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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校本資優教育

第一層推行模式



分享內容

照顧學生多樣性、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邱潔瑩校長01

自主學習（培養學生自學、提升思維能力）
潘淑君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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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學科分享
（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區俊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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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多樣性
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邱潔瑩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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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有尊嚴

❖每個孩子都可教導

❖每個孩子都可成功

學校信念



教育局聯同各大專院校的有關人士成立專家小組，
發展及推動專為培育特別資優學生而設的活動第3層

以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進行一般性
增 潤課程或專科或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第2層

第1層

A.在正規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
個人及社交能力等

B.在正規課堂按學生的特質實施分組教學、
增潤及延伸專門性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

A. 自主學習課堂
B. S2, S3 WPCL 全人成長
核心素養課程

例: STEAM課程
領袖才能訓練課程

例: 極光盃
科研創新比賽
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模式



21世紀全人成長核心素養課程
21st century Whole Person Core Literacy curriculum(WPCL)

• 安排在上午課堂時間表

• 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

• 延展自主學習的向度

•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S3 花藝設計課程
• 教授不同類型花材處理步驟、花藝設計原理和色彩學等花藝知識和技術

• 透過花墟遊覧和參觀香港花卉展覽等活動，學會採購的方法和欣賞大型團體作品

• 分享花藝師日常工作和各種專業花藝考試介紹，栽培學生成為未來花藝師

S2 咖啡沖調綜合課程
• 認識咖啡入門沖調技巧及拉花藝術

• 認識咖啡師日常工作及生涯分享

• 發揮學生創意、引發學習興趣、培養專注力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S3 非物質文化遺產（旗袍）

• 透過體驗式學習，加深學生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

• 文化及技藝的承傳

S3 FIG 創科產品製作
• 提升同學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活用IT課程所學的技能

• 以社企形式，在不同的活動展出成品

或慈善義賣等，把所學所做回饋社會



提升協作、創意及解難能力

S2及S3 機關王編程課程
• 透過拼砌智高積木、編寫程式及應用Micro:bit模組，應用科技與科學

• 參與「香港機關王競賽」



延伸專門性的課程

S3 媒體及資訊素養校園記者課程
• 學習資料搜集及整理、辨別資訊來源的可信性

• 學習新聞寫作、專題報道及人物專訪的技巧

• 參觀《明報》，與資深新聞工作者交流，

實地觀察傳媒運作



延伸專門性的課程

S3 中醫藥基礎課程
• 由浸會大學中醫學系講師親自教授

• 認識中醫藥基礎概念、診斷方法、經絡穴位及

四氣五味等知識

• 參觀浸會大學中醫學院



增潤課程、跨學科學習

S2 航空課程
• 學習航空相關知識
• 操作模擬飛行機
• 由專業機師教授



尖子培訓

S2 VR編程基礎(Cospaces)課程
• 學習網上VR/AR製作平台(Cospaces)的應用

• 從STEAM進階課堂上培育編程的尖子／資優學生



自主學習
培養學生自學、
提升思維能力

潘淑君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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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為基

以生為本

自主學習理念

洞察學生需要

照顧學習差異



自主學習發展里程

2000
2004-
2012

2012 –
現在

2020-
現在

學校成立
推動

自主學習
第一階段:
培養學生

反思及備課習慣

推行網上
教學

2021 –
現在

第二階段:
推行

「通達所學」
的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三大步驟

課後反思課前備課 課堂展示

給予空間進行小組討論
提供平台展示討論成果
加強師生及生生互動

照顧學習差異



總結檢測

多元展示

點撥回饋

學習目標

備課導入

協作學習

「自主學習」課堂設計

反思鞏固



教學策略

1. 運用思考慣性培養法(Thinking
Routines)，組織學生思維

2. 運用Talk Moves 教學策略，促進
課堂討論，幫助學生呈現思維，深化
所學
（自我提問、分層提問）



Talk Moves

在課堂活動或討論中，運用Talk 

moves提問及追問：

1. 分享、拓展及釐清思維

2. 支援學生深入思考／高層次思維及

推論

3. 鼓勵學生思考及建基於同儕意見



學生訓練

T E

M A

• 學生在組內各有不同角色 / 任務
• 提供組長及小組訓練，培訓組長的領導能力，
提升小組學習效能，發揮團隊互助的精神

月份 日期 內容 組長 全班
9 6/9 粉嶺救恩的一天 ★

10 4/10
11/10
23/10

板書訓練
溫習技巧
組長角色及職責

★

★

★

11 22/11
29/11

英文科學習策略
中文科學習策略

★

★
12 6/12 衝突處理 ★
1 17/1

24/1
數學科學習策略
通識科學習策略

★

★
2 28/2 匯報技巧 ★



展示分工：

時間: 3分鐘
同學M展示在i-board(小黑板)

同學T準備匯報

組別 展示題目

組1 3

組2 3

組3 4

組4 4

組5 5

組6 5

組7 5

組內分工:

同學T –組內匯報給同學E

同學E –給予同學T匯報的意見
同學A –給予同學M協助
同學M –將討論結果寫於i-board上

數學科例子 (學生任務、合作學習)

增強資優教育三大元素：學生的個人及社交能力



展示所學 (中一數學課題”比”)：

設 y為英文圖書的數量。

英文圖書的數量是90。

y + 72為中文圖書的數量 設英文圖書為5k, 中文圖書為9k。

9k – 5k = 72

4k = 72

k = 18

英文圖書的數量 = 5(18)

= 90

方法一 方法二

提供另一方法以照顧
能力較高的學生，
提升解難能力



延伸題:

潘老師年齡 = 7(5) = 35

林老師年齡 = 5(5) = 25

設潘老師現時年齡是7k, 林老師年齡是5k。

十年後, 潘老師年齡是7k + 10, 林老師年齡5k + 10 給予能力高學生挑戰，
提升思維能力，
以達至深度學習



課後學習﹕
反思：
如何應用『比』在日常生活解決問題? 

