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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現改稱教育局 )於 2005年發表報告書 1，公布三年

高中學制將於 2009年 9月在中四級實施，並以一個富彈性、連貫及多元化的

高中課程配合，俾便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需要和能力。作為高中課程文

件系列之一，本課程及評估指引是建基於高中教育目標，以及 2000年以來

有關課程和評估改革的其他法定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2002)

和《高中課程指引》(2007)。請一併閱覽所有相關文件，以便了解高中與基

礎教育的連繫，並掌握有效的學習、教學與評估。  

 

本課程及評估指引闡明本科課程理念和宗旨，並論述課程架構、課程

規畫、學與教、評估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資源等。課程、教學與評估必

須互相配合，這是高中課程的一項重要概念。學習與施教策略是課程不可

分割的部分，能促進學會學習及全人發展；而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現

的工具，更能發揮改善學習的效用。讀者宜通觀全局，閱覽整本課程及評

估指引，以便了解上述三個重要元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本課程及評估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考評局 )聯合

編訂。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高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

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在職教師、

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或團體的專業人士、考評局的代表、

職業訓練局的代表，以及教育局的人員。考評局則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

負責舉辦公開評核考試，包括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委員會成員分別來自中

學、高等院校、政府部門及工商專業界。  

 

教育局建議中學採用本課程及評估指引。考評局會根據學科課程而設

計及進行各項評核工作，並將印發手冊，提供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試規

則及有關學科公開評核的架構和模式。  

 

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亦會就實施情況、學生在公開試評核的表現，

以及學生與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對學科課程作出定期檢視。若對本課程

及評估指引有任何意見和建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3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收  

傳真： 2573 5299 

電郵： ccdopshe@edb.gov.hk 

 

 

                                                 
1
 該報告書名為《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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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本章旨在說明旅遊與款待科作為三年制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的背景、理念和

宗旨，並闡述本科與初中課程、高等教育，以及就業出路等方面如何銜接。  

 

1.1 背景  

 

高中旅遊與款待課程是根據 2005 年教育統籌局出版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

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和 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出版的《高中

課程指引》而制訂的。這兩份文件為高中學制的發展策畫未來的路向，也

提出了一套由核心科目、選修科目、應用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的課程架構

的建議，以切合學生的興趣及個性。  

 

旅遊與款待課程是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六個選修科目之一。

旅遊與款待課程除著重發展學生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共通能力，如批判性思

考、溝通和人際關係能力等外，也在乎協助他們培養本科所需的基本技能。  

 

旅遊與款待課程是從 1999 年實施的中四至中五旅遊與旅遊業課程發展而

來的。該科的內容以旅遊業知識為主，根據 2002 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的發展方向，進一

步延續學生在基礎教育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中已獲取的知識、技

能和價值觀及態度。建議的高中旅遊與款待課程為期三年，除包括中四至

中五旅遊與旅遊業科最新的內容外，還增加款待作為一個新的學習單元。  

 

1.2 課程理念  

 

香港正值經濟轉型時期，經濟面貌也因而改變。旅遊及款待業對本地經濟

日趨重要。建議的旅遊與款待科為學生提供該行業穩固的知識基礎，裝備

他們以迎接新的社會經濟環境。另外，旅遊及款待教育的發展已趨成熟，

特別在大專教育方面，因此，本課程旨在為對該行業有濃厚興趣的高中學

生提供研習機會。  

 

旅遊與款待科能培養學生終身學習所需的共通能力，例如溝通技巧、人際

關係、資料處理、解決問題及決策能力等。修讀香港充滿朝氣的旅遊及款

待業，為本課程締造機會，幫助學生積極自主地解決困難和終身學習。  

 

旅遊與款待科能培養學生適應瞬息萬變的香港社會所需的能力。修畢本課

程後，學生應能掌握相關的知識和概念，也能培養出一系列的專門及共通

能力，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環境，特別是服務業方面。本科提供多元化的學

習經驗，幫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出路︰升學方面，學生可繼

續修讀旅遊及款待管理、建築文物保育或環境研究等課程；就業方面，則

可從事業內如酒店、旅行社、旅遊景點或與服務行業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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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讓學生透過研習本地及國際的旅遊及款待業趨勢和議題，探

討和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關趨勢和議題對社會、經濟和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例如學習旅遊及款待教育的社會元素，除可以加強學生

的個人發展外，還能培養他們的專業操守，孕育健康的服務文化，對社區

有所裨益。  

 

作為一門複雜的學科，旅遊與款待科涉及多個範疇，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學

生對旅遊業的了解，對學生學習其他科目起輔助的作用。例如，教授旅遊

業可持續發展的課題時，利用學生所熟悉的當前旅遊業議題，將可以說明

生物多樣化的概念和社會責任。  

 

本課程所採用的學習方向能讓學生掌握對旅遊及款待業的概括知識和了解。

學生修畢本科三年的課程後，無論就業或升學，均可以掌握本行業的基本

知識。旅遊與款待科與較著重在工作環境中實踐的應用學習課程迥然不同，

因此本科既不採用特定界別的培訓方式，也不著意於訓練學生例如航空票

務工作、導遊技巧或飲食服務等專業實務技能。  

 

1.3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宗旨是要讓學生能夠：  

 

(a)  更加明白旅遊及款待業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重要性；  

 

(b) 全面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特別是旅遊業體系和業界所注重的款待客人

的技巧、個人質素及態度；  

 

(c) 認識東道主的重要性，努力為旅遊及款待業作貢獻；  

 

(d)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旅遊與款待科的概念和知識，培養終身學習的智

能；  

 

(e) 了解有助旅遊及款待業可持續發展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f)  探索旅遊及款待業的升學及就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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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目標  

 

學生應能建立知識，並了解：   

 

(a) 旅客旅遊的原因，以及旅遊及款待業應如何切合旅客的需要；  

 

(b) 旅遊及款待業的性質是跨學科及多樣化的，其中包括旅遊目的地、基

礎設施及地上建築；  

  

(c) 本地和國際旅遊及款待業的發展趨勢和議題，及其對社會、經濟和環

境的影響；  

 

(d) 旅遊及款待業的主要功能範圍或界別，以及職位空缺的情況。  

 

學生應能掌握技能，以便：  

 

(a) 培養一系列在旅遊及款待業內外不同地方都能應用的專門及共通能

力，包括有效的溝通能力、顧客服務技巧、資料處理技巧、批判性思

考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  

 

(b) 運用適當的技巧，處理旅遊及款待業與服務業的各種情況。  

 

學生應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便能夠：  

 

(a) 願意向遊客介紹本地的旅遊資源；  

 

(b) 到外地遊覽時，欣賞和尊重東道國的旅遊資源；  

 

(c) 反思遊客與東道國之間的關係，欣賞其他文化、風俗和信仰；  

 

(d)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重視誠信及專業操守的重要性，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  

 

(e) 認識投身旅遊及款待業所需的個人質素，包括有禮、主動、隨機應變、

靈活、能與人合作等；  

 

(f)  珍視旅遊及款待業在經濟、環境、文化和社會方面可持續發展的重要

性；   

 

(g) 認識並展示優質的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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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習成果  
 

修畢課程後，學生應能：  

 

(a) 描述旅遊及款待業中各個互相緊扣環節的架構和性質；  

 

(b) 解釋與評估旅遊及款待業對東道國 /旅遊目的地和全球經濟的相對重

要性；  

 

(c)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的重要議題，分析影響旅遊與款待服務供求的主要

因素；  

 

(d)指出應採用的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策略，儘量減低有關的負面影響之餘，

擴大旅遊對經濟、環境和社會等方面的正面影響；  

 

(e) 反思旅客和旅遊或款待從業員能以符合道德標準的態度來履行責任

的重要性；  

 

(f)  展示有效運用資訊科技、溝通、解決問題和批判性思考等能力於充滿

動力的旅遊及款待業環境中；  

 

(g) 說明提供優質客戶服務的基本原則及技能；  

 

(h)  透過課堂討論、角色扮演和專題作業等方式，展示生活技能；  

 

(i)  了解會議從概念階段至完成的發展過程；  

 

(j)  描述及提供例子，說明款待業如何依據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和組合來分

辨不同的界別。  
 

1.6 與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及就業出路的銜接  

 

高中階段的旅遊與款待課程建基於學生在初中教育階段，特別是在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所掌握的學習經歷。學生修讀歷史、地理、經濟

及公共事務和綜合人文等人文科目時，對香港的社會、經濟、政治及環境

等議題已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之餘，也應已培養出修讀本科所需的基礎共

通能力、地理概念，對本港、國家和世界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經濟活動、

環保議題和人類需要等的了解。  

 

旅遊與款待科有助學生探索日後升學及就業的不同途徑。升學方面，學生

可修讀大學及大專院校的旅遊及款待管理、娛樂事業營運及環境研究等課

程；就業方面，則可從事業內如酒店、旅行社、旅遊景點或與服務行業相

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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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旅遊與款待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的重要知識、技能、價值

觀和態度。學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和設計適切的學、教、評活動時，

須以課程架構作依據。  

 

2.1 課程設計原則  

 

本課程根據 2005 年教育統籌局出版的《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

港未來的行動方案》第三章的建議，發展以下的設計原則︰  

 

(a) 建基於學生從基礎教育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中獲取及發展出

來的知識、技巧、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學習經歷；  

 

(b) 求取廣度與深度之間的平衡；  

 

(c) 求取理論和應用之間的平衡，尤其著重加強學生對旅遊及款待業的概

念知識、資訊科技和專題探究等能力的應用，以了解本行業的趨勢和

議題；  

 

(d) 求取基要學習和靈活多元化課程之間的平衡，照顧學生的不同興趣、

需要及能力；  

 

(e) 提供適當的平臺，讓學生培養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自主及終身學習

的能力；  

 

(f)  以 1999 年實施的中四至中五旅遊與旅遊業課程為基礎，加入更多主

要概念及理論，使課程的規畫更連貫；  

 

(g) 與評估配合，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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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架構及組織  
 

本課程讓學生探索旅遊與款待這一性質複雜又涉及多個學科的行業，加強

他們對本科與其他學科，如工商管理、地理、歷史和資訊科技科的特殊關

係的理解。  
 

旅遊與款待教育著重擴闊學生對整個行業的知識及了解，包括發展趨勢及

議題，所教授的基本概念、知識和所提供的實際經驗，有助學生了解本行

業的實際運作。  
 

本科的課程架構分為必修和選修部分，均會探討旅遊及款待業內不同界別

的情況。每部分包括了各界別所需的知識、概念、態度和基本的共通能力。

選修部分旨在配合學生的能力及興趣，加強他們對所選取課題的認識。  

 

必修部分包括：  

 

 課題 (一 ) 旅遊導論  

 課題 (二 ) 款待導論  

 課題 (三 ) 地理名勝  

 課題 (四 ) 客務關係及服務  

 課題 (五 )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選修部分包括： (學生只須選修一個課題 )  

 

 課題 (一 )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MICE) 

 課題 (二 ) 主題公園及景點  

 課題 (三 ) 款待業市場學  

 

 

本科的建議總課時約為 250 小時 1，必修部分約佔 220 小時，選修部分則約

佔 30 小時。選修部分採用以課業為本的學習模式，學生須對所選的課題作

深入的研究。建議用 20 小時作安排學生進行旅遊及款待業相關的實地考察

活動，讓學生參與課堂內 /外的學習。

                                                 
1
通識教育科及每個選修科目的課時以 250 小時（或總時數的 10%）作為規畫的參考，學校可自行作彈性

分配，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及照顧學生的需要。 

 

「250 小時」是規畫各選修科目的參考基數，以滿足本地課程的需要，並符合國際基準。為了照顧學校

不同能力和興趣各異的學生，特別是能力稍遜的學生，我們以往建議學校採用「270 小時」作初期規畫，

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嘗試新高中課程的各種教學方法。若以每一個選修科目佔總時數的 10%計算， 則 2,500

小時是三年高中課程規畫的基礎，這時數貼近實況，亦與學校於短期檢討階段的意見一致。我們亦建議

以 2,400±200 小時作為總課時的彈性範圍，以進一步照顧學校及學生的多樣性。 

 

一直以來，學校投放於學與教的時間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學校整體課程規畫、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學

生的已有知識、教學及評估策略、教學風格及學校提供的科目數量等。學校應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分配

課時，以達到特定的課程宗旨與目標，並配合校情及學生獨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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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必修部分  

課題 (一 ) 旅遊導論  

 
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1.  旅遊的概念與原

理  

旅遊與旅客  

(i)  旅遊導論  

 

 

 

 

(ii)  「旅行」、「旅遊」及「旅客」  的

定義  

 

 

(iii)  旅客的行為守則  

 

 

(iv)  旅遊的形式  

 

  了解並闡釋旅遊與旅遊業為綜合學科  

  解釋推動或阻礙旅遊發展的因素  

  探討旅遊業出路  

 

 

  區分「旅行」和「旅遊」的定義  

  闡釋「旅客」的不同定義  

 

 

  描述旅客應有的行為表現  

  識別旅遊時旅客所需注意之事項及其特殊需要  

 

  檢視不同類型的旅遊形式及其分別，包括：  

-  閒暇/度假式旅遊 

-  公幹旅遊  

-  文化旅遊  

-  環保遊旅  

-  學習旅遊  

-  宗教朝聖  

-  保健旅遊  

-  探訪親友  

-  運動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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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v)  旅客的分類：  

-  高恆 (Cohen) 

-  蒲樂 (Plog) 

 

 

  描述高恆 (Cohen)定義所畫分的四類主要旅客  

  描述蒲樂 (P log)定義所畫分的三類主要旅客  

 

旅遊的動機  

(i)  為什麼人們會旅行？  

 
(i i)  旅客的旅遊動機  

 

 從旅客流量概念解釋旅客或潛在旅客對旅遊之渴求  

 

 介紹及應用不同的旅遊動機理論：  

-  影響旅遊動機的因素  

-  赫曼 (Hudman)的旅遊動機模式  

-  馬斯勞 (Maslow)的需求理論  

-  推拉理論 (Push and Pul l  Theory )  
 

   旅遊規畫  

(i)  旅遊產品及目的地規畫   

 

 

 

 

(i i)  承載力  
 

  

 了解旅遊產品及目的地規畫概念，包括：  

-  檢視規畫在目的地發展方面的作用及重要性  

-  檢視及解釋產品生命週期 (PLC)的特點及其可行

性對研究目的地 (TALC)的發展  

 

 透過探討承載力概念概述旅遊規畫之主要考慮，  

包括：  

-  空間承載力  

-  環境承載力  

-  心理承載力  

-  經濟承載力  

-  社會文化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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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旅遊業的界別及分銷途徑  

(i)  旅遊業的不同界別  

 

 

 

 

 

 

 

(ii) 分銷途徑  

 

  識別旅遊業的主要工作界別及其角色，包括：  

-  款待業  

-  交通運輸業  

-  私營  

-  公營，包括政府、本地及國際旅遊機構  -  聯合

國世界旅遊組織 (UNWTO)及太平洋亞洲旅遊協

會 (PATA) 

 

  檢視旅遊業的分銷途徑  

-  分銷途徑種類  

-  中介機構種類，包括旅行代理商及旅行團經營商  

-  旅行代理商的功能及旅行社從業員所需的產品

知識  

 
 旅遊業的影響  

 

 

(i)  經濟影響  

 

 

 

 

 

 

 

 

 

 論 述 旅 遊 業 對 東 道 社 區 所 帶 來 的 正 面 及 負 面 影

響，包括其經濟、社會及環境影響  

 

 正面：  

-  製造就業機會  

-  提供稅收  

-  改善收支差額  

-  乘數效果所衍生的經濟增長  

 

 負面：  

-  促成消費價格及地價之上升  

-  形成對旅遊業的過分依賴  

-  造成資金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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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ii)  社會文化影響  

 

 

 

 

 

 

 

 

 

 

 

 

 

 

(iii)  環境影響  

 

 

 

 

 

 

 

 量度經濟影響  

-  解釋資金流量，包括第一重、第二重及第三重

效應  

 

 正面：  

-  鼓勵文化交流  

-  改善生活方式  

-  加強文化保育  

 

 負面：  

-  造成由旅遊發展所帶出的社會問題，包括：  

 生活方式  –  擠塞、就業及健康問題  

 文化變得商業化  

 示範效應  

 道德議題  –  罪案、賣淫及尋歡旅遊  

 

 量度社會影響   

-  解釋 Doxey 的旅客情緒指標  

  

 

 正面：   

-  環境的保存及復原  

-  環境的改善  

-  加強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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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負面：  

-  非生物環境影響的種類包括：  

 空氣污染  

 水質污染  

 土壤污染  

 噪音污染  

 視覺污染  

 

-  生物環境影響的種類包括：  

 植物  

 野生動物  

 

 量度環境影響  –  解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研

究旅遊業與環境壓力架構  

 

2. 本地旅遊業  本地旅遊業的發展  

(i)  本地旅遊業的概況  

 

 

 

 

 

 

 

(ii)  本地公營機構在旅遊業發展的角色  

 

 了解訪港旅客來港旅遊目的及消費模式  

 分析訪港旅客市場的不同範疇，包括：  

-  地理環境  

-  人口性  

-  消費心態  

-  社會經濟  

 

 認識政府在旅遊業發展中的主要角色，包括：  

-  規畫  

-  管控  

-  產權  

-  推廣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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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發展及推廣旅遊業方

面所擔當的角色和工作  

 

 描 述 下 列 本 地 公 營 機 構 及 法 定 團 體 的 角 色 及 功

能：  

-  旅遊事務署 (TC) 

-  香港旅遊發展局 (HKTB) 

-  香港旅遊業議會 (TIC) 

-  香港酒店業協會 (H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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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課題(二) 款待導論 
 

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1.  款待業  款待業簡介   

   

 (i)   款待業的性質   了解款待業的特點、其與旅遊業的關係及就業前景  

   

2.  住宿業  住宿業簡介   

 

(i)   住宿的分類  

 

 

(ii)   住宿產品  

 

 

(iii)   酒店顧客類別  

 

 

 

 

(iv)   顧客流程  

 

 

 

 

 描述住宿的分類及各種酒店分類方法  

 概述世界及本地酒店類型及特色  

 

 分辨酒店內不同類型的房間  

 介紹酒店一般所提供的不同類型房價  

 

