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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探究常識科準教師教授政治課題 

 

  摘要   

由現時香港政治局勢不明朗和常識科課程設計兩個因素觀察和分析，教授政治相

關議題亦相比前代複雜。對於年青一輩的準教師來說，於將來教授政治課題變得具有挑

戰性。 

本研究針對常識科準教師，對教授高小常識科中政治相關課題的看法進行探討。

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訪問四名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學士主修小學常識科的師範學生，

其實習期間教授小六「香港特別行政區」課題，在課前準備和授課後進行提問。 

研究共訪問四位常識科準教師，根據分析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一、準教師認為教授政治課題時有頗大困難。 

二、就小六《香港特別行政區》單元而言，認為《朗文常識》教科書設計較乎合，而

《今日常識新領域》教科書相對遜色。 

三、教授具爭議和敏感政治議題，準教師一致選擇採用「平衡法」導向，另外亦有不同

方法引導學生討論。 

從結論中得知常識科準教師於教授政治課題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覺得教授政

治課題相比其他範疇困難，教科書教學支援不足，祇好另設計出一套自己既定的教學方

式。 

關鍵詞： 

    常識科       準教師       政治課題     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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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題目闡釋   

「探究常識科準教師教授政治課題」題目乃根據筆者於就讀課程期間的觀察和經

歷而形成。 

課程設計方面，常識科以三大學習領域並由六個學習範疇組成。與科學教育和健

康教育相關的「健康與生活」、「人與環境」、「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和「了解

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相關課題通常能以生動的探究學習(包括科學探究及社會探究)和小

實驗，讓學生能自己探索和學習當中的知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參與程度一般較高。至

於社會教育相關的「社會與公民」中政治課題，例如小學三年級的「我們的社會」、小

學五年級的「神州大地」和小學六年級的「選賢與能」等均需教授特區政府和中央人民

政府的知識和時事(課程發展議會，2011)，相比有固定理論的科學課題，社會政治議題相

關內容變化較大，教學內容需要隨著政策或社會實況的變動而頻繁作出更新或修改。 

於個人教學經歷體會中，筆者感受到政治相關的課題相比科學和其他社會人文教

育的課題，前者在設計教學活動和施教的過程相對有較大的限制。筆者於第二次教學實

習中需要教授六年級「基本法的保障」和「港人治港」兩個單元，於設計教學活動時遇

到困難，很難設計出以學生主導和生動的學習活動；於施教時發現學生對課題不感興趣、

學習動機偏低和學生的基礎知識水平參差，學習差異甚大。 

就現時香港政治局面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世界上較獨特的政治體制，沒有其

他國家的相關參考，自然遇到的問題是前所未有，要處理的政治問題會相對複雜。自香

港回歸以來，政治形態上一直存有不同爭議和衝突，如近期的雨傘運動、立法會拉布、

反對特首處事的聲音及 2016 立法會和 2017 特首選舉等。這些都是教師需要在教導政治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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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向學生說明的時事。然而在 2016 年 8 月，教育局發出聲明指任何有關「港獨」的討

論和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更甚是若教師鼓吹港獨思想，將有機會取消註冊教師資格。

面對敏感的政治議題，如何向小學生教導和交代香港政治局勢是一項挑戰。 

綜述之，由於以上三方面的因素結合的呈現，使筆者對準教師教授常識科政治相

關課題的看法產生興趣。同時，社會對教師教授敏感的政治內容關注，所以顯得教授政

治議題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重要，常識科準教師的相關看法應該受到重視。 

2. 文獻回顧   

2.1 常識科中的政治教育   

根據常識科課程指引的內容 ，課程的宗旨有三項直接與社會的身份有關：（一）

成為富責任感的公民、（二）認識自己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本身

的福祉及（三）培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家和世界(課程發展議會，2011，

頁 9) 。課程的具體設計也圍繞著這些宗旨而訂立，本文第一部份的課程設計段落提到六

大學習範疇中「社會與公民」是包含政治教學課程，和當中涉及政治議題的單元。於第

一學習階段中，涉及「社會與公民」主題大多不會涉及高階思維的政治課題，只會初步

簡單認識社會的運作，如基本法的由來、法律和規則的重要性及認識區旗特徵。於第二

學習階段，開始了解基本法的內容、特區政府的運作，甚至要培養學生對基本法尊重的

態度(頁 27-30)，可見高小常識科內容涉及獨立思考的政治教學內容。 

不同出版社的常識教科書，以小六「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主題為例，雖然教學內容

大同小異，同樣教授一國兩制含意、政府架構、三個重要機關的工作和權利與義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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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相關的課題有不同的學習活動（參考附錄 10.1）。朗文香港教育的《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第二版) 單元一「政府與我」中的教學活動設計多以看圖描述和看根據教師提

