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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

制定的過程與性質

霍秉坤、黃顯華

摘要

2003年，學制改革及通識教育科課程列為必修，對中學教育影響甚大。研究

者認為，香港高中通識教育科設計獨特，是跨學科的課程，學習觀、教學觀和評

核觀都與傳統學科不同。本研究嘗試訪問決策工作小組成員，瞭解該科課程制定的

過程，並分析香港課程決策的特點。研究結果顯示，在通識教育科課程的決策過程

中，政府仍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此外，整個決策過程雖然沒有正式的學術研究，

但工作小組的決策仍有一定的理據，如引用香港過去的、參考國外的實踐、考慮推

行試驗計畫、配合香港其他課程改革的措施等。其次，政府雖然掌握主導課程決策

之權力和影響力，仍願意接納參與者的意見，以凸顯其開明、願意諮詢的取向。研

究者認為，香港課程決策主要還是以控制政治學為主導。如何改善決策模式，仍是

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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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 Making of Liberal Studies in Hong Kong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Process and Nature

Ping-Kwan Fok & Hin-Wah Wong

Abstract

In 2003, curriculum reforms and the inclusion of Liberal Studies in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brought a great impact on Hong Kong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Liberal Studies is very special as it belongs 

to inter-disciplinary design and the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ubjects. This study tries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of Liberal Studies and give analysi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in Hong Kong by interviewing the members of the working panel 

concer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ully controlled the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making. Though there was a lack of formal research, the working 

panel acted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ir decision, for instances, the past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the case references from other places, the consideration 

of implementing pilot study,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matching up other measures in 

curriculum reform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wed willingness to accept 

views from all stakeholders on the decision, though it got hold of it, in order to present 

a liberal statu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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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still in grasp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it would be an important task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Keywords:  Hong Kong, liberal studies, process of curriculum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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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1992年，香港在高級程度會考中引入通識教育科（以下簡稱通識科）（AS高

級補充程度），屬選修科目，宗旨是「讓中六及中七學生研習一些傳統高級程度科

目以外的範圍，以擴闊他們的視野和學習技能，提高他們對自己的認識，並對自己

的社會及此社會與日新月異的世界的相互關係，產生批判性的瞭解」（課程發展議

會，2000, p. 7）。由此可知，該科係強調能力培養而非獲取知識。

1998～2000年間，教育統籌委員會就香港整體教育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教育檢

討。2000年9月發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建議中包括以3年初中、3年高

中、4年大學（簡稱334學制）取代現行5年中學、2年預科、3年大學的構思（教育

統籌委員會，2000）。2000年12月成立「檢討高中學制及與高等教育銜接工作小

組」，負責檢討高中學制。2003年5月，工作小組發表「高中學制檢討報告」，建

議實施334學制，並把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列為高中課程的必修科，1其中通

識科占總課程時數15%2（教育統籌委員會，2003）。

2003年，學制改革及通識科列為必修，對中學教育影響甚大。也許因屬初步建

議，而且通識科的具體課程亦未擬訂，故反應不大。至2004年10月，政府建議通識

科列為必修，而且發表了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引起了很大的爭議。3然而，通識

科仍歷經三次諮詢而定稿（教育統籌局，2004；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04，2005，2006，2007）。

研究者認為，香港高中通識科設計獨特，它是跨學科的課程，學習觀、教學觀

和評核觀都與傳統學科不同。本研究嘗試訪問負責決策的工作小組成員，瞭解該科

課程制定的過程，並分析香港課程決策的特點。

1  當時，中四及中五學生的必修科為中文、英文及數學。
2  諮詢後改為10%。
3  較重要的爭議是通識科是否應為必修、知識基礎浮泛、考評設計；較一般性爭議為課程內單
元數目、教學時數、教學策略等（詳見教育統籌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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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析評

一、通識教育科的課程特色

通識教育科課程係由三個學習範圍所組成：「自我與個人成長」、「社會與

文化」及「科學、科技與環境」。除了三個學習範圍下的議題外，又包括獨立專

題探究的部分（見表1）（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在各範圍

及其單元下，課程列出了一些相關主題，如單元二的「今日香港」包括了三個主題

及其相對應的三個主要探討問題（見表2）。通識科課程內容以主題、議題的方式

呈現，切合近年強調情境化學與教的發展（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當然，我們不應迷信可以把所有課程內容變得生活化（林智中，2004），

但把內容連結於生活仍具有學與教的理論基礎（Chiarelott, 2006）。事實上，通識

科頗具獨特性，能使學生積極探討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課程

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表1　

通識教育科課程架構

學習範圍 獨立專題探究

自我與個人成長

●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社會與文化

● 單元二：今日香港

● 單元三：現代中國

● 單元四：全球化

科學、科技與環境

● 單元五：公共衛生

●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學生須運用從三個學習範圍所獲取的知識和

角度，進行獨立專題探究。下列主題可幫助

學生發展獨立專題探究的題目：

● 傳媒

● 教育

● 宗教

● 體育運動

● 藝術

● 資訊及通訊科技

資料來源： 取自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07。香港：作者。

通識科設計的另一個特點是跨學科知識和能力的培養，著重學生探究議題時應

用其他學科的知識和角度（見圖1）（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p. 