 描述酒店顧客的類別，包括休閒旅客、公司商務旅

客、散客、團體旅客、本地旅客、參加會議旅客、

重要人物及匿名住客  

 描述不同種類顧客的需求  

 

 識別顧客流程的四個階段，包括：抵埗前、抵埗、

入住及離開，並詳述每個階段所涉及的各項交易和

服務  

 

 

 

 

 

 

 

 酒店運作簡介   

  

(i)   酒店的產權及管理模式  

 

 

 分辨住宿業中各種商業產權類型及管理模式包括：

獨立擁有及經營、管理合約及特許經營  

 說明管理合約及特許經營兩者的好處及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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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ii)   酒店的主要部門及其職能 

 

 說明酒店的主要部門及其職能  

 概述高級行政人員的職責，包括：總經理及駐店  

經理  

 客務部簡介  

 

(a)   前堂部運作：  

- 職能  

- 組織架構  

 

- 主要崗位的職責  

 

 

 

- 與其他部門的關係  

 

- 款待部主要工作  

 

 

 

 

 說明客務部的職能及組織架構  

 說明前堂部的職能及組織架構  

 

 了解前堂部主要崗位的職責，包括：訂房部文員、

款接員、前堂經理、禮賓司、行政樓層經理及電話

接線生  

 

 概述前堂部與酒店其他部門的關係  

 

 概述入住登記、結帳退房及處理超額預訂程序  

(b)   管家部運作：  

- 職能  

- 組織架構  

 

- 主要崗位的職責  

 

 

- 與其他部門的關係  

 

- 管家部清潔工作  

 說明管家部的職能及組織架構  

 

 

 了解管家部主要崗位的職責，包括：行政管家、助

理管家、樓層主管、公共地方主管及房務員  

 

 概述管家部與酒店其他部門的關係  

 

 概述清潔客房及公共地方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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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 客房的物料供應及客人用品  

 

- 客房狀況的代碼  

 

 

 

 

 

 分辨客房的物料供應及客人用品  

 

 分辨基本客房狀況的代碼，包括：OC -已清潔的入

住房、OD -未清潔的入住房、VC/VR -已清潔待售房

間、VD -未清潔待售房間、OOO -待修、  NNS -不

需服務及 DND -請勿打擾  

 

 (c)  保安程序  

 

 解釋處理客人財物、鑰匙、可疑人士及失物認領的基

本保安程序  

3. 餐飲業  餐飲業簡介   

 (i)  餐飲部運作 (酒店 )：   

 -   職能  

-   組織架構  

 

-   主要崗位的職責  

 

 說明餐飲部的職能及組織架構  

  

 

  了解餐飲部主要崗位的職責，包括：餐飲部經理、

餐廳經理、分部侍應、主廚、負責處理各類食物的

廚師 (如糕餅師 )及助理廚師  

 

 - 與其他部門的關係   概述餐飲部與酒店其他部門的關係  

   

 (ii)  餐飲服務的分類：   

 - 市場劃分  (顧客類別 )  根據市場劃分  (顧客類別 ) 描述餐飲服務的分類：  

-  酒店市場  

  -  閒暇市場  

  -  商業及工業市場  

  -  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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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  零售市場  

  -  交通市場  

-  醫護市場  

-  其他公營部門市場  

 

 - 營運模式  

 

 

 

 介紹不同的營運模式：  

-  ｢獨資」與 ｢連鎖」 

-  ｢以盈利為宗旨」與  ｢以非盈利為宗旨」  

 

 -  常見的餐飲服務例子  

 

 

 

 

 

 

餐飲服務原理  

(i)   餐單的基本知識  

-  餐單種類  

 

 介紹常見的餐飲服務例子及其特性： 

-  高級餐廳  

-  休閒餐廳  

-  快餐店  

-  酒吧  

 

 

 

 

 分辨不同類型的餐單，包括︰  

-  套餐餐單  

-  自選餐餐單  

-  是日精選餐單  

-  周期餐單  

-  兒童餐單  

-  宴會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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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  餐單的目標  

 

 

 

 

-  餐單規劃的考慮因素  

 

 

 

 

 

 

-  釐定餐單價格  

 

 

 

-  餐牌設計  

 

 

 

 

 解釋餐單目標與以下之關係，包括：  

-  盈利  

-  形象及  

-  市場策略  

 

 描述擬定餐單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  與顧客有關  

-  與食物有關  

-  與營運有關  

-  與市場有關  

 

 介紹釐定餐單價格的基本方法  

-  成本法  

-  主觀法  

 

 概述餐牌設計的基本因素，包括：  

-  顏色  

-  印刷  

-  吸引力  

-  對食物之描述   

 

 (ii)  餐飲服務基本知識  

- 餐廳設計及佈局  

 

- 餐廳的環境氣氛  

 

 

 

 解釋餐廳在設計及佈局上與營運之關係  

 

 描述餐廳的環境氣氛，並指出營造合適氣氛的要

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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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 餐桌擺設及用具  

 

 

 

(iii)  廚房運作基本知識  

-  裝修風格  

-  員工制服  

-  感官  

-  餐桌擺設  

-  主題  

 

 餐桌擺設程序  

-  自選餐餐具擺設  

- 套餐餐具擺設  

 

 說明影響廚房設計的因素  

-  基本廚房的設計及佈局  

-  廚房用具  

-  消防安全  

 

 食物安全及個人衞生  

 

(i)  食物污染的種類  

 

 

 

 

 

 

 

 

 

 檢視不同種類的食物污染、引致食物中毒的常見原

因及其預防方法 :  

-  生物性污染  (細菌、病毒、寄生物 ) 

-  化學性污染  (食物添加劑、殘餘農藥、獸藥、化學

清潔劑、容器材料、生化毒素 ) 

-  物理性污染  (非化學性的雜物或物體 ) 

 

 (i i)  何謂「食物安全五要點」 ? 

 

 

 

 了解餐廳內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包括： 

-  ｢精明選擇」  

-  ｢保持清潔」  

-  ｢生熟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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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  ｢煮熟食物」  

-  ｢安全溫度」  

 

 (iii)  食物處理工序流程圖  

 

 

 

 

  

 將「食物安全五要點」應用在每個食物處理步驟當中，以確保

食物安全 

 列舉良好的食品處理及儲存程序，解釋食物受到交叉感染 

的原因 

 

 列舉並熟悉一般飲食業員工的個人衞生標準及安全操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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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課題(三) 地理名勝 

 

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1. 地理名勝  世界地理  

(i)  基本世界地理概念：  

-  氣候  

-  時區  

-  半球  

-  經緯度  

 

景點  

(i)  景點的作用與功能  

 

 

 

 

 
 

(ii)  景點的類型  

 

 

 掌握與旅遊有關的基本世界地理特徵的知識，

包括：  

-  區位  

-  時區  

-  季節性  

 

 

 描述景點的作用與功能：  

-  闡明「景點」的定義  

-  描述景點在旅遊業所起的作用  

-  解釋旅遊景點的特性  

-  檢視旅遊景點的性質：首選和次選  

 

 介紹旅遊景點的類型：  

-  根據景點的分類包括文化景點、自然景點、活

動項目、消閒康樂及娛樂演出來分辨旅遊景點

的類別  

-  檢視旅遊業各方面的資源，以及其對塑造旅遊

目的地形象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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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旅遊區域  

(i)  主要旅遊區域：  

-  排名  

 

 

-  旅遊活動的有關資料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編制的數字介紹世界

十大旅遊目的地  (根據旅客入境數量及收益 )  

 

 認識主要旅遊區域，包括：  

 

- 非洲 ： 摩洛哥、南非及突尼斯  

- 亞洲 ： 中國、馬來西亞及泰國  

- 歐洲 ： 法國、意大利及西班牙  

- 中東 ： 埃及、沙特阿拉伯及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迪拜）  

- 北美洲 ： 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國  

- 大洋洲 ： 澳洲、新西蘭及巴布亞新幾內亞  

- 南美洲 ： 阿根廷、巴西及智利  

 

 概述對以上主要旅遊區域對旅客的基本旅遊資

料，包括：  

-  衛生環境  

-  簽證要求  

-  幣值  

-  時差  

-  交通方便程度及  

-  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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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課題(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1. 顧客服務  專業服務   

   

 (i)  顧客服務的性質   描述及解釋客務關係及服務︰  

  -  探討 Parasuraman 的五個顧客服務特點  -   

｢RATER」，以了解顧客服務的性質   

   

   

 (ii)  旅遊及款待服務員工的個人特質   探討專業服務員工的性格特點：  

  -  儀容  

-  素質  

 敏感慎密  

 誠實正直  

 具耐性  

 

2. 客務關係  文化議題   

   

 (i)  風俗及禮儀   介紹東方和西方傳統的差異  

 說明禮儀於旅遊與款待服務中的角色  

 描述基本的行禮禮儀，包括：  

-  握手  

-  鞠躬  

-  擁抱  

-  吻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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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顧客的期望及認知   

   

 (i)  公司的顧客服務政策   檢視公司在優質顧客服務、服務承諾及建立商

譽上的使命  

   解釋價值觀與操守對顧客服務的重要性  

   

   

 (ii)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的挑戰   探討 Parasuraman 的服務品質差距模式（ Gap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從而了解顧客期望  

及認知  

   

 (iii) 招待不易取悅的顧客   展現處理各種不易取悅顧客的方法，包括：  

-  憤怒的客人  

-  不滿意的客人  

-  猶豫不決的客人  

-  苛刻或專橫的客人  

-  粗魯或不顧及他人的客人  

-  喋喋不休的客人  

 

   

3. 溝通技巧  與顧客的溝通   了解與顧客溝通的方法，包括︰  

  -  書面  

  -  口頭  

  -  非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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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課題(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1.  旅遊與款待業的

熱門議題  

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  

 

i .  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  可持續發展概念  

 

 

 

-  可持續發展旅遊業的十二個  

目標  

 

 

 

 

 

 

(ii)  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個案研習  

 

 

 

 

 

 

 

 

 概述可持續發展概念及其於旅遊業之應用  

 檢視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對可持續發展旅遊  

的定義  

 

 討論可持續發展旅遊業的十二個目標：  

-  於環境方面之發展  - 自然的完整性、生物多樣

性、資源效益及環境純淨度  

-  於社會方面之發展  –  社會的公平性、旅客滿

足度、當地監管、社會福利及文化的豐富度  

-  於經濟方面之發展  - 經濟生存能力、當地繁榮

及就業質素  

 

 應用必修單元課題 (一 )「旅遊業的影響」中所攝取

的概念及「可持續發展旅遊業的十二個目標」去探

討香港及澳門的可持續發展旅遊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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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iii)  全球化引起的旅遊與款待業議題  

 

 

 

 概述全球化趨勢下所帶來的不同旅遊與款待業議

題，包括：  

-  探討旅遊與款待業中同質化與標準化的議題  

-  什麼是公平貿易 ? 

-  公平貿易於旅遊與款待業內之實踐及對業內之

益處  

 

2. 旅遊業的趨勢  旅遊業  

(i)  經濟方面：  

 

 

 

(ii)  社會文化方面：  

 

 

(iii)  環境方面：  

 

 

 

(iv)  科技方面：  

 

 探討與經濟有關之趨勢，包括： 

-  旅客對旅遊需求之提高 

-  旅遊目的地所形成的競爭 

 

 概述與社會文化有關之趨勢，包括： 

-  人口改變所洐生的不同旅遊形式與旅客偏好 

 

 了解與環境有關之趨勢，包括： 

-  氣候變化 

-  環境保育 

 

 概述與科技有關之趨勢，包括： 

-  全球分銷系統(GDS)的功能  

-  引進現代資訊科技，包括自助式服務科技及網上社交媒

體對服務提供者及顧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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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3.  款待業的趨勢  

 

 

 

住宿業  

(i)  經濟方面：  

 

 

(ii)  社會文化方面：  

 

  

(iii)  環境方面：  

 

 

(iv)  科技方面：  

 

 

 

 

 

 探討與經濟有關之趨勢，包括： 

- 經濟轉變所洐生的不同住宿類型的發展 

 

 概述與社會文化有關之趨勢，包括： 

- 生活方式與人口改變對旅客住宿要求的影響 

 

 了解與環境有關之趨勢，包括： 

- 環境保育意識的提高對綠化酒店及客房標準的影響 

 

 概述與科技有關之趨勢，包括： 

-  酒店資產管理系統 (PMS)及電腦化訂位系統

(CRS)的功能  

-  引進現代資訊科技，包括自助式服務科技及網上社交 

媒體 

 

 餐飲業  

(i)  經濟方面：  

 

 

 

(ii)  社會文化方面：  

 

 探討與經濟有關之趨勢，包括： 

- 經濟影響對餐飲業服務的發展，包括企業發展及消費者

的偏好 

 

 概述與社會文化有關之趨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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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學習要點  說明  

 

 

(iii)  環境方面：  

 

(iv)  科技方面：  

 

- 人口改變及生活方式影響消費者對餐飲服務的偏好 

 

 了解與環境有關之趨勢，包括消耗資源及生產廢棄物 

 

 概述與科技有關之趨勢，包括： 

-  電子銷售終端機(POS)的功能  

-  引進現代資訊科技，包括自助式服務科技及網上社交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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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選修部分 

 

選修部分旨在切合學生的能力、興趣，並加強對所選取課題的認識。為完成選修部分，學生須對下列其中一個課題

作深入研究 :  

 

 課題 (一 )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MICE) 

 課題 (二 )  主題公園及景點  

 課題 (三 )  款待業市場學  

 

 

學生須對所選課題完成一份課業。其中，學生必須能：  

 

 實踐所學；  

 有創意地運用知識；  

 透過課堂內 /課堂外的技巧運用，展示對基本概念的認識；  

 描述 /運用在真實世界可能使用的方法、產品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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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課題 (一)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MICE) 
 

這個選修部分讓學生掌握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MICE)的廣泛知識，在了解其與旅遊業內其他界別的聯繫同

時，也考慮到場地、設施及基礎附屬設施的限制。此外，學生也可以認識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的規畫過程。  

 

學習要點  說明  

(i)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  

業務：  

 解釋何以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是旅遊與款待業的一個重要部分  

 描述旅遊業內的不同界別，例如住宿業、運輸業、景點和基礎附屬設施，如

何參與主辦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活動  -  會議、獎勵、商務、展  

覽業務是旅遊業的一  

個重要部分  

 概述公營部門在發展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時所擔當的角色，例如在  

政策、設施和基礎設施等方面  

  辨識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的客戶  

  

(ii)  規畫會議、獎勵、商務、  

展覽業務 –活動的規畫要  

點：  

 介紹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活動的目標和目的  

 探討規畫、籌備和推行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活動所涉及的基本工作  

列舉、評估和揀選規畫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活動所需的設施、服務和基

礎設施  -  初步計畫  

-  編訂預算   

-  場地   

  

(iii)  目前會議、獎勵、商務、

展覽業務在全球的  

發展  

 概述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對主辦地點的潛在利益和代價  

 評估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未來面對的挑戰  

 探討本港作為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主辦地點所擁有的設施和優勢  

  討論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所涉及的環境保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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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課題 (二)  

主題公園及景點 
 

這個選修部分讓學生認識景點。課程會就經濟、社會、政治及環境方面，探討景點對目的地帶來的影響及開發主題

公園與遊樂園所需考慮的主要特點。  
 

學習要點  說明  

(i)  景點   分辨景點的主要類別  

  描述景點如何迎合旅客的需要  

  簡略探討景點對目的地帶來的影響  

  

(ii)  主題公園及景點的特點   分辨及描述主題公園及景點在下列方面所能給予訪客的經歷︰  

 -  康樂文娛  

 -  真實經歷  

 -  模擬經歷  

  檢視主題公園及主要景點對目的地的短期及長期影響  

  按照主題、規模、地理位置等闡明主題公園及景點的類別  

  描述主題公園及景點的選址因素，例如交通方便程度和本地氣候等  

  

(iii)  主題公園及遊樂園受歡迎   

的基本因素  

 說明及解釋主題公園及遊樂園的特點：  

-  常見的特質  

 -  為主題公園訂立主題：主題的開發；佈景、建築、景觀及服飾的配合  

 -  訪客的期望：如何滿足訪客的期望  

 -  景點：提供核心主題及支援主題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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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課題 (三)  

款待業市場學 
 

這個選修部分讓學生認識到服務市場學所涉及的範圍，以及款待業市場學所採用的獨特手法。學生會探討款待業的

市場營銷活動，從而了解市場營銷的基本原則：運用適當的手法，在適當的地點，以適當的價格，向合適的顧客推

廣合適的產品。  
 

學習要點  說明  

(i)  服務巿場學   分辨「一般或產品市場學」與「服務或款待業市場學」的分別  

  

(ii)  營銷規畫   闡明何謂巿場：  

 -  以地理、人口性、旅遊目的、生活方式或行為等說明巿場畫分 /目標巿場  

 -  巿場研究如調查研究、問卷調查、觀察及互聯網  

  從產品、夥伴、顧客、包裝、規畫、選址、推廣及訂價方面，描述款待業市

場組合的重要性  

  從以下方面，評估款待業推廣組合的重要性：  

 -  廣告  

 -  公共關係  

 -  銷售推廣  

 -  銷售規畫  

 -  個人銷售  

  

(iii)  電子營銷   探討電子營銷的影響及其在款待業的應用︰  

 -  互聯網營銷  

 -  資料庫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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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時間分配 

 

 建 議 課 時  

必 修 部 分   

課 題 (一 )  旅 遊 導 論  5 5  

課 題 (二 )  款 待 導 論  5 0  

課 題 (三 )  地 理 名 勝  4 5  

課 題 (四 )  客 務 關 係 及 服 務  3 5  

課 題 (五 )  旅 遊 與 款 待 業 趨 勢 及 議 題  3 5  

選 修 部 分 （ 只 選 一 個 課 題 ）   

課 題 (一 )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M IC E )  3 0  

課 題 (二 )  主 題 公 園 及景點  3 0  

課 題 (三 )  款 待 業 市 場 學  3 0  

建 議 總 課 時  2 5 0  

 

建 議 學 習 活 動 的 時 間 分 配，例 如 進 行 旅 遊 與

款 待 業 相 關 的 實 地 考 察 活 動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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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規畫  

