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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價值教學在常識科的偏狹現象
小學常識科課程由學科知識、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三部分組成，同時強調三者並重的關係。常識

科課程指引從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以至世界層面，具體地說明價值觀和態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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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1，頁9）

課程宗旨在在顯示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在課程的重要性，可惜，在設計和施教時，部份常識科課堂會

出現以下情況：

 老師在構思教學內容時，多先從知識重點的選取和組織考慮，然後構思相關技能的教學活動，價

值觀和態度的培養往往成為最後考慮的部份，甚至會被忽略不顧，價值觀和態度的發展不被重視。

 在教學過程中，價值觀和態度目標的實施往往置於課堂的最後環節，或以簡單提問或三言兩語的

總結形式出現，少以價值觀和態度目標作為課堂重心。

 不同範疇的單元內容被標籤為知識類課題，即偏重資料的傳授；或科學課題類，以發展科學探究

技能為主；又或某些課題直接與價值觀或態度有關連，例如：愛惜生命、人生意義及愛護動植物

的態度等學習內容，不過卻被視為「難教」部分，因為內容不具體實在，又往往成為「略教」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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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思維技能與價值澄清法並行的教學策略
配合常識科探究式學習的教學取向和價值教學的實施，分享的單元教學主要採用發展高階思維技能的

教學策略；並藉價值澄清法協助學生了解個人的價值觀和態度，進而澄清以至提升個人原有的觀念。

思維技能與價值澄清法並行的教學策略

高階思維技能

價值澄清法

價值觀／態度 知識／概念

互相配合

促進理解協助釐清

促進理解協助釐清

i. 採用高階思維技能的教學策略——藉比較異同、對比、正反兩面思考及多角度思考等思維活動，

學生深入理解事物或情景涉及的人和立場，改善個人的思辯能力，釐清個人價值取向與相關的理

據 (Maxim, 1995) 。

ii. 價值澄清法的應用——扼要地說，學生運用選擇、珍視與行動等步驟，從不同途徑作出個人抉

擇，並公開表示自己的抉擇和解說理據，最後採取行動實踐 (Maxim, 1995; Sunal, 2002)。

學生運用高階思維技能學習有關概念和知識，包括：

 藉比較異同策略理解概念和事物的屬性；

 從正反兩面思考策略理解事情或情景的條件；

 利用多角度策略理解不同持分者的立場和理據。

此等思考策略不但有助了解學習內容，過程中更讓學習者察覺和澄清個人情意和價值取向，以及達致

實踐其價值觀的效果。儘管基於課堂的局限性，價值觀未必能即時發展為實踐行動，然而，比起傳統

的講述教學，通過多思考、不同的表達形式和課堂上開放性的討論，能較有效讓學生釐清個人價值

觀；另一方面，當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時，也透露出如何對待和理解他人的理據和立場，促使培

養個人的理性態度、包容胸襟和同理心 (Joyce, Weil, & Calhou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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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單元教學設計與實施舉隅
針對常識科忽略價值觀和態度培養的偏狹現象，本場次講者分享落實「知識─技能─價值觀」並重的

單元教學經驗，依據以下兩個原則設計和實施單元教學：

 以價值觀與態度目標為出發點，作為選取和組織學習內容和教學策略的原則；不將單元或課題標

籤為知識類、技能類或態度類，每個單元擬定三類合適學習目標。

 落實思考中學習的探究活動，採用發展高階思維技能的教學策略；並藉價值澄清法讓學生澄清與

建構個人價值觀，以至誘發相關情意。

1. 舉隅一：讓二年級學生反思「工作意義」和「盡責」的「救急扶危」單元

在設計「救急扶危」單元時，若以知識和技能目標為主，重點則為認識有關行業人士的職責和裝

備；配合高階思維技能學習，學生運用比較異同策略，找出不同行業的職責和裝備的相同和不相

同之處，例如警察和消防員。

舉隅一：以知識和技能目標為主的學習安排

學習要點 學習活動

 認識警察和消防員的裝備 思維技能

 判斷警察和消防員的裝備

 比較兩者裝備的異同

 認識警察和消防員的職責 研習技能

 聆聽老師對警察和消防員工作的講解

 從新聞資料找出他們的工作情況

老師從情意與態度方面考慮學習成果，先讓學生表達「盡責」的看法，並提問「投身警察和消防員

工作的意願和原因」，好讓學生初步了解個人取向；接著，學生判斷和比較警察和消防員的裝備，

並閱讀警察和消防員在歷年的殉職人數，來「推想他們的工作環境」；比較異同與閱讀數據不只是

為了發展思維技巧及閱讀數據的能力，更要學生真實地理解「相關職業的危險性」。最後，學生再

次表達「盡責」的看法及「投身警察和消防員工作的意願」。上述的教學過程，學生能確實地體會

「救急扶危」的性質；在表達「盡責」的看法和討論過程中，誘發學生認真和深入反思個人責任感

的意義，避免只認識相關職業的裝備和工作。課堂上展示的新聞事件和數字正正讓學生知道「救

急扶危的工作有時要作出一些犧牲」是真實地發生的。

課堂完結前，讓學生重新思考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再表達立場，目的並不在於改變他們原先的選

