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優課程的構思和推行歷程實例（二）：（抽離式） 

階段 過程 特色 遇到的困難 解決方法 
醖釀及 
構思 

¾ 學校的「創思活動小組」在本港

及國際性「創意思維活動大賽」

屢獲佳績，負責教師認為這些創

意解難活動可發展為一個創思培

訓課程，故與教統局資優教育組

仝工協作，設計及舉辦此課程，

以五節主題相關但形式不同的活

動，培育學生的創意、高層次思

維技巧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¾ 資優課程建

基於學校已有

的活動—從教

師的「已知」

範圍開始。 

¾ 教師對一些

概念（如資優

學生、創意思

維）認識有

限。 
¾ 在設計課程

時，教師較難

突破已有的

框框。 

¾ 參加培訓課

程。 
¾ 引入外援，

與專業團體

進行協作。 
¾ 參考他校經

驗。 

推行課程 ¾ 此抽離式課程的對象為中一至
中三級學生。 

¾ 甄選 
以考試成績及學生自 
我評估為準則，甄選自 
我評估較高的學生共 
四十七人，參加此課 
程。 

¾ 課程 
1. 第一、二課的學習內容以創意思
維活動為基礎，故教材取自「創

意思維大賽」的項目，讓學生體

驗創意解難的過程。 
2. 第三、四節為個人成長及團隊精
神，教學材料包括自我認識、設

計創意遊戲等。 
3. 第五節為歷奇活動。 
 

¾ 抽離式課程

所需的教師人

數較少，是「點

帶線」推行模

式中，較容易

開展的模式，

亦是較易入手

的試點。 

¾ 負責的教師

人數較少，在

安排活動及

帶領討論時

出現人手不

足的情況。 
¾ 抽離班學生

皆屬學校的

精英份子，故

參與較多校

內 外 的 活

動，無法出席

所有課程，以

致影響活動

的成效。 

¾ 初 期 可 以

「友情」形式

邀請個別教

師 客 串 參

與，待教師

「看見」成效

時，再在行政

上正式安排

其他教師加

入工作。 
¾ 課程開始時

請學生慎重

考慮課程的

內 容 和 要

求，作出抉擇

並承諾積極

參與課程。 
¾ 預留時間舉

行隆重的「啟

動」儀式，並

邀請校長、學

生 家 長 參

與，共同對課

程作出承諾

及協調時間。

¾ 對於經常缺

席的學生惟



有割愛，請他

們 暫 時 離

開，明年如有

同類課程時

再邀請他們

參加。 
反思及 
自我改善 

¾ 經檢討後，教師認為由於局限於

「創意思維活動」的即時解難活

動模式，故較少處理創意解難策

略，亦較少知識層面的討論，未

能照顧「學術型」學生的需要。

¾ 在個人成長及團隊協作方面，教

師認為中一至中三級的學生年齡

差距較大，建議中二及中三級學

生為較佳的組合模式。 
¾ 在甄選學生的準則方面，未能涵

蓋其他才能的學生，故建議不應

以學業成績為甄選的唯一考慮，

亦可用其他方法（如教師推薦），

來甄選學生。 

¾ 透過教師及

學生的評估反

思改善課程。

¾ 檢討時負責

教師可能要

面對其他人

（包括學生）

的批評。 
¾ 負責教師容

易受一、兩名

學生負面言

論及態度的

影響，或因

一、兩次不順

利的經驗推

論整個課程

的成效。 

¾ 引用多元化

及持續性評

估方法，全面

搜集課程的

成效資料，尤

須多留意學

生在日常學

習 時 的 表

現，客觀並從

多角度檢討

課程成效。 
¾ 邀請其他教

師或校內外

人士參與評

估。 
¾ 負責教師彼

此支持與鼓

勵。 
提升至 
校政層面 

¾ 教師向校政層面推廣此課程的

成果及經驗，經學校討論後，學

校將全面推行資優教育，成立「拔

尖保底委員會」，將資優教育推展

至校政層面。在課程方面，以「人

才庫」為理念推行資優課程，培

育能力較高的學生的創造力、思

維能力及協作精神。在當中積累

了一定的經驗後，再逐步擴大至

其他學科領域。 

¾ 配合學校的

長 遠 發 展 路

向，逐步將資

優課程提升至

校政層面，凝

聚更多力量。

¾ 校內其他教

師對資優課

程的認識不

多，在提升至

校 政 層 面

時，這些教師

會質疑全面

推展資優教

育的理據及

重要性。 

¾ 通過不同渠

道，讓校內教

師「認識」資

優教育及有

關課程的內

容： 
1. 利用校園電
子報告版、電

視、廣播、網

頁、海報等介

紹資優教育

活動及課程。

2. 在教師專業
發展 /培訓時



段，介紹資優

課程。 
推廣及 
發揚光大 

¾ 積累經驗後，學校在第二學年，

延續資優課程，發展學生潛能：

1. 建立「人才庫」以發掘人才；
2. 從不同的渠道甄選學生加入「人
才庫」，並讓他/她們參與以下課
程： 

. 學習技巧培訓課程 —— 訓
練學生的創造力、思維能力、個

人協作及團隊精神。加強理論部

分，使學習風格不同的學生均能

得益。 
. 一般性增潤課程 —— 學生
須透過參觀閱讀等活動，發掘自

己的興趣。 
. 專題研習 ——為使學生學以
致用，以鞏固所學，並從中建構

新知識。 

¾ 由根據課程

內容甄選學生

轉為因應學生

的能力設計課

程。 
¾ 多元化學生

甄選渠道。 
¾ 擴大專責小

組規模，讓校

內更多教師可

以參與其中。

¾ 教師人手增

加，但在資優

教育理念、處

理學生技巧

方面有差異。 

¾ 多舉行簡短

的工作匯報

和分享，統一

教師的步伐。

¾ 協作教學，

讓教師彼此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