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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籽計劃背景
主題: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常識科與高中通識教育科的銜接
成員:
� 香港教育學院 科學與環境學系 團隊 (蘇詠梅教授，李泰開博士，鄭雅儀博士，林從敏女士，陳炳文先生)生)
� 教育局 特殊教育需要組 同工
� 9位 特殊學校 常識科老師
過程：
� 課程調適會議11次
� 觀課6次，以及前後的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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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的銜接
1. 為甚麼要強調常識科與通識科的銜接？

2. 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3. 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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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強調常識科與通識科的
銜接？
• 基礎教育常識科與高中通識科的關係：

�「從小學及初中階段各學科/學習領域掌握高
中通識教育/獨立生活科的基礎知識，發展他
們的共通能力，使他們易於建構新知識，為
學習本科奠下良好的基礎…」

�例子：「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通過常識科和
德育及公民教育，初步掌握有關青春期的生
理和心理變化、社交和群性發展等知識，這
可作為高中通識教育/獨立生活科「成長的挑
戰」、「婚姻與獨身」等議題/課題探究的基
礎。」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通識教育/獨立生活課程及評估

補充指引(中四至中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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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強調常識科與通識科的
銜接？

常識科

(基礎教育常識課程(智障學生)課程調適，2011)例子：
1. 生活技能
2. 科學概念

例子：
1.議題為本
2.更強調個人
對議題的價值
取向

通識科

例子：
1. 對個人、社會、國
家和世界的理解
2. 探究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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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的取向：
�藉著課程中的六個不同範疇，更了解自己所身
處的世界

�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發展他們的各種能力，
以探究與科學、科技及社會有關的課題和事件

為甚麼要強調常識科與通識科的
銜接？

以探究與科學、科技及社會有關的課題和事件

• 通識科的取向：
�加深對個人、社會、國家和世界的理解
�議題探究/課題探究的模式，作多角度思考

(基礎教育常識課程(智障學生)課程調適，2011)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通識教育/獨立生活課程及評估
補充指引(中四至中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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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程度 為甚麼要強調常識科與通識科的銜接？

學習技能
學校課程的不同層次

常識科 通識科
擴闊生活經驗
和知識面

議題探究
－需要解決問題
－具批判思考的能力
－開通、明事理
－獨立處事、能應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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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 常識科為學生提供學習通識科的基礎知識

常識科學習範疇 通識科單元

一、健康與生活 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二、人與環境 二、今日香港二、人與環境 二、今日香港

三、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三、現代中國

四、社會與公民 四、現代世界

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五、公共衛生

六、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六、環境科學

七、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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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 常識科為學生提供學習通識科的基礎知識

常識科學習範疇 通識科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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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與公民 四、現代世界

五、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五、公共衛生

六、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六、環境科學

七、科學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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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 發展共通能力

�創造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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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 觀察
• 指出特徵

其他共
通能力 創造力

• 分辨特徵
• 指出因果

• 分類
• 比較
• 決策

通能力

解難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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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銜接甚麼?
• 常識科為議題探究提供培養學習技能的機會
議題探究的主要步驟 所需的學習技能
提出問題 觀察、辨認特徵

設計方案 列出條件、推測

搜集/分析資料 分類、比較、指出因果

決策 判斷好壞優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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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通」通識科的管道
1. 教師對學校課程的不同階段的認識和預備
2. 理解常識科在學校課程（幼稚園至小學至初中
至新高中）中的位份與作用

� 基礎知識(Knowledge)

� 學習技能 (Learning skills)
増強、澄清、擴闊和鞏固概念

反覆運用和領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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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KS1課題：家居衛生
預期學習成果：
說明保持個人衛生習慣與環境衛生
的重要性
內容：
不清潔的環境容易令人生病

KS1課題：飲食衛生
預期學習成果：
說明飲食衛生的重要性
內容：
保存食物的方法

KS2課題：社區衛生
預期學習成果：
指出一些社區環境衛生問題及說
出處理社區環境衛生問題的方法
內容：
妄顧環境衛生對鄰里帶來的影響

KS3課題：傳染病
預期學習成果：
懂得搜集有關健康及環境衛生的資訊
內容：
認識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包括食物、動物等

KS4課題：公共衛生
預期學習成果：
能從多角度了解個人生活與公共衛生的相互
關係
內容：
個人對公共衛生的責任

公民責任
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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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KS1課題：社區設施
預期學習成果：
說出社區對的我們的重要性
內容：
認識社區常見的設施

KS1課題：不同的社區
預期學習成果：
描述不同社區的特色
內容：
認識香港不同的社區(如旺角、沙田)

KS2課題：購物
預期學習成果：
列舉提供不同服務的店舖
內容：
分辨不同類型的店鋪

KS3課題：常見的交通工具
預期學習成果：
簡述由其他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例如：電力、巴
士，地鐵)
內容：
從不同角度比較各種公共交通工具

KS4課題：社區資源
預期學習成果：
能從多角度探討香港社會的需要和問題，藉此作出批判、
分析和反思，從而提升對生活素質的認識
內容：
個人在日常生活的需要(衣食住行)

個人身心需要

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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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學習技能：掌握不同的學習技能

5. 環境污染對人類的影響(分析)

6. 日常生活中愛護環境的方法(解難)

1. 指認地球的天然資源-木材

2. 指出木材的一個特徵(指出特徵)

3. 木材的用途(分類)

4. 開發天然資源對環境的影響(說明)

17



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學習技能：在更複雜的情境下運用一種學習技能

情境：
同學生日，買一份
生日禮物給他。

更複雜的情境：
2. 加入金錢、購物
地點或其他限制

更複雜的情境：
1. 加入生日同
學的喜好生日禮物給他。

(指出特徵/比較)
地點或其他限制學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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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與通識科要如何銜接？
學習技能：擴闊應用的層面

指認/比較 中國人與西方人的生活習慣
(飲食、服飾、問候方式)

指認/比較 中國節日和西方節日的習俗
（活動、食物）

指認/比較 農曆新年和聖誕節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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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常識科與通識科的銜接不是新鮮事物
• 銜接向度：基礎知識及學習技能
• 基礎知識：擴闊學生的知識面
• 學習技能：逐步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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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點 課題 講者

基礎知識

中國古代成就 香港教育學院代表

識飲識食 保良局
余李慕芬紀念學校代表

四海一家－多元文化：
香港國際大都會 沙田公立學校代表

學習技能

善用餘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學校代表

香港食住行 東華三院
徐展堂學校代表

保持家居衛生的重要性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啟愛學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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