供的資料作討論，間中有學生自主學習的活動，如分組調查立法會議員和訪問等。教育

出版社《今日常識新領域》小六第一冊的教學設計較依賴書本內的辦別活動和教師的提

問，以觀察書中圖片作討論為主，間中有小組活動，資料由教師預備。新亞洲出版社的

《小學常識》6 上 B 單元一「香港特別行政區」，雖然與上述兩本教科書相若，以看圖討

論和完成書本練習為重，但當中有些活動設計明顯以生學為學習主導。 

 

2.2 教授政治的專業態度   

教師是專業職業，需要持專業的道德操守才能讓學生了解政府的運作和獨立思考

當今香港政治的問題和形勢。何水(1995) 曾在著名雜誌《先驅》刊登對香港教師教政治的

看法之文章，他認為單一的政治教育不適合香港，而政治教育是社會需要的，需要教導

和培養學生有政治觸覺的能力和關心社會的習慣。他認為政治教育的原則該取客觀的態

度而非取於中立，他指出： 

要教師以中立為教育政治知識的原則，就更加壞，因為只會令教師喪失了判斷是

非黑白的依據，這比不講政治更加壞。(頁 41) 

證明中立非有益於政治教學，反而教師的言論採取客觀態度，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與

學生討論才是正道。何水又指出老師的能力不足以將自己的政見「強加」於學生身上，

甚至學生會將老師的立場作批判性思考，與學生開放討論政見能修以身作則之效，使學

生明白關心政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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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例子方面，德國的政治教育因其歷史悠久及其深厚的底蘊辦得成功而著名。

「知」與「行」的統一是德國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則，傅安洲、彭濤和阮一帆(2006)對德國

政治教育進行辨析，指出「促進民眾對政治事件真相的認識,強化民主意識,增強參與政治

合作的準備」是其政治教育目標，並以「政治認知」作基礎，與「政治認同」和「政治

參與」作為核心的教學概念和邏輯(頁 89)。此外，德國的教師對兒童的政治教育有三大原

則：（一）老師的意見不能過於壓制學生的思維判斷、（二）有政治爭議的話題就當作

有爭議的事件處理、（三）讓學生發自內心的主動關心時事，從而得到參與政治的能力

(樂羽嘉，2015) 。德國於政治教育的成熟發展與成功，可供香港作參考之用。 

  

2.3 教授具爭議和敏感的政治課題   

政治教育難免會撞到社會上具爭議和敏感的課題，Hess (2005) 對教師教授政治爭

議性強的課題作出提議。在 Hess 的文章提及美國的學校公民使命報告 (Civic Mission of 

the Schools report) 中，指在政治課堂上討論當前的地區、國家和國際事務尤其重要，因為

他們能從討論中對政治獲得更大的興趣，又能知道更多的公民知識及提高明辨能力和溝

通技巧 (頁 47) 。 

Hess (2005) 又提出四個導向教授相關議題：否定法、賦權法、防避法和平衡法 (頁

48) 。否定法 (Denial) 即是老師不應將社會上所謂爭議的事情作為爭議，應該當作一個真

相和現象看待，說出當中的問題和真相後讓學生自己判斷和說出自己的看法，進行討論。

賦權法 (Privilege) 是讓學生以特定的視野或角色思考相關議題，從而讓學生思考更多和全

面 。防避法 (Avoidance) 是當教師認為一些爭議的課題是自己兼教不了，就可以不教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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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題，因為這些議題並非課程內容必教的項目。平衡法 (Balance) 是老師教授爭議時要

盡量平衡不同立場內容的比例，使學生能吸收不同的看法而非單一的壓倒性立場內容。 

圖一：四個教授爭議性時事的導向闡述 (Hess, 2005, P.48) 

 

在香港方面，由於受到政府和政治形態所影響，現今在香港學校教授政治議題變

得艱難。政治乃屬於社會議題，根據常識科課程指引於「教與學」部份所述，教師應採

用「議題為本」和「從閱讀中學習」了解真實社會狀況，方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知識、情

意和技能(課程發展會議，2011) 。以小六「香港特別行政區」主題為例，教授當中的一國

兩制課題時要教授基本法；香港政府的組成課題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等，這些皆

能運用最近的社會提倡港獨現象和立法會的衝突事件如議員宣誓引起的行政機關凌駕立

法機關風波。然而，特首和教育局均發出禁止在校園討論「港獨」言論和聲明，更有辦

學團體發出相關教師指引，如保良局 1、東華三院 2 和寶血會 3 等，內容大同小異對教師

發表政治相關的言論有所限制。此外，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禁止女學生派發港獨宣

傳單張事件 4 也某程度上使校園討論政治變得保守。由此可見，課程指引與政府或辦學團

體的教學規定造成矛盾，也令教師在教授具爭議或敏感議題時陷入苦境，亦有機會負面

地影響教師的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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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問題及假設   

