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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知道學生
是否學會？

學生是怎樣學習的？
教師是怎樣施教的？

甚麼是值得學生學習的？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課程、教學法及評估

取材自《高中課程指引》第三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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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高中課程指引》第七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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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校本評核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

數據庫

數據通訊及建網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軟件開發

取材自《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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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程：常見教學次序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選修部分(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
數據庫

數據通訊及建網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軟件開發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中
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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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本
評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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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學校實施評估的架構

多元化

校本
評核

提
問

回饋回饋回饋回饋

同儕學習

診斷

學習和改善

《高中課程指引》第四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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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評估計畫例子

•因應對象設計及建構網頁專題研習

•欣賞資訊及通訊科技的進步如何促進
資訊年代的出現和發展，以及肯定其
對社會的影響

學生自我反思

•將多媒體的內容轉換成數碼格式實用課業
(教師觀察)

•討論網絡環境所提供的常見服務口頭提問

•描述怎樣運用驗證及奇偶檢測來偵查
及避免錯誤

線上測驗
(自我評估)

•從速度、成本、安全性及可用性幾方
面比較使用互聯網的常用方法

年終考試

•了解數據如何在電腦中組織及呈現期中試

學習成果的例子學習成果的例子學習成果的例子學習成果的例子評估模式評估模式評估模式評估模式

取材自《高中課程指引》第四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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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模式

校本評核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四選一)

數據庫

數據通訊及建網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軟件開發

取材自《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課程發展議會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7)

卷一卷一卷一卷一
(55%; 2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甲部甲部甲部甲部:  多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
乙部乙部乙部乙部:  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

卷二卷二卷二卷二
(25%; 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3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結構式試題

卷三卷三卷三卷三 (20%)
項目習作項目習作項目習作項目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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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

• 我是如何編排三年的高中課程？
• 我在校本課程設計上有甚麼困難？
• 到現在為止，
學生的學習有否出現問題？是甚麼？

• 我是否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學生的) …
–評估�測驗？校本評核的項目習作？

–鞏固基礎能力�忘記、重教、重測？

–學習困難�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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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設計及評估的困難

• 掌握課程的廣度和深度
• 被「項目習作」牽制？
• 為學生奠定鞏固的基礎
• 在課程組織上

–整合必修及選修部分
–連繋校本評核「項目習作」與教學

• 在不同學習階段，
設計具程度分別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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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重點

• 課程規畫
–螺旋式課程規畫，漸進處理艱深課題
–每週特定課節作實習活動，
讓理論與實習同時進行

• 評估規畫
–不同評估模式（口頭提問、個人習作等）
–「短小精幹」的評估
–利用網上平台以多項選擇題進行短測，
並提供即時量化與質化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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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2)重點

• 課程規畫
–教授課題基要的學科知識，再加鞏固後，
才引導學生學習較艱深的課題

–選修部分緊接必修部分相關單元一併教授

• 評估規畫
–最初的期考設有短答題
–逐步調節期考卷數、試題數量及佔分，
漸次趨向與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形式類近

–學生互評「表現為本」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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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3)重點

• 課程規畫
–按校本情況調適課程，
讓學生盡早掌握基要的學科知識

–以學生的意願決定選修部分開設的選項

• 評估規畫
–利用開卷測驗、跨級互評等評估策略，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利用分層評估課業及總結性評估，
建立學生自信，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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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學：自動櫃員機

• 與課程的關係?
– 資訊處理
– 電腦系統基礎
– 互聯網及其應用
–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 資訊及通訊科技對社會
的影響

– 數據庫
– 數據通訊及建網
–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 軟件開發

• 如何應用情境於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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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校本評核時的引導性問題例子

1.你有否在項目習作的報告中，有意義地
運用一些格式化功能呢? (p.13)

2.你有否為項目中所選用設備作出解釋? 
(p.18)

3.你有否重視及評鑑通訊科技發展對項目
的影響? (p.22)

4.你是否習慣使用模組化方法去處理項目
中的問題? (p.25)

5.你在進行項目習作時，有否考慮知識產
權以及私隱的問題? (p.29)

取材自2011年1月22日一個校本評核工作坊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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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校本評核時的引導性問題例子

6.你有否清楚定義項目的範圍?
7.你有否好好計畫項目的時間表?
8.你有否好好與項目的持分者溝通?
9.你有否考慮例如硬件供應、軟件資源等
環境因素，以及對有關知識的了解?

10.有有否考慮有關課題的最新發展?

取材自2011年1月22日一個校本評核工作坊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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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校本評核時的引導性問題例子

A.你有否應用例如完整性限制等數據庫
概念? (p.35)

B.你有否進行需求分析，並以圖表演示? 
(p.46)

C.你的網站製作，有沒有動態及互動元
素，例如互動的用戶選單及數據檢驗及
操控? (p.55)

D.你有否考慮過其他不同複雜性和數據
結構的算法? (p.63)

取材自2011年1月22日一個校本評核工作坊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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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校本課程及評估時…

• 整合
– 必修與選修部分的教學
– 日常教學與校本評核

• 邁向自主學習
– 為學生奠定鞏固基礎
– 教師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 循序漸進的學習和評估
– 提昇學生自信及能力

• 因材施教
– 配合課程指引，各施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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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修訂校本課程

• 評估教學
– 善用課時？
– 評估合宜？
– 目標一致？
– 師生相知？

• 自我反思
– 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 嘗試發現學生學習的問題
– 修訂課程及評估設計

• 互相協作、專業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