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目錄
序一：概念圖助你看透通識　林佩儀老師 ...................................................2
序二：通識，豈止為了考試　李樂文先生 ...................................................3
自序：概念圖加強通識記憶　K.M.Fong .....................................................5

第一章	 通識 IPO──全面提升解題、思考、作答能力
Input
	 各種數據資料分析法 ..........................................................................12

	 漫畫分析法 ........................................................................................16

Process
	 多角度思考表（一般性）	 .....................................................................21

	 多角度思考表（以單元作重點）	 ..........................................................22

	 SWOT（1）單元二今日香港 ..............................................................27

	 SWOT（2）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30

Output
	 通識答題層層疊──作答長題目的緩急先後 ...................................... 34

	 圖解主題句 ........................................................................................36

	 以 CNN寫論據 ..................................................................................38

	 簡易記憶法──羅家英得意美髮日 .................................................... 39

第二章	 六大單元概念圖──單元概念及內容要點重整
	 單元一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46

	 單元二　今日香港 ..............................................................................53

	 單元三　現代中國 ..............................................................................62

	 單元四　全球化 .................................................................................69

	 單元五　公共衞生 ..............................................................................78

	 單元六　能源科技與環境 ...................................................................89

	 跨單元身份認同（單元一、二、三、四）	 ......................................... 100



8

第三章	 以概念圖淺談時事──思考框架X概念應用
	 國民教育（以單元二作主線）	 ........................................................... 110

	 釣魚台爭議（以單元三作主線）	 ........................................................ 112

	 新界東北發展（以單元六作主線）	 .................................................... 114

	 DR 美容事件（以單元五作主線）	 ..................................................... 118

	 生果金（以單元二作主線）	 ............................................................... 120

	 龍尾灘發展爭議（以單元六作主線）	 ................................................. 122

	 兩電加價（以單元六作主線）	 ........................................................... 124

第四章	 恆常議題概念圖──常見議題深入討論
	 全球化下的選擇（與全球相關的）	 .................................................... 129

	 過度標籤化（與社會相關的）	 ........................................................... 132

	 通識經濟學（與經濟相關的）	 ........................................................... 135

	 誰主政府民望？（與社會 / 政府相關的）	 .......................................... 138

	 民主選舉（與社會 / 政府相關的）	 ..................................................... 140

	 法治（與社會 / 政府相關的）	 ............................................................ 142

	 傳媒（與社會相關的）	 ...................................................................... 146

	 財政預算案（與經濟相關的）	 ........................................................... 148

	 人口老化（與經濟相關的）	 ............................................................... 150

	 中產（與經濟相關的）	 ...................................................................... 152

第五章	 樓升語系列──跨單元概念及分析技能應用
	 中學生，你想買樓嗎？──一切從買樓說起 .................................... 156

	 樓市不能大跌，亦不能再升 ............................................................. 160

 「清算」香港樓市──從樓市走勢看香港回歸後整體經濟概況 ......... 164

附錄	 通識入門
	 通識探究態度OARS ........................................................................ 170

	 簡易 IES 流程圖 ............................................................................... 172



9

通識 IPO
第 1章

通識 IPO
全面提升解題、思考、 

作答能力

OUTPUT
輸出

PROCESS
過程

INPUT
輸入

1
Chapter



34

通識 Output
新高中學制下的通識科有很多爭議之處，除了因為課程既深且廣外，

也因大眾對評卷準則一直存疑。這個難題不易解，但經過四年的經驗及兩
年的公開試，通識老師在評卷上已積累了一點心得，達致初步的共識。

另一方面，通識科的考試模式偏重寫作，也一直為人詬病。整份考
卷沒有多項選擇題、沒有填充，也沒有配對。然而，細心思考一下，其
實不難理解文字題的形式相對較容易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包括運用高
階思維，避免過度的背誦並減少幸運成份。不過，很多人覺得這種形式
對語文差的同學來說有一定困難，因為他們難以有組織、有條理地表達
及論證個人己見。

說實在，通識科所需的語文能力不算太高，行文不講求花巧，清晰
便可。只要有基本的流暢度，再加一點簡單結構，閱卷員的焦點便會放
在內容上，不受語文影響。

接著下來的幾篇文章，都是跟作答通識長題目有關的。第一篇讓同
學看見語文的位置，第二篇和第三篇走進段落的細節裏，分別講解主題句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讓每段的論述變得豐富。前者使文章更具組織，增加
可讀性，後者使論據變得實在，增加說服力。最後一篇介紹幾個入門記憶
法，讓同學在資訊的汪洋中找到魚網，把相關的知識、資料一併撈起來。

通識答題層層疊（作答長題目的緩急先後）
一直以來，學習相關概念並應用於寫作上是通識教育的重要一環。

然而，在作答長題目時 （8 分以上的題目），還有好一些事情要留意的。
行文時儘管運用大量概念卻語理不清、結構凌亂，一切努力只會付諸流
水。很多同學在校內的功課和測驗考試便因為這樣而吃了不少苦頭，尤
以中四中五的同學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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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IPO
第 1 章

