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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大綱

■ 本校概況及「適異教學」原理

■ 照顧學習多樣性在本校地理科的實踐

■ 適異課程

■ 適異教材

■ 適異教學法

■ 適異評估

■ 走出課室的適異教育



簡介本校概況及「適異教學」原理



本校概況：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 一所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融合教育」的

主流中學

■ 自2006年起，以「照顧個別差異，發掘孩

子潛能」為教學目標，為不同學習需要

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協助與支援



「校本多元」計劃

■ 由潘啟祥校長統籌，透過「學生數據」、「適異教學」與「學習支援」三個

協作項目，進一步提升學校及老師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專業能量，

讓每位學生均能主動及有意義地學習



「學習多樣性」在教學中如何呈現？



「適異教學」的原理
■ 適異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是一種教學理念，也是一種可以

實行的教學方法

■ 主張若老師能根據學生學習能力、興趣和學習狀況來調適學習環境、

學習內容、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學生就能發揮其最大的學習潛能，

並獲得最佳的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
DI: Overview of strategies 
(Jockey Club “Diversity at Schools” Project, 2021)



初中地理課程對學習多樣性的關注
■ 規劃初中地理課程以照顧學習差異時可考慮的原則：

■ 事先按學生的知識、理解和技能來設定清晰的學習重點和學習成果；

■ 制訂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來區分學生的學習經驗；

■ 提供多方面的資源支援學生學習；

■ 設計多種課業和活動，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學生學習，以取得不同的學習成果；

■ 提供不同進度和難易的學習機會；

■ 以不同策略評估學生的學習；

■ 應對學生的學習成果給予有效的回饋，並為學生設定未來的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
《地理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 2011）



■ 教師在計劃有效的分層教學時須注意以下原則：

■ 預先界定清晰的學習目標和學習成果，包括學生的知識、理解和技能；

■ 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來調適學生的學習經驗；

■ 提供多元化的作業和活動，以致學生能有不同的學習機會和達至不同的學習

成果；

■ 提供不同速度和深度的學習機會；

■ 引用不同的策略來評估學生的學習；

■ 為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有效的回饋，為學生將來的學習訂下目標。

資料來源：
《地理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22 更新）

高中地理課程對學習多樣性的關注



卍慈中學的校本適異教學策略

■ 適異課程

■ 適異教材

■ 適異教學法

■ 適異評估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一、適異課程



學習進度表

■ 以概念協助組織課程

■ 按「內容知識」、「認知歷程 cognitive process」兩者的複雜度為

原則，為教學釐定難度層級

■ 目標劃分層階為：核心、延展、挑戰

■ 延展、挑戰以掌握更高層次的能力為目標



學習進度表

在處理同一概念時

參考布魯姆分類

bloom's taxonomy 

以訂立教學目標



多元的學習目標

自然災害的分類
→ 「內容知識複雜度」較高

從「描述」到「解釋」
→ 「認知歷程複雜度」增加



適當地調適教學內容

延展部份有更多例子

從「辨認」到「比較」
→ 「認知歷程複雜度」增加



反思

■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課程在地理科只能應用於「補底」？

■ 適異課程的目標對象是所有學生

■ 包括學習能力、興趣和學習狀況不同的學生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二、適異教材



製作適異教材的考慮因素

■ 個人特性：學習差異、學習動機、學生主動性／

                   .課堂參與度、學習信心

■ 學習風格：視覺、聽覺、讀寫

■ 學生背景：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跨境學生、非華語學生

■ 知識、技能基礎

■ 準備度



製作適異教材的大方向

■ 學習進度的調整

■ 加快／放慢

■ 學習內容的調整 

■ 加深／調淺；抽象／具體；複雜／簡單；分拆／整合；

■ 陌生／熟悉；推論多／推論少；資料多／資料少；

■ 保留／刪去



製作適異教材的大方向

■ 教學方式及引導程度的調整

■ 加快／放慢材料多／材料少

■ 原則先教，學習應用／例子先教，以例子解釋

■ 引導多／引導少；鷹架多／鷹架少；內／外誘多

■ 成果要求的調整

■ 精緻／粗略，高層次／低層次



適異教材的具體設計策略

■ 聚焦 Focusing

■ 提示 Hints

■ 非文字提示、文字提示、框架式提示

■ 組塊 Chunking ／分段式提問

■ 修改學習重點、增／刪學習任務

普遍是多種混用，以達到適異教育目的。

理論基礎為鷹架理論—近側發展區間
（ZPD），增加教材的多樣化和難度變
化，讓不同學生能使用更合適和有效
的學習材料。

按學生能力和特質調節學習材料難度
、呈現方式和提供的提示，切合學生認
知負荷（cognitive load）水平。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標示文本重點

