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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註： 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中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及

團體的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代表及教育局人員。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   

 

面對廿一世紀的種種挑戰，香港需要大量具備多方面才能的優良人才，而人才

的培育就取決於學校教育。因此，為落實教育統籌委員會教育改革報告書《終

身學習‧全人發展》（2000）及課程發展議會
註

報告書《學會學習–課程發展

路向》（2001）所提出的各項建議，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

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於 2002 年出版，而課程改革亦

於 2002 年在小學全面推行。課程改革的大前提乃是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

學習經歷，除了在課堂裡學習知識外，他們更需要掌握學會學習的技能，並養

成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從而達到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教育目標。  

 

根據過去收集得來的意見，學校對《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所倡議的

中央課程，包括學習宗旨及課程框架，有很高的認同。今天，我們喜見一般小

學已積極回應課程改革，穩步發展校本課程。部分更與其他學校連結成跨校課

程發展團隊，凝聚專業力量，並善用資源，優化整體課程，百花齊放，值得肯

定。回顧十多年來的課程發展工作，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向小學的教育界同工，

致以深摯的謝意，他們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堅毅不懈，充分發揮了專業力量和

團隊精神，成功地培育不同潛能的學生，奠下全人發展的基礎。  

 

然而，自課程改革開始至今，我們身處的社會及世界已急遽轉變，例如，社會

價值觀愈趨多元化、日益重視與人合作及處理人際關係等能力、科技進一步融

入生活及學習之中、學生的背景趨向多元等。通過學校課程，我們希望培育年

青新一代不單單關心自身的福祉，更期望他們能夠具有國際視野，貢獻社會和

國家，放眼世界。我們曾承諾作十年計劃的檢視。期間，教育局曾進行多項不

同類型的調查研究，並於 2008 年為校長及教師印製課程改革中期報告，基於

此，課程發展議會接續開展了後期的基礎教育課程檢視工作，以「學會學習」

為主題的課程改革為出發點，從不同渠道廣泛吸納各持分者的意見，並借鑒國

際 及 本 地 教 育 研 究 結 果 ， 把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各 盡 所 能 ‧ 發 揮 所 長 》

（2002）中與小學課程相關的內容加以更新及增益，以切合社會最新的發展

和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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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建基於本地小學課程發展的實踐經驗和美好成果，課程改革的方向及建議得到

充分的肯定，我們鼓勵學校立足於現有的優勢，持續推行具校本特色的課程發

展。更新版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旨

在重申課程發展議會 2001 年發表的學校課程宗旨及課程架構，就整體課程規

畫、四個關鍵項目、學與教策略、資源及評估等範疇的持續發展提出建議，同

時提供更多有效學習、教學及評估的策略與示例，讓小學的課程領導及教師反

思及參考，協助學校進一步聚焦檢視學與教的過程與效能，深化課程改革的正

面影響，持續提升學習的質素。一如既往，教育局會繼續為學校提供教師專業

培訓課程、學與教資源和支援服務，以配合小學課程的最新發展。  

 

課程改革的成功，關鍵在於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支持，以及專業的小學同工一

直 與 我 們 合 作 無 間 。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小 一 至 小

六）》現已上載教育局網頁，供學校與公眾人士參閱。我們鼓勵學校繼續因應

校本需要、情況和優勢，適當採用本課程指引的建議，積極參與優化課程的工

作，群策群力，以貫徹學校課程宗旨及教育目標，為社會、國家培育未來棟樑

而努力。有別於過往向學校派發的印刷版的做法，網上版的課程指引將更方便

我們適時更新內容或示例，靈活運用，攜手與時並進，畢竟課程發展是一個持

續完善的過程。因此，寄望大家就發揮香港學校的優勢與配合學生的需要，提

出寶貴的專業意見，集思廣益，不斷優化課程。  

 

如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與本局聯絡（傳真號碼：3104 0542；電郵地址：

ccdokp@edb.gov.hk）。  

 

課程發展議會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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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發展方向–            

均衡發展 持續提升 
本 章 是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小 一 至 小 六 ） 》 的 其 中

一 章 ， 內 容 如 下 ：  

1.1 概 述  1 

1.2 本 章 目 的  1 

1.3 教 育 目 標 與 學 校 課 程 宗 旨  2 

1.4 轉 變 中 的 香 港 社 會  2 

1.5 總 結 課 程 改 革 的 經 驗  5 

 1.5.1 十 年 課 改 取 得 的 成 就 與 進 展  5 

 1.5.2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完 善 的 地 方  8 

1.6 學 校 課 程 的 定 位  12 

1.7 七 個 學 習 宗 旨  14 

1.8 主 導 原 則  15 

1.9 學 校 課 程  16 

 1.9.1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16 

 1.9.2 課 程 架 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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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述  

由 香 港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編 訂 的《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各 盡 所 能‧發 揮 所 長（ 小

一 至 中 三 ） 》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出 版 ， 而 課 程 改 革 亦 同 時 在 小 學 全 面 推 行 。 有

賴 教 育 界 各 方 同 心 協 力 ， 課 程 改 革 在 過 去 十 年 取 得 的 成 就 、 優 勢 和 經 驗 ，

已 為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的 持 續 發 展 奠 定 了 主 要 的 方 向 。  

 

然 而 ， 自 課 程 改 革 開 展 至 今 ， 我 們 身 處 的 社 會 及 世 界 已 急 速 轉 變 。 故 此 ，

建 基 於 學 校 積 累 的 發 展 成 果 和 經 驗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現 就 小 學 課 程 的 持 續 發

展 ， 更 新 及 增 益 相 關 指 引 的 內 容 和 建 議 ， 而 新 修 訂 的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小 一 至 小 六 ） 》 ， 將 包 括 更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示 例 ， 方 便 學 校 及 教 師 參 考 ，

以 配 合 社 會 的 發 展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  

 

1.2  本章目的  

 重 申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訂 定 的 教 育 目 標 與 學 校 課 程 宗 旨  

 探 討 轉 變 中 的 香 港 社 會 ， 檢 視 和 肯 定 課 程 改 革 以 來 取 得 的 成 就 與 優 勢  

 反 思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未 來 發 展 的 方 向 ， 從 而 進 一 步 深 化 或 完 善 小 學 課 程  

1 學校課程發展方向– 

均衡發展 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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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3  教育目標與學校課程宗旨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教 育 目 標  

「 讓 每 個 人 在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各 方 面 都 有 全 面 而 具 個 性 的 發 展 ， 能 夠

一 生 不 斷 自 學 、 思 考 、 探 索 、 創 新 和 應 變 ， 有 充 分 的 自 信 和 合 群 的 精 神 ，

願 意 為 社 會 的 繁 榮 、 進 步 、 自 由 和 民 主 不 斷 努 力 ， 為 國 家 和 世 界 的 前 途 作

出 貢 獻 。 」  

（ 引 自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2000 年 發 表 的 《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改 革 建 議 》）  

 

學 校 課 程 宗 旨  

「 學 校 課 程 應 為 所 有 學 生 提 供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重 要 經 驗，並 因 應 個 別 學 生

的 潛 能，使 能 在 德、智、體、群、美 五 育 均 有 全 面 的 發 展，成 為 積 極 主 動 、

富 責 任 感 的 公 民 ， 為 社 會 、 為 國 家 以 至 全 球 作 出 貢 獻 。  

為 了 裝 備 學 生 面 對 廿 一 世 紀 的 挑 戰，學 校 課 程 必 須 協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貫 徹 終 身 學 習 的 精 神，從 而 學 會 如 何 學 習；培 養 各 種 共 通 能

力 ， 以 便 獲 取 和 建 構 知 識 ， 奠 定 全 人 發 展 的 基 礎 。  

有 見 及 此 ， 廿 一 世 紀 的 優 質 學 校 課 程 ， 應 建 立 一 個 連 貫 而 靈 活 的 架 構 ， 務

求 能 夠 適 應 各 種 改 變 ， 以 及 照 顧 學 生 和 學 校 的 不 同 需 要 ， 從 而 釐 定 教 與 學

的 路 向 。 」  

（ 引 自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2001 年 發 表 的 《 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  

 

1.4  轉變中的香港社會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至 今 已 推 出 十 年 ， 在 這 期 間 ， 香 港 無 論 在 社 會 及 文

化 、 經 濟 、 政 治 或 環 境 保 育 方 面 ， 均 經 歷 了 不 少 轉 變 。 下 述 各 項 轉 變 ， 對

於 學 校 課 程 的 持 續 發 展 ， 確 實 帶 來 影 響 和 不 少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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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及 文 化 方 面  