為方便研究收集有效資料和集中研究，筆者訂立出以下三條研究聚焦問題： 

(1)  常識科準教師認為教授政治課題的困難程度有多大？ 

(2)  常識科準教師對香港出版社的常識教科書內「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主題

的教學設計的看法。 

(3)  當需要教授具爭議性的政治話題，準教師會如何處理和應對？ 

 

筆者假設問題 (1) 的研究結果是常識科準教師認為教授政治課題的困難程度是大的。

估計受訪者會認為問題 (2) 中，書本設計未能達到以學生為本和學生主導的教學理念。問

題 (3) 的研究結果是最值得關注，筆者推斷研究結果會因受訪者於政治關注和參與的程度

而異，若受訪者的政治關注和參與程度較高，教授具爭議性的政治話題會傾向與學生深

入討論相關議題；若受訪者的政治關注和參與程度較低，教授具爭議性的政治話題會傾

向略談或選擇不教授相關議題。 

 

 

 

 

 

 

1  明報專訊：〈保良局禁教師通訊平台政治表態：推新守則「為免影響學生」—違規可被炒〉，《明報》 

(2016 年 10 月 22 日) 。 

2  大公網：〈東華三院發放「港獨」指引〉，《大公報》 (2016 年 8 月 24 日) 。 

3  星島日報：〈寶血會指引禁老師校內鼓吹「港獨」〉，《星島日報》(2016 年 8 月 24 日) 。 

4  東網專訊：〈中學禁港獨搞政治當犯校規—學生退本土組織〉，《東方日報》 (2016 年 9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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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範圍   

是次研究將根據上述研究問題分為三部份，主要圍繞常識科準教師對教授政治議

題的看法。第一部份，主要探討常識科準教師對教授政治課題的難易程度的看法。第二

部份，研究將會收集準教師對教授常識科指引中的特定課題，而教學內容則訂於高小常

識科中政治相關的課題，因為當中的教學開始以高階思維為重心，於教學法上有值得討

論的地方。根據課程指引的設計，相關的單元有「選賢與能」和「神州大地」(課程發展

議會，2011) ，而是次研究將針對香港本地的政治教育內容，即是將研究範圍收窄至準教

師對小六「選賢與能」教學的看法。第三部份，收集常識科準教師對教授敏感或爭議性

的政治題目的看法和做法。 

 

5. 研究方法   

5.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進行，以個案研究的形式搜集常識科準教師對教授政治課題

的看法。採用質性研究的原因是本研究屬於深入了解社會的探索性研究，這種研究通常

深入案例並廣泛收集資料形式進行，能近距離收集第一手資料 (Ruane, 2005) 。個案研究

理論指出可以觀察、調查、會談和訪談等方法協助蒐集完整的資料(陳建和，2002)。是次

個案研究對受訪者受訪分為兩個階段：實習期間階段和實習後階段，實習期間階段為期

六個星期，將以觀測和會談在受訪者上進行資料紀錄和搜集；實習後階段將與受訪者進

行訪談。而後期訪談問題參考了吳俊瑤 (2003) 的國民小學教師政治態度之研究和曹永聰 

(2010) 的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政治態度之研究，使收集的資料得到可信性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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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訪談的形式收集有不少好處，研究者可以對受訪者追問，使受訪者的看法得到

更全面的解釋，資料搜集亦更完善，萬文隆 (2004) 指「深度訪談是要深入人心，探究受

訪者真正的想法，得到更真實的資訊」(頁 17)。本研究希望從深入訪談中分析得到影響準

教育教授政治課題看法的重要因素。 

然而，研究很可能觸及對訪問者的個人私隱想法，尤其談及爭議性大的政治議題。

如果受訪者在是次訪談進行期間認為問題有侵犯性，他可以選擇不回答該項問題，以確

保受訪者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進行訪談。當然，研究者有責任建立一個溫和的環境，使

受訪者能願意說出自己的內心想法 (Ruane, 2005) 。 

 

5.2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目標受訪對象是現在正就讀香港教育大學(教大)的四或五年級教育系小學

教育主修常識的準教師，透過傳送電郵邀請參與訪談。共訪問四名準教師，當中兩名受

訪者是四年級生（後稱 A 及 B），在實習期間教授小學六年級常識科「香港特別行政區」

主題，使用《今日常識新領域》教科書；另外兩名是五年級生（後稱 D 及 C），兩人曾

教授小三「生活在香港—我們的社會」，當中 C 曾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單元各出版

社之教科書。選擇的訪問對象原因是教大的四至五年級學生有到校實習的經驗，清楚常

識科的內涵，亦能較易掌握訪談內的問題意義，另外能在 A 實習時詢問即時情況。 

  



畢業論文    胡曦敏  

14 

 

表一：受訪者背景資料 

 

 

