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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高中課程改革：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觀

點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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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09年開始，香港高中課程進行大規模的改革，所有適齡的中學生，須接

受六年免費的中學教育，在初中至高中期間，無需經歷任何公開考試，直至完成

中六，才接受一次中學文憑考試，以作為升學或就業的依據。在這改革背景之下，

香港的高中課程和教學須面對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改革和挑戰。在課程路向方面，新

高中課程從以往的菁英主義走向普及主義；在教學路向方面，它須走向多元化的教

學方向，才能處理新高中課程會出現的學生個別差異的問題。面對這種種的挑戰，

究竟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所持的觀點，與官方課程是否相同，抑或有異？

在他們工作的學校環境中，建構新課程時又有何決定？本研究以香港新高中課程改

革為背景，以實徵研究為本，探討香港中學的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觀點和決

定，問題有三：一、香港的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持哪些觀點？二、學校政

策制定者在學校課程的建構方面有何決定？三、哪些因素影響學校政策制定者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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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9, the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has undergone a 

large scale of change. Instead of taking two public examinations, all students will receive 

free six-yea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sit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at their exit point. With such a change, the Hong Kong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faces its greatest challenge that has ever met. In terms of 

curriculum orientations, the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espouses compulsory 

education instead of elitist educa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needs to adopt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 this challenge, it is interesting to explore how 

school policy makers perceive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as well as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ir new school curriculu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s and decision making of the school policy 

makers on the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It focuses on three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chool policy makers on the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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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are the decision making of the school policy makers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school curriculum in their own school contexts? (3) What a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policy makers’ decisions?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curriculum perspectives and decision making, school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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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香港新高中課程的改革背景

和其他亞洲鄰近地區一樣，香港正面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競爭，聯合國經濟合

作及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就

指出，不同地區的教育，就質和量而言，影響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因為通過教

育的提升，人民的知識和能力也相應地提升，透過社會上的各種制度配合，就能

提升當地的經濟（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7）。簡言之，教育的質和量愈高，國民經濟生產總值愈高，因此，不少國家

或地區，近年都致力於教育改革，以提升國民的生產力，促進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Kennedy & Lee, 2008）。

2009年的香港新高中課程，首要提到的課程目的是因應宏觀環境的特性而制

定，什麼是宏觀的環境特性呢？就是全球一體化，它為世界帶來了各種不同的改

變，香港社會必須有所發展，才能趕上全球一體化的步伐；如何才能趕上這步伐？

答案是建立一個知識型的經濟體系和發展；如何才能建立知識型的經濟體系呢？那

就必須發展香港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在創意、獨立思考，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方

面，提供學生充分的發展機會，才能在將來發展急速及高要求的社會裡，有不同的

工作轉型和發展機會，不會被社會淘汰（教育統籌局，2005）。新高中課程的目的

是以全球化及社會經濟發展為經，而以學生的「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為緯，期望

能對高中課程作全面的改革。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在這改革背景下，香港學

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有什麼觀點和決定，探討的問題有三：一、香港的學校

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持哪些觀點？二、學校政策制定者在學校課程的建構方面

有何決定？三、哪些因素影響學校政策制定者的決定？

貳、香港的課程改革與發展

香港的課程發展在2000年後和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時期有很大的分別。事實上，

不少學者都指出香港的課程在傳統上，側重於學科內容和考試，課程被考試制度牽

著走，考試文化根深蒂固（Biggs, 1998; Cheng, 1998）。

自2001年「學會學習」課程改革開始，香港的學校課程有大規模的改革，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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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學科內容、考試導向，走向學生為本、統整的、能力導向的；改變的幅度，從小

學至高中，甚至幼兒教育，以及大學所受到的影響，可說是史無前例。這次新高中

課程改革，期望能從2001年實行的課程改革經驗中，再進一步推動課程的變革：

課程發展議會曾全面檢討學校課程，並於2001年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

展路向》報告書，定出香港隨後10年課程發展的大方向，以實現學生能達致全人

發展及終身學習的願景。2002年，課程發展議會再發表《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各盡所能．發揮所長》文件，協助校長與教師反思學校的優勢，決定如何在連貫

