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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新高中課程改革中全面引入通識教育科，是當今香港教育

界極度關注的課題。� 通識教育強調多角度、跨學科和開放議題的探究

式學習，以培育學�的�������、���和������，�學�的�������、���和������，��������、���和������，��

而��培育��學習��的��。�����學科���，通識教育��培育��學習��的��。�����學科���，通識教育�����學科���，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亦重視學�的���，�在培育學�的��������，�������，�在培育學�的��������，�����，�在培育學�的��������，����，�在培育學�的��������，�����在培育學�的��������，����培育學�的��������，���������，��������，��������

教育��缺少的�環。�當教育界����������通識教育的。�當教育界����������通識教育的�當教育界����������通識教育的教育界����������通識教育的界����������通識教育的���通識教育的�通識教育的通識教育的的

注重之時，������少�������，������、���，������少�������，������、���

重，教學���當�度。����在高中課程中��通識教育科�，���當�度。����在高中課程中��通識教育科�，。����在高中課程中��通識教育科�，��在高中課程中��通識教育科�，

當然並��易，但香港中文�學在高等教育界開辦通識教育課程多年

的經驗，亦�提供給高中老師們參�。例如�������學�開��������學�開�開�

的「������課程�是��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課程�是��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課程�是��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課程�是��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是��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通識教育的�����的課題。�文的�����的課題。�文。�文

首先陳述�����的概念，�而���在�學通識教育科的���，�而���在�學通識教育科的����而���在�學通識教育科的������在�學通識教育科的����在�學通識教育科的���在�學通識教育科的���

�享��的教學經驗。��的教學經驗。學經驗。經驗。

�	 編�按，現時香港教育統籌局構�改革高中�高等教育，推行「三三四�學制改

革，�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學教育（按，香港�前的學制是五年中學、

兩年預科，�學則�三年學制）。據2005年5月香港教育統籌局�表的《高中�高

等教育新學制　　投�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建議，在�將推行的「新高中課程�

中，「通識教育科�確立�核心科�之�。這�報告促使香港教育界����高中

通識教育科將涉�的諸多問題，�文是作�根據�己在教授�學通識教育科�過程

中�積累的經驗，以�高中老師�享。



��2 通識教與學

可持續發展概念的來源與發展

�����泛指�種既滿足現代�的需求，又以�損害後代�滿

足需求的���前提的��模式。這種強調經濟、��、��和環境

�護協調��的概念誕�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二次�戰以後，世

界�口迅速增長，�產快速��，���然產�極�的影�。在六七

十年代，世界面臨越來越�的跨國界環境問題，包括�口迅速增長、

糧食短缺、��緊張、��破壞、環境污染、臭氧層損耗、酸雨、氣

候變化等。再加�世界��裏的貧窮、��平和動盪，使�類被迫重

新評估他們在�態�統中的��，反�以往的��模式，尋求長期�

存和邁向較高質量的��道路。�了�到這��的，�類提出了各種

富�啟�的�點、概念和策略。������算是�中最受��和具

影��的概念。這�概念��類注重物質財富、濫用��、漠視�然

環境和��和諧的「傳統�提出�評和指�，並強調經濟、��、�

�和環境�護協調����類��延�的必要�。

在國際的層面�，於�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國

�類環境�議��算是國際��共����關�����議題的第�

次。�議通過了《�類環境行動計劃》，並促使聯�國環境規劃署的

成立。五年以後，世界環境���委員�在《�們共�的未來》報告

中首次明確給�������取得國際���泛共識的定義：

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要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

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該報告提出了「從���球走向��世界�的總�點，並從�

口、��、環境、食品安全、�態�統、物種、��、��、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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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法律、和平、安全���等方面�析和研究了�����問題