 社 會 環 境  

 與 內 地 在 社 會 上 愈 趨 融 合 ， 同 時 亦 更 趨 國 際 化 。  

 社 會 價 值 觀 愈 趨 多 元 化 。  

 社 會 人 士 重 視 和 堅 持 維 護 法 治 精 神 。  

 社 會 渴 求 領 導 人 才 及 政 治 人 才 。  

 生 活 方 式  

 科 技 進 一 步 融 入 生 活 及 學 習 之 中 。  

 社 會 關 注 學 童 健 康 狀 況 與 生 活 習 慣 的 轉 變 1。  

 日 常 生 活 中 用 普 通 話 溝 通 漸 趨 普 遍 。  

 學 校 環 境  

 學 生 的 背 景 趨 向 多 元 2。  

 非 華 語 學 生、跨 境 學 童 3 和 新 來 港 學 童 的 人 數 增 加 4，且 居 住 地 域 分

佈 較 以 往 廣 5。  

 2009 年 的 中 學 教 學 語 言 微 調 政 策 促 使 小 學 加 強 英 語 教 學 。  

 學 生 學 習 中 國 語 文 受 到 俚 語 及 網 上 用 語 的 影 響 。  

 學 校 課 程 定 位 受 到 不 同 家 長 的 教 育 理 念、期 望 與 培 育 子 女 模 式 的 影

響 ， 例 如 ： 相 對 「 愉 快 學 習 」 ， 現 時 似 乎 愈 來 愈 多 家 長 認 同 「 贏 在

起 跑 線 」 。  

 

經 濟 方 面  

 經 濟 環 境  

 經 濟 持 續 受 到 全 球 經 濟 波 動 的 影 響 。  

 工 資 增 長 與 物 價 、 樓 價 差 距 很 大 ，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 。  

 與 內 地 經 濟 更 緊 密 發 展 和 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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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人 力 資 源  

 低 技 術 勞 工 的 需 求 急 劇 下 降 ， 對 專 業 及 高 級 管 理 人 才 需 求 大 增 6。  

 新 工 種 湧 現 帶 來 更 多 對 新 技 能 的 需 求 。  

 職 場 日 益 重 視 僱 員 的 溝 通 能 力 、 與 人 合 作 及 處 理 人 際 關 係 的 能 力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7 和 西 九 文 化 區 8 的 發 展 ， 增 加 對 具 備 文 化 、 藝 術 及

創 意 人 才 的 需 求 。  

 

政 治 方 面  

 市 民 愈 趨 積 極 關 心 和 參 與 政 治 。  

 市 民 的 政 治 取 向 多 樣 化 ， 對 於 各 社 會 議 題 也 存 在 截 然 不 同 的 聲 音 。   

 

環 境 保 育 方 面  

 「 可 持 續 發 展 」 成 為 被 廣 泛 接 受 的 觀 念 。  

 社 會 各 界 對 環 境 保 育 的 意 識 提 升 了 。  

 

 反 思 與 行 動  

 社 會 現 時 對 於 具 有 創 意 思 維 的 人 才 的 需 求 愈 來 愈 大，怎 樣 的 教 育 模 式

能 有 助 孕 育 這 類 人 才 ？  

 學 生 需 要 加 強 哪 些 方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以 應 付 社 會 的 最 新 轉 變 ？ 你 的 學

校 課 程 將 如 何 作 出 回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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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總結課程改革的經驗  

1.5.1 十 年 課 改 取 得 的 成 就 與 進 展  

香 港 社 會 一 向 對 教 育 非 常 重 視 ，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推 行 課 程 改 革 以 來 ：  

 社 會 人 士 對 提 升 教 育 質 素 的 期 望 殷 切 ， 十 分 關 注 教 育 議 題 。  

 校 長 和 教 師 致 力 推 動 課 程 改 革 措 施，也 為 改 進 課 程 及 學 與 教 策 略 作 出 了

不 少 貢 獻 。  

 家 長 更 重 視 學 校 教 育 ， 認 為 這 是 成 功 提 升 子 女 社 經 地 位 的 途 徑 。  

 政 府 在 教 育 方 面 投 放 了 大 量 資 源 。  

建 基 於 上 述 的 有 利 條 件 ， 香 港 在 過 去 十 年 的 課 程 改 革 中 ， 取 得 了 不 少 成 就

與 良 好 的 實 踐 經 驗 。  

 

1. 取 得 的 成 就  

香 港 學 生 在 多 項 國 際 調 查 研 究 中 取 得 優 異 成 績 ， 亦 有 報 告 指 出 香 港 的 教 育

制 度 大 有 改 進 （ 見 表 1.1）， 這 些 都 是 十 年 課 改 的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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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有 關 香 港 學 生 表 現 及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的 國 際 性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調 查 研 究 報 告  取 得 的 成 就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 

香 港 小 四 學 生 的 閱 讀 素 養 分 數 在 過 去 十 年 持 續

上 升，而 名 次 也 由 2001 年 排 名 僅 十 四，至 2006

年 大 幅 躍 至 第 二 位 ， 在 2011 年 更 榮 登 榜 首 。  

國 際 數 學 及 科 學 趨 勢 研

究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在 數 學 和 科 學 方 面 ， 香 港 小 四 學 生 在 2011 年 的

分 數 比 2007 年 的 下 跌 ， 但 仍 分 別 居 於 第 三 及 第

九 位 ； 中 二 學 生 在 這 兩 方 面 的 分 數 則 比 2007 年

的 上 升 ， 分 別 排 第 四 及 第 八 位 。  

國 際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計 畫

調 查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ICCS) 

2009 年 ， 香 港 中 二 ／ 中 三 學 生 在 公 民 教 育 與 素

養 方 面 的 知 識 表 現 排 行 在 首 五 名 內 。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在 2012 年 ， 香 港 15 歲 學 生 在 三 範 疇 的 評 估 較

上 屆 （ 2009） 的 排 名 更 進 一 步 ， 包 括 數 學 能 力

排 名 第 三 ， 而 母 語 閱 讀 能 力 及 科 學 能 力 則 分 別

跳 升 兩 位 及 一 位 至 全 球 第 二 。 報 告 指 出 ， 香 港

學 生 的 表 現 較 少 受 家 庭 社 經 背 景 影 響 ， 而 本 港

學 校 間 的 成 績 差 異 收 窄 9，反 映 香 港 基 礎 教 育 朝

向 優 化 而 均 等 方 向 發 展 。  

麥 健 時 公 司 (Mckinsey 

& Company)的 國 際 研

究 報 告 － How the world’s 

most improved school 

systems keep getting better 

2010 年 的 報 告 指 出 ， 香 港 學 校 制 度 持 續 進 步 ，

是 全 球 二 十 個 進 步 最 快 的 地 區 之 一，亦 是 由「 良

好 」 提 升 至 「 優 良 」 的 四 個 地 區 10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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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良 好 的 進 展  

除 了 學 生 在 國 際 調 查 研 究 中 有 驕 人 的 表 現 ， 課 程 改 革 取 得 的 另 一 成 就 ， 是

學 校 領 導 與 教 師 團 隊 對 於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的 認 同 ， 以 及 教 學 觀 念 上 的 轉 變 ，

現 時 學 校 積 累 了 不 少 實 踐 經 驗 ， 有 助 進 一 步 推 動 課 程 發 展 。 從 蒐 集 得 來 的

數 據 和 顯 證，十 年 課 改 的 主 要 進 展，以 及 為 學 校 帶 來 的 正 面 影 響 如 下 表 1.2

所 示 。  

表 1.2  學 校 在 十 年 課 改 中 的 主 要 進 展  

主 要 進 展  正 面 影 響  

課 程 觀 念

的 轉 變  

 學 校 課 程 更 關 注 學 生 在 知 識 、 能 力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均 衡 發

展 的 需 要 ， 以 學 生 學 習 為 中 心 。  

 學 校 透 過 推 動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11 及 優 先 發 展 的 三 種 共 通 能 力
1 2， 促 進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 。  

 學 校 積 極 推 動 跨 課 程 學 習 ， 也 更 關 注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  

學 校 課 程

宗 旨 的 落

實  

 學 校 普 遍 認 同 學 校 課 程 宗 旨，亦 積 極 透 過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經 歷 ，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 達 到 全 人 發 展 。

 很 多 學 校 發 展 了 創 新 的 校 本 課 程、學 與 教 策 略 及 支 援 學 習

的 措 施 ， 也 積 極 建 立 健 康 校 園 ， 以 照 顧 學 生 成 長 的 需 要 。

學 與 教 範

式 的 轉 移  

 學 習 不 再 局 限 於 課 室 之 內 ， 學 生 有 更 多 走 出 課 室 進 行 研

習 、 考 察 和 探 訪 服 務 的 機 會 。  

 教 師 更 注 重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參 與 學 習 ， 例 如 ， 在 課 堂 加 入