而靈活的課程架構下有效推動課程改革。（教育統籌局，2005，頁6）

但是，過去所實施的香港學校課程，是中央集權的政策（莫禮時，1996；

Leung, 2003）。香港課程的改革和發展，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在課程的發展方

面，都由中央負責，學校的發展角色比較弱，Morris（1996，頁96）就提及以下的

情況：

在香港，很多關於規劃課程的決定，都是由與政府連繫密切的中央機關負

責，例如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展署、香港考試局和教育統籌委員會。

當教師參與課程發展處或香港考試局的委員會時，他們基本上是協助這些機

構去發展課程規劃和設計考試試卷。同樣地，當學校受到鼓勵去提高學生的道德

觀、公民及環境意識，教育署的反應就是製造一套的道德、公民和環境教育「課

程指引」。這些指引說明了政府對這些課題的政策，與及建議如何把這些課題編

入現存的學校課程中。這高度中央集權的課程決策過程，是由一系列賦予政府高

度法律權力的則例所支持或反映出來。

過去香港教育過程變得公式化，再加上高風險的公開考試，教與學變得機械

化，這些都是課程於現代多元化而複雜的環境當中，未能長久而有效地實施的主

要因素。課程意圖和實施上的差距，都是不少香港課程實施的失敗寫照，例子包括

小學活動教學（activity approach）、目標為本課程（target-oriented curriculum）、

社會科課程（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林智中，1996；黃顯華等，1997；Morris, 

McClelland, & Wong, 1998）。事實上，課程改革的問題不再只是表面化的是否採

納問題，而是如何有效的實施問題。不少研究都提出有關學校實施者的重要角色，

z-vc211-03-陳健生.indd   69 2012/6/8   上午 0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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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課程研究　第7卷第1期

如Snyder、Bolin與Zumwalt（1996）指出，在不同的課程實施模式中，教師的知識

和技能要求有異，例如在忠實取向（fidelity approach）中，講求的是教師缺乏了什

麼知識和技能，以符合課程所需；在相互影響取向（mutually adaptation approach）

中，講求的是教師需要什麼知識和技能，以有效地實施課程於具體環境脈絡中：在

實踐取向（enactment approach）中，講求的是教師和學生能掌握什麼有效的知識和

技能，以增加課程對師生的意義。Fullan（2007, p. 164）亦綜合學者的研究指出五點

重要的因素是影響學校能量的主要條件：教師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專業的社區；課

程的連貫性；技術性資源；校長領導力。

新高中課程有既定的官方文件參照，但如何使學生能有效地學習，實在有賴學

校的有效策劃和實施。

參、新高中課程的改革重點及特徵

新高中課程的改革重點除了將以往的學制由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及

三年大學改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之外，它的根本精神在於打破過去篩

選式的菁英教育，學生不用再經考試的篩選就可以升讀高中課程，將過去的九年免

費教育延伸，正式地實施12年普及免費教育。因此，它在課程、教學策略和評核方

面都有顯著的改變，以適應未來普及教育在高中課程所帶來的轉變。

一、課程

課程的具體設計，主要由四個核心必修科、多元性的選修科，再加上其他學習

經歷（藝術、體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及工作有關的經驗）三個元素組成

（課程發展議會，2009），見表1。

以上的課程顯示有三個層面的措施，期望在鞏固學生的基礎學習之餘，也可適

應學生的學習差異。首先，在核心科目方面，新增了「通識教育」科作為核心科

目，而數學科以往只需修至中五，現改為中六。其次，在選修科目方面，學生可從

學校開設的學科之中，選修二至三門，而這些可供選修的科目，有傳統的文、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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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目，更有新設的「應用學習」1及「其他語言」2等20多門，學生選修的科目

