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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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以一個富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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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其他官方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2002) 和《高中課程指引》

(2009)。請一併閱覽所有相關文件，以便了解高中與其他學習階段的連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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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和宗旨，並在各章節論述課程架

構、課程規畫、學與教、評估，以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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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現的工具，而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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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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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07年聯

合編訂，並於2014年1月作首次更新，以落實新學制檢討中有關高中課程及評估

的短期建議，務求讓學生和教師盡早受惠；而是次更新則包括新學制中期檢討

中課程及評估的其他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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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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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1樓W101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收  

 

傳真：2768 8664 

電郵：tech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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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eched@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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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本章旨在說明科技與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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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的學校課程中，科技教育著重人類如何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以及如何將

此解難過程更新及轉移，以解決日新月異的問題。科技教育對每個香港學生來

說都是需要的。  

 

踏入 21 世紀，科技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生活在今天的科技世界裡，我們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閱讀、寫作、運算能

力外，亦應明白科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亦應該裝備自己，靈活並有效地

善用科技，並以正面的態度來解決在家庭、社會、世界上日常遇到的問題，尋

求新的解決方案、創造新產品、改善服務，提升人類的生活質素。  

 

透過修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下的相關科目，可以幫助學生作好更充分的準備，

迎接本地以至全球因社會、經濟、生態、科學、科技等方面的改變與發展所帶

來的不明朗情況和挑戰；同時，亦可以幫助學生成年時，保持和推動健康生活

方式，以及在建立關顧及和諧社會方面有所貢獻。  

 

建基於科技教育課程目前的優勢，並顧及社會、經濟及科技的發展，我們提供

科技與生活科作為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五個高中選修科目之一。  

 

為實現推動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的首要教育目標，課程發展議會分別於2001

年、2002年、2009年出版的「學校課程整體檢視」最後報告書《學會學習─課

程發展路向》、《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高中課程指

引》，為香港現今及日後的教育和課程發展提供整體發展路向。《高中科技與

生活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是根據上述文件所提出的主要建議而制定。  

 

1.2 課程理念 

 
衣、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反映著人類在不同時

代、不同地方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科技發展，以及不斷改變的生活方

式。  

 

近數十年，科技發展一日千里 (例如：資訊科技、食品科技、紡織科技 )，知識

型經濟或社會和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對家居、家庭、學校、社區、工作方

式、社會以至全球都帶來新挑戰，直接或間接地改變我們的生活，造成深遠重

大的影響，同時也影響我們的價值觀、信念、對日常生活方式及優質生活的詮

釋。這一切不斷為我們帶來新挑戰，鼓勵我們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傳統

家庭價值觀、家庭關係，以至我們的衣著、飲食、如何做個負責任的公民、保

護環境及為我們的健康作出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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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眾多的挑戰，青少年和未來的一代需要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例如：

道德、社會、環保意識 )，爲人類謀幸福，以達至優質生活。他們需要具備穏固

的知識基礎和共通能力，面對變化不定的事物和複雜且具爭議性的議題，能以

明辨性思考 2去理解及分析，深思熟慮，作出負責任的決定，並用創新和合理的

方法解決問題。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從不同角度和範疇，按照促進有效資源管理的原則，幫助學

生通過探討與時下食物及衣飾有關的議題和關注事項，從而提升個人、家庭、

社會以至全球的生活質素。優質生活涵蓋日常遇到的各種狀況和情景，如生

理、社會、文化、情感、精神、經濟、政治及環境。優質生活的定義在不同的

社區、國家及文化有所不同，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變化。  

 

科技與生活科課程以「衣」和「食」兩方面，即「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和「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作為學生終身學習的基礎，為能力及性向不

同的學生提供多種途徑，切合他們不同階段的需要，發展個人興趣。學生在課

程中學習的知識、概念和技巧，一方面有助他們日後追求優質生活，另一方面

亦為他們升學或就業作好準備。  

 

1.3 課程宗旨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旨在讓學生：  

  培養對社會及家庭福祉的正面價值觀及積極態度  

  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深思熟慮的消費者，提升個人、家庭及社會的生活質素  

  在為自己、家庭、社區以至整體社會運用自然及社會經濟資源時，表現出良

好的管理和組織能力  

  應用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或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的知識，分析影

響個人、家庭、社會及優質生活的種種因素  

  獨立地運用適當的技巧和程序，設計不同策略，解決在科技方面，尤其是圍

繞在食品或時裝範疇的繁複問題  

  審慎地評鑑社會、文化、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對個人、家庭以至整體社會

優質生活的影響  

  在與食物或時裝相關的領域中，繼續進修和終身學習  

 

                                                 
2註: 過去譯作「批判性思考」。2015 年起，建議使用「明辨性思考」作為 critical thinking 的中譯，以

強調其要義是謹慎思考，明辨分析。為保持課程文件用語的一致性 ， 所有於 2015 年或以後更新的

中、小學課程文件均會相應更新。我們理解其他華語地區的教育專業部門及群體多採用「批判性思考」

或「批判思維」，我們將按需要予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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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與初中教育及專上教育的銜接 
 

在初中階段，家政科是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一個學科。它的主要學習內容包括

食物、衣飾、家居及家庭四方面，並以科技教育六個知識範圍作平台，組織有

關學習元素：科技與生活、資訊和通訊科技、物料和結構、營運和製造、策略

和管理、系統和控制。詳情請參閱《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

三)》(2002)。  

 

學生在初中階段，從不同學習領域所學到的知識和概念，成為他們日後在高中

階段修讀有關課程的基礎，詳情如下圖所示：  

 

圖 1.1  科技與生活科與初中課程的銜接  

 

 

初中  

(中一至中三) 

 

 

 高中  

(中四至中六)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普通電腦科  

家政科  

設計與科技科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  

綜合科學科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  

社會教育科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視覺藝術科  

 

 

 

 

學生在初中已掌握不同學習領域的基本知識，例如：家庭生活、營養、身體不

同系統的功能及如何保持身體健康、食品、顏色與設計、纖維與布料、簡單食

物或衣物製作技巧、進行科學實驗的技巧、記錄觀察所得等等。在高中階段，

學生會深入學習食物或衣飾方面的知識，進一步鞏固在初中時所掌握的共通能

力，建構新知識，從而培養他們終身學習的能力。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在已有

的知識基礎上對有關學習元素和概念作更深入學習，成爲有責任感的公民，學

習有效管理及運用資源，並從多方面詮釋優質生活的意義。  

 

科技與生

活科 － 

食品科學

與科技  / 

服裝、成

衣與紡織

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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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為學生提供必需的基礎知識，培養他們在各行各業持續

的共通學習能力，為學生銜接各專上和大學教育或接受專業及職業訓練，作好

知識和技能方面的準備。詳情如下圖所示：  

 

 

圖1.2  選修高中科技與生活科的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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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跨課程的連繫 

 

修讀高中課程的學生，應能透過研習跨課程的主題，把不同科目的知識融會貫

通，從多角度探討本地或全球關注的事項，了解其中錯綜複雜之處，並提出新

的構思和建議，解決難題。換句話說，學生從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和其他學科，

例如：語文、  數學、  科學、人文學科、藝術或體育所學的知識及技巧，可以相

輔相成，得以鞏固、應用或延伸，從而使他們對世界及周圍事物之間的連繫有

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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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科技與生活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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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的課程設計，是根據《高中課程指引》 (2009)所述的高中課

程設計原則及學習目標而編訂，詳情如下：  

 

  已有知識 
 

本文第 1.4 節中所列與科技與生活科相關的初中科目，為學生提供基本

知識，奠定學習本科的基礎，銜接高中科技與生活課程。  

 

  求取廣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是眾多選修科目之一，目的是擴濶學生的選擇範圍。

學生也會在所選的特定學習範疇中深入學習。  

 

  求取理論及應用學習之間的平衡 
 

本科定位於理論學習及應用學習中間。  

 

  求取基要學習和靈活多元化課程之間的平衡 
 

科技與生活科提供兩個不同的學習範疇及數個選修單元供學生選擇，以

配合學生不同的興趣及能力。  

 

  學會如何學習和探究式學習 
 

本課程鼓勵學生建立具體知識基礎，培養高階思維能力、解難能力及其

他共通能力，以面對將來的挑戰，並著重以「探索」和「社會議題探

究」為學生學習的模式。  

 

  學習進程  

 

學生於中四修讀必修部分時發掘自己的興趣，作為他們於中五、六年級

修讀所選範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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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順暢銜接不同出路和途徑 
 

本課程與各大專院校學位課程銜接，讓學生得以繼續接受學術及職業或

專業教育與培訓，或投身社會工作。詳情可參閱第 1.4 節。  

 

  加強連貫性 
 

本課程包括跨課程元素，配合及加強各課程之間橫向及縱向的連繫。  

 

2.2 學習目標 

 
通過修讀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學生能夠：  

 

2.2.1 知識與理解 

 

  探討影響各家庭成員在不同家庭結構和人生階段中作出改變的要素  

  評鑑食物的性質和特點，文化、社會及經濟對食物及營養科學、食

品科技及食品發展的影響  

  分析時裝設計的原理、纖維及布料的特性、成衣及紡織產品的創

造、製作過程和市場推廣，評論時裝趨勢、紡織科技及成衣的生產

過程的演變  

  

2.2.2 能力 

 

  以「社會議題探究」學習模式發展相關能力，從而能夠搜尋、闡

述、分析及評估日常生活資訊，為家庭成員作出明智的抉擇  

  探討食品的文化、物質、化學、營養、生物和感官特點，以及如何

利用有關特點使食品設計和生產符合指定的標準  

  探討及應用食品製作及生產過程背後的科學原理，採用創新方法解

決在不同情景中所遇到的問題  

  探討歷史背景、文化、科技及社會對時裝、成衣及紡織發展的影

響，並與個人、家庭及社會的生活質素的關係  

  考慮在不同情景中，根據特定的要求，應用合適的原理及技巧來創

作和展示時裝意念和設計圖，以及製作紙樣和成衣  

  學會使用資訊科技收集、處理和分析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食品或時裝

議題，作出明智的抉擇，並研發新的食品或設計創新的時裝  

 

2.2.3 價值觀和態度  

 

  合情合理地處理人與人之間及家庭間的差異  

  在面對食物與衣飾等議題和行動前，應考慮社會公義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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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的原則，才作出抉擇  

  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作出深思熟慮的抉擇，建立健康生活

方式，創造資源，貢獻未來的社會  

  通過設計及製作時裝、成衣及紡織產品，培養審美能力  

 

2.3 學習重點 

 

2.3.1 家庭部分 

 

學生能夠明白：  

 

  社會、文化、政治、經濟與科技對個人身份及家庭角色的影響  

  有效的溝通及其他社化過程，例如：和解、理解不同的價值觀、資

源管理和解難，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  

  適當的行動可產生改變，從而支持個人及家庭的需要，改善關係  

 

2.3.2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學生能夠明白：  

 

  食品與健康兩者的關係，對加強個人及家庭健康的重要性  

  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如何影響食物與健康，個人與家庭的關係  

  透過食物烹調和食品研究與開發，推廣如何選擇健康食品，藉此提

升個人與家庭健康  

  營養素本身的化學特質是由複雜的化學元素構成，並在食物的本

質、功能和食品製作等方面發揮的功用  

  透過實習，應用選購及準備食物的原則，以推廣對安全與衞生議題

的認識  

  政府及社區所制定的有關健康的政策，會影響個人及家庭的飲食模

式  

  選擇及烹調食物和膳食時，能反映文化及生活方式  

  高科技的食品製造技術可提供大量不同類別的食品，滿足市場需要  

  廣告、市場推廣、食品市場需求的變化及社會潮流會影響消費者的

購買行為和決定  

  適當選擇及使用半製成的食品，善用處理食物技巧，研發新的食

品，都可提升個人及家庭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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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學生能夠明白：  

 

  布料的功能和美觀特質，有助適當選購、使用及保養布材，配合設

計或製品的需要  

  纎維、紗線、布料的功能和用途受本身的化學特性影響  

  科學程序與科技的加工處理有助提升布材產品的質素  

  有些民族常用的布料，反映該民族的特色、風格和文化背景  

  布料的花紋、圖案、設計，能向外界傳遞文化訊息  

  有關設計元素、原則、布料特性、縫製技巧的知識，可提高成衣設

計與製作的質素  

  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會影響設計、製作、成衣推廣及其有關事項  

  如何運用設計元素和原則，布料的功能和特質等設計及製作衣物  

 

2.4 學習成果 

 
修畢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評價維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價值及重要性，養成個人及家庭的良好又

有規律的飲食習慣  

  在為個人、家庭、相關行業或市場開發食品、紡織品時，提出論據

或創新的意見，作出合理及合乎道德標準的決定  

  運用良好的審美能力組合服飾及創製個人形象和風格，並靈活及富

有想像力地設計時裝或研究紡織品  

  於個人、家庭及社會層面，應用共通能力及發揮明辨性思維來處理

及解決與食品或成衣工業相關的問題及困難  

 

2.5 課程結構與組織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包括以下兩個學習範疇，供學生選擇：  

範疇(甲)－  食品科學與科技   

範疇(乙)－  服裝、成衣與紡織   

及(甲)、(乙)兩個範疇的共同課題「家庭部分」。  

 

每個學習範疇都包括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學生可選修以上其中一個學習範

疇，但所有學生都必須修讀共同課題「家庭部分」。詳情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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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架構圖解：  

 

圖 2.1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架構  

 

 

 

 

 

 

 

 

 

 

或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必修部分  

(佔總學習時間六成) 

 家庭部分 

 營養、飲食與健康的關注 

 食品製作科技 

 消費者選擇食品的行為及

涵義 

+ 

選修部分  

(三選二，

佔總學習時

間四成) 

 

飲食文化 

食品科學與科技的延伸學習 

食品研究與開發 

必修部分  

(佔總學習時間六成) 

 家庭部分 

 基本時裝設計 

 紡織及成衣科技 

 消費者選擇服裝的行為及

涵義 

紡織品與紡織科技 

成衣工業 

選修部分  

(三選二，

佔總學習時

間四成) 

 

 

 

文化與時裝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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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選修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的學生會探討並評鑑飲食文化、食品科學、科技

三方面與個人、家庭、相關行業、社會，以至世界整體生活質素的關係。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的必修部分  

 

在高中初期 (即中四上學期 )學生首先會探討本港近數十年不斷變化的社會、經

濟、政治、科學、科技及環境與家庭生態的關係，以便對本範疇的背景有所認

識；繼而探討更複雜的問題，了解食物與個人、家庭和社會整體生活質素的關

係；學習食物的特性、生產食物的原理、應用的技術、加工處理、防腐及包

裝，以及食品科學、營養與飲食的關係；更進一步了解使用生產技術時的專業

操守和製成品的銷售方式，懂得選購合適的食物，及讓自己和家人達至優質的

生活。  

 
(甲) 家庭部分  

   學生能夠：  

  明白影響不同家庭結構的因素，以及香港近數十年家庭生活方

式的轉變，並檢視其影響   

  面對個人在家庭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角色及責任轉變，反思他們

的行為，價值觀及態度  

  對家庭背景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朋輩，抱持理解及正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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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1. 甚麼是家庭?  