較 多 探 究 及 同 儕 學 習 活 動，正 正 體 現 了 從 教 師 主 導 轉 移 向

以 學 生 為 本 的 學 與 教 範 式 。  

評 估 文 化

的 轉 變  

 除 了 考 試 、 測 驗 等 總 結 性 評 估 ， 教 師 也 經 常 運 用 進 展 性 評

估 ， 以 回 饋 學 與 教 。  

課 程 領 導

和 教 師 團

隊 文 化 的

建 立  

 校 長 ／ 副 校 長 的 領 導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的 整 體 規 畫 、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 的 統 籌 ， 以 及 教 師 的 積 極 參 與 ， 均 有 利

於 落 實 課 程 改 革 。  

 教 師 已 改 變 以 往 單 打 獨 鬥 的 教 學 模 式，透 過 恆 常 的 共 同 備

課 、 同 儕 觀 課 ， 以 及 跨 校 協 作 和 交 流 活 動 ， 強 化 了 教 師 專

業 團 隊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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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完 善 的 地 方  

雖 然 學 校 在 課 改 中 積 累 不 少 成 果 和 經 驗 ， 但 仍 可 建 基 優 勢 ， 在 以 下 方 面 再

提 升 或 完 善 ， 進 一 步 落 實 課 程 改 革 的 要 求 ， 以 達 到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發 展 。  

1. 學 生 身 心 的 均 衡 發 展  

 培 養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以 促 進 學 生 成 長 － 學 校 普 遍 積 極 支 持 「 健 康 校 園 」

政 策 ， 可 加 強 有 關 學 習 經 歷 ， 致 力 協 助 學 生 養 成 健 康 和 均 衡 的 生 活 習

慣，包 括 作 息 有 序、適 量 運 動、均 衡 飲 食、學 會 自 理、保 持 個 人 衞 生 及

心 理 健 康 等 等 。  

 提 供 適 當 的 空 間 以 助 發 展 學 生 潛 能 － 學 生 在 課 餘 參 與 不 同 的 課 程 和 活

動，可 發 展 多 元 潛 能。不 過，過 量 課 程 和 活 動 會 減 少 學 生 的 休 息 和 遊 戲

時 間，並 窒 礙 他 們 發 展 個 人 興 趣 及 潛 能。此 外，如 果 學 生 從 小 就 習 慣 被

動 地 聽 命 於 別 人 的 安 排，他 們 的 個 性 與 潛 能 的 發 展 也 可 能 會 受 到 局 限 。

因 此 ， 學 校 應 確 保 學 生 有 充 足 的 空 間 遊 戲 、 休 息 和 發 展 興 趣 。    

 

2. 切 合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 教 、 評  

 知 識、技 能、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應 三 者 並 重 － 學 生 除 了 要 求 取 知 識、發 展 學

習 技 能 外，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也 非 常 重 要。學 校 應 避 免 課 程 傾 向

知 識 主 導 ， 而 應 加 大 力 度 發 展 學 生 共 通 能 力 及 培 養 其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方

面 ， 協 助 學 生 達 到 均 衡 發 展 。  

 發 展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在 學 習 過 程 中，教 師 的 指 導 固 然 重 要，但 同

時 可 提 供 機 會 與 空 間 讓 學 生 自 行 探 究，並 與 同 儕 共 同 建 構 知 識，從 而 鼓

勵 學 生 主 動 參 與 ， 發 展 獨 立 和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學 與 教 策 略 要 切 合 學 習 目 的 － 教 師 對 於 運 用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並 不

陌 生，惟 應 擬 訂 明 確、清 晰 的 學 習 目 的，而 運 用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則 須 以 達

成 學 習 目 的 為 依 歸 ， 使 「 學 、 教 、 評 」 整 個 過 程 更 聚 焦 。  

 運 用 多 元 評 估 策 略 以 提 供 適 時 及 適 切 的 回 饋 － 學 校 運 用 測 驗 及 考 試 來

展 示 學 生 在 某 階 段 的 學 習 成 果 基 本 上 已 駕 輕 就 熟，惟 須 注 意 過 多 或 過 深

的 測 考 會 增 加 學 生 的 壓 力，使 他 們 失 去 學 習 興 趣。除 了 總 結 性 及 進 展 性

評 估，學 校 應 加 強 發 展 其 他 評 估 策 略 及 善 用 評 估 資 料，為 學 生 和 教 師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提 供 適 時 及 適 切 的 回 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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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每 個 學 生 都 是 獨 立 與 獨 特 的 個 體 ， 在 不 同 範 疇 如 個 性 、 興 趣 、 學 習 動 機 、

能 力 、 學 習 風 格 及 社 經 背 景 等 ， 均 各 具 特 性 。 雖 則 這 樣 為 課 程 規 畫 和 學 與

教 方 面 帶 來 不 少 挑 戰 ， 但 其 實 也 可 視 作 促 進 協 作 能 力 及 學 習 資 源 的 有 利 條

件 。 如 教 師 可 善 用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鼓 勵 他 們 協 作 互 動 、 彼 此 學 習 。「 三 人 行

必 有 我 師 」， 多 樣 性 也 可 以 讓 學 習 經 歷 更 多 元 化 及 更 豐 富 。  

 

 反 思 與 行 動  

以 下 描 述 的 觀 點 ， 你 是 否 認 同 ？  

有 教 無 類  

有 些 教 師 孜 孜 不 倦 地 教 導 被 標 籤 為 無 心 向 學 的 學 生 。 在 他 們 的 信 念

裏 ， 沒 有 一 位 學 生 可 以 被 放 棄 。 他 們 認 為 學 生 還 小 ， 太 早 對 他 們 的 成

敗 好 壞 下 定 論 是 不 公 平 的 ， 把 學 生 放 棄 更 是 形 同 糟 蹋 學 生 的 未 來 。  

 

他 們 深 信 每 一 位 學 生 都 是 充 滿 潛 能 的 ， 並 認 為 讓 學 生 得 到 適 切 的 發 展

是 教 師 的 責 任 。 他 們 對 學 生 永 遠 懷 着 希 望 ， 耐 心 地 等 待 學 生 醒 覺 、 成

長 ， 縱 然 只 有 少 數 學 生 能 不 負 期 望 ， 學 有 所 成 。  

 

這 些 教 師 常 常 是 學 生 一 生 中 最 感 激 和 最 難 忘 的 人 ， 他 們 不 一 定 能 改 變

學 生 的 命 運 ， 但 卻 讓 這 些 學 生 感 到 在 校 園 裏 甚 至 人 世 間 仍 有 溫 暖 。 他

們 堅 守 「 不 放 棄 每 位 學 生 」 的 信 念 ， 值 得 每 一 位 教 師 借 鏡 。  

 

 

4. 理 順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現 時 大 部 分 學 校 已 十 分 重 視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問 題 ， 並 致 力 推 行 校 本 適 應

措 施 。 要 理 順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 學 校 仍 要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及 成 長 需 要 ，

進 一 步 檢 視 和 調 適 在 不 同 層 面 ， 如 ： 課 程 內 容 、 學 習 環 境 、 學 習 模 式 、 常

規 ， 以 至 發 展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等 銜 接 策 略 。  



學校課程發展方向－均衡發展 持續提升 

 10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5. 強 化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及 建 立 學 習 社 群  

面 對 社 會 急 速 轉 變 ， 教 師 可 繼 續 透 過 同 儕 協 作 交 流 、 實 踐 及 反 思 ， 強 化 個

人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 並 積 極 參 與 校 內 ， 以 至 跨 校 性 的 學 習 社 群 ， 共 同 提 升

教 師 專 業 水 平 。  

    

教 師 可 運 用 表 1.3，針 對 學 校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完 善 的 地 方，檢 討 自 己 的 信

念 及 學 校 現 行 做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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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學 校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完 善 地 方 的 檢 討 表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完 善 的 地 方  我 的 信 念  現 時 的 做 法  

1. 學 生 身 心 的 均 衡 發 展  
 培 養 健 康 的 生 活 習 慣 以 促 進 學 生

成 長  

 提 供 適 當 的 空 間 以 助 發 展 學 生 潛

能  

例 子 ： 我 同 意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是

重 要 的 。  

例 子 ： 我 的 學 校 響

應 了 衞 生 署 的 呼

籲 ， 在 上 課 時 間 表

多 加 了 體 育 與 活 動

的 時 間 。  

2. 切 合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的 學、教、評  

 知 識、技 能、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應 三 者

並 重  

 發 展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學 與 教 策 略 要 切 合 學 習 目 的  

 運 用 多 元 評 估 策 略 以 提 供 適 時 及

適 切 的 回 饋  

  

3.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4. 理 順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5. 強 化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及 建 立 學 習 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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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和 你 在 這 十 年 間 取 得 了 甚 麼 成 就 ？ 實 踐 過 程 中 曾 面 對 甚 麼