下的各�子課題。《�們共�的未來》強調兩�重要的概念：��是

「需求�的概念，�������特別優先�慮世界�窮�的需求；

另��是「制約�的概念，��類技術水平和��組織�環境的影�

����類滿足他們需求��的制約。

�����的第二�里程碑�算是�992年聯�國在巴西里約熱�

盧召開的「聯�國環境����議�。�議通過了《二十�世紀議

程》等重要文件並成立了「聯�國�����委員��。《二十�世

紀議程》將環境、經濟和��關注事項納入��單��策框架，載�

二千五百多項各種各�的行動建議，包括如何減少浪費和消費形態、

扶貧、�護�氣層、海洋和�物多�化，以�促進���農�的詳細

提議。十年之後，「�����世界首腦�議�於2002年在南非約翰

�斯堡召開。這次�議的主要�的是回顧《二十�世紀議程》的執行

情況、取得的進�和存在的問題，並制定�項新的�����行動計

劃。經過長時間的��和複雜談�，�議通過了《�����世界首

腦�議�施計劃》。

以�提�的國際�型�議只是關於�����較受注�的里程

碑。它們������真�的貢獻，往往受到質疑。��，除了��

層面��（包括聯�國��他多國組織、國家��以��方��）的

努�以外，非��的組織（如國際��方的環�、扶貧、文化和��

組織等）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與目標

������四�基�原則，�別是�平�、����、和諧�

�需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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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性原則

這裏的�平具�兩方面的含義：�方面是指代際�平�，�世代

之間的縱向�平�；另�方面是指�代�之間的橫向�平�。���

���僅要�現當代�之間的�平，而且也要�現當代��未來各代

�之間的�平。這是������傳統��模式的重要區別之�。

2.	 可持續性原則 

�然��和�態�統的����是�類�������的首要條

件。�����要求�類根據����的條件調整他們的�活方式，

並在�然��和�態�統��受的���確定他們的耗量。

3.	 和諧性原則	

�如《�們共�的未來》報告中指出，�����的基礎就是要

促進�類之間��類��然之間的和諧。若每�在�慮和安排�己的

行動時，都��慮到這行動��他�（現代�後代）��態環境的影

�，並�����按和諧�原則進行，那麼�類���然之間就��

��種互惠共�的關係，�現�����。	

4.	 需求性原則	

傳統��模式以主流經濟學�基礎，以經濟增長���，忽視了

�然��的�限�。這種��模式令世界��環境�受著前�未�的壓

�而�斷惡化。�此�時，某些���仍然��滿足�類�需要的�些

基�物質。�����則注重�的需求而��。強調要滿足���的基

�需求，爲���提供安居樂�的機�。需求沒�統�的定義。�類的

需求是由��和文化條件�確定，是主�因素和客�因素�互作用、共

�決定的結果，��和��的����關。�次，�類需求是��動態

變化過程，在��的時期和��的��階段，需求也�更新。	

�����並沒�跨時空統�的具體��。每�����依從�

己的需求���環境因素作出最符�������念的規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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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八���，�別是：��經濟增長；改善經濟增

長的質量；滿足�類的基�需求；確�穩定的�口；�護和加強�然

��基礎；改善技術��方向；在決策中協調經濟、�態���之間

的關係；促進基層的參�。係；促進基層的參�。；促進基層的參�。	

「可持續發展」教�可持續發展」教�」教�教�

教育是�類��邁向�����必要的�環。��於此，聯�國。��於此，聯�國聯�國

宣佈將2005年�20�4年定�「�����教育十年�，�在鼓勵聯�

國成員國��將�����方面的��，融入各國教育�策中。具體具體

而言，該計劃�五���：強調教育�學習在�求�����過程中：強調教育�學習在�求�����過程中

起核心作用；促進�����教育利益�關�之間的聯繫、溝通�交

流；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眾意識的提高，��現�����提供

��條件和機�；提高�����教育中教�學的質量；制定各級�

����教育策略，加強�����教育的��。

�����教育是屬於每���的，包括��學習、�規教育�

非�規教育，從早期教育到成�教育、職�教育、教師培訓、高等教

育等。��������傳統學科���，要真��教�學������������傳統學科���，要真��教�學����

��，教師��學必須貫通古今、文�����域的知識，也需要�

�們的���進行反����活習慣和制度作出評�。因此，���，���

��教育要求重新定�課程、教學、�試等教育方式。

那麼，學�從�����教育�學到什麼呢？�效的�����

教育引導受教�學�：尊重、重視和�存過去的成就；欣賞�球�的�

然和�類；�激��存在�����都�充足食物的世界�；評估、關

心、恢復�球的狀態；��和享受更舒�、更安全和更��的世界；做

���道的��，��己的權利和當�、國家、全球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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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國教科文組織指出，�����教育必須促進的基���包