 獨立的成年人、小童 

 同居或配偶、婚姻(血緣)、 領養  

 

2. 家庭的價值及其在社會的角色 

 例如： 

 愛、安全感、和諧、自我形象、自信心 

 消費單位 

 

3. 家庭生活的里程碑 

 沒有子嗣的夫婦 

 成為父母親(嬰兒、小孩、青少年、成人) 

 子女結婚 

 成為(外)祖父母 

 死亡 

 

4. 家庭結構  

(例如：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延伸家庭、單

親家庭 ) 

 

5. 近四十年影響香港家庭及生活方式的因素 

 人們對優質生活的價值觀和態度的改變

(例如：家庭關係、個人主義、閒暇、舒

適) 

 社會(例如：家庭計畫政策〔生育政

策〕，雙親出外工作，家庭傭工或服務

提供者) 

 經濟(例如：由工業社會轉型為服務型經

濟、藍領、白領、全球一體化) 

 政治(例如：主權移交，移民問題) 

 科技(例如：運用人體工學，設計令人舒

適、節省人力及時間的設備) 

 科學(例如：試管嬰兒) 

 環境(例如：污染，全球暖化，個人或公

共健康問題) 

 

6. 家庭部分與食物範疇的相互影響  

(與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有關的課題同

時修讀) 

 

  認識基本家庭元素及識別家

庭結構的多元性  

 

  明白不同家庭生活里程碑對

自己和家人的影響，作出關

懷他人的行動，為他人設想

及樂於助人  

 

 分析個人和其他家庭成員在

家庭中角色的變化和應負的責

任 

 

 

 

 

 

 

 

 

 

 

 

 

 

 

 

 

 

 

 

 

 

 

 

 

 

 從家庭角度，把知識應用於

其他與食品科學與科技範疇

有關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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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營養、飲食與健康的關注  

 

課題  注釋  

1. 簡介  

 食品科學是甚麼？ 

 食品科技是甚麼？ 

 健康是甚麼? 

  營養是甚麼？  

 

2. 營養素和水  

(一) 主要營養素  

   (i)   碳水化合物  

        化學結構  

  元素：碳、氫、氧  

  分子方程式：C6H1 2O6  

  分類   

  單糖(例如：葡萄糖、果糖、

半乳糖) 

  雙糖(例如：蔗糖、乳糖、麥

芽糖) 

  寡糖  

  多糖(例如：澱粉、糊精、纖

維素、果膠、糖原) 

糖、澱粉及膳食纖維在體內的功能  

 

(ii) 蛋白質  

 化學結構  

  氨基酸  

  原發性氨基酸  

  非原發性氨基酸  

  縮氨酸  

 

體內功能(例如：成長、修補與提

供熱能、維持體內水分與礦物平

衡，維持酸鹼平衡、調節身體機

能〔荷爾蒙及酵素的成分〕) 

 

 

  解釋有關詞彙  

 

 

 

  識別並理解主要及微量營養素

的不同分類方法和種類，了解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及脂肪的

分子結構  

 

  解釋並探討營養素和水分的功

能   

 

  理解營養素於消化系統內的化

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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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iii) 脂肪  

化學結構  

  脂肪酸、甘油  

分類  

  根據分子結構   

  飽和脂肪酸(例如：牛油

中的丁酸)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例

如：粟米及橄欖中的油

酸)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例

如：粟米及花生中的亞油

酸、黃豆及小麥中的亞麻

酸) 

  根據物質形態  

  脂肪  

  油(氫化油成脂肪) 

  根據膳食來源  

例如：  

  奶類脂肪(例如：牛奶、羊

奶或其他哺乳動物的奶) 

  動物脂肪(例如：牛肉) 

  植物脂肪(例如：花生油) 

  海產類的脂肪(例如：魚) 

體內功能  

  作為能量來源，製造細胞(原

發性脂肪酸)，調節體溫  

飲食中的脂肪  

  奧米加-3(Omega-3)脂肪酸  

  膽固醇  –  低密度脂蛋白，高

密度脂蛋白   

  不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  

 

(二) 微量營養素   

以下是微量營養素的特性、功能、

來源、每日攝取量、缺乏的後果(長

期及短暫缺乏)：  

    (i) 維生素  

  水溶性  

維生素  B 雜(例如：硫胺(維

生素 B1)、核醣黃素(維生素

B2))、菸鹼酸、維生素 B6、

葉酸、維生素 B1 2)及維生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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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脂溶性  

(例如：維生素 A, D, E, K) 

 

(ii) 礦物質(例如：鈣、鐵、磷) 

 

(三) 營養素的相互關係  

例如：  

鐵和維生素 C、鐵和膳食纖維、鈣

和磷、鈣和維生素 D、鈣和膳食纖

維  

 

(四) 水  

來源、功能，每日建議攝取量及體

內功能  

 

(五) 食物及營養素在體內的作用  

(例如：主要及微量營養素消化、吸

收、使用和排泄) 

 

3. 健康和營養  

(一  )健康和安康  

 安康是甚麼？ 

 身體與健康 

 新陳代謝、人體消化系統、 生

長、熱能消耗等 

  營養與飲食  

(二  )均衡飲食  

 何謂均衡飲食？為何要均衡飲

食？如何達至均衡飲食？ 

 飲食指引(例如：食物金字塔) 

  建議每日攝取量及營養標籤  

 (三  )與健康有關的議題  

 鄉郊及城市營養議題(例如：營

養不良、營養過剩) 

  常見飲食失調與飲食有關的疾病

的成因及預防方法(例如：肥胖

症、厭食症、便秘、糖尿病、高

血壓、冠心病) 

 

 

 

 

 

 

 

 

 

 

 

 

 

 

 

 

  理解與健康及營養有關的常用

詞彙  

 

  識別與人體新陳代謝、消化、

吸收食物的消化道及其他相關

身體器官的結構  

 

  探討飲食失調、與飲食有關的

疾病和健康、營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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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4. 日常飲食與膳食計畫  

(一) 考慮因素  

(i)  對象     

 性別(男或女) 

 年齡組別(例如：嬰兒、幼兒、

青年、成年人、長者) 

 職業(例如：辦公室文職及體力

勞動行業) 

 健康考慮及特別需要(例如：孕

婦、病人、康復中的病人、素

食者) 

(ii)  氣候因素(例如：季節、地區、

天氣) 

(iii)  場合(例如  ：每日家庭膳食、社

交聚會、派對  〔生日、週年慶

祝、送別、遠足、節日等〕) 

(二) 設計膳食計畫的原理  

 生活方式及家庭生活  

(例如：營養、社交及心理需

要、閒暇、效率) 

  財政及資源限制(例如：財政預

算、時間、煮食設備 ) 

 

  比較個別人士或家庭成員之間

營養飲食需要的異同，並解釋

背後的原理及原因  

 

  按指定的對象和場合，選擇或

設計合適的食物、菜餚、膳食  

 

  明白活動量、熱量需要和健康

的關係，也包括體重控制  

 

  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性，實踐

並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  

 

  

 

 

 

 

 

(丙) 食品製作科技  

課題  注釋  

1. 常用食物  

(例如：牛奶及乳類製品、雞蛋、肉類

及家禽、魚類及海鮮、大豆及大豆製

品、蔬菜、水果、穀物) 

  食物種類、營養價值和特性在

膳食計畫、食品生產及製作的

功用  

  新鮮食物或未經烹調食物  

  加工食品或保藏食品    

2. 個人處理食物衞生的習慣  

 個人衞生 

 準備食物及進食  

 食物貯存  

 

  以食物成分表比較不同食品的營

養價值    

 

  以適當的烹調技巧、用具及方法

烹調各款安全、衞生、富營養價

值及美味的食品、菜餚及膳食，

以應付不同飲食需要及膳食計畫

的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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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3. 使用省時省力的工具預備食物的技

巧，例如：  

(拆骨、起肉、批皮製作、粉糰製

作、蛋糕裝飾、使用打蛋機、攪拌

機、食物處理器等) 

 

 

4. 食物烹調過程  

 傳熱的方法及科學原理，(例如：

傳導、對流、幅射、微波爐煮

食、電磁感應) 

  烹調方法，例如：   

  熱水烹調法，例如：煲、紅

燒、蒸、燜及壓力煲烹調法  

  乾熱烹調法，例如：烘、

焗、燒及炒  

 熱力(如何影響食物的消化性) 

  使用及保養省時省力的電器(例

如：微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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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5. 食物腐壞與食物中毒  

(一) 食品微生物學  

  微生物的定義及分類  

 

(二) 食物腐壞成因，例如：  

 天然腐爛 

 水份流失 

 酵素活動(例如：蛋白質水

解、氧化、褐變) 

 化學降解(例如：氧化) 

  受微生物污染(例如：細菌、酵

母、霉) 

 

(三) 食物中毒成因，例如：   

 有毒食物(例如：有毒真菌、有毒

草藥) 

 微生物 – 病原性微生物(例如：沙

門氏菌、大腸桿菌、霍亂弧菌引

起的疾病(例如：腹瀉、傷寒、霍

亂等) 

 受化學物污染的食物 

(例如：含農藥的蔬菜，含雪卡毒

的魚類) 

 

 

 

  明白引致食物腐壞、食物污染及

經食物傳播疾病的成因及情況  

 

  應用所學的原理，以安全、衞生

的方法購買、烹調及享用食物  

 

  探討食物腐壞與各種食物保藏法

背後的科學原理   

 

  說明引起常見疾病的微生物的來

源、與之相關的食品及引起的病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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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6. 保藏食物  

何謂保藏食物？為何要保藏食

物？如何保藏食物？  

  目的   

新鮮及易變壞的食物、供應過

剩、保存營養價值、安全、時

限、經濟、環境因素(繁殖、氧

氣、光與水)、酵素活動、 微生

物感染 

 原理   

(例如：控制溫度及水分，加入

化學物質) 

 方法  

(例如：應用熱力的巴斯德消毒

法、高溫消毒及罐藏法、冷藏

及凍藏 、蒸發、乾燥法、糖和

鹽的使用、酸及防腐劑、輻照

技術) 
 

 

 

 

(丁) 消費者選擇食物的行為及涵義  

 

課題  注釋  

1.  影響消費者選擇食物的因素  

 

 個人及家庭(例如：生活方式、飲

食習慣、健康問題、情緒需要、家

庭需要、家庭收入) 

 社會(例如：朋輩、傳媒的影響〔例

如：廣告及市場推廣〕) 

 文化(例如：宗教信仰、習俗) 

 環境(例如：地區、環保) 

  科學及科技發展(例如：基因改造食

物、輻照技術) 

 

2. 涵義  

(例如：社會、經濟及環境對個人、

家庭、商界、社會以至全球整體有

關的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提防市場推廣的手法，明白朋輩、

廣告及傳媒的影響  

 

  判斷如何為健康而進食和為心理需

要而進食之間取得平衡  

 

  從個人、家庭及社會角度探討選擇

食物的複雜問題及涵義  

 

  檢視自己作為消費者的道德及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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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的選修部分  

 

學生可從以下三個單元，選修其中兩個作更深入的學習及分析： (甲 )飲食文

化；(乙)食品科學與科技的延伸學習； (丙)食品研究與開發。 

 

(甲) 飲食文化  

課題  注釋  

1. 飲食文化遺產承傳  

 食物在家庭中及社會的角色 

 個人 

 家庭 

 社會 

 反映有文化特色的地區或國家材料

及佳餚  

 節日食物(例如：農曆新年、中秋

節、聖誕節、復活節) 

 象徵性意義 

 特色食品 

 特質 

 宗教食品  

 飲食習慣 

 宗教節日 

 如何適應現代生活及營養議題 

 食療(有關固本培元的原則及應用) 

 

 

 

  識別世界各地飲食文化的特點，

並探討影響其發展的因素。  

 

  探討特定地方或地區的健康與飲

食習慣和選擇食品的關係，並提

出合適的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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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2. 影響本地及全球飲食文化發展的因素  

 地理因素(例如：氣候、地理位置) 

 歷史及文化發展(例如：民族、宗教

信仰) 

 食物供應(例如：主要糧食、土產食

品) 

 社會因素(例如：習俗、傳統、飲食

習慣及生活模式) 

 經濟因素(例如：已發展及發展中國

家的本地生產總值) 

  科學及科技發展(例如：食物生產、

製作過程、貯藏、分銷途徑、市場

買賣方式) 

 

3. 飲食文化與健康的關係  

 與傳統菜餚有關的健康問題及改良

方法(例如：月餅) 

 

4. 未來市場趨勢的涵義  

  食品貿易全球化(例如：食物供應來

源) 

  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  

  生活模式的改變及對健康的關注  

  新開發的食品與飲食習慣轉變的

關係  

  食品科技的發展 

  市場策略 

 

  探討全球一體化及有關因素對本

地飲食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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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食品科學與科技的延伸學習  

 

課題  注釋  

1. 食品工業中食物成分的功能和特性   

 水分(例如：基本成分) 

 碳水化合物食物(例如：澱粉質的

糊化及糊精作用、水解作用應用於

蔗糖及麥芽糖的製作、糖在食品製

作中提供甜味、作為防腐劑、柔軟

劑、結晶劑、焦糖化劑) 

 蛋白質食物(例如：變性作用〔物

理或化學方法〕、凝結、起泡作

用、乳化作用) 

  油和脂肪(例如：乳化作用) 

 

2. 工業食品生產  

(一) 原則  

 維持產品質素 

 改良食品的味道和顏色 

 控制食品品質一致 

  改善營養價值  

 

(二) 食品加工  

(i)  微生物的使用  

  發酵 –  種類  

例如：乳酸發酵應用於酸菜、

泡菜、橄欖、肉類、乳製品；

霉菌發酵應用於豉油；   醋酸

發酵應用於醋  

 微生物於食物內發酵時的變化

(例如：酒精、二氧化碳) 

 

(ii)  食物添加劑  

種類及用途  

  保持產品質素  

  抗菌劑(例如：亞硝酸鹽、

酸) 

  抗氧化劑(例如：檸檬酸) 

  改善食物的色香味  

  色素  –  天然及人造  

  香味料  

 

  探討水、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

脂肪在對食物產生的生化功能及

特性   

 

  應用及綜合所得知識，進行有關

食物化學實驗及食品科技的研習  

 

