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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教 育 統 籌 局 (教 統 局 ， 現 改 稱 教 育 局 )於 2005年 發 表 報 告 書 1， 公 布 三 年

高 中 學 制 將 於 2009年 9月 在 中 四 級 實 施，並 提 出 以 一 個 富 彈 性、連 貫 及 多 元

化 的 高 中 課 程 配 合 ， 俾 便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興 趣 、 需 要 和 能 力 。 作 為 高 中 課

程 文 件 系 列 之 一 ，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是 建 基 於 高 中 教 育 目 標 ， 以 及 2000年

以 來 有 關 課 程 和 評 估 改 革 的 其 他 官 方 文 件，包 括《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2002)

和《 高 中 課 程 指 引 》(2007)。請一併閱覽所有相關文件，以便了解高中與基

礎教育的連繫，並掌握有效益的學習、教學與評估。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闡 明 本 科 課 程 的 理 念 和 宗 旨 ， 並 在 各 章 節 論 述 課 程

架 構 、 課 程 規 畫 、 學 與 教 、 評 估 ， 以 及 學 與 教 資 源 的 運 用 。 課 程 、 教 學 與

評 估 必 須 互 相 配 合 ， 這 是 高 中 課 程 的 一 項 重 要 概 念 。 學 習 與 施 教 策 略 是 課

程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 能 促 進 學 會 學 習 及 全 人 發 展 ； 而 評 估 亦 不 僅 是 判 斷 學

生 表 現 的 工 具 ， 更 能 發 揮 改 善 學 習 的 效 用 。 讀 者 宜 通 觀 全 局 ， 閱 覽 整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以 便 了 解 上 述 三 個 重 要 元 素 之 間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 。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由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與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考 評 局 )聯 合 編

訂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是 一 個 諮 詢 組 織 ， 就 幼 稚 園 至 高 中 階 段 的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事 宜 ，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 議 會 成 員 包 括 校 長 、 在 職 教 師 、

家 長、僱 主、大 專 院 校 學 者、相 關 界 別 或 團 體 的 專 業 人 士、考 評 局 的 代 表 、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代 表，以 及 教 育 局 的 人 員。考 評 局 則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法 定 機 構 ，

負 責 舉 辦 公 開 評 核 ， 包 括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 委 員 會 成 員 分 別 來 自 中 學 、

高 等 院 校 、 政 府 部 門 及 工 商 專 業 界 。  

 

教 育 局 建 議 中 學 採 用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考 評 局 會 根 據 學 科 課 程 而 設

計 及 進 行 各 項 評 核 工 作 ， 並 將 印 發 手 冊 ， 提 供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的 考 試 規

則 及 有 關 學 科 公 開 評 核 的 架 構 和 模 式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及 考 評 局 亦 會 就 實 施 情 況 、 學 生 在 公 開 評 核 的 表 現 ， 以

及 學 生 與 社 會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求 ， 對 學 科 課 程 作 出 定期檢視。若對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有任何意 見 和 建 議 ，請致函：  

 

香 港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 育 局九龍塘教 育服務中心東座 2樓E232室  

教 育 局 課 程 發 展處  

總課 程 發 展 主任（科 學 教 育）收  

 

傳真： 2194 0670 

電郵： science@edb.gov.hk 

 

 

                                                 
1
 該報告書名為《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來的行動方案》，下稱「334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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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本章旨在說明化學科作為三年制高中課程選修科目的背景、理念和宗

旨，並闡述本科與初中課程、高等教育，以及就業出路等方面如何銜接。  

 

 

1.1 背景  

 

教育統籌委員會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教

統會，2000）及其後的諮詢報告均指出，香港是一個全球化的高科技社會，

學生需具備廣博的知識基礎，才能在社會上發揮所長，有所建樹。「 334 報

告書」建議為學生提供廣闊而均衡的課程，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為終

身學習奠定基礎。除了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和通識教育四個核心科

目外，報告建議讓學生根據個人興趣和能力，從不同的學習領域中選擇兩

至三個選修科目，並積極參與各種其他學習活動，包括藝術活動、體育活

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社會服務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等。有關安排將取代

傳統的理科、文科及工／商科的分流。  

 

修讀生物、化學和物理三個不同範疇，往往相輔相成。為了讓修讀科學的

學生獲得均衡的學習經驗，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提供了以下各選修科目：  

 

�  生物、化學和物理  

這些科目讓學生在相關的學科範疇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為日後進修或

就業作準備。  

 

�  科學  

本科以兩種模式推行：模式 I 為綜合科學，採用跨學科模式設計；模式

II 為組合科學，以組合方式設計。這兩個模式旨在讓學生在修讀科學教

育學習領域內一或多個選修科目的同時，仍有空間修讀其他學習領域的

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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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I：綜合科學  

這課程是為只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修讀一科的學生而設計，旨在

提升他們的科學素養，為面向瞬息萬變的社會和配合學校課程內其

他方面的學習打好基礎。修讀此科的學生，將有機會在科學的各範

疇獲得全面而均衡的學習經驗。  

 

 

    

模式 II：組合科學          

  

這課程是為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選修兩科的學生而設計的，學生

可修讀一個專修科學科目及由其餘兩個科學科目的部分內容組成

的組合科學。因此，學生可選讀的三個科目組合如下：  

− 組合科學（物理、化學） + 生物科  

− 組合科學（化學、生物） + 物理科  

− 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 化學科  

 

 

1.2 科學科目在學校的實施  

 

生物科、化學科、物理科、綜合科學科及組合科學科各有獨立的課程及評

估指引，以便學校管理人員及教師在進行校本課程規畫、學與教設計、學

生評估、資源分配及提供行政支援時參考。有關各個科目的時間表 編排和

教師調配等資料，請參閱 附 錄一。  

 

本課程及評估指引涵 蓋化學課程的方針和建議。有關組合科學科中化學部

分在香港中學文憑 考 試的組合科學（物理、化學）和組合科學（化學、生

物）的實 施，將會在《組合科學課程及評估指引》（課程發展議會和考評局，

2007）論及。  

 

 

1.3 課程理念  

 

競 爭 激 烈及全球一體化經濟的出現、科學與科技的急 速發展，以及不斷 增

長的知識基礎，將持 續為人們的生活帶 來 深 遠 影 響。面對這些轉變帶 來的

挑 戰，化學科將和其他選修科目一樣，為學生提供一個終身學習的平 台，

組合科學（物理、化學） 

組合科學（化學、生物） 

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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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以及讓他們掌 握科學與科技領域內的基礎知識和技

能。  

 

化學研 究物質的成分、結 構和屬 性、不同物質 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能量

與物質 之間的關係。透 過學習化學，學生可以獲得化學概念及過程的知識，

並可認識及理解工程界、醫學界和其他相關科學與科技領域的發展。而學

習與化學創 新有關的貢 獻、議題和難 題，則能協 助學生了解科學、科技、

社會和環 境四方面的連 繫。  

 

本課程旨在提高學習化學的趣味 性和實用性，並建議運用實 際生活情 境 來

引導學生學習化學的知識。課程已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和志向，採用多元

化的情 境、學與教策 略及評估方法，藉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學

生應能夠 應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從時事議題中

認識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四方面相互 連 繫，以及成為盡 責的公民。  

 

 

1.4 課程宗旨  

 

化學課程的宗旨是為學生提供與化學相關的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科學素

養，以便學生積極投身於 迅 速變化的知識型社會；使他們在與化學相關領

域中進一步學習或為就業作好準備，並成為科學與科技的終身學習者。  

 

本課程的宗旨是讓學生：  

•  對化學產生興趣及保 持 對化學的求知慾及好奇心；  

•  建構及應用化學知識，了解化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  

•  體會和了解科學的演進特 質；  

•  掌 握進行科學探 索的技能；  

•  培養按科學的方法、批 判 性及創 造 性的思 考能力，以及在單獨或與他人

協作的情 況下解 決與化學有關的問 題的能力；  

•  能運用化學語言 討 論與科學有關的議題；  

•  在與化學有關的議題上，作出明智的判 斷和決定；  

•  建立開 放、客 觀及主動的態度；  

•  適 當 地關注作業安全的事 項；  

•  了解及評鑑化學對社會、道德、經濟、環 境和科技的影 響，及養成負 責

任的公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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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與初中課程及中學畢業後出路的銜接  

 

本課程建基於課程發展議會 1998 年編訂中一至中三科學科課程，並延伸科

學教育學習領域的三個主要學習範疇─「物料世界」、「科學探究」及「科

學、科技、社會和環境」。圖 1.1 描述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中學習範疇的

相互關係。  

 

 

 
 

圖 1.1  科學教育的學習範疇圖示  

 

有關初中科學科課程與化學課程的銜接詳情，請參閱本指引的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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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制提供多條路徑，銜接專上教育及就業，使每位學生均有機會踏上

成功之路。圖 1.2說明修讀化學的學生的持續學習及就業路徑：  

 

 

 

圖 1.2  銜接專上教育及就業的多條路徑  

 

本課程有助一些學生將來在大專院校繼 續進修與科學有關的課程，或其他

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另外，在本科所學有關日常生活應用的化學知識和實

驗技能可幫 助學生有效 地 研習各種與職業相關的課程。此外，在本科所學

到的邏 輯 思 維和解 決 問 題的技能亦 令學生在就業上更具競 爭力。  

中一至中三科學科 

中四至中六 

化學科 

中四至中六 

組合科學科 

四年學士 

學位 副學位 

及 

職業相關課程 

 

專業資格 

升學 / 就業 



 

6 

（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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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化學課程架 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 段 須 掌 握的重 要知識、技能、價 值 觀

和態度。學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和設計適 切的學、教、評活動時，須

以課程架 構作依據。  

 

 

2.1  設計原則  

 

化學課程是整個高中課程的要素之一，本課程的設計建基於下列 之 原 則，

以及《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 來的行動方案》報告書（教

統局，2005a）第三章內和《高中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7）第一

冊內提出的建議。  

 

(1) 建基於已有知識 

本課程的發展是建基於學生在初中科學科課程所掌 握的知識、技能、價 值

觀和態度，以及學習經歷。初中科學科課程和化學課程的課題 緊 密相繫。

詳 情 請參閱本指引的第三章。  

 

(2) 平衡廣度和深度 

化學科是選修科目之一，課程涵 蓋的課題廣闊。此外，課程亦提供機會使

學生可以對 某些課題作深 入的研習，為日後在科學與科技相關的領域繼 續

學習而作好預備。  

 

(3) 平衡理論學習和應用學習 

學生學習本課程的概念知識，有利 於建構穩固的化學基礎。本課程要 求學

生在生活情 境 運用所學的知識、概念和技能，了解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的連 繫，並分析可能遇 見的實 際 問 題。  

 

(4) 平衡基本學習和靈活多元化課程 

本課程的必修部分涵 蓋學生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概念，而選修部分則為學生

提供有彈 性的選擇，以照 顧不同學生的興趣、性向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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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會學習和探究學習 

本課程建議一系 列學習活動，旨在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此外，教師亦可採用多元化的學與教策 略，例如應用為先 導向、科學探 究

和問 題為本學習，以促使學生了解 當 今議題。  

 

(6) 學習進程 

在中四，學生可透 過 研習必修部分中某些課題 來 探 索個人興趣，而這樣 也

有助學生順 利 地銜接中五和中六所選定的學科。詳 情 請參閱本指引的第三

章。  

 

(7) 更順暢地銜接不同的學習途徑 

本課程銜接各高等及大學教育，和職業／專業培 訓，為學生投身社會工作

而作好準備。  

 

(8) 加強學科之間連貫性 

本課程引入跨學科元素，以加 強本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連 繫。  

 

(9) 照顧多樣性 

學生有不同的性向、能力、興趣和需要。本課程設有不同的選修課題，讓

學生根據個別興趣和需要選擇。同時，本課程的設計富有彈 性，讓學生可

以不同的步 伐 達 到學習目標。  

 

(10) 聯繫學生的生活 

動機和興趣是學生主動和有效學習的基本因素。本課程包含的學習內容和

活動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特 別是日常生活中經常 遇 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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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目標  

 

本課程的學習目標分為三個範疇：知識和理解、技能和過程，以及價 值 觀

和態度。  

 

 

2.2.1 知識和理解  

 

學生應能：  

� 理解化學現 象、事 實與規律、原理、概念、定律和理論；  

� 明白化學詞 彙、術語和規則；  

� 認識日常生活中與化學有關的一些應用事 例；   

� 理解進行科學探 究所用的方法。  

 

 

2.2.2 技能和過程  

 

(1)  科學思 維  

學生應能：  

� 明辨 自 然 界的各種模式和變化，從而預計可能的趨向；  

� 認識理論模式在探 索 現 象時的基本角 色，和從新的或相反的證

據中，體會修正 舊理論模式的需要；  

� 查驗證據並藉 邏 輯推理，歸 納出正 確的結 論；  

� 進行邏 輯推理和實驗，查驗各種理論和概念；  

� 將新 概念融 入 已有的知識架 構，並將之 應用於 新的情 況。  

 

(2) 科學方法、科學探 究和解 決 問 題  

學生應能：  

� 找出與科學、社會、科技和環 境相關的難 題，並提出相關問 題； 

� 明辨與問 題相關的假說、概念和理論；  

� 提出假說和驗証 假說的方法；  

� 明辨 應變項和獨立變項；  

� 制定進行探 究工作的計畫和程序；  

� 選用合適的儀 器進行探 究；  

� 準確如實 地 觀 察和記 錄 實驗的觀 察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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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實驗或其他來源所得數據；  

� 作出結 論和進一步的推測；  

� 使用恰 當的技巧 來展示 實驗結 果，並傳達相關概念；  

� 從不同的角度評鑑 問 題的建議解 決方法；  

� 評鑑 實驗結 果的效度和信度，並找出影 響 效度和信度的因素；  

� 在適 當 情 況下，制定進一步的探 究計畫；  

� 應用知識和理解 來 解 決 陌生情 況下的問 題；  

� 了解科學方法的用途和限制。  

 

(3) 作出決定  

學生應能：  

� 基於 證據和論據作出決定；  

� 以適 當的科學原理支持所作的判 斷；  

� 在作選擇時提出適 當的理由。  

 

(4) 實驗操作  

學生應能：  

� 選用適 當的儀 器和物料進行實驗；  

� 安全地 處理化學品和適 當 地 使用儀 器；  

� 依 照程序進行實驗和準確 地 記 錄 觀 察 結 果；  

� 闡釋 觀 察及實驗數據；  

� 設計和規畫實驗；  

� 評鑑 實驗方法和建議可行的改進方案；  

� 建構模型以助理解。  

 

(5) 資料 處理  

學生應能：  

� 搜 尋、蒐 集、重 整、分析和演 繹不同來源的科學資訊；  

� 使用資訊科技，以處理和展示資訊；  

� 對間接取得的資訊的準確 性和可靠 性 加以注意；  

� 在處理科學資訊時，明辨 事 實、意見和價 值 判 斷的分別。  

 

(6) 溝通  

學生應能：  

� 運用適 當的符號、化學式、方程式和規則；  

� 闡釋由文字及以口述、圖 表、數字、表 列和圖 象代表的數據；  



 

11 

� 清晰和符合邏 輯 地組織及展示意念和論據；  

� 運用有效和富 創意的方式傳達科學意念和價 值 觀。  

 

(7) 協作  

學生應能：  

� 參與小組討 論，主動分享意見並提出建議；  

� 在小組工作中，與他人聯繫、磋商和妥協；  

� 在小組工作中，確 認 整體目標，並釐清及認同成員的角 色和責

任；  

� 運用策 略，使小組工作有效 運行。  

 

(8) 學習和自 主學習  

學生應能：  

� 發展研習和自 主學習的技能，以改進學習的成效和效率；  

� 發展終身學習所需的基礎學習習慣、能力和態度。  

 

 

2.2.3 價值觀和態度  

 

學生應能：  

� 培養對科學探 究的好奇心和興趣；  

� 堅持 客 觀 觀 察和誠實 記 錄 實驗結 果，從而培養正直的品格；  

� 樂意就與化學有關的問 題進行交流和作出判 斷，並能以開 放的態度對待

他人的意見；  

� 體會化學是一門不斷發展的科學，並了解其局 限 性；  

� 欣賞化學與其他學科的相互關係，及其背後的社會和文化價 值；   

� 遵從實驗室的安全工作守則；  

� 關注化學對社會、經濟、工業、環 境和科技所帶 來的影 響；  

� 在瞬息萬變、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體會終身學習的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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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總結出課程的一些重要學習目標。  

 

 

 

 

 

 

 

 

 

 

 

 

 

 

 

 

 

 

 

 

 

 

 

 

 

 

 

 

 

 

 

 

圖 2.1  化學課程的學習目標  

� 現象、事實、原理、概念、

定律和理論 

� 詞彙、術語和文本規則 

� 化學的應用 

� 科學探究 

  

� 對科學的好奇和興趣 

� 具有正直的品格 

� 樂意溝通和作判斷 

� 堅持開放態度 

� 認識科學的局限性 

� 欣賞化學與其他領域的關係 

� 承諾進行安全的操作 

� 認識化學的影響 

� 體會終身學習的重要性 

學習目標 

知識和理解 

� 科學思維 

� 科學方法、科學探究

和解決問題 

� 作出決定 

� 實驗操作 

� 資料處理 

� 溝通 

� 協作 

� 學習和自主學習 

 

價值觀和態度 

技能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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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程結構及組織  

 

本課程包括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涵 蓋的內容，有助學生理解基本

化學原理和概念，並掌 握科學過程技能。其中的課題包括「原子結 構」、「鍵

合、結 構與性 質」、「金屬及非金屬」、「週期律」、「摩爾及計量學」、「酸和

鹽基」、「電化學」、「碳化合物的化學」、「化學能量學」、「化學動力學」和

「化學平衡」。詳 情 請參閱課題一至十二。  

 

為了照 顧學生的不同興趣、能力和需要，本課程亦包括選修部分。選修部

分旨在讓學生對 必修部分內某些課題有更 深 入的理解，或對 某些範疇作延

伸學習。選修部分由三個課題組成：「工業化學」、「物料化學」和「分析化

學」。另外，此部分更包括「綠色化學」。詳 情 請參閱課題十三至十五。  

 

為幫 助學生整合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學生在本課程中需進行一個相關的

探 究 研習，此項 研習活動可利用部分課堂學習時間進行。詳 情 請參閱課題

十六「化學的探 究 研習」。  

 

整個課程的內容由十五個課題和一項 探 究 研習組成。由於化學的概念和原

理往往是互相關連的，故學習時不應受課題的劃分所規限。教師可將本指

引提供的課題次序視為參考，在授課時自行決定最合適 自己教學方法的次

序。例如，某課題可與較後的課題 整合─若後面某課題的部分內容和前面

的背景資料有關聯，便可順勢提前教授該部分的內容。有關詳 情 請參閱本

指引第三章內的「建議學與教次序」。  

 

在課題一至課題十五的每個章節中，均包含以下五個部分：  

 

概述  ─  簡單介紹課題的主旨，提綱挈領地 列出主 要的概念和重 要的化學

原理，扼要 地描述各課題的焦點，以及課題內各節或分題 之間的關係。  

 

學生應學習和學生應能  ─  列出課程要 求學生達 到的學習目標（學生應學

習）和學習成果（學生應能）。教師可利用這些課題為框架，設計各類型的

學與教活動。有關學與教策 略的一般原 則和例子，可參閱本指引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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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與教活動  ─  列出一些可行的活動，協 助學生掌 握與課題相關的技

能。這些活動包括討 論、辯論、實驗活動、探 究活動及資料 搜 集等不同類

型。這些建議應視為指引，而並非是一份全面或課程所規定的清單。教師

應 運用其專業判 斷，安排學習活動，使學生掌 握課程架 構的「學生應學習

和學生應能」中所列出的各種知識和技能。本指引第四章對學與教策 略有

更 深 入的探 討。  

 

價 值 觀和態度  ─  建議可融 入各課題的正 確 價 值 觀和態度。在學習化學的

同時，期望能夠 幫 助學生確立正 確的價 值 觀和正面的態度。通過 討 論和辯

論，鼓勵學生培養自己的價 值 判 斷力，以及養成對 自己和社會有益的良好

習慣。  

 

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的連 繫  ─ 提出科學、科技、社會與環 境的相互

關係。通過 討 論、辯論、角 色扮演、資料 蒐 集和探 究 研習等活動，培養學

生在溝通、資料 處理、批 判 性 思 維和明智 判 斷等方面的技能。教師還可以

自由選擇其他當前的題目和議題，作為有意義的學習活動的主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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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列明化學課程的課題及建議時間 2。  

 

必修部分（共 182 小時）   

一 .  地球 *
 

 （ 6 小時）   

二 .  微觀世界 I
*
 （ 21 小時）   

三 .  金屬 *
 （ 22 小時）   

四 .  酸和鹽基 *
 （ 25 小時）   

五 .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
 （ 18 小時）   

六 .  微觀世界 II （ 8 小時）   

七 .  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
 （ 23 小時）   

八 .  化學反 應和能量 *
 （ 7 小時）   

九 .  反 應 速率  （ 9 小時）   

十 .  化學平衡  （ 10 小時）   

十一 .  碳化合物的化學  （ 25 小時）   

十二 .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 8 小時）   

選修部分（共 48 小時，三個課題任選其中兩個）  

十三 .  工業化學  （ 24 小時）   

十四 .  物料化學  （ 24 小時）   

十五 .  分析化學  （ 24 小時）   

探究研習（ 20 小時）  

十六 .  化學的探 究 研習    *這些課題已納入組合科學課程之化學部分。  

                                                 
2通識教育科及每個選修科目的課時以 250 小時（或總時數的 10%）作為規畫的參考，學校可自行作彈性分配，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及照顧學生的需要。 

 「250 小時」是規畫各選修科目的參考基數，以滿足本地課程的需要，並符合國際基準。為了照顧學校不同能力和興趣各異的學生，特別是能力稍遜的學生，我們以往建議學校採用「270 小時」作初期規畫，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嘗試新高中課程的各種教學方法。若以每一個選修科目佔總時數的 10%計算， 則 2,500小時是三年高中課程規畫的基礎，這時數貼近實況，亦與學校於短期檢討階段的意見一致。我們亦建議以 2,400±200 小時作為總課時的彈性範圍，以進一步照顧學校及學生的多樣性。 

 一直以來，學校投放於學與教的時間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學校整體課程規畫、學生的能力及需要、學生的已有知識、教學及評估策略、教學風格及學校提供的科目數量等。學校應運用專業判斷，靈活分配課時，以達到特定的課程宗旨與目標，並配合校情及學生獨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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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必修部分     （（（（共共共共 18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  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6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自 然 界由化學物質組成，而這些物質可從地殼、海洋和大氣中獲得。本課

題的目標是讓學生明白我們活在一個由化學物質組成的世界，化學與社會

息息相關，亦是我們需要學習的重 要領域。本課題的另一目標是讓學生認

識化學這門學科涉及探 究如何從環 境中分離出有用的物料，並分析這些物

料。完成本課題後，學生應 對初中科學科課程中的科學探 究和所學的化學

概念有進一步的了解。  

 

學生應 認識「元素」、「化合物」和「混合物」、「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

「物理性 質」和「化學性 質」、「溶劑」、「溶質」和「飽和溶液」等詞 彙。

學生也 須懂得以文字反 應式表 達化學變化，及建議合適的方法分離混合物

和合適的試驗檢定化學物種。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大氣  

•  空氣的成分  

•  以分餾法從液態空氣中

分離氧和氮  

•  氧的試驗  

 

� 描述分餾液態空氣的過程並明白其

中涉及的概念和步驟  

� 示範如何進行氧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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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b.  海洋  

•  海水的成分  

•  從海水中提取食鹽和分

離出純水  

•  顯示食鹽樣本中含鈉和

氯化物的試驗  

•  顯示 某 樣本中含水的試

驗  

•  海水的電解及其生成物

的用途  

 

� 描述海中各種礦物  

� 示範如何從海水中提取食鹽和分離

出純水  

� 描述蒸發、蒸餾、結晶和過濾等不同

物理分離法的過程並明白其中涉及

的概念和步驟  

� 評鑑在不同情 況下採用蒸發、蒸餾、

結晶和過濾等物理分離法是否恰 當  

� 示範如何進行焰色 試驗、氯化物的試

驗和水的試驗  

 

c.  岩石和礦物  

•  岩石為礦物的來源  

•  以金屬礦石提取金屬為

例，說明從礦物中可分

離出有用的物料  

•  石灰石、白堊和大理石

為不同形式的碳酸鈣  

•  以熱、水和酸對碳酸鈣

的作用為例，說明侵蝕

過程  

•  碳酸鈣的熱分解及二氧

化碳的試驗  

•  顯示石灰石（或白堊、

大理石）樣本中含鈣和

碳酸鹽的試驗  

 

� 描述從金屬礦石提取金屬的方法，如

物理方法、單獨加熱和與碳共熱  

� 描述自 然 界中碳酸鈣的各種不同形

式  

� 明瞭熱、水和酸的作用可使化學品起

變化  

� 利用文字反 應式描述化學變化  

� 示範如何進行二氧化碳和鈣的試驗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與大氣有關的議題，如空氣污染和分餾液態空氣所得產物的應用  

� 使用適 當的方法 來 試驗氧和二氧化碳  

� 進行實驗並評鑑蒸發、蒸餾、結晶和過濾等物理分離法  

� 使用適 當的儀 器和技巧進行焰色 試驗及氯化物的試驗  



 

18 

� 進行顯示 某 樣本中含水的試驗  

� 解 決有關分離混合物的難 題，如鹽、糖和砂的混合物，砂、水和油的混

合物  

� 從氧化銀提取銀  

� 探 究熱、水和酸對碳酸鈣的作用  

� 設計並進行碳酸鈣的化學試驗  

� 參與有關保存天然資源議題的決 策練習或討 論  

� 利用文字反 應式來描述化學變化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重視化學品的安全處理和棄置  

� 意識到人類所需的多種物料均源自 地球  

� 關注天然資源蘊藏量有限的問 題  

� 顯示 對化學的興趣和好奇心  

� 欣賞化學家在分離和鑑定化學物種方面的貢 獻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從空氣中提取的氧氣可作醫療用途。  

� 前往缺乏潔淨和安全水源地區的旅客 使用涉及化學反 應的方法淨化食

水。  

� 除了從廣東省輸入食水外，海水化淡是另一個為香港市民提供淡水的方

法。  

� 為了保護環 境，化學物種的開採和提取應予以監管。  

� 從電解海水所得的生成物對我們的社會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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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  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 I （（（（2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化學研習常 常需要把宏觀世界的現 象與微觀世界內原子、分子和離子間的

相互作用聯繫起來。透 過學習本課題中原子、分子和離子的結 構，以及元

素和化合物內的鍵合，學生將可獲得一些基本的化學原理知識，從而可進

一步闡釋化學的宏觀 現 象，例如變化規律、不同化學反 應所得的觀 察、反

應 速率和化學平衡；同時，學生也 應能進行與化學式有關的各項計算，奠

定在繼後課題學習摩爾計算的基礎。  

 

此外，透 過學習金屬、巨型離子物質、簡單分子物質及巨型共價物質的性

質，學生應能理解物質的鍵合、結 構和性 質 之間的相互關係。利用對各類

結 構的認識，學生應能區別具有不同結 構物質的性 質，並明白到 認識物質

的結 構有助 決定其用途。有鑑 於物料化學在應用化學中愈趨 重 要，本課題

為學生提供基礎知識，以便他們日後可以進一步學習現代社會中新物料的

發展。  

 

藉 搜 集和分析有關原子結 構和週期表的資料等活動，學生應 認識到 原子結

構的發現和週期表發展的歷史對 現代化學所帶 來的影 響。另外學生亦 應知

道符號和化學式是組成科學家傳遞化學概念的共通語言的基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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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原子結 構  

•  元素、原子和符號  

•  元素的分類：金屬、非

金屬和類金屬  

•  電子、中子和質子為次

原子粒子  

•  簡單的原子模型  

•  原子序 (Z)和質 量數 (A) 

•  同位素  

•  以 1 2
C=12.00 為基準的

同位素質 量和相對 原子

質 量  

•  原 子 的 電 子 排 佈 （ 至

Z=20）  

•  貴氣體的穩定性與其電

子排佈的關係  

 

� 說明元素與原子的關係  

� 使用符號來 表 示 元素  

� 將元素按其性 質分為金屬或非金屬  

� 瞭解 某些元素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

屬的性 質  

� 說明及比較質子、中子和電子的相對

電荷和相對 質 量  

� 利用質子、中子和電子描述原子的結

構  

� 闡釋和運用符號，如 23

11 Na  

� 運用所給的原子序和質 量數推算原

子和離子中的質子、中子及電子數目  

� 通過相關資料從元素中識別同位素  

� 進行有關同位素質 量和相對 原子質

量的計算  

� 認識和推斷出原子的電子排佈  

� 利用電子圖 表 達 原子的電子排佈  

� 找出貴氣體的穩定性與八隅體規則

的關係  

b.  週期表  

•  元素在週期表中的位置

與其電子排佈的關係  

•  第 I、 II、VII 和 0 族內

同族元素在化學性 質的

相似性  

 