括：尊重全�類的尊嚴和�權，讓���享���的��和經濟；尊

重後代的�權，��代際��；尊重和關愛多�的、美�的未來�

�；尊重文化多��，在當��全球建��種充滿寬�、非暴��和

平的文化。

�����教育�突出如下教學特徵：

�.	 跨學科和整體�。������是�門�科�，導師�將���，導師�將���將���

��的學習滲透在整體課程中，鼓勵�學融�貫通，整體���，鼓勵�學融�貫通，整體���整體���

���環境問題；；

2.	 ��導向�。�們共�的���和原則是支援�����的關

鍵，因而就需要澄清、�證和�用蘊涵於�中的這些���；

3.	 �����和問題�決。在�����教育過程中培養面�困境

和挑戰的�信心；

4.	 方法的多��。教師使用��的教學方法促使學�形成����

�的�念；

5.	 參�決策。學習�參�到如何學習的決策中；

6.	 �用�。�提供的學習���定要滲透到日常��和職��活中；

7.	 �方�。�當注意到�方�問題的全球�，�時要把�����

的概念和�念用��的�方語言進行���的表述�宣傳。	

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教�可持續發展」教�」教�教�

在香港關於�����教育的��也�少。教育統籌局在「��

���教育校�課程建議�中強調的七��疇包括：互�依賴、�

�權利和義務、未來世代的需要和權利、多��、�命的素質、平

等和�義、���的改進和負��的行動。��在�學教授������在�學教授��������

��數年，希望在此�享�下�關經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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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跨科�、跨�活�疇的，�計課程的時候�特別注重課題涉�的�

�包含�、代表�����學的關聯�。課程包括�����概念的

意義、演變和矛盾，�而介紹�����在��國家和�區的��歷

程。這些��和背景知識提供�用的基礎去探究��析香港、中國�

�和世界���域�關�����的��環境、��、文化和經濟問

題。��課題包括�口和環境的關係、�別關係�����的影�，��課題包括�口和環境的關係、�別關係�����的影�，

以�國際貿易給��國家��帶來的機�和威脅等。另外，課程亦包另外，課程亦包

含�關規劃、善治��眾參�在推行�����的重要�。�當的��

例����學�略到������他們是���關的。�些�動的時���學�略到������他們是���關的。�些�動的時

事新聞�案往往是帶出課題��的開��。香港、中國��、����案往往是帶出課題��的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中國��、���

世界各�的�例也����平衡，藉此帶出世界���域的�治、經

濟、環境����統在�����項�中的緊密�關�。除了�案的

運用以外，�他的教學方法如�題研習、�組��、角色扮演、�，�他的教學方法如�題研習、�組��、角色扮演、��他的教學方法如�題研習、�組��、角色扮演、�、�組��、角色扮演、��組��、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brain-storming）、��、模�、����等也是�效教學的��、��、模�、����等也是�效教學的����、模�、����等也是�效教學的��的��

具。運用這些林林總總的方法務求讓學�從做中學（從做中學（learn by doing），，

活學活用，從中體驗和�悟出�����的道�，���重要�，並

以�作則，行動支�。

總結

�����教育的�念和提�的教育方式�通識教育�強調的多�念和提�的教育方式�通識教育�強調的多通識教育�強調的多

角度、跨學科和開放議題的探究學習方式，培育學�������，培育學�������培育學�������

�、���和������，以��培育��學習��的�����

的類�。因此，����������算是通識教育最��的課題之，����������算是通識教育最��的課題之������算是通識教育最��的課題之

�。在高中��學的課程之間，深淺程度��，具體的課題���教

學法當然需要��調整，但基�的要求是��的。要真��教�學�

�����，教師��學必須�斷學習，貫通古今、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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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也需要��們的���進行反����活習慣和制度作出評

�，這�說是橫跨教育統籌局構�的新高中通識教育之「�����

成長�、「���文化�和「科學、科技�環境�三��疇。教學�

����沒���現成的通書，老師��學都�該勇敢�、富�意�

突破傳統教育�念�習慣，迎接這新的挑戰，爲�們更健康和諧的未來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