組合有很大的彈性，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興趣和性向跨越文、理、社會、應用學

習及其他語言等範疇來選修不同的科目，例如，若學生對物理、中國歷史和視覺藝

術三科都有興趣的話，在以往是不可能的選修組合，現在卻有可能。再者，各核心

和選修科都設有選修單元，由各校的專科教師按各校情況開設予學生選讀。

但是，核心科目已占去四科，那麼，學生只能選修二至三門選修科目，便已足

夠。可是，選修科目的數目多達20多門，範疇多樣性，包括學術性的、語文的及職

業取向的，學校如何能配合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從而提供各種選修科目予學

生選讀呢？另外，學校又如何因應學科的增設或萎縮而安排教師人手等問題，都是

學校政策制定者的挑戰。學校政策制定者如何作決定，視各校的不同情況而定，尤

其是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新高中課程對學校影

響非常深遠，尤其是在課程規劃、學科編排、人手調配等方面，因此，管理層對這

重大的決定有一定的慎思和考慮。

二、教學策略

為了適應新高中課程預計會出現的學生個別差異的問題，官方文件一再強調教

1  應用學習課程的設計主要是平衡學生的不同需要，課程由大專院校及專業團體提供共六個學
習的範疇，包括（1）創意學習；（2）媒體及傳意；（3）商業、管理及法律；（4）服務；
（5）應用科學；（6）工程及生產等。 

2  在新高中課程下，共有六種其他語言課程，包括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西班牙語及烏
爾都語。這些語言課程必須採用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高級補充程度的課程，並由香港考試與

評核局承辦有關科目的劍橋評核考試。

表1　

新高中學制下的學生課程

新高中學生課程的組成部份 占總課時

核心科目 所有學生都修讀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作

為核心科目

45%～55%

選修科目 從20個新高中科目、一系列的應用學習課程和其他語言
中，選擇2-3個選修科目

20%～30%

其他學習

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藝術發展、以及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15%～35%

註：取自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第一冊，課程發展議會，

2009。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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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策略必須多元化，並建議教師：

‧針對不同的學習目的、個別學生的需要和學習環境，採取多元化的教學策

略；

‧運用新或舊的教學法，讓學生積極投入學習，協助他們發展思考能力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促進他們終身學習能力的發展；

‧實施配合課程轉變的評估，並肯定學生多方面的成就和能力。（課程發展

議會，2009，頁1）

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模式，包含不同的教學取向，如直接傳授式、探究式、共同

建構式等，只要能符合教學目的、內容和情境，加以靈活運用就可以（見圖1）。

此外，文件中特別提及優質課堂的元素，包括「課堂的優質互動」、「課堂是

學習社群」、「優質課堂的其他特點如：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及照顧學習差異」等，

強調課堂學習的互動性及深入度，而非以考試為中心的操練性教學。

官方文件課程對各科的教學策略明顯地有一定的要求，特別是在通識教育科，

提出「議題探究方法」作為通識科教學的未來路向（教育統籌局，2005，頁37-

38）：

議題探究方法目的在於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來追求知識，通過討論，

讓學生開放心靈，思考其他觀點。並認為議題探究方法支援下列的學習理念：

‧教師瞭解學生目前的知識水平和信念而進行教學，可以提升學生學習。

‧能讓學生有系統地組織知識，深入理解概念和應用概念的方法，這是最有

效的學習。

‧讓學生監察本身的學習進度，能促進學習。

但是，任教中學課程的教師，尤其是高中課程的教師，對學科知識系統和公開

考試的掌握，比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熟悉得多，新高中課程帶來的教學策略轉變，對

任教高中課程的教師而言是一大挑戰。學校政策制定者對這問題應有一定的覺察，

因為學校在聘任各科教師時，特別是任教高中課程的教師，必然對其學術背景和應

試的策略有較高的要求。就有關的課程轉向和教學人員的要求，學校政策制定者如

何理解有關的轉變，並作相應的措施，是課程改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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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核