� 明瞭週期表內各元素是依 原子序數由

小至大排列的  

� 認識週期表是一個有系統的排列 元素

方式  

� 界定元素在週期表中的族數和週期數  

� 找出元素在週期表中的位置與其電子

結 構的關係  

� 找出第 I、 II、VII 和 0 族元素的電子

排佈與其化學性 質的關係  

� 描述第 I、II 和 VII 族元素活潑性的差

異  

� 推測週期表內某一族中一些陌生元素

的化學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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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金屬鍵  � 描述金屬鍵合的簡單模型  

 

d.  金屬的結 構和性 質  � 描述金屬所具的一般性 質  

� 找出金屬 性 質與其巨型金屬 結 構的

關係  

  

e.  離子鍵和共價鍵  

•  藉電子轉移而形成離子

鍵  

•  陽離子和陰離子  

•  簡單離子化合物的電子

圖  

•  離子化合物的名稱和化

學式  

•  以氯化鈉為例，說明離

子結 構  

•  藉電子共用而形成共價

鍵  

•  單鍵、雙鍵和三鍵  

•  簡單共價分子的電子圖  

•  共價化合物的名稱和化

學式  

•  式量和相對分子質 量  

 

� 利用電子圖描述離子及離子鍵的形

成  

� 繪畫陽離子和陰離子的電子圖  

� 利用週期表的資料 預 測由金屬 原子

與非金屬 原子所形成的離子  

� 辨 認多原子離子  

� 根據離子的化學式，為常 見陽離子和

陰離子命名  

� 根據所含離子，為離子化合物命名  

� 描述常 見離子在水溶液所呈現的顏

色  

� 透 過離子化合物所含離子及其數目

的比例，闡釋其化學式  

� 參 照 離 子 化 合 物 的 名 稱 或 所 含 離

子，寫出其化學式  

� 描述離子晶體的結 構  

� 描述共價鍵的形成  

� 利用電子圖描述單鍵、雙鍵和三鍵的

形成  

� 以 H3O
+和 NH4

+為例，利用電子圖描

述配位共價鍵的形成  

� 按 照共價化合物所含的元素及其原

子數目的比例，闡釋其化學式  

� 參照共價化合物所含的原子，寫出其

名稱和化學式  

� 適 當 地 運用化學符號和化學式傳遞

科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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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界定及分辨以下詞 彙：式量和相對分

子質 量  

� 進行有關化合物的式量和相對分子

質 量的計算  

  

f.  巨型離子物質的結 構和  

性 質  

� 描述如氯化鈉和氯化銫等物質的巨

型離子結 構  

� 利用離子化合物的結 構及鍵合，說明

並解 釋其性 質  

  

g.  簡單分子物質的結 構和  

性 質  

� 描述如二氧化碳和碘等物質的簡單

分子結 構  

� 認識於分子之間存在范德華力  

� 利用簡單分子物質的結 構及鍵合，說

明並解 釋其性 質  

  

h.  巨型共價物質的結 構和  

性 質  

 

� 描述如金剛石、石墨和石英等物質的

巨型共價 結 構  

� 利用巨型共價物質的結 構和鍵合，說

明並解 釋其性 質  

  

i . 比較一些重 要類別的物質

的結 構和性 質  

� 比較具有巨型離子結 構、巨型共價 結

構、簡單分子結 構和巨型金屬 結 構的

物質的結 構和性 質  

� 利用物質的結 構和鍵合來推斷其性

質；或利用物質的性 質推斷其結 構和

鍵合  

� 利用物質的結 構 解 釋其用途  

 

建議學與建議學與建議學與建議學與教活動教活動教活動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和簡報有關發現 原子結 構的資料  

� 搜 尋和簡報有關元素和週期表發展的資料  

� 進行有關相對 原子質 量、式量和相對分子質 量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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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原子、離子和分子的電子圖  

� 探 究週期表中同族元素化學性 質的相似性，如第 I 族元素與水的反 應、

第 II 族元素與稀氫氯酸的反 應，以及第 VII 族元素與亞硫酸鈉溶液的反

應  

� 預 測週期表內某一族中一些陌生元素的化學性 質  

� 分別寫出離子化合物和共價化合物的化學式  

� 命名離子化合物和共價化合物  

� 探 究 某些寶石的成分與其外觀 色彩的關係  

� 利用一組水溶液預 測離子的顏色，如分別 按氯化鉀和重鉻酸鉀的水溶液

推測 K
+
(aq)、Cr2O7

2 −
(aq)和 Cl

−
(aq)的顏色  

� 探 究水溶液（如重鉻酸銅 (II)及高錳酸鉀）的離子向相反電極的遷移  

� 製作離子晶體和共價分子的三維模型  

� 利用電腦程式研習離子晶體、簡單分子物質和巨型共價物質的三維 影像  

� 製作金剛石、石墨、石英和碘的模型  

� 利用物質的性 質推斷其結 構或利用物質的結 構推斷其性 質  

� 利用物質的結 構 論 證其一些特定的用途  

� 閱讀或撰寫有關物料如石墨和鋁的結 構和應用的文章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領悟科學證據是歸 納和解 釋物質的基礎  

� 體會運用模型和學說有助 解 釋物質的結 構和性 質  

� 欣賞科學家在建立週期表 過程中的堅持，從而體會科學知識會隨時間而

改變和累積  

� 體會闡釋 觀 察 到的現 象時，證據本身具有局 限 性  

� 體會運用鍵合和結 構 概念有助理解宏觀世界中的現 象，如物質的物理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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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使用通用的化學符號和化學式有助世界各地人們的互相溝通。  

� 物質的俗名可與其系統名稱聯繫（如食鹽和氯化鈉、食用蘇打和碳酸氫

鈉）。  

� 根據研 究物質的結 構、化學鍵合及其他性 質所得出的發現，研製了一些

專門的新物料，如防彈纖維、超導體和超能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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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  （（（（2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由於金屬在日常生活中用途廣泛，故此自 遠古以來從礦石中提取金屬是人

類一項 重 要活動。本課題讓學生了解如何從礦石中提取金屬，以及金屬與

其他物質的反 應，並懂得利用實驗證據，建立金屬的活性 序。  

 

金屬的腐蝕為人類帶 來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問 題。因此，必 須發展一些方法

以保存蘊藏量有限的金屬資源。探 究 導致金屬腐蝕的成因和防止腐蝕的方

法，是有意義的解 難學習活動，並有助學生建立運用地球資源的正面態度。 

 

化學反 應式是表 達化學反 應的簡明和通用的方式。學生應能把文字反 應式

轉寫為化學反 應式，並認識到 藉 反 應式可顯示化學反 應中反 應物和生成物

間的定量關係。學生亦 應懂得涉及摩爾和化學反 應式的運算。從本課題獲

取的摩爾概念，可讓學生作好準備，學習其他課題所涉及溶液濃度、氣體

摩爾體積和反 應的平衡常數的計算。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金屬的存在和提取  

•  金屬在自 然 界中以自由

態和化合態形式存在  

•  把金屬氧化物加熱或與

碳共熱以獲取金屬  

•  以電解提取金屬  

•  金屬的發現與金屬提取

的難易程度和原 料是否

容易取得有關  

•  有限的金屬蘊藏量與金

屬資源的保存  

 

� 說明金屬的來源和其在自 然 界中存

在的形式  

� 解 釋為何需要提取金屬  

� 明瞭金屬的提取涉及其礦石的還原  

� 描述並解 釋由礦石提取金屬的主 要

方法  

� 找出從礦石提取金屬的難易程度與

金屬活潑性的關係  

� 參照金屬提取的難易程度推斷發現

某些金屬的先後次序  

� 寫出金屬提取的文字反 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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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描述金屬資源有限故有需要將金屬

再循環  

� 從社會、經濟及環 境 角度評價金屬的

再循環  

  

b.  金屬的活性  

•  一 些 常 見 金 屬 如 鈉 、

鈣、鎂、鋅、鐵、鉛、

銅等與氧（或空氣）、

水、稀氫氯酸和稀硫酸

的反 應  

•  金屬活性 序與金屬形成

正離子的趨向  

•  置換反 應及利用活性 序

解 釋該等反 應  

•  利用活性 序 預 測涉及金

屬的反 應  

•  金屬的提取方法與其在

活性 序 位置的關係  

 

� 描述及比較一些常 見金屬與氧（或空

氣）、水和稀酸的反 應  

� 寫出金屬與氧（或空氣）、水和稀酸反

應的文字反 應式  

� 參照金屬與氧（或空氣）、水和稀酸的

反 應 編排金屬的活性 序  

� 寫出平衡的化學反 應式以描述不同的

反 應  

� 運用物態符號 (s)、 (l)、 (g)和 (aq)來書

寫化學反 應式  

� 找出金屬的活性與金屬形成正離子趨

向的關係  

� 描述並解 釋涉及不同金屬和金屬化合

物水溶液的置換反 應  

� 利用所給資料推斷金屬的活性次序  

� 寫出平衡的離子反 應式  

� 利用金屬活性 序 預 測金屬 反 應的可行

性  

� 找出金屬的提取方法與其在活性 序中

的位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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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反 應 質 量  

•  化學反 應式所顯示的反

應物和生成物之間的定

量關係  

•  摩爾、亞佛加德羅常數

和摩爾質 量  

•  化合物中元素的質 量百

分比  

•  從實驗數據導出實驗式

和分子式  

•  從化學反 應式求出反 應

質 量  

 

� 明瞭及運用平衡反 應式所提供的定量

資料  

� 進行有關摩爾、亞佛加德羅常數和摩

爾質 量的計算  

� 利用適 當資料計算化合物中元素的質

量百分比  

� 利用質 量組成及摩爾質 量 求出實驗式

和分子式  

� 利用相關的反 應式計算反 應物和生成

物的質 量並指出兩者的關係  

� 解 決有關限 量 試劑的問 題  

  

d.  金屬的腐蝕和保護  

•  導致鐵銹蝕的因素  

•  預防鐵銹蝕的方法  

•  鐵銹蝕對社會和經濟的

影 響  

•  鋁的抗腐蝕性  

•  陽極電鍍為增 強鋁的抗

腐蝕性的方法  

 

� 說明鐵銹的本質  

� 描述導致鐵銹蝕的主 要 條件  

� 描述並解 釋 影 響鐵銹蝕速率的因素  

� 描述在探 究鐵銹蝕的實驗中使用鐵銹

指示劑（六氰合鐵 (III)酸鉀和酚酞混

合物）時可見的現 象  

� 描述並解 釋 預防鐵銹蝕的各種方法，

如：   

i . 塗抹油漆、油或覆蓋塑膠  

i i .  鍍鋅  

i ii .  鍍錫  

iv.  電鍍  

v.  陰極保護  

vi.  犧牲性 保護  

vii.  合金  

� 認識鐵銹蝕對社會和經濟的影 響  

� 明白鋁的活性較預期低而抗腐蝕度則

較預期高的原因  

� 描述陽極電鍍如何增 強鋁的抗腐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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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和簡報有關金屬的存在及其在日常生活用途的資料  

� 分析資料並連 繫金屬活性和年表中的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現代等不

同時期  

� 設計和進行實驗從金屬氧化物（如氧化銀、氧化銅 (II)、氧化鉛 (II)和氧

化鐵 (III)）中提取金屬  

� 選定合適的方法從礦石提取金屬  

� 把文字反 應式轉寫為化學反 應式  

� 進行實驗探 究金屬與氧（或空氣）、水和稀酸的反 應  

� 利用實驗證據編排金屬的活性 序  

� 進行實驗探 究金屬與水溶液中金屬離子的置換反 應  

� 書寫離子反 應式  

� 進行實驗測定氧化鎂或氧化銅 (II)的實驗式  

� 進行有關摩爾和反 應 質 量的計算  

� 設計並進行實驗探 究 影 響鐵銹蝕的因素  

� 進行實驗研 究可用來 預防鐵銹蝕的方法  

� 考慮社會、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因素，選定預防金屬腐蝕的合適方法  

� 搜 尋和簡報有關香港金屬回收工業和保存全球金屬資源的措施的資料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肯定科學和科技帶 來有用物料的貢 獻  

� 明白在科學探 究中公平比較的重 要 性  

� 重視採取適 當的安全措施，方進行涉及具危險性化學品和劇烈 反 應的實

驗  

� 關注金屬蘊藏量有限的問 題，並意識到 保存和善用資源的重 要 性  

� 認識摩爾概念在研習定量化學的重 要 性  

� 欣賞化學在發展防銹方法方面為社會及經濟作出的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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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雖然鋼鐵工業是內地溢利最高的工業之一，但其增長受到不少限制，例

如中國的原材料短缺。  

� 推行新科技不但能提高金屬提取過程的效率，同時亦可控制該等過程對

環 境的影 響。  

� 提倡保存金屬資源可喚醒人們關注 環 境 保護。  

� 為提高一些產 品（如汽車、飛機、窗框和眼鏡框）的性能，人們有需要

發展新的合金以取代純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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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課題四  酸和鹽基酸和鹽基酸和鹽基酸和鹽基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在我們身邊發生的諸多化學過程中，不論是在工業還是在生物方面、在實

驗室還是在日常生活環 境中，均涉及酸和鹽基（或鹼）。在初中科學科課程

中，學生已初步 認識了酸和鹼。在本課題中，學生將進一步學習酸和鹽基

（或鹼）的性 質和反 應，同時認識摩爾濃度的概念。學生亦 應 注意由使用

酸和鹼所引起的潛在危險。  

 

此外，學生將會學習運用儀 器 量度 pH、各種製備鹽的方法及涉及酸和鹼的

容量分析。透 過這些實驗練習，他們應能掌 握 重 要的實驗技巧、分析數據

和闡釋 實驗結 果。完成本課題後，預期學生能掌 握 主 要的技巧以進行課程

要 求的探 究 研習，及獲取相關的基本知識以便日後修讀分析化學和進行更

複雜的化學定量分析。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酸和鹼的簡介  

•  在日常生活和實驗室常

用的酸和鹼  

•  以稀氫氯酸和稀硫酸為

例，說明酸的性 質和化

學反 應  

•  酸 的 性 質 和 氫 離 子

(H
+
(aq)) 

•  顯示酸的性 質時水所扮

演的角 色  

•  酸的鹽基度  

•  以氫氧化鈉和氨水溶液

為例，說明鹼的性 質和

化學反 應  

•  鹼 的 性 質 和 氫 氧 離 子

(OH
−
(aq)) 

•  濃酸和濃鹼的腐蝕性 質  

 

 

� 認識一些家用物品是酸性的  

� 陳述實驗室常 見的酸  

� 描述酸的性 質及其典型的反 應  

� 寫出酸反 應的化學反 應式和離子反

應式  

� 找 出 酸 的 性 質 和 內 含 的 氫 離 子

(H
+
(aq))的關係  

� 描述顯示酸的性 質時水所扮演的角

色  

� 說明不同酸（如 HCl、H2SO4、H3PO4、

CH3COOH）的鹽基度  

� 利用與酸的反 應定義鹽基和鹼  

� 認識一些家用物品是鹼性的  

� 陳述實驗室常 見的鹼  

� 描述鹼的性 質及其典型的反 應  

� 寫出鹼反 應的化學反 應式和離子反

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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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找 出 鹼 的 性 質 和 內 含 的 氫 氧 離 子

(OH
−
(aq))的關係  

� 描述酸和鹼的腐蝕性 質及處理酸鹼時

的安全措施  

  

b.  指示劑和 pH 

•  以石蕊、甲基橙和酚酞

為例，介紹酸鹼指示劑  

•  pH 標度用以量度溶液

的酸度和鹼度  

pH = −log[H
+
(aq)] 

•  使用通用指示劑和合適

的儀 器 量度溶液的 pH

值  

 

 

� 說明石蕊、甲基橙和酚酞在酸性和鹼

性溶液中呈現的顏色  

� 描述使用合適的指示劑測 試酸度和鹼

度  

� 找出 pH 標度與物質的酸度或鹼度的

關係  

� 進行有關強酸溶液中 H
+
(aq)的濃度與

pH 值的計算  

� 建議及示範使用合適方法 來 測定物質

的 pH 值  

  

c.  酸和鹼的強度  

•  以酸和鹼在水溶液中離

解的程度解 釋 強酸和弱

酸、強鹼和弱鹼的意義  

•  比較酸（或鹼）強度的

方法  

 

� 描述酸和鹼的離解  

� 找出酸和鹼強度與其離解程度的關係  

� 運用合適 詞 彙描述酸和鹼：強與弱、

濃與稀  

� 建議及進行實驗比較酸或鹼的強度  

  

d.  鹽和中和作用  

•  鹽基為與酸的化性相逆

物質  

•  中 和 作 用 為 酸 與 鹽 基

（或鹼）之間的反 應，

此反 應只生成水和鹽  

•  中和作用的放熱本質  

•  製備可溶鹽和不溶鹽  

•  常 見鹽類的命名  

•  中和作用的應用  

 

� 寫出中和作用的化學反 應式和離子反

應式  

� 說明常 見鹽類水溶解度的通則  

� 描述在製備、分離和淨化可溶的鹽及

不溶的鹽時所使用的技巧  

� 建議製備某一特定鹽的方法  

� 命名由酸鹼反 應生成的常 見鹽類  

� 解 釋中和作用的一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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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e.  溶液的濃度  

•  以 mol dm
−3（摩爾濃度）

表 示溶液的濃度  

 

 

� 把溶液的摩爾濃度轉換以 g dm
−3為單

位  

� 進行有關溶液濃度的計算  

  

f.  涉及酸和鹼的容量分析  

•  標準溶液  

•  酸鹼滴定  

 

� 描述及示範如何透 過將固體溶解或將

濃溶液稀釋 來製備指定濃度的溶液  

� 計算所製備溶液的濃度  

� 描述及示範進行酸鹼滴定的技巧  

� 應用溶液濃度的概念和利用酸鹼滴定

的結 果 解 決化學計量 問 題  

� 撰寫實驗報告將容量分析 實驗的步驟

和結 果 表 達出來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尋 找天然酸和鹼的例子，並搜 尋其化學成分的資料  

� 探 究稀酸與金屬、碳酸鹽、碳酸氫鹽、金屬氧化物和金屬氫氧化物的作

用  

� 設計和進行實驗，研習水在顯示酸的性 質時所扮演的角 色  

� 搜 尋有關酸（或鹼）具有危害性 質的資料  

� 探 究稀鹼與金屬離子水溶液生成金屬氫氧化物沉澱物的反 應  

� 探 究稀鹼與銨化合物生成氨的反 應  

� 進行實驗探 究濃酸（或濃鹼）的腐蝕性  

� 搜 尋有關常用酸鹼指示劑本質的資料  

� 進行實驗找出一些家用物品的 pH 值  

� 使用數據記 錄 器或 pH 計量度物質的 pH 值  

� 設計和進行實驗比較酸（或鹼）的強度  

� 探 究中和過程中溫度的變化  

� 製備和分離可溶的鹽和不溶的鹽  

� 搜 尋和簡報有關中和作用的應用資料  

� 製備容量分析中所用的標準溶液  

� 進行有關摩爾濃度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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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適 當的指示劑、 pH 計或數據記 錄 器進行酸鹼滴定  

� 進行滴定實驗找出醋中所含醋酸的濃度或通渠劑中所含氫氧化鈉的濃

度  

� 進行有關滴定的計算  

� 撰寫一份容量分析 實驗的詳細報告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培養安全處理、貯存和棄置化學品的正 確 態度，從而遵守安全規則  

� 瞭解 適 當的實驗技巧和精確的計算對獲取準確 結 果的重 要 性  

� 認識容量分析是分析化學中的一項 重 要技巧  

� 明白在對比時，控制實驗變項的重 要 性  

� 明白使用儀 器有助提高科學探 究的效率和準確度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實 施涉及中和作用的措施，可以控制汽車、工廠和發電廠所排放的氮氧

化物和二氧化硫。  

� 苛性鈉由氯鹼工業製造，而氯鹼工業是一門傳統的化學原材料工業。  

� 容量分析是分析化學中的一門重 要技術，並應用於化驗實驗室和科學鑑

證。  

� 抗酸劑是一種含有鹽基的常用藥物，可用來中和胃酸並舒緩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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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課題五課題五課題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1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碳化合物在工業及日常生活中均擔當著重 要的角 色，它的主 要 來源是煤和

石油。本課題將重點討 論石油餾分作為燃料和碳氫化合物（或烴）的來源，

讓學生認識使用化石燃料給我們帶 來的好處和方便，例如為人類提供家用

燃料及製造塑膠和合成纖維等合成聚合物的原材料，同時，亦讓學生認識

使用化石燃料所帶 來的空氣污染、酸雨、全球暖化等環 境 問 題。學生學習

本課題，也會明白人類的活動為環 境 帶 來 重 要的影 響。  

 

此外，本課題將介紹一些在有機化學上的基本概念，如同系 列、官能基、

通式和結 構式。學生應懂得書寫碳鏈帶著不多於八個碳原子的烷烴、烯烴、

烷醇和烷酸的系統名稱。他們亦 須學習烷烴和烯烴的化學反 應；學生利用

電子圖說明單次取代的鹵甲烷的生成，便能了解有機化學反 應通常涉及活

潑的物種，並以多於一個步驟進行。  

 

聚合物可由細小的有機分子（單體）經化學反 應合成得來，這過程稱為聚

合。學生應明白如何生成加成聚合物；此外，學生應瞭解一些常 見 加成聚

合物的用途與其物理性 質有關，而物理性 質 則與其結 構有關。課題十一「碳

化合物的化學」及課題十四「物料化學」將分別包括縮合聚合物的生成和

更 深 入 討 論聚合物的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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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來 自化石燃料的烴  

•  煤、石油和天然氣為化

石燃料和碳化合物的來

源  

•  石油的成分及其分離  

•  不同石油餾分性 質的遞

變  

•  燃燒烴的熱變化  

•  各石油餾分的主 要用途  

•  使用化石燃料的後果  

 

 

� 描述化石燃料的來源  

� 說明石油為烴的混合物，及工業上以

分餾將其分離成各有用的餾分  

� 認識作為脂肪族烴和芳香族烴（如

苯）來源的石油在經濟上的重 要 性  

� 找出餾分性 質的遞變（如顏色、黏

度、揮發性和燃燒特徵）與不同餾分

內分子的碳原子數目的關係  

� 解 釋 對不同石油餾分的需求  

� 認識燃燒烴為放熱反 應  

� 認識由燃燒化石燃料所引起的污染  

� 評估使用化石燃料 對我們生活質素

和環 境的影 響  

� 建議減少從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

空氣污染物的措施  

  

b.  同系 列、結 構式和碳化合物

的命名  

•  碳的獨特 性  

•  以烷烴、烯烴、烷醇和

烷酸為例說明同系 列  

•  烷烴、烯烴、烷醇和烷

酸的結 構式和系統命名

法  

 

 

� 參照碳的獨特 結合能力和生成不同

鍵合的能力，解 釋碳化合物的龐大數

目和多樣 性  

� 解 釋同系 列的意義  

� 明瞭同系 列內各成員顯示漸變的物

理性 質和相似的化學性 質  

� 寫出烷烴的結 構式  

� 寫出烷烴的系統名稱  

� 將碳化合物命名和書寫結 構式的方

法推廣至烯烴、烷醇和烷酸  



 

36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烷烴和烯烴  

•  石油為烷烴的來源  

•  烷烴  

•  裂解及其在工業上的重

要 性  

•  烯烴  

 

 

� 利用結 構式來分辨飽和烴及不飽和

烴  

� 描述烷烴的化學反 應：  

i . 燃燒  

i i .  與氯和溴的取代反 應，以甲烷與

氯（或溴）之 反 應為例  

� 利用電子圖描述甲烷與氯的單取代

反 應所涉及的各步驟  

� 認識裂解為獲取較小分子（包括烷烴

和烯烴）的方法  

� 描述如何在實驗室進行石油餾分的

裂解  

� 解 釋裂解在石油工業的重 要 性  

� 描述烯烴與下列 試劑的反 應：  

i . 溴  

i i .  高錳酸鉀溶液  

� 示範如何進行不飽和烴的化學試驗  

  

d.  加成聚合物  

•  單體、聚合物和重複單

位  

•  加成聚合  

•  以聚乙烯、聚丙烯、聚

氯乙烯、聚苯乙烯及有

機玻璃為例說明加成聚

合物的結 構、性 質和用

途  

 

 

� 認識合成聚合物是由稱為單體的小分

子構成  

� 認識烯烴（由石油餾分裂解得來的不

飽和化合物）能進行加成反 應  

� 瞭解烯烴和其他不飽和化合物能進行

加成聚合  

� 使用化學反 應式來描述加成聚合  

� 利用已知單體推斷 加成聚合物的重複

單 位  

� 利用加成聚合物分子已知的部分化學

式來推斷其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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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和簡報在中國及其他國家煤、石油和天然氣蘊藏地點的資料  

� 探 究石油餾分的顏色、黏度、揮發性和燃燒特徵  

� 搜 尋和簡報有關石油餾分主 要用途及這些用途與餾分性 質的關係  

� 討 論全球暖化與使用化石燃料的關係  

� 繪畫烷烴、烯烴、烷醇和烷酸的結 構式及書寫它們的系統名稱  

� 製作簡單的烷烴、烯烴、烷醇和烷酸的分子模型  

� 進行實驗探 究烷烴和烯烴的典型 反 應  

� 利用相關的影片或電腦動畫輔助 研習甲烷與鹵素的取代反 應的本質  

� 進行裂解石油餾分的實驗並測 試生成物  

� 搜 尋有關使用化石燃料 對社會和環 境的利弊的資料，並簡報有關論據  

� 討 論在香港使用另類能源的正 反意見  

� 搜 尋有關發現聚乙烯和加成聚合物發展的資料或閱覽相關文章  

� 探 究不同加成聚合物的性 質，如強度和遇熱軟化的難易程度  

� 根據所給資料，書寫生成加成聚合物的化學反 應式  

� 製作加成聚合物的實物或電腦模型  

� 進行實驗製備加成聚合物（如聚苯乙烯及有機玻璃）  

� 從一個已知加成聚合物的結 構推斷其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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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欣賞有系統地組織科學資料的重 要 性  

� 認識科學與科技的應用所帶 來的益處和影 響  

� 重視保護地球資源  

� 明白為了社會可持 續發展，有必 要 使用其他能源  

� 重視安全使用和貯存燃料  

� 認識合成物料用途廣泛和應用它們時的局 限 性  

� 關注 環 境，並為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培養一份共同承擔的責 任感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石油工業為社會帶 來不少有用產 品，改善我們的生活質素。然而，化石

燃料的生產、運輸、貯存和使用卻對我們構成危險。  

� 燃燒化石燃料時所產生的排放物不但污染環 境，更會長期甚或永久性 地

影 響氣候。  

� 科學與科技的應用，往往在經過一段長時間後，才會顯示出一些弊端，

如使用含鉛汽油及柴油造成的污染問 題和塑膠的棄置問 題。因此，在日

常生活中實 際 應用科學與科技前，我們必 須小心衡量其對社會與環 境所

引起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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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課題六  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微觀世界 II （（（（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課題建基於課題二，目的是擴闊學生對物質的鍵合和結 構的認識和概

念。透 過學習在共價鍵內原子間的電負 性差異，學生應能辨 認極性分子和

它們帶著的部分電荷；鍵極性的知識將繼而幫 助學生認識各種分子間引力

的不同本質。學生應能明白氫鍵的來源、本質和強度，以及分辨非極性和

極性共價物質間的范德華力，以及。透 過 對各種分子間引力的認識，他們

亦將能利用某些分子晶體（如冰和 C6 0）的結 構 解 釋其性 質。此外，學生將

學習更多有關簡單分子物質的知識，如一些共價分子的形狀和非八隅體結

構。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鍵與分子的極性  

 

 

 

� 定義原子的電負 性  

� 描述週期表中主族元素的電負 性在同

一族由上而下和同一週期由左至右的

一般趨勢  

� 解 釋共價鍵中電子不均勻共用的現 象  

� 辨 認極性分子如 HF、 H2O、 NH3 和

CHCl3 的部分電荷  

� 解 釋 CH4 和 BF3 的非極性本質  

 

b.  分子間引力  

•  范德華力  

•  氫鍵  

 

 

� 解 釋在非極性和極性共價物質中范

德華力的存在  

� 說明影 響分子間范德華力強度的因

素  

� 比較范德華力與共價鍵的強度  

� 利用 HF、H2O 和 NH3 為例描述氫鍵

的形成  

� 比較范德華力與氫鍵的強度  

� 明白氫鍵對物質如水和乙醇的性 質

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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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分子晶體的結 構和性 質  � 描述冰和 C6 0 的結 構  