挑 戰 ？  

 你 的 學 校 應 怎 樣 進 一 步 完 善 以 回 應 上 述 挑 戰 ？  

 

 

1.6  學校課程的定位  

1. 教 育 原 則  

 延 續 不 變 的 教 育 信 念 ， 例 如 ：  

 所 有 學 生 都 有 能 力 學 習 ；  

 所 有 學 生 都 有 獲 得 廣 泛 學 習 經 歷 的 權 利，以 符 合 個 人 的 不 同 興 趣 與

能 力 ，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  

 終 身 學 習 以 推 動 個 人 持 續 發 展 。  

 

 仔 細 考 慮 影 響 課 程 發 展 的 四 個 教 育 觀 念 － 學 校 發 展 課 程 時，通 常 會 受 到

以 下 四 個 教 育 觀 念 影 響 1 5：  

 社 會 及 經 濟 效 率 16 

 以 兒 童 為 中 心 1 7 

 學 術 理 性 主 義 1 8 

 社 會 重 建 主 義 1 9 

這 四 個 觀 念 各 自 有 其 假 設 、 取 向 、 觀 點 及 價 值 觀 ， 學 校 應 仔 細 考 慮 這 四

個 觀 念 在 課 程 發 展 的 位 置 及 值 得 採 納 的 地 方，避 免 局 限 於 某 一 個 教 育 觀

念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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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 基 於 香 港 的 特 色 與 優 勢  

 香 港 的 獨 特 情 境  

 香 港 社 會 深 受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與 價 值 觀 影 響 ， 同 時 受 惠 於 歷 史 發

展 ， 與 西 方 文 化 亦 得 以 交 流 。 此 外 ， 香 港 既 是 一 個 國 際 化 城 市 ，

同 時 與 內 地 關 係 密 切 。  

 學 校 課 程 應 建 基 於 這 個 獨 特 的 情 境 ， 融 合 中 西 文 化 之 長 ， 即 既 要

具 備 以 人 為 本 、 以 品 德 教 育 為 優 先 、 重 視 求 知 求 學 的 中 國 傳 統 教

育 精 神 ， 也 要 接 納 西 方 開 放 的 思 維 、 勇 於 開 拓 的 精 神 及 放 眼 世 界

的 視 野 ， 讓 學 生 中 西 兼 擅 ， 承 傳 香 港 獨 有 傳 統 ， 發 揮 文 化 共 融 帶

來 的 力 量 。  

 社 會 的 多 元 化 與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香 港 有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人 在 這 裏 居 住 、 工 作 和 讀 書 ， 這 為 香 港 帶

來 不 同 的 文 化 特 色 、 觀 點 和 國 際 視 野 。 香 港 社 會 男 女 平 等 的 情 況

比 一 些 亞 洲 國 家 好 ， 社 會 風 氣 也 相 對 較 自 由 、 開 放 ， 這 些 都 使 香

港 社 會 愈 趨 多 元 化 。 多 元 化 是 提 升 創 造 力 的 有 利 條 件 20， 因 此 教

師 可 就 地 取 材 ， 培 育 學 生 創 造 力 的 特 質 和 正 面 的 態 度 ， 如 寬 廣 的

視 野 、 與 別 人 達 至 和 而 不 同 及 求 同 存 異 的 胸 襟 和 能 力 、 開 放 及 包

容 的 氣 度 ， 以 及 欣 賞 、 尊 重 和 接 納 別 人 的 態 度 。  

 香 港 大 部 分 學 校 擁 有 多 元 的 學 生 群 體 ， 學 生 來 自 不 同 社 會 階 層 和

背 景 。 他 們 的 不 同 個 性 、 興 趣 、 能 力 、 學 習 風 格 、 社 經 背 景 及 文

化 等 ， 為 學 習 帶 來 多 樣 化 的 知 識 、 觀 點 和 經 驗 ， 是 寶 貴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也 是 發 展 學 生 創 造 力 的 沃 土 。  

 如 果 社 會 的 多 元 化 與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能 夠 善 加 運 用 ， 則 學 習 會 更 豐

富 ， 對 學 生 將 來 立 足 及 生 活 在 一 個 更 多 元 和 更 流 動 的 社 會 有 很 大

的 好 處 。  

     

3. 「 前 瞻 五 十 年 」  

學 校 課 程 － 方 面 要 滿 足 學 生 當 下 的 種 種 需 要 ， 另 一 面 也 要 為 學 生 未 來 在 學

習 、 工 作 、 生 活 上 的 需 要 奠 下 良 好 的 基 礎 。 不 過 ， 社 會 急 劇 變 化 ， 沒 有 人

能 預 知 未 來 社 會 的 模 樣 ， 要 預 示 未 來 社 會 對 現 在 學 生 的 要 求 更 幾 乎 不 可

能 。 因 此 ， 培 養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 ， 讓 他 們 在 瞬 息 萬 變 的 社 會 中 能 應 付

自 如 ， 是 學 校 課 程 的 一 個 重 要 定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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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七個學習宗旨  

基 於 社 會 的 轉 變 ， 以 及 過 去 十 年 在 學 校 和 學 習 領 域 層 面 取 得 的 課 程 改 革 經

驗 ， 小 學 學 習 宗 旨 的 重 點 應 聚 焦 在 進 一 步 推 動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上 ， 包 括 提

升 學 生 兩 文 三 語 和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發 展 多 元 潛 能 ， 以 及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以 下 為 新 修 訂 的 學 習 宗 旨 ， 期 望 學 生 完 成 小 學 教 育 後 ， 能 夠 ：  

1. 懂 得 分 辨 是 非 善 惡 ， 能 適 切 地 履 行 自 己 在 家 庭 、 社 會 和 國 家 所 擔 當 的 責

任 ， 並 對 多 元 的 價 值 觀 ， 展 現 接 納 與 寬 容 ；  

2. 認 識 自 己 的 國 民 身 份 ， 並 懂 得 關 心 社 會 、 國 家 和 世 界 ， 成 為 負 責 任 的 公

民 ；  

3. 養 成 廣 泛 閱 讀 的 興 趣 和 主 動 閱 讀 的 習 慣 ；  

4. 積 極 主 動 地 以 兩 文 三 語 與 人 溝 通 ；  

5. 發 展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特 別 是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 ；  

6. 透 過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掌 握 相 關 的 基 礎 知 識，為 升 讀 中 學 作 好 準 備； 

7.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培 養 對 體 藝 活 動 的 興 趣 和 基 本 鑑 賞 能 力 。  

 

圖 1.1  七 個 學 習 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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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導原則  

中 央 課 程 及 校 本 課 程 調 適 ， 應 建 基 於 以 下 八 項 主 導 原 則 ：  

主 導 原 則  我 的 學 校 實 施 情 況 的 反 思  

1. 課 程 發 展 的 大 前 提 是 要 幫 助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2. 所 有 學 生 都 有 能 力 學 習，應 享

有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以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例 子：我 同 意「 天 生 我 才 必 有 用 」。我

比 較 重 視 學 生 在 智 能 方 面 的 發 展 ， 以

及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方 面 的 培 養 ， 但 對

體 藝 方 面 比 較 忽 略 。  

3. 課 程 發 展 應 以 學 生 為 本，以 學

生 成 長 和 學 習 的 最 大 效 益 作

考 慮 ； 並 須 在 學 習 、 教 學 及 評

估 三 方 面 ， 採 取 多 樣 化 的 策

略 ， 以 切 合 學 生 的 不 同 個 性 、

需 要 和 興 趣  

 

4. 課 程 發 展 的 策 略，須 建 基 於 學

生 、 教 師 、 學 校 和 整 體 環 境 的

優 勢 上  

 

5. 校 本 課 程 須 兼 顧 與 平 衡 不 同

的 觀 點 和 關 注，並 配 合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及 評 估 策 略  

 

6. 只 要 符 合 中 央 課 程 的 要 求，學

校 可 有 彈 性 地 制 訂 校 本 課

程 ， 以 切 合 學 生 的 需 要  

 

7. 課 程 發 展 是 持 續 不 斷 的 改 進

過 程，目 的 是 幫 助 學 生 學 得 更

好  

 

8. 思 想 積 極 、 堅 毅 不 拔 、 珍 視 小

成 、 包 容 殊 異 ， 都 是 確 保 課 程

持 續 發 展 和 改 進 的 重 要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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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學校課程   

1.9.1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課 程 是 學 生 從 學 校 獲 得 的 整 體 學 習 經 歷。所 有 學 生 均 應 享 有 以 下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 以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智 能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體 藝 發 展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2 1 

 