本章就第二章所介紹的課程架構，列述有關原則，以協助學校與教師

因應學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從而發展出一個靈

活而均衡的課程。  

 

3.1 主導原則  

 

教師應考慮適當規畫及組織學校的旅遊與款待課程，以加強旅遊與款

待科學與教的效果。規畫的目的旨在發展均衡而連貫的課程，讓學生

能更積極地探究旅遊與款待議 題 。  

 

以下為課程規畫的主要原則，供教師參考：  

 

(a) 課程的理念、學生的需要、學校的實際情況，以及旅遊與款待

科的特色等，均是整個規畫過程中首要考慮的因素。  

 

(b)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 /旅遊與款待科主任及教師，

應對課程的理念和目標有透徹的了解，並讓學生對旅遊及款待

業的重要界別有概括的認知。  

 

(c)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 /旅遊與款待科主任及教師，

應考慮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和興趣，在中四彈性調整某些課

題的教學次序，以確保順利銜接中五及中六所選的學習課題。  

 

(d) 不論是以個人或小組的形式工作，本課程都應鼓勵學生以有趣、

創新的方式展示資料。  

 

(e) 本課程應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為不同能力的高中學

生提供足夠的挑戰。  

 

(f)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 /旅遊與款待科主任及教師，

應透過不斷加強專業發展和資源管理，編訂可持續發展的課

程。  

 

(g) 本課程能為將來學生修讀大專院校的旅遊及酒店學作出適當的

準備，同時也要為完成高中教育後不再修讀旅遊及酒店學的學生

提供同樣寶貴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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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習進程  

中四 

中六 

中五 

 

 

 

 

校本評核佔整體評核 15% 

中四 
因應學生不同的志趣，
探討本科的核心單位。 

必修部分 

課題(三) 

地理名勝 

 

必修部分 

課題(五)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必修部分 

課題(一)*   

旅遊導論 

必修部分  

課題(二)** 

款待導論 

必修部分 

課題(四) 

客務關係及服務 

選修部分：(只選一個課題) 

課題(一)  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

( M IC E )  

課題(二)  主題公園及景點 

課題(三)  款待業巿場學 

*  必須先講授必修部分課題(一)，作為整個課程學與教的基本知識。 

 

** 可根據學生的興趣及取向，講授必修部分的課題(二)或探討課程的其他部分。 

 

圖 3.1 學習進程 

中五及中六 
學生參與不同興趣範疇的學習，並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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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課程的設計，包括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必修部分旨在協

助學生掌握旅遊及款待業的基本概念、知識和信息；選修部分則為學

生提供機會，按照本身的需要和進度，應用所學的概念來建構知識，

加深對所選課題的了解。  

 

旅遊及款待業的各個服務界別關係密切，互相影響，因此，本科的學

與教可採用靈活的方法教授課程。除了要先學習必修部分課題〈一〉

「旅遊導論」外，學生無須完成某一必修部份課題內的單位才修讀另

一單位 (參考圖  3.1)。  

 

從「旅遊導論」課題中能認識這個課程並為必修和選修課題的學與教

作好準備。因此，學生須在中四先學習本課題。  

 

在課程的不同部份，教師可自行組合一些互相關連的課程單位，以促

進學生對某些課題或議題的了解。選修部分旨在加深學生在必修部分

所學的內容知識的了解，並在學與教中以研習活動的模式，讓學生實

踐所學。本科在中四時的學與教，可加強學生對旅遊及款待業的基本

元素和特色的透徹了解，令他們能較易掌握本科選修部分的作業研

習。  

 

旅遊與款待科第一年的課程，為有志投身業界的學生建立穩固基礎的

同時，還可以幫助學生成為精明的消費者。較喜歡在實務情況中學習

及採用特定界別的培訓方式的學生，可在升讀中五時選修合適的應用

學習課程。至於，希望深入了解旅遊及款待業及在大專修讀相關學科

的學生，可繼續修讀中五及中六年級的旅遊與款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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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規畫策略  
 

學校在規畫和推行高中旅遊與款待課程時，應善用靈活的課程設計，

並留意下列的課程規畫策略。  

 

3.3.1 銜接初中及高中課程  

 

與其他高中科目一樣，高中旅遊與款待科的課程設計建基於學生在初

中教育階段所取得的學習經歷。學校應檢討初中課程，確保學生擁有

穩固的基本知識，並在共通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方面也得到健

全的發展。尤其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初中的學習經歷

有利學生學習旅遊及款待科，並就業界不同的議題作有根據的決定和

判斷。  

 

3.3.2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為照顧學生學習的個別差異，教師在策畫學與教活動時，應︰  

 

 安排多種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個人匯報、兩人合作活動及分

組專題研習等，以配合學生不同的工作風格，並在構思意念和

解決問題方面，培養他們的創造力；  

 針對學生不同的能力、水平以組織問題及活動，培養學生批判

性思考能力。有關活動可以由學生閱讀文章開始，繼而與同學

討論、從所得數據中找出含義、立論和評核根據，然後自行作

出判斷；  

 提供進行同一項活動的不同方法，例如透過剪報、查閱旅遊業

相關刊物、瀏覽互聯網或進行面談，研習某個課題；  

 安排多樣化的活動，同時照顧學習動機稍遜及學習態度積極的

學生，例如角色扮演、實踐工作、與同儕溝通、表達意見、評

論別人的觀點、把意念繪畫在黑板上等，讓學生能在課業中發

展所長，進而且提升能力、建立信心和取得成就感。  

 

3.3.3 發展連貫的課程架構以配合學生需要  

 

為更連貫地推行課程以配合學生需要，教師應：  

 

 涵蓋課程架構所列明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必修

部分課題四的「客戶服務」單位中有關旅遊及款待服務員工的

個人特質；  

 建基於學校現有的優勢和學生的需要；  

 協助學生達到學習重點；  

 適當籌畫課程，加強學與教及評估的策略；  

 調適內容與修讀時間，修訂內容的深度，以切合學生的需要；  

 加入包含技能發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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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反思現有的經驗，並改進課程。  

 

3.3.4 規畫跨學科的合作  

 

旅遊與款待科是一個跨課程的科目。為使學生取得最佳的學習成果，

本科須考慮與其他科目配合。例如，修讀地理名勝和文物旅遊課題時，

若輔以地理和歷史科相關課題的學習經歷，學生會獲益更多。再如，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對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的運作也有幫助，而

旅遊與款待科同樣也可為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提供真實個案以供

學習。  

 

處理旅遊與款待業議題涉及多方面的取向，均需要對多個學科作深入

的了解。教師可設計不同課業，例如專題探究等，讓旅遊與款待科的

教師與經濟或通識教育科的教師互相合作，幫助學生取得豐富的學習

經歷；讓學生明白旅遊與款待科是一門直接或間接牽涉多個學科知識

的綜合科目，學習並無知識領域疆界之分。旅遊與款待科的跨學科特

質，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其他科目。  

 

3.3.5 學習與評估的配合  

 

評估是提升學習效能的有效工具。形成性評估較公開考試更能有效地

量度學生的技能，尤其是代入理解旅遊及款待業當前的趨勢和議題，

或在完成專題研究的過程中蒐集與分析資料等方面的表現。形成性評

估能讓教師即時就學生的表現、對學生的需要及期望作直接的回饋，

也為學生提供一個學習進度的指標，幫助他們制訂日後研習的目標。  

 

舉例來說，本科的選修部分的作業研習可作為有效的學習經歷甚至是

一種方法讓同學從回饋了解自己在學習中的領會、能力和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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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統籌  
 

在統籌旅遊與款待課程時，教師應考慮下列各項︰  

 

3.4.1 工作範疇  

 

(a) 了解課程及學習情景  

 

 熟悉 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出版的《高中課程指引》和本指引，

調適中央課程作，發展校本課程；  

 了解學校的辦學抱負和使命、優點和政策，及學生的能力和興

趣；   

 認識社區文化及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b) 全面規畫課程  

 

 設計和推行教學計畫，協助學生達至旅遊與款待科的課程宗旨

及學習重點；   

 設計評核模式及課業，促進學習的評估。  

 

(c) 評鑑課程  

 

 透過從不同來源蒐集所得的資料和分析學生學習的顯證；  

 根據學與教的情況檢討課程，在有需要時作出調整。  

 

(d) 發展教學資源  

 

 與業界建立網絡  

 

科目統籌教師宜與業界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以便有效推動這

個課程。業界是小冊子、旅遊地圖、錄影帶及雜誌等主要資料

的提供者。  

 

為支援本科的教與學，使學習內容更符合現實生活，教師應邀

請本地旅遊及酒店業管理機構的專家、旅行社及住宿的有關專

家，以及教授旅遊及款待課程的學者，與學生分享經驗。  

 

 與其他學校建立網絡  

 

學校須就本科與其他學校建立面對面及電子聯繫，以便在本科

的學與教方面組成網絡。學校可加入聯合安排實地考察、分享

教案、教學資源及經驗等，使學生及教師受惠。  

 

(e) 加強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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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任教本科的教師，不一定對旅遊與款待科有有相關的背景

或持有相關的大學本科學歷，因此，教師須培養學習的文化，

並參加有關的專業發展課程，例如：  

–  有關增進學科知識和教學法的研討會、工作坊及教師分享

會；  

–  透過教師組織支援網絡活動，交流教學資源，例如教案及

評估示例。  

 

 此外，教師應參與旅遊與款待業的實際體驗學習，例如參加富

教育意義的考察。參觀後教師可將所得的業內經驗，在課堂上

與學生分享，對教師和學生雙方面都有益處，並幫助本科帶來

活力。  

 

(f)  持續檢視與調節課程  

 

 為使旅遊與款待課程得以持續發展，學校必須監察學與教的進

度和評鑑教學成效。行動研究及自修可以幫助教師獲取有用的

資料及實證，改良和提升教學實踐，促進旅遊與款待課程的持

續發展，是值得教師花時間和精力進行的。教師須不斷參考旅

遊與款待科的最新發展趨勢，為課程作出適當的修訂。  

 

3.4.2 各司其職  

 

在規畫、發展及實施旅遊與款待課程上，校長、旅遊與款待科主任、

教師及家長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需要齊心協力，合作發展及管理課

程。  

 

(a) 旅遊與款待科教師  

 

 掌握旅遊及款待業最新的發展趨勢，了解課程、學與教策略和

評估方法的各種新變革；  

 參與發展、實行和評價旅遊與款待課程，並就學與教和評估方

面的策略提出建議；  

 編訂配合課程目標的工作時間表、教案及學與教活動；  

 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並透過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幫助學生明白

終生學習的需要；  

 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朋輩協作和專業交流。  

 

 

(b)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統籌 /旅遊與款待科主

任  

 

 領導和規畫旅遊與款待科的課程發展，訂定清晰的課程發展路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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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監察課程的推行，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適當調整學與教

和評核策略；  

 進行正式觀課，評鑑學與教材料；  

 定期檢討教案和課程檔；  

 揀選學與教資源、器材和教材，協助學生取得所渴望的學習成

果；  

 鼓勵組內教師參加培訓課程和工作坊，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定期主持會議 (包括正式及非正式 )，加強教師之間的協調和溝

通；  

 就本科知識和學與教策略，加強專業交流；  

 有效使用校內和社區資源。  

 

(c) 校長  

 

 了解學生的優點和興趣，以及旅遊與款待教育的重要性；  

 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學校的情況及中央課程架構，為旅遊與

款待科制訂課程、教學及評估政策；  

 協調學習領域統籌及科主任的工作，訂立清晰的課程發展及管

理目標；  

 支持並提倡本學習領域統籌、旅遊與款待科主任和教師之間的

協作文化，促進旅遊與款待科的學與教；  

 向家長清楚傳遞有關旅遊與款待教育的重要性；  

 在管理層的層次，與其他學校及與旅遊與款待有關的組織建立

網絡，推動旅遊與款待課程的發展。  

 

(d) 家長  

 

 支持旅遊與款待課程的發展；  

 了解旅遊與款待教育的價值，鼓勵和支持子女積極地修讀旅遊

與款待科；  

 與子女討論旅遊與款待相關的議題，幫助子女把學校功課與日

常生活聯繫起來，鼓勵子女到景點、機場、博物館及與旅遊與

款待有關的業務場地參觀。  

教師須採取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透

過多元化的實務活動，幫助學生獲取相關的個人經驗，全面發展與旅

遊及款待科學習相關的技能，以及思考、獨立學習和協作能力。此外，

教師還應採納多元化的評估模式，靈活運用形成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全面評估學生的表現，藉以了解學生在共通能力、價值觀及態度方面

的發展。 (可參閱第四章及第五章有關學與教的建議及評估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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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本章就旅遊與款待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本部份應與《高中課

程指引》 (課程發展議會， 2007) 第三冊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下有

關高中課程學與教的建議。  

 

4.1 知識與學習 

4.1.1 知識的面貌 

在知識型社會裏，知識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情況下出現，科目的

疆界並非固定不變。由於旅遊與款待科的知識內容跨越多個學科，又

與其他學科如工商管理、地理及歷史等密切聯繫，因此本科的知識是

多元化的。雖然學習者可透過某些既定的學科了解旅遊及款待業，但

由於知識的變化日新月異，會隨著實際情境而轉變，因此，本科的知

識需要透過研習、實地考察，以及與人交流、對話等不同方法來建構。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旅遊及款待業經歷了爆炸性的發展，顧客的要求

徹底改變，社會及經濟環境也急劇轉變。因此，旅遊及款待教育的當

前目標是要裝備畢業生成為「知識型工作者」。學生需要掌握強大而

靈活的技巧來使用科技，以便在決策時可以快速找到資料，在實務工

作上應用所學。所以，旅遊與款待科的教育工作者對獲取知識的看法

已發生變化從「牢記、複述信息或程式的能力」變為「尋找、應

用信息的能力」。  

 

伴隨著這種對「知識」看法的轉變，學習概念也相應轉變。學習重點

已不再局限於學生應學習什麼知識，而是如何學習和有什麼成效。對

旅遊及款待教育而言，知識和理解已變為發現、綜合和應用知識的過

程，而非複述課堂內容。有鑑於此，教師要根據活動的重點，擔當不

同的角色，目標是要協助學生擔當獨立、自主的學習者的角色。此外，

教師應採用多種學與教策略來配合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風格，讓學生在

獲取知識、發展技巧及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之間取得平衡，從而

提升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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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導原則 

以下爲旅遊與款待科有效的學與教的主導原則：  

 

 建基現有的優勢：觀察本地的課堂，不難發現很多華人學生的優

點（例如強調以努力取得學術上的成就，學生追求成就的原動

力來自社會認同）及教師的特質（例如強調學術性科目及道德

責任）。這些本地學生和教師的長處和特點必須得到確認和重

視。  

 

 掌握已有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學習活動前，應先掌握學生的已有知

識和經驗來籌畫。  

 

 理解學習的目標：每項學習活動必須具有教師和學生都清楚了解

的學習目標，教師也應清楚訂定每個作業的目的，並向學生解

釋這些作業的重要性。  

 

 促進理解的教學：教學法的選取旨在讓學生運用其所知來靈活應

變及思考。  

 

 促進獨立學習的教學：應透過以課程內容設計的學習活動，培

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反思能力。教師也應鼓勵學生負起學習的

責任。  

 

 促進學習動機：學習的效能建基於學生的學習動機。教師應使

用適當的策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有效運用資源：利用多樣化教學資源協助學習。  

 

 務求學生盡量參與：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務求令所有學生投入參與，專注

於學習。 

 

 協調評估和學與教：回饋及評估是學與教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照顧生的多樣性：學生的特點及能力各有不同。教師應運用各種策略，照

顧學習差異，例如建立學習社群，使具備不同才能的學生可以彼此支援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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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取向與策略 

選擇學與教策略時，教師應考慮本科實用、複雜、跨學科的性質，以

及學生已有的知識、學習型態和能力。教師可適當採用各種學與教的

活動，例如講座、個案研究、實地考察活動、角色扮演及分組討論等，

配合個別課堂的不同目的、重點及不同學生的需要，以達致學習成果。

切合目標是選取合適策略時最重要的原則。  

 

4.3.1 選取合適的策略：配合目標  

鑑於本課程須實現多項目標，而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教學法可達致所

有要求，所以，教師應採用多種不同的策略，以配合不同的內容、學

習重點及學生的學習需要。下頁的圖表顯示高中旅遊及款待科採納的

學與教的基本架構，顯示可以配合不同目的的一系列學與教取向。不

同的教學策略可以緊密結合，互補不足。例如，在探究學習的過程中，

可加入直接傳授方式，針對某階段或某些學生的需要。另外，針對如

何提供優質顧客服務的模擬活動也涉及直接傳授的方式和共同建構

知識的方式。其他一系列的例子將於本章較後部分逐一介紹。  

 

 

 



 

 

 

由 A、B、C、D 及 E 所代表的教學例子，分別載於第 73、75、79、48 及 51 頁。 

圖 4.１ 學與教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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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直接傳授  

直接傳授，例如講授，是一種將本科知識迅速傳遞給學生的有效方法。教

師可用以協助學生在短時間內了解某個議題的背景，例如招待難以應付的

客人的基本理論及各種事實。直接傳授可讓教師為課堂訂定明確的目標、

內容、組織、步伐及方向，也可引發學生對某題材的興趣，補充及闡明教

材。例如錄影片也有助學生迅速了解住客辦理入住手續或餐飲服務的實際

運作。附錄一載有旅遊與款待科課堂有效運用直接傳授的例子。此外，這

一教學方法也能配合個別學生的學習意願。舉例而言，部分學生喜歡由學

識豐富的教師作有系統的講課，因為可以直接涉題，並能引發他們決定隨

後要探究的方向。旅遊與款待科的部分內容確實可由教師直接傳授。附錄

一載有旅遊與款待科課堂有效運用直接傳授的例子。  

 

學生探究學習  

學生應該擁有許多機會，在教師的指導下，從多方面蒐集資料。學習不同

的「學會學習」技巧，包括蒐集資料和不同的觀點、表達想法 /意見、發展

多方面的技巧和能力、釐清取態，以及探究不同價值的差異等。教師需將

課題放在涵意更爲廣闊的層面，利用「開放式問題」引領學生自發進行探

究。探究式學習的一個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讓學生瀏覽互聯網或引用教

師提供的真實個案資料去探究某一議題，例如服務業員工在面對顧客的要

求時如何做決定。附錄二載有一個關於主題公園的例子，顯示如何透過互

聯網進行有效的學習。此外，自行使用全球分銷系統（ GDS）或酒店資產

管理系統（ PMS）等行業軟件進行探究式學習，可以幫助學生掌握使用軟

件的能力，了解通訊及資訊科技在業內的重要性正與日俱增。  

 