新高中學制由「三二二三」改為「三三四」，其中一個理由是為了減少公開考

試，即是說，舊制的兩個公開考試—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將合而為

一，在2012年成為一次性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用意是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學習（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評核最主要的改變是水平參照評核，共分五個等級（1～5級），取代現行公

直接傳授式
‧輸入和輸出課業
‧教師教導多個學生
‧教師選擇資源
‧教師控制時間―重視教學進度
‧教師是講授者、組織者和判斷
　者

探究式
‧須處理和理解課業
‧個人、同儕協作
‧學生的經歷是資源
‧學習時間較長，學生自訂學習
　進度
‧教師是探究的促導者

課業

資源 社會結構

目標

時間和進度 角色

共同建構式
‧建構知識的課業
‧不同的組合、網路、聯繫
‧擷取大量資源
‧較少關注時間
‧教師也是學習者

圖1　橫跨三種學與教主要觀點的課堂活動系統。取自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

建未來（中四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2009。取自http://cd1.edb.hkedcity.net/cd/cns/sscg_

web/pdf/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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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考試由A至F級的常模參照評級，並附有等級描述，以說明有關等級的典型考生

所能作到的表現（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另外，校本評核作為新高中課程的

評核部分，引起教育界很大的關注。由於官方文件建議校本評核約占15～30%，一

些實用科目更有可能調高至50%，如視覺藝術，校本評核如何能有效地在學校內運

作，並作為公開考試的一部分，是學校最關注的議題。

比較過往的中學課程，新高中課程無疑是減少了一次公開考試，但隨之而來的

校本評核，遭到不少教師及校長的反對，反對的主要原因除了是增加教師的工作量

之外，其進行過程的困難，以及校本評核仍需按公開考試的分數調適，與校本評核

的精神有所違背等因素有關。因此，學校政策制定者如何面對新的評核制度，以及

如何作相應的課程決定和設計，都是影響課程改革的重要因素。

究竟香港高中課程如何能從偏狹的學術取向，走向廣闊的多元知識及能力取

向，視乎學校如何有效策劃和實施新的高中課程。

肆、研究方法

為了回應這些研究問題，本研究3於2009年選擇了三所中學為個案，三所個案

學校的選取，是以其代表性特色，如創校歷史、學校的資助模式、教師的年資及專

長、學生的學習特徵和成就等（見表2）作為選取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個案學

校必須採納新高中課程作為其校的主要改革。個案的研究方法，優點是能深入探討

個案的核心，並能透過個案的典型例子反映及瞭解一般學校的改革情況（Merriam, 

1998; Stake, 1995）。

研究者首先分析官方文件，就其重要項目，如新高中課程的理念、課程的核心

和選修科改革、教學的要求、評核的變革、學校及教師的專業發展分析等，擬就學

校所需的改革和變動，然後與已選取的個案學校聯絡，並在學校公開的網頁中先蒐

集其相關的基本資料，作訪談前的準備。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包括三所個案學校的校長及課程統籌主任，共六人。訪談

3  本研究是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基金所資助的一個項目，題目為「新高中課程與專上教育的銜
接」，本研究取其中的一部分，就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觀點和決定，採用訪談的

方法，深入探討各所不同類型的中學，在學校政策制定者的帶領下，其有關的預備情況，並

為新課程的實施作實質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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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主要以上述的重要項目，作半結構性的訪談指引，探討有關的課程要點和學

