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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

校本:抽離式 (高能力/資優學生)

校外支援 (特別資優學生)

校本:全班式 (全體學生)



資優教育三大元素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培養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

《校本資優培育課程指引》



分享項目

1. 繪本教學
2. 寫作教學



1.繪本教學《希望牧場》
於中文科課程中滲入
資優情意教育元素



資優教育三大元素

• 慎思明辨的能力

• 解決問題技巧

• 微格思考

• 開放式問題

• 分組討論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

思維技巧

• 流暢力

• 變通力

• 獨創力

• 精進力

• 敏覺力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 自我認識及管理

• 研習技巧

• 社交技巧

• 領導才能

• 溝通及協作技巧

培養學生的個人

及社交能力

《校本資優培育課程指引》

品德情意



內化品德情意的不同階段
• 了解情意教育的學習目標

 情意教育五層次 (Krathwohl, Bloom, & Masia, 1964)

內化：學生建立及內化出一套穩固的價值觀，並
能基於此而作出相應的行為

組織：學生能為不同的價值判斷作出比較及排序，
能在遇到價值衝突時加以化解及組織出自
己的價值觀

評價：學生能針對人、事、物作出價值判斷

回應：學生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及主動作出回應

接收：學生願意認真專注地接收資訊



繪本內容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後，
由於發生輻射外洩，有
些牧場被劃入「警戒區」
內。有一位養牛人，留
在杳無人煙的小鎮牧場，
並決定不管發生甚麼事，
都要在那裏守養留下的
牛隻。此繪本所描繪的，
便是這位養牛人的心聲。



學習目標
知識 技能 態度

1. 學生透過閱讀、討
論和角色代入，明
白在同一事件中，
不同的身份有不同
的責任。

2. 學生透過檢視《我
的責任承諾書》明
白知行合一的重要
性

1. 學生能運用同理
心，填寫鼓勵卡。

1. 學生能認同
及欣賞不同
的身份從不
同的角度承
擔自己的責
任。

2. 學生能認同
自己作為學
生和家庭成
員所需負的
責任，並願
意履行有關
責任

語言智能
人際關係
智能

自省智能



情意五層次~責任感的養成
五層次 定義 活動 顯證

接受 願意調
控專注
力，接
收資訊

• 學生根據《希
望牧場》的內
容自擬問題

學生能根據
課文內容設
計不同層次
的提問：

-表面說
-分層說
-深層說

語言智能



1.為什麼吉澤先生不同意殺掉牛隻，又不肯離開牧場？

2.為甚麼吉澤的牧場被人叫做「希望牧場」？

5. 為甚麼吉澤先生看到牛「吃飼料、拉屎」的時候，會感到
安心呢？

6. 當虛弱的牛死去時，吉澤感到怎樣？

3. 你認為吉澤先生有着哪些性格特點？

4.如果你是吉澤先生，你認為怎樣才算有意義的人生？

學生表現篇 自擬問題



情意五層次~責任感的養成
五層次 定義 活動 顯證

反應 願意完
成作業，
積極回
應，並
獲滿足
感

• 學生代入不同
的角色，說出
在「養牛？/ 
殺牛？」事件
上的不同立場

- 寵物主人
- 兩個孩子的

媽媽
- 食環署
- 養牛人

學生能代入
自己的角色
去思考自己
的立場，並
說出原因。

人際關係
智能

異質分組



學生表現篇
預習工作紙（一）：各方的責任

身 份 對「殺牛」的看法

寵物的主人 •我不殺牛
•因為如果我們決定養牛，就要生生
世世去照顧牠。

兩個孩子的媽媽

•我不理會那些牛。
•因為媽媽要帶兩個孩子離開。

•我認為要殺牛。
•確保孩子的健康。



學生表現篇
預習工作紙（一）：各方的責任

身 份 對「殺牛」的看法

食物環境衛生署
(食環署)

•我認為要殺牛。
•保障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養牛人 •我認為把牛留下來。
•因為對牛有感情。