5.3 後訪談問題內容   

訪談問題設計參考了吳俊瑤 (2003) 和曹永聰 (2010)，二人的研究均設計了問卷，

而本研制參考當中的問題設計再作修改，變成第三部份的訪問問題。另外又揉合是次研

究三部份內容和研究聚焦問題，再訂立是次訪談的問題，問題有開放式和選擇式結構，

以便收集相關資料。訪問期間需用利用《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 (第二版) 、《今

日常識新領域》小六第一冊及《小學常識》6 上 B 三本教科書和 Hess (2005) 提出的四個

教授爭議議題的導向，讓受訪者了解後再回答提問（參考附錄 10.2）。 

該訪談進行期間，研究者和受訪者的對話內容會進行錄音，並以紙筆進行即時記

錄，記下受訪者的重點提述，以便訪談後作分析。分析方法是根據訪問的三部份逐一進

行分析，最後歸納出三項結論：(1)常識科準教師教受政治課題的難易程度看法和當中影

響的重要因素、(2) 教科書相關課題設計的看法 、(3) 教授爭議性大的政治話題取態和政

治關心及參與程度的關係 。 

 

 
就讀年級 實習時任教政治相關課題 

實習學校辦學

團體 

曾經研究小六「香港

特別行政區」教科書 

A 4 小六「一國兩制」 元朗區村校  （實習時研究） 

B 4 
小六「權利與義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成」 
元朗區村校 （實習時研究） 

C 5 小三「郊遊」（個案分析） 香海正覺蓮社  

D 5 
小三「做個好公民」、 

「奉公守法」 
世界龍岡學校  

受訪者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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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研究限制  

質性研究以深入訪談為收集研究資料的方法有其限制，例如太少的受訪者會影響

研究的客觀性、研究發現的代表性成疑和在訪談中會收集到與研究無關的資料而阻礙分

析的部份等等。另外，訪談對象為常識科曾教授小六「香港特別行政區」單元的準教師，

能乎合此要求的準教師很少，故需要另外訪問曾教授小三「生活在香港—我們的社會」

及曾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單元各出版社之教科書的準教師。雖然已盡量挑選對政治

教育有經驗和認識的準教師，但仍然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 

 

6. 研究結果 

6.1 政治教學難易度   

受訪者一致認為教授政治相關課題困難程度屬於大，原因可分成備課、教學法、

學生和時事四大點。 

備課方面，由於受訪者 A 和 B 認為自己對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政治概念認識不深，

所以備課時需要花時間釐清課題內的政治概念，例如一國兩制的基本法內容、人大釋法

和權利與義務的關係等等。受訪者 A 於實習期間表示，擔心難以掌握課題，特別是一國

兩制的爭議。另外，他於訪談時指出《今日常識新領域》中的一些的教科書內容與作業

的內容不一樣（見附錄 10.3 圖 A），所以設計教學時除了根據教科書框架，加入自己的

教學元素，還需兼固作業內容。另外，現今互聯網時事資訊流通，受訪者 D 說報館報導

和評論的立場鮮明，篩選有關報導，呈現哪些報導讓學生討論和學習，都需要費時和花

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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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方面，受訪者認為教科書的支援不足，例如課本內容不緊貼時事、讓學生

就著時事互相討論的活動少、教師版教科書活動設計單向，認為教科書未乎合理想中以

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不能大部份參考教科書的教學模式和內容。另外，由於受訪者一

致認為應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法，亦因此而衍生出如下學生各方因素的考慮。 

學生因素方面，由於學生學習差異大，所以設計教學內容時要兼顧不同學生的需

要。受訪者 D 指出實習時教導的學生一半是跨境學童，他們與本地學生的身份認同各有

差異，亦影響他們對香港政治時事的看法。另外，受訪者同樣指出學生對政治的認知程

度差異甚大，有的學生能夠就著最近的時事提問和回答提問，有的學生卻不太了解。受

訪者 A 指出教授「一國兩制」課題時，有學生提問「五十年不變之後，香港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港獨？」，學生的提問不但有深度，而且牽涉敏感議題。此外，受訪者 A 於被觀

課的課堂裡，有一名學生提問「甚麼是人大釋法？」，受訪者 A 本身也不太了解，場面

顯得尷尬。可見學習差異在於學生文化背景、政治認知、思考能力和學習動機，學生的

敏感提問也成為教學難點。 

學校文化方面，受訪者認為處理敏感議題時需要更加額外小心，除了要權衡資料

的全面性，也需顧及學校的立場和指引。受訪者 A 和 B 於 2016 年 10 月底開始實習，正

值教育局禁止校園討論「港獨」的時候，而他們同在元朗區一間村校實習，實習期間於

教師會議時，收到學校指示需要避免討論政治敏感議題。然而，受訪者 A 教授「一國兩

制」課題時，可以避免選取敏感報導作課堂討論，也不能避免學生的敏感提問。可見學

生的學習及求知意欲容易和學校的立場及指引有衝突。 

  



畢業論文    胡曦敏  

17 

 

