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驗分享(四) (價值態度)

塑膠回收——走塑咪走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 劉佐榮老師

優質教育基金「透過議題探究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及正面價值觀
-『認知-思考-體驗和實踐』」網絡計劃 (2021/22)



設計緣起：由通識教育科過渡至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通識教育科：可持續發展
-個人生活素質、經濟與社會發展及環境保育的考慮
-香港或其他地區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情況及經驗
-在推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方面，不同持份者，如教育界，商界和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和責任
-國際合作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議題
資料來源：《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5年11月更新)，p.42。

• 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及其限制：建議教師利用具體例子為學與教素材，先從個人生活實踐開始，並逐步
延伸至本地、國家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實踐經驗（也可以考慮由全球層面開始，再逐步收窄至個人層
面）。而在探究這些例子時，除了留意這些例子的實踐經驗外，亦請從這些例子當中了解科學與科技
如何促進或限制可持續發展，以至如經濟發展需要、個人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因素怎樣影響環境和
能源使用。
資料來源：《通識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釐清課程、評估有方》(2013年6月)，p.76。

•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主題 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 課題3：可持續發展 學習重點3：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以及國家、香港和其他地區在環境保育的實踐經驗
-不同持份者在推動環境保育方面的角色和責任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1年)，p.19-20。



學生背景：

• 學生來自深水埗區第一組別英文中學，學習動機較強，上課時專
注力尚可。

• 學生的閱讀能力不俗，但歸納、分析、論證等能力只屬中等水平。
• 學生在課堂前已對香港固體廢物問題、固體廢物管理措施、廢物
源頭分類計劃、多層次廢物管理架構、生產者責任制、可持續發
展等主要知識和概念有初步的認識。

教案分享



知識
1. 掌握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生活模式的概念、涉及的範圍，並了解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
的互動關係。

2. 認識香港廢塑膠的現況。
3. 分析香港廢塑膠問題的成因和影響。
4. 評估各種應對香港廢塑膠問題方法的成效和限制。

技能
1. 掌握溝通、協作、慎思明辨、綜合分析(整理數據、視頻、文字資料)等共通能力。
2. 從多角度考慮作出判斷及決定的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
1. 尊重證據，並能以開放和寛容的態度來看待其他人所持的意見和價值觀。
2. 對大自然的生命關愛及關注人類整體福祉。
3. 身體力行，改變個人生活模式，履行自身減廢的責任／義務，致力締造可持續發展
的環境。

學習目標：



教學流程：



• 數據處理
• 分析問題
• 分析現況





• 認識「走塑」和廢塑膠分類的方法和困難
• 評估處理廢塑膠措施的成效和限制





• 多角度提出有效和可行的建議
• 追溯原因
• 比較判斷



反思

• 教學內容：準確、中正、持平、客觀，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
運用相關概念，舉一反三

• 對自己的學習負責：自主學習、師生互動、生生互動，沉澱鞏固

• 學與教策略：
❑ 貼近生活經驗，與生活連繫，有意義的學習
❑ 學生為本，誘發好奇心，帶動學習興趣

•健康、正面的價值教育：正本清源，回歸初心，
慎始善終、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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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庭的早
餐……

個人生活



你知道照片中的廢塑膠應否投進學校的回收箱？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以心建家鄰舍情」——探訪獨居長者

學校生活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quickaccess/vicinity.htm

WTSMC
綠在長沙灣

綠在深水埗你願意多走幾步嗎？

學校生活🡪 社區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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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
向右走？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 個人生活社區生活
• 課本理論生活實踐



思前飲後



身體力行，改變個人生活模式，
履行自身減廢的責任／義務，致
力締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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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試行版)(2021年)



公開觀課及
評課

• 搜集學生學習顯
證，分析觀課結
果，共同解決教
學困難等。

個人構思

• 研習課程文件、
構思學與教策
略等

共同備課

• 研討教案、提出
觀課重點等專業發展

持續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