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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最能啟發資優學生的思考和創造力？

       資優教育的任務是要有系統地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
機會，發展他們的明辨性思考、培育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的能力，讓他們充分發揮
潛能。那麼究竟甚麼最能啟發資優學生的思考和創造力？資優教育學者June Maker
告訴我們，就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包括辨識核心難題所在，運用明辨性及創意思
考以尋求解決之道。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這個議題相當熱門，牽涉的領域龐大而複雜，是當前最重
要的世界議題之一，會為地區、全球以至整個人類的未來帶來深遠的影響。這個議題
所包含的許多未知數，正好為資優學生提供合適的挑戰。事實上，June Maker所提倡
的教學原則也適用於混合能力的班中，教師只要運用不同層次、深度的提問或課業，
附以適切的學習材料，再配合靈活的分組方法，亦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獲得適當的
啟迪。

       除了課堂上給予複雜的議題讓高能力/資優學生在學習中獲得足夠的挑戰外，教
師更可以為這些學生在課後安排進深的個別化或小組式的學習機會，以進一步發展
他們的解難能力。例如：教師可以讓學生因應自己的興趣及能力，代入環保研究員
的角色親身考察香港的環保政策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係，從而審視並評價政府的相
關政策，及作出改善建議；或代入政治評論員的身份探討「 巴黎氣候協議 」對中
國、發展中國家及剛退出的美國之間的政治、經濟等產生的多邊影響，並以一篇時
事評論員文章作詳細分析 ，向讀者剖析當前形勢，預測未來數年國際間的相互對
策；甚至以特區政府發展局官員的角度作跨學科的探究，審視近年周邊國家因發展
所造成對環境、科技及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及轉變 ， 為香港尋求在綠色能
源、低碳經濟、環境治理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並為特區政府擬訂可持續發展
的政策，目標成為全球綠色城市的先驅。總的來說，要照顧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
需要，其實並不需要大費周章，教師只要就這類學生愛思考、愛尋根究底、好奇及
多主見的特質，在一般學習活動中作出一些小變動，就能夠設計出更合適的學習活
動了。

因材施教的資優教育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毛康權老師(教務主任及資優教育統籌)

        不同學校的教師都會面對學習多樣性的問題：有些學生強於閱讀文字，有些則善
於從分析數據、或從觀看視頻中學習，若教師以同一策略教授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
生，未必能夠切合他們不同的學習需要。因此本校嘗試利用電子教學，結合自主學習
和照顧學習多樣性等元素，期望能令各種能力和性向學生的學習，均能向前邁進。以
下是本校中五級通識教育科就有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課題所進行的學習活動，與各
位分享，互勵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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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排 教學理念 

學生課前預習電子教材藉以掌握基礎知識

及內容 

-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主動建構知識 

-  騰出課堂時間作更深入和互動的學習活動，培

養高層次思維技巧  

學生於課堂上按其選修科背景分成不同的

專家小組，探討議題中的不同層面，例如

「氣候峰會」交由選修地理科的同學作深

入討論 

-  可以讓學生活用選修科知識，從不同角度討論

議題，使討論內容更充實，並建立學生的學習

信心 

-  在混合能力班中讓不同性向的學生發揮所

長、互相增益 

教師按學生的表現分配深淺不同的角色，

參與「國際論壇」討論:  

-  例如馬爾代夫這些爭議較少的國家由

一般能力組別擔任； 

-  美國、中國等國家既想發展，又要承擔

可持續發展的責任，由於考慮因素較為

複雜，交由能力較高/資優的學生擔任 

-  分層課業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合適而具挑

戰的學習任務 

-  不同組別擔任不同角色，沒有標籤效應 

-  能力較高/資優的學生在同質組中可以互相切

磋，達致更高水平 

教師提供電子教材讓高能力/資優學生於

課後深入探討相關課題，例如氣候變化對

海洋生態環境的系統性影響 

-  進一步鞏固學生的自主學習動機 

-  讓願意作進深研究的學生加深及加廣所學，盡

量滿足其求知欲望，並發展其潛質 

 

        資優教育的目標不在拉近學生的差距，也不是要製造尖子而放棄普及教育的原
則，而是「因材施教」，運用資訊科技發展適異性教學策略，讓所有學生在同一議
題的基礎上，因應其不同的學習能力，接受適切的挑戰，一起努力向前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