對學生來說，旅遊與款待教育最精彩的地方之一是他們有機會走出課室，

參觀本地以至海外的航空公司、酒店、歷史遺跡、博物館及與旅遊業有關

的地方。透過各種參觀活動，學生可以在與旅遊及款待業相關的真實場景

裡進行探索，主動參予尋找答案。與較被動地吸收知識相比，這種學習應

更具意義和更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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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式 學 習 例 子  

大 澳 旅 遊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二 零 零 五 年 一 月 ， 聖 公 會 聖 本 德 中 學 的 教 師 為 修 讀 旅 遊 與 旅 遊 業

科 的 中 五 學 生 安 排 了 一 次 實 地 考 察 ， 研 究 「 大 澳 旅 遊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 該 校 的 教 師 了 解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在 本 港 及 外 地 備 受 關 注 ， 便

利 用 這 次 實 地 考 察 作 為 重 要 的 教 學 策 略 ， 加 強 學 生 對 旅 遊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意 識 與 認 識 ， 從 而 發 展 正 確 的 態 度 。 同 時 ， 學 生 在 研 究

大 澳 旅 遊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負 面 影 響 、 其 成 因 及 解 決 方 案 時 ， 能 增

加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力 。 (見 附 錄 三 實 地 考 察 摘 要 )  

角色扮演和分組討論是引發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最常用的兩種策略。在

旅遊與款待業的教育中，角色扮演佔重要地位，學生可藉此模擬旅遊與款

待業的實況，將學術知識與業內的慣常做法聯繫起來。這種模擬活動，可

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也有助教師評估學生在筆試以外的課堂表

現。  

 

角色扮演活動可協助學生：  

 

 從不同角度或按照持分者的不同興趣，了解議題；  

 

 藉扮演不熟悉的角色，培養處理壓力的能力；  

 

 培養更佳的口頭及書面溝通能力。  

 

並且可以：  

 

 藉安排學生分組工作，灌輸團隊的概念  ─  這是業界重視的重要協作

能力；  

 

 讓學生作分析性思考和研究，探索旅遊與款待業這一課題和行業的跨

學科性質。  

 



 

 
51 

附錄四載有「二零零五年最佳導遊」角色扮演比賽例子。  

分組討論  ─  學生參與分組討論，積極提出自己的意見並與同學交流。在

討論過程中，學生有機會學習從他人的角度看事物，以及接受他人的挑戰。

教師可指派明確的課業供小組執行、提供合適的討論材料，以及指派組員

擔當指定的角色，促進分組討論。通過這樣的分組討論，學生能夠發展有

效的溝通能力及組員的互相尊重。  

 

以上兩種教學策略若能運用得宜，可使學生明白知識並非一些需要發掘的

外在東西，而是可以從合作和分享中建立的。學生所能建構的知識，取決

於組員的經驗和洞察力、所研究的議題、所得的資料，以及討論和角色扮

演所身處的情境。基於學生自己對知識看法的改變，這些活動可幫助學生

在修讀本科時培養出學會學習的能力。  

 

總括來說，教師須作出專業判斷，揀選合適的策略，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並在建構知識的過程中為他們提供支援。附錄五載有一系列學與教策略以

供教師參考。  

 

4.3.2 從閱讀中學習  

為課堂、家課、專題研習和考試作準備和閱讀，是學生學習經歷中不可或

缺的部份。旅遊與款待科的跨學科性質，令學習者須廣泛地閱讀以獲取對

本科的全面理解。學生不應被局限於或過於倚重旅遊與款待科的教科書，

而應該查閱其他學科的材料，包括地理、歷史、商業研究、經濟和環境研

究等。適用的材料可從報章、雜誌、論文、期刊、報告和傳媒中找到。  

 

教師應協助學生掌握有關的技巧和方法，幫助他們理解閱讀的內容，分析

定性和定量的資料及將其應用在旅遊與款待科的理論和概念上。喜愛閱讀

的學生可以自發地閱讀，但教師仍須幫助他們維持閱讀的興趣。對於不大

愛閱讀的學生，教師須引發他們閱讀的動機，支援並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

閱讀。閱讀策略最終的目標是協助所有學生成為獨立和主動的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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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全方位學習 

提供從實際體驗中進行的學習，有助學生達成一些難以僅靠課堂學習的學

習宗旨。教師應發掘機會，讓學生在實際處境、真實環境中學習，例如空

氣汚染的影響或經濟氣候的轉變對旅遊與款待業的影響等議題。  

 

博物館、旅行社、酒店、餐廳、主題公園、景點、圖書館、政府部門，公

共機構及非政府機構，都能為研習旅遊與款待科的各項議題提供資料。還

有一些機構願意以不同方式支援學生修讀本科課程，例如提供最新資料、

製作課程資源、提供從服務中學習的機會、舉辦講座及參觀等。  

 

社區可以為本科提供很多體驗學習的機會。只要教師加以指導及支持，學

生便可透過與家人外遊、實地考察機場或旅行社、參觀酒店、觀看相關的

電視廣告，甚至是透過光顧不同的飲食服務機構等活動，探索旅遊與款待

業。學校也可利用其優勢及聯繫網絡，安排跨境交流活動，擴闊學生的視

野。附錄六載有一段有關計畫實地考察及短途遊覽的網頁 (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 (UNESCO)的教育網頁 )。  

 

4.4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生的背景、需要及興趣各異。為照顧學生在課堂上的個別差異，教師策

畫學與教活動時，應該：  

 

 考慮個別學生的經驗、學習型態及興趣；  

 按照學生不同的能力水平構思問題及活動；  

 調整對部分學生的期望；  

 提供不同參與程度的機會，例如：個人、雙人及小組活動；  

 按照個別進度及成果來評估學生。  

 

教師在處理各種學習差異的時候，應特別留意以下方面：  

 

 學習型態：學生的學習型態各有不同，故應確保學生可以用不同的方

法來完成同一活動。  

 學習的步伐：確保所有學生  ─  不論是能力稍遜的學生，還是能力一

般或較佳的學生  ─  都能受到照顧。有關照顧學生能力差異的經驗可

參考附錄七的例子。  

 不同的成就程度：培養學生對個人差異的理解及接納的能力。教師應認清所有學

生的強項，提升學生的信心及自我形象。附錄八載有提升學生成就的方法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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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課堂互動 

4.5.1  學生和教師的角色和互動  

 

在進行探究時，學習者承擔學習的主要責任。但是，學生的經驗、知識和

技能有限，他們在開展學習旅途時，可能會遇到障礙。一般來說，教師須

為學生提供促進學習的鷹架。教師應協助學生將較困難的課業拆細爲一些

可以處理的「組件」，並提示學生可行的方向和方法。隨著學習者能力的增

強，教師的輔助作用應該逐漸減弱，以便將學習的控制權逐步轉移到學生

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在探究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會由促導者變成

平等參與者。這樣，學生便能以獨立思維建立個人的信念，而不是訴諸教

師的權威性觀點。  

 

博學的教師當然能令學生受益，但旅遊與款待科的教師並不需要、也不可

能對課程的所有議題都有深入的認識。按照前文所述，旅遊與款待科的教

師除了擔當資料提供者外，還擔當學習的促導者、顧問和學習評估者等多

重角色。教師提供資料來源以支援探究，又於適當時候介入學生的探究過

程，刺激和啟發他們的思維；能豐富討論的內容之餘，又不會支配討論的

方向。  

 

4.5.2  提問 
 

充滿活力的旅遊與款待業包含不同的經濟範疇，也有不同類別的議題和問

題。提問是教師重要的教學方法，可以幫助學生更詳細地了解這個行業。

教師可以用適當的提問策略去刺激學生思考，引導他們提出更多的問題。

例如，教師可使用提問方法引發學生：  

 

 聯繫已學習了的知識；  

 檢視審察學生的設想，開創新的思路；  

 查明資料的來源並衡量其質素；  

 學懂如何處理資料或豐富資料的內容；  

 陳說不同類別的議題和問題，並作相關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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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列出的問題例子，可供教師參考  

 

問題 例子 

聯想題 
郵輪經常被稱為水上的度假勝地。為什麼以地面為基地

的度假勝地很難與郵輪競爭? 

假設題 
依賴旅遊業的印尼度假目的地，將來的經濟發展會如何? 

資料題 
什麼樣的研究資料可以支持香港被列為世界十大最受

歡迎的旅遊目的地的說法? 

解釋題 
除了高恆和蒲洛理論以外，還有其他方式可以對往上海

參觀的遊客作分類嗎? 

推理題 
旅遊業是幸事還是禍害? 

此 例 子 顯 示 載 於 第 4 2 頁 圖 4 . 1  D 點 。  

圖 4.2 不同類別問題的例子 

 

4.5.3 綜合解說 

 

透過分組討論和角色扮演來學習，有時會令學生感到在建構知識上進展緩

慢甚至沒有進展。因此，旅遊與款待科的教師在安排活動後的綜合解說時，

應緊接學習活動而進行。這一點至為重要，既能幫助學生總結從活動中所

學習到的知識，也可以這些知識作為基礎，繼續探究新議題。  

下列是關於如何進行有效的綜合解說的一些原則性指引：  

 有效的綜合解說應該具體清晰。在解說的過程中，沒有針對性的回饋

意見，不論多寡，都會造成混淆和誤解，令學生難以消化。  

 應有充裕的時間進行綜合解說。在設計學習活動時，要確保留有充裕

的解說時間。  

 綜合解說應當及時，即能在活動期間，或活動後立即提供。這樣可使

學生對活動經驗有更深刻的印象。  

 

學生可分享對綜合解說的看法，從而分辨出哪些對他們較有益處，同時為

將來的學習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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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活動的綜合解說例子 

有關附錄四「二零零五年最佳導遊」角色扮演比賽結束後，教師應多謝學生付

出的努力和貢獻，並採用下列的問題開始解說： 

 你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有什麼感想？ 

 在角色扮演中發生了什麼事？ 

 你覺得這次學習經驗對研習課題有沒有助益？為什麼？ 

 下次你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你在角色扮演方面的表現？ 

 你對改善下一輪的角色扮演有什麼建議？ 

 你還有興趣透過角色扮演學習什麼課題？ 

 角色扮演練習能否達到這個單的學習成果？ 

 角色扮演練習能否如實反映出旅遊及款待業的有關情況？ 

 

4 .6 學習社群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並不代表學生必須單獨學習。相反，旅遊與款

待科知識建構的最佳方法，就是同學分組學習，體現學習社群的精神。儘

管學習社群的成員在其他很多方面，包括學習型態和能力也有所不同，但

他們卻有共同的學習宗旨，可以就共同關注的議題分享經驗、見解和意見，

互相支援學習，一起分擔資料蒐集和調查研究的工作。  

 

對於培養學生的群體意識，教師擔當著重要的角色。首先，學習社群的有

效運作，需以接納別人的風氣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信來配合。在探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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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觀點及表達心中所想的過程中，不論學生的觀點和想法如何奇特或不成

熟，教師都要讓他們嘗試表達，從而培養寬容的態度。接納和包容有助建

立開明、客觀和尊重他人意見的風氣。學生愈多談論自己的看法、愈廣泛

聽取別人的意見和回應，便愈能夠發展自己的思維。學生也會明白，同學

和教師是他們的學習夥伴。透過討論、辯論和其他合作課業，學生可以互

相影響，並學習欣賞和評價別人的意見。  

 

教師也可藉著設計合作式學習課業，包括蒐集背景資料、進行小規模調查，

或就某些議題及主題製作媒體演示，鼓勵朋輩學習和小組合作。在進行小

組合作時，要提醒學生完成課業固然重要，但朋輩之間的良好關係也是小

組學習的重點之一。  

 

正如第二章所指，學生須對選修部分中所選的一個課題進行深入研究。雖

然每位學生也會獨力完成自己的課業，但他們仍可透過小組學習，可以就

共同的主題分享資料和意念，評論彼此的建議、方法和進度等，集思廣益，

以求達到互助的目的。透過學習，學生能夠明白知識是在人與人之間，尤

其是互相合作的時候建構的。  

 

  



 

 
58 

學 習 社 群 例 子  

二 零 零 三 年 ， 佛 教 筏 可 紀 念 中 學 與 安 徒 生 會 攜 手 合 作 ， 為 學 生

舉 辦 旅 遊 大 使 計 劃 。  

安 徒 生 會 的 角 色 是 提 供 訓 練 導 師 ， 為 約 2 0 名 學 生 舉 辦 導 遊 訓

練 ， 讓 他 們 掌 握 重 要 的 旅 遊 導 賞 技 巧 。 學 生 修 畢 旅 遊 大 使 計 劃

之 後 ， 可 以 擔 任 導 遊 工 作 ， 帶 領 到 訪 的 遊 客 遊 覽 大 澳 的 景 點 。

導 賞 行 程 通 常 為 每 次 3 小 時 ， 包 括 帶 領 遊 客 參 觀 棚 屋 、 紅 樹 林

和 以 售 賣 土 產 馳 名 的 店 舖 ， 並 向 遊 客 介 紹 大 澳 的 歷 史 。  

旅 遊 大 使 計 劃 的 畢 業 生 會 負 責 訓 練 和 將 導 遊 知 識 及 技 巧 傳 授

給 新 學 員 。 安 徒 生 會 的 導 師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充 當 促 導 者 ， 確 保 新

學 員 學 會 適 當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 因 此 ， 學 生 之 間 及 學 生 與 安 徒 生

會 之 間 已 就 導 遊 技 巧 的 學 與 教 建 立 起 一 個 學 習 社 群 。  

此 例 子 顯 示 載 於 第 4 2 頁 圖 4 . 1  E 點 。  

 

 

本港的年青人大多非常熟悉電子郵件、網上即時訊息、網絡日誌 (「網上日

誌」 )等的使用並進行溝通和聯繫。利用這些科技在旅遊與款待科建立和聯

繫學習社群的發展潛力頗大。不過，科技本身並不會令學習社群出現。教

師和學生需要有共同宗旨，積極付出，使相互之間的影響能實踐社群的學

習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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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本章旨在說明評估在旅遊與款待科學與教過程中的角色，以及本科評估的

主導原則，並闡述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的必要性；此外，本章亦會提

供旅遊與款待科校內評估的指引及公開評核的詳情，並闡述如何制定和維

持等級水平，以及如何根據等級水平匯報學生的成績。有關評估的一般指

引可參閱《高中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 2007）。  

 

5.1  評估的角色 

評估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顯證的工作，是課堂教學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部分，能達成不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參考。  

 

首先，評估可就教學成效和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強弱，向學生、教師、學校

和家長提供回饋。  

 

其次，為學校、學校體系、政府、大專院校及僱主提供信息，以便各持份

者能監察成績水平，有助作出遴選決定。  

 

評估最重要的角色是要促進學習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高中期間，

評估在協助頒發證書和遴選方面的功能較為顯著；換言之，由於評估結果

常被用來作出影響個人的重要決定，這使評估無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的性

質。  

 

香港中學文憑為完成中學課程的學生提供一項通用的資歷，以便升讀大學、

就業、進修和接受培訓。該文憑就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和各個選修科目，

包括學術科目，如旅遊與款待科和新的應用學習課程的表現作彙整，並輔

以「學生學習概覽」內其他有關信息來詮釋學生的表現。  

 

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估可分為「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估」兩大類別。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並運用這些回饋幫助教師調

校教學策略，令學習更有效。這種評估關乎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所以稱

為「進展性評估」，關注的是較小的學習點，需要經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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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這種評估總結了學生學會了

多少，所以稱為「總結性評估」，關注的是較大的學習面，通常在經過一段

較長學習時間之後進行。（例如在學年終結時，或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之後）  

 

事實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分野，在某些情況下，同

一項評估可以同時達致進展性和總結性的目的，分野容易模糊不清。教師

如欲進一步了解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可參閱《高中課程指引》。  

 

進展性評估和持續性評估也是有分別的。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評估學

生的表現，提供回饋，以改善學與教；後者則是持續評估學生的學業，但

可能並不提供有助改善學與教的回饋，例如累積每星期的課堂測驗成績而

沒有給予學生具建設性的回饋，這既不是良好的進展性評估，也非有意義

的總結性評估。  

 

就教育理念而言，進展性評估有助促進學習，理應更受關注，並給予高於

總結性評估的地位；但過往學校傾向側重對學習的評估，而較忽略促進學

習的評估。由於研究顯證指出進展性評估有助完善教學決策，並能提供回

饋改進學習，因此，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課

程發展議會， 2001）認為須改變評估措施，學校也應給予進展性評估應有

的重視，並將促進學習的評估視為課堂教學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方面，公開評核（包括公開考試和經調整的校本評核）的首要目的是

要對學生的學習進行總結性評估。學生宜在一個低風險的環境下接觸校本

評核的作業，從中練習和體驗，以期在沒有壓力下學習（即作為進展性評

估的用途）；另一方面，為了評定分數，總結學習，學生其後須完成類似的

作業，作為公開評核的一部分（即作為總結性評估的用途）。  

 

校內評估和公開評核也有一定的區別。校內評估是指三年高中教育期間，

教師和學校採用的評估措施，是學與教過程的一部分。相對來說，「公開評

核」是為各校學生舉辦的評核，是評核過程的一環。就香港中學文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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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指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辦和監督的公開考試和經調整的校本評核。

總的來說，校內評估應較著重進展性評估，而公開評核則側重總結性評估。

雖然如此，兩者卻並不是簡單的二分法關係。將校本評核包括在公開評核

內，就是嘗試在香港中學文憑中，增加進展性評估或促進學習的評估成分。  

 

5.3  評估目標 

以下的評估目標與之前章節所表述的課程架構及學習成果相配合 :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中各個互相緊扣的環節的架構和性質； 

 認識旅遊及款待業對東道國/旅遊目的地和全球經濟的相對重要性； 

 了解旅遊及款待業的重要議題，分析影響旅遊與款待服務供求的主要因素； 

 評估應採用的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策略，儘量減低有關的負面影響，擴大旅遊對經濟、

