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主導原則、發展策略與

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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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對達到香港的教育目的，在課程發展方面採取的主導原則

和策略作建議，並提出一些促使這些策略達到成功的主要因素。

主導原則

從香港和其他國家的改革經驗得到的啟迪是：要在一個制度和溝通

網絡複雜的社會進行改革，若欠缺清晰的指導原則，勢必容易出

錯。要靈活變通，持續應變，推行有效的改革，必須有明確的主導

原則。

1.我們的主導原則是要教導學生學會學習，促進他們獨立學習的

能力，達到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目的，以全面提高教育質

素。概括來說，包括以下各項：

➩ 透過學習領域及其他相關的學習內容，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等）

➩ 採用各種學習及教學方法，達到學習目標

➩ 培養學生的個人興趣，幫助他們發掘本身的潛能

➩ 拓闊學生的學習空間，達致全人發展

2.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學習。學生理應：

➩ 透過課程架構，得到學習的機會

➩ 享有寬廣均衡的基礎教育

➩ 享有寬廣而均衡，有多元化選擇的高中教育

3.採用以學生為本的方式，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了解他們的需

要、學習方式、興趣和能力，從而定出適切的教學及評估的策

略。

4.考慮香港教育環境的特色（包括歷史因素及文化傳統），建基

於現有的優勢（例如香港人一向重視讀書求學的固有文化、有

效的全班授課、家長望子成龍、幼稚園課程指引的有效運用

等），不斷改善。而以往行之有效的課程措施（如活動教學

法、課程統整、通達學習、目標為本課程等）都納入最新的課

程發展。過去數年，推行目標為本課程的經驗，對訂定課程發

展路向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基本㆖，小學課程發展的構思，是

完全採納了目標為本課程的精神和成功的實踐經驗。在眾多良

好的實施策略中，已被廣泛應用的包括：訂定清晰的學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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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著重照顧學習差異、跨課程學習、思考和運用知識的方法

等。另一方面，逐漸取締及改善一些不大理想的措施，如只重

記錄評估的結果，而沒有善用這些結果以回饋和促進學生的學

習；又或只偏重採用某一種學與教的策略等。直至現在，目標

為本課程這個新構思，已完全融入一般小學現行的課程中，無

須再特加標示。

5.我們應採取能夠平衡以下各方面的做法：

➩ 不同的教育目的

➩ 互相對立的取向和觀點，例如

✧ 課程在學術要求、個人需要、經濟效益、社會期望等方

面的目標

✧ 運用不同的學習及教學策略

✧ 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模式，以促進學習，或/和進行篩選

（參閱第㆕章）

拉力

6.課程發展議會制訂的中央課程（例如在課程架構、學習目標等）

與因應學生需要而制訂的校本課程，兩者之間的平衡非常重

要。

➩ 發展校本課程，絕不表示政府從此不再向學校提供指引（參

閱第㆕、五章）。

拉力：

課程發展要平衡各方面的

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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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與課程發展議會將一如以往，繼續透過檢討及制訂課

程架構、訂定基本課時編配的要求、發布課程指引、評審

教科書，以及提供適當的措施，支援有效的學習與教學。

（參閱第㆔、㆕及五章）

➩ 促進學生學習能力並無適合所有學校的劃一模式，故當局

應給予學校一定的自由空間，使學校能靈活自主㆞發揮教

育專業功能，發展切合本身情況的校本課程。

7.課程發展是持續不斷的改進過程，期望短期內收立竿見影之效

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見載於其他國家的教育改革文獻，表明了

這是長期發展的過程，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培育新一代的成

長，最重要的是質素，而不是緩急。

8.積極的意見和耐性，欣賞每項小成就，以及克服面對在改革過

程中遇到的挫折，都是確保持續變革的基要因素。

發展策略

要提升學生整體的學習能力及水平，必須使用有關的發展策略，

調校變革的路向。以下是我們建議的策略：

1. 循序漸進

➩ 按部就班

✧ 協助學校試行和檢討現行實施的方法

✧ 不斷改進

✧ 避免對學生造成無可挽回或不良的影響

➩ 逐步改革

✧ 給予各界（例如教師、政府、師資培訓人員、家長等）

充分的時間，以便凝聚改革所需的能力（知識、技能、

責任承擔）

✧ 調協及凝聚力量，提升學生的學習質素

➩ 制訂十年計畫，以 2001-02至 2005-06年為推行過程的

短期計畫、 2006-07至 2010-11年為中期計畫。

➩ 學校在 2001-02至 2005-06年間，可建基於本身的優勢

和實際情況，加強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並按學校本身的

步伐改變學校課程。到2006年，學校應自主㆞在課程發展

議會新課程架構的建議，以及校本課程之間，例如在課程

主要策略：

1) 循序漸進

2) 累積經驗，凝聚力量

3) 協力推行改革

➤

➤

長期發展
階段

中期發展
階段

短期發展
階段

2001-02至
2005-06年

2006-07至
2010-11年

2011年以後

在 2005-06

年檢視

課程發展策略：

課程發展分短期、中期及

長期㆔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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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決策、靈活運用時間、全方位學習空間等方面，取得平衡。