1.9.2  課 程 架 構  

課 程 架 構 由 三 個 互 有 關 連 的 部 分 組 成 ： 1.學 習 領 域 ； 2.共 通 能 力 ； 3.價 值

觀 和 態 度。這 個 開 放 的 課 程 架 構，可 讓 學 校 以 不 同 進 程 組 織 學 習 經 歷、調

節 學 習 內 容 的 廣 度 和 深 度，以 及 靈 活 地 採 用 不 同 的 學 習 策 略 和 方 式，以 獲

得 最 大 的 教 學 效 益 。  

圖 1.2 組 成 課 程 架 構 的 三 大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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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數 學 教 育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科 學 教 育   

 科 技 教 育   

 藝 術 教 育   

 體 育  

 

2. 九 種 共 通 能 力  

共 通 能 力 是 學 習 的 基 礎，能 幫 助 學 生 學 得 更 好。通 過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學 與 教，可 以 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這 些 能 力 還 可 以 遷 移 到 其 他 學 習 情

境 中 使 用 。 九 種 共 通 能 力 是 ：  

 協 作 能 力  

 溝 通 能 力  

 創 造 力  

 批 判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運 算 能 力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研 習 能 力  

 

小 學 常 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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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價 值 觀 是 學 生 應 發 展 的 外 顯 或 內 在 的 信 念，是 行 為 和 決 策 的 準 則，而 態 度

則 是 把 工 作 做 好 所 需 的 個 人 特 質。有 關「 建 議 納 入 學 校 課 程 內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參 閱 附 錄 一 。  

 

 

圖 1.3 香 港 學 校 課 程 總 覽  

學 校 利 用 上 述 的 課 程 架 構 來 規 畫 和 組 織 學 校 課 程 時，應 確 保 已 包 括 中 國

歷 史 及 文 化 作 為 主 要 的 學 習 元 素，並 以 中 文 作 為 學 習 中 國 歷 史 及 文 化 的

教 學 語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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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校課程發展方向  

過 去 十 年 ， 各 學 校 會 因 應 校 本 情 況 ， 規 畫 不 一 樣 的 課 程 發 展 焦 點 和 步 伐 ，

也 取 得 不 同 的 進 展 。 在 部 署 下 一 階 段 的 整 體 課 程 發 展 之 前 ， 學 校 應 全 面 檢

視 課 程 實 施 的 成 效，以 助 重 新 規 畫 校 本 發 展 方 向 與 策 略－就 已 取 得 顯 著 成

效 的 地 方 ， 可 持 續 深 化 ； 至 於 進 展 尚 未 理 想 的 地 方 ， 則 要 聚 焦 完 善 。 學 校

在 訂 定 未 來 的 發 展 方 向 時 ， 可 參 考 以 下 建 議 ：  

 

1. 為 學 生 創 造 空 間 ， 以 達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的 教 育 目 標  

 小 學 階 段 是 開 發 孩 子 潛 能 的 重 要 時 期 。 學 校 在 提 升 學 生 智 能 表 現 的 同

時 ，亦 應 適 當 地 兼 顧 他 們 在 德、體、群、美 等 不 同 方 面 的 發 展，使 身 心

得 到 均 衡 發 展 ， 以 貫 徹 教 育 目 標 。  

 透 過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加 強 價 值 教 育，有 助 提 高 學 生 對 事 物 的 判 斷 能 力，使

他 們 日 後 在 不 同 的 成 長 階 段 中，當 遇 上 個 人 或 社 會 層 面 的 價 值 衝 突 時 ，

仍 能 抱 持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作 出 合 情 合 理 的 判 斷 ， 明 辨 是 非 。  

 因 應 現 代 生 活 方 式 的 轉 變 ， 擁 有 強 健 體 魄 ， 對 學 生 的 健 康 成 長 同 樣 重

要。因 此，學 生 在 小 學 階 段 便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去 建 立 均 衡 而 健 康 的 生

活 習 慣 。  

 

2. 培 育 學 生 的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包 括 九 種 共 通 能 力 及 反 思 能 力 等。課 程 改 革 推 展 至 今 ，

學 校 已 優 先 發 展 學 生 三 種 共 通 能 力－溝 通 能 力、創 造 力 及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成 效 漸 見 。  

 要 作 好 準 備 適 應 中 學 階 段 的 學 習 和 成 長，宜 在 小 學 階 段 着 力 培 養 學 生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同 時 繼 續 推 動 溝 通 能 力、創 造 力 及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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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管 理 能 力 與 協 作 能 力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與 協 作 能 力 是 自 主 學 習 的 重 要 元 素。加 強 學 生 自 律 和 自 我 管

理 的 能 力，能 提 升 他 們 的 自 尊 感、自 信 心 及 獨 立 思 考 的 能 力，從 而 願 意 接

受 挑 戰 及 追 求 卓 越，為 成 長 發 展 和 學 習 帶 來 正 面 的 影 響。因 此，學 校 應 着

意 培 養 學 生 自 律 和 自 我 管 理 的 習 慣，例 如，計 畫 自 己 學 習 和 活 動 的 優 先 次

序，懂 得 管 理 自 己 的 時 間，專 注 地 完 成 重 要 的 事 情，以 及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而

適 當 調 節 進 度 或 時 間 分 配。學 生 也 應 學 會 自 我 檢 討 和 反 思，為 自 己 的 學 習

及 言 行 負 責 任 。  

有 學 者 指 出，與 人 協 作 是 提 升 創 造 力、領 導 力 及 企 業 家 精 神 的 關 鍵 22。因

此，學 校 課 程 應 提 供 更 多 機 會，讓 學 生 透 過 同 儕 交 流 及 互 動 協 作，學 習 積

極 參 與、溝 通、分 享 及 貢 獻。在 學 習 過 程 中，可 提 示 學 生 抱 持 開 放 的 態 度 ，

接 納 多 樣 化 的 觀 點 ， 學 習 尊 重 和 欣 賞 別 人 ， 支 持 及 關 懷 同 儕 。  

 

3. 進 一 步 加 強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以 更 好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學 校 在 訂 立 課 程 目 標 、 設 計 校 本 課 程 、 制 定 實 施 策 略 及 進 行 課 程 評 鑑 等 方

面 ， 已 能 作 出 全 盤 考 慮 並 具 體 掌 握 。 學 校 可 就 以 下 方 面 深 化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規 畫 課 程 時 ， 注 意 課 程 內 容 在 知 識 、 技 能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方 面 的 均 衡 發

展 。  

 深 化 課 程 監 察 及 評 估 策 略 ， 以 更 好 地 為 課 程 規 畫 及 實 施 提 供 回 饋 ， 這 亦

有 助 理 順 及 協 調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  

 因 應 社 會 環 境 轉 變 為 學 生 帶 來 新 的 成 長 和 學 習 需 要 作 好 部 署，從 而 為 不

同 背 景 、 能 力 和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與 時 並 進 及 適 切 的 課 程 內 容 、 學 與 教 及

評 估 策 略 。  

e-規 畫  

隨 着 科 技 與 學 生 生 活 的 連 繫 愈 來 愈 緊 密，在 學 校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

如 電 子 教 科 書，可 以 更 好 地 提 升 學 習 的 互 動 性、互 聯 性、靈 活 性、協 作 性

及 延 伸 性。不 過，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只 能 輔 助 學 生 學 習，不 能 取 代 教 師 和

同 儕 在 學 生 學 習 上 所 扮 演 角 色 。  

如 果 學 校 要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在 規 畫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時，就 需 要 因 應

以 下 方 面 作 出 部 署－配 合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的 教 學 法、持 續 的 相 關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的 發 展 ， 以 及 硬 件 及 技 術 支 援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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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 升 評 估 素 養 ， 以 促 進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評 估 是 學 習 重 要 的 一 環 ， 也 是 完 善 學 與 教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學 校 在 發 展 多

元 化 評 估 方 面 付 出 不 少 努 力 ， 下 列 為 學 校 可 加 強 評 估 發 展 的 地 方 ：  

 學 校 應 善 用 「 對 學 習 的 評 估 」 與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以 全 面 掌 握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並 通 過 分 析 及 反 思 評 估 資 料，為 學 與 教 提 供 適 時 及 適 切 的

回 饋 。  

 學 校 可 進 一 步 發 展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協 助 學 生 培 養 對 自 己 的 學 習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 並 能 恆 常 地 監 察 學 習 進 度 ， 反 思 學 習 表 現 。  

 學 校 應 避 免 以 分 數 作 為 衡 量 學 生 或 教 師 努 力 成 果 的 唯 一 指 標，而 造 成 分

數 至 上 的 觀 念 。  

 

5. 進 一 步 促 進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 培 養 中 層 課 程 領 導 ， 建 立 學 習 社 群  

教 師 在 課 程 、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已 取 得 很 大 的 進 展 。 學 校 可 透

