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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識科看情意與價值教育的推行
余忠權先生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淑英老師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陳惠君老師、黃家玲老師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吳懷燕老師、屈嘉曼老師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人的價值觀是怎樣形成的呢?很多人都會認為價值觀是個人在成長中形成的，相信大家都不
會否定個人的特質，會影響人的價值觀，那麼價值是否需要通過教育來培養呢？不同人士卻有
著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以教育手法來培養，恐怕會對孩子進行洗腦教育；但亦有人認為現今社
會價值紊亂，若只讓學生獨自面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做法，所以培育學生正
面的價值觀是教育的根本任務。那麼在「價值教育」方面，學校應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如何
能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的同時，又不會對孩子進行洗腦及灌輸，如何協助學生論證和肯定個
人的價值觀，這些都是在「價值教育」範疇上值得我們思考和討論的。

情意價值教學與常識科課程
  常識科的課程宗旨《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11, 頁9)旨
在協助學生：

‧ 保持健康的個人發展，成為充滿自信、理性和富責任感的公民；
‧ 認識自己在家庭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本身的福祉；
‧ 培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家和世界；
‧ 培養對自然及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了解科學與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 關心及愛護周遭的環境。

  常識科課程架構包括知識、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圖一)，常識科的價值教育著重培養
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讓他們有健康的個人與群性發展，從而建構學生個人、家庭、社
會、國家及世界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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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知識、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三者之間的關係

  根據布盧姆分類學的理論，情意範疇所指的目標，是指個人的情感、態度、動機、對事物
接受或拒絕的程度、價值、理想或偏好。情意與價值觀有著延伸的關係，價值是一種原則、重
要的信念、理想、標準或生活的取向，作用是指引行為、作出決定、評鑑信念和行動的參照。
所以價值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在學習經歷中通過對事物之情意反應而形成的意義，從而建立價
值觀。

情意價值教學的迷思
  在傳統課堂教學中，教師一向較為重視知識及技能的發展，價值及態度範疇相對較被忽
略，而要落實價值教育時，教師往往有着以下的迷思：
  迷思一：在日常的課堂中，我們往往從知識入手，然後通過技能的處理，最後根據以習得
的知識及技能，與學生清楚道出背後相關的價值態度，便相信學生的行為也會理所當然地因建
立的價值態度而改變（圖二）。在這種線性的教學模式下，價值教育看來有點像知識和技能的副
產品，在這情況下學生的價值觀往往只因受到法規所限制，學生沒意識去反思本身的價值，變
成理所當然的大道理，這樣學生所習得的價值容易流於認知層面，難於內化，以致最後說出來
的跟實際行為表現的價值大相逕庭。如果我們把價值教學看成與知識技能同樣重要的話，必須
將其學習看作建立意義的過程，進行教學時必須顧及學生的既有價值。其實在未有任何學習的
輸入前，學生因着成長的家庭，身處的社會，以及周遭環境，已對事物存在著一定的看法，這
就是既有價值，因此教師須重視及善用學生的既有價值作為建立學生價值的基礎，了解選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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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背後的價值取向，再通過知識的掌握，從而對事物有新認知，或是澄清對事物的誤解，又
通過思維技巧的分析，如正反思考、多角度思維、易地而處的技巧，使之分析更有系統，又通
過與社群的交流，使考慮點更闊，從而反思個人的價值，讓學生修訂自己的價值觀，從而形成
習得價值觀，最後影響自己的決定及行為(圖三)。

(圖二)

(圖三)

  迷思二：在評估學生價值觀的表現時，很多人認為學生能對有關價值觀表達認同，再加上行
為實踐，就能證明他的價值觀得到發展了。然而要分辨學生的表現是真正習得還是為了求分數
而勉強而為，這實非易事。此外如以評量表 、自評或同儕互評來評估學生的情意價值表現，往
往要評估者對相關的表現進行詮釋，所以會較其他的評量主觀或因著詮釋錯誤而出現偏誤的問
題，因此容易出現不當的情意評量以及誤用評量結果的情況，以致在評量情意價值時缺乏公認
有效的評量程序。所以要評估學生在情意價值中的最後學習表現，便有點像走進死胡同。若然
要在常識課堂內評量學生情意發展，又應從哪方向進行評估，以收集資料作為學習的回饋？要
探討這個迷思，必須辨清情意價值學習的特性。情意價值學習是以態度、價值觀為學習指標，
是一種非認知的學習，有別於知識、技能。知識學習以能把知識記憶、理解、應用、分析、綜
合及評鑑為指標，技能學習方面就以技能的掌握、熟練、精進、遷移作指標，兩者皆可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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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表現作評估。但正如在上文所言，學生能表達再加上行為實踐的學習表現可能只是流於
認知層面，又或滿足教師的要求。因此要評估學生的情意價值的發展，就必須從學習過程著
手，評估其學習過程中的考慮點，另外透過其習得價值與既有價值的比較，從而辨識其情意價
值的層次轉變或深化的程度。