  分析在食品加工和生產時加入食

物添加劑的優點和缺點及相關議

題  

 

  探討影響微生物生長的因素及微

生物在食品工業的應用  

 

  明白不論生產規模大小均嚴格遵

守食物規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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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控制食品品質的一致性  

  防結塊劑  

  乳化劑   

  酸鹼控製劑   

  穩定劑、增稠劑   

  改善或保持營養價值  

  食鹽中加入碘  

  牛奶中加入維生素  D 

  穀物中加入鐵及維生素 B 雜  

  橙汁內加入鈣  

 

 國際編碼系統 

 分類 

 其他代號 

 

(三) 食品生產科技及食品衞生  

 食物科技(例如：罐藏法、冷凍乾

燥法) 

 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食品包裝物料及法例要求(例如：

食品標籤) 

  環境問題(例如：可生物降解膠

袋)  



25 

(丙) 食品研究與開發  

 

課題  注釋  

1. 食品業類別  

   (例如：飲料、麵包糕點、調味料 )  

 

2.研究及開發食品時需考慮的因素   

(一) 外在因素   

 經濟環境(例如：消費者需求

〔方便程度及價格〕、公司利

潤) 

 生態環境(例如：健康與環境) 

 科技環境(例如：生產機器及包

裝物料) 

  特定目的(例如：軍事目的及太

空任務) 

 

(二) 市場趨勢  

 不斷湧現的食品生產、製作及包

裝科技(例如：基因改造食物的

生物科技) 

 環境保護的生產方法(例如：有

機耕種) 

 改善健康的食物(例如：保健食

品) 

 增值簡便食品(例如：餸菜包) 

 食品產品銷售方式(例如：附有

營養成分的食品標籤) 

 食品工業經營模式(例如：跨國

食品業) 

 食品業全球化(例如：貿易協議) 

 

(三) 內在因素  

 個人專門知識及技能 

 生產設施 

 財政狀況 

  公司形象  

 

 

  識別不同的本地和海外食品公司

及其特有的生產線的例子  

 

  解釋食品產品研究的原理，搜集

資料，參考文獻，並進行小型市

場調查來開發特定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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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3. 設計及開發食品  

 開發計畫 

 意念構思  

 市場研究 

 可行性研究 

 發展藍本 

 多重試驗，感官的評價 

 消費者試食 

  市場推廣計畫 

 

 

 

 

4. 食品生產程序  

  食品生產周期  

  研究及開發  

  試驗及試行生產 

  生產 

 

 

註：教師毋須依照以上的課題編排順序教授。我們鼓勵教師彈性地設計教學計

畫或教案，讓學生在有意義和真實的情境下學習。詳情請參閱第三、四章的資

料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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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選修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的學生，完成課程後能運用衣料及先進科技，

有創意地設計服裝，表現自己的風格和品味。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的必修部分  

 

在高中初期 (即中四上學期 )學生首先會探討本港近數十年不斷變化的社會、經

濟、政治、科學、科技及環境與家庭生態的關係，以便對本範疇的背景有所認

識；繼而探討更複雜的問題，了解成衣與個人、家庭和社會整體生活質素的關

係和涵義。  

 
(甲) 家庭部分  

   學生能夠：  

  明白影響不同家庭結構的因素，以及香港近數十年家庭生活方

式的轉變，並檢視其影響   

  面對個人在家庭和其他家庭成員的角色及責任轉變，反思他們

的行為，價值觀及態度  

  對家庭背景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朋輩，抱持理解及正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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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1. 甚麼是家庭?  

 獨立的成年人、小童 

  同居或配偶、婚姻(血緣)、領養   

 

2.  家庭的價值及其在社會的角色  

 例如：  

 愛、安全感、和諧、自我形象、自信心 

  消費單位  

 

3. 家庭生活的重要里程碑  

 沒有子嗣的夫婦 

 成為父母親(嬰兒、小孩、青少年、成人) 

 子女結婚 

 成為(外)祖父母 

 死亡 

 

4. 家庭結構(例如：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延伸

家庭、單親家庭  )  

 

5. 近四十年影響香港家庭及生活方式的因素  

 人們對優質生活質素的價值觀和態度的改

變(例如：家庭關係、個人主義、閒暇、舒

適) 

 社會(例如：家庭計畫政策〔生育政策〕，

工作的父母，家庭傭工或服務提供者) 

 經濟(例如：由工業社會轉型為服務型經

濟、藍領、白領、全球一體化) 

 政治(例如：主權移交，移民問題) 

 科技(例如：運用人體工學，設計令人舒

適、節省人力及時間的設備) 

 科學(例如：試管嬰兒) 

 環境(例如：污染，全球暖化，個人或公共

健康問題) 

 

6. 家庭部分與服裝範疇的相互影響   

(與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有關課題同

時修讀) 

 

 

  認識基本家庭的元素及識別家

庭結構的多元性  

 

  明白不同家庭生活里程碑對自

己和家人的影響，作出關懷他

人的行動，為他人設想及樂於

助人  

 

 分析個人和其他家庭成員在家

庭中角色的變化和應負的責任 

 

 

 

 

 

 

 

 

 

 

 

 

 

 

 

 

 

 

 

 

 

 

 

  從家庭角度，把知識應用於其

他與服裝、成衣與紡織範疇有

關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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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本時裝設計  

 

課題  注釋  

1. 目的及原則  

  審美能力  

(例如：比例、均衡、節奏、重點、

對比及和諧、一致性、色度) 

2. 時裝設計元素  

 線條及方向(例如：箭號、Y 形線、

T 形線、直線、嵌條闊度) 

 身形及尺碼(例如：自然、直身、飽

滿形、鐘形) 

 質感 

 布料圖案(例如：自然界、幾何圖

形、條紋、方格花紋、花卉圖案、抽

象圖案) 

  顏色及明度(例如：色調、明度、密

度、彩度) 

3. 時裝設計過程  

 例如：認清需要、誘發靈感(例如：

意念展示板)、繪製意念、應用意

念、製作樣板、評估 

4. 展示時裝設計意念  

 繪圖(例如：人體繪圖、時裝插圖、

製作繪圖、設計生產圖) 

  資訊科技(例如：使用電腦輔助設計) 

 

  結合不同的設計元素，分析視覺

上不同的效果及影響  

 

  綜合及創作設計，以符合紡織品

或成衣的特定需要  

 

  使用藝術方式繪畫時裝圖樣，表

達設計意念或概念，以突出設計

要素  

 

  發展設計、繪畫圖樣及製作時裝

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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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紡織及成衣科技  

 

課題  注釋  

1. 成衣及紡織物料  

 纖維  

 天然纖維(例如：動物 - 羊毛、絲；

植物 - 棉、亞麻、苧麻) 

 人造纖維(例如：再生 - 粘膠人造

絲、醋酸纖維；合成 - 尼龍、聚酯纖

維、聚丙烯纖維) 

  混合不同纖維的原則  

  新發明的纖維(例如：超細纖維、天

絲棉〔Tencel〕) 

其他物料(例如：紙、金屬、膠 ) 

2. 布料構造  

 構造(從纖維到紗線到布料) 

 種類(例如：梭織、針織、非梭織) 

 上色(例如：印染、染色) 

 機械方法加工潤飾(例如： 抓毛、砑

光、印壓) 

 化學方法加工潤飾(例如：防污、防

靜電、防菌) 

  布料特質(例如：韌度、拉長、伸縮

性、耐磨度、彈性、吸濕性、穩定性

及防縮水) 

3.  縫製成衣  

 縫製目的與體形和活動的關係(例

如：人體工學) 

 紙樣製作方法(例如：平面 – 繪畫身

體基本紙樣或調整基本紙樣；立體模

型；電腦輔助設計)  

 縫製及試身技巧(例如：以縫合骨或

開口法處理領綫、衣領、衣袖、衣袋

的散口邊緣，打摺法，繫結法、緣

飾) 

  工業科技(例如：鐳射技術、條碼系

統) 

 

  進行實驗，分析各種成衣及紡織

品物料的特徵和特性  

 

  分析纖維與布料如何結合紡織品

及成衣製作和優質設計  

 

 

 

 

 

 

 

 

 

 

 

 

 

 

 

  明白紙樣製作及縫製成衣的理論

及原理  

 

  採用不同紙樣製作方法以切合特

定目的  

  

  比較個人及商業紙樣製作過程的

差異及優劣  

 

 



31 

(丁) 消費者選擇服裝的行為及涵義   

 

課題  注釋  

1. 影響消費者選擇衣服及紡織品的因素  

  個人及家庭(例如：年齡組別，〔即

嬰兒、小童、青年、成人、老

人〕，性別，身形，個人形象及風

格，服裝計畫，生活方式，身體需

要  〔即舒適、保暖〕、健康考慮

〔例如：懷孕、敏感〕，家庭收入  

〔財政預算、物有所值)，場合〔正

式  –  工作要求；非正式  –  悠閒打

扮、便服等〕，耐用) 

  社會(例如：時裝潮流、朋輩、傳媒

影響  〔例如：廣告及市場推廣〕) 

  文化(例如：民族、國家、文化身

份、宗教、習俗) 

  環境  

  地理位置(例如：紫外光、臭

氧、雪) 

  環境保護(例如：「綠色」  紡

織品) 

  科技發展(例如：電腦輔助設計 ) 

 

2. 涵義  

例如：社會、經濟及環境對個人、家

庭、商界、社會以至全球整體有關的可

持續發展的影響  

 

 

  比較不同年齡組別、性別、職業，

不同場合及活動所選擇的衣服，並

分析背後的原則  

 

  提防市場推廣策略，明白朋輩、廣

告及傳媒對購買衣物習慣的影響  

 

  選擇衣服時，判斷如何從心理及身

體需要中取得平衡  

 

  識別衣服製作過程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  

 

  從個人、家庭及社會角度出發，探

討影響選擇衣服的複雜因素及涵義  

 

  檢視自己作為消費者的道德及社會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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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的選修部分  

 

學生可從以下三個單元，選修其中兩個作為更深入的理解和分析： (甲 )文化與

時裝設計；(乙)紡織品及紡織科技；或 (丙)成衣工業。  

 

(甲) 文化與時裝設計  

 

課題  注釋  

1. 文化價值及時裝  

 不同文化、生活方式對時裝潮流及風

格的設計意念的影響(例如：美感、

社會經濟地位、女性化、男性化) 

 不同年代世界各地的服裝潮流(例

如：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到

現代的潮流 ) 

  不同國家的民族服飾  

2. 影響本地及全球服裝潮流的因素  

 地理及環境因素(例如：天氣、氣

候、地理位置) 

 歷史及文化發展(例如：信念、宗教) 

 社會影響(例如 ：生活方式) 

 經濟及政治(例如：配額、禁運) 

 科學及科技發展(例如：生產及製作

過程) 

3. 時裝設計師  

 職業進身階梯及職責 

 過去及現在著名時裝設計師及時裝品

牌  

 設計信念及風格 

4. 時裝設計的整體形象   

 典雅、運動型、優雅、上班裝扮等

(例如：晚禮服、套裝、運動裝 – 滑

雪、 遠足裝扮、泳裝) 

 布料的選擇  

  配襯飾物(帽子、圍巾、鞋子、長

靴、首飾) 

 

  明白不同地方或國家的文化觀念、

社會經濟背景及科技發展與近數十

年的時裝發展的關係  

 

  識別不同民族服裝的特色及文化元

素  

 

  探討一些本地及海外時裝設計師的

作品  

 

  創作帶有文化色彩及整體形象概念

的時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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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紡織品與紡織科技  

 

課題  注釋  

1. 混合纖維  

 種類(例如：天然纖維混合天然纖

維、天然纖維混合合成纖維、合成纖

維混合合成纖維、合成纖維混合再生

纖維) 

 優點(例如：改善品質、增加利潤) 

2. 紗線  

 種類(例如：短紗、長絲紗、單紗或

股紗) 

 紡紗方法(例如：精梳、普梳、精

梳、毛紗) 

 捻紗 

 新穎紗線(例如：頭道粗紗、珠皮

呢、胺綸包芯紗) 

 數目計算系統(例如：棉紗支數、旦

尼爾系統〔denier system〕、特斯系

統〔Tex system〕) 

3. 布料構造  

 方法(例如：梭織、針織、非梭織布

料) 

 特性(例如：耐用、隔熱、吸濕力、

貼身舒適、相對韌度〔乾和濕的時

候〕、可伸展性、彈性、靜電、易

燃、對酸鹼、漂白的影響、對光熱的

影響) 

4. 布料上色  

 染料(例如：硫、無生物染料) 

 染色方法(例如：連續染色、綑染 ) 

 染色種類(例如：纖維染色、紗綫染

色、布料染色) 

 印染種類(例如：直接印染、平網印

染、防染印染) 

  印染技術(例如：扎染、輥筒印花、

絹網印染、輥筒絹網印花、傳熱) 

5. 加工潤飾  

 機械方法(例如：壓花、磨光、磨

毛、打摺、製毯、防毯縮、免起毛

粒) 

  化學方法(例如：防火、不易皺、防

蛀、易於護理等) 

 

 

  明白以不同生產方法研製的混合纖

維、紗線及布料的特性，了解其應

用於不同紡織品及衣服的合適程度  

 

  解釋纖維、紗線及布料應用與紡織

品及成衣的相互關係  

 

  進行實驗，檢視各種纖維、紗線及

布料的質素和染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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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注釋  

 

6. 布料質素  

 商標(例如：毛冷標誌〔Wool 

mark〕、哥的斯〔Goretex〕、萊卡

〔Lycra〕) 

 相關法例(例如：衣物保養標籤、纖

維標籤) 

7. 最新發展及環境議題  

 智能布料(例如：配合電子感應) 

 高性能紡織品(例如：透氣、防水、

防風) 

  綠色議題(例如：可再生及非再生資

源)、循環再造、新研發的纖維〔例

如：天絲棉、天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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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成衣工業  

 

課題  注釋  

1. 成衣工業公司的種類、規模及運作   

 種類(例如：一級工業 – 紡織製造

業，二級工業 – 成衣，三級工業 – 市

場推廣及零售業) 

 小規模生產、大量生產 

 有關部門或組別運作(例如：採購、

市場推廣) 

  本地及全球公司的行業例子  

2.  營商環境  

 國際(例如：全球化) 

 本地(例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配額) 

 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及科技因素 

3.  市場研究及發展  

 產品使用周期  

 生活方式及消費者需要  

 市場分割(例如：市場缺口) 

 大量客戶訂做  

  新出現的布料、成衣生產、製作的科

技(例如：多功能貨品、「綠色」 貨

品) 

 

  理解工商業成衣設計、發展及生產

的過程  

 

  解釋香港成衣工業的角色，分析影

響本港紡織業、成衣業及有關行業

在全球市場中的發展及其定位的因

素  

 