校的規劃工作，呈現學校管理層對新高中課程的關注點，以及所作的課程規劃決

定，作為分析的依據。

另外，研究者到不同的個案中學，對校長和新高中課程統籌主任作個別的詳細

訪談，每位人員的訪談時間約一小時，訪談時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得以將對話錄

音，然後化為文字，再經過分析，整理成研究成果。至於學校和訪談人員的資料，

詳列於表2，表中的學校及教師姓名，一律以字母或一般性資料代替或描述。

表2　

個案中學及受訪教師資料

學校 資助模式 各校訪談人員 學校背景

K中學 政府津貼4 訪問每所中學的

校長及新高中課

程統籌主任各

一，共六人。

於1970年代創校，無宗教背景，學校原位於市區，
後搬入新市鎮。遷校初期，學生成績並不理想，但

近年卻有顯著進步，學科成績增值甚高。

P中學 政府津貼 歷史悠久，具宗教背景，學生成績屬一般，校風純

樸保守，教師流失率向來甚低。自新高中課程敲

定，校方作相關的改革配合措施後，教師辭職率飆

升，曾為管理層帶來隱憂。

N中學 直接資助5 為一所新辦中學，無宗教背景，學生成績參差，家

長屬中產階級，教師年齡較輕，教學經驗較淺，且

流失率甚高。

伍、研究結果

各校領導層對新高中課程的理解雖不一致，但亦有相似的地方，當中不同的觀

點和他們的學校工作環境有關。以下逐一說明個案中各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和決

定，並分析其中的影響因素。

4  是香港學校的主要資助模式，由政府按學校開設的班級對學校進行直接資助，但在課程、招
生、行政等方面須按照政府的政策實行。

5  是香港政府在1991年開始實施的政策，在公營學校之外的學校，按學生的人數，由政府注入
資助額，而學校可以向學生收取學費，並享有招生、行政和課程設計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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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整體課程的理解

研究結果顯示，個案中的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理念以至內容，都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此理解和官方文件所表達的內容甚為相近，研究結果也顯示學校

政策制定者對新課程的理念不持異議。

二、理念

學校政策制定者理解新高中課程的理念是世界趨勢及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亦

頗認同對個人、社會而言，理應將所學的知識從內容轉變而為能力導向的發展。例

如，其中一位課程統籌主任就認為：

第一，我會覺得這是一個世界的趨勢，香港要銜接世界上大專的軌跡，似乎

四年大學是一個必須，這是一個restructure（重建）的問題；第二，就是剛才我提

及的「學會學習」，我認為是整個教與學的範式轉移而引發的轉變，因為如果以

舊的會考及高考課程來說，我相信課程的核心仍是以知識為基礎，因為現在教改

的趨勢不單以知識為基礎，還要兼顧「學會學習」的技巧。（新高中課程統籌主

任，P中學）

也有一些學校政策制定者，認為新高中課程是學習模式的「範式轉變」，可以

想像，新高中課程改革對學校影響是如何之大：

我認為是由過往老師執教、學生聆聽，傳統背誦式，變為整個學習模式轉變

了，這是一個paradigm change（範式的改變）。（新高中課程統籌主任，N中學）

這些學校政策制定者幾乎一致認為，新高中課程反映國際上的學術及學制上的

接軌，而這接軌多少都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外界說學制是跟國際接軌，這都可能是的。另一方面是課程改革，其實我認

為這是由英國的教育制度，轉變為美國的教育制度，或是跟中國內地的教育制度

較相似……。（校長，N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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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高中課程，個案中的受訪者都視之為一項大規模的改變，而這改變在課