圖二：受訪者對政治教學困難程度原因展述概念圖 

 

 

 

6.2 教科書相關課題設計   

訪談問題主要圍繞三本教科書的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目標，分析三本教科書哪本

書的教學效能較高，以及編輯教科書的假設性問題。最終得出結論《朗文常識》的「5D

傲然站香江」的教學效能較好，另外在假設問題中獲得有趣的回應。 

受訪者 A 和 B 的實習學校採用《今日常識新領域》，而他們實習時亦有參考《朗

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內容。受訪者 A 指出《今日常識新領域》的課程排序有問題。

他指出課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成」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的內容重覆，將行

政、司法、立法的內容重提（見附錄 10.3 圖 B），會令老師傳授知識時有的矛盾，學生

學習時也感到混亂，影響概念的建構。 

受訪者 B 和 D 同樣指出課題「權利與義務」的教學設計毛病。兩位同樣覺得課題

內的活動提問層次低，活動欠批判性思考。受訪者 B 指權利與義務的「說明權利和義務

在很多時候是相對的」教學目標以貼貼紙和配對活動進行並不合宜（見附錄 10.3 圖 A），

欠缺時事應用或分析的技能和態度的培養，他認為小六學生的學習程度不應以貼貼紙的

香港特別行
政區 

學生 

備課 教學法 

學校文化 

 概念釐清需時 

 教科書與作業內容不一 

 互聯網資訊篩選 

 學習差異 

- 文化背景 

- 政治認知 

- 思考能力 

- 學習動機 

 提問 

 

 教科書支援不足 

 學生為本 

 敏感議題 

- 如：港獨 

 學校立場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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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級學習層次活動，扼殺了他們多角度思考和批判思考的機會，亦使教學效能降低。受

訪者 D 指出活動討論的以虛擬情境題進行（見附錄 10.3 圖 C），讓學生難以將權利與義

務的知識理論應用對真實的香港社會。 

受訪者 C 曾於他四年級其中一課常識課程中的個人論文研究「香港特別行政區」

單元的教科書，正是本研究的其中兩本 — 《今日常識新領域》和新亞洲的《小學常識》

6 上 B。他當時的論文得出結論是兩本的設計其實相差無多，多是著重基本知識的灌輸，

填充和點對式答法是常用的教學法，但新亞洲有較多探討問題和教師引導。 

綜觀四位受訪者對《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的評價皆屬正面，認為朗文的

課程設計具連貫性，有助學生吸收知識；給教師的教學指引清晰；內容有提及傳媒於政

治時事的角色；政治內容牽涉較其他兩本廣闊；活動設計有個案分析，當中涉及爭議顯

得有進階的層次，從而訓練學生批判思考，得出多元的看法。 

當問及假如受訪者有機會編輯教科書，他們的取態各有不同。受訪者 B 和 D 同樣

會選擇作出編輯，根據上述所指出教科書的不足之處進行修改和加插，將貼貼紙、配對

和填充等活動更改成高階思考，如論壇  (forum) 和辯論  (debate) ；加入情境題討論 

(situation discussion) ，減少政府機關介紹篇幅。受訪者 A 則認為教科書只是輔助工具，教

學時會自己額外設計教材，沒有需要對教科書進行編輯。受訪者 C 認為香港社會的考試

導向的鼓吹和影響下，現有的教科書教學法需要保留。 

 

6.3 爭議課題教學  

受訪者了解四個教授敏感或爭議議題的導向的內容後，選取的教學導向傾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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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受訪者根據 Hess(2005) 導向內容選擇的教學取態 

 否定法 

Denial 

防避法 

Avoidance 

賦權法 

Privilege 

平衡法 

Balance 

A     

B 
    

C     

D 
    

 

他們一致選取「平衡法」導向為主要的導向，另外有兩位同時選擇「否定法」，

一位選擇「防避法」。選擇「平衡法」的原因有三個。首先，「平衡法」能夠讓學生建

立一個經過獨立和多角度思考過程而得出的看法和立場，乎合以學生為本的原則。第二，

學生的立場不應受干擾，所以老師的責任應該是提供不同立場的報導讓學生進行討論活

動。第三，在公民社會的大環境下，學生有必要知道和學習社會上於爭議問題，不同持

份者的各種取態，結果顯示準教師的妥協性原則 (principle of compromise) 。 

另外，三名同時選擇「否定法」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否定法」較合適。受

訪者 B 和 D 認為有些政治事件並非存在爭議，而應該是一個現象而已。受訪者 D 以銅鑼

灣書店事件作例，李波被內地人員帶走，內地人員在香港執法，破壞一國兩制，是一種

現象。受訪者 C 指如果連學者都未能對事件作評論及相關資訊混亂，自身未能處理當中

的教學時，會盡量避免運用「防避法」。 

除了四個導向的引導方法，受訪者亦有其他不同的方法引導學生。受訪者 A 利用

建構主義，將學生的前置知識透過不同的例子，引導建立新的概念。受訪者 D 指出會在

受訪者 

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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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課題前，先了解學生立場，再決定採用甚麼策略和選用甚麼材料引導學生了解爭議