  進行小型市場調查，為一系列成衣

製品建議新的生產線  

 

 

註：教師毋須依照以上的課題編排順序教授。我們鼓勵教師彈性地設計教學計

畫或教案，讓學生在有意義和真實的情境下學習。詳情請參閱第三、四章的資

料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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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時間分配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各學習範疇三年的教學時間約有二百五十課時 3。建議時間分
配如下：  
 

圖 2.2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課題的時間分配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課題  建議時間分配  
必修部分  

 家庭部分  
 營養、飲食與健康的關注 
  食品製作科技  
  消費者選擇食物的行為及涵義  

 

 
8 % 
20 % 
20 % 
12 % 

 
小計：60 % 

選修部分  
  飲食文化  
  食物科學與科技延伸學習  
  食品研究與開發  

 
20 % 
20 % 
20 % 

(選修任何兩個單元)小計：40 % 

 總計：100 %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建議課題  建議時間分配  
必修部分  

  家庭部分  
  基本時裝設計  
  紡織及成衣科技  
  消費者選擇服裝的行為及涵義  

 

 
8 % 
20 % 
20 % 
12 % 

 
小計：60 % 

選修部分  
  文化與時裝設計  
  紡織品與紡織科技  
  成衣工業  

 
20 % 
20 % 
20 % 

(選修任何兩個單元)小計：40 % 
 總計：100 %  

 
以上的時間分配建議只屬粗略估計，供教師參考。教師可根據學生背景、知識
基礎及學習能力，靈活調適教學時間。所列課題可跟其他相關的必修或選修部
分一併研讀，並非只限於指定時間內以獨立課題教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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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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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計和實施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時，為促進學生的學習、培養他們的共通

能力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學校管理層、科技與教育科科主任及教師需參

照以下的原則，進行討論、規畫及協調：  

 

3.1.1 提供寬廣而均衡的全校課程  

 

高中課程提供不同的選修科目讓學生選修，目的是擴闊他們的知識基礎，同時

讓他們有機會在個別學科作深入的研習，為升學和就業兩方面作好準備。為了

實現《高中課程指引》 (2009)對高中教育所列出的目標，學校在設計及發展寬

廣而均衡的校本課程時，應提供來自不同學習領域的選修科目 (包括科技教育學

習領域  )，以補足學生整體的學習需要。換言之，學校應擴闊學生的選擇，提供

不同的發展途徑，例如：把科技與生活科與不同學習領域的選修科目 (包括應用

學習〔前稱職業導向教育〕 )組成多個選擇組別，取代以往將傳統學科分為理

科、文科及商科的形式，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科技與生活科(食品科學與科技或服裝、成衣與紡織)在學校課程的

定位 

 

學校可把高中科技與生活科作為一選修科目與其他選修科組合，目的 ,

是： (i)擴闊學生知識基礎； (ii)輔助相關學科； (iii)讓學生認識有關行業

前景；(iv)幫助學生未來的升學； (v)作為不用考試的學科，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以下是一些科目組合的例子：  

 

  科技與生活  + 地理  + 物理  + 宗教及倫理科   

  科技與生活  + 視覺藝術  + 旅遊與款待   

  科技與生活  + 化學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根據個別學校學生的需要和興趣，開辦科技與生活科作為不用考

試的學科，選取課程內有關的課題讓學生修讀，配合全人發展，

豐富他們的其他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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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範疇及有關選修科目的選擇 

 

為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學校應提供一個完整的科技與生活科課程，包

括兩個學習範疇及其所有的選修部分讓學生選修。如學生人數有限，可

考慮與其他夥伴學校合辦課程。如果個別學校因資源限制而未能開辦一

個完整的科技與生活科課程，學校及教師需預先通知學生，例如：校方

可於中四級開始前約六個月向學生說明：(i)所開辦的學習範疇及 (ii)選修

部分的單元組合。各學習範疇的可能單元組合簡述如下：   

 

圖 3.1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選修部分的組合  

科技與生活：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科技與生活：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單元 1 及 2 單元 1 及  2 

單元 2 及 3 單元 2 及  3 

單元  1 及 3 單元 1 及 3 

 

學校可因應不同的學生組合、敎師資歷及學校設施，設計下列課程模式：  

 

圖 3.2 不同情況下所需的教師人數  

 科技與生活：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科技與生活：  

服裝、成衣及紡織學習範疇  

所需教師總數  

學校一  

(男校) 

 

單元  1 及 2 或  

單元 2 及 3 

沒有開辦  1 

學校二  

(男女校) 

 

單元 1 及 3 單元 1 及 3 2 

(各範疇一位)  

學校三  

(女校) 

單元 1，2 及 3 

供學生自由選擇  

單元 1，2 及 3 

供學生自由選擇  

6 

(各組合一位) 

 

3.1.2 配合學生需要及啓發潛能  

 

真實的情境及環境和有意義的學習，讓學生對學習更感興趣，並且可收到更好

的學習效果。科技不單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並對個人及社會的價值觀

有着深遠的影響。對有興趣修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科技與生活科的學生而

言，這科目能提供大量的機會，讓他們實踐生活體驗及所學，比較、分析、評

估、試驗新構思、製作及創造新產品，以改善個人、家庭及社區的生活素質，

也能加強他們的協作、溝通、解難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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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學與教 

 

教師應對課程的理念、宗旨、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及學習成果有透徹的認識和

理解，並多方面考慮學生的背景、學習模式、能力及興趣，從而設計有效的教

學計畫、組織學習活動及評估課業，確保學生可作深層的學習。有關詳情可參

閱第四章。  

 

3.1.4 善用人力與資源  

 

  人手編配 

 

學校管理層及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計畫在課室以外進行與科技與生活科

相關的學習活動時，應彈性地安排合適的教職員(例如：教學助理)及技術

支援人員(例如：實驗室技術員)，並靈活利用學校設施，為有關活動提供

所需的專業及後勤支援。此外，本科的學習活動亦可融入學校或社區的

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如果只有少量學生修讀高中科技與生活

科的食品科學與科技或服裝、成衣與紡織範疇時，學校可考慮與其他學

校組成聯網，相互協作，提供網絡班級，照顧每間學校個別學生的學習

需要和興趣，以符合兼顧成本效益的原則。  

 

  靈活運用課室 

 

大部分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選修科目都需要教學器材、軟件、貯藏及物

料的支援。對一般學校來說，現有的設施已能為相關選修科目提供足夠

的支援。若學校沒有科技與生活科特別室的話，可考慮下列的安排，促

成在校內開設高中科技與生活科。  

 

  在科學實驗室進行與食品或紡織相關的實驗  

  把手提式器材 (例如：縫衣機 )放置於美術室，進行與服裝、成衣與紡

織學習範疇相關學習活動  

  借用多媒體學習中心或學校圖書館，學習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進行探

究，完成有關課程內容、課業或習作  

  在提供基本設施 (例如：電力及水源的供應 )的多用途室或課室，放置

輕便的器材，進行與食品科學與科技或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相

關的學習活動  

  把一個普通的課室或一個由校方指定的地方，改建為食品科技研習

室，提供一個安全及衞生的環境，讓學生進行食品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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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編排時間表及學習組別 

 

除了一般固定的教節安排，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及有關教師應與學校管

理層，討論、構思新的方法，安排課室的運用及學習組別，配合高中課

程的班級編制。組合式、長和短的教節、綜合科目時間表、大班教學、

分組輔導、輪流分組等，都是一些可以採用的方式，讓學校更有彈性地

安排課室資源，善用人力。  

 

3.2 學習進程 

 

學生對初中不同學習領域的相關課題的學習，已幫助他們掌握本科所需的基本

知識。因此，無論男、女學生在初中曾否修讀科技與生活科 (包括沒有開辦科技

與生活科的男校)，都可以在高中時選修科技與生活科。  

 

學生可在中四級開始學習本課程的必修部分，包括所有必須學習元素及基本組

成部分，以便對本科有全面的理解。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於

中五及中六級繼續修讀科技與生活科或選修其他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教

師可考慮教學進度及學生的能力，隨時在中五級開始選修部分的教學，並延續

至中六級。此外，教師也可於中四級以綜合教學方式在必修部分引入相關的選

修課題及學習元素。  

 

若學生傾向於應用學習，並希望只專注高中科技與生活科某特定部分的學習，

可諮詢有關教師，於中五級或中六級時，轉讀相關的應用學習課程。有關應用

學習的詳情，請參閱《高中課程指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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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的學習進程  

 

 

 

 

 

 

 

 

 

 

 

3.3 課程規畫策略 

 

3.3.1 課程詮釋及了解學生需要  

 

策畫課程前，教師應對課程理念、宗旨、及學習目標有透徹的認識和全面的理

解，認定發展方向，不時反思自己所教或學生所學的知識，能否實現本課程及

高中教育的宗旨。學校及教師於設計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時，須了解學生在

踏入成人階段時在認知、心理和社交方面的發展，並考慮下列因素：   

 

  照顧學習差異 

 

本課程包括概念學習及體驗學習，讓能力不同及學習模式各異的學生，

從不同模式的教學策略和學習課業中學習，並透過真實的情景，掌握抽

象的概念。  

  

  照顧不同性向的學生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提供兩個不同學習範疇和數個選修課題，以滿足不同

性向學生的需要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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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學習更具意義 

 

情境學習(例如：為祖父母設計膳食、為校隊設計運動服)有助學生探討如

何運用所學到的知識，為自己、朋輩、家人或社會解決問題，同時也能

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結合概念學習與全方位學習經歷 

 

學習不應只局限於課室內。課程應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機會，讓他們運用

所學到的知識和技巧去服務家庭、學校或社會，從而培養積極的態度。

此外，考察本地、內地、海外食品或成衣業的商業環境、社區中心等，

也可幫助學生擴闊眼界，明白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學科中的相關理

論，例如：在時裝設計師的工作間訪問設計師；在青少年中心進行問卷

調查，分析青少年的飲食習慣。  

 

  結合學習與評估 

 

為達到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目標，教師可把某些評估活動融入課堂學習

中，或作校內評估，例如：提供評估指引、批改準則予學生，或於批改

報告時給予評語，讓學生明白自己的強項及弱項，從而作出改善。我們

建議學校及教師應靈活檢視和規畫課程，就本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五章─

─評估  所列出的推行校本評核安排的建議，因應實際需要而作出調整。  

 

3.3.2 強弱機危分析   

 

教師在制訂課程策略時可運用以下的「強、弱、機、危」分析表，檢視及反思

學校的現況及教學方式，從而清晰地確認科技與生活科課程發展的方向和定

位，部署怎樣能在有關的強項繼續發揮所長，構思提升學習質素的學與教策

略，讓課程順利與其他階段的學習銜接，在高中成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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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弱項  

 

 

 

 

 

機會  危機  

 

 

 

 

 

 

 

3.3.3  概念圖的運用  

 

為了使學生對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有全面和多角度的認識，教師可以運用以

下的概念圖來組織課程，連繫有關時事的議題或趣味性的主題，演示這些因素

相互之間的複雜關係和互動性，以及對個人、家庭、社會，以至整個世界的影

響和涵義。教師亦可鼓勵學生在適當時候，為相關課題設計概念圖，找出他們

在學習上的疑難，促進他們的學習。  



44 

 

圖 3.5 概念圖  -高中科技與生活科中可能包含的角度  

 

3.3.4 教師協作與網絡建立  

 

一般來說，每間學校一般只有一位至兩位教師任教科技與生活科。因此，教師

應尋找更多與校內其他科目教師協作的機會，或與其他學校的教師或社區內的

專業或商業機構建立網絡。這不單有助學生明瞭課程在橫向及縱向的層面上的

連貫性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也可以幫助教師拓闊課程設計和實行的範圍，令

學生增廣見聞，並讓他們通過多元化的學習平台，建構及應用所學的知識，提

出具建設性的見解，使學習更具意義。  

 

此外，不同學校的教師可以組成區域網絡，在設計及發展課程資源或相關教材

時，發思、發掘及分享他們潛藏的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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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靈活運用學習時間  

 

為了提升學與教，教師應靈活運用課堂內外的學習時間。三年的學習期間，除

可編排於每一教學循環或教學週以單、雙、三教節來授課外，還可考慮編排組

合式的上課方式，以便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專注食品或服裝的範疇，令他們能

作更深層的學習。  

 

  課堂外的學習 

 

體驗和觀察對學習科技與生活科十分重要。學校應提供機會，讓學生可

以明白如何在真實的情境中，應用及實踐在課堂所學到的基本原理和知

識，例如：參觀食品生產或時裝設計公司或食品或紡織實驗室、籌辦食

品展或時裝表演、訪問相關行業的專業人士 (例如：營養師、食品開發研

究員、時裝設計師、時裝採購員 )。此外，這些活動亦可幫助學生認識相

關行業，了解自已將來的就業取向。  

 

3.3.6 結合課程規畫、學與教及評估  

 

評估是學與教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本課程設計學習課業時，教師應一併

設計相關的評估課業或活動。學校應以促進學習的評估為重點，提供即時的回

饋，讓學生知道如何改善，使學習更有效。  

 

為使校本評核和校內評估與學習有效地結合，避免額外增加教師和學生的工作

量，校本評核的課業應建基於日常的學與教活動 (例如：實驗，實習)，而不應

是課程的外加部分。有關評估 (包括校本評核及筆試)的詳情，可參閱第五章。  

 

3.4 課程統籌 

 

校長、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統籌主任、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及教師在規畫科

技與生活科課程時應分擔不同的角色，以確保課程的宗旨及目的得以體現，讓

學生學得更好。  

 

3.4.1 校長的角色 

 

校長應領導學校課程及評估政策的整體規畫，配合課程改革所提出的建議、學

校宗旨及願景，並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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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課程領導者的角色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及科主任須帶領有關教師，定期檢視及反思教學方

式，多探討學生學習的特性，以及如何通過改變課堂教學策略，改善學生的學

習。  

 

3.4.3 科技與生活科教師的角色 

 

鑑於社會、科學、科技方面的高速發展，食品及時裝的新議題不斷湧現。科技

與生活科教師應多留意相關範疇的發展及創建。此外，教師應營造理想學習環

境，讓學生可以在課堂內外應用及實踐與科目相關的理論及原理；並設計具彈

性的科技與生活科課程，配合學生不同的需要、興趣及能力，從而激發他們的

學習動機，盡展學習潛能。  

 

3.4.4 專業發展 

 

教師的工作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質素。為加強教師理解及應用學習型機構或

學習社群的概念和建構知識，校長、中層管理人員及教師之間應定期互相切

磋，並以開放的態度，尋求改善學與教的方法，幫助教師減輕憂慮、分享彼此

潛藏的知識、澄清誤解及在面對新挑戰時互相支援。學校管理層亦可安排相關

教師共同備課，讓他們能集思廣益，討論行動研究所得的結果、不同評估模式

的運用對學習的影響及學與教策略等。  

 