程、教育架構及制度上，是極為重要的：

我想可從幾方面來說。這個制度的改革是回應幾方面的，一方面是香港社會

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教育的架構和制度上，走進世界的主流，而這個主流

是，我們認為應該把中學生不同的學習階段，分配得更好，因學生在大學裡接受

四年教育好像比較好，這是架構上的改革。另外，因著社會的變遷，現在是知識

型經濟的社會，在人才需求方面，要求教學上所投放的東西（input）和塑造人才

的過程，即在材料和方法上，有些轉變。我想這兩方面是重要的。另外，回顧從

前的教育，學生的某些要求或經歷，在過去的某些地方是有不足的，如比較單向

和灌輸性，學生的選擇亦比較少，他們的視野亦較狹窄，在成長過程裡對自己的

經歷沒多少整理、總結和反思。（校長，K中學）

總括而言，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理解，和官方文件所表達的意向和

理念近似，如「全人發展的學習宗旨」、「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能夠理解當今影

響他們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

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批判、

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等，可以推想，學校政策制定者對中央所推行的新高中課程

方向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掌握，而他們大體上亦同意這些大方向的發展。

三、教學策略

在教與學的層面，學校政策制定者認為新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不再是一些書本

上的知識，而是通過教與學的經驗，提供學生一些活學活用的共通能力，尤其是思

考上的共通能力。但是，他們普遍認為這些理念是說易行難的，就如以下一位課程

統籌主任所說：

整個理念上是教導學生如何學習一些技能、學畢後將來如何應用，是一個

「終身學習」的概念，並且能應用於生活層面。當然最終是否如此理想，這可能

是另外一回事。（新高中課程統籌主任，K中學）

一般來說，學校政策制定者都認為新高中課程的課堂是活動的、學生主導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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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及互動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夠靈活地運用資料回答考試的題目，正如以下一

位受訪者所說：

以我理解，三三四課程是要很多課堂互動的。以往我讀書的年代，EPA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的題目很簡單，如describe the 4 factors of production

（描述四項生產的要素），在我教書的時代，即79～80年，已經是structured 

questions（結構性問題），現在更是著重application（應用），所以老師如果仍

然是很傳統、很有系統地教的話，其實是不能夠（幫助學生）答題目的，所以老

師是要省覺到要有教學的轉變。教學的設計是要讓學生在課堂參與更多，講求互

動，不能只是單向式教學，另外，學生的學習亦已走到課堂以外作延伸。（校

長，P中學）

以上的學校政策制定者觀點，和官方文件中所珍視的多元化教學策略有異曲同

工之處，不同的是，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教與學策略的可實踐性存疑，而且，他們重

視的是這些教學模式轉變後的實用價值，就是能夠幫助學生靈活地應付百變的考試

題目，獲得更好的成績。

四、評核

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於校本評核，於理念上是贊同的，但他們對實施校本評核的

具體情況未能瞭解清楚，因而只能就理念上作假設性猜想，如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說

法：

校本評核最重要的是，不要為了作校本評核而沒有時間［進行教學］，那便

可以。校本評核的理念是一定正確的，一定是好的，但一定要健康和成功地去實

行出來，即真的能發揮校本評核的真正作用，令學生在日常的表現，都能成為他

們整體表現的一部分。（校長，K中學）

對於評核的方向有所轉變，較重視學生能力的評核，而非只是偏重知識的內

容，對於這轉變，學校政策制定者認為是因應課程的改革宗旨，以及社會的發展和

所需的人才所出現的情況，而這轉變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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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一些學生考舊課程［中國語文科］是可以的（有不錯的成績），