過 以 下 幾 方 面 進 一 步 強 化 教 師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  

 推 動 教 師 成 為 反 思 型 實 踐 者 。  

 強 化 校 內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意 識 。  

 加 強 教 師 專 業 團 隊 文 化 。  

 推 動 學 校 中 層 教 師 課 程 領 導 的 發 展 。  

 建 立 校 內 學 習 社 群 。  

 更 廣 泛 地 與 其 他 學 校 的 教 師 交 流 課 程 及 學 與 教 經 驗 。  

 

6. 強 化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之 間 的 連 繫 ， 提 升 跨 學 科 的 學 與 教 效 能  

 過 去 十 年，學 校 積 極 以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作 為 課 程 改 革 的 切 入 點，推 動 學 生

的 學 習 。 最 常 見 的 是 以 個 別 關 鍵 項 目 與 學 科 或 項 目 扣 連 。  

 學 校 可 進 一 步 加 強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之 間 的 連 繫 ， 以 加 強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  

 

可 參 照 表 1.4， 針 對 上 述 六 項 建 議 擬 訂 「 聚 焦 發 展 」、「 深 化 發 展 」、 及 「 持

續 發 展 」 項 目 ， 為 學 校 未 來 發 展 的 方 向 作 出 部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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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學 校 發 展 方 向 部 署 參 照 表 格  

我 將 會 就 以 上 各 項 ， 為 學 校 未 來 發 展 的 方 向 作 出 以 下 部 署 ：  

（ 可 加 上 校 本 項 目 ）  

聚 焦 發 展  

 

 

 

 

 

 

 

 

深 化 發 展  

 

 

 

 

 

 

 

 

持 續 發 展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對 於 上 述 學 校 課 程 的 發 展 方 向 ， 認 同 的 程 度 有 多 大 ？  

 你 的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會 如 何 逐 步 落 實 上 述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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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訂定學校課程發展的目標與方向  

1.11.1 達 致 七 個 學 習 宗 旨  

1. 參 考 1.10 所 列 六 個 項 目 ， 配 合 校 情 ， 選 取 部 分 作 為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的 發 展 項 目（ 表 1.4），例 如，以 持 續 推 行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為 切 入 點 或 策 略，

達 致 學 習 宗 旨 和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目 標 。  

2.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及 培 養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把 要 優 先 培 養 的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 融 入 現 行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學 與 教

中，以 提 高 學 生 獲 取 和 建 構 知 識 的 獨 立 學 習 能 力。此 外，為 配 合 小 學 生

成 長 階 段 的 需 要，學 校 可 先 集 中 發 展 學 生 的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 。 

 建 基 於 優 勢，學 校 可 依 據 以 往 的 發 展 經 驗，繼 續 以「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 責 任 感 」、「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及「 承 擔 精 神 」作 為 首 要 培 育 學 生 價 值 觀

之 餘 ， 並 加 入「 誠 信 」和「 關 愛 」來 配 合 學 生 的 成 長 需 要 及 社 會 轉 變 ，

進 一 步 豐 富 此 範 疇 的 內 涵。學 校 可 透 過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之 一 ）、 跨 學 科 或 專 題 研 習 活 動 、 以 及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讓 學 生

面 對 不 同 生 活 事 件 和 議 題 時，能 夠 辨 識 當 中 所 蘊 涵 的 價 值 觀，懂 得 如 何

作 出 判 斷 和 持 守，並 透 過 實 踐 體 現 出 來。有 關「 納 入 學 校 課 程 內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的 建 議 ， 可 參 閱 附 錄 一 。  

3. 培 養 學 生 健 康 的 生 活 習 慣，並 確 保 學 生 在 成 長 及 學 習 方 面 皆 得 到 均 衡 發

展 。  

4. 因 應 上 述 三 項 建 議，學 校 可 根 據 本 指 引、各 學 習 領 域 及 小 學 常 識 科 課 程

指 引 ， 制 定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如 學 校 三 年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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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進 一 步 聚 焦 、 深 化 課 程 發 展  

1. 透 過 從 不 同 方 面 取 得 的 數 據 資 料 和 回 饋，如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顯 證 及 課 程

評 鑑，持 續 檢 視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成 效，提 出 針 對 性 的 提 升 或 改 善 方 案 。 

2. 繼 續 採 用 開 放 的 課 程 架 構，並 按 課 程 指 引 的 建 議，發 展 既 可 配 合 學 校 辦

學 宗 旨 和 文 化 ， 又 能 切 合 學 生 成 長 及 學 習 需 要 的 校 本 課 程 。  

3. 持 續 優 化 學 與 教 ， 並 進 一 步 強 化 學 生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獨 立 學 習 能 力 。  

 

1.12 支援學校課程發展的策略  

教 育 局 將 繼 續 採 用 以 下 不 同 模 式 支 援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發 展 ， 並 與 各 界 建 立 良

好 的 夥 伴 關 係 ， 凝 聚 力 量 ， 共 同 努 力 達 到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的 發 展 目

標 。  

 為 學 校 提 供 課 程 架 構 和 支 援 ， 包 括 課 程 指 引 、 校 長 及 教 師 培 訓 課 程 、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及 其 他 支 援 措 施 。  

 透 過 視 學 或 訪 校 ， 為 學 校 提 供 專 業 回 饋 ， 以 繼 續 完 善 課 程 規 畫 、 實 施

和 評 鑑 。  

 通 過 協 作 計 畫 與 學 校 試 行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及 策 略 ， 檢 視 成 效 ， 並 推

廣 成 功 例 子 和 經 驗 。  

 鼓 勵 學 校 組 織 和 參 與 專 業 交 流 網 路 ， 分 享 實 踐 課 改 經 驗 ， 推 廣 良 好 的

課 程 措 施 或 教 學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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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對 新 任 教 師 的 批 評  

一 位 新 任 常 識 科 教 師 滿 腔 熱 誠 地 在 小 三 展 開 他 的 教 學 計 畫 。 由 於 他

任 教 小 三 全 級 常 識 科 ， 因 此 也 負 責 擬 訂 和 評 改 試 卷 。 上 課 時 ， 學 生 都 很

投 入 學 習，對 各 種 知 識 也 都 感 到 很 有 興 趣，更 閱 讀 很 多 相 關 圖 書。不 過 ，

學 生 在 該 科 目 考 試 的 表 現 ， 卻 讓 教 師 受 到 了 很 多 批 評 。 以 學 生 在 是 次 考

試 的 分 數 和 及 格 率 跟 其 他 科 目 及 往 年 的 常 識 科 考 試 比 較 ， 學 生 的 分 數 和

及 格 率 明 顯 偏 低 。 校 長 和 同 儕 都 認 為 是 那 位 教 師 的 教 學 不 濟 ， 以 致 不 能

幫 助 學 生 取 得 高 分 。 該 教 師 承 受 了 很 大 壓 力 ， 也 疑 惑 他 在 哪 方 面 出 錯 。

你 認 為 上 述 問 題 主 要 由 下 列 哪 個 原 因 導 致 ？  

 

1. 該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只 有 熱 誠，沒 有 能 力，學 生 的 考 試 表 現 因 而 欠 佳。 

2. 教 師 同 儕 對 考 試 分 數 與 學 習 的 理 解 有 誤 ， 評 估 素 養 有 待 提 升 。  

3. 該 教 師 在 擬 題 與 評 分 方 面 力 有 不 逮 ， 需 要 改 善 。  

4.  學 生 對 常 識 科 只 有 表 面 的 興 趣 ， 在 考 試 前 並 沒 有 積 極 溫 習 。  

 

只 選 一 項 。 你 的 答 案 是 … …  

 

提 示 ： 將 該 次 常 識 科 考 試 的 分 數 ， 與 其 他 科 目 及 往 年 同 科 考 試 的 分 數 作

出 比 較，當 中 作 出 了 甚 麼 假 設 ？ 考 試 的 分 數 高 低，到 底 代 表 甚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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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 據 2010/11 學 年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 ， 4.1%小 學 生（ 男 女 相 若 ）呈 高 血 壓 徵

狀。衞 生 署 也 指 出，2001/02 學 年 至 2010/11 學 年 間，過 重 的 小 學 生 從 17.6% 

（ 男 ： 20.9%； 女 ： 14.1%） 增 加 至 21.4%（ 男 ： 26%； 女 ： 16.4%） 。 小

學 生 超 重 問 題 ， 大 大 增 加 了 他 們 患 上 糖 尿 病 、 高 血 壓 、 心 臟 病 等 慢 性 疾

病 的 風 險 ， 情 況 不 容 忽 視 。  

2  學 生 的 背 景 趨 向 多 元 ， 由 以 往 以 土 生 土 長 的 香 港 學 生 為 主 ， 漸 漸 包 括 更

多 的 非 華 語 學 生 （ 包 括 南 亞 裔 子 女 、 回 流 港 人 子 女 等 ） 、 跨 境 學 童 （ 日

常 在 內 地 居 住 的 學 生 ） ， 以 及 父 或 母 、 兩 者 均 不 是 香 港 居 民 的 學 生 （ 他

們 並 有 可 能 不 與 父 母 同 住 ） 。  

3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小 學 跨 境 學 童 人 數 在 過 去 五 年 持 續 上 升 。 2012/13 學 年 ，