� 利用冰和 C6 0 的結 構和鍵合說明並解

釋其性 質  

 

d.  具有非八隅體結 構的簡單  

分子物質   

� 認識具有非八隅體結 構的共價分子

的存在  

� 繪畫一些非八隅體分子如 BF3、PCl5

和 SF6 的電子圖  

  

e.  簡單分子的形狀  � 推測及繪畫立體圖以表 示以下分子

的形狀︰ (i) 分子的中間原子符合八

隅體規則； (ii) 分子的中間原子不符

合八隅體規則且沒有孤電子對（如

BF3、PCl5 和 SF6）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探 究不均勻靜電場對極性和非極性液體射流的影 響  

� 探 究氫鍵對液體流動的影 響，例如比較具有不同羥基數目的醇的黏度  

� 找出乙醇分子間氫鍵的強度  

� 以范德華力和氫鍵來比較丙烷、甲氧基甲烷和乙醇的沸點  

� 探 究具有不同分子間引力的物質的蒸發速率  

� 探 究水的表面張力和黏度  

� 搜 尋及簡報說明在巨分子（如脫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質）內氫鍵的重 要 角

色的資料  

� 製作冰和 C6 0 的模型  

� 運用電腦程式處理晶體結 構的立體影像  

� 探 究石墨和 C6 0 的性 質  

� 閱讀有關如何利用價層電子對相斥 (VSEPR)學說預 測分子形狀和此學說

的局 限 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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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肯定科學和科技帶 來有用物料的貢 獻  

� 體會模型有助我們想像物質的結 構  

� 顯示 對化學在社會和科技兩方面的新發展和新 貢 獻的好奇心  

� 明瞭新 證據的出現（如發現布克碳的結 構）可能導致有關鍵合知識的新

進展和修訂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納米碳管複合材料（富勒烯結 構家族的成員之一）已發展應用於航天工

業和其他高效能產 品中，如盔甲、運動器材和汽車等。  

� 當 富勒烯可在商業上大 量製造，才可能推廣應用在電子元件、半導體和

製藥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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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七課題七課題七課題七  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化學電池和電解化學電池和電解化學電池和電解  （（（（2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化學反 應涉及釋 放或吸收能量，而能量 常 透 過熱、光和電三種形式來 轉換。

在化學電池中，化學能轉換為電能。電子在外電路流動，顯示在電極發生

氧化反 應和還原 反 應（氧化還原）。本課題介紹氧化還原的概念，以助學生

瞭解電池內所發生的化學變化。學生將使用常 見的氧化劑和還原劑進行探

究，並同時學習書寫氧化還原的化學反 應式。  

 

透 過學習有關氧化還原 反 應的概念，學生應可理解較複雜的電池內所發生

的反 應，以及電解的過程。學生亦 應明白透 過比較有關物種在電化序的位

置，便可以預 測發生氧化還原 反 應的可能性。此外，學生應能根據影 響離

子優先 放電次序的因素來 預 測電解的生成物。  

 

氧化還原 反 應的概念大 量 應用於工業和日常生活上。學生應明白電化學對

科技創 新的貢 獻，並由此改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學生亦 應能評估由這

些科技所引起對 環 境的影 響和安全問 題。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日常生活使用的化學電池   

•  原電池和二級電池  

•  化學電池的用途及與其

相關的特 性（如大小、電

壓、電容量、可充電性及

價格等）  

� 區別 原電池和二級電池  

� 描述常用原電池和二級電池的特徵：  

i . 鋅碳電池  

i i .  鹼性錳電池  

i ii .  氧化銀電池  

iv.  鋰離子電池  

v.  鎳金屬氫化物 (NiMH)電池  

vi.  鉛酸蓄電池  

� 論 證不同化學電池因應個別目的下

的用途  

� 明白使用乾電池對 環 境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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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b.  簡單化學電池中的反 應  

•  化學電池需包含：  

i . 兩種金屬電極和一

種電解 質  

i i .  金屬－金屬離子半

電池及鹽橋（或多孔

裝置）  

•  在電極發生的變化與外

電路的電子流  

•  半反 應式和電池的總反

應式  

 

� 描述及示範如何利用兩個金屬電極

和一種電解 質製作簡單化學電池  

� 量度化學電池所產生的電壓  

� 解 釋由兩種金屬電極和一種電解 質

構成的簡單電池所引起的問 題  

� 解 釋鹽橋（或多孔裝置）的功能  

� 描述及示範如何利用金屬－金屬離

子半電池和鹽橋（或多孔裝置）製作

簡單化學電池  

� 解 釋以不同金屬 對作為電池電極時

產生不同電壓的原因  

� 書寫半反 應式以代表簡單化學電池

內每個半電池的反 應  

� 書寫簡單化學電池的總反 應式  

� 預 測簡單化學電池外電路的電子流

動方向和電池內的化學變化  

 

 



 

44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氧化還原 反 應  

•  氧化及還原  

•  氧化數  

•  常用氧化劑（如

MnO4
−
(aq)/H

+
(aq)、

Cr2O7
2 −

(aq)/H
+
(aq)、

Fe
3 +

(aq)、Cl2(aq)、不同

濃度的 HNO3(aq)和濃

H2SO4(l)）  

•  常用還原劑（如

SO3
2 −

(aq)、 I
−
(aq)、

Fe
2 +

(aq)、Zn(s)）  

•  配平氧化還原 反 應的反

應式  

 

� 利用下列各項 辨 認氧化還原 反 應、氧

化劑和還原劑：   

i . 獲得或失去氧或氫原子  

i i .  獲得或失去電子  

i ii .  氧化數的改變  

� 找出元素和化合物中各原子的氧化

數  

� 建立金屬還原能力和金屬離子氧化

能力的一般趨向  

� 描述一些常用氧化劑和還原劑的化

學變化  

� 找出化學物種的還原能力和氧化能

力趨向與其在一已知電化序的位置

的關係  

� 配平氧化及還原 反 應的半反 應式  

� 利用半反 應式或氧化數的改變配平

氧化還原 反 應式  

d.  化學電池內的氧化還原 反

應  

� 鋅碳電池  

� 含惰性電極的化學電池  

� 燃料電池  

 

 

 

� 描述鋅碳乾電池的構 造  

� 書寫鋅碳電池內各電極所起反 應的

半反 應式及總反 應式  

� 描述和製作包含惰性電極的化學電

池   

� 推測 含惰性電極化學電池內每個半

電池的化學變化   

� 書寫含惰性電極的化學電池內每個

半電池所起反 應的半反 應式及總離

子反 應式  

� 認識氫氧燃料電池的原理  

� 書寫氫氧燃料電池內各電極所起反

應的半反 應式及總反 應式  

� 陳述氫氧燃料電池的優點及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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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e.  電解  

•  以電解下列物質為例，

說明電解為運用電能分

解物質的過程：  

i . 稀硫酸  

i i .  不同濃度的氯化鈉

溶液  

i ii .  硫酸銅 (II)溶液  

� 陽極反 應和陰極反 應  

� 離子優先 放電次序分別

與電化序、離子濃度和電

極性 質的關係  

� 電解在工業上的應用：  

i . 電鍍  

i i .  銅的純化  

 

� 描述製作電解池所需的物料  

� 參考 影 響離子優先 放電次序的各因

素推測在電解池中每一電極的生成

物  

� 描述電解池內的陽極反 應、陰極反

應、總反 應和電解 質的可見變化  

� 明白電鍍和銅純化的原理  

� 描 述 電 鍍 和 銅 純 化 過 程 中 陽 極 反

應、陰極反 應、總反 應和電解 質的可

見變化  

� 明白電鍍工業對 環 境的影 響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參考所得的資料，選定日常生活中適用的化學電池  

� 製作簡單的化學電池並量度其電壓  

� 書寫半反 應式  

� 利用常用氧化劑和還原劑進行實驗，探 究氧化還原 反 應  

� 找出元素和化合物中各原子的氧化數  

� 利用半反 應式或氧化數配平氧化還原 反 應式  

� 探 究濃硫酸與金屬的氧化還原 反 應  

� 探 究不同濃度的硝酸與金屬的氧化還原 反 應  

� 搜 尋和簡報有關燃料電池應用的資料  

� 探 究燃料電池車的操作原理  

� 進行實驗探 究鉛酸蓄電池的操作原理  

� 利用所給資料 預 測化學電池內的變化  

� 觀看或製作展示化學電池反 應的電腦模擬片段  

� 進行實驗探 究電解 過程中的變化  

� 進行實驗探 究電解 過程中影 響離子優先 放電次序的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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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尋和簡報電鍍工業對 環 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 響  

� 設計和進行電鍍實驗  

� 閱讀有關從鋁礦石提煉鋁所涉及的工業過程的文章  

� 討 論在汽車使用氫氧燃料電池的利弊  

� 探 究包裝食品的脫氧劑所涉及的化學原理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欣賞創 新科技對提高生活質素的貢 獻  

� 體會氧化數的概念有助 研習氧化還原 反 應  

� 培養安全處理、貯存和棄置化學品的正 確 態度，從而採取安全措施  

� 重視評估科技對 環 境 帶 來的影 響的需要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各種呼氣測 試技術，例如鈍態酒精感應 器、初步呼氣測 試和憑 證呼氣測

試（如醇量 測 量 器 EC/IR）等，均是利用燃料電池技術來檢測酒精。  

� 氫氧燃料電池可應用於太空任務及汽車等範疇，但並未普及至商業或家

居用途。  

� 發展各式各樣的鋰電池，如鋰離子電池、鋰離子聚合物電池、鋰鈷電池、

鋰錳電池和鋰鎳電池，以應付各類消費產 品的需求。  

� 工業生產 過程（如金屬的提煉、氯鹼工業和從礦石（鋁土礦）生產鋁）

往往涉及甚多電解 過程。  

� 以電解提取活潑金屬的發展與人類歷史進程有著密 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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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課題課題課題八八八八  化學反應與能量化學反應與能量化學反應與能量化學反應與能量  （（（（7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每當化學反 應發生時，能量變化會隨即產生，且常以熱的形式出現，化學

體系能以不同形式吸入或放出能量。本課題將介紹化學能學的基本概念及

一些焓變詞 彙。有關簡單 量熱法的實驗和赫斯定律的定量 討 論，可以幫 助

學生進一步瞭解能學的概念。然而，彈式量熱器等儀 器的使用則不在本課

題的學習範圍之內。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化學反 應中的能量變化  

•  能量守恆  

•  吸熱反 應和放熱反 應，

以及這些反 應與鍵的斷

裂和形成的關係  

 

 

•  利用能量守恆的概念解 釋化學反 應

中的能變  

•  描述焓變（∆Η）為恆壓下的熱變  

•  運用圖 表及焓變的概念解 釋 放熱反

應和吸熱反 應的本質  

•  運用化學鍵斷裂和形成解 釋 放熱反

應和吸熱反 應的本質  

  

b.  標準反 應烚變  

 

•  解 釋並運用以下詞 彙：反 應焓變和標

準狀況（特 別有關中和、生成和燃燒） 

•  使用簡單 量熱法進行實驗求出焓變  

•  利用實驗結 果計算焓變  

  

c.  赫斯定律  

•  利用赫斯定律 求出難以

從實驗中直接測定的焓

變  

•  涉及反 應焓變的計算  

 

 

•  運用赫斯定律繪畫簡單的焓變循環  

•  進行涉及上述焓變循環和有關焓變

的計算（特 別 求出難以從實驗中測定

的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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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利用合適方法和技巧設計並進行實驗求出以下反 應的標準焓變： (a)酸

鹼中和及 (b)酒精的燃燒  

� 參照赫斯定律，為反 應焓變或其他標準焓變的定量關係繪畫焓變循環  

� 與其他精密技術相比，討 論簡單 量熱法的局 限 性  

� 進行涉及 (a)標準生成焓變、 (b)標準燃燒焓變及 (c)其他標準焓變等標準

反 應焓變的計算  

� 進行實驗測定金屬氧化物或金屬碳酸鹽的生成焓變  

� 找出解 決有關標準反 應焓變問 題的不同方法  

� 探 究暖手器或冰墊所涉及的化學原理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重視以有系統的方式來理解化學反 應熱變的需要  

� 體會跨學科關係的重 要 性，如焓變的計算涉及物理熱學的定量 處理方法  

� 接受在可容忍範圍內的定量 實驗結 果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人類致力搜 尋能令化學反 應 更有效 地 釋 放熱能的方法，如燃料的燃燒。 

� 人類持 續 透 過化學反 應獲取熱能，因而為科技及環 境 帶 來不少影 響，如

能源危機和全球暖化。  

� 化學反 應的能量變化已被利用於很多日常生活的產 品中，如暖手器、用

於物理治療的熱敷包、冰墊、自熱咖啡及飯盒。  

� 如何有效 利用和以化學形式貯存太陽能是使用另類能源的挑 戰。  



 

49 

課題九課題九課題九課題九  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反應速率  （（（（9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反 應 速率是研習化學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概念。學生在以往的學習經歷中，

對 反 應具不同速率已有一定的認識，例如知道鐵銹蝕發生得較為緩慢，而

氫與氧的反 應 則極快。另外，學生也知道人們極需尋 求方法控制反 應的速

率。簡而言 之，學習本課題可幫 助學生建立與反 應 速率相關的概念。  

 

學生將會學習可用以跟隨反 應進度的各種方法及影 響 反 應 速率的因素。學

校實驗室的器材和儀 器 應能為學生提供這方面的學習經驗。透 過 使用合適

的傳感器和數據記 錄 系統等精密 儀 器，學生應能更準確和更有效 地進行探

究或實驗。  

 

催化作用在學術研 究和化學工業方面均扮演 重 要 角 色。學生應明白大 型化

學工廠內進行的所有化學反 應均涉及使用催化劑；而生物體內的反 應，乃

由酶催化。學生可於課題十三「工業化學」進一步 研習催化作用。  

 

本課題將包括常溫常壓下的氣體摩爾體積之 研習，讓學生完成在此學習階

段與化學反 應式有關的化學計量 討 論的研習。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化學反 應的速率  

� 跟隨化學反 應進 度的

方法  

� 瞬間速率和平均速率  

 

 

� 選擇和論 證以下跟隨化學反 應進度

的技巧：  

i . 滴定分析  

i i .  量度以下變化：氣體的體積（或

壓強）、混合物的質 量和混合物

的顏色 深度  

� 解 釋顯示 反 應進度的圖 表  

� 利用合適的圖 表 求出瞬間速率和平

均速率  

� 認識初速是當時間 t=0 的瞬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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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b.  影 響 反 應 速率的因素  

� 濃度  

� 溫度  

� 表面面積  

� 催化劑  

 

 

� 設計和進行實驗探 究下列因素對 反

應 速率的影 響：   

i . 濃度  

i i .  溫度  

i ii .  表面面積   

iv.  催化劑   

� 解 釋以下從直接探 究 影 響 反 應 速率

的因素的實驗得來的結 果（例如以圖

像表 達）︰氣體的體積（或壓強）的

變化、混合物的質 量的變化、混合物

的顏色 深度的變化和混合物的混濁

度的變化  

� 解 釋由於濃度、表面面積及溫度的改

變對 反 應 速率的定性 影 響  

� 體會催化劑在化學工業和生物體系

的重 要 性  

  

c.  常溫常壓 (r.t .p.)下氣體的摩

爾體積  

� 涉及氣體摩 爾體 積的

計算  

 

 

� 利用已知數據推算氣體在常溫常壓下

的摩爾體積為 24 dm
3
 

� 進行涉及常溫常壓下氣體摩爾體積的

化學計量計算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有關因未能控制反 應 速率而釀成意外的資料  

•  選取方法及解 釋有關方法是否適合跟隨某些化學反 應如 :  

(a)  酯的加鹼水解  

(b)  CaCO3(s)或 Mg(s)與稀酸的反 應  

(c)  利用酸化 KMnO4(aq)氧化 C2O4
2 −

(aq)離子  

•  討 論以「驟冷」和「持 續」兩種方法 研習速率的本質  

•  使用合適方法、技能和技巧（如微型化學技術和數據記 錄 器）研 究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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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的進度  

•  探 究 反 應物濃度、溫度、表面面積的改變，或使用催化劑對 反 應 速率的

影 響  

•  進行涉及常溫常壓下氣體摩爾體積 (即 24 dm
3
)常數的計算  

•  進行實驗測定氣體的摩爾體積  

•  搜 尋有關汽車安全氣囊的資料及閱讀有關文章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重視控制反 應 速率對促進人類進步的需要  

� 重視在不同情 況下辨 別 決定性變數的需要  

� 體會同一個問 題可有不同的解 決方法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防止金屬腐蝕對社會經濟頗為重 要，並與環 境息息相關。  

� 理解工業和醫療使用催化劑的重 要 性。  

� 研 究 反 應 速率對社會有正面的貢 獻，如汽車的安全氣囊。  

� 反 應 速率的研 究 結 果和致命武器的發展有緊 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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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課題課題課題十十十十  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化學平衡  （（（（1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一般而言，化學反 應分為可逆或不可逆兩類。有關大多數可逆反 應的平衡

狀態 概念是化學的基礎。學生應理解化學平衡的動態本質，尤其是當 平衡

體系 遇 到變化時，平衡位置會相應 地移動。因此，在工業製備過程中控制

壓強、濃度和溫度等變數以達 到最佳反 應 條件甚為重 要。課題十三「工業

化學」將更 深 入 討 論上述概念。  

 

平衡定律描述平衡體系中反 應物濃度和生成物濃度兩者間的定量關係。學

生應 認識平衡常數 Kc 及其數學運算方法與反 應的化學計量的關係，同時，

學生亦 應能推測在一均相反 應中濃度或溫度的轉變對化學平衡位置的影

響，但不包括加 入不參與化學反 應的物種對化學平衡位置的影 響。另外，

涉及氧化還原和酸鹼反 應的平衡體系的深 入 討 論，亦不包括在本課題的討

論範圍內。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應用化學平衡概念的例子。學生可透 過 搜 集資料及閱讀

相關題材的文章，鞏固對各類平衡概念的理解及明白其相互的關係。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動態 平衡  

•  動態 平衡的特徵  

 

•  列舉適 當 例子說明可逆反 應及不可

逆反 應  

•  描述達至動態 平衡下的化學體系的

特徵  

  

b.  平衡常數  

•  以濃度來 表 示的平衡常

數 (Kc) 

 

 

•  利用數學式表 達 平衡時反 應物和生

成物濃度與 Kc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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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濃度和溫度的變化對化學

平衡的影 響  

•  因溫度的變 化導 致系

統的 Kc 值有可能改變  

•  因濃度的變 化導 致體

系有所調節但 Kc 值 維

持不變  

 

 

 

•  認識平衡體系中 Kc 值在定溫下為一

常數（與反 應物及生成物的濃度變化

無關）  

•  進行涉及 Kc 的計算  

•  進行實驗以求出 Kc   

•  運用已知的數據歸 納溫度與 Kc 值的

關係  

•  利用正向反 應的∆H 的正 負符號，預

測溫度對 平衡位置的定性 影 響  

•  推斷濃度的變化對化學平衡位置的

影 響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與化學平衡議題有關的資料  

•  探 究可逆反 應及不可逆反 應的例子  

•  探 究化學平衡的動態本質  

•  設計並進行實驗探 究 pH 對化學平衡體系的定性 影 響：  

Br2(aq) + H2O(l)  HOBr(aq) + H
+
(aq) + Br

−
(aq) 

Cr2O7
2 −

(aq) + H2O(l)  2CrO4
2 −

(aq) + 2H
+
(aq) 

•  運用電腦模擬程式探 究濃度或溫度的變化對化學平衡的影 響  

•  進行與反 應式的化學計量和平衡常數 Kc 有關的計算（利用平衡濃度找

出 Kc 或利用 Kc 找出平衡濃度）  

•  設計並進行實驗找出化學平衡體系的 Kc（如烷醇與烷酸的酯化作用）  

•  探 究改變濃度或溫度對以下平衡體系的平衡位置的移動：   

SCN
−
(aq) + Fe

3 +
(aq)  Fe(SCN)

2 +
(aq) 或  

Co
2 +

(aq) + 4Cl
−
(aq)  CoCl4

2 −
(aq) 

•  利用已知數據探 究溫度與 Kc 值的關係  

•  利用反 應商數預 測 平衡位置的移動  

•  探 究勒沙得利爾原理如何有助 預 測化學平衡位置的移動，並認識此原理

的局 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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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重視化學平衡體系的定量 處理對有效 調控生成物形成的重 要 性  

•  認識應用在化學工業中的反 應 大部分是可逆的  

•  體會解 決不同問 題時採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好處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化學平衡的應用在工業上擔當 重 要 角 色。  

� 化學平衡在不同科學與科技領域中的應用日趨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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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課題課題課題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碳化合物碳化合物碳化合物碳化合物的的的的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2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由於碳的性 質獨特，其化合物非常普遍，所以，有機化學是化學科中一個

非常 重 要的範疇。學生可運用在初中課程，以及本課程的課題 五和課題 六

中學習到的基本概念和知識，建立與常 見有機化合物的結 構 特徵相關的概

念。此外，學生應能運用碳化合物的系統名稱和通俗名稱，作為學術和日

常生活上傳遞化學知識和理解的工具。  

 

本課題將介紹同分異構的基本概念包括結 構異構、順 -反異構和對映異構，

另外學生將學習一些官能基的化學反 應。他們應能寫出碳鏈帶著不多於八

個碳原子的烷烴、烯烴、鹵烷、醇、醛和酮、羧酸、酯、未經取代的酰胺

和一級胺的系統名稱。透 過學習這些官能基的化學反 應（包括所用試劑、

反 應 條件、生成物及可觀 察 現 象），學生應能利用一些化學方法 辨 別不同的

官能基及鑑定未知的碳化合物，並能利用馬科尼科夫法 則推斷烯烴與鹵化

氫的反 應的主 要生成物。但是，利用反 應機理解 釋有機化合物的反 應 則不

屬本課題的討 論範圍。  

 

除此之外，學生亦 應 認識到不同官能基之間的關係，並意識到有機化學最

重 要的應用是透 過官能基之間的互換來合成有用的碳化合物。學生可透 過

進行簡單有機物的合成實驗，加 強 對本課題所涉及化學反 應的認識。另一

方面，本課題 討 論 重 要有機物質，如阿士匹靈、清潔劑、尼龍和聚酯，使

學生能夠 認識這些物質的結 構。學生尤其應 認識清潔劑的親水性部分和疏

水性部分賦予其乳化和濕潤的功能。他們亦 應明白肥皂和非皂性清潔劑的

清洗作用與其結 構的關係。此外，學生應 認識尼龍和聚酯乃是縮合聚合物，

並寫出生成尼龍和聚酯的化學反 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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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特定同系 列的簡介  

•  同系 列  

•  結 構式與系統命名法  

 

 

•  寫出以下化合物的系統名稱、通式、

簡明結 構式和結 構式：烷烴、烯烴、

鹵烷、醇、醛和酮、羧酸、酯、未經

取代的酰胺和一級胺  

•  根據化合物的系統名稱繪出其結 構  

•  明瞭官能基及碳鏈長度對碳化合物

的物理性 質的影 響  

•  辨 認一些碳化合物的通俗名稱，如蟻

醛、氯仿、丙酮、異丙醇、醋酸  

 

b.  同分異構  

•  結 構異構  

•  以含有一個 C=C 鍵的

無環碳化合物為例說

明順 -反異構  

•  以含有一個手性碳的

化合物為例說明對映

異構  

 

� 明白若兩個或以上化合物具有相同分

子式惟結 構不同時，即屬同分異構  

� 認識和推測 結 構異構的存在（包括含

有相同官能基或不同官能基的異構

體）  

� 認識無環碳化合物因不能依 C=C鍵轉

動而形成順 -反異構  

� 推測 已知化合物異構體的結 構，以顯

示 對 結 構異構和幾何異構的認識  

� 認識只有一個手性碳的化合物所形成

的對映異構  

� 運用結 構式和分子模型 來展示碳化合

物異構體中的原子排列  

  

c.  各種官能基的典型化學反

應  

•  烷烴  

•  烯烴  

•  鹵烷  

•  醇  

•  醛  

•  酮  

 

 

•  運用所用試劑、反 應 條件及可觀 察 現

象描述以下反 應並寫出相關的化學

反 應式：  

i . 烷烴：與鹵素的取代反 應  

i i .  烯烴：與氫、鹵素及鹵化氫的加

成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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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羧酸  

•  酯  

•  酰胺  

 

 

iii .  鹵烷：與OH
－

(aq)的取代反 應  

iv.  醇：與鹵化物（鹵化氫或三鹵化

磷）的取代反 應；脫水後生成烯

烴；一級醇氧化成醛和羧酸；二

級醇氧化成酮  

v.  醛和酮：與Cr2O7
2 -

(aq)的氧化反

應；與 LiAlH4或NaBH4的還原 反

應  

vi.  羧酸：酯化及生成酰胺；與LiAlH4

的還原 反 應  

vii.  酯：水解  

viii .酰胺：水解  

•  預 測及命名上述反 應的生成物  

  

d.  簡單碳化合物的互換  

•  官能基之間的互換  

•  在實驗室簡單碳 化合

物的製法  

 

 

•  利用 (c)所述的反 應建議轉換官能基

的路線  

•  利用 (c)所述的反 應，說明轉換碳化合

物所需的試劑和反 應 條件  

•  利用已知的起始物、試劑和反 應 條件

預 測 反 應的主 要有機生成物  

•  描述在實驗室內如何製備和純化簡

單碳化合物，如乙酸及酯  

•  計算反 應所得生成物的百分產率  

  

e.  重 要有機物質  

•  乙酰水楊酸（ 阿 士匹

靈）的結 構和醫療應用  

•  肥皂和非皂性 清 潔劑

的結 構和性 質  

•  尼龍和聚酯的結 構、性

質和用途  

 

 

 

 

•  辨 認乙酰水楊酸分子的官能基  

•  認識阿士匹靈為用以減輕痛楚、消

炎、退熱，以及防止心臟病發的藥物  

•  描述肥皂和非皂性清潔劑的結 構  

•  認識清潔劑可由石油提煉出來的化

學品製成  

•  解 釋清潔劑的濕潤和乳化功能與其

結 構的關係  

•  找出肥皂和非皂性清潔劑的清洗作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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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其結 構的關係  

•  認識尼龍和聚酯是縮合聚合物  

•  描述尼龍和聚酯的結 構和性 質  

•  寫出生成尼龍和聚酯的反 應式  

•  說明尼龍和聚酯的用途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製作具不同官能基的化合物的分子模型  

� 比較以下化合物的物理性 質：丙烷、丁烷、戊烷、乙醇、丙 -1-醇和丁

-1-醇  

� 搜 尋 常 見碳化合物的通俗名稱  

� 推測 已知碳化合物各異構體的結 構  

� 製作丁 -2-烯的分子模型  

� 製作丁 -2-醇或 2-羥基丙酸（乳酸）的分子模型  

� 搜 尋和簡報有關酒精呼氣分析 儀的原理和應用的資料  

� 檢視反 應方案及一些有機化學內重 要的合成路線  

� 檢視或寫出總結本課題所提及的各反 應的反 應方案  

� 分析目標分子的結 構，計畫從容易購買得到的原始化合物轉化簡單碳化

合物的合成路線  

� 搜 尋和簡報有關在日常生活中常 見的重 要有機物的合成路線的資料  

� 製備乙酸或乙酸乙酯  

� 利用脂肪或油製備肥皂並測 試其性 質  

� 搜 尋和簡報有關陽離子表面活性劑和中性 表面活性劑的資料  

� 進行由 2-甲基丙 -2-醇製備 2-氯 -2-甲基丙烷的實驗  

� 搜 尋和簡報有關發現阿士匹靈及其應用的資料  

� 利用返滴定實驗分析市面出售的阿士匹靈藥片  

� 搜 尋和簡報有關清潔劑發展歷史的資料  

� 進行實驗探 究清潔劑的濕潤能力和乳化功能  

� 設計並進行實驗比較肥皂和非皂性清潔劑的清潔能力  

� 搜 尋和簡報有關使用清潔劑所引致的環 境 問 題的資料  

� 進行實驗製備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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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尋和簡報有關重 要有機物質（如阿士匹靈、撲熱息痛、布洛芬、糖精、

阿司百甜、蔗糖、纖維素、澱粉、甘油三酯、膽甾醇、胰島素和酪蛋白）

的結 構和用途的資料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欣賞科學和科技帶給我們多種有用產 品  

� 體會合成物料具有廣泛的用途和它們在使用時的局 限 性  

� 瞭解與實驗室使用和棄置碳化合物有關的危害，如碳化合物的可燃性和

毒性，以及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 關注 環 境 保護，並培養為使社會可持 續發展而共同承擔的責 任感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通常有多於一條合成路線製備某一碳化合物。然而，有些合成路線可能