3.4.5 時間表及組別安排 

 

科技與生活科科主任須與學校管理層攜手合作，因應學校本身的情況及人力資

源，彈性安排實習課和理論課的組合，充分地運用學校的設施及設備，如科學

實驗室。  

 

3.4.6 資源配套及發展 

 

有關津貼及支援，學校及教師可參考下列各項：  

 

  多元學習津貼 
 

學校可在適當時候運用多元學習津貼，開辦多元化的課程。該項津貼可

支援學校提供某些較少學生選讀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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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津貼 

 

科目津貼以一整筆撥款的形式給予學校。學校可靈活有效地運用該項資

源。教師可向校方提交財政預算，包括購買參考書、學與教教材、教

具，以及進行實習及課業或專題研習時所需物料的費用。  

 

  設有科技與生活科(前稱為家政科)特別室的學校 

 

除了在科技與生活科特別室進行教學活動外，一些與食品或紡織實驗課

題相關的課節，須在科學實驗室進行，亦須實驗技術員的協助。校方應

為此作出適當的安排。  

 

 

此外，科主任及教師可循不同途徑蒐集與課程相關的最新資訊及參考資料，例

如：網上資源、期刊、參考書籍、報章，可用作設計學與教的課業或與學生日

常生活關係密切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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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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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本章就科技與生活科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分應與《高中課

程指引》(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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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處於 21 世紀的知識型社會中，需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複雜變化和挑戰。加上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踏入電子或數碼時代，學生需要改變學習和如何運用

知識的方式，在解決日新月異的問題時，作出合乎道德及有根據的決定。教師

應留意近代對有關「知識」、「學習」、「教學」、「評估」的理論，及考慮

其整體影響，協助學生有效學習本科。  

 

4.1.1  知識的觀點 

 

教師怎樣理解科知識的建構，會影響他們認為甚麽事物是值得學習。以及如何

組織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的主要概念及內容，以達到課程的宗旨。  

 

近年的學術研究結果顯示，知識是動態的、整全的、個人的及處於不同情境之

中的。在進行探究、實驗、反思及與他人互動時，知識得以建構起來。學生更

能透過探索、歸納及驗證創造新知識。  

 

教師與學生均需對「知識」如何構成有清晰的概念，因這對教師如何詮釋課

程、挑選教學法，以及學生如何理解學習有重要的影響。  

 

教師需要幫助學生明白知識是無處不在的，而學習不應只局限於課室之內。知

識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來創造，並在賦予社會意義的過程中建構出來。在此情

境下，教師應以嶄新角度檢視自己與學生的角色。  

 

  教師的角色 

 

隨著學生升讀更高的級別，科技與生活科的教師應更多地擔當促導者的

角色，而減少直接教授及傳遞知識。教師應鼓勵學生進行跨課程學習及

專題研習，幫助他們由專注個別學科的學習，轉為對不同議題及問題有

全面的理解。學生有機會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探究，從錯誤中學習，將會

學得更好。(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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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角色 

 

除學習本科的基本知識內容外，在科技與生活科課程的研習中，應鼓勵

學生擔當主動角色，幫助他們發展共通能力及獨立學習能力。隨著學生

由中四升讀至中六，學生應逐步減少依賴教師及他們所提出的學習材料

來獲取知識(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  

 

  學習者與促導者的雙重角色 

 

要在學校發展學習社群，教師與學生可透過對話、討論及辯論，一起學

習。學生在進行專題研習時所蒐集的資料，例如：從互聯網上獲得的資

訊，會多於教師對相關課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同時成為促導

者與學習者。教師亦可向學生提出啟發思考的問題，讓他們了解自己的

學習情況及互相學習。學生之間亦可以互相切磋和合作進行專題研習或

分組簡報。  

 

4.1.2  學與教的觀點 

 

科技與生活科教師應理解的概念 

 

下表概述學與教取向的一些互為補足的看法，科技與生活科教師可藉此檢討、

反思及改進學生的學習活動﹕   

 

學習是成果  

學校一般視學習為一項成果。學生根

據預設的課程宗旨、目標及重點，從

教師授課中學到新知識及能力。當學

生的知識及能力有所改變時，便視作

成功的學習。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教學是直接傳授  

這種教學多由教師直接解說新知識，

教導學生如何在學習過程中使用思考

工具組織學習內容，並為他們提供學

習與應用的機會；透過簡短的提問，

檢視學生所掌握的知識，提供有意義

的回饋，讓學生自我檢討，從而改善

他們的學習。  

 

(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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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過程  

學生需要在學習過程中，運用資料，

作出分析，從而解決問題。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教學是探索  

藉著使用適當的學與教策略，讓學生

在經歷複雜的認知過程中，作有深度

的交流。  

  

教師可邀請學生作出推測，就不同的

建議進行辯論。這種學習可以透過整

班、兩人一組或分組的形式互動進

行。所選擇的課題或主題須涉及較廣

泛及有意義的情境。教學過程中採用

「開放式」提問促進思考，並提供充

裕的「等候時間」，藉此鼓勵學生解

釋或詳盡闡述他們的觀點。  

 

(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學習是共同建構  

當學生展示他們的知識、能力及才華

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可以一起建構

及創造知識。他們的構思也可讓教師

明白學生的新觀點和意念。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教學是共同建構  

教師運用「鷹架」(即臨時支援架構)

協助學生發展高層次的認知能力。教

師亦可作專業的教導(例如﹕示範及提

供標準答案等)，給予提示和回饋(引

導學生進行探索)；帶領學生進行辯論

的練習、給予提示卡及自評清單，以

加強學生對有關課題的理解。  

 

(請參閱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圖 4.1 顯示上述概念如何在科技與生活科課程的學與教之中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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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     

 
 

成果 

 

過程 

 

共同建構 

 

  學習社群 

 

 

 

 

 

 

  

 

 有意義的學習 

 

 

 

 

  

 

 
 

共通能力 

   

    

知識內容 
(來源、理解、架構及性質) 

 

 

 

 

   

 

教學是     

直接傳授 探索 共同建構 

 

examples: 

 

examples: 

 

怎樣學? 

(教學法及評估) 

學甚麼? 

(課程) 

 

附錄一例子三 

   

 

附錄二例子三 

附錄二例子三 

 

附錄二例子一 

附錄二例子三 

 

附錄一例子一 

 

附錄一例子三 

 

附錄一例子三 

 

附錄一例子三 

圖 4.1 學與教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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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對評估的觀點 

 

評估是學與教循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目的是加強學與教成效。教師應著重

「促進學習的評估」，而非只依賴「對學習的評估」，即「單元完結」後的測

驗和考試。評估須配合課程及教學法，為此，科技與生活科教師應讓學生知

道﹕  

 

 學生何時會被評估？  

 評估科技與生活科的目的是什麼？  

 如何透過評估，學生可顯示他們已達到預期成果？  

 

為協助學生理瞭解如何透過學習及評估課業進一步改善學習，教師須清楚解釋

學習和評估的宗旨及重點。除提供有建設性的回饋外，給予評分指示、檢查清

單、評分準則等，亦有助學生檢討自己的表現。詳情載於本指引第五章。  

 

 

4.2 主導原則 

 

除年齡、性別、體質、學養、學習動機、學習方式、自我概念、家庭及文化背

景等傳統考慮因素會影響學生學習進程外，為達至科技與生活科有效的學與

教，教師應考慮以下的重要主導原則：  

 

 知識 

 

教師與學生都應明白知識有不同形式。學生須參閱食品、紡織科學與健

康範疇的最新研究及調查結果，以便掌握本地及世界各地的最新發展情

況(例如：食品及健康或時裝及布料議題)。學生必須明白，在現今資訊發

逹的年代，知識是無時無刻都在不斷變化。學生應有與他人交流的機

會，學習在特定的情境中建構和內化知識。  

 

 學習 

 

本科的學習是多樣化的。例如：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從教師口授中獲取

知識，他們亦可以透過實習活動、實驗、小型研究、與其他同學合作完

成專題研習及在課堂以外所獲得的知識及體驗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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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學習目標 

 

科技與生活科教師應預先設計有清晰學習目標的教學進度表、教案及學

習活動，並向學生解釋這些目標，讓他們注意自己學習的方向。  

 

 運用多種學與教取向及策略 

 

優秀的教師須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能力及興趣，選用不同學與教

的取向，以求達至課程不同的學習目標。  

 

 促進理解的教學 

 

學生對課程有深刻理解，才可以在陌生的情景中連繫不同概念，應用及

轉移所學的知識，解決問題。高中科技與生活科的教學應當支援和促進

學生對教學內容有透徹的理解，而不是只著重記誦零碎不相關的資料。  

 

 建基於已有知識和經驗 

 

新概念、意念及知識應建基於學生已有的知識及經驗。若學生能將新情

境和狀況與以前的學習和經驗連繫起來，便可增進學習的成效。因此，

科技與生活科教師應按照學生現有的知識及經歷設計課堂。  

 

 推廣優質的互動 

 

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對話方式和內容，對促進有效學習相當重要。教

師可透過提問具啟發性的問題，及作出有建設性的回饋(口頭或書面)，讓

學生清楚知悉自己的學習進展，及改善學習的方法，從而協助學生發展

明辨性思考的能力。詳情請參閱第 4.4 節。  

 

 配合學與教的評估 

 

要確保學生學得更好，善用評估是學與教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55 

 

 有效運用資源 

 

設施、用具、書刊和電子文本，以及其他相關資源，都是幫助學習的工

具。教師應靈活使用有關工具，加上自己的創意，從而促進學生對本科

的知識內容的理解。  

 

 加強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的推動力。教師須了解學生的需要、能力

及學習方式，以設計有意義兼具挑戰性的課堂教學，引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  

 

 增加參與性 

 

所有學生須跟上學習進度。學生如有充足機會，在模擬或真實的情境中

進行體驗學習，將能更加投入及主動地學習。   

 

 獨立、自主學習能力的教學 

 

教育的宗旨，是培養學生成為主動的、時常反思的學習者，且具備共通

能力，以應付未來的挑戰。教師以真實情境為平台，設計多元化的課業

及學習活動，協助學生透過科技與生活科，發展獨立學習的能力。隨著

學生升讀至較高年級，學生應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教師可鼓勵學生根據

自己的興趣進行專題研習，從而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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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至有效而優質的科技與生活科學與教，教師必須明白課程、教學法及評估

三者要相互緊扣，才能促進學生建構知識、發展共通能力、培養正面價值觀及

積極態度。下圖顯示三者的相互關係  ：  

 

圖 4.2  組成學生於校內學習的三個互相關連的元素  

 

 

 

 

 

 

 

  

 

4.3 取向與策略 
 

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法，和他們對學習課業及評估方式的設計，反映了他們對知

識與學習的不同觀點。然而，由於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學習風格及能力有所

差別，而每一課堂均要產生多種不同的學習成果，因此，沒有單一的取向或策

略能滿足所有學生。對於科技與生活科課程，教師須選取不同的取向和策略，

促進學生的理解和共通能力。  

 

學生可透過觀察、聆聽、反思及行動、邏輯性及直覺性推論、記憶、形象化及

類推等多種方法學習。教師在設計課堂時可留意以下指引：  

 

 應鼓勵學生自行探討課題  

 應給予學生更多互相討論及發表意見的機會  

 讓學生的提問及意見成為課堂交流的重點，鼓勵學生使用各種方法及

媒體表達自己的意念  

 為學生提供一個他們不會害怕受到批評的課堂環境，鼓勵他們對有挑

戰性的問題提出推測性的答案  

 應運用相關的實例，讓學生感受到所學的與日常生活有關，對生命又

有意義  

 

  科技與生活科課程  
   

甚麼值得學習?   

評估   

如何得悉學生學

到些甚麼？ 
    

教學法   

學生如何學習及 

教師如何教導？     

配合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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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建議的只屬例子，並未涵蓋所有可促進有效學習科技與生活科的學與教取

向：  

 

 社會議題探究模式 

 

此模式適用於包含討論和分析的課業，討論不同因素對某些議題的涵義

或影響，當中包括六個階段：  

  確立個案的方向  

  識別議題  

  選取立場  

  探究所選立場  

  修訂立場  

  測試有關事實、定義及後果的假設  

請參考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三例子三。  

 

 體驗學習 
 

「切身體驗」是體驗學習的焦點所在。體驗學習鼓勵學生反思自己的經

歷，藉著反思的過程促進學習。此學習周期有四項特點：   

  實際的體驗–  學生嘗試新的體驗，例如：進行測試、研究或調查

不同議題及個案  

  觀察及反思–  學生從不同角度反思自己的體驗，並作出具建設性

的意見  

  抽象概念–  學生把意念具體化，加以處理，並綜合成有邏輯的理

論  

  積極探索–  他們在新的環境下運用所學的理論去解決問題、作出

決定、再測試理論，不斷重覆這個循環  

 

 探索式學習模式 

 

此方式引導學生通過有組織及邏輯性的思考過程學習科技與生活科。學

生學會就實驗及小型調查作出假設，在作出有根據的結論前以歸納法或

演繹法分析及闡釋調查結果。詳情可參考附錄一例子三及附錄二例子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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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式學習 

 

合作式學習是一種有效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通過討論或分組一起有目的

地進行互動學習。中國人的文化不太鼓勵個人主義，學生已慣於與朋輩

一起學習，為共同目標而努力。  

 

學生如能一起學習，能增進本身及彼此的學習成效。採用互助學習策

略，學生不用跟其他同學競爭，可以集中精神完成課業，因而提高了學

習成果。在一個互相支持的環境，可培養學生個人、家庭及社會優質生

活的基本特質；例如：社交能力和自信心。  

 

在科技與生活科的課堂內，學生以分組形式一起進行實驗、烹調食物及

設計專題研習等課業。學生在進行學習活動期間，透過互相支援，領略

到互相合作可助他們達至學習目標。  

 

合作式學習的要點包括：  

  正面的互相依靠  -  學生分組學習，每人擔當不同的角色，一起完

成共同目標  

  學生間可面對面溝通  - 發展口頭溝通能力及其他人際技巧  

  每個學生都有責任從指定課業中學習，並協助其他同學學習  

  全組合作  -  鼓勵他們反思一組人共同完成學習宗旨時的表現  

 

關鍵元素包括：  

  分工合作，在小組內以公平的方式跟組員解釋並分享所得資料  

  認同小組及小組內的每個成員；每個學生應感到他或她對小組的

貢獻得到認同  

 

學與教策略 

 

  有效促進科技與生活科的學與教策略有很多，下表只提供部分例

子：   

 