2）。這種聯繫性包括兩方面：一是通識科內三個範圍之間的聯繫；二是通識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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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科的聯繫。文件強調通識科內的聯繫（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 p. 8）：

本科三個學習範圍並非三個獨立的知識領域，也不是自成一體的學科……在適當

的情況下，學生宜儘量將從一個學習範圍所獲得的領悟及角度，應用於另外兩個

學習範圍的研習之中。

通識科除了在內容及組織設計獨特外，也有對應的學與教策略，包括培養共通

能力和培養多角度思維的議題探究。首先，在設計通識科課程時，著重培養學生的

共通能力。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p. 67）舉例說：

表2　

「今日香港」的主題和主要探討問題

主題 主要探討問題

1. 生活素質 香港維持或改善的居民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2.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香港居民如何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就法治精神而言，香港居民

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3. 身分和身分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是怎樣形成的？

中國
語文 X1

X2

X3
數學

其他學　
習經歷　

英國
語文

通識教育科
的議題

圖1　通識教育科與三年制高中課程

資料來源： 取自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07。香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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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在直接傳授的過程中，利用思維工具（例如：腦圖、各種思維模式），促

進學生的思考；或者就個別單元或議題，設計讓學生應用共通能力的課業（例

如：解難課業、創作過程等），以發展學生的能力。

可以說，通識科是「為學生提供繼續綜合應用共通能力的情境」的重要科目。

此外，通識科另一個重要的學與教的策略，是採用議題探究鼓勵學生獨立學習，追

求知識，對新事物持開放的態度；設計者認為，透過與本科主題相關的議題探究，

學生可學習找出不同主題間和學科間的聯繫，同時培養學生多角度的思維能力（課

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對學習評估也因此而做出相應的改變。

明顯地，香港通識科的內容、組織、學與教的策略、評估等與其他學科頗不相

同，被確定為必修科，對教師和學生影響極大。林智中與張爽（2005）認為，通識

科的目標仍算恰當，但仍可能出現「水中撈月」之誤；因為以其為必修科、內容選

取原則等並不穩妥，加上學校行政負擔、教師培訓、學生投入時間等實施成本十分

高昂。趙志成與麥君榮（2006）則認為，通識科課程架構難成系統、學習目標專通

兩難、教學模式難以掌握、教材選擇難收其效、校本評核的公平性存疑等，都使該

科執行困難。霍秉坤（2007）的分析顯示，從通識科的基本理念來看，其適應全球

和本地發展的趨勢、切合本土教育發展、引入社會議題、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以

及引入較新的學與教策略；然而，其與原有通識科的銜接、知識基礎的問題、課程

組織的問題、考試的文化、學與教的轉變和教師的專業培訓等方面，則仍與學校層

面的脈絡格格不入。事實上，香港新高中通識科的發展充滿挑戰，課程沒有固有的

學習內容，科任教師只能憑經驗和對課程的理解來處理各種問題，科組的教師可說

缺乏足夠的準備（葉慧虹、霍秉坤，2010）。

通識科是新高中的重要環節，其實施又面對巨大挑戰；當初設計時如何考量：

設計時有否考慮這些困難？誰有勇氣做出這項決定？誰有魄力承擔實施的責任？學

校教師如何面對此課程？學校教師為此科課程做決策時，遭遇什麼困難？這些問題

都值得深入探討。

二、通識教育科課程決策

談到香港通識科決策，有三項值得關注的研究。葉慧虹與霍秉坤（2010）探討

通識科在學校層面的決策情形，發現校長雖在該科的決策上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通識科主任才是真正的課程領導者，而教師多數扮演追隨者的角色。李子建、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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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飈與吳家傑（2010）探討學校在規劃3年通識科的課程框架與單元安排的特點、

考慮因素及影響校本課程決策的因素等問題時，把各種因素歸納為學校、教師及學

生三個層面，以及人手部署、工作量分類、單元詮釋、教學效能感、應付公開試、

學生學習經驗的統整和銜接等六大因素。在討論這些決策因素時，發展三層面的因

素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互為因果地影響教師的校本課程決定。同時，也

強調教師如何詮釋課程，對校本課程決策影響最大。朱嘉穎與莊達成（2010）從

學校通識科課程的發展過程，剖析影響學校校長課程發展的一些推動或阻礙因素，

發現學校教師發展校本課程時，從課程目標的選擇，至學習機會的選擇與組織，到

學習評估的設計，主要關注學生學習需要和教師教學感受兩方面的因素；同時也發

現，學校的教育哲學思想、辦學理念或學校所崇尚的價值取向對教師有很深遠的影

響。

葉慧虹與霍秉坤集中探討科主任在學校層面決定通識科的模式，而李子建等人

及朱嘉穎與莊達成的研究更深入探討學校制定課程決定的影響因素。無論如何，這

些研究凸顯香港校本課程發展通識科的複雜性和影響因素，決策過程充滿挑戰，成

果值得關注。研究者認為，教育當局應繼續深入探討相關課題，瞭解學校層面課程

決策的影響因素，以期改善課程實施的效能。此外，探討通識科在政策層面的決策

則甚少。

談及政策層面的課程決策，總不能離開政府的控制、知識與權力的爭衡及對支

配力量霸權的抗拒。首先，談及政府的控制，Kelly（2004, p. 13）強調課程與政治

化不能分開，認為課程掌握在一系列受政治利益驅動的半官方機構者的手中。官方

經常使用和濫用諸如評價和教育視導的手段來達到其政治目的。這些作法喚起人們

對政治化進程的關注。Apple（1990, p. 6）的描述更為直接，他將課程比喻為文化

霸權的代理人，因為少數統治階層選擇某些知識為正式課程，故官方課程背後隱藏

著階級、性別與種族等意識。

其次，這種控制與誰掌握權力（power）並確認哪些與官方知識有密切的關

係。權力意涵著能行使強大的決策能力，進而影響他人，以獲取利益（Ballantine, 

2001, p. 64）。按Ballantine（2001, p. 345）和Friedman（1995, p. 746）的分析，權

力由個別的單位所掌控。Parson（1937, 1951）則從另一角度分析單位與權力的關

係，認為權力功能乃由政治體系賦予，權力產生乃由組織賦予職務合法化的結合性

責任（binding obligation），所以，權力包含強制性（mandate）。Mills（1956）認

為經濟、政治和軍事菁英共同組成的「權力菁英」（power elite）支配著社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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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重大決策方向。同理，Ballantine（2001, p. 64）分析權力時，認為它集中於上

