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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版) 
必修通識 推行在即 

社會各界仍對科目理念以至內容議論紛紜 

近七成家長對通識科存憂慮 
 

通識教育新高中學制將於零九年正式推行，其中新增的必修科「通識教育科」成為

必考必修學科，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尤其不少家長更對通識科的學習範圍、評核方

法、教師培訓等方面感到疑慮。有見及此，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下稱「家關

聯」）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家長對香港教育制度意見調查」，其中近

七成家長表示沒有信心協助子女預備通識科考試，情況值得關注。 

 

家關聯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今年一月期間，以電話訪問形式成功訪問了

504名符合資格的家長，以0至100分自評幫助子女應付高中課程中「通識教育」

科公開考試的信心，當中0分代表非常缺乏信心，50分代表一半半，100分代表非

常有信心。結果顯示，在撇除回答「唔知╱難講」及「不適用」者(包括沒有子女

將要修讀「通識教育」作必修科目，或子女並非中學生等)後，在250位參與評分

的家長中，31%給予51分或以上，40%給50分，28%給予49分或以下。整體平均

分數僅為48.0。(附表)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博士指出，調查明確顯示，有關家長對於如何協

助子女應付本科公開考試，自認缺乏信心。通識教育可能方向正確、課程清晰，但

它最後能否成功，還是要看老師和家長能否充分合作。是次調查帶出了家長的憂

慮，值得重視。 

 

 

我們認為社會各界普遍對通識教育贊同，但對於具體執行方法卻眾說紛紜，

特別是通識教育應否被界定為必修及應否以考試作為評核基準等均具爭議。

教統局雖有一套推行通識課的計劃，但所有持份者如學校、老師、家長、學

生的所知不多。 

  

近日城中舉行了兩場特首候選人的答問大會，現場直播成為熱門話題。令我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在隨機抽樣出席而又有機會問問題的市民當中，有五成市民是問及教

育政策！如知道原先提議的問題類別中，只涉及經濟、醫療、民生、環保而不包括

教育，這個現象便更為有趣！若干程度上亦正正反映了：「香港教育問題」牽動着

許許多多市民父母家長的神經。 
 
 
 
 



 
(二頁) 
 
我們熱切期待香港能夠成為亞太高等教育的樞紐。但要吸引「忌廉頂的忌亷」到香

港進修升學的同時，我們必需首先弄清楚我們的「麵包和牛油」是什麼。中小幼教

育是河流的上、中游，若果河水水質受到污染，魚兒自然先天不足營養不良；或河 
道淤塞沙石太多，魚兒自然亦不能暢所欲「泳」，游入大海。只怕他日海上有無數

「貴價魚」「倈佬魚」充斥，小魚兒卻因種種先天缺陷而被迫游回小河小溪，到時 
只會出現「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局面而已。小魚兒的競爭能力，正正是香港家長的

心結。 
 
希望有一天我們築建的橋樑，能夠把家長的智慧和心聲帶到河的對岸，讓家長可以

參予教育政策的制訂，開創香港教育政策文化新一章。 
 

 

 

 

如有垂詢，請聯絡家關聯發言人  

 

譚耀宗    9025-6445 

                   陳侯嘉慧  9782-6969 

鄭李忻琴  9196-9893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CEP)資料：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由一群香港學生的家長組成，組織並不附屬於任何政治團

體，使命為團結包括家長、政策制訂者、教育工作者及公眾人士等各方力量，以各

種科學的方法探討家長和學生的需要、評估現行教育政策的價值、效益及成效作出

建議。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定期舉辦教育研討會及相關活動，推動社會大眾積極關注

和參與香港教育的發展，深信每一位家長也有確保子女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並擁

有參與制訂和施行教育政策的權利；並與其他政策制定者一樣有同樣舉足輕重的角

色與重要性。並以為香港建設優質教育體制為長遠目標。 

 

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深切盼望有關當局在制訂教育制度時，能以鼓勵與包容的

態度，配合各類學生的需要，給予他們多元選擇和發展的機會，以啟迪他們內在的

潛能，為香港的未來培育人材，進而為香港確立和鞏固作為「植根中國，放眼全

球」之多元文化國際都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