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彙釋義

詞彙釋義旨在幫助讀者理解本報告內一些特別詞彙的涵義。

中央課程 課程發展議會在本報告第三章建議，中央課程包括：學校課程的宗旨和學

習宗旨、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各學習領域中的學習目標、共通能力、價

值觀和態度。而各學習領域的科目指引將於日後發布。其他有關課程架構

的資料，如個別學習領域的學習時分配、特別要求，如課程的核心成分或

學習的基本元素，將於適當時間提供給學校參考。（另見校本課程）

課程架構 課程架構是輔助學校自行計畫和發展課程的組織框架。組成部分包括：共

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學習領域。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不同的教育

階段須學習的知識內容、培養的價值觀和掌握的技能，並給予學校和教師

充分的彈性和自主，配合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課程模式。

示例 解釋課程架構內有關課程設計的方法及模式，以及學與教活動的例子。例

如：以實例說明在現行科目或學習領域中，如何促進學會學習。

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是組織學校課程的一種方法。把主要知識領域中基本和相關的概

念聯繫在一起，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全面、均衡及連貫，涵蓋各種重要

學習經歷的課程。學習領域是基於實際環境而加以分類，因此各地有所不

同。視乎學與教的主要目的，每個學習領域中的學習內容可以有不同的取

向，例如學術、社群或實用的學習經歷，在學習領域內可透過科目、單

元、單位等組織模式去進行教學。

學習階段 由小學至中學，共分四個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第二

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第四學習階段

（中四至中五）。

學習環境 泛指學習可以在家庭、學校或社區等不同地點進行。

學習重點 學習重點是根據學習領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更具體訂定學生的

學習內容重點。教師可參考學習重點，作為設計課程、教學編排和學習活

動之用。（另見學習目標、學習素質準則 / 評估準則）



學習目標 學習目標總括學生在每個學習領域所需學習的知識、概念、能力、價值觀

和態度。（另見學習重點、學習素質準則 / 評估準則）

全方位學習 通過不同環境來學習，例如課室、學校、家庭、社會及工作間。從不同

環境獲得的學習經歷，能互補不足。

課程設計 根據建議的新課程架構，學校採用不同的方式去設計及發展本身的課程，

以配合不同的需要及實際情況。例如：(i)用課程架構內提及的某些重要概

念、能力、價值觀和態度，組織一個科目/綜合學習/學習單元；(ii)在各學

習領域或各個科目，或者以跨科或跨學習領域的形式，用課程架構的主要

概念、能力、價值觀和態度等去整合學習元素；(iii)輔助課程的活動、社區

服務及與工作相關的經驗，與課堂的學與教互相補足；(iv)在課程架構內的

學習領域或科目設計的核心學習元素。

專題研習 學生透過某設定課題或議題，詳細探討和研習。專題研習可以是圍繞某一

科目或學習領域，也可以是跨科或跨學習領域，又或是超越任何科目和學

習領域的界限。專題研習透過多樣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把所學的知識、

能力、價值觀和態度連繫起來，進而建構知識。

學習素質準則/ 學習素質準則 / 評估準則是根據學校課程的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對學

生所能達到的學習水平的描述。有些準則可以程度或等級表示學習表現的

水平。教師可利用學習素質準則判斷學生的學習進度，並讓學生了解自己

的學習進程。（另見學習目標、學習重點）

校本課程 我們鼓勵學校和教師採用中央課程，以發展本身的校本課程，從而幫助學

生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措施可包括調整學習目標，以不同方式組織教

學內容、提供科目的選擇、採用不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故此，校

本課程其實是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指引和學校與教師的專業自主之間，

兩者取得平衡的成果。

「種籽」計畫 一個協作式研究及發展計畫，旨在：(i) 提供/傳播有用的經驗，供學校、

教師及社會㆟士參考；(ii) 培訓一批能夠起重要作用的課程改革促進者及課

程領導㆟員（例如教師、校長、學校圖書館主任），以提升改革的力量；

(iii) 作為校本課程發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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