但如他考新［高中的中國語文科］課程的話，他考出來的成績可能只有三級或四

級，6因為他只是文筆（寫作能力）好，而說話（能力）不好，他會在這些地方

（說話能力）失分。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整體教育方向）有沒有拿錯重點，如

現在的社會所指的語文能力與從前不同的話，現在所謂中文好的人，語文能力高

的人，（所表現出來的能力）便會跟從前不同。從前我們的年代是不用口若懸河

的，但現在的學生如不口若懸河的話，語文能力是有缺失的。現在的社會是不是

需要一些口若懸河的人呢？如社會要求人的談吐是這樣的話，我認為（這改革方

向）是合適的，所以理論上兩批人（新和舊課程的畢業生）是有分別的，但最終

是否能夠做到呢？便要再觀望。但想法是正確的。（校長，K中學）

雖然校本評核受到社會人士，尤其是學校前線教師的質疑，但對本個案中的學

校政策制定者來說，卻非完全不可接受，他們普遍認為校本評核若能運用得宜，也

有可取之處。由此可見，學校政策制定者能夠理解新高中課程的改革，並認為整體

實施必須在評核制度上有所配合，改革才有機會落實。在這理念上，學校政策制定

者是相當清晰的，只是，他們覺得理念並不容易實行。

五、課程的建構

學校政策制定者對課程的建構，其實是十分著重學校及學生的實際情況而定。

他們一般都依照傳統以來的文、理、商科的分科架構，作為開設新課程的要素，可

以想見，學校政策制定者所重視的，還是一般傳統的學術性科目，仍是講求菁英學

生念理科，成績較差者念文科的兩極考慮，而這些決定和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

課程的理解和認同無必然的關係。

在設計（新高中課程）時我們有考慮過，我們有四班，暫定其中兩班可修

讀三個選修科，另外兩班只可修讀兩個，這就是我們的理念與構想，我們也會向

學生說明原委，也鼓勵他們﹝學生﹞量力而為。在過往的會考選科上，他們﹝學

生﹞都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理科或商科為首選，因為我們都是以成績來決定選修

6  新改動的「水平參照評核」，共分五個等級（1～5級），以5級最高，並附有等級描述，取代
現行公開考試由A至F級的常模參照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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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商科及理科是比較受歡迎的，所以，能夠修讀三科選修科的兩班學生，

基本上都是「理科為本」或者「商科為本」的班別。（新高中課程統籌主任，P中

學）

另外，對直接資助的學校而言，家長的意願和要求，對學校政策制定者的決定

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學校主要是考慮學生成績、考試及入讀大學的配對、家長的要求等，很多

家長均很擔心，提出一些問題，如子女選讀了組合科學，即沒有讀齊物理、化學

和生物的話，能否升讀大學醫學院？另外，又會問如選讀化學和生物科，是否符

合醫學院入學要求的科目、他們會經常詢問［這些問題］，擔心及關注的都是這

些。（新高中課程統籌主任，N中學）

個別政策制定者會按課程、社會和學生的需要而進行深度及廣度發展合宜的課

程，因此，非學術性科目有時也會在學校發展藍圖之內：

我最重要的動作，是增加了文化藝術科。……我認為有些東西是重要的，但

不能不惜一切，是需要兼顧的。如公開考試的成績是重要，但增值是需要顧及人

品格上的增值，但這些價值是量化不到的，而社會卻只是看重一些能夠量化的東

西。（校長，K中學）

至於應用學習、其他語言學習等課程，都並非是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考慮：

……我們暫時還未能應付到這麼多科目，暫時applied learning（應用學習）是

學生到外面讀，購買外面的服務［應用學習課程］……。（校長，P中學）

在作課程規劃的時候，學校政策制定者坦言，他們的考慮和決定，是教師人手

的安排，尤其是教師的學術專長，以及因增設或刪減了的學科而調配的校內人手安

排：

在計劃的過程中，「老師的專業和空間」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因為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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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課程，特別是高考課程中，開辦了相當多的選修科，教師的工作量很緊張，

所以我們要先計算教師的空間有多少，可兼顧任教多少科目。基本上我們選擇開

辦的科目，都與現時會考或高考課程開辦的科目類近……。（新高中課程統籌主

任，P中學）

總括來說，學校在規劃新課程時所作的決定，並非純粹是理念性的指引，反而

是按實際情況的需要，而最重要的考慮是學生的升學機會、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成

就，以及家長的想法等，這些實際的考慮，未必和他們所認同的新高中課程改革理

念吻合。

陸、討論

結合以上的結果，提出以下討論。首先，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取向

非常貼近官方的觀點，說明學校政策制定者對這項改革非常重視，他們對官方發布

的新高中課程改革方向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瞭解，從政策的發布策略來說，可說是

有效的，但這並非是因為政府用了什麼特別有效的策略，而是「由上而下」的中

央課程決定仍是主流（Morris & Scott, 2005），雖然學校政策制定者可以按學校情

況，如學生背景和性向、教師專長等因素作相關的課程規劃，但是，改革中的新高

中課程仍有一重要的公開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影響學生入大學的機會，

在這方面，學校政策制定者在課程政策規劃上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亦說明了Biggs