層管理或政府行政機關之手。對比之下，一般人較少參與決定。

這種權力系統形成後並不容易改變。Stone（2002, pp. 355-356）提出政府作為

當權者，其決策權很重要；Stone以問題凸顯政府的影響力：誰又有權來就這一問

題進行決策？在挑選領導和選擇政策的過程中，誰說的話算數？誰對誰負責？然

而，要改變決策者這種政治模式，限制很大。

在課程或教育領域，權力決定的重要項目就是知識。Foucault（1972, 1980）從

歷史研究入手，擴大權力與知識的聯繫，強調權力生產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兩

者的關係密切：權力和知識直接彼此意指；沒有知識領域的交互構成就不存在權力

關係，而任何知識都構成權力關係。因此，官方課程的決策與政府權力不能分割。

最後，權力所產生的課程，往往出現對新課程的抗拒。Foucault（1976/1985）

強調，有權力就有反抗。姜添輝（2002, p. 146）仔細分析這種情況，由於文化霸權

產生強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它具有高度的主觀性與排他性。結果，其他被統治者也

非純然接受，而會與之進行奮戰、尋求調整、協商、抗拒甚至顛覆其霸權（Clarke, 

Hall, Jefferson, & Roberts, 1991, p. 15）。

Fok（2002）曾歸納政府控制、知識／權力之互動、抗爭過程這三種要素為

控制政治學，並以之分析香港校本課程剪裁計畫的決定。Fok的研究發現包括：

（一）在此課程決策中，控制是過程中的主要概念；（二）不論願意與否，參與決

定者普遍接受政府控制著整個的課程決策；（三）在決策過程中，理論及知識基礎

未受應有的重視；（四）在決策過程中，掌握權力的參與者，對課程決策的控制及

影響至為重要；（五）課程決策是一個漫長的爭鬥過程，而制定出的決策則可改變

現況之文化及概念。最後，雖然代理人（agency）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備受限制，但

仍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本研究嘗試從工作小組成員的角度，探討政策層面的課程決策，期望能瞭解課

程制定過程的情況，以及分析課程制定的特點。

參、研究方法

研究探討的焦點與研究設計相配合，是研究的基本原則。以下簡述本研究的焦

點、設計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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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焦點

2000年成立「檢討高中學制及與高等教育銜接工作小組」，負責檢討高中學

制。2003年，工作小組發表「高中學制檢討報告」，把通識科列為高中課程的必

修。至2004年10月，政府建議通識科列為必修科；因此「檢討高中學制及與高等教

育銜接工作小組」是關鍵的機制。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通識科在政策層面的課程決策，即是「檢討高中學制及與高

等教育銜接工作小組」是如何決策推行該課程。分析工作小組的報告，該小組雖做

出重要的教育和課程決策，然而其商議過程並不透明；再者，報告亦清晰地說明，

小組把通識科列為必修的理念，認為該科具重要價值。因此，研究者擬訂二個探討

焦點：（一）工作小組決定把通識科列為必修的過程；（二）工作小組決定把通識

科列為必修的特點。主要的研究問題是：

（一）在通識科列為必修的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如何考慮各種因素？

（二）在通識科列為必修的決策過程中，誰扮演重要的決策者角色？

二、研究方法

主要以訪談蒐集資料，附以文獻資料作佐證。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大學教授、中

學校長、教育局代表、教育局列席人士3人，共20人（教育統籌委員會，2003）。

本研究集中訪問小組成員，具體來說，研究者選取了最關鍵的10人為受訪者（包括

主席、大學代表、中學校長、教育局高級官員、考試及評核局代表、辦學團體代表

等）。除第1位受訪者為研究者自行決定外，其他9位均由受訪者推介。研究者選擇

該9位成員接受訪問，是因為他們都有2位以上的受訪者推介，而且在工作小組扮演

重要角色，如附屬專責小組主席、政府官員等。訪談從2010年7月14日至10月7日進

行。最初3位受訪者的訪問大綱較為簡單，問題也屬開放性質，其後的訪問大綱較

為聚焦和詳盡（見附錄一）。選擇工作小組成員為訪問對象，是因為他們參與整個

決策過程，且為其他參與決策者推薦，曾積極參與或對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工作小組

成員。研究者相信，受訪者在個案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對過程及其背後理念有深

入瞭解。此外，研究者蒐集訪問資料，原因有四。首先，工作小組成員都是此次課

程決策的重要成員，他們回應對瞭解決策過程很有幫助。研究者深覺，要明白個人

對決策的理解，訪談是較有效的方法（Creswell, 2003; Merriam, 1998）。第二，其

中1位研究者任教通識科的課程與教學導論，對本科各方面有一定瞭解。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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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間引入各種情境，更能引發受訪者的回憶和想法。第三，研究者與受訪者相識