生活中還有哪些涉及『比』的問題? 試舉例說明。

備課：閱讀P.4.26 – 4.32, 完成導學案三 (Q1- 5)

功課：
練習14.2 程度一 (7, 8, 10, 11, 12, 13) 或

程度二 (14, 39, 40, 41)

S1 CH 14

給予學生選擇, 以照顧
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學科分享
(中國歷史科)

區俊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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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實踐：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A.在正規課程內加
入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和個人及社
交能力等

B.在正規課堂按學
生的特質實施分組
教學、增潤及延伸
專門性學習領域的
課程內容



學習目標

完成本課後，你應該能夠：

► A：尊重他人不同的歷史觀點

► S：評價歷史人物的施政

► K：認識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課題示例：漢武帝的文
治武功（中一級）
施教日期：2023年2月15日

快趣．講．文物
馬踏匈奴石雕：漢朝驃騎將軍，討伐匈奴名將霍去
病墓石刻，是留存至今的一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
型石雕作品，整件石雕高168釐米，長190釐米。



近年教育局推出《快趣．講．文物》學與教資源冊，配合老師
的教學，也可以提升同學的創造力、想像力及對史事的理解，
達致資優教育的效果。

與STEM科合作，學生
在STEAM課堂3D打印
技術列印跪射俑，整

合不同知識。

大克鼎，印證禮樂制度之可信性



組內共學：圍圈說

► 分享順序：T > E > A > M

►留心別人分享，聚焦分享者，尊重他人不同
的歷史觀點

► 完成後可整理自己的導學案

學習目標 A-S-K：

• A：尊重他人不同的歷史觀點

• S：評價歷史人物的施政

• K：認識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輪流分享，學生藉此調節所學，
提升個人及社交能力。



組間互學：點評（請T同學
負責匯報)

► 點評時回應以下各項

►同學的答案和你有何
相似之處？

►同學的答案有沒有可
以補充的地方？

►同學的答案有沒有令
你們懷疑的地方？

撰寫組別 點評組別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1
利用思考慣性（Thinking Routines）
進行組間互評，讓學生進行「通達所
學」的自主學習。



學科實踐：第一層校本全班式教學

A.在正規課程內加
入高層次思維技巧、
創造力和個人及社
交能力等

B.在正規課堂按學
生的特質實施分組
教學、增潤及延伸
專門性學習領域的
課程內容



導學：反思回饋 (導學案頁8)

1. 漢武帝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2. 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跟從五經博士學習（或相似意思），每年考試
一次，成績優異者可為官。

3. 漢代察舉制的標準為「孝順」、「廉潔」和「賢良方正」。(✓)

4. 漢武帝時規定統一使用五銖錢為貨幣。

5. 漢武帝時期的中國版圖遠遠超越秦朝。 (✓)

資優教育考量：根據學生回應，
給予適切的回應，以照顧學生

多樣性，增潤學習內容



導學：察舉制

► 博士弟子員跟隨五經博士學習

► 這個措施令你覺得深刻的一個地方？

► 有沒有甚麼疑惑？

► 你有沒有想了解更多的地方？

資優教育考量：根據學生備課
回應，增潤學習內容



自學沉澱：說明漢武帝的措施及其成就
挑戰題：同時評鑒其失敗

清晰引用史實加以說明措施，
例：張騫、「絲綢之路」

援引上一節內容，或就你個人所
知，指出該措施的「得」，可以
善用「因為……所以……」

挑戰題：可以按個人興趣及能
力進行分析

• T：自選
• E：置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
• A：察舉選士
• M：北伐匈奴

資優教育考量：設定挑戰題，給予選擇–「漢武帝之失」
~ 可以按個人興趣及能力進行分析



聆聽
Lecture

閱讀
Reading

聽與看
Audiovisual

示範 / 展示
Demonstration

小組討論 Discussion

實踐應用 Practise Doing

轉教他人 Teach others

………  5%

……… 10%

……… 20%

……… 30%

……… 50%

……… 75%

被
動

學
習

主
動

學
習

「自主學習」 成於共識



共學與互學：

► TE：一個你覺得當時老百姓最憂慮漢武帝的措施。

► AM：一個你覺得當時老百姓最欣賞漢武帝的措施。

►請用完整句子作答

►引用史實，要有「因為……所
以……」

可以參考導
學案剛才完
成的部分

延伸課堂內容，設定高階題目



自主學習對資優教育的考量

► 實踐以強帶弱

► 共同建構知識

► 延伸備課所學

► 展現自主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