資料聚焦



結合文字及非文字提示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文字及非文字提示



加入引導式問題
幫助學生組織答案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文字及非文字提示



提供選擇
收窄作答範圍

文字及非文字提示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提示幫助學生
理解圖片內容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文字及非文字提示



提供示例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提供部份答案作為示例
幫助學生掌握技能



組塊 Chunking、分段式提問

分段提問
幫助學生掌握作答流程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Ａ組學習目標：將自然災害按成因分類
Ｂ組學習目標：寫出自然災害
　　　　　　（使用較多非文字的資料）

修改學習重點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Ａ組學習目標：在地圖上標示省份
Ｂ組學習目標：辨認地圖上的省份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修改學習重點



Ａ組學習目標：說明因素
Ｂ組學習目標：指出因素

修改學習重點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反思

■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材只是單純「調淺一點」？

■ 我們期望提供「扶手」予學生，提供成長空間並提升其動機

■ 在思考如何設計適異教材的同時，我們同時會思考：

1. 上述方法的教學成效

2. 拆架時機、步驟、方法 🡪 一步步預備公開考試



反思

■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材需要大量時間製作？

■ 實然上必然涉及工作量的增加，而且有一定 learning curve

■ 但教材調適不一定是「大工程」，因為

■ 分層只是其一做法

■ 在原有教材稍做改動也可達到目標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三、適異教學法



一些常用的教學法

■ 遊戲化教學、多感官教學

■ 同儕互評

■ 利用差異促進同儕共學

■ 分層學習任務

■ 小組合作學習

■ 情境式教學



遊戲化教學、多感官教學
中一必修一：宜居的社區設計

■ 根據學生學習風格，採用遊戲化及多感官教

學來促進其學習，提升學習動機

■ 設計「動手做」的學習活動，在教授基礎知識

後，透過肢體動作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遊戲化教學、多感官教學
中一必修一：宜居的社區設計