多年，彼此認識，深得受訪者信任。研究者估計，面對面訪談可使受訪者更自然、

更容易表達內心想法。最後，此研究涉及工作小組成員較少，他們也願意接受研究

者的訪問，故應用深度訪談更為合適。

文獻資料方面，研究者選取與通識科直接相關的政府文件（見附錄二）。選取

這些文件有四方面考慮。一是這些文件是官方文件；二是提供2003年該課程決策的

背景；三是提供該決策的概況和重要人物；四是展示該決策在階段的發展。

此外，研究者選取在《明報專訊》探討通識科為必修有關的文章（見附錄

三）。選取這些文章考慮的因素包括四方面：首先，文章非為報導文章，每篇皆有

作者具名，如學者、工會人士背景、政府官員等。其次，選取文章主題是其針對工

作小組報告書的評論（包括確立通識科為必修）。最後，只選取《明報專訊》的文

章，因該報章對教育的報導很有系統，而專訊更是針對報告書相關的評論。

三、資料分析

10位受訪者接受訪問，時間由60～90分鐘不等。訪談錄音全部整理成逐字稿，

共得近8萬字。研究者以不同的編碼代入文本中出現的不同概念，從而整理成不

同的主題，匯集成研究結果（Miles & Huberman, 1994）。在此分析過程中，研究

者採用N-Vivo 7套裝軟體協助分析，使編碼、分類、歸納的過程更為精確（Gibbs, 

2002）。

肆、研究結果

從訪問稿和有關文件顯示，通識科的決策過程和特點值得關注。研究者嘗試從

四方面呈現這些特點：一、政府是課程決策的主導者；二、課程決策的依據；三、

課程決策過程中對回饋的考量；四、課程的最終決策權。

一、政府是課程決策的主導者

論及設定通識科的決策時，受訪者最在意的是政府的影響力。雖然工作小組內

政府官員代表僅有3人。然而，不少受訪者都強調政府在過程中的角色。1位受訪者

回應整個決策過程的印象時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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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政府（按：government）大力推動這事情。（Int 2, p. 5）4

1位任教大學的工作小組成員，也清楚說明這種情況。大學地位超然，也享有

學術和課程自決的權利，可更獨立判斷通識科的設立。該受訪成員強調：

其實大學是不可能不接受的，因為到了後來，政府是極力推行此科的。此外，因

為大學學制由三年改為四年，成為推行此科一個很強的理由。（Int 6, p. 2）

這位任職大學的受訪者一再強調政府意向的主導性：「其實政府當時都十分決

意要推行通識」（Int 6, p. 6）。從受訪者的反應中，他們理解政府的取向，對政府

主導也未提特別抗拒。受訪者注意到政府委任工作小組成員在擬訂會議議程、提供

參考資料等，都有細密的安排。

（一）政府提名工作小組成員

不少受訪委員發現，政府在選取委員成員時，特別考慮成員間互動和取向，故

委任時已著意安排。事實上，這些委員對教育都持積極態度，願意求新求變、也願

意面對挑戰。1位受訪者分析：

你發覺委員會或小組的都是比較積極（按：progressive）的校長。他們都覺得自己

可以（接受挑戰）的，覺得自己做得到的……知道該怎麼做的。（Int 5, p. 7）

除考慮意念相近、願意面對挑戰的成員，政府委任成員也會防範過度政治化的

成員。這位受訪者先後兩次提及自己的感受：

……所以，你發覺不會有很多可怕的人，不會在這個工作小組（按：working 

group）中，對嗎？（Int 1, p. 7）

如果留心看，是完全沒有教協的人，5即是沒有一些教協的領導人在，因為大家都

很擔心。……大家都很擔心有些事情會「見光死」（按：因曝光而終止）。……

4 Int代表受訪者，其後數字代表受訪者的編號，p. 5代表訪問稿的頁碼。
5  教協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簡稱，是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它對於不少教育政策和
政府抱持著不同意見。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霍秉坤、黃顯華 香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制定的過程與性質 43

大家都覺得，這班人很信任（對方）。（Int 1, p. 15）

受訪成員明確表示，要推行這項重要的課程改革，一些政治化的成員容易引起

爭議，也容易使改革曝光而終止，政府委任成員時也曾考慮這個因素。

（二）政府決定議程

在研究過程中，受訪成員提及主要是由政府制定議程。一般而言，委員會成員

多為社會重要成員，除個人職業外，也義務兼任多項公職，故工作較忙碌。回應委

員會中誰首先提出討論通識科時，3位受訪者都明確表示：

當然是政府了。當時……，是政府拿出來的（Int 2, p. 6）。

那當然是課程發展處有同事在，因為YYY在那個委員會中，其實主要都是來

自他們的。

顯示在文件上。因為政府一向亦是推廣者，在未有這小組前，他們……希望我們

承認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通識教育科。（Int 6, p. 4）

…… 因為政府已經部署了很長時間，政府不會放棄通識的。（Int 6, p. 6）

按3位受訪者的回應，政府主動提出設立此科，並提議以之為新高中的必修科

目。此外，其他7位受訪者也都有相類似說法，認為政府取向明確。

（三）政府提供資料

除選取成員和列入議程外，政府也負責提供資料。如上節提及，各委員都是身

兼多項公職的在職人士，工作忙碌，難於自行蒐集、篩選、整理資料。因此，提供

資料主要由政府負責。1位受訪者回想討論通識科的理念時，委員都對綜合科目感

到興趣，而且希望文、理科學生都學習。他們要求教育局官員提供資料：

既然有一個這樣的課程要怎樣呢？接著就去請教育局的人幫我們蒐集美國有沒有

這些科目？新加坡有沒有這些科目？澳洲有沒有這些科目？加拿大有沒有這些科

目？……他們蒐集回來就說，原來世界各地都有些相若的。……我們就很覺得這

跟我們的想法吻合。（Int 1,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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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名受訪者一再描述箇中細節：

……每逢有需要資料的地方，……他們［教育局或當時的EMB（按：教育統

籌局）］就會負責提供資料給我們。即是說，他們是一個最重要的資訊提供者

（按：information provider）。我們會問它：「你要給我們數據，我們才可繼續討

論，看看是否可行」，例如有多少人修讀某一科目，考試局要給我們提供數據才

可以的。所以，其實他們提供了很重要的數據給我們。（Int 1, p. 14）

例如，我們討論過有些文章……科目，［其他地區］是否有綜合科目？他們就會

蒐集世界各地的資料，提供給工作小組參考。（Int 1, p. 15）

（四）小結

明顯地，政府在這次課程決策的取向明確：成立工作小組時，容納某些成員、

排斥另一類的成員；在工作小組運作期間，包辦制定議程和提供資料的角色，在1

年多的過程中，並沒有顯示很強的爭議性。研究者認為，議題沒有出現明顯的爭

議，與政府選取小組成員、決定議程、提供資料等安排，關係密切。

二、課程決策的依據

在設計通識科時，有否建基於科學研究和事實基礎，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林

智中，2004；鄭燕祥，2004a，2004b）。在分析當時的文章時，鄭燕祥（2004a）

從宏觀的角度探討此次改革的認受性和急切性。他的意見值得關注：

天時，可理解為這次教改的認受性及急切性，若教改能建立於廣泛深刻的研究基

礎上，有充分科學論證，說明其建議能呼應時代需要或國際潮流，又是香港整體

發展、實際營運或關鍵階段的非常急切需要，不可缺少，否則會陷入重大危機，

這教改就變得有深遠意義、有認受性及急切性。現在所提的教改是否全部都有這

些條件？（鄭燕祥，2004a）

按他的分析，改革報告書沒有提及令人信服的研究知識基礎：

但非常可惜，在這份倡導全面改革的報告書中，你竟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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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基礎和充分的科學論證。（鄭燕祥，2004b）