情意價值教學的理論基礎
  上文所言，情意價值教學中重視價值觀的層次發展，那麼情意價值可分為多少個層次？而
每個層次的內涵又如何呢？根據Krathwohl, Bloom & Masia (1964)將情意目標加以分類，分成
五個層次，分別為接受、反應、評價、組織及內化，層次間是相關並漸變地發展，因此，是一
個有高低層次的連續體。

第一層次 接受
（Receiving）

在學習時或學習後對其所從事的學習活動，自願接受
並給予注意的心態。覺知情境的存在、有主動接受的
意願、有意地加以注意。

第二層次 反應
（Responding）

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並從參與的活動或工作中得到
滿足。默從性的反應、自願性反應、滿足的反應。

第三層次 評價
（Valuing）

指學生對其所學，在態度與信念上，表示正面的肯
定。價值的接受、價值的肯定、價值的實踐。

第四層次 組織
（Organizing）

學生把不同的價值觀放在一起，解決它們之間的衝
突，並開始建立起一個具有內部一致性的價值系統。
它強調的是各個價值觀之間的比較、關連和綜合。學
生對其所學價值內化、概念化，納入他人格特質中，
成為他的價值觀。價值概念化，組成價值系統。

第五層次 內化
（Characterizing）

綜合個人對其所學，經由接受、反應、評價、組織等
內化過程之後，所獲得的知識或觀念形成個人品格的
一部分，品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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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實踐情意價值教育的方向
  通過情意價值教學，我們期望學生的價值觀層次得以提升或鞏固，但情意價值教學應如何
設計，才可培養、發展及建立價值，達至情意價值教育的目標？另外在施教時老師究竟只是讓
學生呈現本身的價值，還是教學生建構、發展個人的情意價值？最後教師如何評量學生的情意
及價值有沒有因為學習而有所習得或提升？此等等問題，參與是次分享會的老師透過教學實
踐、教學反思進行探討研究，現從課程素材、課堂設計、施教及評估四方面總結經驗：

1. 課程素材方面，常識科單元教學裏不乏有關情意態度的學習重點，這些學習重點正是情意
價值教育最好的藍本。我們可以透過審視常識科情意態度的學習重點，找出影響該種態度
或行為的價值取向，藉以與學生探討及反思對該價值的取向；另一方面，情意價值教育重
視個人與群性的發展，學生的價值觀除了受個人及家庭影響外，社會層面亦不容忽視，因
此時事新聞亦是重要的議題，通過閱讀新聞，甚或社會上的熱門話題，都能讓學生反思社
會形成的價值，從而進行情意及價值教教學，所以常識科單元教學及時事議題都是進行情
意及價值教學的好材料。

2. 在課堂設計方面，我們根據「獲取價值的過程」理念發展出進行情意價值教育的五個步驟
（圖四）。步驟一及步驟二的關注、呈現，主要呈現學生既有價值，以了解學生的選擇或
行為背後的價值取向，作為往後價值交流，甚至是價值衝擊的基礎。步驟三的分析及體
驗，通過學習議題內容，包括報章閱讀、錄像片段、文章閱讀，從而建構新認知，或澄清
誤解，而當中亦會加入思考技能或研習技能的元素以協助學習，學生通過運用思維技巧分
析，如正反思考、多角度思維、易地而處，從而對某種價值（既有價值或新價值）進行分
析、比較、區辨以釐清它的獨特性，並界定其範圍的工作。而步驟四的選擇及決定，是教
師提供機會讓學生反思既有價值，排列出不同的價值階層順序，按自身的立場進行選擇及
決定，建構其價值。最後步驟五的不同價值取向的交流則透過在社群(生生、師生)學習的
交流，由學生個人的建構，轉移到與群體的集思廣益，或是群體的價值呈現衝突，讓學生
再次以不同的標準來判斷各種價值觀，反思所選的價值，從而創造新價值。

(圖四)

1 關注
2 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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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價值教學五個重要步驟
教學步驟 學生情意價值的表現

1. 關注
引起覺察，觸動情意

學生對該行為及價值因某種刺激而覺察或意識。

2. 呈現
提供機會，呈現價值

學生運用已知及既有的價值以表達想法，從中呈現差
異。

3. 分析及體驗
運用思維策略，擴闊角度，為下決
定的參照

透過對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及以不同角度作考慮，以
衝擊既有價值，從而出現個人確切的信念及價值。

