人數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平均人數 35.4 33.8 35.7 34.5 人 31 人 -- 

帶領超過 50 個學

生的教師比例 
21% 19% 18% 19% 12% 

 

� 平均每位教師需帶領 35.4 人進行獨立專題探究。 

� 兩成教師須帶領超過 50 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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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現時通識教學狀況的評價 

 

5=非常同意 1=非常不同意； 傾向 

5 4 3 2 1 

a. 任教通識科是我的意願 34% 41% 14% 7% 4% 大部分同意 

b. 處理獨立專題探究人手充足 6% 17% 25% 29% 23% 傾向不同意 

c. 獨立專題探究能真實反映學生表現 1% 21% 35% 29% 14% 傾向不同意 

d. 獨立專題探究對學生的要求合理 1% 15% 37% 35% 12% 大部分不同意 

e. 通識科需有長期的專科撥款 74% 18% 5% 1% 2% 絕大部分同意 

f. 教育局及考評局能提供適切的專業支援 7% 25% 39% 21% 8% 傾向同意 

� 大部分教師認為處理獨立專題探究的人手不足，對學生要求不合理，亦不能真實反映學生

表現。 

� 絕大部分教師認為通識科需有長期的專科撥款。 

6. 分組教學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有進行分組教學 58% 63% 70% 71% 72% 74% 

沒有進行分組教學 42% 37% 30% 29% 28% 26% 

 

未能進行分組教學的原因未能進行分組教學的原因未能進行分組教學的原因未能進行分組教學的原因 (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可選多項) 

原因 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人手不足 課室不足課室不足課室不足課室不足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百分比 44% 10% 10% 

� 超過四成教師未能進行分組教學，原因主要是人手不足；與前五年的數字比較，發現情況

每況愈下。 

 

有進有進有進有進行分組教學的教師行分組教學的教師行分組教學的教師行分組教學的教師，，，，每組學生人數每組學生人數每組學生人數每組學生人數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平均每組學生人數 24.8 人 24 人 24 人 25.4 25.4 人 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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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教通識科的困難 

教師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困難程度教師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困難程度教師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困難程度教師評價任教通識科的困難程度（按平均值排列） 

項目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a. 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 
1 1 1 1 1 1 3.97 4.03  4.05 4.12 4.18 4.05 

b. 準備／更新

課程教材 
2 2 2 3 3 2 3.89 3.95  3.91 4.00 4.13 4.04 

c. 處理獨立專

題探究 
2 3 3 2 2 4 3.89 3.82  3.90 4.02 4.14 3.95 

d. 教授學生批

判、反思和

獨立思考能

力 

4 4 4 4 4 3 3.67 3.79  3.86 3.93 4.05 3.96 

e. 擬定教材程

度 
5 5 5 5 5 5 3.56 3.70  3.66 3.77 3.93 3.93 

f. 抽空參加培

訓或研討會 
5 6 8 7 7 9 3.56 3.63  3.55 3.66 3.78 3.63 

g. 處理課程內

容資料 
7 7 6 6 6 6 3.47 3.60  3.62 3.72 3.84 3.84 

h. 篩選坊間教

材 
8 8 7 8 8 8 3.45 3.59  3.59 3.66 3.77 3.78 

i. 掌握評估指

引 
9 9 9 9 9 7 3.11 3.17  3.25 3.45 3.71 3.78 

j. 與學校管理

層在課程管

理取得共識 

10 10 10 10 10 10 2.95 3.07  3.00 3.17 3.22 3.27 

k. 與通識教師

團隊的合作 
11 11 11 11 11 11 2.69 2.76  2.75 2.94 2.98 3.07 

 

#「平均值」顯示通識教師心目中的困難程度，最高值為 5，最低值為 1。越接近 5，顯示教師認為該項目所

構成的施教困難越高。 

�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連續六年均為最困難項目；其次為「準備／更新課程教材」、「處理

獨立專題探究」及「教授學生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能力」。與去年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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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任教通識科的信心 

任教通識單元的信心任教通識單元的信心任教通識單元的信心任教通識單元的信心（0-10 分，以 10 分表示對最具信心）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今日香港今日香港今日香港今日香港 7.35 7.42  7.13 7.04 6.60 6.23 