因此，研究者探討此課題時，特別重視委員會有否掌握事實證據，也重視委員

會所持的改革理由。

首先，差不多每位受訪者都談及香港本身的經驗，認為這是新高中通識科理念

的基礎（Int 1, p. 1; Int 2, p. 1; Int 3, p. 1; Int 4, p. 2; Int 5, p. 1; Int 6, p. 2）。從歷史發

展而言，香港新高中通識科源自1992年實施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通識科，而課程設

計則結合了中學會考綜合人文科、科學和科技科，以及高級補充程度會考通識科

（教育統籌局，2004, p. 14）。其中1位受訪者更提及委員會考慮設計本科時，特別

參考綜合人文科的經驗：

當時因為他們有幾間學校已經推出了綜合人文科。他們（按：教育局）找了兩三

間，有些是第三組別的學校去做研究。結果，看到學生的會考成績未必有改變，

但學生的學習興趣卻變了，甚至拍攝了他們上課的情況，有些學生可以互相討

論。以前老師問什麼，學生都沒有興趣回答，現在開始說：「不是的，你這樣說

不對的。」我們鼓勵他們發表自己意見，這是我們看到教學模式其實開始在課程

設計中看到成效，有進步的。（Int 1, p. 10）

其次，委員會成員構想通識科時，也強調有參考外國的經驗。1位受訪者回應

「有沒有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時」，直截了當地回應「有！」（Int 4, p. 6）。雖然

其補充說：「人們認為我們抄澳洲（按：未經調適而引入），當然不是！我們是按

本地的脈絡設計的（按：contextualized）」（Int 4, p. 6）。此外，其他2位受訪者

也談及考慮不同地區的經驗。其中1位受訪者回應說：

既然有一個這樣的課程要怎樣呢？接著就去請教育局的人幫我們蒐集美國有沒

有這些科目？新加坡有沒有這些科目？澳洲有沒有這科目？加拿大有沒有這些

科目？他們就花了點功夫蒐集，結果世界各地都有些相約的課程，就是又不稱

為理科（按：science），又不稱為文科（按：arts）的科目……如環境學（按：

environmental study），……綜合科學（按：general science），……衛生科學

（按：health science）等，我們就很覺得這跟我們的想法吻合。（Int 1,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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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受訪者回應時，簡單直接地說：「有……，很少考慮」（Int 5, p. 6）。

他回應研究者的追問時說：

國際預科課程（按：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IB主要有一科叫知識的理

論（按：theory of knowledge）。Theory of knowledge就是類似通識的，類似通識

的，就是學習思維和結構形式，其實是以專題研習的模式來進行的，要自己做研

究（按：research）等等的事情。通識也是這樣的教法和學法的。除討論外，也要

協作，要去找資料，要自己寫論文等等，所以有少少加入那成分，雖然不是完全

一樣，大家的源起並不一樣。（Int 5, p. 6）

從受訪者的回應，可見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和其他國家的經驗都是新高中通識科

的參考對象。委員會成員也提及開會時的其他考慮因素。例如，他們也曾考慮推行

試驗計畫。受訪者回應推行試驗計畫時解釋： 

但中文科因為還沒有試新的時候，還有舊有的繼續推行。但若我們實行通識科的

試驗計畫，若容許一些學校去試，其他學校不用，就變為可有可無的一科。困難

在於：它不像其他科目，可以在新課程和舊課程中作出選擇；這科不行，我們一

推出就是人人都要走這條路，不能夠只有部分試行，看看是否可行，其他就暫時

不實行。……所以，我們要很大膽地，要「拍板」，很勇敢地走出去。（Int 1, p. 

11） 

另一位受訪者也談及試驗計畫，憶述曾多次考慮推行：

［當時有沒有想過試行幾年呢？］……把課程試教，就沒有這樣想。當然課程發

展處都有在學校做一些小規模的定點研究是有做的，但當時的想法是因為課程本

身的改革並不是一個很……不是一個很革命性的改革，只是整個課程的規格，in 

terms of科目的數目和科目的深淺程度，是在那方面改罷了，不是說去除了中英，

以德文法文代替，不是這樣的改變。所以，就不覺得要如何再做試點……當時，

是有其他選擇的，就是分批做。（Int 5, p. 10）

他們認為引入通識科並非一個劃時代的大轉變，而僅為科目內容和修讀人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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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已。因此，並沒有推行試驗計畫。受訪者提及曾考慮把學生分批，漸次推行。

此外，對於當時考慮香港的情況、經驗，受訪者談及課程改革的其他措施，認

為有助推行新高中的通識科：

專習研究（按：Project learning）可以是以科目為本，也可以是跨學科的。就是為

推行通識教育科舖路（按：pave the way）。很多小學教師也懂說。其實我在常識

科也是在培養學生做通識。當時，專題研習推行是如火如荼……我們便說用這些

策略入手。（Int 4, p. 4）

工作小組決策時，曾經參考香港過去的經驗、探討綜合人文科的模式、對照不

同地區的經驗、考慮進行試驗計畫、引用當時正推行課程改革的策略。這些考量顯

示，工作小組雖然沒有科學研究的支持，也非全無根據。然而，從受訪者的回應，

清楚看到工作小組沒有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沒有科學論證，如鄭燕祥（2004b）

