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同儕觀課、共
同備課及科研的規劃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張竹雅
秀明小學 梁育美

2023年5月5日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主辦

小學中國語文科新任科主任導引：
課程領導的角色、職能和權責 (修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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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試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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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劃

教師基本能力，如
• 對本科課程的認識

• 專業知識

• 學與教策略的掌握

因應學校關注事項的發展需要

2018-2021年度
學校三年計劃：發展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科素
養及人文素養

中文科計劃：優化課堂教學，提
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2021-2024年度
學校三年計劃：照顧學生多樣性，
讓不同能力學生盡展所長

中文科計劃：照顧學生多樣性，優
化教學活動，提升教與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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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模板 http://www.1ppt.com/moban/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規劃(中文科)

• 教師基本能力，如
• 對本科課程的認識

• 專業知識

• 學與教策略的掌握

• 因應學校關注事項的發展需要

• 因應中文科科組發展的需要，如兒童文學課程、優化
中華文化教學

• 因應學校傳統的發展，如觀課、議課

• 個人專業成長需要：中華文化進修

學校要求培訓時數：每三年150小時(通函6/2020)
課程的內容：配合中華文化及

兒童文學課程的發展 5



回應《中國語文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的更新

1. 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2. 加強課程的整體規劃

3. 開放學習材料

4.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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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層面
積極參與校外支援計劃——增加課程知識、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文組「種籽計劃」——「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小學中國語文科閱讀規劃與策略運用」(2015-2017)

• 香港教育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2016-2019)

•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中國語文「幼小銜接」、「評估素
養」(2018-2020)

• 香港中文大學「照顧學習多樣性：中文科組教學改進」(202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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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育局教師借調計劃，成為借調教師 (2013-14)

• 參與課程發展、教材研發

• 到訪友校觀課、交流

• 協助舉辦研討會、工作坊等

• 認識課程規劃和發展，有助日後成為課程統籌主任
• 提升語文教學效能
• 結識志同道合的教師、擴闊人際網絡
• 拓寬教育視野

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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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校外支援發展的歷程 種籽計劃……校內種籽大爆發!

2015-2016

小五
《何紫系列小說》、

《暗號》小說

通過種籽計劃引入兒童文學作品：
小三
《三年級花樣多》橋樑書
小六：
《地圖女孩 鯨魚男孩》小說

2016-2017

小一
《我是獨特的》、
《分享傘》
小二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小五：借景抒情

2017-2018

小六：文言文淺讀

2018-2019

小四：自述式說明文

2019-2020

小三：評估素養

2020-2021

小三《偷養一隻貓》橋樑書
小四《團圓》繪本

教師讀書會
小五《活了一百萬次的貓》繪本
小六《愛心樹》繪本

小一《動物奧運會》
小六《戰火下的小花》

2021-2022

小二《沒關係沒關係》
小三《當一天文具》

兒童文學校本課程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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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兒童文學課程一覽表 (2015-2022)

年級 品德情意 學習目標 文本類型 書籍舉隅

一 欣賞自己、與人分享
配合幼小銜接及成長特徵，
讓學生從個人走向群體生
活，懂得欣賞自己及他人。

繪本 《我是獨特的》
《分享傘》
《動物奧運會》

二 建立自信、關心他人
繪本 《小豬不會飛》

《爺爺一定有辦法》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三 校園生活、關愛同學
學習在群體生活中，發揮
個人長處，並得到別人欣
賞，懂得互相尊重、關愛
他人。

橋樑書 《三年級花樣多》
《偷養一隻貓》

四 體現親情、文化傳承
繪本

橋樑書
《團圓》
《第一個蘋果》

五 培養堅毅和勇氣、
訂立目標

認識自己的優點，善用自
己的能力，關心、關愛身
邊的人，懂得訂立目標，
並勇敢面對困難。

短篇小說
中篇小說
繪本

《何紫短篇小說系列》
《暗號》
《活了一百萬次的貓》

六 與人相處、珍惜身邊人
繪本

中篇小說
《愛心樹》
《地圖女孩鯨魚男孩》
《戰火下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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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到校進行工作坊

• 主題：「由繪本閱讀到語文素養──圖畫書教學工作坊」

• 內容：

如何挑選好書?