的新聞。 

受訪者的關心政治程度各有差異，而且政治事件看法有異，但卻一致認為教師自

身關心和參與政治的程度大小，會影響教授政治課題的做法和取態。 

受訪者 A 認為自己一般留意政治，偏向看蘋果日報新聞，但只看標題。一般對議

題認識不深，會擔心教錯學生和給予既定立場學生。受訪者 B 指會留意新聞，但不會主

動參與政治活動，例如投票和遊行。認為自己立場非偏激態度中立，對他而言不會影響

教學取態，但認為如果老師有鮮明立場會影響教學。受訪者 C 的參與政治程度高，會上

街遊行和進行網上評論，深入了解政治事件。他指出如果教師不留意時事，多數只會跟

書教，不夠貼近現實，學生參與評論時未能提供多方資料和分析，會出現偏頗情況。受

訪者 D 本身關心政治，認為自己相比同齡的人更留意政治新聞，會參與遊行示威。他身

邊有同學不留意新聞，於實習時有學生問起「魚蛋革命」是甚麼時不懂回答，選擇逃避

不熟悉和敏感的議題。由此可見，關心政治程度越高的準教師會採用開放討論，相反越

低會選擇逃避。 

 

7. 討論  

有學者歸納出八項於本港發展政治教育的局限：香港社會的局限、中國的阻撓、

香港教育條例的規限、領導階層的阻力、教師的局限、學生與家長的態度、學校的氣氛

和課程、考試、教學法等局限 (梁恩榮，1997a) ，與本研究訪談第一部份所歸納出其中四

點（備課、教學法、學生和學校文化）有相同之處。學生方面，考試導向的課程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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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話題不感興趣。學校文化方面，學校權力集中於管理層人士手中，如校長和校董，

受訪者 A 和 B 在元朗村校實習，多是鄉事委員會為辦學團體，屬於親政府或建制派陣營，

對於政治教育取態傾向中國內地，掣肘討論爭議議題和對採用批判思考教學時有指引規

限。可見一些學校因素的壓制下，會影響政治教學的全面性和學生的多角度思考。 

教科書設計方面，從研究結果得知準教師期望教科書能以學生為本和訓練學生思

考能力，然而多數教科書設計偏向填充、配對和辨別等活動，這些只牽涉記憶 

(remembering) 和理解 (understanding) 的學習活動層次是最低的兩種 (Bloom, Krathwohl and 

Masia，1987) ，提問層次而言，亦只達到 bloom taxonomy 第四層的分析 (analyzing)。雖

然書內的情境題有評鑑元素，但欠缺政治概念與現實政治事件的連繫。然而以「政治事

件」為課題設計的中心套用於教科書並不可行，因為此設計方法需要經常趕上時代脈膊

的資訊，而教科書並不能因而頻繁進行修訂(梁恩榮，1997a)。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課文

本身可能含有偏見成份或與現實不乎的情況，以下是黃之鋒 (2015) 對小六常識科「一國

兩制」課題內的基本法教學的評論： 

從小學常識教科書寫着「《基本法》是保障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開始，我們已

習以為常地被灌輸一種「沒《基本法》便沒一國兩制」的概念。坦言一國兩制的確

源自《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但當政客表明基本法神聖不可侵犯，近年中

共卻多番釋法和頒布白皮書，如押後普選時間表和鼓吹三權合作，便引伸一個問題：

為何《基本法》迄立不倒，一國兩制卻岌岌可危？ 

因此，教師不能多數依賴教科書的設計活動外，也不可以盡信教科書內容，需要經過真

實事件討論的活動帶出相關的政治概念。 

教師專業質素方面，梁恩榮 (1997b) 指出教師是學生的政治啟悟者，特別於技能和

態度方面極需要模仿，應該先以政治啟悟者檢查表（參考附錄 10.4）評估自己的政治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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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程度 (頁 74) 。身為教師不單是協助建構知識的促進者，於政治教育作為一個學習榜樣

是非常重要。然而，訪談結果顯示現時有些準教師於政治範疇不熟悉，與政治啟悟者檢

查表內容對照，準教師身為政治啟悟者的情況並不理想。知識方面，於命題和實用知識

有明顯的不足，對政治時事之間的因由和關聯之間的紛爭不甚了解。技能方面，由於不

深入了解政治時事，使知性技能力的組織政治資訊能力簿弱。態度方面，受訪者多以促

進者身份引導學生，而非學得需要對自己的觀點與行為作出解釋，顯得的身份被動。再

者，受訪者 C 於訪談時提及學校於準教師的政治教學的教師專業培訓不足，亦是準教師

未裝備好以政治啟悟者教授政治課題的原因。 

研究結果第三部份受訪者 D 選擇「否定法」導向所解釋的原因，其實與教師對政

治事件的判斷原則有關係，是現象或爭議與否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事實上，有不少學