所言：「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知識基礎和充分的科學論證」。事實上，在小組報

告書中，並沒有羅列研究基礎，也沒有詳細列明各理念之依據。

三、課程決策過程中對回饋的考量

在課程決策中重視諮詢、重視持份者意見、重視社會人士回饋，似為一種不可

逆轉的趨勢。林智中與黃毅英（2004）強調：

諮詢文件的最後一章標題為「誠邀回應」，而眾多教育決策的官員及相關委員會

的負責人，在檔推出前有系統地約見教育界人士、傳媒及有關團體。檔推出後，

多次在各種傳播媒體中，與教師、家長對話，回答質詢，也作了不少澄清，更多

次表示會真誠的聽取意見。這是推動新政策和實施教育改革的好方法，因為學制

的改動是根基上的改動，欠缺各持分者的支援，便會影響最後的效能。

研究者在探討此方面的議題時，嘗試更細緻地分析工作小組或教育局處理意見

的方法。

首先，工作小組在草擬階段，即在決定過程中、發表報告書之前，有否進行調

查研究或諮詢？1位工作小組核心成員回應時提及：「後面的部分我就知道有很多

諮詢。……然而，諮詢的成果沒有拿出來。」研究者追問其諮詢的情況時，他再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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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應：

……沒有隨便把內容公開討論，我們也不會……開完會後大家都知道我們在開這

些會的，但都不會回到議會公開討論內容，即是大家都沒有這意圖，都會先讓事

情落實再拿出來。……約他們商討，約很多人談談，又不會在報章上看見很多很

極端的言論。（Int 1, p. 15）

從該受訪者兩段的回應，得悉他們在草擬報告書階段都是在私下諮詢，沒有公

開詢問，沒有調查研究，傳媒也沒有掌握會議的討論細節。然而，在報告書發表後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3），教育統籌局於2004年底即發表「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

學制─對未來的投資」。此後，教育統籌局便運用各種方式諮詢相關人士的意

見。在這階段蒐集意見可分兩種途徑：一為問卷調查，一為會面、參與。

對於新高中通識科的決定，1位在委員會核心成員回應研究者的問題時，強調

他們以問卷調查吸納意見： 

我們先看第一階段的意見，再看如何解決具體問題。如你說必修必考，必考是在

05年決定，……2005年不是有太多人反對。你看問卷，我們有問。……我們差不

多有98%回收率。如450份問卷到學校，我們收回98%。……你上網看，我們放了

所有feedback、已分類，說那些我們會接受、那些不接受。……第一次諮詢是2004

年，我們收到了三萬個問卷、回饋。（Int 4, p. 5）

當時的問卷，家長和學生支持的比率更高。（Int 4, p. 7）

此外，教育當局也透過面談、座談會、發布會、會議吸納各方意見。按受訪者

的回應，當時蒐集的意見可分為大學和中學兩方面的意見。事實上，大學積極回應

這科課程的決定，對於必須修讀通識科持開放的態度：「一去到大專界，其實很快

就已經得到答案，就是我們大學一向都有的通識科，學生進來後也要修讀很多不同

的科目」（Int 1, pp. 8-9）。整體而言，談及大學校長接受通識科時，受訪者回應

說：

當時，八大校長也有會見，一起談過一兩次……都是強調我們未來的塑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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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應該有什麼素質的人呢？大家都認同他們需要有較為廣闊的知識，這差不

多是一個共識，所以我沒有感覺到有太大的反對。（Int 1, p. 9）

該受訪者更仔細描述大學代表對通識科必修必考的意見，認為大學代表並不重

視必考，而且一再強調這種觀點：

大學，大學不太覺得……即是他不覺得這麼要緊，一定要成為必考，但他覺得一

定要懂。……考試或評核，他們覺得不重要。（Int 1, p. 11）

［大學是否不重視必考？］是的，他們不是這麼強烈地反應。他們說，你進來

後，我也有很多通識科給你學的。（Int 1, p. 12）

除大學校長和代表在會議上表達意見外，不少大學教授也積極參與課程決策，

甚至充當課程設計者：

在中大有份幫忙設計的就是AAA，AAA幫了什麼忙呢？就是說怎樣可以從一個社

會學（按：sociology）的取向去做一個研究計畫。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概念。他

比我們更闊的，甚至他大膽得說可以全部拆掉，……給學生什麼題目也可以的。

另一個就是科大BBB，BBB是讀理科的。他也是很開放的，也說贊成……可能大

家談得很投契的，說其實這一科讀什麼也可以。他說科大一向重視通識教育，理

中有文，文中有理的。所以，在印象中，他們是頗支持通識教育科的。

……嶺南大學的CCC教授，他……說這跟原意有些不同。大家並不是不和。我欣

賞CCC，跟我一開始是很合拍的，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海，喜歡如何撐也可

以的，CCC就說你們的設計跟通識愈來愈遠了。他的理想是其實可以不考試的。

所以，我都挺欣賞CCC，而且我覺得在學術界中能有更多這樣的人去stimulate

（按：刺激）我們的老師去思考，這會令整個教育心態變得寬廣。

受訪者與這些大專學者接觸，深感各人支持通識科，而且經常參加會議，幫忙設

計課程。甚至勉懷昔日與他們共議的時光：「我都挺懷念這幾位……即是跟他們

開會時那種很自由地發揮，其餘的一半就是在學術界」。（Int 1, p. 12）

不難想像，大專學者的參與，是積極而具實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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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學方面，工作小組和教育統籌局代表也積極蒐集他們的意見。受訪者認