為人類健康及環 境 帶 來不良影 響。步驟最少或成本最低廉的合成路線，

未 必是最理想的。我們必 須 運用所學到有機化學的知識，循著合乎安

全、經濟和環 保的路線來發展及製備有用的有機產 品。  

� 尋 求 新的碳化合物往往需要合成數以百計由基本結 構變異而成的化合

物。某些合成出來的化合物可能有某些用處，但亦可能有危險的副作用

以致不能普及應用；故此，我們需要 找 尋其他結 構類似但無不良副作用

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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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十二課題十二課題十二課題十二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透 過 研習本課題，學生可明瞭週期表在化學的重 要 性。本課題 要 求學生學

習一些元素的物理性 質的週期性變化，及個別氧化物的酸鹼性 質的週期關

係。  

 

學生亦可建立對 某些過渡性金屬及其化合物的性 質的知識和概念，並討 論

過渡性金屬在工業和其他應用範疇上應用的重 要 性。  

 

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由 Li 至 Ar 各元素物理性 質

的週期變化  

� 鍵合本質的變化  

� 熔點和導電性的變化  

 

 

•  描述週期表內第 I 族至第 0 族各元素

的鍵合本質和結 構  

•  描述各元素的熔點和導電性的週期

變化  

•  利用各元素的鍵合和結 構（即金屬 結

構、共價 結 構和分子結 構），解 釋熔

點和導電性的變化  

  

b.  由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的

鍵合、計量成分和酸鹼性 質  

•  描述 Na至 Cl各元素氧化物的鍵合本

質和計量成分  

•  描 述 下 列 氧 化 物 在 水 中 習 性 的 變

化：Na2O、MgO、Al2O3、SiO2、P4O1 0、

SO2 和 Cl2O 

•  以 Na2O、Al2O3 和 SO2 為例 認識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的酸鹼性 質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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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生應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過渡性金屬的一般性 質  

� 有色離子  

� 可變氧化態  

� 催化性 質  

 

•  辨 認 過渡性金屬在週期表中的位置   

•  認識大部分過渡性金屬離子的水溶

液是有色的  

•  描 述 一 些 過 渡 性 金 屬 離 子 ， 如

Fe
3 +

(aq)、Cr
3 +

(aq)、Cu
2 +

(aq)的顏色  

•  說明過渡性金屬在其化合物中能存

在多於一種氧化態，如 Fe
2 +和 Fe

3 +；

Mn
2 +、MnO2 和 MnO4

−
 

•  說明過渡性金屬及其化合物均可用

作催化劑  

•  說明過渡性金屬的重 要 性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搜 尋有關週期表發展的資料   

•  搜 尋並解 釋有關第 2 週期、第 3 週期和第 4 週期元素的物理性 質（即密

度和在水的溶解度）變化的資料  

•  探 究在同一週期內各元素的熔點和導電性的變化  

•  探 究 Na 至 Cl 各元素氧化物在水中的習性及其相應的酸鹼性 質  

•  搜 尋有關過渡性金屬及其化合物的重 要 性的資料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明瞭自 然 界中所發生的規律 性變化  

� 肯定人類在尋 求如何提高工業過程的效能上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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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過渡性金屬在科技、醫學研 究和工業等領域上用作催化劑。  

� 過渡性金屬離子在維 持人們健康方面擔當 重 要的角 色。  

� 肌紅蛋白和血紅蛋白能結合氧分子，故在生理學上至為重 要；而它所結

合氧的能力，則與該等分子內深紅色的含鐵輔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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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選修部分  （（（（共共共共 4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三個課題三個課題三個課題三個課題任選其中兩個任選其中兩個任選其中兩個任選其中兩個）））） 

 

課題十三課題十三課題十三課題十三   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工業化學  （（（（2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課題旨在讓學生有機會提升一些基礎化學原理上的知識及理解方，並讓

他們對工業化學有基本認識。本課題將介紹一些重 要的工業過程，如哈柏

法、氯鹼工業及生產甲醇的過程。學生亦 應 對化學動力學（包括活化能和

催化作用）有更 深 入的認識。本課題可與必修部分相關課題的內容相連 繫。 

 

通過學習工業化學，學生可以體會化學家如何應用基本化學原理及科學方

法 來 解 決工業上遇 到的實 際 問 題，以及為工業過程選擇最理想的條件。此

外，學生應能體驗化學家如何利用電腦模型 來模擬及操控化學工業設備。

本課題進而幫 助學生學習從不同角度來評估化學在社會上擔當的角 色，以

及建立有關綠色化學的概念和理解，並認識綠色化學如何幫 助管理及控制

工業生產 過程對 環 境 造成的影 響。最後，本課題的學習將幫 助學生從繪畫

及解 釋 圖 表，以及在進行計算的過程中發展有關定量化學的技能。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工業過程的重 要 性  

� 發展切合現 代生 活的

合成產物  

 

� 從社會、經濟及環 境 角度，討 論 使

用工業過程（如石油化學）生產製

品所帶 來的利弊  

� 認識近年來工業過程（如丙種維生

素的生產）在解 決天然資源不足或

資源減縮問 題方面的進展  

  

b.  速率方程  

� 從實驗結 果 求出 速率

方程  

 

 

� 明白反 應 速率、速率常數、反 應物

濃度和反 應級數的相互關係  

� 利用初速 法 求出化學反 應的速率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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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c.  活化能  

� 能線圖  

� 利用活化能 解 釋 改變

溫度對 反 應 速率 的影

響  

� 阿列紐斯方程  

2.3RT

E
常數kog a- =l  

 

� 繪畫反 應的能線圖  

� 利用麥克斯韋－波爾茲曼分佈曲線

解 釋溫度與反 應 速率的關係  

� 利用以下資料 求出化學反 應的活化

能：  

i . 直接收集得來的實驗數據  

i i .  所給的數據  

  

d.  催化作用和工業過程  

� 催化劑的意義和特 性  

� 活化能與催 化作 用的

關係  

 

 

� 利用適 當 例子描述催化劑的特 性  

� 明白催化劑能為化學反 應提供另一

個反 應 途 徑  

� 描述催化劑對可逆反 應的影 響  

� 描述工業過程中催化作用的應用

（如哈柏法的鐵及生產酒精飲品所

用的酶）  

  

e.  工業過程  

� 利用生產肥 料 來 說明

如何將原材 料 轉 化為

消費品  

� 以氯鹼工業 的過 程為

例說明電化 學原 理在

工業上的應用  

� 利用甲烷轉 化為 甲醇

的過程說明 工業 過程

的改進  

� 從社會、經濟和環 境方

面考慮工業過程  

 

 

� 描述生產氨的過程所涉及的原 料、

原理、反 應 條件、反 應 步驟及產物  

� 描述將氨轉化為肥料的過程  

� 解 釋生產氨所涉及的物理化學原理  

� 解 釋工業過程（如哈柏法）如何在

反 應 速率、產率及經濟上的考慮作

出協 調  

� 描述肥料 對世界的重 要 性  

� 描述氯鹼工業的重 要 性  

� 解 釋氯鹼工業中流汞電解池過程和

薄膜電解池過程所涉及的化學原理  

� 描述甲醇的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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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認識將甲烷轉化為甲醇的重 要 性  

� 描述透 過合成氣製備甲醇的過程所

涉及的原 料、反 應 條件、反 應 步驟

及產物  

� 討 論在生產甲醇上科技的改進  

� 利用哈柏法、氯鹼工業或透 過合成

氣生產甲醇為例，從社會、經濟及

環 境 考慮討 論工業過程  

  

f.  綠色化學  

� 綠色化學的原理  

� 綠色化學的應用  

 

 

� 描述可持 續發展與綠色化學的關係  

� 計算化學反 應中的原子經濟  

� 利用生產醋酸（乙酸）為例 找出工

業過程中有關綠色化學的原理和實

踐的關係  

� 利用綠色化學原理評鑑工業過程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利用初速 法 求出硫代硫酸鈉與稀氫氯酸反 應的速率方程  

� 進行實驗測定化學反 應的活化能  

� 利用適 當的催化劑設計並進行實驗，研 究改變化學反 應 速率的方法  

� 進行有關活化能、百分產率和原子經濟的計算  

� 閱讀有關固氮作用的重 要 性的文章  

� 閱讀有關生產甲醇過程的最新發展的文章  

� 利用電腦模擬程式研習化工廠內進行的工業生產 過程及控制生產  

� 從科學、社會、經濟及環 境 角度分析工業生產的過程  

� 討 論在日常生活的化學應用上使用綠色化學原理的可行性  

� 搜 尋和簡報在生產醋酸時應用綠色化學概念的資料  

� 運用綠色化學的原理檢討工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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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明白有關基本化學原理的知識和理解 對生產合成物料的重 要 性  

� 重視危險物質如氨、醋酸、氫、氯及氫氧化鈉的安全運送及貯藏  

� 關注天然資源供應短缺及欣賞工業化學對我們社會的貢 獻  

� 認識催化劑在化學工業中的重 要 性  

� 願意實踐綠色化學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某些化學產 品，例如螢光增白劑，在市場有極大的需求，惟在生產 過

程中會製造 大 量廢水，特 別是對 環 境有害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 化學家已 開發大規模生產肥料的方法，以解 決糧食不足的問 題。  

� 綠色化學涉及的一套原 則，旨在設計、製造和應用化學產 品時，減少

或排除有害物質的使用或產生。為鼓勵商界領袖從傳統方案與綠色方

案中作負 責 任的選擇，應發展及推廣多些可取代現有物料和科技而對

環 境有益的另類選擇。  

� 化學工業所面對的基本挑 戰是在維 持社會利益的前提下，不會增 加 環

境的負擔或是對 環 境 造成傷害，同時，所付出的代價 必 須合理。  

� 在生產 過程中不小心棄置或滲漏化學物（如博帕爾大災難和水俣汞中

毒事件）或廣泛使用有毒化學品（如砷、鎘、鉻、鉛、酞酸鹽、PAHs、

PBDEs 和三丁基錫等）均造成環 境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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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十四課題十四課題十四課題十四   物料化學物料化學物料化學物料化學  （（（（2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課題旨在讓學生有機會增廣物料化學上的知識和理解。學生需要 研習一

些重 要物料，如聚合物、合金、液晶和納米物料等，亦同時需要 對各種合

成聚合物，包括熱塑性塑膠、熱固性塑膠、生物聚合物料及生物可降解塑

膠等，有更 深 入的認識。本課題可與必修部分相關課題的內容相連 繫。  

 

透 過學習物料化學，學生可欣賞到化學家在研製新物料方面的貢 獻，並認

識新物料可以代替那些已不再滿足現代化生活所需的物料。此外，透 過學

習在生產合成物料的過程中應用綠色化學的概念，使學生明白綠色化學可

以幫 助減低，甚至消除化學為人類健康及環 境 帶 來的不良影 響。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天然聚合物  

� 纖維素及甲殼素的結 構

和性 質  

 

� 利用纖維素和甲殼素的結 構 來 解

釋其性 質  

� 比較纖維素與甲殼素的結 構 特 性   

 

  

b.  合成聚合物和塑膠  

� 加成聚合  

� 加成聚合物（如聚四氟

乙烯 (PTFE)、聚甲基丙

烯酸甲酯 (PMMA)和氰

丙烯酯 (超能膠 )）的生成

及應用  

� 縮合聚合  

 

 

� 解 釋「熱塑性塑膠」及「熱固性

塑膠」  

� 以 PTFE、PMMA 及氰丙烯酯為例

描述加成聚合物的特 性  

� 描述以下各縮合聚合物的特 性：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尼

龍、凱庫勒及脲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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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 縮合聚合物（如聚酯及

聚酰胺）的生成及應用  

� 生物聚合物料（如聚乳

酸 (PLA)）  

� 結 構 對一些性 質（如密

度、硬度、剛性、彈 性

和生物可降解 性等）的

影 響，並用以下例子加

以說明：  

i . 高密度聚乙烯及低密

度聚乙烯  

i i .  尼龍及凱庫勒  

i i i .  聚合物的硫化作用  

iv.  生物可降解塑膠   

� 塑 膠 加 工 過 程 − 注 塑

法、吹塑法、擠塑法、

真空成型 法及壓塑法  

� 藉一個或一對 已知單體推斷聚合

反 應類別  

� 藉一個或一對 已知單體推斷聚合

物的重複單 位  

� 寫出生成加成聚合物及縮合聚合

物的化學反 應式  

� 說明加成聚合與縮合聚合的異同  

� 利用聚合物的結 構 解 釋其性 質  

� 認識生物聚合物的應用  

� 以 PLA 為例，描述製造生物可降

解塑膠的過程  

� 找出加工過程的選擇與塑膠性 質

及各產 品用途間的關係  

� 討 論塑膠再循環的重 要 性，及推

行時所碰到的困難  

 

  

c.  金屬和合金  

� 金屬晶體的結 構  

i . 以六方緊 密裝填結

構及立方緊 密裝填

結 構為例，說明緊 密

裝填結 構  

i i .  以體心立方結 構為

例，說明敞開 結 構  

� 金屬 結 構的晶胞及配位

數  

� 金屬與合金性 質的差異  

 

 

� 描述金屬的緊 密裝填結 構和敞開

結 構  

� 辨 認所給金屬 結 構的晶胞，並求

出配位數目  

� 認識把其他元素引入金屬內形成

合金  

� 以硬度和電導 性為例 解 釋金屬與

合金性 質的差異  

� 利用所給的資料，找出合金（如

鋼及黃銅）的應用與其性 質的關

係，並將之與純金屬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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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d. 現代生活中的合成物料  

� 液晶  

� 納米物料  

 

 

� 描述有機液晶體的化學結 構及各

種液晶相  

� 辨 認呈液晶特 性的物質的結 構 特

徵  

� 找出液晶的用途與其性 質的關係  

� 描述納米物料為粒子大小不超過

100 nm 的有機或無機物料  

� 說明納米物料的用途  

  

e.  綠色化學  

� 綠色化學的原理  

� 綠色化學的實踐  

 

 

 

� 描述可持 續發展與綠色化學的關

係  

� 認識合成物料的生產 過程中實踐

綠色化學的方法，包括使用危險

性較低的化學合成方法和較安全

的溶劑及輔助物  

� 運用綠色化學原理評價生產合成

物料的工業過程  

 

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寫出生成聚合物的化學反 應式  

� 參照所給的聚合物結 構推斷聚合物的單體  

� 進行實驗製備加成聚合物（如聚苯乙烯及有機玻璃）  

� 進行實驗製備縮合聚合物（如尼龍和脲甲醛）  

� 搜 尋有關利用凱庫勒 (Kevlar)作為避彈衣料的資料或閱讀相關的文章  

� 搜 尋有關使用生物聚合物料（如 Biopol（聚羥基丁酸酯））的利弊的資

料或閱讀相關的文章  

� 搜 尋和簡報有關用作黏合劑、半導體和藥物載體的聚合物料 結 構及性 質

的資料  

� 搜 尋有關戈爾特斯 TM（Gore-Tex
TM）的結 構 特 性、性 質和用途的資料，

或閱讀相關文章  

� 製作金屬晶體的模型或觀看其電腦模擬圖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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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以下各組金屬及合金的外貌、硬度、熔點和抗腐蝕性： (a)黃銅和

銅、 (b)鋼和鐵、 (c)焊錫和錫、 (d)鑄幣金屬和鎳，以及 (e)不同克拉的金

和純金  

� 討 論發展聚合物或合金等物料 對社會所造成的影 響  

� 參與有關選擇最佳物料以製造日用品、雕像及橋樑等的判 斷練習  

� 搜 尋和簡報有關記憶金屬的性 質和結 構的資料  

� 搜 集有關液晶或納米物料的發現 過程及其應用的資料  

� 製作納米物料的模型或觀看相關的電腦模擬圖 象  

� 利用環己烯經相轉移催化劑 (Aliquat 336)的催化氧化下製備己二酸  

� 討 論在生產 過程中，使用超臨界二氧化碳和水來取代有機溶劑的利弊  

� 搜 尋和簡報有關使用齊格勒−納塔催化反 應生產聚乙烯的資料  

� 閱讀或撰寫有關現代物料（如鐵、半導體和納米碳管）發展對日常生活

的影 響的文章  

� 搜 尋有關納米物料的用途（如用於藥物遞送、光動力療法、高解 析螢光

體和催化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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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欣賞科學與科技能為我們帶 來有用的產 品  

� 體會合成物料用途廣泛和它們在使用上的局 限 性  

� 理解 到物料的資源有限及物資再循環的重 要 性  

� 明白需要從其他資源取得來 自石油工業的化合物  

� 了解 到選擇物料作特定用途時，需要 考慮它的各種性 質  

� 體會化學家、物理學家及材料科學家必 須 緊 密合作才能令材料化學跨步

向前  

� 關注 環 境 保護，並培養為社會可持 續發展而共同承擔的責 任感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繫連繫連繫連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雖然合成物料能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但很多合成物料的生產 過程會對

我們的健康及環 境 帶 來不良影 響。  

� 科學家及工程師均面對為配合歐盟有關使用「綠色」電子物料（如無鉛

焊錫）的新規定所帶 來的挑 戰。  

� 當 研製和使用新物料（如納米物料）時，應 考慮其安全性及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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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十五課題十五課題十五課題十五   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分析化學  （（（（24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在本課題的起始部分，學生將運用在必修部分各課題所獲得的知識和技

能，計畫和進行某些常 見化學物種的測 試。除了早前已學習的常用分離方

法外，本課題讓學生知道液液萃取法和色層法均可用以分離混合物。此外，

學生應能明白測定熔點和沸點是顯示物質純度的重 要方法。  

 

本課題還會重點說明定量分析方法，並在許可的條件下，讓學生解 決在真

實 情 況中有關物質定量的問 題，並進行涉及酸鹼反 應及氧化還原 反 應的不

同類別的容量分析 法的探 究。學習本課題後，學生應具備與定量化學相關

的技能，例如進行運算和描述減低可能導致誤差的方法。  

 

現代化儀 器在現 今的分析化學上扮演關鍵的角 色。學習本課題可使學生對

使用不同的儀 器的方法有一定的認識，如以比色 法 測 試有色物質的含 量、

以紅外 (IR)光譜法 鑑定官能基和以質譜法 測定分子結 構。同時，學生應 注意

到以傳統化學測 試偵測化學物種的固有局 限，因而明白在化學分析中採用

現代化儀 器的好處。但是，本課題並不要 求學生深 入了解這些儀 器所涉及

的原理或其詳細的操作步驟。  

 

本課題不要 求學生學習大 量的測 試和分析方法，他們只需要懂得為不同處

璄的問 題，選擇合適的解 決方法，並解 釋其選擇。透 過本課題所得有關探

究化學物品的性 質及數量的實驗經驗，學生應能明白分析化學在日常生活

中的重 要 性。  

 



 

73 

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a.  檢測化學物種的存在  

•  利用焰色 試驗，測 試物

質中是否含有鈣、銅、

鉀和鈉  

•  進行適 當的測 試，檢測

下列物種的存在：  

i . 分子：氫、氧、氯、

二氧化碳、水、氨、

二氧化硫和氯化氫  

i i .  陽離子：鋁離子、銨

離子、鈣離子、鎂離

子、銅 (II)離子、鐵

(II)離子、鐵 (III)離

子和鋅離子  

i i i .  陰離子：氯離子、溴

離子、碘離子、碳酸

根離子、次氯酸根離

子和亞硫酸根離子  

iv.  碳化合物中的官能

基：

C=C、–OH、–CHO、

>C=O 和 –COOH 

 

•  選擇合適的工具和儀 器 來進行化學

測 試  

•  利用化學測 試 來收集 實驗資料   

•  準確和有系統地 記 錄 觀 察  

•  建議並進行合適的化學測 試，以檢測

化學物種的存在  

•  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論 證 某化學物種

存在的結 論  

•  評估進行化學測 試的潛在危險  

•  說明使用 2,4−二硝基苯肼和托倫斯

試劑來 測 試羰基化合物所涉及的反

應 條件和觀 察  

•  設計用以分離含 已知成分混合物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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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b.  分離和提純的方法  

�  結晶法  

�  蒸餾法或分餾法  

�  液液萃取法  

�  紙色層法、柱色層法或

薄層色層法  

 

 

•  描述各種分離和提純的方法  

•  利用下列方法把物質分離和提純：  

i . 結晶法  

i i .  蒸餾法或分餾法  

i i i .  液液萃取法  

iv.  色層法  

•  求出物質在色譜中的比移值 (R f)  

•  測定物質的熔點或沸點  

•  從量度物質的熔點或沸點以檢驗其

純度  

•  論 證分離混合物所選擇的方法是否

恰 當  

  

c.  定量分析方法  

•  容量分析  

 

•  進行定量分析時運用合適的工具和

儀 器收集數據  

•  準確和有系統地 記 錄 觀 察和數據  

•  注意並採取減低導致誤差的必 要措

施  

•  使用所得的數據計算，並歸 納出證據

為本的結 論  

•  利用口述或書寫簡報觀 察、數據、結

果、結 論和導致誤差原因  

•  論 證 測定物質 含 量時採用適 當的定

量分析方法  

•  評估進行定量分析的潛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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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學生應學習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d. 儀 器分析方法  

•  比色 法的基本原理和應用   

•  使用紅外 (IR)光譜鑑定碳

化合物中的官能基  

•  質 譜 儀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應

用，包括簡單的碎裂模式  

 

•  認識在儀 器分析方法（即比色 法、紅

外 (IR)光譜法和質譜法）所採用的基

本原理   

•  量度標準溶液的吸光度以繪畫校準

曲線  

•  利用校準曲線測定溶液的濃度  

•  利用紅外 (IR)光譜和所給的對 照 表，

鑑定以下基團：C−H、O−H、N−H、

C=C、C≡C、C=O 和 C≡N 

•  利用質譜鑑定以下基團：R
+、RCO

+
 

和 C6H5CH2
+
  

•  分析直接收集的數據，並按此作出結

論   

•  分析間接收集的數據（包括文字和圖

象資料），並按此作出結 論  

•  以口述及書寫方式，交流資料，並為

所作的結 論作辯證  

  

e.  分析化學對社會的貢 獻  

•  食物與藥物的分析  

•  環 境 保護  

•  科學鑑 證中化學扮演的角

色  

•  臨床診斷  

 

•  認識日常生活中應用現代儀 器進行

分析  

•  討 論分析化學在現代生活方式中的

角 色，如精確 量度大氣污染物（如一

氧化碳和二噁英）和戶內空氣污染物

（如甲醛）的水平  

•  描述鑑 證化學在提供法 律 證據方面

的角 色  

•  討 論分析化學在診斷、治療和預防疾

病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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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  

 

為讓學生能夠發展學習成果，以下建議的學習活動可供參考：  

� 設計用以分離含 已知成分混合物的方案  

� 進行實驗測 試 樣本中某些化學物種  

� 設計並進行探 究推斷 樣本的化學本質  

� 以滴定分析方法進行實驗，利用硝酸銀和鉻酸鹽指示劑求出氯離子含 量

（莫爾法）  

� 以滴定分析方法進行實驗，求出漂白水樣本的次氯酸根離子含 量  

� 探 究一些市面出售的「鐵藥片」的含鐵量  

� 求出水的高錳酸鹽指數用以分析水質  

� 進行簡單化學試驗，檢測官能基  

� 以紙色層法、柱色層法或薄層色層法進行實驗，分析混合物  

� 計畫並以比色計進行實驗，找出未知溶液的濃度  

� 分析如譜圖等以圖 象形式表 達出來的數據，然後歸 納出以證據為本的結

論，並以口述或書寫方式簡報出來  

� 檢視實驗報告，並以口述或書寫方式簡報批 判 性的論點  

� 討 論真誠地 記 錄和報告數據的重 要 性  

� 設計並製作手攜式酒精呼氣測 試 器，然後測 試其準確度  

� 搜 尋和簡報儀 器分析的原理及其應用的資料，如以氣相色層法 求出血液

內的酒精含 量  

� 利用碘昇華法 鑑定指紋  

� 搜 尋和簡報在科學鑑 證上應用化學方法的資料  

� 觀看在化學分析中應用現代化學技術的影片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透 過本課題的學習，學生可建立以下的價值觀和態度：  

� 採取負 責 任的態度，公平 客 觀 地收集、分析和報告資料  

� 尊重其他不同觀點和以證據為本的結 論  

� 體會分析化學的知識、理解和實 際 操作對社會的重 要 性  

� 展示 對科學發展的持 續興趣和好奇心  

� 體會遵照 標準測 試和化學分析，以及確 認 測 量 結 果的重 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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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學科學、、、、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社會和環境的連連連連繫繫繫繫  

 

鼓勵學生重視和理解各項 反映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相互 連 繫的議

題，包括：  

� 在實驗室和日常生活中均會應用分離和提純的技巧。為都市居民提供潔

淨水牽涉了過濾、沉澱和蒸餾等技術；郊區的旅客可於天然水依次加 入

碘酊及抗壞血酸，令其變得「安全」，以供飲用。  

� 消費者 常 閱讀到有關食物中含有致癌物質、重金屬、農藥、除莠劑、殺

蟲劑等報告。分析化學家利用合適的工具和儀 器提供更多的線索，讓我

們了解 事件情 況。  

� 不同本質的化學品，可使 環 境受到不同的威脅和危害。分析化學可為此

提供定性和定量的證據。  

� 科學鑑 證是某些法 律程序 重 要的一環，在蒐 集 證據和協 助作出具邏 輯 性

的有效 結 論方面，化學扮演著重 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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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探究研習探究研習探究研習探究研習  

 

課題十六課題十六課題十六課題十六   化學的探究研習化學的探究研習化學的探究研習化學的探究研習  （（（（2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本課題旨在提供機會讓學生設計和進行探 究，以解 決與化學相關的真實 問

題。課程撥出部分課時來 達至此目的，讓學生運用其化學知識、對化學的

了解及各種共通能力（包括創作能力、批 判 性 思 考能力、溝通能力、解 決

問 題能力等），分組進行以實驗為本的探 究 研習。透 過此研習的學習歷程，

讓學生增進其實驗技能，並培養其對 實驗工作安全的關注。  

 

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學生應能：  

� 論 證 探 究計畫是否合適；  

� 進行科學探 究的風險評估；  

� 提供增 強科學探 究的效度和信度的建議；  

� 使用準確的術語和合適的報告形式，交流科學探 究的發現和結 論；  

� 根據探 究的過程、所收集的數據和資料，評鑑 結 論的效度；  

� 掌 握 操作技能和觀 察技能，以及良好的一般性 實驗室技巧；  

� 關注 實驗室和其他地方的工作安全。  

 

實行實行實行實行  

 

探 究 研習通常涉及以下過程：認明相關資料、訂立研習的題目、規畫探 究、

選擇裝備和資源、進行探 究、組織和分析資料，和基於所得證據作出結 論。 

 

不同階 段的研習活動，大致所需時間如下：  

� 搜 尋並界定探 究的題目  －  3 小時  

� 訂定探 究計畫  －  4 小時  

� 進行探 究  －  6 小時  

� 組織和分析數據，作出合理的結 論  －  4 小時  

� 以文字、海報或其他形式，簡報探 究的結 果  －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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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進行探 究 研習前，須在以下各方面具備經驗和獲得指導：  

� 如何分組完成探 究計畫和解 決 問 題  

� 如何選擇合適的研習題目，如腦激盪技巧  

� 如何由不同來源搜 尋相關的資料  

� 如何書寫探 究計畫書  

� 如何編寫實驗報告或製作海報作簡報之用   

 

探 究 研習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學習經驗，讓每位學生可以在組內貢 獻力

量，參與解 決 問 題，從而建立其學習的主 導權；同時，每組可由 3 至 5 位

學生組成，使他們無須 負荷過 量的工作任務。  

 

探 究 研習可於完成課程中相關課題後開始，例如以「化學電池」為題的探

究 研習，可於接近完成中五時開始，而於中六初段時間結束。換言 之，學

生可於中五的三月至五月訂定探 究計畫，於中五的末段時間進行探 究，而

簡報則可於中六的初段時間進行。此外，探 究 亦可與相關課題的學習結合。

若採用這種學習與探 究 結合的方式，上例的探 究 研習便可於中五期間進行

和結束。  

 

研習應 集中在包含「發現」和「直接收集資料」等重 要 元素的真實 問 題、

事件或議題上。另外，為使學生從探 究的時限中獲得最大的學習裨益，教

師應與學生緊 密合作，共同討 論和決定合適而可行的題目，並認真探 討 研

習的範圍和深度。  

 

以下是一些可行的探 究 題目：  

� 漂白水的有效成分在貯存時的量變  

� 分析柑橘類水果或蔬菜中的丙種維生素含 量  

� 萃取天然的化學物質並測 試其用途（如源自柑橘類果皮的天然驅蟲藥） 

� 合成光降解的皂性清潔劑，並探 究其特 性  

� 製作並測 試化學電池  

� 製作並測 試 自製的酒精呼氣測 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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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評核評核評核  