有見及此，我製作了這個層層疊，讓同學明白以下幾點：

1.  運用概念雖然重要，但其他技能或更重要。

2.  邏輯分析及多角度思考是通識考試的重點，有概念、沒邏輯、沒角度，
你不能走多遠。相反，概念稍欠，卻言之有物，全方位分析，你的文
章也差不到那裏去。

3.  無論你喜歡與否，語文運用在這考試佔很重要的位置，只溫習概念，
背誦時事例子而不努力鍛鍊文筆（暢順度、組織等），或許不能令閱
卷員明白你的所思所想。

基本語文能力 以表達大意
文句基本通順，能表達大意

評級
５＊＊

５＊

５

４

３

２

１

可讀的
可背誦的

需持久
鍛鍊

結構與組織 以增加文章可讀性
立場（如題目需要） 清晰，引旨、定義（如需要）、主題句、

結論齊全　分段明確

批判性思考 以表達思維合理性
有邏輯，以多角度地引領閱卷員的思考，從而說服他們

基本概念 帶出重點， 準確例子 加以說明
運用一些眾人皆知而閱卷員也期望出現的概念

以準確例子支持要點，一擊即中

特別概念 帶出亮點
以特別概念（不在課程文件內，說出來卻能加速和加深理解）展示實力，讓閱卷員刮目相看（如討論貧富懸殊時引用滴漏效應）

數據、事實、新聞 以全面及深度支持要點用得其所，能凸顯你分析之深、視野之闊

美麗的語言及字體 以取悅閱卷員豐富的詞彙、 嚴謹的結構 、華麗的字體、再加一點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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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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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相處之道角色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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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釣魚台爭議都成為各大傳媒的焦點。從電視畫面中我們看
見內地人在示威過程中的激烈表現（如對汽車和商舖作出破壞），你看
後有何感想？

A.		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不是他們的一分子，從來都不是，
現在更不是！

B.	我是中國人，但……真羞愧、真心痛，我真的想躲起來！

C.		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吧！中國畢竟欠缺民主自由，國人以往較少遊
行示威，要慢慢學習這方面的文化。

D.		不要怪他們，他們只是與世界接軌。你看英國、希臘、南韓等地
的一些示威活動不也是很暴力嗎？別國可做的，為甚麼中國不可
做？

E.		我終於明白中國政府為甚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去維穩。民智未開，
真的要好好管理。

其實，你的答案或多或少反映你對國情的認識，以及你所持的價值
觀。又如果老師問你：「你對近日中國就釣魚台爭議的各種抗爭行動有

何評價？」你能有層次地分析並運用通識概念及舉例去表達你的看法嗎？
以下概念圖為各同學簡單列出作答時可用上的一些考慮點和內容：

釣魚台爭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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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
抗爭方式

國民身份認同

能源

持份者

綜合國力

領土主權 / 完整 釣魚台（衝突/爭端）

‧ 民間

‧ 政府

‧ 民族仇恨？

‧ 公義、道理？

‧ 社會不滿？

‧ 取消赴日旅行團

‧ 入侵日本網頁

‧ 保釣船宣示主權
‧ 啟豐二號成功搶灘

‧ 千帆並舉捕魚去

‧ 遊行、示威

‧ 理性 vs. 激進‧ 人民素養

‧ 中央政府默許？

‧ 廣泛性

‧ 香港

‧ 中國（如北京、廣州、深圳）

‧ 海外（如美國華人）

‧ 罷買日貨

中方
抗爭方式

‧ 經濟途徑 ‧ 停止（部分）
     對日經濟活動

‧ 日本經濟已衰退

‧ 外交途徑

‧ 表達不滿
‧ 召見日本駐華領事

‧ 取消兩國官式 / 友善互訪

‧ 對話
‧ 願意對話嗎？

‧ 有互信基礎嗎？

‧ 帶上聯合國討論

‧ 美國會幫日本嗎？
   （美日保安條約）

‧ 中國久沒實戰經驗，善戰嗎？

‧ 軍事演習

‧ 發動戰爭？ ‧ 有勝算嗎？
‧ 軍事途徑

‧ 其他途徑
‧ 農業部漁政船巡邏

‧ 提供當地天氣及海事環境預報

‧ 經濟全球化，經濟互相依賴

‧ APEC 中沒有正式 
中日元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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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升語
這幾篇文寫於 2010 年初樓市不停飆升之際。文中雖然沒有這幾年的

樓市發展數據，但當中所應用的思考框架和相關概念仍合師生參考。

我當時的看法是，政府不希望樓市大升。但這兩年間，樓價升浪不
斷，遠超市民的負擔能力，與實體經濟背馳。這並不是政府改變了想法，
只是敵不過內地資金及各地政府大量印鈔，（如美國第三期的量化寬鬆、
歐洲及日本等的印銀紙活動等所帶來的熱錢湧進樓市所致）。再者，過去
十年土地供應太少，樓市無奈被逼大升，民怨也愈來愈深。