遊戲化教學、多感官教學
中一必修一：宜居的社區設計

遊戲化及多感官教學嘗試提升學習動機



同儕互評
中一必修一：宜居的社區設計

■ 邀請學生就展示成果的學習任務進行互評，

以提高學生的判斷及反思能力

同儕互評社區的宜居度
講解設計

小投票



情境式教學、多感官教學
中四必修一：土地利用分區

■ 提供情境予學生代入，提升準備度和參與度

■ 實物教具（智能沙箱）可輔助解釋較複雜的概

念，從而減輕能力較弱的學生的認知負荷

情境：在火山頻生的
地區進行研究，編製
《 災區地圖 》，顯示
火山爆發時熔岩流
和泥流可能流經的
地區。

分工合作：計時、記錄、觀察

T=0 T=15s

T=45sT=30s

課堂導入、基礎知識
↓

災難模擬、編製《災區地圖》
↓

土地利用分區
↓

描述及說明 B基礎組
評估有效性  A進階組



利用差異促進同儕共學
中四必修三：工業區位因素

■ 部份學生內在動機較強，經常主動作出回

應、提問，因此難免出現「過度參與」情況

■ 安排他們成為小老師既能令他們在協助同學

學習的時候主動學習；

■ 同時能令其他學生有充分參與課堂的機會，

平衡課堂學習的挑戰性和舒適性

小老師和老師分別幫助不同學生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四、適異評估



評估類型

■ 形成性評估（過程）

■ 為學習者和教師提供回饋，加以優化學習和教學

■ 總結性學習（結果）

■ 對學習者在學習上所達到的成果作出一個整體的判斷和評價

形成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

師生答問、觀察課堂表現、功課、

自學工作紙、剪報…… 小測、考試



評估設計：重視持續性、重視鼓勵

■ 兩測兩考 🡪 一年三考

■ 11月

■ 3月

■ 6月

■ 評估試卷調適安排：設A、B卷

評估子項 佔分比例

小測

課堂表現

功課表現

自學表現

評估表現

5%
5%
5%
5%

80%



自學分數：提升學習動機

學生可到自學中心取用

自學工作紙，按個人需

要進行自主學習。

地理科：277種工作紙供學生選擇



多元自學途徑：提升學習動機
學生自學筆記



B卷：調適試卷

■ 報考調適試卷的四個條件

■ 特殊教育需要報告

■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建議

■ 家長意願

■ 學生決定

■ 評估調適安排

■ 加時作答

■ 特別室應試

■ 試卷內容調適

■ 讀屏軟件的使用

■ 放大及印刷彩色試卷

■ 無線調頻器的使用



調適試卷的具體設計目標

■ 內容整體較淺

■ 以「學習進度表」核心部分為重點考核範圍

■ 採取不同調適策略協助學生作答

■ 「易合格、難高分」



調適試卷的具體設計策略

■ 聚焦

■ 提示

■ 非文字提示、文字提示、框架式提示

■ 組塊／分段式提問

■ 修改提問重點、增／刪任務

與「適異教材」的設計原則一致



淺化提問內容

適異評估中的多項選擇題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減低問題的複雜度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適異評估中的多項選擇題



文字提示

適異評估中的多項選擇題

B 基礎組



減低問題的複雜度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適異評估中的多項選擇題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資料聚焦



提供部份答案作為示例
幫助學生掌握技能

提供示例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提供鷹架

框架式提示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組塊減輕學生認知負荷

組塊、分段式提問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分段提問
幫助學生掌握作答流程

A 進階組
B 基礎組

組塊、分段式提問



反思

■ 在設立調適試卷時，嚴謹地出卷和把關非常重要

■ 在整個學年當中，科任老師與學生、家長、班主任、學生個

別支援委員會及其他協作者之間需要作充分溝通

■ 例如：不斷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及作期望管理；

　　　　...促進家庭支援及家校合作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五、走出課室的適異教育



資料來源：在地理教學上融入公民科學： 卍慈中學
                  自動氣象站的嘗試  (Chu, 2022)

■ 藉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或學生感興趣

的例子來闡述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專注力

■ 在學校天台安裝自動氣象站，培訓學

生團隊，善用校內氣象儀器監察附近

社區的天氣狀況，並進行恆常天氣預

報及推廣，增加師生氣象知識

■ 加入CoWIN社區天氣資訊網絡，向公

眾分享數據，推動公民科學



■ 本校與香港大學環境管理碩士

課程合辦環境質素考察活動

■ 學生從體驗式學習活動中深化

考察技能，從空間角度探究城

市發展與污染的關係；

■ 並向市民推廣本校在環境質素

方面的發現及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成果

「小小社區環境監察員」項目

資料來源：在近在咫尺的社區實現人人可達的環境教育  
　　　　　(Chu et al., 2023)



地理科「適異教學」策略

反思、總結



反思：全面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效度為何？

■ 評估—策劃—推行—評估 EPIE 過程對於推動照顧學習多

樣性的持續發展非常重要

■ 由評估做起可以先了解學生整體學習情況，再作進一步的

策劃和推行

■ 例如：學習動機、學業成績

■ 可以進行教學研究



例子：研究學生學習動機

■ 量度採取照顧學習多樣性策略前

後，中一級新生的學習動機變化

■ 計算相對自主指數 RAI，用以分析

學生的動機模式有否變化，在學

習上有否達到更高的自主性

Chu, J.C.K. (2022).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on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in mixed ability 

geography classrooms: an action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in Hong Kong Geography Day 2022. HKU, HKSAR, China.

資料來源：
(Chu, 2022)



SRQ-A 分項量表的統計及成對 t 檢定結果

  前測 Pre-test 後測 Post-test    

  M SD n M SD n t df

相對自主指數 
RAI

-16.03 9.68 80 -11.4 10.22 80 4.13*** 79

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 

7.38 1.84 80 7.68 1.70 80 0.38* 79

認同調節
Identified Regulation

7.45 1.78 80 7.68 1.38 80 -1.45 79

內攝調節
Introjected Regulation

14.19 3.19 80 14.09 2.56 80 -3.35*** 79

外部調節
External Regulation

12.02 2.71 80 10.18 3.95 80 -4.46*** 79

* p <.05 ; ** p <.01 ; ***p <.001

資料來源：
(Chu, 2022)

中一級學生學習動機呈現內在化



總結

■ 全面地照顧學習多樣性需要老師大量投入和合作，也耗用

老師一定心力及時間

■ 但當看到學生均能發揮潛能，按能力逐步提升學習成果，

我們都能獲得教學的滿足感

借用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的宣言：LNOB！



祝同工有一個各適其適的教學環境

，

謝謝聆聽！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朱俊錕老師

查詢：ckchu@hkrsstpss.edu.hk

mailto:ckchu@hkrsstp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