小 學 跨 境 學 童 有 6,749 人 ， 比 2011/12 學 年 的 5,276 人 ， 增 加 約 27.9%。

大 部 分 跨 境 學 童 集 中 在 新 界 區 就 學 。  

4  根 據 統 計 數 字 ， 2011 年 父 母 兩 者 均 不 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的 在 港 出 生 嬰 兒

約 超 過 35,700 名 ， 比 2001 的 620 名 ， 急 增 57 倍 。  

5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2010 年 10 月 至 2011 年 9 月 期 間 ， 首 次 入 讀 普 通 本 地 小

學 的 內 地 來 港 學 童 ， 接 近 一 半 居 住 在 新 界 區 ， 超 過 三 成 在 九 龍 區 ， 而 居

住 在 港 島 區 的 則 約 一 成 。 絶 大 部 分 小 學 內 地 來 港 學 童 在 住 所 地 方 附 近 入

學 。  

6   Saavedra, A. R. & Opfer, V. D. (2012). Teaching and Learning 21st Century Skills: 

Lessons from the Learning Scienc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opsba.org/index.php?q=system/files/RANDPaper.pdf 

7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泛 指 一 個 行 業 群 組 ， 主 要 運 用 創 意 、 技 能 、 人 才 和 智 力

資 本 為 基 本 要 素 ， 結 合 藝 術 、 文 化 、 創 意 、 科 技 和 商 業 ， 應 用 於 日 益 透

過 圖 像 、 聲 音 、 文 字 和 符 號 為 主 導 的 現 今 世 界 。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組 成

界 別 包 括 ： 廣 告 ； 娛 樂 服 務 ； 建 築 ； 藝 術 品 、 古 董 及 工 藝 品 ； 文 化 教 育

及 圖 書 館 、 檔 案 保 存 和 博 物 館 服 務 ； 設 計 ； 電 影 、 錄 像 和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 出 版 ； 軟 件 、 電 腦 遊 戲 及 互 動 媒 體 ； 電 視 及 電 台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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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西 九 文 化 區 （ 西 九 ） 是 2007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所 提 出 的 政 府 重 大 基 建 項 目 ，

其 中 包 括 15 個 表 演 藝 術 場 地 、 最 少 3 公 頃 的 廣 場 、 聚 焦 於 二 十 至 二 十 一

世 紀 視 覺 文 化 的 「 M+」 博 物 館 ， 以 及 專 門 推 廣 文 化 藝 術 與 創 意 產 業 的 展

覽 中 心 。 西 九 會 帶 來 許 多 與 文 化 藝 術 、 設 計 及 出 版 、 廣 告 及 市 場 推 廣 ，

以 及 與 創 意 工 業 相 關 的 就 業 機 會 。 政 府 估 計 第 一 期 設 施 啟 用 後 約 可 創 造

9,980 個 職 位 ， 並 在 第 三 十 年 可 增 加 至 超 過 21,500 個 職 位 。 西 九 的 各 項

設 施 將 於 2015 年 分 階 段 落 成 。  

9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畫 （ PISA 2012） 的 評 估 報 告 指 出 比 較 上 屆 報 告 ， 校

間 差 異 大 幅 減 少 ， 由 原 來 的 數 字 4806 減 至 3924（ 相 差 882）， 意 味 學 校

包 容 度 更 大 。  

1 0  其 餘 三 個 地 區 為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 新 加 坡 及 南 韓 （ McKinsey & Company, 

2010） 。  

1 1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是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專 題 研 習 及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互 動 學 習 。  

1 2  三 個 優 先 發 展 的 共 通 能 力 是 ： 溝 通 能 力 、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及 創 造

力 。  

1 3  PISA 2009 把 取 得 兩 個 最 高 級 別 成 績 （ 即 第 五 及 第 六 級 ） 的 學 生 稱 為 最

優 秀 表 現 者 ， 亦 可 理 解 為 「 尖 子 」 。  

1 4  PISA 2009 閱 讀 素 養 研 究 中 ， 四 個 位 於 前 列 的 地 區 的 「 尖 子 」 數 目 佔 該

地 區 全 部 參 與 學 生 數 目 的 百 分 比 為 ： 上 海 19.4%、 芬 蘭 14.5%、 南 韓

12.9%、 香 港 12.4%。 （ 數 據 來 源 ：

http://www.fed.cuhk.edu.hk/~hkpisa/events/2009/outputs2009_c.htm）  

1 5  陳 嘉 琪 、 溫 霈 國（ 譯 ）（ 1996）。 香 港 學 校 課 程 的 探 討（ 原 作 者 ： 莫 禮

時 ） 。  

1 6  社 會 及 經 濟 效 率 觀 點 ， 強 調 學 校 要 塑 造 有 能 力 在 社 會 就 業 和 生 活 的 學

生 。 受 這 種 觀 點 影 響 ， 課 程 會 着 重 符 合 社 會 的 實 際 需 要 。  

1 7  以 兒 童 為 中 心 的 觀 點 着 重 兒 童 個 人 的 需 要 和 成 長 。 受 這 種 觀 點 影 響 ，

課 程 會 以 照 顧 兒 童 個 人 的 需 要 為 首 要 關 注 。  

1 8  學 術 理 性 主 義 強 調 以 學 科 知 識 來 啟 發 學 生 ， 或 以 學 科 作 為 促 進 學 生 思

考 和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的 工 具 。 受 這 種 觀 點 影 響 ， 課 程 會 着 重 學 生 智 力 和

理 性 的 發 展 ， 以 及 世 代 相 傳 的 知 識 傳 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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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社 會 重 建 主 義 期 望 學 校 能 改 善 未 來 的 社 會 ， 而 學 生 則 肩 負 再 創 造 和 更

新 社 會 的 責 任 。 受 這 種 觀 點 影 響 ， 課 程 會 強 調 培 養 某 些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 以 創 造 一 個 人 人 關 心 他 人 、 環 境 和 財 富 分 配 的 新 世 界 。  

 

2 0  Barber, M., Donnelly, K. & Rizvi, S. (2012). Oceans of Innovation: The Atlantic, the 

Pacific, Global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ippr.org/publication/55/9543/oceans-of- 

innovation-the-atlantic-the-pacific-global-leadership-and-the-future-of-education 

2 1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的 內 容 ， 參 閱 本 指 引 第 六 章 。  

2 2  Barber, M., Donnelly, K. & Rizvi, S. (2012). Oceans of Innovation: The Atlantic, the 

Pacific, Global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ippr.org/publication/55/9543/oceans-of- 

innovation-the-atlantic-the-pacific-global-leadership-and-the-future-of-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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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納 入 學 校 課 程 內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核 心 價 值 ：  

個 人  

輔 助 價 值 ：   

個 人  

核 心 價 值 ：   

社 會   

輔 助 價 值 ：  

社 會  

態 度  

生 命 神 聖   

真 理   

美 的 訴 求  

真 誠   

人 性 尊 嚴   

理 性   

創 作 力   

勇 氣   

自 由   

情 感   

個 人 獨 特 性   

自 尊   

自 省   

自 律   

修 身   

道 德 規 範   

自 決   

思 想 開 闊   

獨 立   

進 取   

正 直   

簡 樸   

敏 感   

謙 遜   

堅 毅   

平 等   

善 良   

仁 慈   

愛 心   

自 由   

共 同 福 祉   

守 望 相 助   

正 義   

信 任   

互 相 依 賴   

持 續 性（ 環 境 ）

人 類 整 體 福 祉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多 元 化   

正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民 主   

自 由   

共 同 意 志   

愛 國 心   

寬 容   

平 等 機 會   

文 化 及 文 明 承

傳   

人 權 與 責 任   

理 性   

歸 屬 感   

團 結 一 致   

樂 觀   

樂 於 參 與   

批 判 性   

具 創 意   

欣 賞   

移 情   

關 懷   

積 極   

有 信 心   

合 作   

負 責 任   

善 於 應 變   

開 放   

尊 重 ：   

自 己   

別 人   

生 命   

素 質 及 卓 越   

證 據  

公 平   

法 治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信 仰 及

見 解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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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樂 於 學 習   

勤 奮  

對 核 心 及 輔 助

價 值 有 承 擔   

  

 

