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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層管理人員研討會系列──新高中課程及評估規畫 
(資訊及通訊科技) (修訂) 

 

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2年 5月 10日 (星期四)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 2時至 5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四樓 W422-423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 

下午 2:00 簽到簽到簽到簽到  

下午 2:15 管理及策畫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管理及策畫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管理及策畫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管理及策畫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課程的主導原則課程的主導原則課程的主導原則課程的主導原則 
 

雷思銘先生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課程發展主任（科技教育） 
 

下午 2:50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1) 
 

陳景揚先生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電腦科主任 
 

下午 3:30 小休小休小休小休、、、、專業交流專業交流專業交流專業交流 

下午 3:45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2) 
 

黃百益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電腦科主任 
 

下午 4:2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雷思銘先生 
 

下午 4:45 答問時間答問時間答問時間答問時間 所有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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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陣！？

課程 教學法 評估

不同

能力

不同

學習風格

不同

興趣/取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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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高中課程指引》第七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16

動作動詞例子動作動詞例子動作動詞例子動作動詞例子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意識、瞭解、界定、撰寫、
列舉、敘述、識別、陳述

回想及明白特定詞彙或資料
和簡單的概念

討論、描述、解釋、辨別、
示範、應用、轉換

在特定情境中，運用陳述性
知識及實用技能

區分、分析、比較、評估、
籌組、準備、測試

分析資料或系統內各組成部
分，並認識各部分之間的關
係

建構、規畫、設計、建立、
處理、綜合、執行

將不同範疇的概念及技術融
會貫通，制訂計畫解決問題
或達至結論，並須將所學到
的概念及技巧應用於新情境
／情況中

學習目標中的動作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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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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學生應能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通訊軟件及通訊協定的
需要

回想及明白特定詞彙或資料
和簡單的概念

闡述闡述闡述闡述網絡所需硬件的功用
在特定情境中，運用陳述性
知識及實用技能

以速度、成本、安全性及可
用性來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一般連接互聯網
的方法

分析資料或系統內各組成部
分，並認識各部分之間的關
係

使用超文本標示語言或網頁
創作工具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及建構建構建構建構網頁，
以供預期讀者瀏覽，並且把
網頁上傳至萬維網

將不同範疇的概念及技術融
會貫通，制訂計畫解決問題
或達至結論，並須將所學到
的概念及技巧應用於新情境
／情況中

例子：互聯網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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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與教策略

《高中課程指引》第三冊 (課程發展議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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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課程提及的策略

學與教策略

• 優質互動
– 課室協定、友善環境、提問技巧、口頭評估
– 依4MAT模型設計題目，照顧不同學習風格

• 照顧學習差異
– 運用多元感官教學(多媒體學習)原理設計教材
– 根據學生的能力調整教學進度
– 編組策略：鼓勵合作學習

• 並藉此豐富學員的觀點與經驗

24

專業發展課程提及的策略

評估策略
• 照顧學習差異

– 調整評估慣例，運用不同的評估方式找出學員的
長處和短處，再決定適合他們的教學策略

• 紙筆評估
• 表現為本評估(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 口頭評估
• 自我評估、同儕互評

– 考慮影響學員學習需要的因素
• 評估素養

– 口頭提問技巧
– 評估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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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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課程架構

校本評核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互聯網及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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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全
方
位
學
習
體
驗

中
四

學習進程：常見教學次序

資訊處理

電腦系統基礎電腦系統基礎

互聯網及其應用互聯網及其應用

基本程式編寫概念基本程式編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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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校
本
評
核

36

評估:學校實施評估的架構

多元化多元化

校本
評核
校本
評核

提
問
提
問

回饋回饋回饋回饋回饋回饋回饋回饋

同儕學習同儕學習

診斷診斷

學習和改善學習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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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模式評估模式評估模式評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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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試 •了解數據如何在電腦中組織及呈現
年終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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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測驗
(自我評估)

•描述怎樣運用驗證及奇偶檢測來偵查
及避免錯誤

專題研習 •因應對象設計及建構網頁
口頭提問 •討論網絡環境所提供的常見服務
實用課業
(教師觀察)

•將多媒體的內容轉換成數碼格式

學生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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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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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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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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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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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個案(1)重點

• 照顧學生多樣性
–利用朋輩輔導，讓能力稍遜及能力較佳的
學生產生互動互補長短

–在實習課堂以異質分組，輔以學生互評，
促進合作學習

62

個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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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個案(2)重點

• 照顧學生多樣性
–善用課堂座位編排，促進學生同儕學習
–提供不同的方法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包
括補測、額外練習、校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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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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個案(3)重點

• 照顧學生多樣性
–因應學生學習特性，運用不同學與教資源
（例如網上動畫），作多元感官教學

–在教學及評估過程，利用合作學習策略
（如「拼圖法」），促進學生互相學習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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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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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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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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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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88

表現為本評估

• 可透過以下形式進行
–互評 (分享1)
–師評 / 自評 (例: 2007年高級補充程度電腦
應用科校本評核中的「核心技能評估」)

• 著重技能的課題
–容易以清單 (checklist) 列出應有之表現

• 目標明確，可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90

90

多元感官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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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拼圖法

• 適合著重「比較」、「區分」、「討論」
的課題

–課材可分為若干相似部分，
給予不同組別閱讀／匯報

94

94

運用學與教策略的考慮因素

•分組（同儕學習／拼圖法)

–同質？異質？隨機？

•要考慮學生自尊心、對不同學習者的公平性

–整年固定一組？每次不同分組？

•針對個別活動對應的學習風格、前備知識

–如何照顧學習者的不同學習風格？

•理想：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平均分佈各組

96

96

運用學與教策略的考慮因素

•拼圖法

–學生是否熟知如何進行合作學習？

–如何避免有組員「搭便車」(free riding)？
–如何進行提問？如何提供鷹架？

–如何提供建設性回饋？

–如何推展深層學習 (deep learning)？

98

98

使用學與教策略的考慮因素

•同儕互評

–學生是否熟知如何應用評分標準(rubrics) ？

•表現為本評估

–「完成」、「未能完成」以外的回饋

–如何評估學習過程？

–如何協助學生診斷學習問題以改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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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經驗──小結

• 維持良好師生關係
–了解學生→找出照顧學習需要的方法

• 了解本科特性
–理論學習與實際應用並重

• 有意義的應用資源
–課室控制軟件：監控？分享？

• 協助學生獲得必要的前備知識和技能
–如訂閱 RSS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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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經驗──小結

• 「促進學習的評估」關注較小學習點
(smaller “chunks” of learning)
–學習點的大小

• 一個學習目標？一課？一個單元？……

–是否必須在課時內發生？
–如何運用數據適時作出回饋？
–是否所有評估必須要批改打分？

• 如何鼓勵深層學習？

104

104

總結：心法與招式

• 心法
–了解學生
–優質互動
–正面回饋
–反思教學

• 招式
–異質分組、拼圖法
–表現為本評估
–多元感官教學

• 願景
–照顧學生差異──讓所有學生追求卓越讓所有學生追求卓越讓所有學生追求卓越讓所有學生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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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心法與招式

課程 教學法 評估

不同

能力

不同

學習風格

不同

興趣/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