者認為批判思考是政治教育中理性討論的核心工具 (Weinstein，1990) ，教師具判斷性思

考對政治教學效能有益處，但如何減少教師於教學時顯示出批判思考衍生出的偏見，是

教師需要注意的地方。 

教授政治課題是一場政治勢力的角力。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教育的政治功能是

「服務社會政治目標、維護和發展社會政治體系、促進年輕一代社會政治社會化」(吳清

山，2015) ，香港回歸後，政治教育才被受重視，當中的原因為鞏固香港人的民族意識和

國家感情(梁恩榮，1997c)。文傑 (2012) 指出： 

政治教育是影響年輕一代思想情感的工具，它本身也是現存政治體制的產物，反

映了領導班子如何看待公民、國民、一國兩制等概念，反映了他們欲推動的政治文

化。 

雖然常識科指引沒有限制教師或學校的政治教學內容，但是可以透過課程指引中得知當

局維護中國與香港特區關係和培養學生對祖國感情的意圖，例如強調「香港作為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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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和「培養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及責任感」(課程發展會議，2011) 。可見當

局其實不鼓勵教師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使學生對中國產生忌諱或削減國民身份認同的

事件，最近禁止在校園討論港獨一事是最好的證明。對於以學生為本和批判思考作為教

學理念的準教師而言，如何在個人理念和政權勢力作出平衡，將會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8. 結論及建議 

8.1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受備課、教學法、學生和學校文化因素影響，常識科準教師

認為教授政治課題困難程度大。準教師認為以學生為本的教學設計和能夠訓練學生高階

思考最為理想，在對比《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 (第二版) 、《今日常識新領域》

小六第一冊及《小學常識》6 上 B 三本教科書的情況下，認為首者較乎合以上兩項原則，

相反次者較遜色和有不少不足之處。以 Hess (2005) 的四個導向為指標，當教授敏感或具

爭議的議題時，主要採用「平衡法」導向，此外亦會各自採用不同的方法引導學生了解

政治概念。 

8.2 對準教師的建議  

在本研究討論的教師專業質素部份，雖然指出一些準教師於知識、技能和態度有

各種不足之處，但應該利用自己的優勢填補不足之處和對政治教學有充份的準備。以下

是一些有效的建議： 

(1) 運用本研究附錄 10.4「政治啟悟者檢查表」，了解自身的政治教學程度效能； 

(2) 教授政治課題時可多加插討論活動，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 時事討論應該給予

不同立場報導或觀點的資料，增加學生多角度思考空間； 



畢業論文    胡曦敏  

24 

 

(3) 應該緊貼政治時事，多閱讀不同報館報導和評論且進行比較，多運用批判思考，

避免出現偏頗取材； 

(4) 可考慮將搜集得來的材料或課文中含有主觀判斷的字句刪除，讓學生猜度和填

上認為合識的字句，再將原文字句告訴學生，讓學生察覺報導和課文含有主觀

價值的偏見訊息 (梁恩榮和劉傑輝，1997) ； 

(5) 尚在求學階段，距離成為正職教師還有一段日子，應該自己增值，研究更多教

學法，例如研究外國例子，以利於將來政治課題的教學。 

 

8.3 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以訪談形式收集準教師對教授小六「香港特別行政區」單元的看法，未來

的研究可以在各方擴展進行，將收集數據方式改成量性的問卷形式；研究範圍可改成其

他年級政治相關單元，例如小二「香港是我家」和小三「生活在香港：我們的社會」；

研究對象可以加入在職任教常識科教師。希望建議能使研究常識科中的政治教學更加全

面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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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 

10.1  常識書的教學內容 

（一）《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 

 

           第二課：香港特別行政區（二）       探究活動 3 - 立法會選舉 

  
分組調查立法會議員 看圖描述 



畢業論文    胡曦敏  

28 

 

 

 

 

 

第三課：市民和政府的溝通      探究活動 5&6 - 申訴專員公署、傳媒的角色 

  

教師預備及

提供資料 
根據課

本討論 

根據老師資料

進行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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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日常識新領域》六年級第一冊-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課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      1 提供服務     2 行政架構圖      3 制定政策 

 

   

  
不同層次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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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課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      6 維護法紀     7 各級法院       8 司法獨立 

  

不同層次的提問 

教師預備及

提供資料 

根據老師資料

進行分組討論 

辨別

活動 



畢業論文    胡曦敏  

31 

 

（三）《小學常識》6 上 B 單元一：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課  一國兩制       3. 國家與地方性事務 

 

  

圖片觀察活動 

比賽，以學生主導學習，

同時將學生的基模和新知

識串連起來 



畢業論文    胡曦敏  

32 

 

