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方位學習：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課程宗旨  

幫助學生： 

 對自己、社會、國家和世界有概括的了解； 

 保持健康的個人發展；以及 

 成為有自信、具識見及負責任的人，為家庭、社區、國家及世界的福祉作。 

 

學與教 

 將學習設置於不同時間、地方、制度、文化及價值體系的情境中。 

 為學生裝備各種學習技能，包括探究和共通能力，以認識和處理各類議題。 

 鼓勵學生透過參與課室內外各種不同的活動來學習 。 

 促進學生協作學習和自主學習 。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可理解為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令學生掌握單靠課

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 

 在本學習領域中，全方位學習早已成為學與教的一部分。全方位學習的主要特

徵是體驗式學習。體驗式學習為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在真實生活中與人或環

境互動，獲取一手資料，從而建構對某主題／課題的理解。這個學習過程需要

學生採取主動（例如：與其他人互動、應用已學到的知識、結合理論與實踐等）

及進行反思，以深化對某學習範圍的認識，拓闊視野，促進和培養全人發展及

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學習領域中的全方位學習可以由學校單獨提供，或與教育局及／或與社區中

的非政府機構合作提供。活動可包括社區研習、探訪、社區服務，以至在香港、

內地及海外的社區改善計劃等。這些全方位學習活動除了培養學生對社區、國

家及世界的深入了解外，也可以落實主要課程發展重點，例如培養人文素養及

開拓與創新精神，以及鼓勵學生盡早開始生涯規劃。 

 

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子  
 學校可安排學生參加在內地或海外的義務或人道救援工作，以培養學生的人文

素養、國民身份認同和全球視野。學生親身從不同的人和事所獲得的經歷，有

助他們減少對部分人和事的誤解，並能拓闊視野。 

 現行的一些計劃能讓學校推展開拓與創新精神，推動學生開展生涯規劃，例如

商校合作計劃便為學生提供了解不同行業，建立合宜的工作態度，適應經濟的

轉變，並達至全人發展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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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課程發展

議會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