 

為促進學習，教師和學生應商討及同意以下的評核準則，並因應個別學校

環 境，考慮有利或妨礙實行探 究 研習的因素。  

� 計畫的可行性（研習題目是否容易研 究的？）  

� 了解相關的化學概念及留意安全  

� 操作技能和一般實驗室技巧  

� 以合適 步驟收集數據和處理導致誤差的方法  

� 對直接探 究所得數據的分析和闡釋能力  

� 對 探 究 過程及其結 果的信度及效度的評估能力  

� 向教師和同儕交流和解說其研 究 結 果的能力  

� 支持所用的探 究方法及其結 果的參考資料是否適 當  

� 對 探 究所持的態度  

 

在合適 情 況下，教師可使用不同的評核方法，如觀 察、提問、口述簡報、

海報演 示課節和批改書寫功課（探 究計畫、報告、海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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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  

 
本章就第二章所介紹的中央課程架 構，列述有關原 則，以協 助學校與

教師因應學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 際 情 況，從而發展出一個靈

活而均衡的課程。  

 

 

3.1 主導原則  

 

化學是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一個高中科目，並以初中科學課程為發展基

礎。本章描述兩個學習階 段 之間在知識、概念、過程技能和共通能力四方

面的關聯，教師可參考以下提供的資料為學生規畫化學科校本課程。再者，

本章還討 論「學習進程」，協 助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生探 索 對不同高中科

目的興趣。  

 

本指引說明預期可從本課程中獲得的知識、技能、價 值 觀和態度，這些預

期的學習成果 適合全港不同學校中的大多數學生，但並不表 示它們適合所

有學生。教師應參考本指引，運用專業判 斷，規畫和實 施 適合他們學生的

均衡而廣闊課程。此外，教師可以利用不同方式組織課程以確 保「因材施

教」。因此，本章將介紹一些課程規畫的策 略和構 思，供教師在規畫課程

時考慮。  

 

在規畫校本化學課程時，學校和教師可考慮以下各項：  

• 根據課程目的、學習目標和學生的能力，設計校本化學課程，為學生

提供愉快、有意義和豐富的學習經驗；  

• 銜接初中科學科課程，訂定全面而廣泛的學習目標，促進學生綜合運

用各種能力及獲得均衡發展的學習經歷；  

• 設計適切及有目的之學與教活動，以發展學生的知識和理解、技能和

過程、價值觀和態度、解決問題的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和

學會學習的策略；  

• 靈活運用課堂時間，促進學生學習；  

• 靈活檢視和規畫課程，就本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第五章－評估所列出的

推行校本評核安排的建議，因應實際需要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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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習進程  

 

《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 來的行動方案》的報告書（教統

局，2005a）中提出了「學習進程」的理念，協 助具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生

探 索 對不同高中科目的興趣。下圖闡釋學習進程的理念：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X1 X2 {X3}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X1 X2 {X3}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通識教育  

 

X1 X2 {X3} {X4} 

  

      

 核心科目   選修科目   其他學習經歷  

 

X 代 表 選 修 科 目 ， {  } 代 表 可 選 擇 的 科 目  

 

圖 3.1  高中的學習進程  

 

簡而言 之，學校可為中四級學生提供四個選修科目，以及為中五級和中六

級學生分別提供各三個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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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從化學課程中挑選一些課題讓中四級學生探 索 對不同科學科目的興

趣。這些選定的課題 亦 應 協 助學生建構學習化學的基礎。課題的安排詳 見

下表，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採用，以便促進高中化學的學習進程。  

 

在校本課程計畫中中四級包括以下課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一  地球  

包括所有章節的內容。  二  微觀世界 I 

三  金屬  

四  酸和鹽基  

a.  酸和鹼的簡介  

b.  指示劑和 pH 

c.  酸和鹼的強度  

d.  鹽和中和作用  

第 (e)及 (f)節的內容可於較後

階 段 研習，以作為容量分析的

基礎或研習課題十五「分析化

學」的準備。  

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a.  來 自化石燃料的烴  

b.  同系 列和結 構式  

c.  烷烴和烯烴  

有機化合物的系統命名的詳

情，以及第 (d)節的內容可於較

後時間與課題十一「碳化合物

的化學」一起研習。  

 

教師可安排課題四「酸和鹽基」的 (e)及 (f)節在中五的學習初期階 段 研習，

然後按 照 第二章的建議的次序 編排其他課題。另外，教師應把有機化合物

的系統命名的詳 情，以及課題 五「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的 (d)節安排在課

題十一「碳化合物的化學」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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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學與科技的急 速發展，關於許多當 今的議題及科學問 題，最理想是

能透 過學習三個科學範疇（化學、生物和物理）來 解 決。  

 

為迎合對科學有興趣及有意在科學領域中選修兩至三個科目的學生的需

要，建議學校為學生在中四時提供廣闊及均衡的科學課程，其中包括由化

學、生物及物理科選取的三部分內容。學生在中四級透 過修讀化學、生物

及物理三個部分，應 對各科的不同性 質有較深 入的理解，從而懂得在較高

年級選擇適合的專門研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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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為一個示 例，說明學校可如何為有意深 入 研習科學的學生安排「學

習進程」。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化學  

其他科目  

 

例如：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生物或物理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化學  

其他科目  

 

例如：組合科學（生物、物理）、

生物或物理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化學  生物  物理  
其他科目  

（選擇性）  

 

圖 3.2  高中科學科目的學習進程  

 

高中學制容許學生在中五才修讀化學，而這些學生的學習次序 亦將與修讀

三年化學的學生相若。學校可考慮為這些學生編配較多的學習時間或提供

其他的輔助措施（如：銜接課程），以幫 助他們儘早掌 握基礎的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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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規畫策略  

 

3.3.1 與初中科學課程的銜接  

 

本課程的首個課題為「地球」，其內容幫 助學生理解世界是由化學物質所組

成、學習一些基本化學知識、獲取一些基本實驗技巧及培養對化學的正面

態度。本課題的學習可以鞏固學生在初中科學科中獲取的科學探 究技能，

理解如何以科學方式進行探 究。換言 之，科學（中一至中三）的單 元一「科

學簡介」和進行科學探 究的學習經驗與這課題有關聯。  

 

學生在三年的初中科學課程中獲得的化學知識和理解可視為學習高中化學

的「奠基石」。圖 3.3 展示課程發展議會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中有關化

學的章節與這化學課程不同課題的關係：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4.3 燃料  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5.1 水的淨化  一  地球  

5.2 食水的進一步 處理  

5.5 溶解  

5.6 晶體的生長  

6.1 物態  二  

六  

微觀世界  I  

微觀世界 II 6.3 模擬物質三態的粒子模型  

7.2 燃燒需要氧  五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7.6 自 然 界中二氧化碳與氧的平衡  一  地球  

10.1 常 見的酸和鹼  四  

三  

酸和鹽基  

金屬  10.2 測 試酸鹼的指示劑  

10.3 酸和腐蝕  

10.5 中和作用  

10.6 酸、鹼及中和作用的一些日常

應用  

13.2 我們如何提取金屬  三  金屬  

 

 

13.3 金屬的特 性與用途  

13.4 金屬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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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14.1 從原油到製成塑膠  五  

十一  

十四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碳化合物的化學  

物料化學  

14.2 棄置塑膠所帶 來的環 境 問 題  

 

圖 3.3  科學（中一至中三）課程綱要與化學課程的關係  

 

 

3.3.2 建議學與教次序  

 

本課程必修及選修部分的課題，乃按 照一個可行和適合大部分學生的學與

教次序而編排（圖 3.4 次序 I）。此次序安排學生先學習較具體的課題，然

後進展至較抽象的課題。例如學生應由課題「地球」開始，因為此課題可

作為初中科學課程與本化學課程連 結的橋樑；隨後可以學習如金屬、酸和

鹼、及化石燃料等常 見物質的化學；接著，學生可以面對包括更抽象 概念

的課題（例如「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池和電解」，「化學平衡」等）帶 來

的挑 戰。  

 

上述建議的學習次序並不是唯一適合所有學校的次序，亦可酌情因應學生

的興趣、需要、已有知識和基礎，採用其他次序以促進學生的學習。圖 3.4

列出一些為必修部分設置的其他學與教次序（次序 II 和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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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I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II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III 

 

中中中中  

四四四四  

 

地球  地球  地球  

�  �  �  

微觀世界 I 微觀世界 I 微觀世界 I 

�  �  �  

金屬  金屬  微觀世界 II 

�  �  �  

酸和鹽基  酸和鹽基  金屬  

�  �  �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化學反 應和能量  酸和鹽基  

�  �  �  

 

中中中中  

五五五五  

微觀世界 II 反 應 速率  
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

池和電解  

�  �  �  

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

池和電解  

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

池和電解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  �  �  

化學反 應和能量  微觀世界 II 碳化合物的化學  

�  �  �  

反 應 速率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化學反 應和能量  

�  �  �  

化學平衡  碳化合物的化學  反 應 速率  

�  �  �  

碳化合物的化學  化學平衡  化學平衡  

�  �  �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圖 3.4   化學課程的建議學與教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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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建議外，教師可考慮以下的構 思。  

(1) 「計量學與摩爾」的知識和技能的課程組織  

計量學是高中化學的重點之一，討 論化學的定量關係。本課程的不

同部分會引進有關計量學的概念及有關摩爾、式量、實驗式、分子

式、摩爾質 量、摩爾濃度和摩爾體積的計算，並且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編排。這個設計有助學生掌 握 概念和獲取特定技能以進行計算，

但不需面對 大 量抽象而陌生的資料。教師應提供機會讓學生能有系

統地 連 繫這些概念和掌 握追這些技能。   

  

圖 3.5 闡釋本課程如何安排有關計量學的概念與有關摩爾的計算：  

 

 

圖 3.5  計量學的概念與有關摩爾的計算的組織  

 

由於有些教師傾向在一段較短時間內完成有關摩爾計算的研習，例

如在中四級內完成，這些教師便可把「氣體摩爾體積」的內容安排

在課題四後教授。雖然這種安排有助學生於短時間內集中全力掌 握

有關摩爾的概念，但未 必能適合所有學生。    

亞亞亞亞亞常常
摩摩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滴滴滴滴滴

摩摩摩摩

滴計由
質計常
同同同質計
相相相相質計
相相相相質計和由計

實實由和相相由
由化化化化同滴質計質相質

摩摩質計由由由由由由找找滴找找質計
氣氣摩摩氣氣

課課課 課課課 課課課 課課課
課課課 課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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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觀世界 I」和「微觀世界 II」的統整  

本課程的理念，是把與微觀世界相關的概念分別 編配於不同年度的兩

個課題中，即編配於「微觀世界 I」和「微觀世界 II」中；這種編排

方式旨在避免學生在短時間內，尤其是在高中階 段的初期，連 續學習

許多抽象的概念。此外這種編排方式亦可讓學生重溫上年度所學的課

題。但是，因為有些教師可能認為一次性引進有關結 構和性 質的概念

對學習更為有利，所以，教師可自行編製其課程次序，讓學生一併研

習「微觀世界 I」和「微觀世界 II」兩個課題。這種編排方式可延伸

至「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與「碳化合物的化學」，及「金屬」與「氧

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池和電解」等課題。  

 

(3) 選修課題和探 究 研習的統整  

若學生對化學分析有強 烈興趣且有意以分析化學作為探 究 研習的重

點，教師可於進行「探 究 研習」時編配學習選修課題「分析化學」。

這項安排有助學生應用分析化學的概念解 決 問 題，並同時發展各項技

能（詳 情 請參閱 第 2 章的「化學的探 究 研習」）。此外，教師可採用「問

題為本」的教學策 略，向學生提出具挑 戰 性的問 題。透 過 蒐 集資料 解

決 問 題、批 判 性 閱讀、自行學習新知識、討 論、實驗等，使學生掌 握

課題「分析化學」所需的知識和理解及獲取「化學的探 究 研習」應有

的技能。這類統整可延伸至其他選修課題，包括「工業化學」和「物

料化學」。  

 

(4) 課題內的編排  

除上述的主 要課題的統整建議外，教師亦可為學生在某一課題內編排

不同的學與教次序。例如在「微觀世界 I」中，教師可以先教授有關

物質 性 質的具體概念，然後進展至化學鍵合的抽象 概念。圖 3.6 為兩

個可行的次序：  



 

91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甲甲甲甲   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乙乙乙乙  

   
a. 原子結構   a.  原子結構  

�   �  

b.  週期表   b.  週期表  

�   �  

d.  金屬的結構和性質   e.  離子鍵和共價鍵  

�   �  

c.  金屬鍵   c.  金屬鍵  

�   �  

f .  巨型離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f .  巨型離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   �  

e.  離子鍵   d.  金屬的結構和性質  

�   �  

g.  簡單分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g.  簡單分子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   �  

e.  共價鍵   h.  巨型共價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   �  

h.  巨型共價物質的結構和性質   
i .  比較一些重要物質類別  的結構和性質  

�    

i .  比較一些重要物質類別  的結構和性質  
  

 

圖 3.6  課題二的可行學與教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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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課題十三可採用兩個不同策 略 達 到與副 題「工業過程」有關的學

習目標。第一個策 略是在深 入 討 論指定的工業過程前，先提供所有需要

的基礎知識和概念。第二個策 略是「應用為先」，以「工業過程」為主

題，從中學習關於 主 題的知識、理解和概念。下圖 概述這兩個策 略：  

 

   

 

圖 3.7  課題十三可行的學與教策 略  

 

 

3.3.3 照顧學生多樣性的課程調適  

 

教師應設計及提供一個可以配合學生不同的興趣和能力的課程。對 於只能

掌 握本指引中提及的部分概念及技能之學生，教師或需要設計並施行自定

課程以幫 助他們學習；對 於能力出眾的學生，教師便需要安排更複雜的知

識和更具挑 戰 性的學習活動。因此本課程採用靈活的設計，旨在為教師提

供規畫課程的參考，並非是為所有學校開設的課程處方。  

 

本課程可作不同的調 適，譬如只集中學習必修部分之課題，選修部分之課

程則不作強 調。為照 顧學生的不同的需要，教師可考慮以下建議來設計以

學校為本的化學課程。  

 

(1)  如學生未能達 到 整個課程的要 求，教師和學生可從必修部分的課題

中探 討合適的研習深度。下面列出在必修部分中的一些課題，當中

的副 題在認知層面上確 實有較高的學術要 求，學生可能需要額外的

支援才能掌 握和理解其中的知識。  

速率方程 活化能 催化作用 
工業過程 （哈柏法）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甲甲甲甲

速率方程 活化能 

催化作用 

工業過程（哈柏法）次序次序次序次序    乙乙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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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觀世界 II 

�  化學反 應和能量  

�  化學平衡  

�  碳化合物的化學  

�  化學世界的規律  

  

(2)  假如學生對 掌 握 整個課程有明顯的困難，教師和學生可討 論並達成

安排協議，於選修部分只投 放最少的努力，甚或完全略 過選修部分

的研習，而集中研習必修部分的內容。  

 

為照 顧學生的學習多樣 性，教師應 對本課程作不同的設計和調 適，並參照

第二章有關課程設計的原 則，評鑑 自行設計的課程。  

 

 

3.3.4 彈性運用學習時間  

 

如本指引第二章所述，本課程的總授課時間為 250 小時，佔高中課程總課

時的十分之一。教師宜靈活運用學習時間，以幫 助學生達 到課程的各項學

習目標。他們可以分配多一些或少一些時間予一些課題，以配合學生不同

的興趣和能力。此外，有些學校或會選擇調配較多學習時間予必修部分的

學習，以確 保學生在研習選修部分前，已充分掌 握所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教師亦 應 彈 性 地 運用分配給化學探 究 研習的二十小時，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和發展全面的能力。最後，學校亦可在時間表中設定半天或整天的活動時

間，以便進行需時較長的學習活動，例如參觀、校外科學探 究、或其他可

促進化學學習成效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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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課程統籌  

 

3.4.1 有效的課程統籌  

 

要有效 地發展和管理課程，課程領袖應 互相協作，並就以下各方面作出考

慮。  

 

(1) 了解課程和學生的需要  

 

化學科課程架 構包括理念、課程宗旨、學習目標、課程結 構和組織、課程

規畫、學與教，以及評估。要促進有效的校本課程發展，讓學與教、學校

的抱負和使命及中央架 構 互相配合，就必 須 對化學科課程、學生的需要和

興趣，以及學校的優勢和文化有充分的了解。  

 

(2) 團隊協作  

 

學校課程領袖包括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化學科科主 任和化學科教

師，他們必 須以團隊方式進行協作；在校本課程發展管理上，擔當不同角

色。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和科主 任除了負 責監管和協 調課程的實

施，亦 須制定計畫，以助教師團隊協作和專業能力的發展。  

 

(3) 課程規畫  

 

學校應為科學教育的校本課程發展作整體規畫，以確 保各科學科目之間和

科學科目與其他學科的縱向和橫向的協 調。同時亦 須 考慮與初中科學課程

的銜接，務求為學生提供一個均衡的科學教育基礎。有關課程規畫策 略的

詳 情，請參閱本章第 3.3 節。  

 

(4) 增進能力和專業發展  

 

透 過共同備課、建立同儕教導和同儕觀課，教師間定期互相交流意見、經

驗和反 思，有助團隊的建立。同時亦能營造 協作和分享的文化，以及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應為教師創 造空間讓他們參與各種專業發展課程；並

按教師的專長編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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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源發展  

 

教育統籌局會一直發展促進學與教的資源，以支援課程的實 施。學校可自

行調 適這些資源或發展其他的學與教材料，以配合學生的需要。學校亦可

建立校本學與教資源庫或在學校內聯網構建分享平 台，讓教師共用這些資

源。有關有效 運用學與教資源的詳 情，請參閱本指引第 六章。  

 

(6) 變革管理  

 

鑒於化學知識不斷發展，現代社會情 況不斷變化，校本課程宜靈活以適 應

變更。學校應 先 界定其課程發展的範圍和方向，惟在實 施時應作彈 性 處理，

既能適 應 轉變，亦能從經驗中學習。變革管理的策 略包括促進參與和溝通、

進行定期檢視進程並在課程實 施時蒐 集 證據，以便作出明智的變革。  

 

 

3.4.2 校內不同持分者的角色  

 

學校課程領袖在課程變革的管理上擔任不同的角 色。依據學校不同的情

況，他們所擔當的角 色不儘相同。  

 

(1) 化學教師  

化學科教師在校本課程發展上，可作多方面的貢 獻。在個人方面，教師可

配合學校的政策和協 助科組的工作，發展校本化學課程。此外，化學科教

師可與實驗室支援人員共同合作，設計有趣的活動和建立一個促進學習的

安全環 境。教師亦可擔當課程領袖的角 色，推動創 新的課程變革。  

 

當 實 施校本化學課程時，教師可：  

• 清晰地向學生解釋校本化學課程的整體計畫和目標；  

• 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指引和支援，以達至校本課程的學習目標；  

• 營造一個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以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和自我調控學

習；  

• 主動試行創新的學與教策略；  

• 主動分享意見、知識和經驗，以加強同儕支援和學與教的改進；  

• 透過閱讀和與同事互相分享，瞭解課程發展和變革的最新動向；  

• 主動參與專業發展課程、工作坊、研討會等活動，以提升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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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學生採取足夠的安全措施，令 實驗和探 究活動可安全地進行；  

• 不時檢視或評鑑校本化學課程，並作出相應的改進。  

 

(2)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化學科科主 任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和化學科科主 任在校本科學課程的發展、管理

和實 施上，擔當著十分重 要的角 色；他們是學校行政人員和其他科學科組

成員的溝通橋樑。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能聯繫著各科學科組。為推動各科組的統籌和

協作，以及監測課程的推行，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 應：  

• 根據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和其他相關的課程及評估指引所訂定

的方針，策畫整體計畫，為學生提供均衡的科學教育；  

• 與科學科組緊密合作，以確保初中與高中的教師能一致地策畫和合作； 

• 與不同科學科組舉行定期會議，討論有關課程和評估政策，並進一步

探討改進學與教質素的課程實施策略；  

• 藉著不同途徑，如同儕教導、觀課、共同備課等，鼓勵教師定期交流

意念、經驗和反思；  

• 鼓勵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和專題計畫，以促進專

業發展；  

• 舉辦班際科學專題研習比賽或鼓勵學生參加校際科學活動，以發展及

培養學生對學習科學的渴求；  

• 確保在進行實驗活動和科學探究時採取安全和預防措施。 

 

化學科科主任協助發展和管理校本化學課程，並監管其推行。他們應：  

• 在化學課程的發展和創新方面與時並進； 

• 為校本化學課程制定清晰的學習目標； 

• 參考本指引並計畫和提供合適的校本化學課程； 

• 考慮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教師的長處和學校的情境，決定

可供選讀的選修課題； 

• 與教師舉行定期會議，討論課程規畫、評估政策、運用學與教材料和

策略、學習進度等事宜，並進一步探討改進學與教質素的課程實施策

略； 

• 藉著不同途徑，如同儕教導、觀課、共同備課等，鼓勵教師定期交流

學與教的意念、經驗和反思； 

• 率先試行和使用創新的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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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和專題計畫，以促進專

業發展；  

• 確保學校提供充足的資源（例如實驗室設施和儀器、實驗室支援人員

和資訊科技器材等），並有效地利用，以支援課程的實施；  

• 確保教師在進行實驗活動和科學探究時採取充足的安全措施；  

• 不時監督、檢視或評鑑校本化學課程的實 施；  

• 就課程架構向有關機構提供意見和提議。  

 

(3) 校長  

校長肩負指導、規畫和支援校本課程發展的領導 角 色。校長須明白中央課

程架 構，並充分了解本校情 況，如學生的需要、化學科和科學教育學習領

域其他科組的長處，以及學校的組織文化。透 過與副校長或學務主 任 緊 密

地合作，校長應：  

• 了解學校的發展藍圖；界定科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展的範圍，以配

合學校的抱負和使命，及整體學校課程發展的路向；  

• 釐定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和眾科主任的角色和責任；  

• 致力為學生提供均衡的科學教育基礎，例如靈活地編定時間表以促使

組合科學科的實施；  

• 適當地調配學校資源，例如實驗室支援人員和儀器，以促進有效的學

與教；  

• 鼓勵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營造教師間協作和分享的文化；  

• 創造空間讓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課程；  

• 讚賞所達至的進度，重質素多於重數量，持續鼓勵適切的課程創新計

畫；  

• 協助家長和學生明白與課程實施有關的學校的信念、理念和做法，以

及他們在促進學習的角色；  

• 建立校際網絡，透過面對面和電子方式促進資訊的專業交流和成功經

驗的分享。  

 

有關教師、學習領域統籌主 任、科主 任和校長作為主 要變革促進者的角 色

的詳 情，請參閱《高中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 2007）第九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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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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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    

 
本章就化學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本部分應與《高中課程指引》

(2007)第三冊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下有關高中課程學與教的建議。  

 

 

4.1 知識與學習 

 
在本指引的第一章曾論及，為面對 現 今 激 烈的競 爭、全球一體化經濟的出

現、科學與科技的發展，以及迅 速 增長的知識基礎，學生應具有很強的適

應能力。化學是一門具有已 確立知識的學科。例如從宏觀的角度而言，專

家幾乎可以肯定有關金屬如何與酸反 應的知識。但是，在某些情 況中，化

學知識仍在不斷推陳出新，例如有關原子性 質和不同原子在各種情 況下如

何互動的知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不確定性，並預 料將來會出現 更準確的

「事 實」。  

 

學習途 徑多種多樣。有些知識可透 過聆聽、閱讀和模擬來獲取。舉例 來說，

如何在化學使用字符代號來 表 達或如何進行實驗程序通常可以透 過直接指

導 來學習。但是，一些知識和技能則可透 過個人反 思或參與探 究學習來建

構，例如學生進行化學探 究 研習有助他們掌 握進行科學研 究時所需的知

識；還有一些知識可透 過與他人協作來建構，例如解 決如何處理塑膠廢物

這種具挑 戰 性的問 題，可把學生分組，然後讓他們收集所需資料、綜合知

識和概念，以及辯論意見和做法。  

 

就著不同的學習方法，學生和教師在各種學與教的活動中擔當不同的角

色。例如，在直接指導 過程中，學生應為積極的聆聽者，而教師則是資訊

的提供者；在探 究為本的實驗中，學生則需要以小組形式合作並擔當 更 主

動的角 色，成為一個獨立的問 題 解 決 者及資料 搜 尋 者，教師則擔當各種角

色如資源提供者、促導 者和顧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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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導原則   

 
參考《高中課程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7）第三冊的建議和科學教育學

習領域的重點，以下列出的是一些學習與教授化學課程的基本原 則。  

 

(1)  建基於優勢建基於優勢建基於優勢建基於優勢：：：：學與教的策 略 應配合香港的教師和學生在施教和學習上

的強 項，使能發揮所長。在學習科學方面，大部分香港學生在記誦內

容知識、分析數據和理解科學概念方面的能力較強。  

(2)  明確學習目標明確學習目標明確學習目標明確學習目標：：：：教師和學生能明瞭每一個學習活動所涉及的學習目

標。  

(3)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理解的教學理解的教學理解的教學理解的教學：：：：選擇的學習活動應能讓學生靈活應用和思 考所學到

的知識。  

(4)  已已已已有有有有知識和經驗知識和經驗知識和經驗知識和經驗：：：：規畫學習活動時需考慮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經驗。  

(5)  多元學多元學多元學多元學與教與教與教與教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透 過不同教學策 略的學與教活動，達至各種學習目

標。  

(6)  優質互動優質互動優質互動優質互動：：：：鼓勵教師在活動中進行優質 互動，例如為學習提供鷹架、

提問高層次和開 放式的問 題、提供改進建議，以及組織分組活動來促

進學生同儕學習。  

(7)  促進獨立學習促進獨立學習促進獨立學習促進獨立學習：：：：在與課程相關的情 境下，進行一些能培 訓共通能力和

思 考能力的學習活動，有助 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學生應該多獲

得一些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 任的機會。  

(8)  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教師和學生的角色：：：：在各種學與教活動中，需清楚界定教師和學生所

擔當的角 色。  

(9)  回饋和評估回饋和評估回饋和評估回饋和評估：：：：即時而適用的回饋是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

外，在適 當的情 況下，也需採用「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對學習的評

估」這兩種策 略。  

(10)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可採用各種資源為學習工具。本指引第 六章建議的資源可提升

學習質素。  

(11)  鼓勵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可以有效促進學習。為喚起動機，學習活動應以學生的成

功經驗為基礎，並能配合他們的需要和興趣。  

(12)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應採用可激發學生思 考的學習活動。  

(13)  照顧學照顧學照顧學照顧學生多樣性生多樣性生多樣性生多樣性：：：：每個學生在各方面均有所不同，教師應採用恰 當的

學與教策 略 照 顧學生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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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取向與策略 
 
 
4.3.1 學與教的取向 

 
概括而言，化學課程的學與教可歸 納為三種常用和相關的教學取向。  

 

(1) 「直接指導式教學」可算是最為人熟悉的取向，以採取「教師主 導」

的方針為特徵。這種取向要 求教師傳授知識或技能予學生；透 過 問與答、

提供實習或實踐的機會，以及給予用以鞏固學習的課業，教師可評估學生

對課題的理解。在學習化合物的命名、書寫化學方程式或講述進行實驗室

實驗的安全守則時，簡短的講課均有助學生理解有關知識。此外，一套好

的影片或一個生動的演 示 亦可以在短時間內帶出主 要的訊息。但是，這方

法的成功仍然在於教師和學生之間良好的互動。  

 

(2) 「探 究式教學」獲得不少認為個人努力在建構知識方面至為重 要的學

者廣泛提倡採用。這方針偏向「學生為本」，因此學生應為自己的學習負 責

任。這一取向提倡進行一些學習活動，如需要不同認知能力的解 難活動，

或涉及測 試 假說、設計實驗程序、收集數據、作出計算和歸 納 結 論的探 究

為本實驗。此外，第二章所討 論的「化學的探 究 研習」也是說明如何在課

堂上應用「探 究式教學」的例子。   

 

(3) 「共同建構式教學」是另一種重 要的教學取向，需要學生和教師共同

建構知識。這個取向所重視的學習，包括在教師以學習伙伴的角 色 協 助下，

學生能透 過小組活動互相分享他們的已有知識和產生新的知識；學生可在

學習任務上與專家互相合作以共同建構知識。舉例 來說，學生可一同討 論

興建化學工廠的選址問 題，以建立有關議題的知識和理解。  

 

上述三個學與教的取向可視作連 續 系 列，教師在其中的角 色會不斷 轉變，

但不會變得不重 要。例如，在一個共同建構學習過程中，教師的角 色是一

個提供資源者多於一個資訊提供者。  

 

