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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課程支援分部資優教育組 

2022/23 學年資優教育學校網絡計劃 

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 

觀課活動——課後反思 

 

日    期：2023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地    點：民生書院小學（九龍城東寶庭道 8 號） 

課    題：跨越海峽的生命橋 

年    級：小六 （P.6B，31 人） 

時    間：上午 11 時 15 分至下午 1 時 25 分 

任教老師：民生書院小學 馮思敏老師 

 

一、引言 

感謝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何慧霞女士的指導，以及資優教育網絡

學校同工的寶貴意見，是次試教得以順利完成。 

 

以下將就是次試教能否達致學習目標、教學設計的亮點、不同能力學生的表

現、教學難點、施教和教材上的調整、改善及優化進行教學反思。 

 

二、能否達致學習目標 

是次教學設計頗能達致學習目標。 

 

知識層面方面，課前，通過全方位學習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觀看教育多媒體的中華經典名句動畫）及完成電子學習 Google form，以及課

中，通過閱讀中華經典名句的相關閱讀材料（釋義、生活應用及儒家思想），理

解中華經典名句（仁民愛物）的涵意。課後，透過活動選擇板的多元課業，進一

步考量學生是否真正理解中華經典名句的涵意。 

 

技能方面，課堂內透過鷹架式的分層工作紙，協助學生將中華經典名句引用

到演說中。在演繹、匯報和欣賞的過程中，讓學生體會引用中華經典名句豐富說

話內容的魅力。此外，鷹架式的分層工作紙有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扣住話題，圍繞

中心，有條理地進行個人短講。 

 

價值觀和態度方面，課後透過活動選擇板的多元課業，學生能設計電腦屏幕

圖案、寫感謝信、翻譯中華經典名句成英語並設計書籤、設計中華經典名句通訊

應用表情圖像等，或相贈他人，或展示於教室裡，以中華經典名句的成品互相勉

勵，培養對別人關懷觀念的美好品德。課堂內，師生通過引入影片（泰國感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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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問題探索，引導學生思考片段中主角的行為如何回應「課前預備」的格言，

如何體現中華文化中「仁民愛物」的品德價值。 

 

三、教學設計的亮點 

分層工作紙、挑戰題、小錦囊、專家小組增潤活動、靈活的分組方式、多元

課業（活動選擇板）、同儕互評和自評，以及課後延伸自學學習材料是本教學設

計的亮點。 

 

分層工作紙能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習需要，讓不同學生都能完成課業。同學獲

取不同中華經典名句的工作紙，各有任務，再在堂上匯報，令課堂內容加廣。 

 

分層工作紙分為閱讀材料工作紙及演說工作紙。 

 

資優/高能力學生的閱讀材料工作紙的內容更深更廣，附上儒家思想及其他

增潤名句古文，滿足資優/高能力學生愛接受挑戰及高求知慾的特質。 

 

此外，工作紙亦設有挑戰題，讓學生自由決定是否完成。資優/高能力學生亦

可透過小錦囊，進一步理解增潤古文的意思，更可掃描 QR code，回家上網繼續

自學，延展學習的樂趣。 

 

演說工作紙中，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工作紙難度最高，只提供樹狀分類思維導

圖。這為資優/高能力學生提供更大的自由度。讓他們從構思、寫稿、演繹完整地

完成，以滿足他們喜歡完成完整任務的心理需要。 

 

本教學設計的另一亮點是於課堂給予資優/高能力學生增潤活動。由於資優/

高能力學生做事迅捷，他們除了須在課堂完成閱讀材料工作紙外，還須完成專家

小組的任務。資優/高能力學生擔任專家小組，向同學解釋增潤名句的意思，並向

同學分析如何從個人、家庭、社會三個維度去實踐經典名句的涵意。這能提升資

優/高能力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從而讓他們感到滿足。 

 

同質分組及異質分組的有機契合亦是本教學設計的另一亮點。語文高能力的

同學以同質分組能讓程度、興趣、期望、目標及特質相近的學生聚在一起，共同

完成具挑戰性的項目，以獲取滿足感，更能滿足其學習需要。 

 

異質分組除了可以強帶弱進行學習外，更可令學生之間互助互學，提升彼此

的溝通能力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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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設計的第四個亮點是延伸多元課業——活動選擇板。學生完成核心任

務（上載 Padlet 演說練習）後，另須完成選擇板中其中兩項活動（寫感恩信、設

計電腦屏幕、翻譯中華經典名句成英文及設計書籤、臨摹中華經典名句書法、舊

曲新詞創作、Kahoot 遊戲設計、玩教育局中華經典自學平台的電子遊戲）以滿

足不同的多元智能特徵學生的需要。 

 

本教學設計的第五個亮點是課後延伸自學。教師提供有關「仁民愛物」這一

主題資料的連結及 QR code（網頁閱讀材料、動畫、書法欣賞），讓學生於課後

自行閱讀、欣賞或觀看，並鼓勵學生在 Google Classroom 分享感悟。這種提供

延伸自學資料的方式，能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同時滿足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求知

慾。資料包含文章、影片及書範，能滿足不同學生的興趣和需要。老師提供 QR 

code 作便利，一掃便知「天下事」，這可引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 

 