個人成長個人成長個人成長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與人際關與人際關與人際關

係係係係 

7.43 7.25  7.17 6.94 6.59 6.25 

能源科技能源科技能源科技能源科技

與環境與環境與環境與環境 
7.11 7.13 6.78 6.46 6.06 5.68 

公共衛生公共衛生公共衛生公共衛生 6.87 6.72  6.39 6.13 5.70 5.43 

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 6.66 6.66 6.27 6.08 5.58 5.31 

現代中國現代中國現代中國現代中國 6.32 6.36  5.97 5.77 5.16 4.75 

 
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信心平均值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帶領學生進帶領學生進帶領學生進帶領學生進

行獨立專題行獨立專題行獨立專題行獨立專題

探究探究探究探究 
6.24 6.56  6.17 5.98 5.41 5.06 

� 整體而言，任教通識各單元的信心與去年相若，不過個別選項仍然處於偏低水平。 

�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及「今日香港」為通識教師最有信心任教的單元，而教授「全球

化」和「現代中國」單元則最缺乏信心。情況與過去幾年相若。 

� 教師在「帶領學生進行獨立專題探究」的信心仍然偏低，今年更下跌至最缺乏信心的一項。 

9. 教材及教科書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有使用通識教科書 85% 88% 91% 93% 92% 85% 

有製作通識校本教材 91% 91% 90% 89% 87% 87% 

有使用教育局提供的通識

教材 

43% 45% 52% 55% 60% 55% 

10. 對文憑試考卷的評價 

 
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傾向傾向傾向傾向 

考卷能有效反映學生學習通識的

水平 
6% 66% 23% 4% 1% 傾向同意 

考卷設計符合通識科的教學目標 8% 67% 20% 4% 1% 傾向同意 

考卷能涵蓋通識科整體課程範圍 7% 58% 28% 7% 0% 傾向同意 

考卷的深淺程度切合學生的程度 5% 60% 27% 8% 0% 傾向同意 

� 通識教師傾向覺得，本屆文憑試考卷尚能反映學生學習水平，符合通識教學目標，較能涵

蓋整體課程範圍及切合學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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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通識教學最具效益的改善措施 

教師認為對通識教學最具效益的措施（每人可選五項），依次排列如下： 

對通識教學最具較益的措對通識教學最具較益的措對通識教學最具較益的措對通識教學最具較益的措

施施施施 

選擇人數選擇人數選擇人數選擇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2015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14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13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12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11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10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小班教學 80% 1 1 1 1 1 1 

增加通識常額教席 72% 2 2 3 3 2 2 

更多專科撥款 69% 3 4 5 5 3 3 

取消獨立專題探究* 63% 4 5 4 4 * * 

精簡課程範圍* 63% 4 3 2 2 * * 

增撥學習差異資源 49% 6 6 6 6 4 4 

暫緩自評外評 23% 7 7 7 7 5 5 

提供更多到校支援 15% 8 8 8 10 9 9 

只評合格或不合格 13% 9 12 9 8 7 7 

評審通識教科書 12% 10 11 11 11 8 8 

轉為選修選考 12% 10 9 10 9 6 6 

轉為必修選考 7% 11 10 12 12 10 12 

* 此項為 2012 年調查新增選項 

� 教師連續六年認為「小班教學」是最具效益的措施。 

� 其他具效益的措施依次為：「增加常額教席」、「更多專科撥款」、「取消獨立專題探究」、「精

簡課程範圍」。 

12. 對當局「新學制中期檢討」的意見 

 
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 

傾向傾向傾向傾向 

 
5 4 3 2 1 

增設一條選答題，考試時間延長至

2 小時 30 分鐘 
3% 9% 10% 22% 56% 絕大部分不同意 

當局在「中期檢討」所建議的課程

修訂 
3% 20% 36% 25% 16% 傾向不同意 

當局在「中期檢討」有充分聆聽老

師意見 
1% 11% 33% 34% 21% 大部分不同意 

� 絕大部分教師不同意在公開試增加選答題和延長考試時間，同意的老師只有約一成。 

� 大部分教師不同意當局在中期檢討有充分聆聽老師意見；於課程修訂方面只有約兩成教師

表示同意當局的建議。 

 

13. 對通識科受政治干預的憂慮 

 擔心 不擔心 無意見 

是否擔心通識科的發展受到政治干預 68% 23% 9% 

� 大部分教師對通識科的發展受政治干預表示憂慮，只有約兩成教師表示不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