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講授    這方法宜作短暫運用，不應作為主要

的教學法。  

  講授可讓教師強調重要概念及簡報最

新資料、以個人方式詮釋主旨及引發

學生進一步研究有關課題。  

必修部分 

(甲)家庭部分  

  甚麽是家庭  

  家庭結構  

 

(乙)營養、飲食與健康



59 

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教師亦應留意，由於講授以教師為中

心，學生的活動較為被動，故學生集

中注意力的時間有限。部分學生可能

因偏好某一種的學習模式，而無法吸

收講授內容。   

的關注  

  營養素和水  

 

講授配合實驗活動  

 
 
 
 
 
 

提問    提問是引導學生思考的有效方法，而

思考可以促進學生學習。  

  設計的問題應該包括多個思考層次，

也可以同時鼓勵學能稍弱和學能較高

的學生作答。  

  刺激思考的提問，有助邏輯及深入的

分析。  

  提問可鼓勵學生提出證據來支持個別

觀點。  

  當學生作出令人滿意的回應時，教師

宜多予鼓勵，以强化學生的學習。  

任何需要探究原因和因

素的議題  

 

開放式提問如：  

必修部分 

(甲) 家庭部分  

  甚麽因素會影響

香港人的家庭關

係及生活方式？  

(丁) 消費者選擇服裝的

行為及涵義  

  如何在選擇衣服

時在心理和生理

需要中取得平

衡？  

選修部分 

(丙) 食品研究與開發  

  市場調查為何在

食品開發中如此

重要？  

演示或示範    演示或示範可以在教室中即時進行，

也可透過錄影或多媒體方式進行。它

能說明工序，闡釋新的技巧和訂定所

需的標準。  

  學生在實習課前先從錄影帶探討在烹

調食物或縫製衣物時所需的特別技

巧。  

  「分段示範」較「整個示範」更省

時，亦能令課堂焦點更集中。  

必修部分  

(乙) 營養、飲食與健康

的關注  

  如何進行與飲食

及膳食設計有關

的實驗與實習？  

討論    討論讓學生與同儕分享和比較觀點、

意見和知識。  

  它能鼓勵學生從更寬廣的角度思考解

決方案，並能為學生提供互相溝通的

機會。  

必修部分 

(乙) 營養、飲食與健康

的關注  

  比較別人或家人

營養飲食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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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概述 課題(例子) 

異同。  

(丁) 消費者選擇食物或

服裝的行為及涵義  

  討論生活模式及

文化對選擇食物

或衣服的影响。  

  檢視自己作為消

費者的道德及社

會責任。  

探訪    探訪讓學生探究商業世界，讓他們能

更熟悉相關行業的實際情況。  

 

選修部分 

(丙) 成衣工業  

  安排到業界探訪

或實習，了解工

商界的成衣設

計、發展及製造

模式。  

 

 

4.4 互動 
 

通過互動學生可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探究對事物的認識是否透徹，是否能

掌握所學。在嘗試新的構思或查証假設時尋找答案和釐清疑問，考慮其他人的

意見和觀點從而調節自己的想法和構思。  

 

以討論或對話的形式進行互動，對學生的學習很重要。討論可以在不同的場合

進行，如全班討論、教師或學生主導的分組討論、教師與個別學生的討論及學

生之間的討論。除灌輸資料、解釋概念及原理、給予指示、提問及給予具啟發

性的回饋外，教師亦應按特定的課程目的及學習目標，推動學生在思考上互相

交流和挑戰。有效的回饋可啟發學生思考、釐清誤解、幫助分析和鼓勵想像，

為卓越的學生提供一個有利的學習環境。以下是在課堂應用這類對話式教學的

一些指標：  

 

  由教師提問，印證學生的理解，激發及挑戰學生思考  

  學生即使沒有發表言論，亦會積極聆聽、觀察、反思及評估課堂中的

對話    

  答案並非對話的終結，反而成為基礎，引發更多的問題  

  課堂的回饋讓探究的空間暢通無阻，學生能更自由地表達意見  

  學生在對話中無懼犯錯，亦不為此而感到羞愧，因為他們知道錯誤也

是學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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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每一個學生都是獨特的，有不同的能力、學習模式(例如：通達型、人際型、理

解型、自我表現型 )、社會及文化背景，多元智能 (例如：語文、邏輯數理、音

樂、空間、肢體運作、人際、內省及自然探索 )也會有不同的組合。科技與生活

科教師應廣泛採納不同的學與教策略或取向，為學生提供不同的指示，以配合

他們不同的需要，促進他們有效地學習抽象概念及發展高階思維能力。  

 

此外，教師須特別留意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為他們提供一個支援學習

的環境。教師因應學生的需要剪裁課程，並作出適當的安排，以促進他們的學

習，例如：教師應安排有聽覺困難的學生坐於接近教師的位置；提供字型較大

的文本給弱視學生。  

 

對資優學生，教師可給予一些超出科技與生活科課程外的、更具挑戰性的學習

及評估課業，如：可深入研習一些議題，或為較複雜的問題提出具創意的解決

方法。這些學生亦可成為其他學生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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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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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本章旨在討論評估在科技與生活科之學與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科評估的

主導原則，以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的必要性，同時，亦會提供科技與生活科

校內評估的指引及公開評核的詳情。最後，本章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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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的成績。有關評估的一般指引可參閱《高

中課程指引》（2009）。  

 

5.1 評估的角色 

 

評估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的工作，是課堂教學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能

發揮不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參考。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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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方便各持份者監

察成績水平，幫助他們作出遴選決定。  

 

評估最重要的功能是促進學習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不過，於高中期間，公

開評核在協助頒發證書和遴選等方面的公用角色較為顯著；換言之，由於評核

結果會影響個人的重要抉擇，這使評核無可避免地具有高風險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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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其升讀大學、

就業、進修和接受培訓。該文憑匯集學生在四個核心科目和各個選修科目，包

括學術科目如科技與生活科和新的應用學習課程的表現，並輔以「學生學習概

覽」內其他有關資訊來詮釋學生的表現。  

 

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估有兩個主要目的：「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使教師可以運用這些回饋檢討教

學得失，從而相應地調校教學策略，令學習更有效。這種評估被稱為「進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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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因為它關乎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進展性評估是需要經常進行的，而

一般來說，這種評估關注的是較小的學習點。  

 

「對學習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這種評估被稱為「總結性評

估」，因為它總結了學生學會了多少。總結性評估通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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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評估的

是較大的學習面。  

 

事實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分野，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同

一項評估可以同時達到進展性和總結性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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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評估學生表

現，提供回饋，以改善學與教；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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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有意義的總結性評估。  

 

就教育理念而言，進展性評估理應更受重視，並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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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忽略促進學習的評估。由於研究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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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評估

措施須作出改變，學校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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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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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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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評估過程的一環。就香港中學文憑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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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開評核則較側重總結性評估。雖然如此，兩

者不能以簡單的二分法說明其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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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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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評估目標 

 

評估目標須與之前章節所表述的課程架構與廣泛的學習成果相配合。  

這些目標包括評估考生以下能力：  

  按照特定的情境，展示對相關的概念、原理、理論及議題的認識及理解  

  應用有關知識分析及解決問題，而問題可能涉及熟悉或陌生的情景  

  收集、選取、分析及評鑑學科的相關資料  

  評鑑證據及議題的可塑性及局制性，作出明智的判斷，提出有理據的結

論  

  根據活動的性質，適當地運用溝通技巧，合邏輯及有條理地表達相關內

容  

  擬定可行的實際計畫，並應用適當的科技和科學知識及技能，將計畫付

諸實行，並取得成效  

  作出負責任的行為及抱持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為個人、家庭及社會

的優質生活作出貢獻  

 

以上所述的評核目標大部分適用於校內評估及公開評核，惟部分卻不適用於公

開評核。有關公開評核的評核目標，可參閱刊載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編製的

「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5.4 校內評估 

 

本部分闡述各項主導原則，作為學校設計科技與生活科校內評估及一般評估活

動之依據；其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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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學習重點 

 

宜採用各種評估活動，評估學生在各學習重點的表現，從而促進學生的

全人發展。教師應在共同商討各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取得共識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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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也知道各種評估目的及評估準則，使他們能全面了解預期學習所

達至的表現。  

 

  照顧不同學生的能力差異 

 

教師宜採用不同難度、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活動，照顧不同性向和能力的

學生；確保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而能力稍遜的學生亦可受到

鼓舞，保持對學習的興趣和繼續追求成功。  

 

  跟進學習進度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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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評估活動 (例如：學習歷程檔案 )。這類評估活動，能讓學生循序漸

進，逐步訂定個人可遞增的學習目標，並調適自己的步伐，為學習帶來

正面的效果。  

 

  給予適時的回饋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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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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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除了協助學生找出自己的強項和弱點之外，更能促使學生保持學習的

動力。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若學習的內容或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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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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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日積月累下來，影響他們的學習。掌握基本概念及技

能，是學生能否繼續發展的基礎，教師更應謹慎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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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朋輩和學生自己的回饋 

 

教師除了給予學生回饋外，更應提供機會，鼓勵學生在學習上進行朋輩

互評和自評。前者能鼓勵學生互相學習；後者能促進學生的自我反思，

這對學生的終生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適當運用評估資料以提供回饋 

 

校內評估能提供豐富的資料，讓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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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科應採用開卷測驗、口頭演示、實驗活動和專題研習等適合本科的

一系列評估活動，幫助學生達至各項學習成果。但是，教師須留意這些活動應

是組成學與教的必需部分，而非外加的活動。  

 

  開卷測驗 

這種測驗試題的設計以刺激學生使用參考資料為目標，幫助他們組織自

己的想法。學生可以在測驗時查看原始資料(例如：食物營養資料表)。  

 

  口頭演示 

口頭演示能補足傳統的評估方法，不應僅僅用作測試學生的語言能力。

口頭演示的重點在於可以有效地向特定的對象傳達信息或展示資料，交

流及回應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如朋輩、教師)。  

 

  實習活動 

實習活動(包括科學實驗、膳食計畫和服裝縫製)可以讓學生運用知識和技

能，取得實際經驗，展示自己的機智、興趣、靈巧、原創性、創造力、

判斷力和毅力。教師可採用合適的準則和標準，從學生的實驗活動中，

評估他們對學科知識的理解和相關技巧的應用，以擬訂實際計畫，並付

諸實踐，達至成效。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是指一些不受課堂時間限制的設定習作，可以是任何一科指定

或議定的研習，旨在提供機會，讓學生研究他們感興趣的課題。教師可

鼓勵學生採取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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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釐清研究範圍  

  設立探究架構  

  尋找和選擇資料  

  組織數據  

  匯報結果  

 

5.5 公開評核 
 

5.5.1 主導原則 
 

以下概述公開評核的指引原則，供教師參考。 

 

  配合課程 

 

香港中學文憑所評估和考核的表現，應與高中課程的宗旨、學習重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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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高中

科技與生活科設計的校本評核課業亦包括實習元素，例如：科學實驗、

實習活動及專題研習，讓學生可以在一個模擬、真實及嶄新的環境下展

示如何把所學會的知識及能力應用出來。  

 

在公開考試中，科技與生活科的評核，應考慮課程及評核指引中所列出

的宗旨及目標，其中包括學生在不同方面的學習。評核應包括以下四個

科技教育的層面：  

 

  概念  –  認知及理解相關概念和程序  

  程序  –  如何做、做甚麼、何時做  

  社會  –  與科學、科技、環境及人類的相互關係  

  技術  –  與實習活動相關的技巧  

 

校本評核應結合概念、程序、社會及技術四個層面來設計，並實施相關

課業。  

 

  公平、客觀及可靠 

 

評核方式必須公平，不應對任何組別的學生存有偏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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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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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亦表示評核能可靠地衡量各學生在指定科目之表現；如再次接受評

核，學生所獲的成績應當非常相近。  

 

  包容性 

 

香港中學文憑的評核及考試，需配合全體學生的性向及能力。  

  

科技與生活科的公開評核包含不同類型的題目，其中包括一些測試高階

思維的題目，給學生機會，展示其所掌握的必修部分的基本知識及對選

修部分個別範疇的應用能力。而校本評核則提供空間，讓教師可進行多

元化的活動，對學生的不同興趣及能力作出相應的評核。  

 

  水平參照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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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等級的知識與能力水平。科技與生

活科各等級的水平描述，將說學生在本科中的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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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首先，它向學生就其表現，並向教師及學校就教學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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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第三，它有助作出公

平和合理的遴選決定。  

 

5.5.2 評核設計 

 

下列兩表顯示科技與生活科自 2016 年文憑試起生效的評核設計。評核設計會因

應每年度考試的回饋而不斷改進。評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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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eaa.edu.hk/en/hkdse/assessment_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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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至 2018 年文憑試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43% 1½ 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包括必修部分的知識) 57% 2小時  

 

自 2019 年文憑試起生效  

部分  內容  比重  考試時間  

公開考試  卷一  必修部分  30% 1½ 小時  

卷二  選修部分(包括必修部分的知識) 40% 2小時  

校本評核   指定課業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專題研習  

或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設計夾  

30%  

 

5.5.3 公開考試 

 

本科公開考試旨在評核學生對食品科學與科技或服裝、成衣與紡織的知識和理

解，並在熟悉或陌生的情境中應用知識解決問題。  

 

公開考試採用不同類型的試題來評核學生各種技巧和能力的表現，包括多項選

擇題、短答題、資料回應題和論述題，學校可參閱每年的考試試卷，，以了解

考試的形式和試題的深淺程度。  

 

5.5.4 校本評核 

 

公開評核中的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由任教教師評分的評核。對於科技

與生活科來說，校本評核的主要理念是要提高評核的效度，並將評核延伸至涵

蓋學生實踐相關技巧及其他共通能力的範圍。  

 

科技與生活科進行校本評核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減少對公開考試成績之過分

依賴，因為考試成績或未能可靠地反映考生的真正能力。根據學生在較長時段

內的表現，並由認識學生的任教教師進行評核，可以提供較為可靠的學生評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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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是要為學生、教師和學校員工帶來正面「倒流效應」。在科技與生

活科，校本評核要求學生參與有意義的活動，有助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對於

任教科技與生活科的教師來說，校本評核可以強化課程的宗旨和實踐良好的教

學，並為日常運作的學生評核活動提供系統架構和增加其重要性。  

 

科技與生活科的校本評核旨在提供機會及延伸時間，讓學生以不同的形式及方法實踐

相關的理論，顯示其應用合適的知識和技能。學生可按興趣擬定課題，進行較深入的

探索，發展收集、分析、評價一手及二手資料的共通能力，並作出有理據的判斷及建

議。於中五及中六期間，任教老師會按科技教育四個學習層面的一系列技巧，評核學

生的能力。 

 

