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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異質分組進行創意戲劇活動，以發展
資優學生的多元學習潛能



學生背景

受教守禮
願意跟老師學習
口語表達能力不俗
有責任感
熟悉使用電子學習平台

社經地位低
缺乏自信
英語能力較遜
部分學習動機較低



1. 設計緣起
日期 施教學校/課題 我們的得著

2022年12月2日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中史﹕嘉年華--戰爭與改革(運用遊戲
化學習策略培育資優

• 異質分組
‧資優三元素(高層次思維
創造力、社交技巧)

‧分層課業

2022年12月21日 保良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社化﹕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 異質分組
• 自主學習
‧小錦囊



2. 教案設計

主題﹕透過異質分組進行創意戲劇活動，以發展資

優學生的多元學習潛能

科目﹕生活與社會 年級﹕中一

課題﹕香港的勞工市場(單元

14)

—就業困難的個人因素

課時﹕2課節(每節30分鐘)



2. 教案設計

教學目標 在完成課堂時，學生能夠﹕

● 知識﹕認識導致就業困難的個人因素

學歷、專業資格、工作技能、工作態度、

社經地位等等



2. 教案設計

教學目標 在完成課堂時，學生能夠﹕

● 技能（多元智能）：

語言智能（設計劇本、演繹）

邏輯智能（設計劇本）

人際關係智能（事前準備及演繹）

空間智能（道具創作）

身體動覺智能（演繹）

自省智能（作業）



2. 教案設計

教學目標 在完成課堂時，學生能夠﹕

● 態度﹕同理心(代入不同求職者的處境)

堅毅、勤勞(在求學時期努力裝備自己)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2021）教育局



2. 教案設計

學生前備知識 香港勞工市場的概況

● 勞工市場和失業率的定義

● 香港勞工市場和失業率的概況

● 影響失業率的社會因素



2. 教案設計

運用的適異性

教學策略

● 異質分組

(語文能力、演說能力、藝術能力、

學科能力)

- 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合適且不同的任務

- 讓其達到相同的學習目標

- 針對學生的能力及興趣

- 有助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2. 教案設計

課堂的

資優教育元素

● 資優三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技巧)

高層次思維技巧：慎思明辨能力

- 劇本創作：推論失業的原因與過程

創造力：擴散性思維能力

- 劇本創作和演繹：構想出大量意念，

如何豐富戲本，增添趣味突出失業的個人因素，

例如選角、劇本、道具使用、演繹方法等等，

精益求精，盡善盡美



2. 教案設計

課堂的

資優教育元素

● 資優三元素(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個人及社交技巧)

個人及社交技巧：

- 社交能力：同儕關係、社交技巧、領導才能、

溝通技巧、協作技巧

- 個人能力：自我認識、自我管理、研習技巧、

職業前途探討



2. 教案設計

運用的適異性教學

策略

● 自主學習

● 分層課業



3. 教學流程

課前準備﹕劇本創作

(三星期前)

1. 學生按不同能力分組，並以「小錦囊」形式抽出所負責的

「因素」及提示

2. 根據不同的就業困難的個人因素創作一段2-3分鐘的見工短

劇。



3. 教學流程(小錦囊示例)



3. 教學流程(劇本示例)



3. 教學流程

求職劇場

(30分鐘)

1. 每組同學輪流演出，由其他組別猜出他們所演的就業困難的個人

因素。

● 第一組﹕工作技能

● 第二組﹕學歷

● 第三組﹕專業資格

● 第四組﹕社經背景

● 第五組﹕工作態度



3. 教學流程

求職劇場

(30分鐘)

2. 每組演出結束後，同學填寫互評工作紙



3. 教學流程

課堂總結

(15分鐘)

1. 運用學習護照，總結就業困難的個人因素



3. 教學流程

課堂總結

(15分鐘)

1. 運用學習護照，總結就業困難的個人因素

同學可自行選擇以文字/概念圖/圖畫

形式紀錄「旅程經歷」



4. 專題研習(我有我夢想)



4. 專題研習(我有我夢想)



4. 專題研習(我有我夢想)



5. 檢討及持續發展

持續性 ● 配合未來公民、經濟與社會科課程發展

–2.4香港的經濟表現及人力資源

–香港的經濟起伏和產業發展對青年人就業帶來的

機遇和挑戰

通用性 ● 保留「劇本」，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作不同程度的參與

● 異質分組適合不同科目需要，配合合作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延展性 ● 專題研習與生涯規劃扣連，讓同學及早了解不同行業的需求

裝備自己。



6. 反思

● 資優教育與合作學習有何分別﹖

–課堂設計

–課堂提問回饋

–課後課業

● 大錦囊與小錦囊，如何誘導同學敢於挑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