➩ 2001-02至2005-06年間，會有一個中期檢視，課程發展議會

會以此為據，於 2006年制訂 2006-2010年的實施方案。

➩ 在 2006-07至 2010-11年間，向學校提供一個供全人發展的

均衡課程，因應終身學習的需要，提升教育的質素。

➩ 在 2011年，我們期望學生已發展終身學習的質素，如靈活通

變、堅毅達觀、學習動機、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和創造力。

• 繼續推展工
作。

• 根據 2006年

進行的檢視，

訂定改善計

畫。

• 按照課程指
引，採用開放

式課程架構，

制訂最能切合

學生能力和需

要，並能配合

學校辦學宗旨

的校本課程。

• 繼續提升其
教學質素與改

進學生終身學

習所需的獨立

學習能力。

實

現

終

身

學

習

的

理

想

2011年

以後

中期

2001-02至 2005-06年

短期 2006-07至

2010-11年

政府

➣ 提供學校與教師一系列的措施作支援，如

課程指引、研究與發展（「種籽」）計畫、

到校支援、教師及校長培訓課程、推介成

功經驗。（參閱第五章）

➣ 持續檢視實際情況、發展進程、教學效

能、調整政策與支援。

學校及教師

➣ 推行四個關鍵項目，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 德育及公民教育

➩ 從閱讀中學習

➩ 專題研習

➩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 把共通能力的培育，融入現行學校科目的

學與教中（批判性思考、創造力及溝通能

力）。

➣ 檢視現行的學校工作，根據學校本身的步

伐，計畫課程發展。

學生

➣ 能有更多機會，根據他們的學習方式、需

要及興趣，發展獨立學習能力及全人的發

展。

長期

➩

➩ ➩

➩ ➩

➩ ➩

推行改革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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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積經驗及凝聚力量

➩ 要令改革事半功倍，應多積累有用的經驗

✧ 盡早起步

✧ 把理論付諸實踐，從小步子試行做起，檢討過程及成

果，改善實施

✧ 培育一批關鍵的課程領導人材，以推動改革（教師、校

長）

㆖述做法比較在短期內一次過推行大規模的改革更為有效。

➩ 透過累積、分享、推介、調適有關成功的經驗和持續改善，

提升各界合力改革的能力（知識、能力、運用）。

3. 協力推行改革

➩ 各界人士和機構

✧ 政府各部門和諮詢組織

✧ 學校、教師和校長

✧ 非政府機構組織

✧ 師資培訓機構

✧ 家長

✧ 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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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關方面均應齊心協力，攜手推動改革，務求達到共同目

標。

成功的主要因素

所有機構組織及持分者，對以下各項主要的成功因素，必須了解和

支持，以便在短期（2001-02至 2005-06年）內促進課程發展及

學生的學習：

• 各大學改變收生制度，擴闊高中的學校課程。

• 家長對學校、教師及課程發展有充分的了解，並加支持。

• 政府持續為學校提供教育資源作支援。

• 開辦各類師資培訓課程，務使所有教師均獲專業訓練及提升資

歷。

• 社區組織願意就五種主要的學習經歷，造就和承擔為學生提供

學習所需的機會。

• 各界僱主（包括政府）在聘用僱員時，考慮學生的所有學習經

歷。

攜手推動改革：

全社會動員，各方配合推動

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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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媒體協助推廣學校及教師的成功經驗。

• 香港考試局及學校在評估方面的改革須配合課程的改變：

➩ 在中學會考引入各科基本能力測試（標準參照評估）。計畫

在 2004年推行英語科基本能力測試，在 2005年推行中國

語文科和其他主要科目的基本能力測試，在2006年推行數

學科的基本能力測試。

➩ 用不同的評估模式，擴闊評估學生多種的共通能力，如透過

適當的試題設計和進一步廣泛利用教師評審制。

• 為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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