總括而言，教師必 須採用多元化的學與教策 略和活動來 幫 助學生達至不同

的學習目標。教師應 注意透 過一個學習活動經常能讓學生達成多於一個學

習目標。圖 4.1 列出適用於化學的學與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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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指導  互動教學  個人研習  進行探 究  共同建構  

•  解釋  

•  示範  

•  播放影片  

•  教師提問  

•  全班或分組討論  

•  參觀  

•  運用資訊科技與多媒體教材  

•  建構概念圖  

•  從閱讀中學習  

•  搜尋資料    

•  撰寫學習日誌  

/  筆記摘錄   

•  解難活動  

•  實驗活動  

•  科學探究  

•  模擬與模型   

 

•  分組討論  

•  角色扮演  

•  辯論  

•  專題研習  

 

圖 4.1  化學科學與教活動  

 

上述提及教師可以透 過各種取向來 達至本指引第二章所概述的特定學習目

標，從而配合學生的不同學習模式。此外，上述三個取向並非按優先次序

列出，教師應在合適的情 況下採用這些取向。  

 

 

4.3.2 多元化和具彈性的學與教活動 

 
本課程具有彈 性，能照 顧學生的不同興趣、能力和需要。教師應給予學生

充足機會參與各種學習活動，以達至不同學習目標，亦可採用不同的活動

以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模式。  

 

學與教活動的宗旨為深 入學習，加 深理解，並非只是學習一些零碎事 實的

表面知識。主動而非被動學習、與別人一起討 論和協商意見而非單獨學習、

學習完整而不是零碎的內容，均較容易使學生達 到 深 入學習的效 果。因此，

教師應 盡 量採用一些鼓勵學生有意義地和綜合地學習的活動。    

 

 

4.3.3 由課程至教學法：如何開始 

 

教師應作出明智的決定，選取恰 當的教學取向和活動，以達至指定的學習

目標。在學習化學時，如有可能，應 盡 量進行一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

讓學生感到化學是一門有趣、與自身生活有關和重 要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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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來說，當 判 斷在學與教中進行探 究為本實驗是否適合時應 考慮以下因

素：  

� 活動涉及的內容是否值得學習？  

� 課題是否與社會有關、有趣和能夠引發動機？  

� 所要 求的認知能力是否恰 當？  

� 學生是否已 掌 握所需的知識和足夠的技能？  

� 有沒有期刊文章、參考書、化學品和儀 器等資源可供使用？  

� 活動的時間是否足夠？  

� 實驗室支援人員能否協 助推行活動？  

 

以下列出在化學課程中一些適用的學與教策 略，但這不代表以下是可供使

用的全部策 略。教師需注意使用不同的策 略可達至同一教學目標；而採用

不同學與教的策 略時需視乎學生的能力和學習模式，教師喜愛的教學策

略，以及課室的情 境。  

 

(1) 製作概念圖  

概念圖是一種輔助 思 考和討 論的視覺教具，可幫 助學生檢視和描述各種重

要 概念之間的關係。它們可以用來 產生和傳達複雜的概念，也可作為輔助

學習的工具，透 過 結合新學知識和已 掌 握的知識來學習，還有助評估理解

程度或找出誤解。在學習過程中，應鼓勵學生製作概念圖以檢視對 某一課

題的理解，然後根據教師的意見、同學的評論和自我評估來完善概念圖。

為使學生熟習這種描述資料的方式，可先 要 求學生把各種概念連 繫起來或

在部分完成的概念圖上標 示出各種概念之間的關係。除了可以手繪畫概念

圖外，學生也可利用各種繪畫概念圖的電腦軟件簡易地製作和修改概念圖。 

 

(2) 搜 尋與展示資料  

在資訊年代，搜 尋和展示資料是一種重 要技能。學生可以從不同途 徑（如

書本、雜誌、科學刊物、報章、光碟和互聯網）來 搜 集資料。學生不應只

是隨意收集資料，還應篩選、分類和批 判分析資料，以及演 示 結 果。  

 

(3) 從閱讀中學習  

透 過 閱讀來學習可提高獨立學習能力，尤其有助學生了解化學不同範疇在

過去、現在和未 來的發展。教師應讓學生自行閱讀一些廣度和深度合適的

科學文章，從而培 訓 閱讀、詮釋、分析和傳達嶄新科學概念和意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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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間或學生與教師一起就一些好的科學文章進行有意義的討 論，也可

建構知識和增 強學生的基本溝通能力。以這種方法所建立的自 主學習能力

將對學生日後成為一個主動的終身學習者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  

 

教師可以利用各種文章作為教材，重點突出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之間

的連 繫。這些文章使課程更生動，讓學生了解化學目前的發展和相關議題，

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挑選合適的文章，同

時，也 應鼓勵學生自行在報章、科學雜誌、互聯網和圖書館的圖書上搜 尋

有關文章。  

 

閱讀科學文章旨在延展學生在化學科的學習。閱讀文章後，學生可以進行

各類型的活動，例如教師可以向學生提問一些簡單或開 放式的問 題，幫 助

他們把已 掌 握的化學知識與所讀的資料 連 繫起來；也可要 求學生為文章寫

一個摘要、評論或報告、製作一張海報或撰寫一個故事，以顯示他們對所

學知識的理解。此外，為了進一步 培養學生閱讀化學文章的習慣，教師應

鼓勵學生在課堂或利用網絡科技分享自己曾閱讀的文章。  

 

例子：  

 

在課題十四「物料化學」中，建議學生應 閱讀有關現代物料（如半導體和

納米管）發展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 響的文章或就相關課題撰寫文章。此活

動不但可幫 助學生了解 現時化學在社會和科技兩方面的新發展和新 貢 獻，

還能讓他們明瞭新 證據的出現（如發現布克碳的結 構）可能導致有關鍵合

知識的進展和修訂。這個活動亦有助教師評估學生已 掌 握的知識。   
(4) 討 論  

課堂提問和討 論，有助學生了解課題知識、建立高層次的思 考能力和培養

積極的學習態度。表 達 論據有助學生建立不同的技巧，包括從不同的來源

中抽取有用的資料、清晰和符合邏輯 地組織及表 達意念、作批 判 性 思 考，

以及根據有效 論據作判 斷。  

 

教師不應 過分要 求學生大 量且過早地 使用客 觀而正式的科學語言，這樣會

阻礙課堂討 論。在學習化學的初期，應接納學生用自己的語言 來 討 論，然

後，再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使用較正規和客 觀的科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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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科學、科技、社會與環 境的議題，可以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策 略。例

如課題 五 討 論 使用塑膠所引致的環 境 問 題，教師可以家居廢物分類、在學

校和屋邨收集塑膠廢物作討 論議題。在討 論時，學生可自由表 達意見，並

提出需要收集塑膠廢物的原因，以及說出執行的困難。最後，他們可以向

全班同學講解 自己的意見，然後聽取同學與教師的評語。  

 

(5) 實驗活動  

化學是一門實驗的學科，故必 須讓學生從實驗活動和探 究 當中獲得個人體

驗。本課程特 別著重設計和進行實驗。附 錄二列出課程的實驗技巧以供參

考。  

 

當學生掌 握了充足的知識和實驗活動所需的技能後，教師應逐漸向他們提

供只載有少量 已印製的程序指引和數據表的手冊或工作紙。這樣，能給予

學生更多的學習機會，並使他們自行學會和欣賞科學過程。進行探 究為本

實驗時，學生需要設計全部或部分實驗程序，決定記 錄甚麼數據，以及分

析和解 釋數據。由於可以控制自己的學習，學生將對 自己的實驗產生更 大

的興趣和責 任感，大 大提升他們的基本科學過程技能。  

 

所設計的實驗應以「探 究」而非「驗證」為宗旨。教師不應在學生參與實

驗活動前透露結 果，應讓學生自行從實驗結 果中歸 納出結 論，從而鞏固所

學的科學原理。  

 

  

 

 

 

 

 

 

圖 4.2  透 過 實驗理解科學原理  

 

除了一般的儀 器和設備外，教師應鼓勵學生多採用微型設備，以增 加學生

在實驗活動中的實作經驗。經仔細設計後，一些教師的示範實驗可改作學

生自行進行的微型 實驗。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包括 

� 設計和計畫 

� 考慮安全因素 

� 預測結果 

� 運用儀器 

� 收集數據  

結論和解釋結論和解釋結論和解釋結論和解釋 

包括 

� 分析實驗結果 

� 評估預測 

� 解釋預測與實

驗結果的差異 

科學原理科學原理科學原理科學原理 

包括 

� 從結論和解釋

中找出規律和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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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在課題四進行了數次酸鹼的容量分析後，可要 求學生自行設計並進行實

驗，從兩種品牌的醋中找出「最佳選擇」。學生可以使用傳統的滴定儀 器或

微型的化學儀 器 來進行實驗。  

 

(6) 探 究 研習  

探 究 研習是一種有效的學習策 略，可以強化學生自主和自我調控學習和反

思的能力，使他們明白知識、技能、價值與態度的關係，並促使他們在各

種學習經驗中與他人共同建構知識。本課程的探 究 研習要 求學生在一段時

間內分組計畫、搜 集資料和作出決定。圖 4.3 展示 探 究 研習如何發展各種

技能，包括科學過程技能。  

 

 科 學 方 法 與  解 難  
實 驗  溝 通  作 決 定   學 習 與 自 學  協 作  分 析 問 題 與搜 尋 資 料  

�   �   �   設 計 實 驗  程 序  
�  �  �  �   �  進 行 探 究   �     �  分 析 與 評 鑑結 果  
�  �   �  �   報 告 結 果    �    �  

*  這 些 技 能 符 合 第 二 章 所 列 的 學 習 目 標 。  

 

圖 4.3  探 究 研習的科學過程技能  

 

在學習本課程的初期階 段，可讓學生進行簡單直接的探 究，以協 助學生建

立進行整個探 究 研習所需的技能。由於收集科學證據的方法各式各樣，所

以，應該讓學生進行不同類別的化學探 究，例如鑑定未知的化學物、定量

分析、製備物質、製造物件或建立系統。這樣，學生便可以由過往進行「食

譜式」的實驗進展至這種由自己訂定問 題，並找 尋答案的開 放式的探 究。

總體來說，化學科的探 究 研習可定位 於「教師主 導」和「學生為本」這兩

個極端之間。  

技能*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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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教授了「金屬」、「酸和鹽基」和「氧化還原 反 應、化學電池和電解」這些

課題後，可以進行一個名為「從礦石中提取銅」的簡短探 究。學生可以採

用以下任何一種方法 來完成探 究，如碳還原 反 應、以稀酸溶解礦石，然後

透 過金屬置換反 應或電解 來提取銅。  

 

更 深 入的探 究 則 要 求他們計算在所提取的銅中，銅的純度百分比和鐵雜質

的含 量。  

 

(7)  問 題為本學習  

問 題為本學習是一個以問 題為本的教學方法，多用於專業課程。學生需要

解答與未 來工作相關的真實 問 題。然而越來越多的學科開始採用這種方

法。採用的問 題是開 放式、大多建基於 實 際 環 境、不明確和不容易找 到 解

決方法。學生或會學到 新知識，並將之與以往所學到的知識相結合來 解 決

問 題。他們需要分組合作，了解和界定問 題、找出他們需要 掌 握的知識來

解 決 問 題、想出其他可行方法、找出和測 試 解 決方法，並辯證 解 決方法是

否有效。教師的角 色 則是促導 者、資源提供者，以及觀 察 者。學生透 過積

極參與學習和對 自己的學習負 責 任，能增 強學習動機。  

 

除了促使學生深 入了解課題，問 題為本學習還鼓勵他們作出科學性、批 判

性和創 造 性 思 考，並在與化學有關的情 境下共同解 決 問 題。本課程中有很

多課題都可以採用問 題為本學習的教學方法。此外，教師可以給予學生不

同深度的問 題。如有需要，更可提供提示或啟發思 考的問 題以引導學生分

析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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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你是在一間咖啡公司工作的化學家。你的公司計畫推出全球首創的自熱咖

啡罐。你需要設計一個罐，這個罐可在 3 分鐘內把載於 標準大小鋁罐的咖

啡加熱至 60
o
C，並能保溫 30 分鐘。這個罐需方便攜帶和容易使用，而其

盛著的咖啡可直接飲用。  

 

教師可提出下列 問 題 幫 助學生進行分析：  

�  這個罐可盛載多少容量的咖啡？  

�  需要多少熱能來把咖啡加熱至指定溫度？  

�  有哪些化學品起反 應以提供穩定的熱能？  

�  需要用多少化學品？  

�  你的產 品是否可讓客戶安全使用？  

 

學生可以在一個真實的實驗室或一個虛擬的環 境 來 測 試他們提出的解 決方

法 （ 例 如 ： ChemCollective 虛 擬 實 驗 室 ， 詳 情 可 瀏 覽

http://www.chemcollective.org）。  

 

(8)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資訊科技為學習者提供一個互動環 境，讓他們控制自我學習的進程和內

容。採用適 當的資訊科技資源，可以幫 助學生了解化學概念和過程，並促

進他們掌 握資訊科技的技能，有助終身學習。   

 

利用資訊科技來學習化學的機會越來越多，如適 當 地 運用，可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驗。現以下列 例子作說明：  

 

例子  

• 三維電腦圖 象可用作展示分子的形狀、說明手性 概念，以及展現晶體

和聚合物等的化學結 構。學生操控這些電腦圖 象，就仿如檢視模型 實

物一樣。  

• 動畫可把抽象的化學概念和過程（例如化學電池的反 應）形象化，特

別是幫 助學生了解微觀世界。  

• 數碼化錄像特 別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為他們提供一些學校以

外的真實經驗，例如提取金屬和提煉原油的工業程序，以及在化學分

析中採用現代化學技術。此外，數碼化錄像也可用於 演 示一些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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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難以進行的或危險的實驗。透 過數碼化錄像，學生毋須真正進

行化學實驗，也可重複觀 察 實驗和複習實驗技巧。  

• 電腦模擬可用作模擬可逆反 應的平衡狀態、影 響 反 應 速率的因素和化

工廠的生產流程等。學生可利用電腦模擬安全並快捷地進行一連串的

虛擬實驗，找出化學系統中各變量 之間的關係。這樣，即使在實驗中

犯錯，也毋須付出真實犯錯的代價，但卻可從錯誤中學習。  

• 電子試算表可用作分析和標繪實驗數據，也可用作模擬化學系統，讓

學生探 究「假設」情 況。學生毋須 重複計算和標繪數據結 果，也能了

解所研 究的課題。  

• 數據記 錄 器和傳感器 特 別有助以下實驗的數據收集，包括涉及快速 轉

變的數據、歷時甚久或需要同時讀取多組數據的實驗，例如研 究 反 應

速率。配備數據記 錄 器的軟件可即時繪出數據的圖 象，讓學生在實驗

後有更多時間分析、討 論和評鑑 實驗結 果。  

• 互聯網提供一個課本以外的途 徑，讓學生找 尋 當前和正 確的資訊，幫

助他們明白概念、建構知識，以及觀 察和探 索學校以外的世界。  

• 同步和非同步的通訊工具，以及網絡協作知識建構 平 台可促進學生之

間的互動與相互 對談，從而鼓勵分享和建構知識。如果參與的學生比

其他學生有較強的相關知識，更可同時擔當教師的角 色。  

• 網上評估工具為學生和教師提供即時的回饋。教師可查看個別學生的

答案，了解他們對 概念的理解程度，從而識別出他們的誤解和學習困

難所在。   

• 互動電腦輔助學習資源可促進學生積極參與學習。廣受歡迎的互聯網

讓學生隨時隨地都可以容易接觸到網絡上的學習資源。   

 

(9) 提供全方位學習機會   

學習並不局 限 於課室或學校環 境。因此，為學生提供校外的學習經歷是必

要的。全方位學習能拓闊學生的視野，讓他們在真實的科學世界中學習。

適 切的學習活動可以包括普及科學講座、辯論和論壇、實 地 考 察、參觀、

發明活動、科學比賽、科學專題 研習和科學展覽。這些活動亦為能力出眾

或對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生提供具挑 戰 性的學習機會。有關舉辦全方位學

習課程的例子，教師可參閱本指引第二章題為「科學、科技、社會和環 境

的連 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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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互動 

 

互動指教師與學生透 過 互相溝通，提升學習與施教的進程；而優質 互動亦

是眾多學與教策 略的重 要成分。在學習本課程時，大部分學生均會遇 到各

種難 題，這與他們的能力無關，教師可與學生透 過 討 論一起解 決學習問 題。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優質 互動是在學校學習的基本要素。  

 

 

4.4.1 提供學習鷹架 

 

為達至本指引第二章所列的學習目標，教師應不時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學習

鷹架。鷹架的形式種類眾多，例如：  

• 各式各樣的教材，例如一篇有關凱庫勒的文章，當中有詳細和清晰的

描述、聚合物結 構 圖 解和由凱庫勒製成的避彈衣圖片，有助學生了解

聚合物的結 構與其性 質的關係。  

• 一個具備清晰的程序式指引和報告樣板的學習課業，例如一張列有引

導 性 問 題的工作紙，幫 助學生計畫自行進行的實驗。  

• 不同形式的指導，有助建立認知能力、社交和探 究技能，例如觀看有

關如何進行酸鹼滴定的錄像影 帶，幫 助學生學習滴定所需的實驗技能。 

• 教師綜合解說，例如當學生未能掌 握活動的重點知識或遇 到會嚴重 影

響學習的阻礙時，教師應 於活動後向學生提供一個清晰的概念架 構。    

 

鷹架可幫 助學生理解各種概念，協 助他們自行或與他人共同建構知識，以

促進學習。  

 

 

4.4.2 提問和回饋 

 

為改善學習，教師可善用提問和提供回饋。教師提出簡單封閉式問 題以至

具挑 戰 性的開 放式提問，然後因應學生的回答提供優質的回饋，便能幫 助

他們沿著正 確軌道學習，以及更有效 地學習。教師可根據不同的學習目標

來 挑選不同難度的問 題，並向學生提供合適的回饋，從而幫 助他們建立信

心和內在動機來學習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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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的過程與進展性評估整合起來，能有助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透

過 實踐「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概念，教師提供分數以外的回饋，如教師對

學生學習上的不同方面之 強 項和弱項作出口頭或書面評語，或就學生需要

改善的地方提出建議。此外，學生和其他相關人士（如實驗室支援人員）

均可對學習作出有用回饋。同時，進展性評估的課業可幫 助學生認清預期

的學習目標，以及幫 助他們調節學習進度。  

 

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有很多機會利用優質的回饋以助學生學習，以下

是一些例子：  

• 要 求高層次思 考和對各種相關概念的理解的開 放式提問，如「利用冰

的結 構和鍵合說明其特 別的性 質」。  

• 涉及一些抽象和複雜概念的氧化還原 反 應 難 題。  

• 由教師設計有關摩爾濃度概念和技能的標準參照進展性評估課業。  

 

 

4.5 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是一個共同學習的群體；在小組中學生可以一起建構知識、理解

自 然 現 象與關係、找出難 題的解 決方法，或利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來製作

作品。在某些情 況下，學生需要與教師一起學習。在學習社群中學生在小

組內積極參與，而教師則 須指導學習方向、設計不同的分組方法，以及適

當提供指導和回饋。若教師計畫在課堂上採用協作式學習活動，便應 預 料

會遇 到困難和預備其解 決方案，困難的起因包括因為組員的技能、知識和

與他人有效 地合作的能力不同。此外，教師需嘗試避免小組的工作成效受

到該組中一些學習遲緩的學生所影 響。  

 

在化學課程中，辯論、討 論、問 題為本學習和化學的探 究 研習等學與教活

動有助建立學習社群。如擁有精密的資訊與通訊網絡，可在學習社群中採

用網絡協作式學習工具來促進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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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照顧學生多樣性 

 

4.6.1 了解學生 

 

學生的學術背景、需要、學習步 伐和性向均不同。因此，要 求每個學生達

到相同的學習水平和以相同步 伐完成學習課業是不切 實 際的，相反，應該

給予他們機會盡展所長。教師可透 過 閱讀正式文件、在課堂內外與學生接

觸和持 續的進展性評估來了解學生的差異。當了解學生的差異後，教師應

設計最合適的的學與教活動。此外，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能力，設計廣度和

深度合適的教學計畫，旨在讓學生感到學習不但具挑 戰 性，而且是他們能

夠 應付的。同時，教師應製造一個理解和包容的學習環 境，使學生可建立

信心和自尊，並有一個愉快的學習經驗，以及熱衷於學習化學。  

 

教師需要識別出學習的「建構模塊」，並有系統地將它們變成符合學生水平

且能讓他們掌 握的知識單 位，從而有助他們更有效 地學習，進而提高他們

的整體自 主學習能力。當 大部分學生都已 掌 握 到基本知識時，他們的學習

成果差異將會逐步縮小。  

 

 

4.6.2 靈活分組 

 

我們應視學生多樣 性為學生可互相支持的機會，尤其在學生共同完成學習

課業時最能體現這好處。教師可把不同能力的學生組合起來，讓能力較高

與能力稍遜的學生可以互相分享知識。此外，教師也可把能力相近的學生

組合起來，給予他們合適 難度的學習課業。  

 

 

4.6.3  使用不同的學與教取向 

 

學與教取向與學習風格互相配合可大 大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果。例如可採用

直接指導或探 究 策 略 來教授課題 五 (c)「甲烷與氯的單取代反 應」。如採用前

者，教師可向學生說明甲烷的單取代反 應涉及三個步驟，即引發、傳播和

終止。要 求學生為取代反 應的每個步驟繪畫電子圖，可幫 助他們了解 第一

個步驟為活潑自由基的形成，第二和第三個步驟分別為活潑自由基的傳播

和終止。另一個策 略是要 求學生觀看甲烷與氯的取代反 應的錄像，然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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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預 測、討 論和推斷 反 應可能涉及的一連串步驟。教師可以在活動後進行

綜合解說，讓學生說明概念和觀 察 結 果 之間的關係，加上分組討 論和個人

反 思，應能幫 助學生建構相關知識。  

 

 

4.6.4 採用不同的學習課業 

 

對 於能力一般或稍遜的學生，一個高要 求的學習課業會使他們失去學習動

力。當 要 求能力高的學生來完成一些簡單的學習課業，他們則會感到乏味，

並會失去學習興趣。當有需要時，教師應為班內不同學生或不同班別的學

生設計不同的學習課業。例如有些學生在課題八 (c)「赫斯定律」和課題十

(b)「平衡常數」作化學計算時會感到困難，故我們可以為不同能力的學生

安排不同挑 戰程度的學習課業。同樣，我們可給予學生彈 性 來 演 示他們的

理解程度，即他們的習作可用不同形式來展示，包括文字、圖 象、電腦輔

助 演 示或其他媒體。  

 

 

4.6.5 運用資訊科技 

 

恰 當 運用資訊科技可以照 顧不同的學習風格，並把學習平 台伸延至課堂

外。例如一些在課堂上少說話的學習者或許會積極閱讀文本，並在網上論

壇發表有用的意見。網上評估工具配備學習支援系統，可以有效鼓勵學生

學習。資訊科技中的多媒體元素特 別 適合視覺或聽覺學習者。另外，利用

資訊科技學習資源的非線性 性 質，可讓學生按 照 自己的步 伐和興趣來學習。 

 

 

4.6.6 照顧資優學生  

 

在學校裡，教師亦 應 照 顧在科學方面擁有特殊天賦或才能的學生的需要，

幫 助他們發展自己的潛能。增潤是照 顧資優學生的途 徑 之一，即與同儕在

一起學習的同時，給予這些學生額外的、較富 挑 戰 性的或較能啟發思 考的

習作，例如可以給予這些學生較富 挑 戰 性的問 題，著他們闡明問 題，然後

利用一系 列資料 來源探 索 問 題和評鑑可行的解 決方法。一些資優學生可以

調節自己的學習，因此，可以給予他們探 索個人興趣的機會，例如讓這些

學生訂出探 究 研習的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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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白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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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本 章 旨 在 討 論 評 估 在 化 學 科 學 與 教 過 程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本 科 評 估 的 主 導

原 則 ， 以 及 進 展 性 和 總 結 性 評 估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 本 章 也 會 提 供 化 學 科 校

內 評 估 的 指 引 及 公 開 評 核 的 詳 情 。 最 後 ， 本 章 闡 述 如 何 制 定 和 維 持 等 級 水

平 ， 以 及 如 何 根 據 等 級 水 平 匯 報 考 生 的 成 績 。 有 關 評 估 的 一 般 指 引 可 參 閱

《 高 中 課 程 指 引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2007）。  

 

 

5.1 評估的角色 

 

評 估 是 蒐 集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顯 證 的 工 作 ， 是 課 堂 教 學 一 個 重 要 且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能 發 揮 不 同 的 功 用 ， 供 各 使 用 者 參 考 。  

 

首 先 ， 就 教 學 成 效 和 學 生 在 學 習 方 面 的 強 弱 ， 向 學 生 、 教 師 、 學 校 和 家 長

提 供 回 饋 。  

 

其 次 ， 為 學 校 、 學 校 體 系 、 政 府 、 大 專 院 校 及 僱 主 提 供 資 訊 ， 以 便 各 持 份

者 能 監 察 學 生 的 成 績 水 平 ， 有 助 他 們 作 出 遴 選 決 定 。  

 

評 估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是 促 進 學 習 及 監 察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不 過，於 高 中 期 間 ，

公 開 評 核 在 協 助 頒 發 證 書 和 遴 選 方 面 等 功 能 較 為 顯 著 ； 換 言 之 ， 由 於 評 核

結 果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重 要 抉 擇 ， 這 使 評 核 無 可 避 免 地 具 有 高 風 險 的 特 性 。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為 完 成 中 學 課 程 的 學 生 提 供 一 項 通 用 的 資 歷 ， 以 便 升 讀 大

學 、 就 業 、 進 修 和 接 受 培 訓 。 該 文 憑 就 學 生 在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和 各 個 選 修 科

目 ， 包 括 學 術 科 目 如 化 學 科 和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的 表 現 ， 並 輔 以 「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 內 其 他 有 關 資 訊 來 詮 釋 學 生 的 表 現 。  

 

5.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 估 有 兩 個 主 要 目 的 ：「促進學 習 的 評 估 」 和 「對學 習 的 評 估 」。  

 

「促進學 習 的 評 估 」 是 要 為 學 與 教 蒐 集 回 饋 ， 並 運 用 這 些 回 饋 幫 助 教 師 相

應 調 校 教 學 策 略，令 學 習 更 有 效。這 種 評 估 因 為 關 乎 學 與 教 的 發 展 和 調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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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被 稱 為「 進 展 性 評 估 」。進 展 性 評 估 是 需 要 經 常 進 行 的，一 般 來 說，這 種

評 估 關 注 的 是 較 小 的 學 習 點 。  

 

「對學 習 的 評 估 」 是 要 評 定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展 。 這 種 評 估 目 的 在 總 結 學 生 學

會 了 多 少，故 被 稱 為「 總 結 性 評 估 」。總 結 性 評 估 通 常 是 在 經 過 一 段 較 長 學

習 時 間 之 後 進 行 的（ 例 如 在 學 年 終 結 時，或 在 完 成 一 個 學 習 階 段 之 後 ），所

評 估 的 是 較 大 的 學 習 面 。  

 

事實上，進 展 性 和 總 結 性 評 估 之 間 並沒有鮮明的 分野，因 為 在某些 情況下，

同 一 項 評 估 可 以 同 時達到進 展 性 和 總 結 性 的 目 的 。 教 師 如欲進 一步了解進

展 性 和 總 結 性 評 估 ， 可 參 閱 《 高 中 課 程 指 引 》。  

 

進 展 性 評 估 和 持續性 評 估 也 有 分別。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 評 估 學 生 表

現 ， 提 供 回 饋 ， 以改善學 與 教 ；而後 者 則 是 持續評 估 學 生 的 學 業 ，但可 能

並 不 提 供 有 助改善學 與 教 的 回 饋 ， 例 如累積每星期 的 課 堂測驗成 績而沒有

給予學 生 具建設性 的 回 饋 ， 這既不 是良好的 進 展 性 評 估 ，亦非有意義的 總

結 性 評 估 。  

 

就 教育理念而言 ， 進 展 性 評 估 有 助促進學 習 ，理應 更 受 重視， 並予以 高 於

總 結 性 評 估 的 地位；但過往， 學 校傾向側重對學 習 的 評 估 ， 較 為忽略促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由 於研究結 果 指 出 進 展 性 評 估 有 助 完善教 學 決 策 ， 並 能 提 供

回 饋改進 學 習 ， 因此，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發 表 的 《 學 會 學 習─課 程 發 展路向 》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2001）認為 評 估措施須作 出改變， 學 校宜給予進 展 性 評

估 應 有 的 重視， 並將促進學 習 的 評 估視為 課 堂 教 學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另一 方 面 ， 公 開 評 核 （ 包 括 公 開 考試和 經 調整的 校 本 評 核 ） 的 首 要 目 的 是