環境和社會等方面的正面影響； 

 體會旅客和旅遊/款待從業員能以符合道德標準的態度來履行責任的重要性； 

 在充滿動力的旅遊及款待業環境裡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溝通、解決問題和批判性

思考等能力； 

 展示提供優質客戶服務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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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內評估 

作為學校設計旅遊與款待科校內評估及一般評估活動的依據，本部分將闡

述各項主導原則，其中部分是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的通則。  

 

5.4.1 主導原則 

校內評估應配合課程規畫、教學進度、學生能力及學校情況。蒐集到的資

料，將有助推動、促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並能協助教師發掘更多方法，

推動有效的學與教。  

 

(a) 配合學習目標  

 

宜採用各種評估活動，全面評估學生在各學習重點的表現，包括口頭答問、

測驗和考試、角色扮演、分組討論、專題研習和實地考察，從而促進學生

的全人發展。教師應共同商討各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取得共識，讓學生知道

各種評估目的及評估準則，並能全面了解預期學習所達致的表現。  

 

(b) 照顧不同學生能力的差異  

 

宜採用不同難度、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活動，照顧不同個性和能力的學生；

確保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能力稍遜的學生也得到鼓舞，保持對

學習的興趣，繼續追求成功。  

 

(c) 跟進學習進度  

 

校內評估並不是一次性的運作，學校宜採取更多能跟進學生學習進度的評

估措施（例如：學習歷程檔案）。這類評估活動能讓學生調適自己的步伐，

循序漸進地訂定個人可遞增的學習目標，為學習帶來正面的影響。  

 

(d) 給予適時及優質的回饋與鼓勵  

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方法，給予學生適時的回饋與鼓勵，例如在課堂活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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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有建設性的口頭評論，以及批改習作時的書面評語。這些方法除能協

助學生找出自己的強項和弱點之外，更能增強他們學習的動力。  

 

(e)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學習的內容或過程若能配合學生熟悉的情境，學習會變得更有意思。因此，

設計評估課業時，宜配合學校的情況，例如地理位置、與社區的關係、學

校使命等。  

 

(f)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校內評估的課業設計，應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這將有助學生清除學習上

的障礙，以免日積月累，影響學習。掌握基本概念及技能是學生能否繼續

發展的基礎，教師更應謹慎處理。  

 

(g) 鼓勵同儕互評和學生自評  

教師除了給予學生回饋外，更應鼓勵學生在學習上自評或與同儕互評。前

者能能促進學生的反思；後者則可鼓勵學生互相學習，對學生的終身學習

非常重要。  

 

(h) 適當運用評估資料以提供回饋  

校內評估提供豐富的資料，讓教師能在學生的學習上給予持續而有針對性

的回饋。  

5.4.2 校內評估活動 

 

旅遊與款待科應採用口頭答問、測驗和考試、專題研習、實地考察等適合

本科的一系列評估活動，幫助學生達致各項學習成果。但是，教師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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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應是組成學與教的必須部分，而非外加的活動。  

 

 

口頭答問  

口頭答問不應僅僅用作語文科的口語測驗，事實上，講說技巧對其他

科目也非常有用。口頭答問靈活而富彈性，教師既可以跟表現卓越的

學生深入討論，理順晦澀言論中的意思，找出某一結論之理據，也應

嘗試使用口頭評估，彌補傳統評估方法的不足，幫助學生改善口頭溝

通技巧。  

 

 

測驗和考試  

測驗和考試已廣泛應用在日常的學與教中。在設計測驗和考試題目

時，命題方式，例如在事實認知、觀念理解以及共通能力各方面應取

得平衡。命題方式要多元化，例如設有多項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和論

述題等。這些項目有助評估考生的一系列能力，例如創造力、批判性

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  

 

角色扮演  

在旅遊與款待業的教育中，角色扮演佔重要地位，學生可藉此模擬旅

遊與款待業的實況，將學術知識與業內的慣常做法聯繫起來。這種模

擬活動可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也有助教師評估學生在筆試以

外的課堂表現。  

 

角色扮演活動可以： 

 安排學生分組工作，灌輸團隊的概念 ─ 這是業界重視的重要協作能力； 

 讓學生作分析性思考和研究，以探索旅遊與款待業這一課題和行業的跨學科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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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實地考察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應用，包括外出收集樣本以至對探訪或

旅行的反思，學生有機會探究旅遊及款待業的實際環境。實地考察要

求敏銳的觀察力、對概念和技巧的掌握，以及準確的記錄，有助學校

和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學生的社交發展和學習學科知識也有裨益。 

 

5.5  公開評核 

5.5.1 主導原則 

 

以下概述公開評核的主導原則，供教師參考。  

 

(a) 配合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所評估和考核的成果，應與高中課程的宗旨、學習目標及預

期學習成果相符。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效度，評核程序應顧及各項重要的

學習成果，而非只著重較容易以筆試來評核的範疇。  

 

旅遊與款待科的公開評核將符合旅遊與款待教育的課程目標和學習重點，

當中的校本評核部分則評核旅遊及款待業所注重的一系列共通能力。  

 

(b) 公平、客觀及可靠 

評核方式必須公平，不應偏向任何組別的學生。公平評核的特色是客觀，

並由一個公正和受公眾監察的獨立考評機構所規管。此外，公平也表示評

核能可靠地衡量各學生在指定科目的表現；如再次接受評核，學生所獲的

成績結果應當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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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容性 

香港中學文憑的評核及考試，需配合全體學生的個性及能力。旅遊與款待

科的公開評核包括涵蓋必修部分課程的公開考試及選修部分課程的校本評

核。必修部分和選修部分皆涵蓋旅遊及款待業某些範疇所需的認知、觀念、

態度和基本共通能力，選修部分則旨在切合學生不同個性和興趣的需要，

讓學生深入研習所選的課題。  

(d) 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學生表現，即把學生的表現跟預

定的水平比對。該預定的水平說明了學生達到的某等級的知識與能力 所

及。  

(e) 資料豐富 

香港中學文憑的資歷和相關的評核及考試制度為不同人士提供有用的信息。

首先，它向學生就其表現，並向教師及學校就教學質素，提供回饋。其次，

它將學生的表現與有關的等級水平相比，令家長、大專院校、僱主和公眾

了解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能力。第三，它有助作出公平和合理的遴選決定。  

5.5.2 評核設計 

評核設計會因應每年度考試的回饋而不斷改進。詳情刊載於有關考試年度

的 「 考 試 規 則 及 評 核 大 綱 」 及 其 他 補 充 文 件 中  ， 並 見 於 考 評 局 網 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下表顯示

旅遊與款待科的評核設計。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甲部：選擇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  
37% 1¼  小時 

卷二 論述題 48% 1¾  小時 

校本評核 (SBA) 三份課業  15%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_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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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本科於 2014 至 2016 年文憑試的評核設計。旅遊與款待科的校本

評核將延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推行。  

 
 

部分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甲部：選擇題  

乙部：資料回應題   
43% 1¼  小時  

卷二  論述題  57% 1¾  小時  

 

5.5.3 公開考試 

 

公開考試的整體目標在於評核考生對旅遊及款待業各個層面的認知和理解，

並能在各種與本行業有關的情況下應用適當的知識和技巧。  

 

公開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   多項選擇題、資料回應題和論述題。多

項選擇題可全面涵蓋必修部分的課程，鼓勵學生更好地掌握這部分的基礎

知識；資料回應題要求學生分析試題所提供的資料，展示知識應用的能力；

論述題可以讓學生展現對旅遊及款待業議題的深入討論。  

5.5.4 校本評核 

 

公開評核中的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由教師為所教授的學生評分的

評核。就旅遊與款待科來說，校本評核的主要理念是要提高整體評核的效

度，並將評核延伸至涵蓋學生在旅遊及款待業內外都能應用的一系列專門

及共通能力，包括有效的溝通技巧、顧客服務技巧、資料處理技巧、批判

性思考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技巧等。透過校本評核，旅遊與款待科

所評核的重要學習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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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在充滿動力的旅遊及款待業環境中有效運用資訊科技、溝通、解決問題和批判

性思考等能力的重要性，並加以發揮﹔ 

 展示對提供優質客户服務的基本原則的理解﹔ 

 指出應採用的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策略，儘量減低有關的負面影響，並擴大旅遊對經

濟、環境和社會等的正面影響； 

 了解會議從概念階段至完成的發展過程； 

 描述及提供例子，說明款待業如何依據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和組合來分辨其界別。 

 

旅遊與款待科要進行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要減少對考試成績

的過分依賴。考試成績間或未能可靠地反映考生的真正能力，由熟識學生

的科任教師，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內的表現所進行的評核，較為可靠。  

 

其二，是要為學生、教師和學校員工帶來正面的影響或「倒流效應」。旅遊

與款待科的校本評核要求學生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從而深入評核他們的表

現，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對教師來說，校本評核可以強化課程宗旨，達

到良好的教學實踐，並為日常運作的學生評核活動提供系統架構並增加其

重要性。  

 

旅遊與款待科的校本評核要求考生須依照下列規定提交三份課業：  

 

課業由科任教師審定課題，以時事評論、考察活動報告、小冊子或單張 /海

報等方式進行，並須於中五及中六時完成。每一位考生須以不同的課業形

式提交三份課業；其中兩份按必修部分課題進行，而第三份則按選修部分

課題進行。每份課業各佔 5% 的相同比重。旅遊與款待科的校本評核佔全

科總分 15%。  

 

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上述校本評核方式都是課程建議的課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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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慣常活動。實施校本評核的要求將能照顧到學生不同程度的能力，並

避免不必要地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量。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稍後會向教師

提供校本評核的要求和實施的詳細信息，以及評核課業的樣本。  

 

旅遊與款待科的校本評核將延至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推行，讓學校有

充足時間熟悉修訂了的課程、評核安排，以及校本評核的施行。  

 

5.5.5  成績水平與匯報 

 

香港中學文憑會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按有關科目的變量或刻

度上的臨界分數而訂定水平標準，參照這套水平標準來匯報考生表現的等

級。水平參照涉及匯報成績的方法，但並不影響教師或評卷員對學生習作

的評分。圖 5.1 展示一個科目水平標準的訂定。  

 

 

 

 

 

 

 

圖 5.1 按科目分域上的臨界分數訂定表現等級 

 

香港中學文憑以五個臨界分數來訂定五個表現等級（ 1 至 5），第 5 級為最

高等級。表現低於第 1 級的臨界分數會標示為「未能評級」（U）。  

 

各等級附有一套等級描述，說明該等級的典型學生的能力。製訂這些描述

指標的原則，是要描述體現該等級水平的典型學生所能掌握的，而非不能

掌握的，換言之，描述須正面而非負面地說明考生的表現。這些描述只是

「平均而言」的表現，未必能準確地應用在個別考生上。考生在某一科目

5 3 2 1 0 4 

臨界分數 

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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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方面可能表現參差，跨越兩個或以上的等級。各等級的學生表現樣本

可以用來闡明預期學生達致的水平。一併使用這些樣本與等級描述，有助

釐清各等級的預期水平。  

 

在訂定香港中學文憑第 4 級和第 5 級的等級水平時，已參照現時香港高級

程度會考  A 至  D 級的水平。不過，這是要確保各等級的水平在不同年分

維持不變，而非保持各等級分佈的百分比。事實上，等級分佈百分比會因

學生的整體表現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參照以往 A 至  D 級的水平來設定第

4 級和第 5 級的水平，其重要性在於確保跟以往的評核措施有一定程度的

延續性，方便大專院校的遴選工作，以及維持國際認可性。  

 

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區別能力以供遴選之用，考獲第五等級的考生中，成績最優異的將

以「**」標示，成績較佳的則以「*」標示。香港中學文憑的證書將會記錄考生考獲的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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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本章旨在說明選擇和善用學與教資源（包括教科書）對促進學生學習的重

要性。為支援學生的學習，學校須甄選、調適和在適當時候發展相關資源。  

 

6.1 學與教資源的作用 

學與教資源的作用在於為學生提供學習經歷的基礎。學習資源不僅是指教

統局或其他機構製作的教科書、作業、視聽教材等資料，還包括不同類型

的網絡學習材料、資訊科技軟件，以及互聯網、傳媒、圖書館、自然環境

和人力資源等的學習材料。善加利用以上各種資料，可以協助學生學習，

拓闊學習經歷，切合不同的學習需要。有效運用合適的學與教資源，可以

幫助學生鞏固已有的知識、延伸學習、自行建構知識、制訂學習策略、培

養所需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6.2 主導原則 

教師在選擇及運用教科書和學與教資源時，宜注意以下各項：  

● 配合課程宗旨，並包含必須學習的元素； 

● 引發學生興趣，使學生能積極投入學習活動； 

● 提供獲取知識的渠道和學習鷹架，以助學習進程； 

● 有效和準確地表達信息和意念，尤其能促進討論和延伸探究； 

● 補足及延展學生在課堂上所學，鼓勵自主學習； 

● 按照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不同深淺程度的學習活動。 

 

6.3 常用資源  

學與教資源，例如書本、視聽教具及軟件有助學生達至高中旅遊與款待課

程的學習期望。挑選學與教資源時應考慮以下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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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教科書 

教科書是學習的基本資源，但並非就是課程的本身。教師應憑專業判斷來

挑選教科書，幫助學生達到課程的學習重點。挑選教科書時應參考下列指

引：  

● 設計富靈活性，可以照顧學生興趣與能力上的差異； 

● 內容應有助加深學生了解旅遊與款待業充滿動力的特質，並能： 

– 適當覆蓋學科範圍，兼顧國際與本地的情境；  

– 提供有關旅遊與款待理論、概念、趨勢、議題的概述； 

● 內容應能促使學生反省自己的態度與行為，了解作為旅客及公民的責任與權利； 

● 應加入討論題，以加深學生的理解，並有助各種理論與概念的應用。 

 

教師為學生挑選教科書時應參考下列文件： 

● 《適用書目表》  

●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  

● 《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  

 

（網址：http://www.emb.gov.hk/，然後循以下途徑進入：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教育＞課

程發展＞教科書資訊） 

 

6.3.2 參考資料 

 

為了讓學生掌握旅遊與款待業的實際環境，應鼓勵學生儘量使用各種讀物

或資源，例如參考書、書評、期刊、雜誌、新聞稿、政策文件、報告、調

查、剪報、地圖、圖片、卡通、圖畫及標語等。這些學習資源與教科書相

輔相成，可藉以推動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之餘，還有助學生從最新的發展與

議題中了解其與本科所學的相關性。教師可從多種渠道擇取合適的資源，

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發表的統計數字，可以提供機會讓學生閱讀、分析，

並應用各種有關質與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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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科技與網上資源 

 

教授旅遊與款待科應正確運用科技。科技能促進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學與

教取向及提供富啟發性的學習環境。互聯網是全球通用的媒介，教師與學

生能尋找實際的資源，例如來自業界以及學術界的個案研究、情景與模擬

活動等。這些資源對促使學生建構知識至為重要。就於旅遊與款待科而言，

科技可以在以下方面促進學與教：  

 

● 閱讀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料，培養學生從欣賞的角度了解多元文化的差異及本地與

國際間的差異； 

● 幫助學生藉問題為本學習、個案研究、或模擬旅遊或款待業真實情景來培養探究、

解難與決策能力； 

● 了解顧客服務及關係的基本概念及服務顧客的實際技巧； 

● 選擇在任何時間及地點學習，能不受時地限制而取得各種學習資源。 

 

此外，廣為業界採用的電腦為本培訓教材套，是互動式學與教的必備資源。

學校應採用各種電腦為本培訓教材套，使學生可以在模擬工作環境中獲取

相關的新技能及知識。這些教材套提供學習課業與支援式提示，能減低學

習課業的複雜性，藉以鼓勵學習者進行獨立學習。  

6.3.4 社區資源 

 

本科的學與教不應局限於以教科書作為資源，否則易曾趕不上這充滿動力

的旅遊業的最新發展。師生應儘量利用從各旅行社、酒店、餐廳、航空公

司及遊樂場的客戶服務部所索取的各種社區資源，例如小冊子、雜誌、錄

影帶及地圖。旅遊與款待科統籌教師應與這些私營機構建立密切關係，以

便發展可靠的數據庫，促進本科的學與教。  

此外，公營至半公營機構如旅遊事務署、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旅遊業議

會、香港酒店業協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漁農自然護理署等，可提供大

量數碼及非數碼的學與教資源。這些資源提供如博物館、文化徑、紀念碑、

海岸公園、郊野公園所舉辦的活動的最新信息。此外，學校也應指導學生

藉上述機構發掘體驗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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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 

 

旅遊與款待科可以有各種多樣化的學與教資源，教師應憑專業判斷挑選及

調適最好的資源，支援本科各種教學法，配合不同學習者的需要。  

6.4.1 建立校本學與教資源 

 

本科需採取多樣化的學與教策略以適應學生的不同學習方式，教師應在適

當時候調適所選的學與教材料。在運用各種學與教資源教授本科時，應考

慮下列各點：  

● 因材施教，調適資源令課業、活動都能適切地挑戰不同程度的學生，使學習態度

積極的學生獲得挑戰；學習積極性稍遜的學生也能夠對學習保持興趣； 

● 充份利用最新的量化數據與事實信息； 

● 調適真實的旅遊與款待業資源，如個案研究、情景以及插圖，深化學生對所學理

論與概念的理解和提供應用機會。 

 

6.4.2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與教資源的選取需要配合學生的不同需要和學習模式。例如有些學生對

文字信息反應較好，有些則偏好視像信息，有些則擅長處理其他形式的資

源。使用不同種類的資源，可以幫助學生培養不同的認知能力。詳情可參

閱本章附錄九有關學與教資源和教學法的例子。  

6.5 資源管理 

6.5.1 分享學與教資源 

 

分享文化是知識管理成功的關鍵。學校應作出適當安排，以便讓：  

 教師與學生可透過內聯網或其他方法分享學與教資源； 

 教師可組成專業發展小組，交流經驗，例如利用香港教育城網站或小組面談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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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學校的資源管理  

 

