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優課程的構思和推行歷程實例（三）： 

（混合式：全班式及抽離式兼備） 

階段 過程 特色 遇到的困難 解決方法 
醖釀及 
構思 

¾ 學校建校超過二十年，學生

成績優良，是區內一所著名學

校。在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

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時，學校

深感未能全面發揮學生在各

方面的能力和才華因此期望

透過發展各類「拔尖」課程，

讓學生盡展所長。其次，學校

需要回應課程改革的需求。 
¾ 校方認為創意教育是開展校

內課程改革的重要一步，故決

定透過推行創意教育，改變學

校的教與學模式，使學校能迎

接教育改革的挑戰。 
¾ 資優教育的理念，正配合學

校所需。因此，校本資優課程

的推行與學校課程發展路向

互相呼應。 

¾ 學校的教育

理念及課程

改 革 的 路

向，與資優教

育 理 念 相

符，為校本資

優教育的推

行締造環境。

¾ 學校以往未

有推行資優

教育的經驗。 
¾ 教師亦從未

接受創意教

育的培訓。 

¾ 在推行課程

改革時，學校

首先凝聚一

些感興趣，樂

於作新嘗試

的教師組成

小組。 
¾ 這些教師透

過 不 同 渠

道，例如參加

教統局的培

訓課程，對資

優教育有了

基本認識。 
¾ 他們認同資

優教育除培

育尖子學生

外，在學校日

常教學層面

滲 入 創 造

力、高層次思

維技巧、個人

及 社 交 能

力，一般學生

亦能因此得

益。 
 
 

推行課程 ¾ 在推行過程中，學校主要是

讓部分教師積累經驗，營造教

學文化。 
¾ 學校因應學生在學習上的需

要而設計的資優課程成為試

點。 

¾ 在考慮開辦

這 些 課 程

時，這些課程

對教師來說

並非全新事

物，而是有了

¾ 推行課程横

跨兩個主要

科目，而且涉

及「尖子」的

領導才能訓

練，如何使參

¾ 學校參與教

統局（前教育

署）的校本資

優 課 程 計

劃，期望透過

計 劃 的 協



¾ 經過反覆討論，教師認同需

先培訓尖子學生，發揮他們的

才能，故以 2A班為試點。由
於這班學生的能力較高，故教

師會在日常教學滲入資優教

育元素，其中又以創造力培訓

為主要項目。 
¾ 亦由於 2A班是尖子學生，學
校對他們的期望較高，他們將

會是學校未來的學生領袖，故

亦給予基本的領袖培訓，促進

他們成長，為學生會、社、學

會等儲才。 
¾ 推行的課程如下： 

a. 「非常小領袖訓練課程」
對象：2A全班學生 

b. 英文科—在日常課程中滲
入創意教學元素，提升創

造力 
對象：2A全班學生 

c. 中文科—在日常課程中滲
入創意教學元素，提升創

造力 
對象：2A全班學生 

d. 「多元才能」班 
對象：中二級十五名學生

 
 

一 定 的 認

識，或學校曾

舉辦類似的

課程，經教師

優化後，成為

校本資優課

程。 

與教師不覺

吃力？ 
助，使教師得

到 較 多 支

援，以推動資

優課程及活

動。 

反思及 
自我改善 

¾ 在推行過程中，學校會定期

檢討課程的成效。學校特別注

重檢討教師會否在推行過程

中感受到學生的成長，教師是

否亦感受到個人在專業發展

上的成長。 

¾ 學校有意積

累經驗，通過

教師經驗分

享等形式，將

這些經驗帶

給 其 他 教

師，營造資優

教學文化。 
 
 

¾ 透過經驗分

享，有其他教

師表示有興

趣參與推行

校本資優課

程，惟缺乏所

需技巧。 

¾ 校方邀請資

優教育組仝

工到校主持

教 師 工 作

坊，為新加入

推行課程的

教師提供培

訓。 



提升至 
校政層面 

¾ 學校在初步檢討時看到課程

的正面效果，有意將資優教育

提升至校政層面。 
¾ 為有系統地擴散推行過程中

所積累的經驗，學校推出「師

徒制」(mentorship)，由經驗豐
富的教師帶領有興趣嘗試的

教師，共同經歷設計及推行資

優課程的過程。 

¾ 開創教師間

的學習「師徒

制」 
(mentorship) 

 

¾ 推行「師徒

制」必須有

「夠份量」的

「師傅」及好

學 的 「 徒

弟」。再者，

「師徒」必須

合拍，故二人

任教的科目

要相近，工作

關係良好。要

找這樣的伙

伴並非易事。 

¾ 由於這是個

新構思，校方

最後決定先

跨出「一小

步」，僅有一

對師徒作試

點。 

推廣及 
發揚光大 

¾ 總結校本資優教育課程的經

驗，學校進一步肯定資優教育

和創意教學對學校未來發展

的重要性，認同須全力推動。

¾ 因此，學校將「創意教學」

列為重點課程路向，全面在各

科滲入創意教學元素。 
¾ 拔尖方面則着重領袖及思維

培訓，並由高年級學生帶領低

年級學生進行活動，並讓高年

級學生參與設計課程，以配合

學生的需要。 

¾ 繼續「拔尖」

¾ 加強培訓學

生的領導才

能 
¾ 全面推行創

意教學 

¾ 數學科教師

並不認同本

科所推行的

創 意 教 學

法。他們注重

學生的學業

成績，覺得推

行創意教學

不能提高學

生的數學科

成績。 

¾ 中、英文科

教師鼎力支

持在課堂中

滲入創意教

學元素，他們

發現學生因

此更投入學

習，整體學習

氣氛因而得

以提升。校方

可進一步透

過這些教師

的 正 面 經

驗，影響其他

科目的教師。

¾ 此外，還可

透過他校經

驗分享，改變

校內部分教

師 舊 有 觀

念，使他們(尤
其是數學科

教師 )能認同
校方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