介紹閱讀繪本的策略
深度閱讀：如何挖掘作品的深層信息？

校外：回應教育局微調課程發展路向：「提升學生
語文素養」、「開放學習材料」、「拓寬
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校內：回應校內中文科周年計劃：「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11



校內專業文化的建立——共同備課

科主任列席各級會議 (指導、解難 監察)

例如：推行兒童文學課程時，進行教師讀書會，
以便引入讀書會

配合科本關注事項：照顧學生多樣性，優化教
學活動，提升教與學效能

學校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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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教師讀書會」後，我們發現：

• 令共同備課會議的氣氛充滿歡樂，同事十分投入

• 樂意將教師讀書會各同事的點子/看法帶到課堂上

• 提升教師利用童書作深度閱讀的信念

• 以舊帶新，增加年輕/新入職老師教繪本的信心

• 教師懂得自選繪本和學習材料

• 讓同事感受「讀書會」的做法，接納多元觀點

• 營造師生共同成長和學習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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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專業發展文化的建立——觀課文化

• 安排學科交流課(公開課)，進行同儕觀課和議
課，提升教學效能。

• 同儕觀課：檢視不同年資同事的教學效能。

• 新教師支援：觀課、查簿，回饋學與教。

• 觀課焦點：預期學習成果、提問技巧

學校層面

14



校內專業文化的建立—
辦學團體學與教支援觀課

辦學團體對屬會學校(中學、小學)的學與教支援

活動目標:

• 提升各科課程領導的議課能力，從而提升整體教師的教學效能

要求：每年每校開放四節課堂，讓屬會學校互相觀課及議課

開放課堂的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常識

觀課焦點：預期學習成果、提問技巧

科主任領導的角色和策劃：
• 按需要進行校內學習圈，優化課堂教學設計  增加同儕觀課的機會
• 安排年資較深的同事擔任議課者，提升同事議課能力
• 向校方爭取以公開課取代考績觀課，減輕同事負擔 15



中文科觀課的課研主題及得着
進行日期：約每年3-5月

研課的主題：
• 篇章深究《我要像她那樣》
• 繪本教學《分享傘》
• 寫作教學「記敘文：記事」

科主任的角色和任務：

• 編配觀課時間表(先觀後教)，如：科主任、同級科任優先，鼓勵新入職同事觀看
資深同事教學課堂錄影，從中學習觀課的焦點、提問技巧

• 帶領評課、議課：制定評課焦點、回應表格，引導同事反思和回饋

教師的專業成長：
• 提升教授課文的能力，開展深度閱讀；
• 懂得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轉問、追問
• 懂得繪本教學的策略，如：封面猜測、引領思維閱讀等；
• 優化教授學生寫作記敘文的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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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請進來 (專家、學者)

• 偶遇的驚喜：

邀請何紫女兒何紫薇分享父親逸事，讓學生深入認識何紫

的生平和作品的關係。

• 悉心的策劃：

邀請霍玉英博士到校跟學生共讀《團圓》，安排家長、

中文科老師一同參與，學生與老師一同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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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走出去 (放眼世界)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及興趣」

• 參與「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主題：自主學習)，到
訪不同的學校觀課交流

•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提升學生透過閱讀自學的興趣和能力」

• 境外考察交流——明日閱讀

教師的專業成長：
• 對自主學習的概念及做法更加清晰
• 增加觀課的機會，並提升科主任及同事的觀課、評課能力
• 汲取友校推廣閱讀的做法，在校內試行 18



教師專業發展——走出去 (教學相長)

• 分享推動校本課程的成功經驗

• 分享講題：「讀書會與自主學習」、「讀書會：深度閱讀
與品德情意」、「以繪本促進幼小銜接」、「文言文淺
讀」、「自主學習之借景抒情」

每一次的分享，都是一次教學上的反思、沉澱。

以舊帶新：讓不同的老師分享 分享課程、分享成果
增加對課程的擁有感，提升對中文科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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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局課程指引及學校發展需要，先訂定進修機制，安排
不同年資的同事參加



作為科主任，怎樣才能與同事並肩成長？

•定方向 學校周年計劃是你的方向儀!

•尋支援 校長、課程統籌主任是你的最強後盾！

•必殺技 自己的主動性是致勝之道!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20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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