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課程領導」的主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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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五個主導原則反思公民科的規劃……

中期規劃長期規劃

短期規劃

均衡發展、參與及提升、個人化、
進展性與持續性、課程領導



特殊學校整體課程發展的主導原則

課程領導
「學校的政策和實踐應致力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以及建立有效的學習
社群。因此，特殊學校應加強學校領導人員及教師的課程領導能力，
提升評估素養，從而改進學與教效能。」
（摘自《特殊學校課程指引》，頁1-4）

學習圈的目標



課程領導

擔任課程主任、
科主任、科任
教師

01
掌握課程整體
規劃

02
帶領科組的發
展（提升專業

能力、科本知
識）

03
實踐科本課程
PIE設計循環

04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於公民科實踐課程領導原則

 掌握公民科中央課程的設計原則

 規劃校本課程發展

 訂定校本課程內容

 處理課程設計適異性

 提升科組專業能力

 管理科組資源

長期規劃
中期規劃
短期規劃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長期規劃

考慮三年課程的進展性

校本課程設計配合中央課程設計原則

「課程的長期規劃，亦可協助教師在策劃如何照顧
學校學生的優先需要時，調控課程中擬重複的部分；
學校亦可藉長期課程規劃，找出課程中的「空隙」或
遺漏了的範疇／部分，並制定應對的解決方案。」
（摘自《特殊學校課程指引》，頁2-11）

課程設計上的規劃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課程設計上的規劃

考慮三年課程的進展性

主題的次序

學習主題內容前應有的先備知識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學生學習上的規劃

按學生能力分組上課

因應學生能力調適學習內容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科任培訓工作

發展學習社群

（包括不同崗位的教學人員)

了解課程的原則及理念

加強科本知識

參加EDB的培訓活動 研讀各主題的學習內容

按主題分配進修

互相分享學習成果

拉近彼此差異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於學習社群中專業對話

掌握各學習重點的廣度和深度

先了解學習重點，然後按學生的認知能力進行調
適

討論研讀資料 調適



學習內容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主題三 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內地考察

將主題一至三
的內容以循環
模式實施，一
年四個學習單
元，每年需要
兼顧主題的順
序性，及程度
均等的原則，
規劃和推行的
學習內容

三年一次？每年一次？
內地考察是課程的一部分，因此內地考察
的目的、學習元素必須配合課程內容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循環模式推行課程



循環模式推行課程引申的問題
 中央課程的設計是須根據三個主題先後次序教授三個學習主題，建立有序的學習歷程，讓學生由主
題一至三逐步搭建及累積學習內容，有助學生整合及串聯相關知識

循環年一：主題一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一國兩制」的內涵與

實踐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份

認同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

特徵
學生首年入

讀

 但對於以循環模式推行課程帶來的挑戰：新生於課程的第二年或第三年開始修讀公民科，未有知識的基礎：
新生只具備基礎教育的已有知識，缺少本科主題一或二的學習內容作基礎，學習主題二/三的進程會出現割裂

循環年二：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循環年三：主題三

互聯依存的當代世界

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
合國力

國家發展貿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參與國際事務

經濟全球化 科技發展貿資
訊素養 可持續發展 公共衞生與人

類健康

學生首年入
讀

學生首年入
讀

必須填補學習缺口，幫助學生建立基礎知識

長期規劃成果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P.10

為第一至三年設立「基礎單
元」，為學生建構學習的基
礎



基礎單元分別安排於循環年一、二及
三，並會因應銜接的學習單元而有所
調節，但核心部分《憲法》、《基本法》
及「一國兩制」的基礎內容則不變

基礎單元



中期規劃

將主題內容劃分不同的學習單元（校本例子：基礎單元）

對單元學習內容作出調適,切合學生學習需要

課程結構下縱向／橫向發展

「課程的中期規劃，能讓特殊學校教師將長期規劃
所訂定的學習重點和概略大綱，發展成一系列課堂
的設計（例如一個學期或單元的教學計劃），讓學
與教的規劃和鋪排更具體、細緻地呈現。」
（摘自《特殊學校課程指引》，頁2-15）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規劃單元縱向發展

基礎知識
(《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

9月

7月

基礎單元

單元二

單元三

單元四

主題一/二/三知識

循環模式下的其中一個學年

科主任



基礎單元

由基礎知識到主題內容的縱向發展

循環年二

成果事例



單元規劃上的工作
 科主任提供框架，幫助科任科師掌握單
元架構，不偏離課程的設計原則及理念

校本調適 單元之間的聯繫

與國家安全教育相
關學習內容

中央學習重點 校本學習重點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將公民科的學習與學生共
通能力發展有機結合，並
確保三個主題間學習的連
貫性

應以整個單元的學習為
基礎，因培養學生態度
及價值觀，非單一學習
重點／學習活動

單元學習目標

科主任
訂定單元目標

中央學習重點 校本學習重點



單元學習目標中央學習重點 校本學習重點 預期學習成果



全方位學習，善用「學時」
「學習不應局限於課室或校園，「學時」則
不單指學生在課室上課的時間，而是隨時
隨地可以獲得達致全人發展的學習經驗。
有鑑於此，全方位學習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把學生的學習從課室拓展至其他學習環境，
教師可以藉此延展學生的學時和學習經歷，
讓學生能獲得單靠一般課堂設置難以獲取
的學習經歷。」

（摘自《特殊學校課程指引》，頁2-18）• 配合單元學習內容，以全方位學習
活動延伸學習



公民科的短期規劃
「教師仍需作好準備，於每天的課堂上適切回應個別學生當下
的需要。因此，在每天／每周的課堂中為特定學生組別作更細
緻的適異性教學規劃，是課程短期規劃的關鍵任務。」

（摘自《特殊學校課程指引》，頁2-18）

• 將課程內的學習重點，發展成適合班內學生能力的具

體課堂學習內容

• 設計適切的學習活動，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訂定在活動

中的學習點

• 為學生提供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學習成果的機會，並根

據學生的學習表現，提供即時的回饋

科主任

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教學設計
了解學習目標、學習活動、評估之間的關係

學

教評學習與評估結合：於學習
過程中評估學生表現

科主任

科任教師



學習
過程 評估

策略

學習
成果

學習
目標

設計學習活動

科主任

科任教師

學習活動設計（兼顧共通能力的發展）

o 學生分組
o 學習策略
o 評估活動



運用多元化的評估策略

傳統紙筆評估
實作評估
口頭匯報
小組活動
專題研習報告……

同時進行

學習活動

評估活動

科任教師



總結

 課程規劃階段 — 長、中、短期
 實踐主導原則 — 課程領導
 實踐者 — 課程主任、科主任、科任教師
 各個階段主要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

長期規劃 — 課程主任
中期規劃 — 科主任
短期規劃 — 科任教師

科主任課程主任 科任教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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