擇，縱然表示願意投身警察和消防員工作的學生和課堂開始時的人數沒有大變化，重要的是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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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盡責」有更深的理解和體會。由最初解釋為「完成任務」及「做了要做的工作」，到後來理

解為「盡力而為」，「有時要作出一些犧牲」和「工作不只是為了賺錢」。

舉隅一：「知識 — 技能 — 價值觀」並重的學習安排

學習要點 學習活動

讓學生了解個人的價值

取向

學生表達⋯

 對「盡責」的看法；

 投身警察和消防員工作的意願和原因。

使學生體會「救急扶

危」的涵意

 藉判斷和比較警察和消防員的裝備，學生推想他們的工作環境；

 閱讀警察和消防員在歷年的殉職人數，理解相關職業的危險性；

 從新聞資料找出他們的工作實際情況。

讓學生重新思考個人的

價值取向

學生再次表達⋯

 對「盡責」的看法；

 投身警察和消防員工作的意願和原因。

2. 舉隅二：四年級「水的探究」單元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節省用水」的生活習慣

在構思「水的探究」活動時，老師落實「知識 — 技能 — 價值觀」並重的學習經歷，在知識學習方

面，學生閱讀相關資料，認識香港浪費食水的情況。在發展科學探究技能方面，學生從時間、不

同顏色彩料和清洗方式三個因素，分別測量和比較不同清洗畫筆方式的耗水量，藉此掌握公平測

試策略的理念和步驟。然而，學生評估不同清洗畫筆的耗水用量，目的不只是發展測量與比較的

技能，而是誘發態度的培養，就是改變清潔畫筆的方法。

舉隅二：「知識 — 技能 — 價值觀」並重的學習安排

學習要點 學習活動

香港浪費食水的情況 研習技能

 閱讀相關資料，找出浪費食水的原因和情況。

不同清洗畫筆方式的耗

用量

科學探究技能

 公平測試 — 學生從時間、不同顏色彩料和清洗方式三個因素，分別測量和

比較不同清洗畫筆方式的耗用量。

實踐節省用水的習慣 生活實踐

 學生在視藝課堂採用較省水的洗筆方式。

在測試活動後，老師發現很多學生在視藝課堂裏，改為採用較省水的洗筆方式，老師由此感受到

教學設計落實「知識 — 技能 — 態度」原則的意義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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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隅三：五年級學生由分析光害成因開始，以達致關注他人的情意

為使學生理解光害的成因與影響，學生進行因果關係的分析，並從不同身份判斷光污染對其影

響。學生在分析廣告燈飾、光管強光時，了解到商戶與遊客「受惠」於光害，即廣告收益與欣賞夜

景的快意。在因果關係與不同持分者多角度的分析後，學生感受到事情往往對某些人有利，卻對

另一些人帶來不利和傷害，並進一步提出利己利人的做事和決策態度。

舉隅三：「知識—技能—價值觀」並重的學習安排

學習要點 學習活動

光害的成因 研習技能

 閱讀相關文字資料與時事錄影片段，找出光害的成因。

光害的影響 研習技能

 閱讀相關文字資料與時事錄影片段，找出不同持分者就光害的影響。

高階思維技能

 從正反兩面分析不同持分者對管制光管廣告燈箱的立場與理由。

理解「自利 — 利他」 

觀念

學生就光害提出改善建議，藉此誘發「自利 — 利他」的觀念。

學生在建議改善光害時，不是簡單地建議「禁止夜間使用廣告燈箱」的一刀切做法，有學生提出

「縮短廣告燈箱的使用時間」和「限制燈箱的光亮度」，反映學生嘗試從「自利—利他」觀念考慮事

情。

結語
本場次目的在加強老師對落實價值觀和態度目標的關注，價值觀和態度應和知識與技能的學習同樣重

視。若從價值觀和態度目標考慮，知識內容的選取也能促使達致相關價值觀和態度目標。此外，運用

高階思維技能的教學策略，可協助學生釐清有關價值觀和態度的含義，而並非單純為了提升個人的思

考能力。藉價值澄清法讓學生自我反思，了解個人的價值情意取向，從而進一步建立個人的價值觀，

避免只由老師向學生提供或灌輸正面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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