為，各階層代表都不反對把它定為必修科：「不覺得很大的反對聲音把它成為必

修科，……我記憶當中包括教師，教師諮詢有很多場，家長我也有出現」。（Lin 

1, p. 8）

按他的印象：

……有人反對，但是挺大部分是贊成這個改革，認為對香港的學生是有好處的。

（Int 1, pp. 8-9）

當然，在中學的各階層代表中，個人的關注點並不相同。按受訪者憶述：

在家長方面其實是比較擔心升學的，他們對於課程上不是太大反對。

老師就很緊張，問到很細緻，課程是怎樣的，是什麼，如何教。

校長就通常擔心課程設計是否與現在吻合，是否會有大改動，那麼當時的校長基

本上都挺贊成。（Int 1, pp. 8-9）

如上所述，中學代表仍傾向支持設立必修通識科；再者，他們更認為若設定為

必修科，則應訂為必考科目。被問及哪類人最贊成必考時，受訪者清楚回應：

如果要必修，要必考的話，反而是中學界，覺得只要不考學生就不學了，老師也

會把它的位置放到很低，即是他們是實際的執行者。（Int 1, p. 12）

受訪者更清楚地表達中學有部分反對者的意見，與學校的水平有直接的關係：

……在中學界中很保守的，包括現在做了DDD學校校長的女士，……，她是現

在EE學校的校長。那麼她就在FFF學校教通識的，……她不斷說很多「不可行

的」，「不可這麼理想化的」，「我在那裏教過的」，如果你想聽某一方面的意

見，她又會給你很個人的見解，她純粹很保守的，她就說：「我很現實，我很看

重其可行性，你一定要令學科能夠實行才可以的。」所以她很贊成要……很細

緻，否則如何教呢？即是我們會有很不同的人在委員會中。（Int 1,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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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覺得liberal studies真的是有很多人教過，而同步當時設計的時候真的有一

個通識科目老師的association，在AAA教授的帶領下成立了，在中六專教liberal 

study，當他們聽到我們有這個意識的時候便全力支持我們，給我們提供很多

information，很樂意跟我們配合。（Int 1, p. 14） 

當時如果你問我很快提出反對的是什麼呢？是幸好有議會，應該是全港英文中學

的school council（按：學校議會），一聽到之後就說：「那麼我們的學生以後便

沒有了10A、9A？我們的學生so far so good，你改革是為了什麼？改了即是降低了

我們的水準？」我記得當時是很快有這樣的意見的。

（問：school council是反對設立的?）……不是！……他們的想法是覺得現在很

好，為什麼要改革呢？他們對這有很大的疑問。（Int 1, p. 16）

本節研究顯示兩方面的結果。首先是工作小組確實嘗試蒐集各種意見，意見

可能是小組成員代表其背後團體的意見，也可能是小組成員私下接觸而蒐集的意

見。研究者發現，這些蒐集意見的方法多屬非正式的接觸，甚少按正式途徑接觸。

再者，有些不同階層者不同意，但意見受重視與否，仍視小組成員如何處理這些異

見。比方說，成員會認為異見者「保守」、「看重其可行性」，認為異見者未能面

對改變，故沒有採納其意見。

四、課程的最終決策權

雖然教育當局接受工作小組和諮詢所獲得的意見，工作小組成員也感到自己的

意見備受關注，但是誰是最重要的決策者，仍是研究者關心的問題。在訪談最後部

分，研究者必定會提及「這個委員會中最能夠影響整個決策過程的是哪些人」，2

位工作小組最重要的核心成員清楚地表述：

我猜教育局的人，即是就當時來說政府的人……其實我們全部的想法，我自己的

感覺就是我們是按他們的思路……。其實，是他們最後通過的，即是不會因為我

們說了就確定的。（Int 1, p. 16）

當然是課程發展的同事，因為YYY在那個工作小組中；其實，主要都是來自他們

的。（Int 5,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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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位核心成員更強調，工作小組實際上只是按教育統籌委員會之前報告書

的藍圖，加以設計適切的課程，以回應報告書的設計。他認為：

而且基本上在這之前，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也有提過的，所以不是新事物。只是教

育統籌委員會想利用這小組把整件事做一個總結，即是這小組就初步構想，大抵

藍圖是這樣的。其實，這就是如何按藍圖設計往前發展的問題，故此牽涉制度問

題、教師問題、銜接問題。（Int 5, p. 2）

故此，研究者清楚瞭解教育官員在工作小組的功能。可以說，各小組成員都是

教育界重要的代表，備受政府官員尊重，而且秉持教育理想。因此，各小組成員在

決策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各小組成員仍然強調，最能夠影響整個決策過程

的，仍是教育局的官員。

伍、討論

香港新高中通識科設計獨特，與傳統學科不同。然而，工作小組於2003年決定

此科為必修、必考時，未有諮詢學校教師和社會人士。本研究嘗試訪問決策委員會

的成員，瞭解該科課程制定的過程，研究者發現下述的特點。

誠然，在討論過程中，政府官員十分尊重小組成員的意見，按主席意向安排事

務，全依據小組討論結果以撰寫報告。然而，研究結果顯示，在通識科的決策過程

中，政府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政府在成立工作小組時，選取某些成員、排斥另

一類成員。在工作小組運作期間，政府決定議程、提供資料。在1年多的會議過程

中，沒有顯示很強的爭議性。研究者認為，議題沒有出現明顯的爭議與政府選取小

組成員、決定議程、提供資料等方面，關係密切。至最後階段，政府仍擔任不可或

缺的角色。受訪者均強調，並非工作小組成員決定便成事，反而政府官員是最後的

決策者。Kelly（2004）強調課程與政治實不能分開。在這個案中，政府官員掌握

課程的決策權。

第二，整個決策過程並沒有正式的學術研究。鄭燕祥（2004b）批評倡導全面

改革的報告書中，竟然沒有令人信服的研究知識基礎和充分的科學論證。工作小組

設計通識科時，引用香港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經驗、參考過外的實踐、考慮推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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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計畫、配合香港其他課程改革的措施等，以強化決策的理據。然而，以鄭燕祥的