（1998）的「倒流效應」（backwash effect）的有效性，即考試影響教與學，雖然

政府有意進行新高中課程改革，但學校政策制定者在思考及意念上，仍擺脫不了公

開考試的陰影。

不過，按照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和其有關的決定並非一致，

縱使他們對新高中課程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甚至在某程度上認同這項改革的理念，

但實際上，他們的課程規劃和決定並非如他們的認同理念一樣。其中的矛盾顯示學

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實施方面有所存疑，他們覺得改革的理想很高，但

是在實踐上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學校政策制定者會按他們的實踐經驗來建構新

課程，亦即文獻中的「實踐的知識」（Elbaz, 1983; Grossman, 1990; Munby, Russell, 

& Martin, 2001），由於這知識有一定的主觀性，要學校政策制定者放棄他們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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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的知識，而傾向官方提倡的理念，非長時間的觀念轉移不可，這也可以解釋

課程政策的表面化及非實質性現象，常存在於上層所定的政策及學校實施層面之間

（Fullan, 2007; McLaughlin, 2005）。

同時，學校政策制定者對新高中課程的決定，和他們的思考信念、學校的環境

脈絡有很大的關係。由於香港中學的課程，向來受公開考試的牽制，因此，學校政

策制定者普遍以大學招生的機制及學科要求作為課程規劃的目的要點。學校政策制

定者的作法其實是一種安全措施，這種安全措施是基於過去的考慮，而這考慮背後

的種種政治文化意識及氛圍，對現行的改革實有深遠的影響（House, 1979; House 

& McQuillan, 2005）。

由於學校政策制定者傾向「安全」的課程規劃，學校的新高中課程規劃實質上

仍是以照顧學生的未來考試及升學為首要，課程仍是相當狹窄的學術取向，對於普

及教育的時代性轉變，以及將出現的學生個別差異問題，學校課程在這方面仍未能

有充分的掌握和預備。在各種思維下，學校的課程規劃仍是舊酒新瓶式，以舊學制

中的文、理、商作為主幹，所謂「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概念，又或是「應用學

習」、「其他語言」等選修範疇，只流於空話。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除了上述的

考試文化規範外，學校的環境脈絡也是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考慮和決定，尤其是教師

的專業和能力，如個案中的學校政策制定者，大多會因應教師的專長提供選修的學

科，並決定新課程的規劃。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學校課程改革及發展有相輔相成的關

係，由於傳統的高中課程偏向學術取向，教師一般都慣於學科課程的深度發展，再

加上中學的學科發展與強化（Grossman & Stodolsky, 1995; Siskin, 1995），學校在

新課程的規劃及發展時，礙於教師的既有專長和學科發展，因而未能有進一步的拓

闊課程意圖及規劃。

柒、總結

香港新高中課程的成功與否，與學校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取向和決定有很大的關

係，個案研究顯示，學校政策制定者雖然對新高中課程的理念和內容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和理解，然而，課程的規劃仍未能脫胎換骨，擺脫往昔的學科主導影子；不同

的因素如：學校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及意念、課程發展的政治文化意識及氛圍、學校

的環境脈絡、教師的專業發展等，都有複雜的交互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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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有三：首先，當局不應設太多的框限，尤其是在課程架構方面，無

需像以往一刀切的按大學升學條件發展高中課程，反而應在大學以外的另類課程，

如職技學習範疇方面訂立銜接方向和途徑，以協助學校發展多元化的課程讓學生發

展他們的潛能。第二，學校管理層亦應鼓勵並協助教師作多元化的專業發展，從不

同的途徑讓教師發展不同的專長，從而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以協助學生的成長。

最後，學校亦應按各自的發展情況和條件，訂立學校的發展方向和願景，在新高中

課程改革的機遇下，利用各種資源，有效地發揮自己的優點和強項，走出適合學校

自己發展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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