本教學設計的第六個亮點是同儕互評和自評。教師要求學生於課堂內以正向

的表達方式評鑑同學演說表演，這亦是學習如何勉勵他人、正向地接納自己的不

足（這對完美主義的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心理素質陶造有促進的作用）一種不錯

的方法。 

 

四、不同能力學生的表現 

因着分層工作紙的設計，學生能按能力和興趣完成所需課業，在合適的鷹架

和權責分配下，他們以「助人」演說(題目﹕「助人為樂」﹔輔以中華經典名句，

從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向同學介紹一些助人的方法)表現良好且投入。 

 

此外，多元課業活動選擇板，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自由多元智能選擇，讓他們

按興趣和能力自由選擇完成家課，完成家課的過程變得饒有趣味，學生也喜歡這

種自由選取課業的方式。 

 

在平日教師的訓練和指導下，不同能力的學生皆能以正向的語言點評同學的

演說演繹優點和宜改進的地方，使得課堂氣氛和諧及愉快。 

 

由於教師常規的薰陶，即使對朗誦沒有興趣的同學亦能對朗誦的同學投以專

注和欣賞的目光，顯出他們對他人和文化的尊重和肯定的修養。 

 

四、教學設計如何提升資優/高能力學生的能力 

本教學設計能提升資優/高能力學生的語文能力、創意及高層次思維能力。 

 

語文能力方面，由於資優/高能力學生須閱讀篇幅較長、內容較深的閱讀材

料，他們的語文閱讀的輸入的深度和廣度得以提升。此外，資優/高能力學生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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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完成演說講稿的寫作，寫作能力亦有所提升。通過演繹及欣賞、評鑑別人的

演説表現，其聽說能力也提升了。 

 

回答難度較高（含兩難的人生交叉點抉擇）的挑戰題對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創

意和高層次思維能力的發展有所裨益。透過樹狀分類思維導圖完成演說講稿也是

創意和高層次思維訓練不錯的手段。 

 

五、教學難點 

小六學生初發展邏輯思維，含議論成分的演說亦有一定難度，學生須多些練

習（配以日常訓練）才能鞏固演說技巧及撰寫演說稿的能力。然而，在教師的指

導和工作紙的鷹架下，學生是有能力將之完成的。 

 

六、調整、改善及優化 

 為使課堂更順利進行，在試教過程中在課堂設計、教學策略和學習資源三方

面稍作調整、改善﹔部分則可在下一次施教時作優化。 

 

課堂設計方面，由於本教學設計的內容比較豐富，故需要更多課時完成。（原

定兩節完成，現改為四節）教師另抽出兩節分別讓學生完成閱讀材料工作紙及演

說工作紙的討論，讓他們可以討論得更深入。 

 

結尾時，學生個人朗誦《溫暖永恆不滅》（配樂朗誦：姜濤《Dear my friend》 ）

作結，對朗誦有興趣的同學得以一展所長之餘，又能以自己的專長聲情並茂地感

動同學，以自己的「小善行」燃亮他人。 

 

個人朗誦原定的配樂為《一點燭光》，但教師考慮到學生應對姜濤的歌曲更

有興趣，故改用姜濤的《Dear my friend》。 

 

教師亦特意剪接「叱咤頒獎典禮」中姜濤的得獎感言（欲哭地對故人表達無

言的感激），以偶像的真情流露感動學生，讓學生感悟到「小善行」 能燃亮一

個人的生命，藉以鼓勵他們在生活中實踐「勿以善小而不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 

 

學生在椅子下抽出神秘的電子蠟燭，跟隨老師揮動唱歌，滿有驚喜，氣氛達

致高潮。這一提升學生興趣的活動，網絡計劃的同工們建議下次可放在課堂開首

或課堂中段進行。這有助推進課堂氣氛，使學生更活潑。此外，姜濤的朋友在姜

濤尚未成名、還是一個小胖子時給予的支持亦是「勿以善小而不為」一個很好的

情意教育探究。同工們建議下一次施教時可加以深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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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方面，教師原本讓中等能力和能力稍遜的學生，以異質分組的方式

（資優/高能力學生則採用同質分組的方式）完成分層工作紙。後來，教師考慮到

同質分組才可共同討論同一款工作紙，故將此部份改為三種能力均用同質分組進

行。而挑戰題的分享時，則保留中等及能力稍遜的進行異質分組分享的原定安排。 

 

學習資源方面，在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何慧霞女士的指導下，在

延伸自學中，教師最後提供了有關「仁民愛物」這一主題資料的連結及 QR code

（教育局網頁的閱讀材料、動畫、書法欣賞），讓學生於課後自行閱讀、欣賞或

觀看，並鼓勵學生在 Google Classroom 分享感悟。這種提供延伸自學資料的方

式，能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並滿足資優/高能力學生的求知慾。與此同時，亦能

善用教育局提供的學習資源，促進自學的可行性。 

 

為使互評表更易使用，下次使用時可加上「誰在評」和「誰在說」的字眼。 

 

此外，現時演說互評表和自評表的考量維度雖包含演說內容，但較則重於演

說技巧的評量。往後施教使用時若加上對演說結構及是否運用中華經典名句等，

將更相得益彰。 

 

七、總結 

整體而言，是次教學試教令人頗滿意。儘管當中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正如數

學上「圓」的概念——世上沒有絕對的「圓」，每件事也沒有完美。這種不完美，

正是我們繼續在教育研究路上努力探索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