對學 生 的 學 習 進 行 總 結 性 評 估 。 學 生宜在 一 個低風 險 的環境下接觸校 本 評

核 的 作 業 ，從中練習 和 體驗， 以 期 在沒有壓力下學 習 （即作 為 進 展 性 評 估

的 用途）；另一 方 面，為 了 評 定 分數， 總 結 學 習，學 生 其 後須完 成類似的 作

業 ， 作 為 公 開 評 核 的 一 部 分 （即作 為 總 結 性 評 估 的 用途）。  

 

校 內 評 估 和 公 開 評 核 也 有 一 定 的區別。 校 內 評 估 是 指三年 高 中 教育期 間 ，

教 師 和 學 校採用 的 評 估措施，是 學 與 教 過 程 的 一 部 分。相對來 說，「 公 開 評

核 」是 為 各 校 學 生舉辦的 評 核，是 評 核 過 程 的 一環。就 香 港 中 學 文 憑而言 ，

它是 指 由 香 港 考試及 評 核局舉辦和 監督的 公 開 考試和 經 調整的 校 本 評 核 。

總 的 來 說 ， 校 內 評 估 應 較 著 重 進 展 性 評 估 ，而公 開 評 核 則 較側重 總 結 性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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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雖然如此， 兩 者 不 能 以簡單的二分法說明其 關係。將校 本 評 核 包 括 在

公 開 評 核 內 ， 就 是嘗試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中 ，增加進 展 性 評 估 或促進學 習 的

評 估 的 成 分 。  

 

 

5.3 評核目標 

 

評 核 目標與 之前章節所 表 述 的 課 程架構與廣泛的 學 習 成 果 相配合。  

 

化 學 科 所 評 核 的 學 習 目標如下︰  

• 憶述 及 了解與 化 學 有 關 的事實、規律、 原理、辭彙和規則 ；  

• 了解在 進 行實驗時 ，儀器和物料的 使 用 ；  

• 處理物料、操作儀器、安全進 行實驗和 作準確的觀察 ；  

• 顯示對化 學探究所 用 方法的認知；  

• 分析及解釋自不 同 來源的數據 ， 並 作正確的 結 論 ；  

• 處理及轉譯化 學數據 ， 並 作 有 關 的計算；  

• 應 用 化 學知識，解釋觀察 所得和解答未曾接觸的難題；  

• 選 擇 及組織適用 的 科 學 資料， 並 能 作適當及 有條理的傳意；  

• 明白 及 評鑑化 學 在社會 、 經濟、環境和 科技上的 應 用 ； 和  

• 根 據驗證跡象和 論 據 來 作 決 定 。  

 

 

5.4 校內評估 

 

本 部 分 闡 述 各 項 主 導 原 則 ， 作 為 學 校設計化 學 科 校 內 評 估 及 一 般 評 估活動

之依據 ； 其 中 有 部 分 是適用 於 校 內 評 估 及 公 開 評 核 的 通 則 。  

 

5.4.1 主導原則 

 

校 內 評 估 應配合課 程規畫、 教 學 進 度 、 學 生 能力及 學 校 情況。 蒐 集到的 資

料，將有 助推動、 促 進 及 監 察 學 生 的 學 習 ， 並 能 協 助 教 師 發掘更 多 方法，

推動有 效 的 學 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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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合學 習 重 點  

教 師宜採用 各 種 評 估活動， 評 估 學 生 在 各 學 習 重 點 的 表 現 ， 包 括 ： 化 學 原

理和 概念的知識及理解、 科 學技能 和 過 程 、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 ，從而促

進 學 生 的全人 發 展 。 教 師 應 在共同商討 各範疇所佔的比重 ， 並取得共識的

同 時 ，讓學 生 也知道評 估 目 的 及 評 估準則 ， 使 他 們 能全面 了解預期 學 習 所

達致的 表 現 。  

 

(2) 照顧不 同 學 生 能力的差異  

教 師宜採用 不 同難度 、模式多元化 的 評 估活動，照顧不 同 性 向 和 能力的 學

生；確保能力較 強 的 學 生 可 以盡展潛能，而能力稍遜的 學 生亦可 受到鼓舞，

保持對學 習 的興趣和繼續追求成 功 。  

 

(3) 跟進 學 習 進 度  

由 於 校 內 評 估 並 不 是 一 次 性 的 運 作 ， 學 校宜採取更 多 能跟進 學 生 學 習 進 度

的 評 估活動（ 例 如 ：學 習 歷 程檔案）。 這類評 估活動， 能讓學 生循序漸進 ，

逐步訂定 個 人 可遞增的 學 習 目標， 並 調適自己的步伐， 為 學 習帶來正面 的

影 響 。  

 

(4) 給予適時 的 回 饋 與鼓勵  

教 師 應採用 不 同 的 方法，給予學 生適時 的 回 饋 與鼓勵，例 如 在 課 堂活動時 ，

作 出 有建設性 的口頭評 論 ， 以 及批改習 作 時 的 書 面 評語。 這 些 方法除了 協

助 學 生找出自己的 強 項 和 弱 點 之外， 更 能 促 使 學 生保持 學 習 的動力。  

 

(5) 配合個別學 校 的 情況  

若學 習 的 內容或 過 程 能配合學 生熟悉的環境，學 習 會變得更 有意思。因此，

設計評 估 課 業 時 ，宜配合學 校 的 情境， 例 如 地理位置、 與社區的 關係、 學

校 使命等 。  

 

(6) 配合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校 內 評 估 的 課 業設計， 應配合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這將有 助 學 生清除學 習上

的障礙， 以 免日積月累下來 ， 影 響 他 們 的 學 習 。掌握基本 概念及技能 是 學

生 能否繼續發 展 的基礎， 教 師 更 應謹慎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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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鼓勵朋輩和 學 生自己的 回 饋  

教 師除了給予學 生 回 饋外， 更 應 提 供機會 ，鼓勵學 生 在 學 習上進 行朋輩評

估 和自評 。前者 能鼓勵學 生互相 學 習 ； 後 者 能 促 進 學 生 的自我反思， 這對

學 生 的 終 生 學 習 是非常 重 要 的 。  

 

(8) 適當運 用 評 估 資料以 提 供 回 饋  

校 內 評 估 能 提 供豐富的數據 ，對學 生 的 學 習構成形成 性 的 回 饋 ； 因此，適

當運 用 評 估 結 果 ， 有 助 提 供 具 顯 證 的 回 饋 。  

 

 

5.4.2 校內評估活動 

 

化 學 科 應採用 功 課 、實驗、 科 學探究和口頭答問等適合本 科 教 學 的 一 系列

評 估活動， 幫 助 學 生達致各 項 學 習 成 果 。但是 ， 教 師須留意這 些活動應 是

組成 學 與 教 的必需 部 分 ，而非外加的活動。  

 

(1) 功 課  

在 學 與 教 過 程 中 ， 功 課 是廣泛使 用 的良好評 估 工 具 ， 可 以 持續地反映學 生

的努力、 成 就 、 強 項 和 弱 項 。 不 同類別的 功 課 ， 可讓學 生 顯示他 們對概念

的理解和創意。 功 課 包 括練習 、 書寫文 章 、海報 或單張設計， 以 及模型製

作 。 這 些 功 課 應配合學 習 目標、 教 學 策 略 和 學 習活動。 教 師 可 要求學 生 就

個 人 的興趣選 擇 一 項 課題作 資料搜集 ， 並綜合他 們 的 發 現 ，設計適當的 方

法來 展示研習 成 果 ， 例 如 角 色 扮 演 、 書寫文 章 、海報設計、 演示等 。 教 師

應細心留意學 生 的 表 現 如 資料組織、語文 運 用 、研究的廣度 及深度 ， 以 及

表達概念的清晰程 度 等 。 功 課 的 評 分 或 評 級 可 用 作 顯示學 生 進 度紀錄的 一

部 分 ，而教 師 就 學 生 功 課 所給予的意見和改進 的建議 ， 可 為 學 生 提 供珍貴

的 回 饋 。 功 課亦可 作 為 教 學 評價的 一 種 方法，反映授課 的 效 度 ， 為 教 師 提

供 回 饋 ， 以 便 為 學 生設定 進 一步的 學 習 目標， 以 及合理地 調節教 學 策 略 。  

 

(2) 實驗和 科 學探究  

在 各 科 學 科 目 中 ，實驗和 科 學探究是 學 與 教 中 經 常採用 的 一 種活動，讓學

生取得實作 經驗進 行探索，又給予學 生機會 顯示他 們 的興趣、靈活性 和毅

力。在 科 學探究中，教 師 可 先 提 出 一 個問題，繼而要求學 生設定 一 個計劃，

並建議合適的實驗步驟來解決問題。探究的設計經 過 討 論 ， 如 有 需 要 ， 可

作適當的 修改。 在實驗課 堂 中 ， 教 師 可觀察 學 生 的實驗操作技巧， 並 就 如

何改善實驗或探究作 出 回 饋 。批改學 生實驗報告可 令 教 師 更全面知道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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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驗所涉及 的 化 學 概念和 原理的理解， 以 及 他 們處理和解說探究所得數

據 的 能力。  

 

(3) 口頭答問  

藉口頭答問， 教 師 可 了解學 生 在某一 情境下如 何思考 。 學 生 的 應對可 顯 出

他 們理解的 程 度 、態度 及 能力。 教 師 可採用 多 種類型的問題，問題種類可

由找出事實、問題和理據 ， 以至促 進 高 階思維 和 接 受 不 同答案的 高層次問

題。口頭答問可 以 是傳統評 估 方法的 重 要補充。  
 

 

 

5.5 公開評核 

 

5.5.1 主導原則 

 

以下概 述 公 開 評 核 的 主 導 原 則 ， 供 教 師 參 考 。  

 

(1) 配合課 程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所 評 估 和 考 核 的 表 現 ， 應 與新高 中 課 程 的宗旨 、 學 習 重 點 及

預期 學 習 成 果 相符。 為 了 提 高 公 開 評 核 的 效 度 ， 評 核 程序應顧及 各 項 重 要

的 學 習 成 果 ，而非只著 重 較容易以筆試來 評 核 的範疇。  

 

化 學 科 的 公 開 評 核 著 重測驗考 生 在真實及創新情況下， 應 用 及統整知識的

能力。此外， 校 本 評 核 部 分 可 令 公 開 評 核擴展至包 括 具價值的 科 學探究技

能 ， 以 及共通 能力， 例 如創造力、批判性思考 、溝通 和解決問題等 。  

 

(2) 公 平 、客觀及 可靠  

評 核 方式必須公 平 ， 不 應對任何組別的 學 生存有偏私。 公 平 評 核 的 特 色 是

客觀， 並 由 一 個 公正和 受 公眾監 察 的獨立考 評機構所規管。此外， 公 平亦

表示評 核 能 可靠地衡量各 學 生 在 指 定 科 目 之 表 現 ； 如再次 接 受 評 核 ， 學 生

所獲的 成 績 結 果 應當非常 相近。  

 

(3) 包容性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評 核 及 考試， 需配合全體 學 生 的 性 向 及 能力。 化 學 科 公 開

考試的題目 包 括測驗考 生 在 化 學 科基礎及 選 修範圍的知識， 以 及 評 核 高 階

思維 能力； 校 本 評 核 部 分 則 提 供 空 間 作廣泛類別的活動， 以滿足學 生 及 /或

學 校 的 不 同興趣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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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 平 參照  

香 港 中 學 文 憑採用「 水 平 參照」模式，即把學 生 的 表 現跟預定 的 水 平比對。

該預定 的 水 平 說明了 學 生達到某等 級 的知識與 能力所 及 。 化 學 科備有 各 級

水 平 的描述 ， 具 體 說明代表 不 同 水 平 的 考 生 表 現 。  

 

(5) 資料豐富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資 歷 和 相 關 的 評 核 及 考試制 度 為 不 同 人士提 供 有 用 的 資

訊 。 首 先 ，它向 學 生 就 其 表 現 ， 並 向 教 師 及 學 校 就 教 學素質， 提 供 回 饋 。

其 次 ，它將學 生 的 表 現 與 有 關 的 等 級 水 平 相比， 令 家 長 、 大 專 院 校 、 僱 主

和 公眾了解學 生 的知識水 平 和 能力所 及 。第三，它有 助 作 出 公 平 和合理的

遴 選 決 定 。  

 

5.5.2 評核設計 

 

下表顯示本科於 2014至 2016 年文憑試的評核設計。評核設計會因應每年度考試的回饋

而不斷改進。評核的詳情刊載於有關考試年度的「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及其他補充文

件中 ，並見於考評局網頁 

(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assessment_framework/)。 

 組成部分  比重  時間  公開考試  
試卷一   涵蓋課程必修部分  60% 

兩小時  三十分鐘  試卷二   涵蓋課程選修部分  20% 一小時  校本評核  20%  

 

 

 

5.5.3 公開考試 

 

公 開 考試的 主 旨 是 評 核 考 生 在 化 學 科 不 同範圍內 ， 顯示他 們 的知識和理解

的 能力， 及 其 在熟悉及 不熟悉情境中 的 應 用 。  

 

公 開 考試會採用 不 同類型的試題來 評 核 學 生 各 種技能 和 能力的 表 現 ， 包 括

多 項 選 擇題、短題目 、 結構題目 和 論 述題。 多 項 選 擇題可廣泛涵蓋課 程 內

容，而短題目 可測驗考 生 的基本知識和 概念； 結構題目 可 要求考 生 分析提



 

122 

供 的 資料， 並將其知識應 用到不 同 的 情境； 論 述題則 可讓考 生深入討 論 與

化 學 有 關 的 議題， 並 顯示他 們邏輯思維 及組織和 表達意念的 能力。 學 校 可

參 閱樣本試卷及每年 考試試卷， 以 了解考試的形式和試題的深淺程 度 。  

 

5.5.4 校本評核 

 

公 開 評 核 中 的 校 本 評 核 ， 是 指 在 學 校 進 行 、 由任課 教 師 評 分 的 評 核 。對於

化 學 科 來 說 ， 校 本 評 核 的 主 要理念是 要 提 高 評 核 的 效 度 ， 並將評 核延伸至

涵蓋評 核 學 生 的實驗技能 和共通 能力。  

 

化 學 科 進 行 校 本 評 核還有 其 他 原 因 。 其 一 是減少對公 開 考試成 績 之 過 分依

賴， 因 為 考試成 績 或未能 可靠地反映考 生 的真正能力。 根 據 學 生 在 較 長 時

段 內 的 表 現 ， 並 由認識學 生 的任課 教 師 進 行 評 核 ， 可 以 提 供 較 為 可靠的 學

生 評 核 。  

 

另一 個 原 因 是 要 為 學 生、教 師 和 學 校員工帶來正面 的「倒流效 應 」。在 化 學

科 ， 校 本 評 核 要求學 生 參 與 有意義的活動， 有 助激發 他 們 的 學 習動機。對

於任教 化 學 科 的 教 師 來 說 ， 校 本 評 核 可 以 強 化 課 程 的宗旨 和實踐良好的 教

學 ， 並 為日常 運 作 的 學 生 評 核活動提 供 系統架構和增加其 重 要 性 。  

 

校 本 評 核 並非課 程 的外加部 分 ， 因此，上述 校 本 評 核 方式都是 課 程建議 的

課 內 課外的慣常活動。 校 本 評 核 的 要求已考慮到學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能力， 並

避 免 不必要 地增加教 師 和 學 生 的 工 作量。 香 港 考試及 評 核局會 向 教 師 提 供

校 本 評 核 的 要求和實施的 詳細資 訊 ， 以 及 評 核 課 業 的樣本 。  

 

5.5.5 成績水平與匯報 

 

香 港 中 學 文 憑採用 水 平 參照模式匯 報 評 核 結 果 ， 也 就 是 說 ，按有 關 科 目 分

域上的臨界分數而訂定 水 平標準，然後 參照這套水 平標準來 匯 報 考 生 表 現

的 等 級 。 水 平 參照涉及 匯 報 成 績 的 方法，但並 不 影 響 教 師 或 評卷員對學 生

習 作 的 評 分 。圖 5.1 展示一 個 科 目 水 平標準的訂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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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按科 目 分域上的臨界分數訂定 表 現 等 級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以五個臨界分數來訂定五個 表 現 等 級（ 1 至 5），第 5 級 為 最

高 等 級 。 表 現低於第 1 級 的臨界分數會標示為 「未能 評 級 」 （ U） 。  

 

各 等 級附有 一套等 級描述 ， 用 以 說明該 等 級 的典型學 生 的 能力所 及 。製訂

這 些 等 級描述 的 原 則 ， 是描述 該 等 級 的典型學 生能夠掌握的 能力，而非不

能掌握的 ； 換 言 之 ，描述須正面而非負面 地 說明考 生 的 表 現 。 這 些描述 所

說明的只是 「 平均而言 」 的 表 現 ，未必能準確地 應 用 於 個別考 生 。 考 生 在

某一 科 目 的 各 方 面 可 能 表 現 參差，跨越兩 個 或 以上的 等 級 。 各 等 級 的 學 生

表 現樣本 可 以 用 來 闡明預期 學 生達致的 水 平 。 一併使 用 這 些樣本 與 等 級描

述 ， 有 助釐清各 等 級 的預期 水 平 。  

 

在訂定 香 港 中 學 文 憑第 4 級 和第 5 級 的 等 級 水 平 時 ，已參照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A 至 D 級 的 水 平 。 不 過 ， 這 是 要確保各 等 級 的 水 平 ， 在 不 同 年 分 維 持

不變，而非保持 各 等 級 分佈的百分比。事實上， 等 級 分佈百分比會 因 學 生

的整體 表 現 不 同而有 所改變。參照以往 A 至 D 級 的 水 平 來設定第 4 級 和第

5 級 的 水 平 ， 其 重 要 性 在 於確保跟以往的 評 核措施有 一 定 程 度 的延續性 ，

方 便 大 專 院 校 展 開 遴 選 工 作 ， 以 及 維 持國際認可 性 。  

 

頒予考 生 的整體 等 級 由 公 開 考試和 校 本 評 核 的 成 績組成 。 化 學 科 會 用統計

方法調整校 本 評 核 的 成 績 ， 以 調控學 校 間 在 校 本 評 核 評 分準則上的差異，

但會 維 持 學 校對學 生 的 評 級排序。  

 

為 了 提 高 公 開 評 核 的區別能力供 遴 選 之 用 ， 在 考獲第五等 級 的 考 生 中 ， 表

現 最優異的 成 績將以「 **」標示，隨後 表 現 較佳的 則 以「 *」標示。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證 書 會記錄考 生 考獲的 等 級 。  

 

5 3 2 1 U 4 

臨界分數 

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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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白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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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本 章 旨 在 說明選 擇 和善用 學 與 教 資源（ 包 括 教 科 書 ）對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為支援學 生 的 學 習 ， 學 校須甄選 、 調適和 在適當時候發 展 相 關

資源。  

 

 

6.1 學與教資源的目的與功能 

 

適用 於 化 學 課 程 的 學 與 教 資源各式各樣， 例 如 本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課 本 與

實驗作 業 、 參 考 書 、 期刊文 章 、 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所製作 的示例 教材

和視聽教 具 、 不 同組織製作 的 資 訊 科技為 本 教材套、互聯網和媒體 等 。 一

些 本 地組織、 不 同 的 政 府 部門和 公共圖書館也 提 供 能 促 進 本 課 程 學 與 教 的

額外資源。另外， 大 學 院 校 中 與 化 學 相 關 部門的 專 家亦可 以 為 本 課 程 的 學

與 教 提 供 有 效 的支援；而各 學 校 所製作 的 學 與 教 資源可 以適切學 校環境，

在 本 課 程 學 與 教 中 具 有很高 的價值。  

 

運 用 學 與 教 資源的 目 的 是 為 學 生 提 供 學 習 經驗的基礎。 各式各樣的 資源可

以擴闊學 生 的 學 習 經驗和符合他 們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 如 能 有 效 運 用 這 些 資

源，對學 生鞏固所 學 的知識和建構知識將有十分 重 要 的 作 用 。此外， 這 些

資源也 可 幫 助 學 生 開 發 各 種 學 習 策 略 ， 以 及 培養共通 能力、價值和態度 ，

為 終身學 習打下穩固基礎。  

 

 

6.2 主導原則 

 

挑選適合的 學 與 教 資源時 ，必須考慮課 程 目 的 和 學 習 目標， 以 及 學 生 的 需

要 。  

 

化 學 科 的 學 與 教 資源應 該 ：  

� 引起學 生興趣， 促 使 他 們積極參 與 學 習 ；  

� 向 教 師 和 學 生 說明所 需 的已有知識和 經驗；  

� 與 本 課 程 的 目 的 與 目標一致， 並 包含本 課 程 的 重 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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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助直接 指 導 、探究和共同建構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 補充和延展 學 生 在 課 堂上所 學 的知識， 以 提倡獨立學 習 ；  

� 藉提 供 不 同難度 的 學 習活動，照顧學 習 者 的 多樣性 ；  

� 使 用準確的語言 和 表達形式；  

� 利用清楚、準確和簡明的 方式表達資料和 概念；  

� 讓學 生容易取得資料， 並 為 學 生 提 供鷹架， 促 進 學 習 。  

 

 

6.3 資源類型 

 

6.3.1 課本 

 

根 據新課 程架構編寫的優質課 本 在 學 習 化 學 科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教 師 可 使

用 課 本 作 為 學 與 教活動的基本 來源，但並非唯一 資源， 教 師 可 使 用 各式各

樣的 學 與 教 資源作補充。運 用 課 本 和 其 他 學 與 教 資源，應採用互補的 方法。

課 本 需 包含學 習 本 課 程 的 所 有 重 要元素， 並 協 助 學 生 培養批判性思考 能

力、創造力和 其 他共通 能力。  

 

在 使 用 課 本 時 ， 教 師 應謹慎挑選當中 的材料， 並 根 據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能力來

改編，而不 應只將課 本 由頭到尾教授給學 生 。 教 師 應 作 出 專 業判斷來挑選

課 本上的 課 業 和練習 、充分利用 各 種 現 有 學 與 教 資源或製作 個 人 的 學 與 教

資源， 為 學 生 發 展 內容廣泛的 學 習活動。  

 

預料與 本 課 程理念及建議 一致和涵蓋整個 課 程 的 高質素課 本 ， 以 及支援學

與 教 的 參 考材料將會很快面市。 教統局將會編製和 更新所建議 的 課 本清

單， 以 方 便 學 校 為 學 生 選 擇 課 本 時 參 考 。  

 

為確保課 本 的質素，我們訂立了 一 系列支援課 程架構的優質課 本 主 導 原

則 ， 並 制 定 了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學 與 教 方針， 作 為撰寫、審閱 和挑選 課 本

的標準。教 師 為 學 生挑選 課 本 時，可 參 閱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中

有 關 課 本 資料的 主 導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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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互聯網與科技 

 

現今新資 訊 大量湧現，尤其互聯網的 發 展，促 使嶄新的 學 與 教 方法的採用 。

教 師 應 扮 演 學 習 促 導 者 ， 協 助 學 生 蒐 集 資料和 要求學 生理解所得資料， 使

之轉化 為 個 人 的知識。  

 

互聯網與 科技可 以 在 不 同 的 情況下幫 助 學 與 教 ， 例 如 ：  

� 為 學 習艱深的 概念提 供視聽教 具 ；  

� 從各式各樣的 來源中 提 供搜尋資料途徑，並 能處理大量資料和 有 助從中

抽取真確和 有 用 的 資料；  

� 讓學 生按照自己的 進 度 來 學 習 ， 包 括 使 用 特別設計的軟件套裝；  

� 促 使 學 生 之 間 、 學 生 與 資源或 教 師 之 間產生互動；  

� 增加學 生 之 間 和 學 生 與 教 師 之 間 的 協 作 ；  

� 有 助獲取資料以 培養批判性思考 與建構知識的 能力。  

 

教 師 應充分 應 用 各 種 資 訊 科技。 在 化 學 課 程 中 ，若干有 效 用 的電腦軟件套

裝， 例 如 「 化 學動畫」、「 有機化合物命名法」、「智趣化 學 I 與 II」 和 「 現

代化 學 分析技術 」，以 及 多媒體數據庫，例 如「金屬之反應 」和 其 他市售的

相 關數據庫， 例 如「 ChemSet 2000」，都可 提 供互動的途徑，讓學 生 接觸不

同形式的 資料。 中國化 學 會 、英 國皇家 化 學 學 會 、美國化 學 學 會 和

「 WebElements periodic table」等網站提 供豐富的 化 學 資料。使 用數據記錄

器，即各 種電腦化數據收集技術 ，亦對化 學 科 學 與 教 有 重 要 的貢獻。  

 

6.3.3 教統局的資源 

 

教統局將製作 有 關 學 與 教 策 略 和 化 學探究研習 的新資源， 為設計供 學 生 參

與 的 學 與 教活動提 供意見。  

 

教統局亦將更新現 有 的 資源，如《 中 四至中五化 學 學 習活動教材示例 》（ 教

統局， 2003c）、《 中六級 化 學 課 程 教 學活動》（ 教統局， 2005b）和「 有機化

合物命名法」（ 教統局， 2004）， 以符合化 學 課 程 的 要求。 其它的 資源， 例

如《探究為 本 化 學實驗》（ 教育署，2002）、「 化 學動畫」（ 教統局，2003a）、

《 中六級 化 學實驗資源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教統局和 香 港 考試及 評 核局，

2004） 和 「智趣化 學 I 與 II」（ 教統局， 2006）亦適用 於 化 學 課 程 。 教 師 在

使 用 這 些 資源時 ，須因 應 學 與 教 的 需 要 作 出 相 關 的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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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學實驗室安全手冊》（ 教育局， 2013） 和物料安全資料表 (MSDS)為 一

般 的實驗室實驗， 特別是 為 化 學探究研習 的實驗設計方 面 ， 提 供 有 關 的安

全指 引 和 資料，亦是十分 重 要 的 資源。  

 

各 種共同研發 項 目 的刊物， 如 「透過 科 學 教育培養明智判斷」、「 以 評 估 促

進 科 學 學 習 」、「 在 科 學 課 堂 中 發 展 學 生 的 科 學思維 和 過 程技能 」，以 及「 協

作 發 展 評 估活動及 其 評 估準則 ， 以 促 進 高 中 科 學 課 程 的 學 與 教 」均能 為 教

師 提 供豐富的 資料來源。  

 

教統局製作 的 資源清單亦已編制 完畢， 可 供 教 師 參 考 。此外， 為 協 助 學 校

面對課 程 的轉變， 教統局已在網址 http://www.edb.gov.hk/cr/ tc 建立課 程 資

源目錄，透過 中央一站式的服務， 向 學 校 提 供 由 教統局及 其 他機構編製的

學 與 教 資源和適用 的 參 考 資源， 以備取用 。  

 

 

6.3.4 社區資源 

 

社區中 有 一 系列化 學 課 程 資源， 例 如 大 專 院 校積極地 為 中 學製作 科 學 學 習

資源， 相 關 項 目 包 括 「 在 科 學 科 目上應 用 個案基礎學 習法以 促 進 學 會 學

習 」、「 以創新教 學活動提 升 高 中 學 生對科 學 本質及 科 學 、 科技與社會 的互

動關係的 了解」 和 「 化 學探究為 本實驗及 協 作 學 習 」 等 。  

 

專 業團體 和非官方團體 為 化 學 的 學 與 教 可 提 供良好的支援。 香 港數理教育

學 會 和 香 港 化 學 會 是 其 中 的代表 。 他 們 可 為 教 師 提 供 業 內 發 展機會 及 不 同

方法以支援學 生 學 習 。  

 

政 府 部門， 如環境保護署、 水務署、渠務署和 政 府 化驗所亦是 相 關 資源，

可 為 學 生 提 供寶貴和真實的全方位學 習 經驗。 部 分 部門可 為 學 生 提 供 導 覽

團。  

 

化 學 課 程 中很多範疇均與 本 地環境息息相 關 。 參觀香 港 科 學館、 本 地 大 學

和 其 他研究機構均可 提昇學 生 學 習 化 學 的興趣， 並 幫 助 他 們 了解化 學 的 最

新發 展 。   

 

本 地 科 學比賽的 主辦者 ， 如 香 港 中 學 化 學奧林匹克和 香 港 學 生 科 學比賽，

所製作 的刊物可 為 科 學探究和 發明提 供寶貴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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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 考 察 ， 如研究各 種 水 體 的 化 學 性質和 空氣樣本 的質素， 可讓學 生理解

所 學到的 重 要 概念， 以建構知識。 參加這 些 考 察活動， 可 促 進 學 生 更加積

極學 習 ， 並對化 學 現象有 更深入的理解。  

 

家 長 在 本 課 程 中 的 角 色 可 以 與 學 校 教育相 輔 相 成 。 他 們 可 以 提 供 校外的延

展 學 習 經驗以支援課 程 ， 例 如 與子女討 論 與 化 學 有 關 的社會 、道德和倫理

的 議題；逐步培養子女認識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不 同 專 業 的 家 長 可 應邀到校 演

