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時間表架構的試驗 (小學)

本小學是一所中型小學，近年銳意提升教與學質素，除積極推動校本課程發展外，亦希

望能加強學生各方面能力的發展、閱讀能力及興趣、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故此在新學

年嘗試推行一個新時間表架構，希望能達到預期目標。以下是新舊時間表的比較。

舊時間表 新時間表

新時間表架構的主要目標

1. 主要學習領域每節一小時，加強高質量的教師及學生互動多元化教學，堂上指導學
生做功課，按即時的回饋，提供輔導，深化教與學

2. 為學生提供閱讀的時間及空間，建立閱讀風氣

3. 擴展體藝活動，讓學生發展潛能

4. 週一至四，第 11節(2:50pm)，教師按時間表參與集體備課會

5. 發展教師互動，提升教學能力及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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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成效

1. 在互動教學方面，高年級較適合。教師有充裕時間安心設計不同類型學習活動讓學
生參與主動學習。例如進行專題研習或小組協作學習等，亦有較充裕時間照顧個別

學生需要。

2. 學生的閱讀興趣有所提升，伴讀計畫對訓練高年級學生基本能力有幫助。

3. 聯課活動將體藝活動正規化，有助學生發展不同才能。

推行新時間表所遇上的問題及需關注事項

1. 部分教師在設計一小時教學活動及堂上功課輔導時缺乏經驗，需要時間學習及適應
一小時教學。低年級學生注意力及學習較難掌握，導致教學效果未如理想。需加強

教師在教學設計方面的能力，引進多元化的學習資源以配合互動教學。

2. 部分教師認為聯課活動過於頻密，影響學生下午上課情緒。另一方面，由於部分教
師未具足夠能力或興趣帶領聯課活動，又缺乏支援，影響聯課活動質素。故此，下

學期將聯課活動減少至二天，將其餘二天轉為加強拔尖保底活動。

3. 由於課堂增加了功課輔導時間，而且在時間表內加入了閱讀課和聯課活動，教學時
間減少了，能處理的教學內容明顯減少，教師對未能「完成課程」有很大壓力。

4. 每週只有一課的學習領域，例如音樂、體育等，若遇上放假、出外參觀或戶外活動，
學生便會缺課，影響學習進度。

5. 因全體教師都需要帶聯課活動，集體備課時間未能完全依照原定安排進行，影響校
本課程發展及教師互動時間。故此，下學期回復每星期五下午進行集體備課會議，

加強溝通。

經過一學年的實施，新時間表可以達到一些預期的成效，但亦遇到一些未能即時解決的

問題。建基於這些經驗和同事的跟進反思討論，時間表會作出修訂以配合學校發展方

向、㆟力資源調配以及學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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