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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及「同理心」教案設計比賽 

教案設計 

（1）教案名稱： 
圖書館的啟示 
（2）學習目標： 
通過生活事例，引導學生 
1. 明白訂立規則的意義。 
2. 學習按場地的功能訂立規則。 
3. 培養守規的精神。 
（3）對象：  
小四學生 
（4）課節：  
兩教節 
（5）學習材料： 
工作紙(1)(2)(3)(4)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時間 構思和備注 
1. 模擬情景一：沒有規則的圖書館  
 
1.1 教師帶領學生到圖書館，讓學生在三分鐘內，模擬自己在

一個沒有規則的圖書館內，隨意活動。 

 
1. 2 教師著學生停止活動，分組安坐。 
 
1. 3 教師請學生憶述一下剛才模擬場景的情況，並談談感受。 
預期答案：有人跑來跑去、大聲說語、嘈吵等 
 
1. 4 如果你是圖書館館長，你會如何改善剛才的情況？ 
預期答案：訂立一些規則 

5’ 讓學生體驗沒有規則

下在圖書館的情況，

並了解守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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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一： 
2.1 圖書館可以有什麽規則？請大家用 10 分鐘時間訂下一些

規則，並想組員分享爲什麽要有這些規則。 
 
2.2 教師派發工作紙(1) 

 

10’ 活動一：目的並非設

計規則，而是要學生
説出訂立規則的原因
和好處。如果學生説

不出原因，教師要不

斷追問，或讓其他學

生思考。 

3. 小組分享： 
3. 1 教師於每維挑選一位學生，請他分享他訂立的規則，並說
出訂下這些規則的原因。 
 
3. 2 教師按學生所述的規則，板書在白板上。 

 
 
3. 3 大家現在根據剛訂下的規則，在圖書館內再次活動，看看

情況如何？ 

5’  

4. 模擬情景二：有規則的圖書館 
教師著學生停止活動，按分組安坐。 

3’  

5. 活動二： 
5. 1 教師著學生根據自己和同學守規的情況評分，並寫出圖書

館的環境如何？感受如何? (2 分鐘） 
 
5.2 教師派發工作紙(2) 
 
5.3 完成後教師按題目著學生分享。 

5’ 活動二：目的是讓學

生自我省察，故學生
自我評估自己及別人
的守規情況是重要
的。讓學生發現如果

每個人都遵守圖書館

的規則 ，這個環境才

合乎圖書館功能及使

用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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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結 
原來訂立每一條規則都有它的意義，它可保障使用圖書館的

同學的權利，訂立規則，我們要如何做？ 
預期答案：要遵守規則 

2’ 教學重點： 
1. 明白訂立規則的意
義 
2. 培養守規的精神 
 
教材： 
工作紙(1)(2) 

7. 思考 
圖書館的規則是否所有地方都適合？為什麼？ 
讓學生自由作答，歸納出不是所有規則都適合不同場地 

2’  

8. 活動三： 
8.1 老師派發工作紙給同學，我們用 10 分鐘分組討論工作紙

的場地功能，並訂立適合的規則及原因。 
 
8.2 教師派發工作紙(3) 

10’ 活動三：讓學生了解
不同地方訂立不同規
則的原因。 

9. 小組分享： 

 

10’ 教學重點： 
學習按場地的功能訂

立規則 
 
教材： 
工作紙(3) 

10. 思考 
我們有使用這些場地的權利，是否可以不遵守規則? 
學生自由作答 

2’ 教學重點： 
培養守規的精神 

11. 總結 
我們有權利使用社會提供的場地，但也有義務遵守場地的規

則，例如：要在圖書館內閱讀，必須先守秩序，令其他人都

可靜心閱讀；要在單車徑，必先遵守交通規則，保障道路使

用者安全…… 

2’ 教材： 
工作紙(4) 

12. 延展活動： 
12.1 想想在課室上課時，我們要為自己訂什麼規則，讓大家

專心學習。 
 
12.2 派發工作紙(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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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和檢討 

教案的原設計在 4 年級 5 班輪流由班主任教授，各班都有不同的特色，學生也有不同的反應，

經檢討及學生的工作紙表現，作出最後的調整。 
 
1. 情景的設定：學生隨意表現 VS 學生模擬場景 
 
原設計是教師入到課室後，沒有任何指示，讓學生自行在圖書館內活動，按學生表現作出不同

的提問及活動，例如：嘈吵的班別，提問了他們的感受後，由他們自行訂立規則；安靜的班

別，提問他們為什麼會如此安靜，著他們再想想圖書館有什麼規則。經歷了兩班的教學後，發
現兩班學生差距不大，教師很難拿捏。另外，沒有嘈吵的圖書館，便不能與守規則的圖書館做
出強烈的對比，學生很難體驗到有規則時的好處。 
 
2. 教學重點：規則訂立 VS 訂立規則原因 
 
學生經過情景體驗後，便開始訂立規則，工作紙原設計只是給學生一個方格，雖然文字中有提
示學生寫下原因，但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寫上。在學生分享時，教師也很容易將重點放在學生訂

了什麼規則，沒有深究訂下這條規則的原因。即使是教師追問原因，回答的學生即時說出，效

果並不理想。因此在工作紙一、三及四的設計上作出調整，讓老師及學生都能把重點回歸訂立

規則的原因上。 
 

原設計 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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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現形式：簡報 VS 沒有簡報／板書 VS 沒有板書 
 
設計中整個流程以互動為主，需要展示的內容

不多，有簡報便會令教師要兼顧多一樣工具。

不過實際教學時，簡報對教師來說可以是一個

救生圈，簡報可作提示。學生亦可以透過簡報
獲得重要的訊息。故此，雖然小組沒有提供簡

報，任教老師都自行製作合乎自己班別學生的

簡報上課。 
 
 
由於電子學習的發展，教師不常板書。但板書有其重要的角

色，在小組討論中，教師即時板書寫下學生訂立的規則，學
生可以透過板書綜合整理討論結果，令活動也更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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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表現：守規 VS 不守規 
 
在有規則的圖書館中，要令環境合乎圖書館的功能，重點是學生會否遵守規則，在 5 班的教學

中，其中一班便是訂下規則後，仍有人不守規則，故圖書館便成了不適合閱讀的環境。教師便

善用這個情況，透過學生討論導引學生了解守規則的重要。 
 
因此，如果在工作紙設計中，便讓學生自評及互評守規情況，令學生更能了解圖書館的環境適
合我們看書，不是單單有規則，而是要守規則。 
 

原設計 修改後 

  
 
5. 建議這課節在學期初教授，配合課室約章進行延展活動，讓學生訂立自己課室的規則，明白
規則的意義，持守執行，達到知、情、意、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