說 或講課 ， 為 學 生 提 供機會從不 同領域中獲取真實的知識。  

 

 

6.3.5 紀錄片和電視節目 

 

視聽教材的 使 用 可讓學 生 體驗課 堂 以外的世界， 並 以視象方式呈現抽象的

意念和 概念。很多 科 學錄像節目均是好的 學 與 教材料， 可 幫 助 學 生掌握科

學 與 科技的 最新發 展 。  

 

電視節目 系列可 令 學 習 化 學變得有趣和 生活代。廣播機構和 專 業團體 大 多

會把所製作 的電視節目 和紀錄片調節至特 定 程 度 ，適合學 生觀看。 教 師 應

鼓勵學 生 多看這 些節目 ， 並 進 行 討 論 ，從而明白 其 中 的 內容與 本 課 程 的 關

係。  

 

6.3.6 期刊和報章文章  

 

從教育和 科 學研究期刊中 ， 可 分別找到有 用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和 有 關 科 學 與 科

技最新發 展 的 資料。 期刊上的 文 章 不僅可 以 說明如 何 進 行 一 個 學 與 教活

動，而且還時 常建議 如 何把活動融入課 程 中，以 及 如 何 在 課 堂上進 行活動。

教統局已編製一 份 有 關 期刊的清單， 供 教 師 參 考 。 學 校圖書館管理員可 提

供 相 關支援， 幫 助 教 師 和 學 生識別及找出 這 些 期刊。  

 

本 地 報 章 和 其 他媒體 的 文 章 為設計學 與 教活動， 特別是 關 於 科 學 、 科技、

社會 和環境連繫， 提 供寶貴的 參 考 資料。 學 生 可收集感興趣的 課題， 如

LifeStraw
TM  的 發明和「 如 何 發放煙火」的 文 章。以批判性 的思維 來仔細分

析這 些 文 章 ， 可 為 學 生 提 供 在 課 堂 學 習 以外的寶貴學 習 經驗。透過 閱 讀 各

式各樣的 文 章 ， 學 生對化 學 應 有 更深入的認識， 以 及 培養出 學 習 化 學 的興

趣。簡而言 之，期刊和 報 章 內 的 文 章 是支援實踐「從閱 讀 中 學 習 」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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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  

 

為 協 助 學 校實施高 中 課 程 ， 教統局將繼續向 學 校 提 供額外資源， 並讓學 校

有 更 大彈性 調撥資源。 學 校請不 時 參 閱 教統局發 出 的 有 關 最新通告。  

 

教 師 需 運 用 專 業判斷， 決 定 如 何靈活運 用上述 提 及 的 學 與 教 資源以達至課

程 內 不 同 的 目 的 和 目標， 以 及照顧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教 師 不 應從頭至尾使

用整本 課 本 ，反而應自由 地 為 特 定 的 學 習 目標選 擇 相 關 部 分 ； 教 師 應 調適

課 本 中 的某一 部 分 或改變一 些 課題次序以配合不 同 情境。除了 使 用 課 本

外， 教 師亦應 考慮在 使 用 課 本 時配合其 他 學 與 教 資源。 例 如觀看一 段 有 關

使 用 化石燃料的利弊的紀錄片， 是切入相 關 課題的 一 個好方法。觀看這類

短片可 以 幫 助 學 生明白 化石燃料的 化 學知識以 及 評鑑使 用 這 些燃料的 相 關

議題，而課 本 的 資料則 可增潤學 生對該 課題的理解。簡而言 之 ，老師 可 有

創意地把不 同 資源整合來 強 化 學 生 學 習 。  

 

為 了照顧學 習 多樣性而改編學 與 教 資源時 ， 教 師 可 考慮以下構思：  

� 依據 課 程 的 學 習 目標和辨認課題的 主 要基礎構件；  

� 設計適合不 同 學 習 能力的 學 習活動， 使 學 生 能 主動投入學 習 過 程 ；  

� 為 不 同 能力和 學 習模式的 學 生剪裁學 與 教 資源；例 如，為 較 高 能力的 學

生設計更 具挑戰性 的 學 習 課 業 或 內容不明確的難題；為 一 般 或 能力稍遜

的 學 生預備一 些 較 有條理和 有組織的 學 習 課 業 或簡單的問題。  

 

 

6.5 資源管理  

 

6.5.1 資源獲取 

 

學 生 和 教 師 可共同負責，尋找有 用 的 學 與 教 資源。 教 師 可 為 學 生 就 特 定 的

化 學 科 課題提 供 一 些建議 的網址和 參 考 書清單。 學 生亦可自行從互聯網、

圖書館、 政 府 部門和 其 他團體 中找尋有 用 資源， 作 出建議 以豐富教 師 提 供

的 參 考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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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分享資源 

 

分享文 化 是 有 效知識管理的 關鍵。 學 校 應 作 以下安排：  

� 教 師 與 學 生利用 內聯網或 在 學 校 內 其 他 方法分享學 與 教 資源  

� 教 師 可組成 專 業 發 展群體，透過 完善的網絡平台如 香 港 教育城網站或

面對面 的 會 議 ， 進 行 經驗交流  

 

 

6.5.3 資源貯存 

 

學 校 需委派管理員處理資源的存取。管理員需編製最新的 資源目錄。而透

過 學 校 的 內聯網或電子學 習 平台， 學 生 和 教 師均可容易取得適合每一 課題

的 學 與 教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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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白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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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多元化多元化多元化多元化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的時間表編排和教師調配的時間表編排和教師調配的時間表編排和教師調配的時間表編排和教師調配  

 

科 學 教育學 習領域共提 供 了 四 個 選 修 科 目 ， 分別為 生物科 、 化 學 科 、物理

科 和 科 學 科 （ 包 括模式 I 和模式 II） ，衍生 出 一 系列不 同 的 科 目組合，滿

足志向 不 同 的 學 生 。 學 校 在設計時 間 表 和 調配教 師 時 可 參 考 以下建議 。  

 

 

開設模式 I ─ 綜合科學課程 

 

倘若學 校只有 一班學 生 修 讀此選 修 科 目 ， 時 間 表 的安排可 與 其 他 選 修 科 目

無異。一 般 來 說，學 校 會安排一位教 師 教授同 一班學 生三年 的 課 程。不 過 ，

為配合這 科 目 的跨學 科 本質， 學 校 可 考慮安排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 教授

本 科 的 不 同 年 級 （ 中 四 、五和六） 課 程 ， 或安排兩位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 教授同 一班學 生 ，讓教 師得以 專 注 教授其擅長 的單元， 有 助減輕教 師 在

準備這新課 程 的 工 作量。  

 

我們鼓勵學 校推動教 師 之 間 的 協 作 ， 包 括共同備課 、 協 作 教 學 和觀課 等 ，

讓教 師互相 學 習 。 學 校亦可 在 時 間 表 內 為 教 師預留共同備課 的 時 間讓教 師

們 一 同 工 作 。  

 

學 校若同 時 為 兩班或 以上的 學 生 提 供 這 科 目 ，我們建議 學 校安排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負責教授不 同 的班別， 並 在 制 定 時 間 表 時加以配合，讓教 師

可 以 換班授課 ， 專 注 教授他 們擅長 的單元。我們 期望本 課 程 運 作幾年 後 ，

每位教 師均能獨當一 面 地 教授整個 課 程 ， 並 有 效 地 監 察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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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 不 同安排方案， 學 校 可 根 據 本身的 資源及 教 師 的 情況來 選 擇 ：  

 

選 擇甲：  由 一位教 師 教授同 一班學 生三年 的 課 程 。 在 這 種安排下， 教 師

需 教授其 專 科 以外的 課 程 。 學 校 應 為 教 師 作 出適當的安排，讓

教 師 有充足時 間備課 ， 以 及 參加專 業 培 訓 課 程充實學 科知識。  

選 擇乙：  安排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合教 一 個班別。 這樣， 教 師備課 時

可 專 注 於 其擅長 的單元。  

選 擇丙：  由 兩位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 教授兩 個班別，每人 各自負責一

班。 兩位教 師 應 定 期 進 行交流，互相 指 導 並 協 助對方準備教 學

材料。  

選 擇丁：   由 兩位具 不 同 專 科背景的 教 師 教授兩 個班別，透過 時 間 表 的 特

別安排， 兩位教 師 可 在 一 年 內 不 同 時 間互換班別授課 。  

    

    

開設模式 II ─ 組合科學課程以配合生物科、化學科和物理科 

 

組合科 學 課 程 是 為 在 科 學 教育學 習領域內 修 讀 兩 個 選 修 科 目 的 學 生而設

的 。 這 課 程 由三個 部 分組成 ， 各 部 分 的内容分別選自生物、 化 學 及物理課

程 。除了已選 定 的 一 個 科 學 專 修 科 目 ， 學 生須修 讀組合科 學 課 程 其餘兩 個

部 分。為 使 課 程 能順利實施，校 方須於 時 間 表 及 教 師 調配上作 出 特別安排。 

 

為擴闊學 生 的知識基礎，我們建議 學 校 在 中 四 級 為 學 生 提 供 較 多 的 選 修 科

目 ， 並 引 導 他 們 在 中五及 中六集 中 選 讀 兩至三門選 修 科 目 。 學 生 如 有意在

科 學 教育學 習領域內 修 讀 兩 個 選 修 科 目 ，須在 中 四 時利用 兩 個 選 修 科 目 的

課 時 修 讀 生物、 化 學 和物理的 部 分 課 程 。 換 言 之 ，倘若各 選 修 科 目計畫在

每個循環週獲分配四節， 學 校 可 在 中 四 時 為 各 科 學 科 目安排每個循環週二

至三節課 。 在規畫中 四 課 程 時 ， 教 師 應 參 考 有 關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選 擇

適合的 課題以 幫 助 學 生建立廣闊的知識基礎。而在規畫中五級 及 中六級 的

課 程 時 ， 學 校 可採取以下其 中 一 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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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靈活分組及分班安排  

 

將兩 個 或三個班別的 學 生按其 專 修 科 目 分 為三組，即生物組、 化 學組及物

理組。 如下圖所示， 學 生 在每個循環週須上專 修 科 目 的 四節課 ， 及另外兩

個 科 目 各 兩節。  

 

 

圖 A1： 以 兩班學 生 同 時 在 科 學 教育學 習領域內 修 讀 兩 個 選 修 科 目 為 例   
為 方 便 分班安排， 學 校 應 在 時 間 表 中 為 生物、 化 學 及物理教 師安排三個共

用 時 段 。即是 說 ， 在第一 個 時 段 的 四節中 ， 各 科 教 師將照顧專 修 其任教 科

目 的 一組學 生 。 在第二及第三個 時 段 ， 教 師將用 兩 課節的 時 間照顧修 讀 其

他 兩 個 專 修 科 目 的 學 生 。  

 

  生物科教師生物科教師生物科教師生物科教師  化學科教師化學科教師化學科教師化學科教師  物理科教師物理科教師物理科教師物理科教師  

第一時段第一時段第一時段第一時段  

（（（（四節四節四節四節））））  

生 物  「 生 物 組 」  

化 學  「 化 學 組 」  

物 理  

 「 物 理 組 」  

第二時段第二時段第二時段第二時段  

（（（（兩節兩節兩節兩節））））  

組 合 科 學（ 生 物 部 分 ） 「 化 學 組 」  

組 合 科 學（ 化 學 部 分 ） 「 物 理 組 」  

組 合 科 學（ 物 理 部 分 ） 

 「 生 物 組 」  

第三時段第三時段第三時段第三時段  

（（（（兩節兩節兩節兩節））））  

組 合 科 學（ 生 物 部 分 ） 「 物 理 組 」  

組 合 科 學（ 化 學 部 分 ） 「 生 物 組 」  

組 合 科 學（ 物 理 部 分 ） 

 「 化 學 組 」  

 

 

中四 

甲甲甲甲    班班班班 乙乙乙乙    班班班班

生物 化學 物理 生物 化學 物理

 生物組 化學組 物理組

中六 

中五 

化學生物 化 學 

 

 

物理 生物 物理 化學 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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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整段式時間表安排  

 

學 校 可 在三個班別的 時 間 表 中安排三個共用 時 段 。每個 時 段 同 時 提 供三個

科 目 ，它們共用 時 間 表 中 相 同 的 課節， 學 生 可 在 該三個 科 目 中任選 其 一 。

如下圖所示：  

 

 甲甲甲甲     班班班班  乙乙乙乙  班班班班  丙丙丙丙  班班班班   其他班別其他班別其他班別其他班別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  

第一時段第一時段第一時段第一時段  
生物  /  組合科 學 （ 化 學 、 生物）  /   

其 他 學 習領域的 科 目 （ X）  

 
綜合科 學  

第二時段第二時段第二時段第二時段  
化 學  /  組合科 學 （物理、 化 學 ）  /   

其 他 學 習領域的 科 目 （ X）  

 其 他 學 習領域

的 科 目 （ X）  

第三時段第三時段第三時段第三時段  
物理  /  組合科 學 （ 生物、物理）  /   

其 他 學 習領域的 科 目 （ X）  

 其 他 學 習領域

的 科 目 （ X）  

 

就上述安排， X 代表 其 他 學 習領域的 選 修 科 目 或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甲、乙和

丙班的 學 生 可 作 以下的 選 擇 ：  

� 生物  + 2X 

� 化 學  + 2X 

� 物理  + 2X 

� 生物  + 組合科 學 （物理、 化 學 ） + X 

� 化 學  + 組合科 學 （ 生物、物理） + X 

� 物理  + 組合科 學 （ 化 學 、 生物） + X 

� 生物  + 化 學  + X 

� 化 學  + 物理  + X 

� 生物  + 物理  + X 

� 生物  + 化 學  + 物理  

� 3X（ 其 他 學 習領域的 科 目／應 用 學 習 課 程 ）  

 

配合以上的 時 間 表 ， 學 校 需 要 兩位化 學 科 教 師 、 兩位生物科 教 師 和 兩位物

理科 教 師 參 與 。 例 如 ， 在第二時 段 中 ， 一位化 學 科 教 師負責化 學組的 四節

化 學 課 ，而另一位化 學 科 教 師 則負責組合科 學 的 兩節化 學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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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化學課程的實驗技巧化學課程的實驗技巧化學課程的實驗技巧化學課程的實驗技巧  

 

化 學 是 一門以實驗為 本 的 科 學 學 科 ，當中涉及 大量相 關 的實驗技巧。 課 程

中 ， 教 師 需利用 不 同 的 學 與 教活動幫 助 學 生認識不 同 的實驗技巧， 為 協 助

教 師達到此目 的 ， 以下列出 部 分實驗技巧和 相 關 的 學 與 教活動。請注意，

這 並非是 一 份全面 的清單，裡面列出 的實驗技巧也 不全是 課 程 所規定 的 。  

 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  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  

  氣 體 的 收 集  �  裂 解 石 油 餾 分 並 測 試 生 成 物 （ 課 題 五 ）  

�  探 究 電 解 過 程 中 的 變 化 （ 課 題 七 ）  

�  研 究 反 應 的 進 度 （ 課 題 九 ）  

  結 晶  �  蒸 發、蒸 餾、結 晶 和 過 濾 等 物 理 分 離 法 的 實 驗（ 課 題一 ）  

�  製 備 和 分 離 可 溶 的 鹽 （ 課 題 四 ）  

�  分 離 含 已 知 成 分 混 合 物 （ 課 題 十 五 ）  

  熔 點 及 沸 點 的 測 定  �  製 備 乙 酸 或 乙 酸 乙 酯 （ 課 題 十 一 ）  

�  由 2-甲 基 丙 -2-醇 製 備 2-氯 -2-甲 基 丙 烷 （ 課 題 十 一 ）  

  蒸 餾 及 回 流  �  蒸 發、蒸 餾、結 晶 和 過 濾 等 物 理 分 離 法 的 實 驗（ 課 題一 ）  

�  製 備 乙 酸 或 乙 酸 乙 酯 （ 課 題 十 一 ）  

  過 濾  �  解 決 有 關 分 離 混 合 物 的 難 題 （ 課 題 一 ）  

�  製 備 和 分 離 可 溶 的 鹽 和 不 溶 的 鹽 （ 課 題 四 ）  

�  探 究 一 些 市 面 出 售 的「 鐵 藥 片 」的 含 鐵 量（ 課 題 十 五 ） 

  使 用 比 色 計 、 pH 計和 數 據 記 錄 系 統  

�  使 用 數 據 記 錄 器 或 pH 計 量 度 物 質 的 pH 值（ 課 題 四 ） 

�  探 究 反 應 物 濃 度、溫 度、表 面 面 積 的 改 變，或 使 用 催化 劑 對 反 應 速 率 的 影 響 （ 課 題 九 ）  

�  使 用 比 色 計 找 出 未 知 溶 液 的 濃 度 （ 課 題 十 五 ）  

  焰 色 試 驗  �  進 行 焰 色 試 驗 （ 課 題 一 ）  

�  測 試 樣 本 中 含 有 某 些 化 學 物 質 （ 課 題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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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實 驗 技 巧  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相 關 實 驗 的 例 子  

  使 用 簡 單 電 子 儀 器  �  探 究 離 子 向 相 反 電 極 的 遷 移 （ 課 題 二 ）  

�  比 較 酸 或 鹼 的 強 度 （ 課 題 四 ）  

�  製 作 簡 單 的 化 學 電 池 並 量 度 其 電 壓 （ 課 題 七 ）  

�  設計和進行電鍍實驗（課題七）  

  液 液 萃 取  �  分 離 含 已 知 成 分 混 合 物 （ 課 題 十 五 ）  

  簡 單 的 色 譜 分 析  �  以紙色層法、柱色層法或薄層色層法分析混合物（課題十五）  

  使 用 電 子 天 平  �  測定氧化鎂或氧化銅 ( II)的實驗式（課題三）  

�  製備容量分析中所用的標準溶液（課題四）  

�  分析市面出售的阿士匹靈藥片（課題十一）  

  使 用 溫 度 計  �  找出乙醇分子間氫鍵的強度（課題六）  

�  求出酸鹼中和及酒精的燃燒的標準焓變（課題八）  

�  探 究 溫 度 對 反 應 速 率 的 影 響 （ 課 題 九 ）  

�  測定化學反應的活化能（課題十三）  

  使 用 計 時 器  �  求出酸鹼中和的標準焓變（課題八）  

�  研 究 反 應 的 進 度 （ 課 題 九 ）  

�  探 究 反 應 物 濃 度、溫 度、表 面 面 積 的 改 變，或 使 用 催化 劑 對 反 應 速 率 的 影 響 （ 課 題 九 ）  

�  利用適當的催化劑設計並進行實驗，研究改變化學反應速率的方法（課題十三）  

  使 用 容 量 儀 器  �  製 備 和 分 離 可 溶 的 鹽 （ 課 題 四 ）  

�  使 用 適 當 的 指 示 劑 或 數 據 記 錄 器 進 行 酸 鹼 滴 定（ 課 題四 ）  

�  找出化學平衡體系的 K c（課題十）  

�  以滴定分析方法進行實驗，利用硝酸銀和鉻酸鹽指示劑求出氯離子含量（課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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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釋義詞彙釋義詞彙釋義詞彙釋義    

    用 語用 語用 語用 語     解 釋解 釋解 釋解 釋  應 用 學 習  (前 稱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  應 用 學 習 (前 稱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是 高 中 課 程 的 重 要 組 成 部分 。 應 用 學 習 以 寬 廣 的 專 業 和 職 業 領 域 作 為 學 習 平 台 ，幫 助 學 生 發 展 其 基 礎 技 能 、 思 考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 價 值觀 及 態 度 和 與 職 業 相 關 的 能 力 ， 為 未 來 進 修 、 工 作 及 終身 學 習 做 好 準 備。應 用 學 習 課 程 與 24 個 高 中 科 目 互 相 補足 ， 使 高 中 課 程 更 多 樣 化 。  評 核 目 標  公 開 評 核 所 評 核 的 課 程 學 習 成 果 。  兩 文 三 語  「 兩 文 」 指 中 文 、 英 文 書 面 語 ，「 三 語 」 指 粵 語 、 普 通 話和 英 語 口 語 。 香 港 的 語 文 教 育 政 策 ， 是 以 「 兩 文 三 語 」為 目 標 ， 期 望 學 生兼擅中 英 語 文 ， 能 書寫通順的 中 文 、英 文 ，操流利的 粵 語 、 普 通 話 和 英 語 。  共同建構   學 與 教 的 「共同建構」 取 向 與 「直接指 導 」 及 「建構」取 向 不同， 強調課堂內的 教師和 學 生 是 一 個 學 習社群，各成員共同參與 ，從而創造知識， 並建立判斷知識的 準則。   核心科 目  建議所 有 高 中 學 生都修讀的 科 目 ，包括：中國語 文 、 英國語 文 、 數 學 及 通識教 育 科 。  課 程 及 評估指引  由 課 程 發 展議會與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局聯合制訂。內容包括課 程宗旨、 課 程架構、 課 程規畫， 學 與 教 的建議及 評估方式等 。  課 程銜接  課 程銜接是 指 不同學 習 /教 育階段課 程 (包括個別科 目 )的銜接，如幼稚園與 小 一 (幼稚園與 小 學 )、小六與初中 一 (小學 與 中 學 )、初中 三 與 高 中 四 (初中 與 高 中 )。 本 港 學 校 課程架構以八個 學 習 領 域 (不 是 個別科 目 )、九種共通 能 力 ，以 及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來建構連貫各學 習階段的 課 程 ， 並 以五種基 要 的 學 習經歷來貫徹全人 發 展 的 教 育 目 標 。因此， 學 生在踏進 高 中 學 習階段時 ，他們應 已具備各科 所需的 知識和 能 力 基 礎 。 教師在設計 有 關 學 與 教 的內容 和策略時 ，亦應 考慮學 生在先前 學 習階段的 已 有 知識和 學習經歷， 幫 助他們適 應新的 學 習 。  選 修 科 目  為配合 學 生 不同的興趣、 能 力 和志向 ，在不同學 習 領 域內設立了二 十 個 科 目 ，供高 中 學 生 選擇。  



 

140 

用 語用 語用 語用 語     解 釋解 釋解 釋解 釋  共通 能 力  共通 能 力主要 是 幫 助 學 生 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和 應用 所 學 知識解 決新問題 。 通 過 不同科 目 或 學 習 領 域 的 學與 教 ， 可 以培養學 生 的共通 能 力 。這些 能 力還可 以 遷 移到其他學 習情況中 使 用 。 香 港 學 校 課 程訂出 九種共通 能力 ，包括：協作 能 力 、溝通 能 力 、創造力 、批判性思 考能 力 、運用資訊科 技 能 力 、運算能 力 、 解 決問題 能 力 、自我管理 能 力 和 研 習 能 力 。  香 港 中 學 文憑  學 生完成 三年高 中 課 程，參加公 開 評 核後獲頒授的證書。 校內評估  是 校內恆常進 行 對 學 生 學 習 表現的 評估活動。 校內評估是 校內學 與 教 的 一 部 分 ， 以促進 學 生 學 習 為主要 目 的 。教師可根據 評估所得的資料，了解 學 生在學 習 過 程 中 的表現，給予學 生 適 當 的 回饋，同時按所需修訂教 學 目 標和調整教 學 策略。  學 習 領 域  學 習 領 域 是 組織學 校 課 程 的 一種方法 。把主要 知識領 域中 基 本 和 相 關 的概念聯繫在一起， 目 的 是 為 學 生提供一個全面 、均衡、連貫及 涵 蓋各種重 要 學 習經歷的 課 程 。本 港 學 校 課 程劃分 為八個 學 習 領 域 ，即中國語 文 教 育 ，英國語 文 教 育 ， 數 學 教 育 ， 個 人 、社會及 人 文 教 育 ， 科學 教 育 ， 科 技 教 育 ，藝術教 育 和 體 育 。  知識建構   這是 指 學 習者在學 習 過 程 當 中 ， 並非單純獲取 知識， 更能主動地連結到自己原有 的 知識和經驗 ，從而建立及形成自己的 知識體 系 。  學 習社群  學 習社群是 指 一群有共同價 值 觀 與 目 標 的 成員緊密合作 ， 積 極參與 、協作 及 反 思 ，從而孳生蕃衍新知識， 並創建學 習 的新方法 。在學 校 的情境， 學 習社群除了學 生與 教師之外，往往更涉及 學 生家長及 其他社群。  學 習差異  是 指 學 生在學 習 過 程 中自然存在的 學 習差距。照顧學 生學 習差異， 並 不 是 強 要拉近學 生之間 的差距，而是 要充分利用 學 生 的 不同稟賦， 並視之為促進 有效學 與 教 的寶貴資源。在教 學上應珍視每個 學 生 的獨特才具，因材施教，幫 助他們了解自己的性向 和才能，為他們創設空間 ，發揮潛能 ，獲取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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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用 語用 語用 語     解 釋解 釋解 釋解 釋  學 習 目 標 與 學 習 重 點  •  學 習 目 標 涵 蓋 課 程 要求學 生 學 習 的 重 要範圍，包括知識、 能 力 和 價 值 觀 等 ， 並訂定 出 課 程 學 習 的方向 ， 以作 為 學 校規畫課 程 的依據 。  

•  學 習 重 點 是根據 學 習 目 標 發 展 出 來 的 重 點內容 ， 作 為學 校設計 課 程 和 教 學 的參考 。 學 習 重 點具體地說明學生在不同學 習階段、 不同學 習範疇所需學 習 的 知識、需掌握的 能 力 ， 以 及需培養的興趣、 態 度 和 習慣等 。  學 習 成 果  是 指預期 學 生完成 課 程 或 某 學 習階段後的 學 習 表現， 是根據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重 點而擬定 ， 可 作 為 評估學習 成效的依據 ， 並 反映學 生在課 程 學 習後應 能達到的 學習 表現， 以促進他們的 學 習 。   等級描述  說明某 一 個 等級的典型學 生 的 能 力 所 及 的描述。  其他學 習經歷   為促進 學 生 的全人 發 展 ，「 其他學 習經歷」是在高 中 課 程下三 個 組 成 部 分 的 其 中 一環， 以 補 足 考 試 科 目 和 應 用 學習 (前 稱 職 業 導 向 教 育 )，當 中包括：德育 及 公民教 育、藝術發 展、體 育 發 展、社會服務，以 及 與 工 作 有 關 的經驗 。 公 開 評 核  與 香 港 中 學 文憑相 關 的 評 核 和 考 試制度 。  校 本 評 核調整機制  考 評局用 以調整學 校提交校 本 評 核 分 數 的機制， 以消弭教師給分 時 可 能存在的差異，在調整過 程 中 ， 教師所 評學 生 的次第維持不 變 。  校 本 評 核  校 本 評 核 是 指在日常學 與 教 中 ， 由 學 校任課 教師來 評 核學 生 的 表現。評 核 的 分 數將計算入學 生 的 公 開 評 核 成績。 校 本 課 程  我們鼓勵學 校 和 教師採用 中央課 程 ， 以 發 展 本 身 的 校 本課 程 ，從而幫 助 學 生達到教 育 的 目 標 和宗旨。措施可包括調整學 習 目 標 ， 以 不同方式組織教 學內容 、提供科 目的 選擇、採用 不同的 學 習 、 教 學 與 評估策略。故此， 校本 課 程 其 實 是 課 程 發 展議會所提供的 指引和 學 校 與 教師的 專 業自主之間 ， 兩者取得平衡的 成 果 。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水平參照是匯報考 生 公 開 評 核 成績的方法 ，意即參照一套水平 標 準匯報考 生在每一 個 學 科 的 表現。  學 生 多 樣性  每個 學 生都是獨立的 個 體 ，各有 不同的稟賦、性向 、才情、智能、喜好也各有差異，而學 習經歷、家庭、社會、經濟、 文 化 等因素的 影 響 ，都構成他們在學 習 能 力 、 學習興趣、 學 習方式等 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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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語用 語用 語用 語     解 釋解 釋解 釋解 釋  學 生 學 習概覽  除了香 港 中 學 文憑試 和 應 用 學 習 的 成績紀錄外， 「 學 生學 習概覽」 是 一份補充資料， 記 錄 學 生在高 中階段三年內參與各種學 習活動的經歷、 體 驗 和 成就， 以 作 為全人發 展 的佐證。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價 值 觀 是構築態 度 和信念的 基 礎 ，而態 度 和信念則會影響 人 的 行 為 及 生活方式；價值 觀則是 學 生 應 發 展 的素質 ， 是 行 為 和判斷的 準則，例如：人權與責任、承擔精神、誠信及國民身 分認同。 與 價 值 觀息息相 關 的 態 度會影 響 學 習動機和認知 能 力 。 由於二者在學 生 的 學 習 過 程上有舉足輕重 的 影 響 ，因此，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培養成 為學 校 課 程 的主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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