標準而言，這些理據未能有力地支持是項課程決策。鄭燕祥質疑：

缺乏研究和論證，你實在無從估計及認同課改及考改的目標和內涵的價值和要付

的代價﹔缺乏研究資料，你實在無從知道原有的課程和考試有何嚴重弊病、有何

病因，為何不惜代價、需要翻天覆地徹底改革﹔缺乏實證研究，甚至基本的情境

分析（scenario analysis）或模擬測試分析（simulation analysis）也欠缺，只憑你的

想像和推度，你實在無從估計所提的革命是否急切、是否有效、如何可行、如何

比現在更好，如何物有所值不可代替、如何沒有廣泛的後遺症和惡果。換言之，

你沒有研究知識基礎去確認這改革的認受性及急切性。

工作小組提出的理據，是否可與實證的科學論證和研究知識基礎相提並論？是

否可充作決策的知識基礎？誠然，研究者認為要求所有政策制定具科學論證和研究

知識基礎，難於達致。可是，對於如何平衡現實決定和理想研究知識基礎，政府仍

需多花心思。事實上，政府掌控權力，決策時自行界定其理據是決策的知識基礎，

是常見的現象。這與Foucault（1980）闡釋權力生產知識、知識為權力服務，極為

相近。

第三，為了顯示吸納意見的取向，政府在決策過程中進行調查研究，納編前線

教育工作者為小組成員，邀請大專教授協助制定和設計課程，與學界會面諮詢意

見。各階層代表皆參與意見討論，其中包括大專教授都積極爭取引入通識概念、通

識元素，以及協助設計課程。而且，政府雖然掌握控制課程決策之權力和影響力，

仍願意接納這些參與者的意見。

參考Fok（2002, pp. 181-182）的校本課程剪裁研究，課程決策是一種政府控制

政策。政府「經由權力─知識的抗爭來爭奪課程決策的控制權」；雖然它對參與者

的輸入仍採取吸納的態度，但是仍掌有最終決策的權力。簡言之，通識科的決策仍

可總結為三個主要概念。首先，課程控制所發生的體系多數都是由我們所處的社會

來定義的。政府經由透過控制主體（教師和學生）、課程發展、內容及決策者等來

實現對課程的控制。其次，課程決策中的政治關係是經由權力─知識之間的互動而

產生的。以Foucault的觀點來看，制定課程時，權力和知識的概念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把這一概念應用到通識科決策的個案來看，課程決策是知識和課程經由行使權

力而產生的結果。最後，課程決策包含著抗爭過程，不同的各方、包括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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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都會爭取對課程決策的影響。在此過程中，占有支配權的課程話語和與

其競爭的各種課程話語，為爭奪對課程的主導權而互相抗爭。然而，這些抗爭能否

有成效，仍端視政府（控制者）的接納程度。

若以控制政治學的三項特質來分析，工作小組課程決策符合「容納某些行為方

式、排斥其他行為方式」、「政治關係是經由權力─知識之間的互動而產生」、

「參與者在受控制下對課程決策仍產生一定影響」（見圖2）。

課程決策論述：制度和思想

政府控制：包容及排拒

課題 方案權力／知識的干涉

參與者

圖2　課程決策論述之架構

註： 過程中的輸入／影響； 過程

資料來源： 取自Decision discourse as politics of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ailoring Scheme catering for student learning, by P. K. Fok, 2002.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陸、結語

本研究嘗試探討香港新高中通識教育課程決策的過程，藉以展示決策的特質。

研究限制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引用多種社會學理論、課程理論、通識教育科理

念，概念涉及層面較廣闊；研究者認為這些理論的詮釋仍需進一步深化，使之更細

密。另一方面，進行研究時，研究者發現蒐集資料困難。此課題涉重要決策，故受

訪者的回應仍較保守，例如其中2位受訪者抗拒錄音，時常提及時間距今較遠，未

能回憶；2位受訪者多談其他方面的改革，而非只集中於通識科。研究者理解所有

受訪者在教育決策參與極多，決策過程短促，印象不容易深刻；此課題現正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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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回溯當日決定，會極為敏感。

一般而言，香港課程政策的制定，常透過專業精英參與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代

表民間的聲音，然而，他們能否代表該專業團體的意見，至為關鍵。此外，在本研

究中，課程決策仍主要是以控制政治學主導。如何改善決策模式，仍是重要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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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問大綱

（一）個人經驗：

1.談談您對通識教育科的整體印象。

2.談談您參與該委員會的情況。

3.委員會做出許多重要的決策，對新高中有很大的影響。您對參與過程有何感

受／印象？

（二）決定過程：

1.誰提出開設通識教育科？

2.設立通識教育科與之前的文件有什麼關係？這科目與當時實行高級補充程度

通識教育科的關係為何？

3.在討論過程中，有哪些參考資料？誰提供參考資料？ 

4.各人對設立此科的反應如何？有何另類意見？ 

5.委員會報告書要求每位高中生必修通識教育科，其決定過程為何？ 

6.開設這科是重要的決策，對整個決策的過程有何印象？ 

7.當時，如何吸納外界的意見？

8.在決策過程中，遇上委員會內外哪些不同意見？如何處理？

（三）決定因素：

1.各委員考慮哪些因素？

2.各項考慮因素的基礎為何？

（四）具影響力的人士：

1.哪些人的影響較大？

2.曾邀請哪些人提供意見？

3.在您的印象中，在會中誰的意見最強？在會外誰參與最多？何以見得？

4.當時，教育局很支持？委員會與這些教局人士的交往如何？

（五）有沒有任何您想談、我們卻沒有問的想法？

（六）若我們再訪問委員，有何推薦人選？

（七）若我們要參考文件，應閱讀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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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分析之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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