自特首梁振英上任至今，政府連番出招，圖以不同措施穩定樓價，
包括港人港地政策、買家印花稅 （BSD）、特別印花稅 （SSD）、 5,000
個白表免補地價買居屋、置安心計劃由租變售等、計劃發展新界東北以增
加長遠房屋土地供應，多不勝數。 這並不意味政府希望把樓市一下子拉
下來，因為本港經濟體系根本承受不起，恐防社會不穩。

文中的資料雖然並非最新，但它們卻能讓同學對回歸後的樓市發展
有多一點認識。然而，我還是在 2010 年的原稿上作出了若干增訂，好讓
同學更了解此議題與通識課程如何環環緊扣，也希望令分析來得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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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市
不能大跌，亦不能再升

持份者的再思
在上一篇文章裏，大家感受到做業主的艱難，也看見在樓宇買賣的

背後存在著許多不同持份者。毫無疑問，這些持份者令政府在制定房屋
及土地政策時添上很多不同變數，只要政策稍有改變，就會影響他們的
既得利益而帶來廻響。最近，便有一個說法指政府在推出九招十二式後
惹怒了地產商，於是他們在早前的土地拍賣時不願競投，以示抗議。

話說回來，若將不同的持份者的各種利益加起來，或許就已經佔了
整體香港經濟（包括生產力、就業率等）的一個很重要的比重，因此我
們也可以推算政府不會希望樓價大幅下滑。

老董八萬五前車可鑑 
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必須要看看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於一年

內提供八萬五千個單位以舒緩樓宇供應）。政策原意雖好，卻生不逢時，
在推出後的數年裏，香港經濟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挫折，包括 98 年亞洲
金融風暴，00 年科網股爆破，03 年沙士等，香港樓市進入了寒冬期，經
濟衰退，百業簫條。

那坎坷的情景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還是歷歷在目，對香港政府而言
更是揮之不去。而曾特首在一次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回應應否重建居屋的
提問時也說得很坦白，政府對於壓抑樓價、摧毀樓市的力量可以很大，
但若樓市突然塌下來，政府缺乏能力提升樓價，會帶來更大問題。因此，
看到這裏，政府不想樓價大幅下調的立場再也鮮明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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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單元聯想法
從最近的新聞可以看到，政府開始推出不同措施去穩定樓價。然而，

既然樓價高企時政府賣地收入（因為高樓價會帶動地價上升）的厘印費
及利得稅均有所增加，為何政府想盡辦法遏制樓價再上調呢？讓我們試
從通識科不同單元的範疇作一些「聯想」，看看可否找出一些端倪吧。

單元 與樓價議題的相連性 相關概念 /
重要詞彙

單元一

若樓價持續高企或繼續上升，青少年自問將來有否能
力置業？他們看見年長一點的青年面對同樣困惑，即
使如何努力也是徒然，無助感甚或憤怒油然而生。
也有一些青少年（如 80後、90 後）自覺地或不自覺
地選擇以激烈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怨氣和訴求。

盼望
無助感
青少年社會參與
情緒

單元二

讓我們集中用生活素質的五個主要範疇解拆。

經濟方面
‧		樓價不斷上升，租金也上升，最終壓力會轉嫁於消
費者身上。

‧		另一方面，寫字樓租金上升，也會削弱香港的競爭
力及對外資的吸引力。

通脹
競爭力
外資

社會方面
‧		房屋本來就是居住問題，若有市民沒有房子，或長
期蝸居，影響個人情緒。

‧		當樓市出現兩極化，富者住在高尚住宅，有會所有
氣派，貧者卻住在簡陋單位甚至板間房、劏房，長
期下去，下層社會妒忌上層社會、怨氣日增。影響
社會和諧穩定。在傳媒的大肆報道下，仇富情緒瀰
漫全城。

‧		另一方面，當愈來愈多內地人購買本港豪宅及普通
住宅，因而炒高香港房價及令供應短缺，以致港人
愈來愈敵視內地人，加劇中港矛盾，對國家認同感
亦下降。

貧富懸殊
社會不和諧
社會怨氣
基層、草根
傳媒
仇富 / 仇商情緒
（文化）衝突
本土身份
國民身份認同

政治方面
‧		當房屋問題鬧得熱哄哄，且關乎民眾最基本的需
要，不同的政黨又怎會放過為民請命的機會，從中
也增加一些政治資本。

‧		政府在這議題上也顯得份外小心，政策稍有差池，
絕對可以影響日後管治威信。

‧		也正因為問題嚴重影響民生，政府在近年的施政報
告對樓市的著墨較多。

政治資本
管治威信
民生
施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