管理學習資源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包括預算、採購、統籌及提供使用等方

面。按照資源的性質必須分門別類─書籍、期刊、雜誌、百科全書、唯讀

光碟、互動媒體及網上資源，以作安排。  

擁有種類繁多的資源是十分重要的，學生也應可以隨時取用旅遊與款待業

相關的書本、雜誌、電視節目和電腦軟件。數碼與非數碼形式的資源應妥

為管理，還要經常更新，網上資源尤須如此。最後，學習資源應存放在學

生容易取用的地方，而教師和學生也必須時刻嚴格遵守和尊重知識產權。  

旅遊業是全球化的行業，故此，學校需要協助學生培養國際視野，而所選

取的學與教資源要能反映世界各地的旅遊業。這些資源配合不同插圖將有

助學生在各方面澄清所學概念。  

6.5.3 接觸資源 

 

學生應可以隨時取用不同種類的資源，例如書本、電視節目和電腦軟件。

學校可在課室設立學習角，方便學生閱覽與旅遊及款待有關的雜誌、期刊、

書籍、小冊子及多媒體資源等。此外，學習角可佈置成旅行社及酒店商務

中心的模樣，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訓練他們的顧客服務技巧。詳情可參

閱附錄十關於學與教資源的例子。  

6.5.4 學校圖書館主任 

 

圖書館管理員在支援本科課程方面擔當著重要的角色，例如：  

 

 提供資源，協助學生達至課程的目標和學習成果； 

 通知教師有關適合支援課程的學與教資源； 

 充分利用資源； 

 推動使用資源的正確觀念(註明出處、版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及正確使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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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在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課 堂 有 效 運 用 直 接 傳 授 的 例 子  

●  在 教 授 旅 遊 概 念 和 原 則 的 單 位 時 ， 教 師 可 以 略 花 時 間 ， 向 學

生 介 紹 一 些 有 關 遊 客 旅 遊 動 機 的 重 要 理 論，以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複 雜 行 為 。 這 些 理 論 主 要 分 析 遊 客 對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選 擇 ， 並

解 釋 遊 客 的 選 擇 如 何 決 定 一 個 旅 遊 目 的 地 受 歡 迎 的 程 度。學

生 一 旦 掌 握 了 這 些 旅 遊 發 展 的 基 本 概 念，便 可 以 更 深 入 地 研

究 可 持 續 旅 遊 發 展 如 何 在 維 持 和 提 高 旅 遊 目 的 地 受 歡 迎 程

度 和 競 爭 力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的 課 題 。  

●  在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課 堂 上 利 用 錄 影 片 講 授「 員 工 個 人 衞 生 及 安

全 操 作 程 式 」， 會 令 學 生 較 容 易 掌 握 教 學 內 容 ， 也 有 更 生 動

深 刻 的 記 憶 ， 令 他 們 能 妥 善 地 實 踐 所 學 。  

直 接 傳 授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理 論 對 下 列 各 方 面 均 有 效 用 ：  

●  要 學 生 自 行 研 習 複 雜 的 理 論 並 非 易 事。較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由 教

師 撮 錄 要 點 ， 解 釋 重 要 的 部 分 。 這 樣 可 確 保 學 生 能 掌 握 理 論

的 基 本 要 素 ， 盡 量 避 免 誤 解 。 隨 後 的 議 題 探 究 還 須 引 用 理 論

的 資 料 ， 因 此 ， 這 個 做 法 尤 為 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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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最 常 運 用 的 直 接 傳 授 策 略 是 教 師 採 用 課 文 作

為 基 本 依 據 的 講 授 。 不 過 ， 教 師 須 確 保 有 關 的 知 識 能 切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水 平。部 分 學 術 性 文 章 旨 在 給 較 高 程 度 的 學 習 者 而

非 以 中 學 生 為 閱 讀 對 象 ， 因 此 ， 對 學 生 來 說 有 時 會 過 於 艱

深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教 師 可 先 閱 讀 和 整 合 這 些 文 章 或 課 文 ，

然 後 再 按 學 生 的 程 度 講 解 其 中 的 要 點 。  

●  部 分 文 章 或 理 論 是 基 於 某 種 文 化 或 歷 史 背 景 構 思 而 成 的，例

如 各 主 要 旅 遊 區 的 風 俗 習 慣 ， 對 學 生 來 說 是 非 常 陌 生 的 。 教

師 在 闡 釋 理 論 及 背 景 之 後，可 以 提 出 一 些 本 地 或 與 學 生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的 例 子 ， 幫 助 學 生 理 解 。 此 外 ， 適 合 的 錄 影 片 有 助

學 生 迅 速 透 過 影 像 掌 握 各 種 烹 飪、餐 桌 佈 置 和 服 務 模 式 的 知

識 。  

●  教 師 運 用 直 接 傳 授 方 法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將 大 量 信 息 傳 遞 給 學

生 ， 但 這 只 是 達 到 目 標 的 一 種 方 法 。 運 用 直 接 傳 授 方 法 的 同

時 還 要 安 排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和 習 作 ， 考 核 學 生 對 理 論 的 了 解 ，

以 及 他 們 如 何 運 用 理 論 去 探 究 其 他 議 題 。  

此 例 子 顯 示 載 於 第 4 2 頁 圖 4 . 1  A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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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透 過 互 聯 網 引 領 學 生 進 入 學 習 的 汪 洋  

●  為 使 學 生 能 更 深 入 地 理 解 選 修 部 分 (二 )的「 主 題 公 園 及 景 點 」

課 程 ， 教 師 可 以 介 紹 下 列 網 站 ：  

網 站 ( 1)  Theme Park City (www. themeparkcity. com)  

背 景 資 料 ： T h e m e  P a r k  C i t y 羅 列 美 國 (按 州 劃 分 )、 加 拿 大 和

歐 洲 等 地 的 主 題 公 園 、 遊 樂 場 、 水 上 樂 園 及 動 物 園 ， 也 提 供

馬 戲 團 和 嘉 年 華 會 的 指 南 。  

網 站 ( 2)  Theme Park Insider (www. themeparkinsider. com) 

背 景 資 料 ： Theme Park Insider 羅 列 美 國 (按 州 劃 分 )、 加 拿 大 、 歐

洲 、 日 本 和 澳 洲 等 地 的 主 題 公 園 ， 也 提 供 馬 戲 團 和 嘉 年 華 會

的 指 南 。  

先 以 個 人 ， 然 後 兩 人 一 組 展 開 初 步 研 究 。 並 要 求 他 們 通 過 下 列

活 動 ， 引 起 他 們 興 趣 的 題 目 ：  

●  從 兩 個 網 站 蒐 集 資 料 ， 比 較 兩 者 的 異 同 。  

●  列 舉 三 個 理 由 ， 說 明 揀 選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網 站 介 紹 給 一 位 熱 愛

主 題 公 園 的 朋 友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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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兩 人 一 組 的 工 作 ， 讓 學 生 討 論 、 交 流 意 見 和 協 商 ； 藉 獨 立 探

究 ， 讓 學 生 深 入 思 考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讓 學 生 展 示 所 學 和 所 擁

有 的 專 門 知 識 ， 並 與 同 學 分 享 意 見 ， 加 強 自 信 。 此 外 ， 教 師 也

可 以 觀 察 學 生 對 課 題 的 認 識 程 度 ， 乃 至 他 們 感 興 趣 的 事 物 。  

改 寫 自 Powers,  T. ,  &  Barrows,  C. W. ( 2 0 0 6 )，《 款 待 業 管 理 初 探 (第 八 版 )》

(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8
th
 ed. ) )。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此 例 子 顯 示 載 於 第 4 2 頁 圖 4 . 1  B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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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探 究 式 學 習 例 子  

大 澳 旅 遊 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是 次 實 地 考 察 的 主 要 策 略 ， 是 要 利 用 探 究 式 教 學 ， 協 助 學 生 培 養

探 究 和 思 考 的 技 能 。 以 下 是 實 地 考 察 的 流 程 ：  

●  籌 備 --------- 策 劃 預 先 考 察 (教 師 )  

-  教 師 先 前 往 大 澳 進 行 考 察  

-  準 備 兩 份 問 卷 ， 比 較 學 生 在 考 察 前 後 ， 在 知 識 、 技 巧 及

對 大 澳 的 觀 感 方 面 有 什 麼 改 變  

-  擬 備 活 動 工 作 紙 ， 供 學 生 在 考 察 期 間 填 寫  

-  擬 備 探 究 式 問 題 ， 供 學 生 在 實 地 考 察 後 作 答  

●  籌 備 ---------策 劃 預 先 考 察 (學 生 )  

-  學 生 分 組 從 報 章 、 旅 遊 指 南 及 互 聯 網 等 ， 蒐 集 關 於 大 澳

的 資 料  

-  根 據 蒐 集 得 來 的 資 料 和 對 大 澳 的 認 識 ， 填 寫 考 察 大 澳 前

的 問 卷  

●  考 察  

-  學 生 須 在 是 次 考 察 中 探 討 遊 客 活 動 對 大 澳 的 社 會 、 環 境

及 經 濟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研 究 包 括 就 民 生 和 經 濟 議 題 ， 訪

問 區 內 人 士 和 店 舖 東 主 。 透 過 考 察 區 內 的 社 區 中 心 、 人

工 和 自 然 景 點 ， 學 生 可 以 根 據 個 人 觀 察 所 得 ， 評 估 遊 客

活 動 對 大 澳 將 會 帶 來 什 麼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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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察 後 的 跟 進 工 作  

-  實 地 考 察 後 的 跟 進 工 作 與 實 地 考 察 同 樣 重 要 ， 學 生 可 藉

此 與 班 上 同 學 分 享 經 驗 。 每 個 小 組 必 須 在 考 察 後 與 班 上

的 同 學 分 享 研 究 結 果 。  

-  考 察 結 束 後 ， 學 生 必 須 回 答 一 些 探 究 式 問 題 ， 以 協 助 他

們 探 索 遊 客 活 動 對 社 區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下 是 部 分 範

本 問 題 ：  

-  研 究 的 議 題 或 問 題 是 什 麼 ？  

-  這 些 議 題 或 問 題 涉 及 哪 些 人 ﹖  

-  何 以 這 些 議 題 或 問 題 會 在 大 澳 發 生 ？  

-  以 上 的 問 題 對 我 的 生 活 ， 乃 至 大 澳 社 區 有 什 麼 重 大 的

影 響 ？  

-  涉 及 哪 些 決 定 ？ 不 同 的 決 定 會 令 誰 有 所 得 失 ？ 為 什

麼 ？  

-  有 關 議 題 或 問 題 的 人 士 之 間 有 什 麼 關 係 ？  

-  有 什 麼 方 法 可 以 解 決 這 些 議 題 或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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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 二 零 零 五 年 最 佳 導 遊 」 角 色 扮 演 比 賽 例 子  

匯 基 書 院 (東 九 龍 )的 一 名 教 師 安 排 修 讀 旅 遊 與 旅 遊 業 科 的 中 五

學 生 參 加 一 項 名 為 「 二 零 零 五 年 最 佳 導 遊 」 的 角 色 扮 演 比 賽 。

比 賽 根 據 下 列 理 念 而 設 計 ：  

●  要 求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的 角 色 扮 演 形 式，能 引 起 學 生 主 動 學 習 的

興 趣 ， 令 他 們 較 容 易 掌 握 知 識 和 保 持 熟 練 技 巧 ；  

  在 現 實 環 境 運 用 共 通 能 力 ， 讓 學 生 實 踐 理 論 ；  

  結 合 社 會 、 經 濟 及 環 境 各 種 議 題 ， 編 導 遊 講 義 ， 顯 示 旅 遊 業

的 跨 領 域 性 質 ； 以 及  

  在 旅 遊 業 的 課 堂 上 ， 模 擬 業 界 的 環 境 ， 讓 學 生 體 驗 業 界 的 特

定 情 況 及 相 關 問 題 。  

為 照 顧 學 習 差 異 ， 這 位 教 師 準 備 了 多 個 旅 遊 景 點 供 學 生 選 擇 。

部 分 景 點 的 角 色 扮 演 活 動 要 求 較 高 ， 學 生 需 花 不 少 工 夫 準 備 。

學 生 可 以 在 課 室 內 ， 也 可 以 在 校 內 任 何 地 方 進 行 角 色 扮 演 活

動 。 不 論 地 點 在 哪 裏 ， 學 生 都 要 扮 演 身 在 旅 遊 車 上 帶 團 觀 光 的

導 遊 角 色 。 其 他 同 學 會 根 據 講 解 內 容 的 質 素 、 溝 通 能 力 及 解 答

其 他 學 生 (即 遊 客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的 能 力 ， 評 估 他 們 的 表 現 。  

此 例 子 顯 示 載 於 第 4 2 頁 圖 4 . 1  C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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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其 他 學 與 教 策 略  
 

 優點 限制 
應用範圍  

（課程架構） 

個案研習  培養分析和解決
問題能力 

 容許從複雜議題

中探索解決方法  

 學生未能看到
與他們情況的
相關性 

 因資料不足而
未能達致理想
的效果 

 必修部份課題五 

 所有選修部份 

 

示範  為視覺型的學生
提供一個激勵和
激發性的學習經
歷 

 運用示範來豐富
以文字為中心的
教學策略，藉以幫

助學生明白那些
難以用文字解釋
的概念 

 可能難以找到
相關的多媒體
資源作示範 

 必修部份課題一和課
題二，尤著重單位三 

 必修部份課題二中的
餐飲業 

 必修部份課題四 

 

邀請講者  令課題更吸引 

 為學生提供一手
和真實的資料 

 

 可能難以找到
合適的講者 

 因講者與學生
的期望有差異
而造成學與教
的錯配 

 必修部份課題五 

 必修部份課題一和課
題二，尤著重單位二) 

 

匯報  讓學生有機會作
考察活動後的反
思 

 如果學生匯報
的內容相同
時，便難免重
覆 

 必修部份課題三 

 選修部份的校本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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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計 畫 參 觀 史 蹟  

(摘 錄 自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的 教 育 網 站 )  

(Extract from the 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 To know, cherish and act.  ©  UNESCO 

1998 - http://whc.unesco.org/education) 

參 觀 史 蹟 和 博 物 館  

世 界 遺 產 教 育 的 精 彩 之 處 在 於 能 令 年 青 人 走 出 課 堂 ， 參 觀 社

區 及 國 內 外 的 史 蹟 和 博 物 館 。 教 師 需 先 作 審 慎 的 計 畫 、 有 效

的 組 織 和 跟 進 ， 方 可 使 參 觀 達 到 最 佳 的 效 果 。  

參 觀 史 跡  

參 觀 世 界 遺 產 一 直 是 世 界 遺 產 教 育 中 最 精 彩 的 一 刻 。 以 下 步

驟 可 讓 師 生 得 到 難 忘 的 經 歷 ：  

籌 備  

要有成功的參觀史蹟活動，教師必須先做好充份的準備，包括： 

●  預 先 參 觀 史 蹟  

●  在 參 觀 前 後 發 問 卷 ， 得 知 學 生 在 有 關 史 蹟 和 保 育 方 面 的 知

識 、 態 度 、 技 巧 和 行 為 的 改 變  

●  替 學 生 準 備 不 同 種 類 的 活 動 ， 譬 如 重 現 歷 史 情 景 、 講 述 有

關 史 蹟 的 故 事 和 傳 奇 ， 或 繪 畫 史 蹟  

●  計 畫 課 業 ， 給 學 生 作 參 觀 的 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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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訪 

嘗 試 盡 量 尋 找 不 同 學 科 的 教 師 組 成 團 隊 ， 人 數 越 多 越 好 ， 幫

助 學 生 作 參 觀 前 的 準 備 。 譬 如 說 ， 歷 史 科 教 師 可 提 供 有 關 史

蹟 在 不 同 年 代 的 資 料 ； 地 理 科 教 師 可 指 出 史 蹟 所 處 位 置 的 特

點 和 地 理 特 徵；語 文 科 教 師 可 提 供 特 別 的 文 本 (文 學、詩、戲

劇 )；藝 術 科 教 師 可 請 學 生 繪 畫 史 蹟 或 製 作 史 蹟 的 比 例 模 型 ；

數 學 科 教 師 可 請 學 生 計 算 文 化 史 蹟 的 建 築 方 法 或 自 然 史 蹟

所 含 物 種 的 概 約 數 目 ； 理 科 教 師 可 讓 學 生 得 知 旅 遊 業 對 史 蹟

的 潛 在 威 脅 。  

請 學 生 穿 上 傳 統 服 裝 、 在 旅 途 播 放 古 代 或 傳 統 音 樂 或 請 學 生

唱 出 有 關 歌 曲 ， 邀 請 特 別 嘉 賓 以 帶 給 學 生 驚 喜 ， 使 參 觀 成 為

學 生 難 忘 的 經 歷 。 查 詢 有 沒 有 教 育 主 任 可 就 相 關 史 蹟 協 助 教

師 計 畫 參 觀 。  

如 已 有 關 於 史 蹟 的 教 材 ， 教 師 不 妨 在 參 觀 前 與 學 生 分 享 有 關

材 料。蒐 集 一 切 所 需 的 實 際 資 料 (譬 如 入 場 費、開 放 時 間、拍

照 許 可 、 飲 食 安 排 、 紀 念 品 店 、 休 息 間 、 急 救 )， 看 看 場 地 可

否 同 時 容 納 全 部 學 生 ， 或 學 生 須 分 成 小 組 參 觀 。  

準 備 讓 學 生 在 實 地 考 察 時 完 成 的 活 動 工 作 紙 ， 蒐 集 參 觀 所 需

的 一 切 材 枓 和 設 備 ， 譬 如 寫 畫 紙 張 、 照 相 機 和 筆 。  

如 有 攝 錄 機 ， 不 妨 將 過 程 拍 下 並 製 成 錄 像 節 目 ， 播 放 給 學

生 、 父 母 和 其 他 人 觀 看 。  

參 觀 史 蹟  

嘗 試 想 像 參 觀 史 蹟 時 可 進 行 的 不 同 活 動 ， 譬 如 繪 畫 或 拍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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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訪 (與 史 蹟 的 導 遊 或 工 作 人 員 或 學 生 之 間 互 相 訪 問 )， 讓 學