4. 選擇及決定
提供選擇再思機會，作出取捨

學生反思既有價值，比較或綜合不同的價值，強化、轉
變、新價值，行為反應是建基於立場及原因。

5. 不同價值取向交流
透過在社群(生生、師生)學習的異
同，帶出衝突，創造新價值

學生根據與其他價值 “交流”，價值層次有轉變或提升。

  現以五年級關心社會的「網上欺凌」一課作例，闡釋如何以情意價值教學五個重要步驟去培
養、發展及建立「正義」的價值，達至情意價值教育的目標，以及以Krathwohl et al. (1964)的情
意目標層次作分析，辨識在各教學階段學生的價值層次，審視其價值的轉變及強化程度。
  步驟一：引起關注。透過引入網上流傳短片「讓座男」個案，讓學生初步表達對「讓座男」在
巴士拒絕讓座這種缺德的行為的感受及處理方法，刺激學生產生正義感，引起學生對正義的關
注。
  步驟二：呈現價值。透過引入少女因正義感把讓座男缺德的行為以手機拍下在互聯網公開
的行徑，讓學生多次對網上公開別人片段作表態，呈現學生對正義的睇法。此部分有15個學生
從單一價值來評價正義行為，這些單一價值有公義（應得教訓）、尊重（揭露私隱）、關懷（聲譽
受損），從他們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選擇，重視這價值觀，更有部分學生在多次選擇中仍堅持自
己的選擇，由此可見這些學生對正義有自己既有的評價(Valuing)。另外，持中立的有13人，這
些學生大多認為少女的動機正確，但手法不對，特別考慮到公義與關懷、尊重，依照Krathwohl 
et al. 所言，這些學生已達到組織的層次（Organizing），強調對正義進行分析，釐清正義的作
用，同時又能從尊重及關懷的角度界定正義的限制。

(圖五) 教師板書學生的看法

正義 (4人 ) 不正義 (11人 ) 中立(13人 )
1. 讓人知道→

不和他做朋友
2. 報仇
3. 應得教訓
4. 全港人知道惡行
5. 不會再做
6. 知道自己不對

1. 聲譽受損
2. 人身安全
3. 前途盡毁
4. 無面
5. 小朋友學壞
6. 未經授權
7. 揭露私隱

1. 動機正確
2. 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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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三：分析及體驗。此部分讓學生了解網民對「讓座男」的評價，及後透過正反多角度分
析少女正義及網民的行為對不同人士所帶來的影響，重新反思對正義的理解。
  步驟四：選擇與決定。在未進行多角度、正反分析前(圖六)，大部份學生對正義的想法變
動不大，然而通過多角度、正反分析後，認為正義少女及網民之行為屬欺凌的，由之前8人轉
變為27人，而再沒有學生認為此行為是正義的。這由於
通過多角度、正反分析，學生了解到正義行為背後所帶來
的影響，從而重新排列不同的價值，包括公義、尊重、關
懷，建立學生個人對正義的價值觀(圖七)。

  步驟五：不同價值取向交流。提供機會予不同學生表態，藉群體透過群體間交流，讓學生
從考慮單一價值 ─ 正義，轉到進行群體間多種價值觀之間的聯繫與協調，包括執行公義與尊
重、關愛，而令學生強化、轉變、更新學生的價值取向。
3. 施教方面，整個教學過程中，社群學習是十分重要。林明地、許惠茹（2009）認為社群

成員覺知先前經驗的限制，隨後通過批判、反思、解放、重建等學習過程，造成社群成
員意義觀點的轉化，不僅個體成員有所成長，對社群其他成員也因此有所更新。在課堂
中，學生、教師就成了學習社群成員，因此透過生生、師生的互動交流，讓學生的價值情
意強化、轉變、更新。而呈現學生價值取向或想法也是進行情意價值教育重要的條件。
Wenger(1998)於所著的《實踐社群》中認為，學習是一種不斷轉化的過程，在課堂中透過呈
現學生想法，對學生而言是社群學習互動交流的基礎，另一方面想法呈現是讓教師辨認到
學生態度及價值觀的轉變，這為評估提供有效的顯證。

4. 評估方面，如上文所言，學生能行、能表達並不等同價值觀得到發展了，因為這可能只是
出於認知上的反應。因此，情意態度的評估應重視價值層次的轉變或提升，以學生的既有
價值為評估基礎，從而審視其轉變。而評估的方法方面，主要透過課堂觀察及聆聽課堂對
話去評估學生的情意態度的轉變程度，因此情意態度的評估重視學生學習過程中，評估可
以發生在課堂中每個階段，而非單單課堂結束時的產出。

(圖六) 多角度、正反分析工具

欺凌 正義 欺凌＋正義
前(8人 ) 後 (27人 ) 前 (6人 ) 後 (0人 ) 前 (14人 ) 後 (1人 )

‧ 傷害
 因為所有人知道
‧ 人身安危

‧ 不再做錯事 ‧ 目的對
‧ 聲譽受損，影響

前途

(圖七) 教師板書學生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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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科價值教育課堂分享
  在分享會中，三所學校老師根據學校實踐經驗，透過教學示例，與大家分享在常識科培養
情意價值的策略： 

1. 分享情意價值教學的設計（不同價值呈現、兩難處理）的特點及實踐心得；
2. 如何評估價值層次的提升；
3. 探討如何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中，設計學生的情意價值教育的課堂；
4. 探討教師如何利用社群學習互動交流，提升學生的價值層次。

  總括而言，在教育領域中，幾乎所有的認知活動，都含有情感的部分，缺乏情感的學習，
不算是真正的學習。因此，情意範疇的教育是不容忽視的。 情意教育是需要通過種種的教學手
法以達成的，著重讓學生從察覺、反應和看重自己和他人的情意，從而形成價值觀。所以在進
行情意評估時，不是作好壞或道德的判斷，更重要是看學生的情意是如何習得、價值觀是如何
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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