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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班教学研究报告全文（只备英文版）已上载教育局网页，研究结果提示教师善用 
小班环境以提升教学效能，有关要点如下： 

 
 
 
 
教师可透过哪些指标，检视小班教学的成效？ 

 
 
 
 
 

我们根据近期有关提升学生学习动机的意见，以及有效改善学生学习表现的课堂活 
动研究结果，概括出以下六项核心原则，以助教师评鉴小班环境的教学效能。教师 
在实践这些原则时应尝试： 

 
 
 
 
 

 在课堂开始时先向学生阐明该课节的学习目标，并于课堂完结前作总结，以评估 
学生是否能够达成目标。教师应重视学习目的和过程，而不应只偏重学习成果。 

 在进行全班讨论时运用提问技巧，包括使用开放式问题和给予适当的「思考时 
间」，让学生认真思考，进行辩论。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例如：课堂开始时，鼓励全班学生互相打招呼和交谈， 
以及在学生回应教师的开放式问题前，先让他们初步交流和分享意见。 

 透过两人或小组活动，促进学生的互相协作。教师须协助学生订立合作的常规与 
寻求共识，并在活动完结后，与他们一起评估合作的成效。 

 给予学生回馈，帮助学生反思他们的学习效能，找出错误并加以纠正，以及提升 
解难技巧，促进自主学习。 

 设计评估学习的架构。评估的方式不限于测验和工作纸，应探究学生的思考过 
程，以评估他们是否有能力运用资料解决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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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如何能有效地实践这些原则？   

 

 
 
 
 
 
教师需要 投放 更多时间 策 划、反思和评鉴 他们的课堂 教学 ，最 有效 的做法是 透过  
「学习社群」与同侪合作。在支持教师方面，校长除了积极参与这类专业发展活动 
外，还可以： 

 
 
 
 
 在时间表内安排非教学课节，让教师分享教学经验及共同反思。 
 拟订教师上课时间表时，尽量集中教师任教的级别，让他们在同一学年内，有机 

会在同级的不同班别教授同一课题。 
 尽量安排教师任教他们主修或选修的学科。 
 増加每一课节的时间，以便教师能进行需时较长的教学活动，例如：分组活动。 
 设立一套评鉴流程(有别于教师的考绩报告)，以探讨不同教学策略的成效。 
 鼓励教师更灵活运用教科书，并就此寻求家长的认同。 

 
 
 
 

有何实施小班教学的具体建议？ 
 
 
 
 
 
欲速不达：切勿过多或过急 

 
 
要改变课堂实践的教学策略，不能一蹴即就，每次一小步的改变其实更为有效。一 
份简单的行为纪录，会较同侪「单纯观课」所给予的概括意见更能帮助教师审视教 
学进展。例如，评鉴学生的小组活动时，观课者可观察小组各成员的行为表现，并 
每三十秒记录一次： 

 
学生说话的类别 首 30 秒 第 2 个 

30 秒 
第 3 个 
30 秒 

第 4 个 
30 秒 

第 5 个 
30 秒 

一．学生开展对话      

二．学生回应同学的对话      

三．学生不理会同学的对话      

四．学生持续对话三十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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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制宜：因应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 
 
 
我们并非摒弃直接传授的方式，而是适当地运用教学策略，让学生解释如何得出答 
案，而非只知道正确答案。一些提问如：「你认为他/她为甚么会这样说？」就是一 
个有用的起步点。 

 
 
 
 
 
因地制宜：考虑课堂环境 

 
 
前述的六项原则固然重要，不过，教师还须作出专业的判断，选取最适切的实践方 
法。例如，需视乎科目、学习主题、学生能力或学习动机，以及课室座位安排等因 
素，考虑采用两人或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活动。 

 
 
 
 
 
分工合作：鼓励学生互相协作 

 
 
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増强学生的自信心，改善人际关系，并且不需要教师太 
多的协助，能让学生有机会自行解决问题。教师宜循序渐进地安排学生进行合作学 
习，如先由两人一组的活动开始，进而合并两个小组成为四人一组。此外，教师设 
计的活动，应让每个学生都能作出贡献，避免有学生在小组内被投闲置散而感到沉 
闷。 

 
 
 
 
 
人人有份：学生积极参与，增加互动 

 
 
在小组活动期间，教师应安排各组员轮流担当不同角色（如组长、计时员、报告员 
等），以及避免学生的贡献只局限于某一特定角色的工作。学生需要时间学习如何 
成为「好组员」。教师除了需要订立小组活动的基本规则，例如：每位组员均须发 
言，每次只有一位组员发言等，也应该定期与全班就以下两方面进行活动后的分享 
和讨论：（甲）实践基本规则的情况；及（乙）如何进一步提升小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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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出发：让学生的想法与经验成为讨论的核心 
 
 
课堂上，若课题与学生自身的经验相关，学生会更积极发言。在学习内容与学生日 
常生活相关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最有成效。因此，在英语课教授「购物」的课题 
时，教师若透过屏幕展示地区商铺的数码相片，将较选用教科书的例子更具意义。 
此外，我们亦可善用校园环境教学，例如，在数学课探究不同图形的特性时，教师 
可安排学生环绕校园，观察各类物件和图案。 

 
 
 
 
 
人尽其才：训练「小教师」成为课堂的资源 

 
 
训练能力较高的学生成为「小教师」。研究显示，「朋辈辅导」能改善学生的学习 
表现及课堂气氛。 

 
 
 
 
 
集思广益：组织实践社群 

 
 
教师需要同侪的支持以提升教学质素。独自摸索教学策略，不容易取得成效。任教 
不同科目的教师亦可进行教学观摩。如利用课堂教学的录像片段帮助教师检视课堂 
教学的实践情况，在课堂开始、中段以及末段各不多于十分钟的片段已足够让同侪 
进行有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