生 準 備 參 觀 日 誌，製 作 錄 像，設 定 休 息 和 娛 樂 環 節 (譬 如 歌 唱

表 演，由 父 母 準 備 特 別 小 食 並 與 史 蹟 的 工 作 者 分 享 )。離 開 參

觀 地 點 前 讓 學 生 將 準 備 好 的 小 禮 物 獻 給 史 蹟 的 管 理 人 員 以

表 謝 意 。  

參 觀 史 蹟 的 跟 進 活 動  

參 觀 史 蹟 後 的 跟 進 活 動 與 準 備 工 作 同 樣 重 要 ， 學 生 可 藉 此 理

解 並 與 其 他 人 分 享 所 得 的 經 驗 。 建 議 的 跟 進 活 動 包 括 ：  

●  與 學 生 討 論 所 見 所 學 ， 包 括 學 生 最 喜 歡 和 最 不 喜 歡 的 事 情  

●  建 議 學 生 進 行 新 的 研 究 項 目 ， 譬 如 如 何 改 善 史 蹟 以 同 時 達

到 促 進 旅 遊 業 和 保 護 史 蹟 的 目 標 ， 檢 視 史 蹟 面 對 的 潛 在 威

脅 和 最 終 解 決 方 案 ， 向 年 青 的 導 遊 提 供 意 見 以 改 善 旅 客 管

理 。  

●  請 學 生 按 自 己 的 草 圖 和 圖 樣 ， 繪 製 並 展 出 更 大 的 圖 畫 和 雕

塑 。  

●  鼓 勵 學 生 沖 曬 參 觀 期 間 拍 攝 的 照 片 ， 舉 辦 攝 影 展 覽 ， 讓 學

生 或 父 母 選 出 最 佳 的 遺 產 相 片 ， 並 頒 發 小 獎 品 給 勝 出 者 。  

●  請 學 生 以 參 觀 為 題 投 稿 到 校 報 及 /或 本 地 /全 國 的 報 紙  

●  請 學 生 建 議 另 一 次 史 蹟 參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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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 博 物 館  

參 觀 博 物 館 是 世 界 遺 產 教 育 的 另 一 重 要 範 疇 。 博 物 館 的 工 作

人 員 可 以 是 教 師 的 好 伙 伴 。 參 觀 博 物 館 時 ， 通 常 只 可 以 研 究

某 一 種 文 化 或 自 然 特 點 的 證 據 。  

若 學 校 附 近 並 無 博 物 館，則 其 他 本 地 地 點、本 地 人 士、父 母 、

祖 父 母 也 可 幫 助 學 生 重 溫 往 昔 歲 月 。  

出 席 特 別 講 座  

某 些 博 物 館 規 模 龐 大 ， 有 大 量 的 館 藏 和 展 品 ， 數 目 之 多 令 學

生 在 一 次 參 觀 中 難 以 全 部 接 收 和 欣 賞 。 所 以 ， 在 參 觀 博 物 館

時 ， 有 些 教 師 選 擇 只 集 中 在 某 一 主 題 或 課 題 ， 安 排 學 識 淵 博

而 風 趣 的 講 者 為 學 生 提 供 講 座 。  

研 究 館 藏  

參 觀 博 物 館 時 ， 教 師 可 安 排 學 生 深 入 觀 察 和 研 究 某 一 館 藏 ，

向 學 生 派 發 有 關 研 究 某 一 館 藏 的 活 動 紙 以 助 完 成 這 一 課

業 。 參 觀 後 ， 學 生 可 在 課 堂 上 講 述 自 己 的 研 究 結 果 。  

參 觀 手 工 藝 工 作 室  

博 物 館 內 看 到 的 某 些 手 工 藝 (如 陶 器 製 造 )是 世 代 相 傳 的 ， 延

續 了 數 十 年 甚 至 數 百 年 ， 至 今 仍 有 傳 人 。 通 過 安 排 參 觀 手 工

藝 工 作 室 ， 學 生 可 親 身 看 到 傳 統 手 工 藝 的 承 傳 情 況 ， 藉 此 明

白 自 己 的 身 份 、 傳 統 (包 括 世 界 遺 產 )與 本 土 手 工 藝 之 間 的 聯

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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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七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的 例 子  

一 名 中 學 教 師 就 如 何 照 顧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參 與 旅 遊 與 旅 遊

業 科 的 分 組 討 論 ， 提 供 自 己 的 經 驗 。  

●  把 學 生 分 組 時 ， 應 確 保 包 括 能 力 較 佳 、 能 力 一 般 和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的 均 等 組 合 ；  

●  組 內 每 位 學 生 都 應 獲 指 派 工 作 。 崗 位 包 括 記 錄 員 、 領 袖 和

報 導 員 ， 從 而 培 養 責 任 感 ， 改 善 問 責 態 度 ；  

●  經 驗 顯 示 ，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如 獲 指 派 重 要 崗 位 ， 完 成 課 業

後 普 遍 都 能 獲 得 成 就 感 ；  

●  分 組 討 論 活 動 設 計 成 比 賽 形 式 ， 通 常 可 以 大 大 提 高 學 生 的

投 入 感 和 參 與 ；  

●  在 綜 合 解 說 的 環 節 ， 教 師 應 表 揚 學 生 工 作 的 努 力 及 參 與 討

論 的 積 極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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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八  

讓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發 揮 學 習 潛 能 的 例 子  

一 名 中 學 教 師 設 計 了 一 項 角 色 扮 演 活 動 ， 讓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盡

展 學 習 能 力 。 這 次 活 動 為 大 嶼 山 一 日 遊 ， 在 課 堂 外 進 行 ， 由 一

名 註 冊 導 遊 協 助 。 行 程 包 括 如 大 澳 、 東 涌 炮 台 及 寶 蓮 禪 寺 等 主

要 的 旅 遊 景 點 。  

出 發 當 日 ， 學 生 會 擔 當 導 遊 角 色 ， 負 責 行 程 策 劃 、 旅 遊 導 賞 和

團 員 管 理 等 工 作 ， 介 紹 指 定 的 旅 遊 路 線 和 景 點 。 在 考 察 前 的 籌

備 階 段 ， 教 師 已 事 先 向 學 生 推 薦 相 關 的 網 址 和 資 料 小 冊 子 ， 以

便 準 備 導 賞 材 料 。 為 求 增 加 這 個 課 業 的 要 求 ， 教 師 不 會 預 先 告

知 學 生 指 定 的 路 線 或 景 點 。 對 於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來 說 ， 這 項 安

排 是 一 項 挑 戰 ， 可 以 激 發 他 們 更 深 入 地 探 索 有 關 的 課 題 ， 以 便

作 好 準 備 應 付 不 熟 悉 的 情 況 ， 並 進 一 步 發 揮 專 長 。  

為 加 深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驗 ， 一 位 註 冊 導 遊 會 應 邀 隨 團 出 發 ， 向 學

生 示 範 和 評 估 。 這 裡 採 用 了 「 鷹 架 學 習 」 法 ， 由 專 家 協 助 學 生

掌 握 正 確 的 導 遊 技 巧 ， 這 些 技 巧 正 是 學 生 難 以 在 獨 自 學 習 時 得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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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學 與 教 資 源 和 教 學 模 式 策 略 的 關 係  

資源 

教學模式 

資訊科技 

(互聯網和數碼資源如 

唯讀光碟和互動媒體) 

圖像 

(小冊子、圖解、 

圖片和海報) 

教科書 

直接講授 

學習動機較弱的組別和

靠視覺學習的人對於採

用互動媒體教學的反應

會較好，原因是互動媒體

教學可以保持他們的專

注力。 

在以課文為學習重點的教

學策略中加入圖像，可協助

靠視覺學習的人了解和學

習難以用言語闡釋的概念。 

在照顧學生差異方面，對言

語只有低度理解力的學

生，圖像是有效的輔助工

具。 

圖像對於地理名勝、菜單編

寫、款待市場學和住宿產品

等專題的學與教頗有效。 

質素良好的教科書

是可靠的學與教資

源，讓學生可以參與

由教師主導的學習。 

教科書為學生提供

學習框架，適合以課

文為學習重點和依

靠實例學習的學生。 

 小組討論 

採用視聽教具教授顧客

服務、食物理論、食物安

全和個人衞生等實用技

能，可幫助學生釐清概

念，以進一步討論提供專

業服務的相關議題。 

角色扮演可以讓靠言詞

學習的學生模仿視聽教

具所展示的人物，進一步

了解學習中的概念或程

序，並有機會把理論付諸

實踐。 

 

影像較言語更能刺激學生

的意念、情緒和反應，可激

發和提升學生的創意思考

能力，幫助他們構思並討論

探究性問題。 

 

 

情景、個案研習和教

科書內加入真實例

子的學習活動，可讓

學生透過討論、角色

扮 演 和 探 究 式 學

習，了解和分析概念

或理論。 
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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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探究式 

學習活動 

在實地考察期間拍攝的

錄像，可在解說的環節中

用作實例以引導學生參

與討論。 

在發展和進行探究式學

習方面，互聯網可使學生

和教師在旅遊和款待的

主要概念和議題方面接

觸大量定量數據和事實

資料，例如可持續旅遊發

展、款待市場學和旅遊業

發展帶來的影響等。 

影像可以牽動感情，在角色

扮演中尤其奏效。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

對某一特定資料產生興

趣，從而樂於參與有關的探

究式學習經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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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例 子  

在 進 行 角 色 扮 演 時，學 生 可 以 利 用 數 碼 及 非 數 碼 學 習 資 源 為 顧 客 編

排 遊 覽 行 程 、 策 劃 旅 遊 細 節 和 安 排 會 議 、 獎 勵 、 商 務 、 展 覽 業 務 。

數 碼 資 源 包 括 使 用 全 球 分 銷 系 統 和 互 聯 網。互 聯 網 對 搜 尋 關 於 目 的

地 、 航 空 公 司 、 酒 店 和 車 輛 租 賃 等 資 料 極 為 有 用 。 全 球 分 銷 系 統 是

專 為 財 務 成 本、銷 售 預 測 和 預 訂 服 務 而 設 的 產 品 管 理 系 統。非 數 碼

資 源 則 包 括 雜 誌 、 地 圖 、 參 考 書 、 小 冊 子 和 收 費 ， 讓 學 生 在 實 習 時

能 運 用 顧 客 服 務 和 市 場 學 等 技 巧 ， 向 顧 客 推 銷 旅 遊 /住 宿 產 品 。  

在 商 業 中 心 內 ， 電 腦 和 打 印 機 都 是 重 要 的 設 備 。 作 為 顧 客 服 務 主

任 ， 學 生 可 以 利 用 自 己 的 資 訊 科 技 技 能 ， 滿 足 客 人 所 需 。 這 方 面 的

學 習 活 動 可 令 學 生 更 熟 練 地 使 用 電 腦 蒐 集 和 綜 合 資 料，並 將 有 關 資

料 以 報 告 和 多 媒 體 形 式 向 酒 店 的 住 客 展 示 。  

由 於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的 課 堂 需 要 加 強 使 用 資 訊 科 技，學 校 應 考 慮 開 設

一 個 專 為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而 設 的 課 程。旅 遊 與 款 待 科 的 課 室 應 設 有 學

習 角 ， 儲 存 業 界 刊 物 /雜 誌 、 座 枱 電 腦 、 全 球 分 銷 系 統 和 酒 店 資 產

管 理 系 統 的 訓 練 軟 件、傳 真 打 印 機 和 唯 讀 光 碟 等。旅 遊 與 款 待 科 的

教 師 應 確 保 大 部 分 的 課 節 均 按 照 學 校 當 局 編 定 的 特 殊 時 間 表，在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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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的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的 課 室 內 進 行 。 旅 遊 與 款 待 科 課 室 備 有 特 殊 資

源、設 備 和 傢 具，學 生 可 透 過 實 習 和 自 修，了 解 旅 遊 及 款 待 的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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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 
 

用 語 解 釋 

公開評核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度。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水平參照是匯報考生公開評核成績的方法，意即參照一套水

平標準匯報考生在每一個學科的表現。 

共同建構 學與教的「共同建構」取向與「直接傳授」及「建構」取向

不同，強調課堂內的教師和學生是一個學習社群，各成員共

同參與，從而創造知識，並建立判斷知識的準則。 

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主要是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和應用所

學知識解決新問題。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領域的學與教，可

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這些能力還可以遷移到其他學習情

況中使用。香港學校課程訂出九種共通能力，包括：協作能

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

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習能力。 

兩文三語 「兩文」指中文、英文書面語，「三語」指粵語、普通話和英

語口語。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是以「兩文三語」為目標，

期望學生兼擅中英語文，能書寫通順的中文、英文，操流利

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其他學習經歷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其他學習經歷」是在高中課程下

三個組成部分的其中一環，以補足考試科目和應用學習（前

稱職業導向教育），當中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

體育發展、社會服務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知識建構  這是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當中，並非單純獲取知識，更能主

動地連結到自己原有的知識和經驗，從而建立及形成自己的

知識體系。 

香港中學文憑 學生完成三年高中課程，參加公開評核後獲頒授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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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 解 釋 

校內評估 是校內恆常進行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估活動。校內評估是校

內學與教的一部分，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主要目的。教師可根

據評估所得的資料，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給予學

生適當的回饋，同時按所需修訂教學目標和調整教學策略。 

校本評核 校本評核是指在日常學與教中，由學校任課教師來評核學生

的表現。評核的分數將計算入學生的公開評核成績。 

校本評核調整機制 考評局用以調整學校提交校本評核分數的機制，以消弭教師

給分時可能存在的差異，在調整過程中，教師所評學生的次

第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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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科目 建議所有高中學生都修讀的科目，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

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 

等級描述 是指在公開評核中某一個等級的典型學生能力的描述。 

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是構築態度和信念的基礎，而態度和信念則會影響人

的行為及生活方式；價值觀則是學生應發展的素質，是行為

和判斷的準則，例如：人權與責任、承擔精神、誠信及國民

身份認同。與價值觀息息相關的態度會影響學習動機和認知

能力。由於二者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上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

此，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成為學校課程的主要元素。 

課程及評估指引 由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製訂。內容包括課

程宗旨、課程架構、課程規畫，學與教的建議及評估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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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 解 釋 

課程銜接 課程銜接是指不同學習/教育階段課程（包括個別科目）的銜

接，如幼稚園、小一（幼稚園與小學），小六及初中一（小

學與中學），初中三與高中四（初中與高中）。本港學校課

程架構以八個學習領域（不是個別科目）、九種共通能力，

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來建構連貫各學習階段的課程，並以五種

基要的學習經歷來貫徹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因此，學生在

踏進高中學習階段時，他們應已具備各科所需的知識和能力

基礎。教師在設計有關學與教的內容和策略時，亦應考慮學

生在先前學習階段的已有知識和學習經歷，幫助他們適應新

的學習。 

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不同的稟賦，性向、才情，

智能、喜好也各有差異，而學習經歷、家庭、社會、經濟、

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都構成他們在學習能力、學習興趣、學

習方式等的不同。 

學生學習概覽 除了香港中學文憑試和應用學習的成績紀錄外，「學生學習

概覽」是一份補充資料，記錄學生在高中階段三年內參與各

種學習活動的經歷、體驗和成就，以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 

學習成果 是指預期學生完成課程或某學習階段後的學習表現，是根據

課程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

依據，並反映學生在課程學習後應能達到的學習表現，以促

進他們的學習。  

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

合作，積極參與、協作及反思，從而孳生蕃衍新知識，

並創建學習的新方法。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了

學生與教師之外，往往更涉及學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學習差異 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然存在的學習差距。照顧學生學習

差異，並不是強要拉近學生之間的差距，而是要充分利用學

生的不同稟賦，並視之為促進有效學與教的寶貴資源。在教

學上應珍視每個學生的獨特才具，因材施教，幫助他們了解

自己的性向和才能，為他們創設空間，發揮潛能，獲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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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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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及涵蓋各種重要學習經歷的課程。本港學校課程

劃分為八個學習領域，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

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

術教育和體育。 

選修科目 為配合學生不同的興趣、能力和志向，在不同學習領域內設

立了二十個科目，供高中學生選擇。 

應用學習 

（前稱職業導向教育） 

應用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是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用學習以寬廣的專業和職業領域作為學習平台，幫助學生

發展其基礎技能、思考能力、人際關係、價值觀及態度和與

職業相關的能力，為未來進修、工作及終身學習做好準備。

應用學習課程與 24 個高中科目互相補足，使高中課程更多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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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Traveller China 商旅》（雙月刊），香港：Perry Publications Asia Ltd.（國際標準

刊號：ISSN 1726-1619）。 

《旅遊學刊》（雙月刊），北京：旅遊學刊編輯部（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2-5006）。 

《香港旅遊業議會季刊》（季刊），香港：香港旅遊業議會。 

《大自然探索》（月刊），成都：大自然探索雜誌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0-4041）。 

《山野》（月刊），北京：山野雜誌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1-974X）。 

《中國旅遊》（月刊），香港：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25-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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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月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3-028X）。 

《世界博覽》（月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3-0271）。 

《企業旅遊報》（雙月刊），新加坡：TTG Asia Media PTE Ltd. 

《旅行者》（月刊），上海：旅行者編輯部（國際標準刊號：ISSN 1672-5999）。 

《旅行家》（月刊），北京：旅行家雜誌社（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7-0915）。 

 

8. Dictionary - 詞典 

 

9. World Wide Web- 萬維網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lated Online News, Magazines and Research Links 

有關旅遊與款待的網上新聞、雜誌及研究連結 

Address Name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TR-e/33.htm  China.com - Travel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R-c/1722.htm 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travel.china.com/zh_cn/ 中華網 

http://www.cnta.com/lyen/index.asp China Tourism 

http://www.traveltrade.com Travel Trade Magazine 

http://www.travelweekly.com  Travel Weekly 

http://www.atwonline.com Air Transport World 

http://www.meetingsnet.com/associationmeetings  Association Meetings Magazine 

http://www.btonline.com Business Traveller 

http://www.cruiseindustrynews.com Cruise Industry News 

http://www.hotel-online.com Hotel Online 

http://www.hkctp.com.hk 中國旅遊 

http://www.traveler.com.cn 旅行家 

Weaver, D. B. (2001). The encyclopedia of ecotourism. NY: CABI Publisher. 