 

 

 

第四課  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2. 香港居民國權利和義務 

圖片觀察活動 

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學習

了基本法中權利和義務的

內容後，應用於書中人物

的提問 



畢業論文    胡曦敏  

33 

 

10.2 訪談問題大綱 

第一部份：政治教學難易度 

1. 你認為教授政治相關的課題困難嗎？為甚麼？如覺得困難，困難在於哪方面？ 

2. 甚麼因素會影響你政治課題的教學難易程度？ 

 

第二部份：教科書相關課題設計 

向受訪者展示三本教科書(《朗文常識》5D 傲然站香江(第二版) 、《今日常識新領域》小

六第一冊及《小學常識》6 上 B) 「香港是特別行政區」主題的內容。 

3. 你認為教科書教授的內容能夠配合教學目標嗎？ 

4. 你認為哪一本教科書或哪一項的活動設計是使學生的成效最高？試說明原因。 

5. 若你有編輯教科書的機會，你會否修改、加入新內容？還是不選擇作出任何改動？ 

 

第三部份：爭議課題教學 

向受訪者展示 Hess (2005) 四個教授爭議議題的導向簡略說明的圖表(參見本計劃書 P.7)。 

6. 根據 Hess 的四個導向內容，在你需要教授爭議性強的議題時會傾向選擇哪些導向？

(可選擇多於一項，最多四項) 為甚麼？ 

7. 除了 Hess 的四個導向，你有沒有其他相關的策略和想法？ 

8. 你認為自己關心政治和參與政治相關的動物程度有多大？為甚麼？ 

9. 你認為關心和參與政治的程度多或小，會否影響教師教授政治課題的做法和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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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研究結果：教科書相關課題教學附圖 

圖 A：《今日常識新領域》教科書與作業內容不一樣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自行決定和處理的事情 

 

 

教科書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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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與義務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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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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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B：「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成」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課題的內容重覆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組成」：行政、司法、立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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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行政、司法、立法機關的工作 

 

 

行政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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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權利與義務」課題中的虛擬情境題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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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政治啟悟者檢查表 

知  識 技  能 態  度 / 價  值 

        （1）命題知識 

在某個政治情境中 (例如在國

家、辦公地方、學校、家庭

中) ，政治啟悟者應該知道： 

a. 權力的結構； 
b. 作出決定和調解紛爭的沿

用方法； 
c. 作出決定和調解紛爭的其

他方法； 
d. 資源 (包括錢財、時間、

空間等) 的來源和分配方

法； 
e. 資源分配置其他方法； 

f. 主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紛

爭； 

g. 誰人提出甚麼政策、目標

和準則？理由何在？ 

        （2）實用知識 

a. 認識政治事件和紛爭的性

質和成因； 
b. 認識這些政治紛爭對自己

和身處的群體有甚麼影

響； 

c. 認識這些政治紛爭對別人

和他們的群體有甚麼影

響； 

d. 認識影響決策過程的不同

方法及這些方法的適合

性； 

e. 認識基本的政治概念； 

f. 認識獲取所需資訊的方法 

           （1）知性技能 

a. 搜集有關資料的能力； 

b. 用政治概念及類化觀念來組織

政治資訊的能力； 

c. 解釋政治資訊的能力； 

d. 批判思考和評鑑政治資訊的能

力； 

e. 基於事實證據來建立有力論點

心能力； 

f. 作出政治決定要能力； 

(i) 訂立目標； 

(ii) 創作思考和提出其他可能

性； 

(iii) 察覺在特定情況下採取某

種政治行動與否所造成的

後果的能力。 

（2）溝通技能 

a. 表達自己利益、信念與觀點的

能力； 

b. 參與政治討論與辯論的能力； 

(i) 專注和全面聆聽的能力； 

(ii) 設身處地察覺及理解異見

者的利益、信念及觀點的

能力。 

    （3）行動技能 

a. 參與集體決策的能力； 

b. 研究的能力； 

c. 有效影響或改變政治處境

的能力； 

(i) 談判和妥協的能力； 

(ii) 組織及發動行動的能力； 

(iii) 動員的能力； 

(iv) 改變行動、方案的能力。 

1. 對政治資料採取批判

的態度； 

2. 尊 重 每 一 個 人 的 自

主 、 尊 嚴 及 個 人 權

利； 

3. 容忍各種不同的理念、

信念、價值、利益等； 

4. 公正； 

5. 尊重論證與證據： 

a. 在形成及持有政治

見解時尊重證據； 

b. 願意對自己的觀點

與行為作出解釋； 

c. 面對新的證據，願

意改變自己的態度

與價值 

 
資料來源：劉傑輝 (1997a) ：政治啟悟者簡介：甲、政治教育目的：「政治啟悟」模式的演譯輯

於梁恩榮和劉傑輝編《政治教育在香港》，(頁 49-53)，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