校本評核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因此，上述校本評核方式都是課程建議的課內

課外的慣常活動。實施校本評核的要求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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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會向教師提供校本評核

的要求和實施的詳細資訊，以及評核課業的樣本。  

 

科技與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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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學文憑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也就是說，按有關科目的分域

上的臨界分數而訂定水平標準，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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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2 1 U 4 

臨界分數 

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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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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說明該等級的典型學生的能力所及。製訂這些

等級描述的原則，是描述該等級的典型學生能夠掌握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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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準確地應用於個別考生。考生在某一科目的各方面可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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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達至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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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予考生的整體等級將由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 (如適用 )的成績組成。科技與生

活科會根據校外評審員對學生習作進行的抽樣審視，調整校本評核的成績。  

 

為了提高公開評核的區別能力作供遴選之用，在考獲第五等級的考生中，表現

最優異的其成績將以「**」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標示。香港中學文

憑的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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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資源的目的和功能 
 

運用高中科技與生活科學與教資源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學習的基礎。例如：

在學與教過程中，這些資源可作為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工具，同時提供資訊或

討論的材料，讓學生分析、評鑑、反思，甚或進一步探索、建構及延展知識基

礎。設計得宜及具啟發性的多元化學與教資源，可以讓不同學習類型和能力的

學生拓闊學習空間，加強共通能力、培養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學生可以應

用所學，作出有根據的決定，提供有建設性的方案，有創意地解決問題。要跟

上食品或紡織科學及科技、時裝潮流等在本地以至全球急速發展的步伐，科技

與生活科的教師不能僅依靠教科書，應充分運用各式各樣的參考資源 (如參考

書、期刊、報告、報章 )及電子化視聽資源 (如互聯網及其他網上資源 )。詳情及

其他學與教資源可參閱 6.3 節。  

 

 

6.2 主導原則 
 

面對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學與教資源，教師應作出專業判斷，為學生選擇和

設計合適的學與教材料。以下是一些選擇學與教資源的主導原則：  

 

  配合項目 

  所選教材應配合課程宗旨、學習重點、課程的學習成果和主要元素  

 

  使用目的 

  教材有不同的使用目的，例如：基本論據或資料、討論的材料，讓學生

自學探索，教師須因應情況作不同的選擇  

 

  多樣化 

  提供多樣化的設計及不同種類的材料，配合不同學習類型及能力的學生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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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知識 

  所選教材須根據學生已有的知識及他們的家庭經濟背景，從而幫助他們

逐步建構知識  

 

  關聯性 

  所選教材的內容，應與當代議題有關  

 

  準確程度 

  所用資料的論點和意念是否有根據，獲證據支持  

 

  可信程度 

  資料來源是否可信，出自官方機構還是道聽途說   

  鼓勵學生考慮二手資料的可信性及準確性  

 

  支援相關學與教策略及共通能力的運用和自我學習 

  所選教材應激發思維，可以讓學生在進行探究和試驗時有更大學習動

機，從而能更積極地學習  

 

  文章的深淺程度和語言運用 

  所選教材切合學生的認知程度和能力，並文法正確  

 

  安全程度 

  進行實驗時，考慮所選用的化學物品是否安全，應採取甚麼措施預防意

外  

 

  知識產權 

  如要複印各類書刊、文本、報告時，教師須遵守知識產權的法例  

 

 

6.3 資源的類別 
 

6.3.1 參考資料 

 

  參考書及期刊 

 

參考書及期刊是科技與生活科重要的資料來源。學校圖書館應提供一系

列合適的參考書及期刊，供教師及學生借閱。附錄三建議的清單只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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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並未涵蓋所有相關書刊。此外，科技與生活科教師亦可鼓勵學生到

公共圖書館、相關政府或非政府的專業團體的資源中心等地方，借閱參

考資料。  

 

  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的報告及刊物 

 

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所出版的報告和書刊，也可作為高中科技與生活科的資

源。例如：學生可以從政府報告和刊物中選取資料，閱讀有關食物安全法例、

政策及守則的文件，參閱政府部門的年刊、專業團體及大專院校的研究報告

等。而個案研究的分析，亦可用來向學生說明法例如何保障個別人士、社區及

世界的福祉。 

 

6.3.2 教育局資源 

 

為協助學校面對課程的轉變，教育局已在網址 www.edb.gov.hk/cr/tc 建立課程

資源目錄，透過中央一站式的服務，向學校提供由教育局及其他機構編製的學

與教資源和適用的參考資料，以備取用。  

 

  《高中課程指引》、課程及評估指引及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網站 

 

上述文件和相關學習領域的網站，提供高中科技與生活科課程設計及實

施的詳細資料與例子。教師可參照課程宗旨、學習重點、學習目標、學

習成果及教學法去設計教學計畫、教案、學與教材料。  

 

  教材套 

 

為幫助科技與生活科的教師推行課程，課程發展處自 2007 年已編製一系

列的教材套供教師使用。教材套包括科技與生活科不同課題的教學計

畫、筆記、工作紙及補充資料。相關資料已上載課程發展處網站。  

 

  課程補充資料 

 

本科的課程補充資料已於 2013 年 6 月上載教育局網站，進一步闡釋課程

的廣度和深度，支援學習、教學和評估。  

 

  科技與生活科的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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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www.hkedcity.net/edbosp）協助教師挑選

及自行編訂教學材料以迎合學生的需要，教師可以透過便捷途徑，搜尋各

種與本科相關的數碼教學資源。一系列本科的評估課業亦已上載「評估

課業參考站」（ www.hkedcity.net/edbatr ），以協助教師設計課堂評

估。  

 

  英漢詞彙 

 

自 2007 年，科技與生活科常用英漢詞彙將已上載課程發展處網頁，並定

時更新。教師在準備學與教教材時可作參考，同時指導學生在有需要時

使用。  

 

  撥款 

 

當學校運用撥款推行相關的學與教活動時，請參閱教育局最新發出的相

關通告。  

 

6.3.3 互聯網與科技 

 

  互聯網 

 

互聯網的使用為科技與生活科的學與教開拓了無限的空間。學生使用互

聯網，可即時從世界各地得到大量關於食品或時裝或紡織的資料，以至

相關的最新資訊。他們可從不同的層次和角度，探討研究有關食品或時

裝或紡織的議題、相互關係及影響。例如：學生可搜尋本地及外國政府

提供的有關食物安全的法例資料，比較它們如何影響食物營養及健康。  

 

在使用互聯網資訊的時候，教師與學生均需注意有關道德與私隱的問

題，亦需要檢查資訊的有效性與可靠性。  

 

  多媒體資源 

 

自製或購置的多媒體資源，如影片及聲帶等，都是促進有效學習科技與

生活科的工具。教師可視乎教學設計的目的，使用這些資源，例如在課

堂開始時作簡介，或在課堂中用來作討論的材料，亦可於課堂後作總

結。視像或音響效果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例如：播放有關食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http://www.hkedcity.net/edb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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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成衣生產線和廠房內如何運用機器的影片，可以加強課堂的趣味

性，並且促進學生對學習內容的了解。  

 

6.3.4 社區資源 

 

為把現實世界的議題帶進課室，教師可利用來自社區及各個專業團體或組織的

資源及支援，提供機會，讓學生理解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應用所學的知識。例如

安排：  

 

  訪問在食物、服裝、紡織界別工作的專業人士、校友、家長，了解他們

的工作，並進行相關的日常課業  

  參觀或實地考察商業或非牟利機構的食物或服裝行業、工廠、生產線，

了解食品或紡織品生產的實際發展  

  參觀大專院校的食物、成衣、紡織實驗室，以及其他可以引發學生興趣

的地方、資源中心、展覽中心、公立圖書館等，以擴濶學生的視野，提

升他們對相關範疇的學習興趣，並在適當時候深入研習  

  參觀食物博覽會、時裝表演，找出更多相關範疇的發展趨勢及靈感  

  為長者、青少年中心、幼兒院舉辦活動、宣傳節目等，應用或展示學生

的共通能力  

 

 

6.4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 
 

為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類型、能力及興趣，使他們的學習更有效，科技與生活科教師

須靈活運用各式各樣的學與教資源，例如：第一手資料(學生自行設計問卷及進行調查)

及第二手資料(從參考書等)；圖表或圖像及文字；不同形式的文章或工作紙等。教師

可在進行腦力震盪、延伸課業及在課堂中討論食品或成衣的最新議題及個案研究時運

用這些資源。總括來說，學與教資源中的資料應能加強學生的理解、拓濶他們的視

野，讓他們作深入研習，而不應要求學生背記。學生若能綜合和轉移所學，是有效和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的指標。請參閱附錄三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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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資源管理 

 

面對各式各樣的學與教資源，科技教育科的科主任與教師可共同訂立一個機

制，有效和有條理地管理和分享這些資源，也可與校內其他教師共享相關的資

源。  

 

6.5.1 校本資源庫 

 

很多學校已在學校聯網中設置資源庫，科技與生活科教師可要求校方提供技術

支援，以不時加入新的資源。若學校尚未設置資源庫，教師可提出有關建議供

學校考慮。設置資源庫有助：  

 

  教師與學生通過內聯網或其他在校內容易使用的方法，例如：閱讀分享

及專題研習，共用學與教資源  

  建立互動平台，讓學生和教師之間可經常交流。較內向的學生也會樂於

採用這種溝通模式  

 

6.5.2 學習社群 

 

教師可不時反思自己的教學及運用不同學與教資源的效益。為此，他們可以組

成學習社群，通過網上討論或分享會中的面談，與其他相關專業人士交流意見

及經驗。  

 

6.5.3 學校圖書館主任和實驗室助理員 

 

學校圖書館主任是教師及學生的資源提供者，亦可為科技與生活科的教師提供

具最新的資訊，包括書籍和資料。  

 

科技與生活科教師亦須與學校實驗室助理員合作，確保能為實驗活動提供適切

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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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吃甚麼 

例子一 膳食設計概念圖 

 

 

 

 

 

 

 

 

 

 

 

 

 

 

 

 

 

 

 

 

 

附錄一 

 

為家庭中不同成員準備膳食時需要考慮甚麼

因素？ 

食品 

家庭成員的需要

members 

營養素

utrients 

預備食物

的方法 

準備 

烹調 

衛生 

主要營養素 

奶類、乳類

製品及雞蛋

airy & eggs 

微量營養素 

年齡組別

group 

特別需要

needs 

特別場合

occasions 

肉類及魚類 水果及蔬菜

vegetables 
五穀

Cereals 

兒童 

青年 

成人 長者

derly 

素食者

etarian 

孕婦 康復中的病人

valescents 

需要控制體重人士 

派對 

應節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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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 教學計畫 

 

級別﹕中四至中五年級  

教節﹕二十四週   

課業數目﹕四至六  

 

已有知識﹕  

 家庭層面  

 消費者選擇食物的行為及涵義   

– 影響消費者選擇食物的因素  

 營養、飲食與健康的關注  

  營養素和水  

  健康和營養  

 

學習成果﹕  

學生能夠﹕  

 瞭解有關個人在生命周期各階段攝取食物的建議，明白通過照顧不同的飲食

需要來保持個人及家庭成員的飲食健康的重要  

 辨別個人在生命周期各階段所需的營養，包括特別的飲食需要  

 在計畫及預備膳食時考慮食物的營養價值及用途  

 通過預備不同場合的膳食，檢視食物的選擇如何反映我們的社會角色及生活

方式  

 在為個人提出膳食計畫時考慮他們的營養需要，藉此改善個人的健康  

 預備及烹調食物以滿足個人需要  

 評估影響個人營養狀況的不同因素  

 以個人、家庭及社會角度檢視消費者選擇食物的行為的複雜性及影響  

  

以合乎衛生的方式使用不同技巧，預備食物，藉此探索不同家庭成員的飲食需

要。  

 

家庭成員的需要  食物  技巧  

年齡組別  

 兒童  

 青年  

 成人  

 長者  

 

 

 奶類、乳類製品及雞蛋  

 肉類及家禽  

 魚類及海鮮  

 大豆及大豆製品  

 水果及蔬菜  

 五穀及穀物  

 預備  

 烹調  

 進食  

 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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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的需要  食物  技巧  

特別需要  

 孕婦  

 康復中的病人  

 素食者  

 節食人士  

 

特別場合  

 派對  

 應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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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 建議學習活動 

 

以合乎衛生的方式運用多種技巧，預備及烹調雞蛋和乳類製品，藉此探討兒童

的飲食需要。   

 

教節：十六教節(四週)  

 

課堂  時間分配  

或課題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1 兩教節  

 飲食需要  

 膳食計畫   

 雞蛋  

 奶類及乳類

製品   

 甚麼是、為何及

如何維持均衡的

飲食  

 飲食指引  

 兒童每天食物攝

取量的建議  

 主要營養素及微

量營養素的分

類、功能及來源  

 

理論   

 教師簡介兒童的

飲食需要  

 學生討論膳食計

畫的一般準則以

及預備兒童餐所

須考慮的特別因

素  

 學生參閱食物成

分表，找出雞蛋

和不同奶類及乳

類製品的營養價

值   

 教師介紹雞蛋結

構及與學生討論

雞蛋、牛奶及芝

士在膳食中的用

途以及這些食物

的烹調方法  

 教師與學生討論

雞蛋、牛奶及芝

士的選擇及貯存

方式  

 

 

2 兩教節  

 現有的社會

問題  

 飲食習慣與健康

的關係    

 城市的營養問

題，例如：營養

不良  

 兒童常見的營養

失調及與飲食相

關的疾病〈例

如：痴肥〉的成

因及預防方法  

與兒童的飲食習慣

或飲食問題相關的

社會問題  

 教師展示數篇報

導香港兒童飲食

習慣的文章  

 學生討論潛在問

題及建議改善方

法  

 剪報  

 學生分成小

組，從不同角

度討論有關事

項，包括生活

方式的轉變、

食品供應行業

的科學及科技

發展   

學習是成果 

教學是直接

傳授

sInstruction 

 

社會議題

探究模式 

學習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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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時間分配  

或課題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3 四教節  

 雞蛋、鮮奶

及芝士的特

質  

 

 不同的烹調方

法，例如：煮、

蒸、炸、焗  

 

食物測試或探究 

 學生進行以下測

試:  

– 熟習烹調雞蛋

的不同方法  

– 探究在預備食

物時起泡蛋白

的用途  

– 研究熱力及酸

性對牛奶的影

響   

– 理解如何烹調

芝士  

– 學生編製報告

作口頭演示  

 學生分成小

組，並進行四

項測試  

 

兩教節  

 知識分享  

 

 人體消化系統  

 各種營養之間的

關係，例如：蛋

白質與 PH 值的

關係  

 

簡報及討論所得資

料 

 學生簡報所搜集

的資料，教師作

出總結及討論﹕  

– 熱力對消化性

的影響  

– 在預備食物時

的用途  

 