•我認為要殺牛。
•因為牛已變得一文不值。



情意五層次~責任感的養成
五層次 定義 活動 顯證

價值/
評價

願意投
入學習，
作專業
評價

•學 生 要 評 論
「吉澤」及「其
他養牛人」的
做法是否正確
及說出原因

學生能說出
支持「吉澤」
及「其他養
牛人」的理
由。

語言智能



情意五層次
五層次 定義 活動 顯證

組織 願意比
較、接
納和組
織自己
的價值
觀

•寫作「鼓勵卡」
給「吉澤」先
生或其他養牛
人，表示對他
們盡責的欣賞

學生能寫出
支持「吉澤」
及「其他養
牛人」的語
句，給他們
打氣。

人際關係
智能

工作紙/延伸工作紙_鼓勵卡（lesson1）.docx


情意五層次
五層次 定義 活動 顯證

形成
品德

尊重、珍
視並內化
和建立自
己的價值
觀

• 學生先思考自己
在家庭/學校的責
任，然後寫下。

• 學生自選一項認
為自己最有需要
做到的責任，並
具體地說說要如
何實踐。

• 讓學生製作《我
的責任承諾書》

•學生能在
日常生活
中持續實
踐（日常
觀察）

自省智能

工作紙/《我的責任承諾書》.docx
工作紙/《我的責任承諾書》.docx


教學反思
• 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
• 老師角色應該是一個引導者
• 要接納學生的不同想法
• 要多考慮學生的獨特性和個別差
異，運用不同策略作引導

• 課業設計要能提升學生慎思明辨、
創意思考及解難能力



2.讀寫教學
《給爸媽的回信》

於中文科寫作課程中滲入
資優情意教育元素



讀寫教學——給爸媽的回信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初步體會及感悟父母的養育之恩。

2.學生能在閱讀父母的書信後回信，

答謝父母的愛。

語文能力
﹙閱讀、寫作﹚

創意思維
﹙流暢力﹚

語文素養
﹙品德情意﹚



在語文教學加入音樂元素？

多元智能理論在教學最大的意義是發掘
優勢智能、多樣教學、多樣學習……有效
的教學有賴教師善於觀察學生，並配合
學習風格教學，以提高學習動機及學習
效果。

著名資優教育學者
郭靜姿教授



• 請爸媽寫信給孩子1.課前準備(家長)

• 運用「全面因素」寫出我們為甚麼會喜歡爸媽2.課前準備(學生)

• 檢視預習，了解他們對父母養育之恩的不同理解3.課前準備(教師)

• 透過分享，提取並深化個人經歷4.分組活動

• 播放樂曲《當你老了》，讓學生感受爸媽的付出5.個人化輸入(一)

• 邊播放《當你老了》，學生邊閱讀爸媽給他們的信6.個人化輸入(二)

• 以「鷹架」引導學生建構回信的內容•7.鷹架引導

• 播放《感恩父母》，教師以獨白代替片段中的字幕•8.播放視頻

• 學生「回信」給爸媽，教師繼續播放《當你老了》•9.學生回信

三年級中文科寫作教學設計《給爸媽的信》

孝



適異性教學

人際關係
智能



適異性教學

音樂智能

自省智能



適異性教學

自省智能

語言智能



3.寫作教學
《圖像詩》

於中文科寫作課程中滲入
創造力元素



單元重點

1.學生能認識不同種類的圖像詩。
2.學生能賞析和解讀圖像詩。
3.學生能透過創作圖像詩發揮創意，
抒發情感。



課程理念

1.照顧學習多樣性
2.取材生活化
3.提升寫作素養



資優教育三大元素

• 慎思明辨的能力

• 解決問題技巧

• 微格思考(分析、評鑑、
推論、分類等)

• 開放式問題

• 分組討論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

思維技巧

• 流暢力

• 變通力

• 獨創力

• 精進力

• 敏覺力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 自我認識及管理

• 研習技巧

• 社交技巧

• 領導才能

• 溝通及協作技巧

培養學生的個人及

社交能力

《校本資優培育課程指引》



課程內容

空間智能

自省智能







透過閱讀圖像詩，可以提升學
生的高層次思維技巧和創造力。



學生自擬問題

分組討論

分析推論

評鑑



分析

開式放問題 推論







《星星》~方惠星老師

第一次教圖像詩，我非常享受以「童趣」

的角度來創作教材，充滿玩味的教材與課堂，

不單學生陶醉其中，我也樂在其中呢！

創作有感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了路。

~魯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