Labensky, S.等編，李建禮譯（2005）《韋氏現代餐飲英漢字典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Culinary Arts》，台北：桂魯專業書店。 

朱葆琛（1992）《最新漢英旅遊詞典 》，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 

王逢鑫（2001）《漢英旅遊文化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陶漢軍等譯編 (1994)《英漢國際旅遊與管理詞典》，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 

紀世昌 (2003)《漢英旅遊詞典》，長沙：湖南地圖出版社。 

郭廉彰、黃成鳳(2003)《簡明漢英中外旅遊詞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賈俊民、陳冠英(2005)《新編英漢漢英旅遊詞典》，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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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ame 

http://www.lonelyplanet.com Lonely Planet 

http://www.clubmgmt.com Club Management Associates, 

Inc. 

http://www.meetingsnet.com MeetingsNet’s 

http://www.specialevents.com Special Events Magazine 

http://www.icca.n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 

http://www.bigvolcano.com.au/ercentre/outdoor.htm#Other Big Volcano Ecotourism 

Resource Centre 

http://www.culinarycafe.com Culinary I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78328.html Infoplease 

http://www.factmonster.com/atlas/index.html Infoplease 

http://www.cooksrecipes.com/cooking-dictionary/cooking-dict

ionary.html 

The Cooks Recipes.com 

http://www.foodsubs.com The Cook’s Thesaurus 

http://www.hometravelagency.com/dictionary/index.html The Home-based Travel Agent 

Resource Centre 

http://travelvideo.tv/index.html TravelVideo.TV 

http://www.geog.nau.edu/igust/asiatour/research.html Asia Tourism Research 

http://www.waksberg.com/research.htm Tourism research links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school/geog/teachdata/teachd

ata-trip.htm 

地理科中學教師進修網站 – 教
學資料庫 

http://www.cotsa.com/cotsa/ China Online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 旅遊研究網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專業組織 

Address Name 

http://www.cruising.org Cruise Line Vacat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CLIA) 

http://www.ifea.com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nd Events 

Association (IFEA) 

http://www.ahla.com American Hotel & Lodging 

Association 

http://www.istte.org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vel 

and Tourism Educators 

http://www.ecotourism.org 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http://www.sptourism.net  Sports Tourism International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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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ame 

http://www.hartco.or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Registered Tour Co-ordinators 

http://www.hata.org.hk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HATA) 

http://www.hkha.org Hong Kong Hotels Association 

(HKHA) 

http://www.iata.org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http://www.site-intl.org Society of Incentive & Travel 

Executives (SITE) 

http://www.ufinet.org  (UFI)-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http://www.istte.org/tvl-tour-research.html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vel 

and Tourism Educator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教育機構 

Address Name 

http://www.polyu.edu.hk/~htm/sustain/index.html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ustainable Tourism 

http://www.cotsa.com/cotsa/ China Online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旅遊研究網 

http://greentourism.ca/home.php Green Tourism Association 

http://www.hlst.heacademy.ac.uk/index.html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Network for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and Tourism 

http://www.twnside.org.sg/tour.htm Third World Network 

http://www.tourismeducation.org/main.htm Tourism Education 

http://www.stile.coventry.ac.uk/cbs/staff/beech/BOTM/index.ht

ml 

Coventry Business School 

http://www.altis.ac.uk Altis 

http://www.unescobkk.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lture/Asian

_Academy/AA_book-Aug_2005.pd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insations- UNESCO  

http://www.uneptie.org/pc/tourism/library/training-hotel.htm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EP 

http://www.unescobkk.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lture/Asian

_Academy/Binder1__DOCUMENT_1_.pd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insations-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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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fit Organisations 

非牟利團體 

Address Name 

http://www.unwto.org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http://www.wttc.org The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Consumer Site) 

http://www.hktourismboard.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ttp://partnernet.hktb.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ttp://hktourismhost.com Tourism Orientation Programme 

http://www.qtsa.com Quality Tourism Services 

Association 

http://www.tichk.org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TIC) 

http://www.pata.org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PATA) 

http://www.tdctrade.com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ttp://www.tourismconcern.org.uk Tourism Concern 

http://www.ancientchina.co.uk/menu.html The British Museum 

http://www.aseansec.org/4952.htm ASEAN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www.tourism.australia.com/Research.asp?sub=0317 Australian Tourist Commission 

 

http://www.southeasttourism.org/research_glossary.html Southeast Tourism Society 

http://www.naf.org/cps/rde/xchg/SID-3F57E0FB-424637FE/n

af/hs.xsl/680_662.htm#664 

NAF National Academy of 

Foundation 

http://www.chinata.com.cn China Tourism Association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政府部門 

Address Name 

http://www.tourism.gov.hk Tourism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ttp://www.info.gov.hk/isd/news/index.htm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 

News Archives (Dail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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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ame 

http://www.hko.gov.hk/wxinfo/currwx/current.htm Hong Kong Observatory 

http://www.hkairport.com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ttp://www.info.gov.hk/td/eng/services/disable_index.html HKSAR Transport Department 

(guide to public transpor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ttp://www.info.gov.hk/td/eng/transport/tram.html HK SAR Government - 

Transport Department 

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v

.c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www.foodsafety.gov/~fsg/fsgkids.html Food Safety - Gateway to 

Government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http://www.ecs.co.sz/tourism_policy/ Government of Swaziland 

http://www.cnta.com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Corporations (Transportation) 

商業機構 (運輸) 

Address Name 

http://www.citybus.com.hk Citybus Hong Kong 

http://www.helihongkong.com EAA Helicopters Ltd. 

http://www.turbocat.com Shun Tak-China Travel Ship 

Management Limited (TurboJet)  

http://www.hkkf.com.hk Hong Kong & Kowloon Ferry 

Ltd. (Lamma Island Services)  

http://www.kcrc.com Kowloon 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KCRC) 

http://www.kmb.com.hk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td. 

http://www.mtr.com.hk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 

http://www.nwfb.com.hk New World First Bus 

http://www.nwff.com.hk New World First Ferry 

http://www.starferry.com.hk The Star Ferry Co. Ltd 

http://www.np360.com.hk Ngong Ping 360 

http://www.gdstraining.qantas.com.au 

 

Qantas Ai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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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ideos  

Hotels            

Title Format Publisher 

St. James Court Hotel Video tapes 
The Open University; Media Matters (distributor), 

1999 

World Trainer: Extended Stay 

Guestroom Cleaning  
Video tapes E.I. Video Productions: 

Artsberg Enterprise Ltd., 1999 

High Performance Training  Video tapes E.I. Video Productions, 1998 

Housekeeping Quality 

Guestroom Cleaning  
Video tapes The Institute, 1997 

Housekeeping  Video tapes Video Education Australasia; 

Sinostar Ltd., (distributor) 1996 

Introducing Hospitality  Video tapes Video Education Australasia; 

Sinostar Ltd., (distributor) 1995 

Fast Track Food Safety Video tapes EI Video Productions; Sinostar (distributor), 1994 

Diversity the Face of Hospitality Video tapes The Institute; Artsberg Enterprise (distributor), 

1993 

Housekeeping Safety and 

Security  
Video tapes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e, 1993 

Motivation and Team Building Video tapes Educational Institute, American Hotel & Motel 

Association; Sinostar (distributor), 1997 

The Power of Customer Service  Video tapes JWA Video; Sinostar (distributor) 2000 

The Basics of Profitable 

Customer Service  
Video tapes JWA Video; Sinostar (distributor) 1995 

Body Language Over the Phone  Video tapes (Distributed by) Mind Resources 1990 

Customer Service More Than a 

Smile  
Video tapes ALA Video / 

Library Video Network 1991 

Customer Service Skills 

CD-ROM 
CD-ROM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Butterworth 

Heinemann 2001 

 

Marketing           

Title Format Publisher 

Food Design Video tapes Warriewood, N.S.W.: Hong Kong: 

Classroom Video; Sinostar (distributor) 2000 

How to build a brand for the 

dummies experience  
Video tapes Stanford, CA: Mill Valley, CA: Stanford Video; 

Kantola Productions (distributor) 2000 

Business Skills Session Starters: 

Marketing 
Video tapes Hong Kong: Mind Resources Pty Ltd. 1990 

Business Skills session Starters: 

Marketing: The Marketing Plan 
Video tapes Hong Kong: Mind Resources Pty Ltd. 1990 

Marketing An Introduction Video tapes Bendigo, Vic.: VEA 1995 

What is Marketing? Video tapes S.I.: Hong Kong: Qi Training Ltd.; 

Media Matters (distributor) 1995 

Marketing Planning 

Segm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for Higher Growth and Profits 

Video tapes 
Brussels: Video Managemen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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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Title Format Publisher 

Dealing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Video tapes 
NIMCO; Video Education Australasia (distributor) 

1999 

廣東錄影旅遊指南 錄影帶 Video Learning; Sinostar Ltd. (distributor) 1998 

世界七大古蹟: 極品探索 Video tapes Discovery Channel  

世界七大古蹟: 東方魅力 Video tapes Discovery Channel  

 

11. 課程及評估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ssessment Reform Group. (1999).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Beyond the black box.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chool of Education. 

Biggs, J., & Watkins, D. (Eds.) (2001). Teaching the Chinese learner: Psych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Black, P., & Wiliam, D. (1998a).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5 (1), 7-74. 

Black, P., & Wiliam, D. (1998). Inside the black box: Raising standards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 London: School of Education, King’s College. 

Blenkin, G. M., Edwards, G., & Kelly, A.V. (1992). Change and the curriculum. 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td. 

Boekaerts, M. (2002). Motivation to learn. Retrieved March 8, 2006, from 

http://www.ibe.unesco.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PracticesSeriesPdf/prac10e.pdf   

Brophy, J. Teaching. Retrieved March 8, 2006, from 

http://www.ibe.unesco.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PracticesSeriesPdf/prac01e.pdf 

Board of Studies. (2002). Hospitality Curriculum Framework – Stage 6 Syllabus. Sydney, 

NSW: Board of Studies NSW. 

Board of Studies. (2002). Tourism Curriculum Framework – Stage 6 Syllabus. Sydney, 

NSW: Board of Studies NSW.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1). Learning to learn: the way forward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2).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 - Building on 

strengths (primary 1 - primary 3).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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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2). 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curriculum guide (primary 1 - secondary 3).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Donovan, M. S., Bransford, J. D., & Pellegrino, J. W. (Eds.) (1999). How people learn. 

Retrieved March 8, 2006, from http://books.nap.edu/html/howpeople2/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0). Education blueprint for the 21
st
 century: learning for life, 

learning through life - Reform proposals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 Commission.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3). Review of the academic structure of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Hong Kong: Education Commission.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4). Reforming the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 Actions for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005).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for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 Action plan for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Gipps, C. (1998). Beyond testing: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Marton, F., & Booth, S. (1997). Learning and awarenes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0). The Ontario Curriculum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oronto,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in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Retrieved November, 2004, from 

http://www.nheon.org/content/pathways/hospitalitypath/hospintropages.pdf 

QCA. Retrieved November, 2004, from http://www.qca.org.uk/7456_1747.html 

Stiggins, R. (2004). New assessment beliefs for a new school mission. Phi Delta Kappan, 

86 (1), 22-27. 

Vosniadou, S. (2001). How children learn. Retrieved March 8, 2006, from 

http://www.ibe.unesco.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PracticesSeriesPdf/prac07e.pdf  

Walber, H. J., & Paik, S. J. (2000). Effective education practices. Retrieved March 8, 2006, 

from http://www.ibe.unesco.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PracticesSeriesPdf/prac03e.pdf  

Watkins, C. (2005). Classrooms as learning communities: What’s in it for schools? New 

York: Routledge. 

課程發展議會（ 2002）《個人、社會與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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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 2001）《學會學習——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  

教育統籌局（ 2005）《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

香港：教育統籌局。  

教育統籌局（ 2004）《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對未來的投資》，香港：

教育統籌局。  

課程發展議會（ 2002）《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小

一至中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

議》，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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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linarycafe.com Culinary I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78328.html Infoplease – Tourism Information 

http://www.factmonster.com/atlas/index.html Infoplease – Atlas 

http://www.cooksrecipes.com/cooking-dictionary/cooking-dict

ionary.html 

The Cooks Recipes 

http://www.foodsubs.com The Cook’s Thesaurus 

http://www.hometravelagency.com/dictionary/index.html The Home-based Travel Agent 

Resource Centre 

http://www.waksberg.com/index.html Tourism Research Links 

http://travelvideo.tv/index.html TravelVideo.TV 

http://www.geog.nau.edu/igust/asiatour/research.html Asia Tourism Research 

http://www.cotsa.com/cotsa/ China Online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 旅遊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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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專業組織 

Address Name 

http://www.ifea.com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nd Events 

Association (IFEA) 

http://www.ahla.com American Hotel & Lodging 

Association 

http://www.ecotourism.org 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http://www.hartco.or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Registered Tour Co-ordinators 

http://www.hata.org.hk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HATA) 

http://www.hkha.org Hong Kong Hotels Association 

(HKHA) 

http://www.iata.org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 

http://www.site-intl.org Society of Incentive & Travel 

Executives (SIT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教育機構 

Address Name 

http://www.polyu.edu.hk/~htm/sustain/index.html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ustainable Tourism 

http://greentourism.ca/home.php Green Tourism Association 

http://www.hlst.heacademy.ac.uk/index.html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Network for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and Tourism 

http://www.twnside.org.sg/tour.htm Third World Network 

http://www.tourismeducation.org/main.htm Tourism Education 

http://www.stile.coventry.ac.uk/cbs/staff/beech/BOTM/index.ht

ml 

Coventry Business School 

http://www.altis.ac.uk Altis 

http://www.unescobkk.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lture/Asian

_Academy/AA_book-Aug_2005.pd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insations- UNESCO 

http://www.uneptie.org/pc/tourism/library/training-hotel.htm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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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ame 

http://www.unescobkk.org/fileadmin/user_upload/culture/Asian

_Academy/Binder1__DOCUMENT_1_.pd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insations-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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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fit Organisations 

非牟利團體 

Address Name 

http://www.unwto.org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http://www.wttc.org The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 

http://www.tourismconcern.org.uk Tourism Concern 

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Consumer Site) 

http://www.hktourismboard.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ttp://partnernet.hktb.com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ttp://hktourismhost.com Tourism Orientation Programme 

http://www.qtsa.com Quality Tourism Services 

Association 

http://www.tichk.org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of Hong 

Kong (TIC) 

http://www.pata.org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PATA) 

http://www.tdctrade.com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ttp://www.ancientchina.co.uk/menu.html The British Museum 

http://www.aseansec.org/4952.htm ASEAN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ttp://www.tourism.australia.com/Research.asp?sub=0317 Australian Tourist Commission 

 

http://www.southeasttourism.org/research_glossary.html Southeast Tourism Society 

http://www.naf.org/cps/rde/xchg/SID-3F57E0FB-424637FE/n

af/hs.xsl/680_662.htm#664 

NAF National Academy of 

Foundation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政府部門 

Address Name 

http://www.tourism.gov.hk Tourism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http://www.info.gov.hk/isd/news/index.htm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 

News Archives (Daily 

Information) 

http://www.hko.gov.hk/wxinfo/currwx/current.htm Hong Kong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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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ame 

http://www.hkairport.com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ttp://www.info.gov.hk/td/eng/services/disable_index.html HKSAR Transport Department 

(guide to public transpor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ttp://www.info.gov.hk/td/eng/transport/tram.html HK SAR Government - Transport 

Department 

http://210.72.32.6/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stats.go

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www.foodsafety.gov/~fsg/fsgkids.html Food Safety - Gateway to 

Government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http://www.ecs.co.sz/tourism_policy/ Government of Swaziland 

http://www.cnta.gov.cn/ 國家旅遊局 

 

Corporations (Transportation) 

商業機構 (運輸) 

Address Name 

http://www.citybus.com.hk Citybus Hong Kong 

http://www.helihongkong.com EAA Helicopters Ltd. 

http://www.turbocat.com Shun Tak-China Travel Ship 

Management Limited (TurboJet) 

http://www.hkkf.com.hk Hong Kong & Kowloon Ferry 

Ltd. (Lamma Island Services)  

http://www.kcrc.com Kowloon 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KCRC) 

http://www.kmb.com.hk Kowloon Motor Bus Company 

(1933) Ltd. 

http://www.mtr.com.hk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MTR) 

http://www.nwfb.com.hk New World First Bus 

http://www.nwff.com.hk New World First Ferry 

http://www.starferry.com.hk The Star Ferry Co. Ltd 

http://www.starcruises.com Star Cruises 

http://www.gdstraining.qantas.com.au/  Qantas Ai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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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旅遊與款待委員會

（高中） 

委員名錄 
（自 2003 年 11 月至 2013 年 9 月止）  

 

主席：  謝靜憶博士  （自 2003 年起）  

   

委員：  何玉儀女士   

 李陳嘉恩女士  （至 2007 年 11 月止）  

 陳張樂怡女士   

 麥啟平先生   

 麥磊明博士   

 黃志恩先生  （至 2004 年 11 月止）  

 黃秀蓮女士   

 黃倩瑛博士  （至 2004 年 10 月止）  

 黃煥兒女士   

 黃鳳儀女士   

 楊倩嵐女士  （至 2008 年 6 月止）  

 葉占雄博士  （自 2004 年 12 月起）  

 雷淑英女士  （至 2012 年 9 月止）  

 鄭展鴻先生  （至 2004 年 10 月止）  

 黎志榮先生   

 譚瑞麒先生  （至 2007 年 10 月止）  

   

當然委員： 何黃少鳳女士（教育局）  （至 2008 年 6 月止）  

 黃宏輝先生（教育局）  （至 2004 年 5 月止）  

 周兆祥先生（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自 2004 年 4 月起）  

 莫慧嫻女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至 2004 年 3 月止）  

 周錦蓮女士（教育局）  （至 2011 年止）  

 胡俊傑先生（教育局）  （自 2011 年 10 月起）  

   

祕書：  梅敬恩先生（教育局）  （自 2003 年起）  

 



 

 
140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旅遊與款待委員會委員名錄 
（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8 月） 

 

主席: 麥樂文教授 

 

委員: 余家耀先生 

吳嘉頴女士 

徐秀茵女士 

張兆球博士 

陳天恩先生 

麥磊明博士 

黃鳳儀女士 

黎志榮先生 

 

當然委員: 胡俊傑先生  (教育局 )  

周兆祥先生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祕書: 梅敬恩先生  (教育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