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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於 2017 年 1 月 5 日刊於明報《通通識》) 

 

獨立專題探究:「深入解釋議題」和「判斷及論證」的要求  

 

通識教育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是一個自主的探究學習，同學須自訂其感興

趣的題目、設定探究和資料搜集方法，並製作報告。報告分為四部分，分別是

A.「題目界定」、B.「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C.「深入解釋議題」

和 D.「判斷及論證」。其中以 C 和 D 兩部分的難度較大，現集中解釋這兩部分

的要求，並釐清同學的一些疑問，好使他們在 IES 取得更佳成績。 

 

C 部「深入解釋議題」的重要性 

 

同學的 IES 題目通常與以下幾方面有關，例如找出原因或探究可能因素或影響、

辨識因果關係、解釋現象、分析利與弊、檢視或判斷某些社會政策、措施或建

議是否可行或有何成效，以及對某些社會或地區問題作出改善建議等。為回答

這些「問題」，同學的焦點往往放在需要搜集什麼資料、如何找尋這些資料、

資料如何「變身」成研究發現等。然而，這樣做有可能過於集中「問題」本身

而忽略「問題」背後的議題，也即是說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問題」的

本質是什麼？這些「問題」實際是從什麼宏觀的議題而來等。 

 

忽略「問題」的本質，探究工作可能變得「技術性」，見樹不見林，例如忽視

宏觀概念和價值觀、社會因素諸如環境、文化、經濟、政治等的互動關係。結

果會使探究缺乏社會性和宏觀圖像，老師或難以理解為什麼同學要探究這些問

題，並懷疑這些「答案」的意義何在。 

 

IES 的題目當然要聚焦和明確，但題目（探究的「問題」）不可能孤立存在，

而是需要以一個相關的社會議題作討論平台。故此，C 部提供一個機會，讓同

學反思如何把盛載「問題」的議題加以解說。舉例說，要探討聘請家庭傭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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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子女的親子關係的影響，我們或需把一些相關的宏觀議題放在腦中，如

香港全職工作父母照顧子女面對的困難、子女成長過程中父母的角色等。 

 

在 C 部，我們可以把要回答「問題」的內容（例如搜集到的數據和資料）放在

這些宏觀議題上一併解釋（這些議題相關的概念應在 B 部解說），例如解釋父

母在孩子成長擔當的角色、對維持家庭和生活所需的優次考慮、影響孩子成長

的重要因素等。把資料內容配合宏觀議題作合併解說，才能有效呈現探究問題

的本質及其全面性，並能連繫 A 和 B 兩部分。然而，我們無需鉅細無遺地解釋

「問題」背後的宏觀議題，而是把議題作為我們搜集得來的資料的背景，解釋

資料呈現什麼現象，繼而作分析，而非只是孤立匯報資料內容。 

 

D 部「判斷及論證」的得分關鍵 

 

同學往往視這部分為寫下「問題」的答案所在地，這理解本來沒錯，但受制於

資料內容的主導，處理判斷和論證的態度容易偏向技術性和以「答案」為本，

例如將 C 部的數據和資料的內容歸納並列述（有時甚至重複 C 部的內容）。那

怎樣才能恰當地運用資料呢？ 

 

1. 多角度論證 增強說服力  

首先是要從多角度作論證。判斷的結果可能很簡單，但要解釋如何達致這個結

果，需要從不同方面論證，以提升論證的可靠度和增強說服力。多角度論證須

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是在設計資料搜集工具時已設定從不同方面（視乎題目需

要）收集資料，可以是不同資料來源但指向同一探究對象（例如官方資料再加

民意調查數據），可以是不同持份者的觀點和需要（例如政府、利益團體、學

者、商界、政治上的民意領袖等），也可以是不同層面的關注（例如環境、經

濟和民生等）。這些不同「角度」在資料搜集前便要考慮並作為資料搜集對象

的一部分。第二是用不同角度來展示和解釋為什麼會得出某個判斷，以探討應

否取消以強積金作遣散費的對沖這一議題為例，角度可以是價值觀如公平、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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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環境和政治需要等。利用不同角度來論證，會使論證效果更全面及更具說服

力。 

 

2. 解釋原則考慮點  

把資料用得恰當的第二個要點，是解釋以什麼原則和考慮作出判斷。原則和考

慮可以基於某些角度來設定，例如社會的核心價值（例如在 B 部提出的主要概

念）、需要的逼切性、大眾（整體）與小眾（個別）的考慮等。有些議題是不

應或不可以完全依賴問卷調查的結果來作判斷，例如港鐵應否設置女性專用車

廂，應否實施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等，數據不應是唯一解釋判斷的根

據，不同考量的準則有助我們提出具說服力的論證。 

 

3. 綜合數據運用資料  

第三是綜合運用所得數據和資料。同學切忌把數據或資料如數家珍地臚列出來，

然後便跳至結論（即判斷的結果）。我們應先把資料整理，就某一相關的角度，

選擇合適的數據或資料以支持自己的判斷；而不同的數據和資料也可以互相印

證，以加強論證的力度。但同學須留意，不同資料不一定是指以不同方法和來

源（例如問卷、訪問或實地考察）搜集得來的資料。不同資料可以是多種或多

重的論證根據，例如不同的學者專家意見、民意調查結果和某些國家的經驗借

鑒等，較理想的做法是在 A、B、C 三部分或已初步提及這些資料。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只能簡單解釋 C、D 兩部分的要求。然而，A、B、C、D 四

部分是互有關連的，不能割裂地處理。這四部分應指向同一探究，並應是連貫

和有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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