 

 

4 兩教節  

 膳食計畫   

 

 

 各種膳食的的模

式  

 營養與飲食  

 影響消費者選擇

食物的因素  

 

探討兒童餐單  

 學生搜集適合使

用雞蛋及  /  或乳

類製品的兒童餐

及菜式的食譜  

 學生須計畫一週

的菜單  

 學生從餐單中選

出一餐膳食，並

為該膳食預備工

作計畫  

 

 學生須檢視兒

童的營養需要

及與健康有關

的議題  

 學生在選擇或

設計兒童餐

時，應考慮膳

食計畫的準則   

 

兩教節  

 實習活動  

 基本的食物烹調

技巧  

 

落實工作計畫 

 學生預備及烹調

所選定的膳食  

 學生提供改善的

建議   

 學生分成小

組，進行實習  

 教師可應學生

要求示範預備

及烹調食物的

技巧  

教學是探索 

教學是共同建構 

學習是過程 

探索式學

習模式 

學習是共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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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時間分配  

或課題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兩教節  

 簡報  

 口頭演示技巧  

 應用資訊科技的

技巧以作出簡報  

報告及反思  

 學生口頭演示其

計畫及評鑑  

 

簡報將包括﹕  

 評鑑菜式或膳

食對兒童飲食

習慣或飲食問

題相關的社會

問題的合適性  

 解釋影響選擇

菜式或膳食的

因素(家庭關

係、生活模式

及消費者行為

對選擇食物的

影響) 

 評鑑工作計畫

的流程(例

如：規畫及組

織工作、與個

別人士合作及

協調)  
 

 

學習是共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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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師及學生提供的注釋  

 

第一階段  –  引導方式或緊密督導(在單元開始時) 

 

教師的角色  

 

教師應：  

1.  預備大部分的教材，包括以下各項的教材﹕  

 膳食計畫的準則  

 雞蛋、奶類及乳類製品的成分、結構、營養價值及用途    

 一系列的實驗以支援課程  

 有關香港兒童的飲食習慣的剪報及文章等，以作討論  

 學生參考用的食譜  

2.  在授課時擔當導師的角色  

3.  在腦力激盪及分組討論時擔當促導者的角色  

4.  在實習及實驗時擔當督導員的角色  

  

學生的角色  

 

學生應：  

1.  在理論課時作為具反思能力的學習者  

2.  在腦力震盪及分組討論環節中作積極參與者  

3.  主動搜集與課題相關的資料  

4.  訂定及落實自已的工作計畫  

5.  評鑑及修訂自已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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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減少指導  

 

教師的角色  

 

教師應：  

1.  提供指引，讓學生蒐集不同年齡組別及食物的資料  

2.  準備一系列的實驗以支援課程  

3.  促進學生分組討論  

4.  就學生討論及口頭演示給予回饋  

5.  督導實習及實驗活動  

6.  鞏固學生的知識(理論部分)及技巧(實習)  

7.  就學生的簡報及工作態度給予回饋  

 

學生的角色  

 

學生應：  

1.  分成小組，搜集資料  

2.  呈交就特定年齡組別及食物所搜集的資料  

3.  選擇相關實驗，以証明食物科學的理論  

4.  為預備一餐膳食，挑選合適的食譜  

5.  建議、落實膳食計畫及作出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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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 時裝設計概念圖 

 

 

 

 

 

 

 

 

 

 

 

 

 

 

 

 

在為家庭成員設計及縫製衣服

時需考慮甚麼因素? 科技 

紙樣製作/調整 

成衣縫造 

 縫合骨及摺邊 

 開口及繫結 

 領綫 

 衣袖 

 口袋 

 腰綫 

 打摺 

 緣飾 

 

個別人士的需要 

年齡 性別

ender 

場合 活動 財政狀況 身份

1ntity 

設計 

目的及原則 

設計元素

elements 

設計過程

process 

展示 

纖維及布料的特性 

選擇穿甚麼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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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二 教學計畫 

 
級別：  中四至中五年級  

教節：  二十四週(四教節  x 二十四週  = 九十六教節，每節四十分鐘)，四至六個

課題  

 

已有知識: 

 家庭層面  

 消費者選擇服裝的行為及涵義  

  個人及家庭考慮因素  

  社會、文化、環境、科學及科技發展等影響服飾選擇的因素  

 成衣及紡織物料  

  不同纖維的特質  

  不同纖維的用途  

 布料構造  

  布料構造的類別  

  布料上色的類別及特點  

  加工潤飾  

 基本時裝設計  

  時裝設計的目的及原則  

  時裝設計元素  

  時裝設計過程  

 

學習成果：  

學生能夠：  

 為不同年齡組別及個別人士於不同情況的需要，設計合適紡織產品  

 明白時裝潮流興起的原因，並從周遭環境 (例如：大自然、不同文化、傳統模

式及過往潮流)獲得意念及靈感  

 分辨不同的布料及新發明的紡織物料，如何迎合現代生活模式  

 將需要轉化成設計，以保護用者及改善個人儀表  

 根據紡織實驗及探究過程中所得結果，製作展示板，包括一系列草圖、繪圖

或相片，展示他們如何透過生產過程的主要程序，發展產品的設計  

 從個人、家庭及社會角度檢視消費行為對選擇服飾的複雜涵義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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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合適的衣服及物料，滿足個別人士的需要   

 

個別人士需要  影響衣服選擇的

因素  

服裝設計  布料質地  技術及合適的工

業科技  

 年齡組別  

– 嬰兒  

– 幼童  

– 青年  

– 成人  

– 長者  

 不同身型  

 性別  

 場合  

– 派對  

– 戶外活動  

 財政狀況  

 生理  

 心理  

 社會  

 經濟  

 環境  

 個人形像  

 時裝潮流  

 科技  

 目的及原

則  

 時裝設計

元素  

 時裝設計

過程  

 

 韌度  

 拉長  

 伸縮性  

 耐磨度  

 彈性  

 吸濕性  

 穩定性  

 防皺  

 隔熱  

 防水  

 防曬  

 

 

 紙樣製造  

 縫製及剪裁技

巧  

– 縫合骨及摺

邊  

– 開口及繫結  

– 領綫(鑲

邊、衣領

等) 

– 衣袖  

– 腰綫  

– 打摺  

– 口袋  

– 緣飾  

 

建議主題，例如：環保議題、便服、隆重服飾、革新設計或混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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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三 建議學習活動 

 

課題：環保議題  

教節：二十二至二十四教節   

 

課堂  時間分配或題目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1 兩教節  

 環保議題  

  討論有關環保的

事項，例如：  

– 3R(減少，再

用，  再循環) 

– 綠色紡織品  

– 避免污染帶來

的禍害(例如：

噪音及空氣污

染)  

– 防止因臭氧層

受損而受太陽

直接灼傷   

 

 利用報紙及

雜誌文章、

錄影帶  

 學生分成若

干小組進行

討論，並簡

報根據提供

的資料中得

到的結論   

2 八教節   

 收集及分析資

料  

 測試布料質地  

 服裝設計  

 展示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過

程  

 展示服裝設

計時的繪畫

技巧  

 製衣及紡織

所用物料的

特色  

 衣料製造  

學生完成下列三項

課業後需製作展示

板，展示其設計(課

業的次序並非固定)   

 

 根據所選擇的項

目蒐集設計  

– 學生或教師從

雜誌及網頁搜

集有關設計   

– 學生以功能及

美學角度分析

有關設計  

– 教師與學生討

論及總結各設

計的類同之處

及特點  

– 教師介紹有關

纖維及布料的

環保議題  

  

 學生可分組

完成課業  

 

 

學習是成果 

教學是直接

傳授 

學習是過程 

教學是探索 

社會議題探究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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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時間分配或題目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紡織品實驗  

-  學生利用不同

的布條進行實

驗，測試其合

適度   

-  學生觀察各布

條的變化  

-  學生比較結果

及完成報告  

 

 學生可進行

一至兩次實

驗，並與組

員分享所得

結果  

 

 設計成衣或製成

品  

-  在選定項目

上，學生為特

定目標群設計

衣飾，並製作

時裝繪畫  

-  學生需分辨有

關設計所需的

布料的特徵  

 

 學生需預備

個人設計  

 學生按不同

家庭成員的

需要考慮設

計  
 

3 兩教節  

 紙樣製造  
 起草紙樣的

基本認識  

 學生改良基本紙

樣，以製造全新

紙樣  

 教師提供基

本紙樣，或

學生以電腦

輔助設計系

統或取自現

有成衣等不

同方法製造

紙樣  

八至十教節  

 成衣縫造   

 

 基本縫紉技

術  

 

 

 體現設計  

-  學生根據設計

縫製成衣或作

品  

 

 

 個人或組別

習作均可  

 學生於此單

元須完成最

少一次個人

習作  

 

4 兩教節  

 評鑑及簡報  

 

 口頭演示技

巧  

 資訊科技應

用  

 小型時裝表演  

– 學生穿上其他

同學設計的服

飾  

– 設計者以展示

板介紹其作品  

簡報將包括 :  

 評鑑該成衣

或作品是否

合適，包括

能否滿足目

標群的需要

探索式學

習模式 

學習是共同建構 

教學是共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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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時間分配或題目  已有知識  活動  注釋  

– 其他學生可就

作品作出評論   

 

 

及回應所選

擇的項目   

 解釋選擇衣

服的因素(家

庭關係、生

活模式及消

費者行為對

選擇服飾的

影響) 

 評鑑所選擇

的步驟或程

序(例如：計

畫及組織、  

與他人合作

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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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與教資料  

 
參考書籍 
 

1. 家庭部分  

Allan, G. (Ed). (1999). The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Baker, M.(2001). Families, labour and love: Family d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Sydney: 

Allen & Unwin. 

Elliot, B., Mulroney, L., & O’Neil, D. (2000). Promoting family change. Sydney: Allen & 

Unwin. 

曾文星。2004。《家庭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許美瑞、阮昌銳。2001。《家庭人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2.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Byrd-Bredbenner, C. (2000). Exploring Science in the foods lab. USA: The Goodheart-

Willcox Company Inc. 

Kittler, P. G., & Sucher, K. P. (2004). Food and culture (4th ed.).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Millstone, E., & Lang, T. (2003). The Atlas of food.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Proudlove, RK. (2001).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Foods (4th ed). London: Forbes 

Publications 

Tull, A. (2002). Food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clavik, V. A., Pimentel, M.H., & Devine, M.M. (2002).Dimensions of food. London: 

CRC Press 

Ward, J.D. (2002). Principles of food science. USA: The Goodheart-Willcox Company Inc. 

A.W. Logue 著，游恒山譯。2002。《飲食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有限公司。  

約翰‧羅彬斯著，張國蓉、涂世玲譯。2002。《新世紀飲食》。台北：琉璃

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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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詔。2004。《民俗文化趣談-飲食》。香港：萬里機構。  

瑪麗恩‧內斯特爾著，程池，黃宇彤，袁瑋譯。2004。《食品安全：令人震

驚的食品行業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瑪麗恩‧內斯特爾著，劉文俊，王瑩，張國春譯。2004。《食品政治：影響

我們健康的食品行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Cresswell, L. (2001). Textiles at the cutting edge. London: Forbes Publications. 

Down, J. (1999). Textile Technology to GC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erle, H., Hermeling, H., & Hornberger, M. (2002). Clothing technology (3rd ed.) Haan-

Gruiten: Europa Lehrmittel. 

Hastreiter, K., & Hershkovits, D(Eds). (2004). 20 years of style. USA: Harper Design. 

McDowell, C. (2003). Fashion today. London: Phaeton. 

周啟風。2004。《服裝設計與時裝畫技法》北京：北方交通大學出版社。  

張弦。2005。《紡織品與市場開發》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普蘭溫‧科斯格拉芙著，龍靖遙，張瑩，鄭曉利譯。 2004 。《時裝生活

史》。上海：東方出版  

劉國聯。2005。《服裝新材料》。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  

劉曉剛。2004。《時裝設計造型》。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期刊 
 

期刊  出版商  

選擇月刊  消費者委員會  

DATA News The Design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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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以下機構的網址可提供與科技與生活科有關的學與教資料，這些網站的最新連

結將上載於教育局網站  (http://www.edb.gov.hk)  

 

1.  食品科學與科技學習範疇  

機構  網址(截至 2015 年 10 月) 

Th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http://www.ase.org.uk/home.php 

The Federation of Bakers  http://www.bakersfederation.org.uk/ 

British Nutrition Foundation http://www.nutrition.org.uk/  

The Food Allergy and Anaphylaxis Network http://www.foodallergy.org/ 

Food in Schools http://www.foodinschools.org/ 

Food Technology http://www.foodtech.org.uk/ 

Food Safety Lesson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ttp://extension.psu.edu/food/safety/educators/f

ood-safety-lessons-for-middle-school-students 

 

2.  服裝、成衣與紡織學習範疇   

機構  網址(截至 2015 年 10 月)  

Fabricadabra http://www.fabricadabra.co.uk/ 

Fashion-Era http://www.fashion-era.com/ 

Hint Fashion Magazine http://www.hintmag.com/ 

Melbourne School of Fashion http://www.melbourneschooloffashion.com.au/ 

Mudpie http://www.mudpie.co.uk/ 

The Society of Dyers and Colourists http://www.sdc.org.uk/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shion 

 

 

 

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 
 

機構名稱  網址(截至 2015 年 10 月) 

http://www.ase.org.uk/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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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www.afcd.gov.hk 

 

消費者委員會  http://www.consumer.org.hk 

 

衞生署  http://www.info.gov.hk/dh 

 

教育局  http://www.edb.gov.hk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http://www.cuhk.edu.hk/sci 

 

香港大學理學院  http://www.hku.hk/science 

 

食物環境衞生署  hhtp://www.fehd.gov.hk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http://www.hwfb.gov.hk 

 

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  http://www.hkfda.org 

 

香港食品委員會  http://www.hkfc.org.hk 

 

香港食品科技協會  http://www.hkfsta.com.hk/index.htm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  http://www.itc.polyu.edu.hk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http://www.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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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 

 

用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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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核目標  公開評核所評核的課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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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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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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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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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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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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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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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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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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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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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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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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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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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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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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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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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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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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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與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涵蓋課程要求學生學習的重要範圍，包括知

識、能力和價值觀等，並訂定出課程學習的方向，以

作為學校規畫課程的依據。  

 學習重點是根據學習目標發展出來的重點內容，作為

學校設計課程和教學的參考。學習重點具體地說明學

生在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學習範疇所需學習的知識、

需掌握的能力，以及需培養的興趣、態度和習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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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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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評核  與香港中學文憑相關的評核和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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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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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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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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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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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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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及國民身分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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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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