「 核 心 價 值 」 是 指 所 有 人 類 社 會 都 會 一 致 地 強 調 的 某 些 價 值 觀 。 這 些 價 值 觀 說 明 ： 人

類 會 有 共 同 關 心 的 事 物 ， 人 類 生 存 有 基 本 的 要 求 ， 人 類 文 明 有 共 同 要 素 ； 人 性 也 有 共

同 的 特 質 。   

「 輔 助 價 值 」 是 指 那 些 在 運 作 層 面 上 十 分 重 要 的 品 質 ， 有 助 於 維 持 核 心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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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PISA 2009 研 究 報 告 指 出，香 港 學 生 的 學 習 策 略 偏 重 於 記 憶，其 他 策 略 如

調 控 策 略 及 後 設 認 知 策 略 仍 有 待 改 善 。 這 結 果 值 得 校 長 和 教 師 反 思 。  

 

參 考 資 料  

PISA 2009 研 究 報 告 指 出，香 港 校 內 學 生 之 間 的 學 習 能 力 差 異 仍 然 大，顯

示 教 師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支 援 和 資 源 來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另 一 方 面 ， PISA 

2009 有 關 閱 讀 素 養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 香 港 「 尖 子 」 學 生 數 目 的 百 分 比 13 比

同 時 位 列 前 四 位 的 上 海 、 芬 蘭 及 南 韓 14 少 。 有 關 香 港 「 尖 子 不 足 」 的 研

究 結 果 ， 雖 然 2012 年 報 告 顯 示 ， 香 港 的 數 學 尖 子 已 有 所 增 加 〔 學 生 數 學

能 力 水 平 達 第 5 級 或 以 上 由 30.7%（ 2003）增 加 至 33.7%（ 2012）〕， 在 其

他 國 際 調 查 研 究 如 PIRLS 2011 及 TIMSS 2011 也 有 相 同 的 發 現 ， 這 反 映

學 校 在 落 實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時 ， 除 了 照 顧 能 力 稍 遜 學 生 的 「 補 底 」 需

要 ， 也 要 努 力 「 拔 尖 」， 以 保 持 香 港 學 生 的 優 勢 。  

 

參 考 資 料  

過 去 十 年 ， 教 師 在 提 升 學 與 教 成 效 方 面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努 力 和 貢 獻 。 他 們

不 單 改 變 了 教 學 的 範 式 ， 也 透 過 課 程 更 適 切 地 照 顧 學 生 的 成 長 和 學 習 需

要 。 這 些 從 反 思 性 實 踐 中 取 得 的 經 驗 ， 既 可 提 升 學 與 教 成 效 ， 亦 有 助 強

化 教 師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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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五 育 並 重  

 學 校 應 幫 助 學 生 在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方 面 都 得 到 全 面 、 均 衡 的 發

展 。  

 學 校 培 養 學 生 五 育 時 ，應 按 照 不 同 學 生 的 潛 能， 因 材 施 教 ，避 免 他 們

某 一 方 面 的 潛 能 因 缺 乏 充 足 的 發 展 與 培 育 而 被 壓 抑 。  

 學 校 對 學 生 的 要 求 應 保 持 適 中，配 合 一 個 充 滿 關 愛 及 具 支 持 性 的 學 習

環 境 ， 學 生 會 更 樂 於 學 習 、 愉 快 成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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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列 參 考 資 料 非 遍 舉 無 遺 ， 以 下 只 列 出 部 分 ， 供 讀 者 參 考 。  

書 刊  

香 港 大 學 （ 2008 ）。 2007 年 國 際 數 學 及 科 學 趨 勢 研 究 （ TIMSS ）。 取 自

http://web.edu.hku.hk/outreach/media/docs/media/081210_TIMSS_R_C.pdf 

香 港 大 學 （ 2012 ）。 2011 年 國 際 數 學 及 科 學 趨 勢 研 究 （ TIMSS ）。 取 自  

http://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8976.html 

香 港 大 學 （ 2012）。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 PIRLS） 2011 國 際 報 告

（ 香 港 地 區 ） 發 佈 會 。 取 自 http://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8975.html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2013）。 中 大 公 佈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劃 （ PISA 2012） 研

究 結 果 ： 分 析 香 港 學 生 的 成 就 與 挑 戰 。 取 自  

http://www.fed.cuhk.edu.hk/~hkpisa/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2010）。 香 港 學 生 公 民 教 育 與 素 養 的 知 識 再 次 在 國

際 性 調 查 中 名 列 前 茅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新 聞 公 告 。 取 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06/29/P201006290123.htm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 2007）。 香 港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居 全 球 前 列 。 取

自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ebulletin-for-parents/ 

2007-2008/20071207.html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教 育 質 素 保 證 分

部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2009/10。 取 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reports/insp-ann

ual-reports/qa_annualreport_1011_tc.pdf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統 計 處 。 1981 年 至 2011 年 香 港 生 育 趨 勢 。 香 港 統 計

月 刊 。 取 自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211FB2012XXXXB0100.pdf 

教 育 局 學 校 教 育 統 計 組 （ 2012）。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內 地

來 港 兒 童 首 次 入 讀 學 校 統 計 調 查 。 香 港 ： 教 育 局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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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嘉 琪、溫 霈 國（ 譯 ）（ 1996）。香 港 學 校 課 程 的 探 討（ 原 作 者 ： 莫 禮 時 ）。

香 港 ： 香 港 大 學 出 版 社 。（ 原 著 出 版 年 ： 1996）。  

Barber, M., Donnelly, K. & Rizvi, S. (2012). Oceans of Innovation: The Atlantic, the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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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背景  

回 顧 課 程 發 展 的 歷 史 ， 在 過 去 十 年 ， 學 校 積 極 回 應 課 程 改 革 。 學 校 透 過 參

考 中 央 課 程 ， 配 合 學 校 使 命 ， 因 應 學 生 的 特 性 、 教 師 專 長 和 學 校 優 勢 ， 規

畫 及 發 展 了 具 校 本 特 色 的 學 校 整 體 課 程。在 2002/03 學 年 開 始 增 設 的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職 位 ， 更 在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及 發 展 中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2.2  本章目的  

 說 明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重 要 性  

 幫 助 學 校 對 現 有 優 勢 與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作 出 反 思，配 合 學

校 使 命 及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 進 而 優 化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提 出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五 個 階 段，以 說 明 課 程 規 畫 的 循 環，並 重 點 闡 釋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兩 方 面  

 強 調 學 校 須 進 行 整 體 課 程 規 畫，依 本 章 所 建 議 的 項 目，確 保 學 生 在 六 年

小 學 教 育 中 獲 得 適 切 的 學 習 經 歷    

2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 	

課程規畫與資源運用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與資源運用 

 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2.3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的重要性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重 要 性 及 可 參 考 的 有 關 資 料 如 下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重 要 性  可 參 考 的 有 關 資 料  

透 過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 規 畫 ， 發 展 學 生

的 知 識 及 技 能 ， 以 及 培 養 其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從 而 讓 學 生 獲 得 寬 廣 及 均 衡 的 學 習

經 歷 ， 並 發 展 多 元 潛 能 。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 指 引  

 

因 應 社 會 環 境 的 轉 變 加 入 適 切 的 學 習 元

素 ， 務 求 確 保 學 生 的 學 習 與 時 並 進 。  

本 指 引「 第 一 章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 均 衡 發 展  持 續 提 升 」  

讓 學 、 教 、 評 更 好 地 連 繫 和 配 合 。  本 指 引 「 第 三 章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 第 四 章  有 效 的 學 與

教 」、「 第 五 章  評 估 」、「 第 六 章

全 方 位 學 習 」、「 第 八 章  有 效 益

的 家 課 」  

更 有 效 地 規 畫 、 調 動 及 運 用 現 有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並 能 就 新 的 學 與 教 需 要 開 發 其

他 有 助 益 的 資 源 ， 包 括 社 區 資 源 及 與 家

長 協 作 。  

本 指 引「 第 七 章  優 質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發 展 」、「 第

十 一 章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聯

繫 」  

讓 學 生 的 學 習 在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順 暢 地 銜

接 。  

本 指 引「 第 九 章  各 教 育 階 段 的

銜 接 」  

提 供 機 會 讓 校 長 和 教 師 進 行 專 業 對 話 、

交 流 和 學 習 ， 而 此 過 程 也 有 助 辨 識 教 師

在 課 程 實 踐 時 的 專 業 發 展 需 要 。  

本 指 引 「 第 十 章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  

 

 反 思 與 行 動  

 誰 應 參 與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為 甚 麼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應 在 甚 麼 時 候 開 始 進 行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課 程 實 施 及 課 程 評 鑑 之 間 有 甚 麼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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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五階段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對 課 程 實 施 及 課 程 持 續 發 展 很 重 要 。 課 程 規 畫 包 括 以 下

五 個 階 段 1：  

階 段 一 ： 情 境 分 析  

階 段 二 ：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階 段 三 ： 課 程 實 施  

階 段 四 ： 持 續 監 察  

階 段 五 ： 檢 討 與 評 鑑  

 

規 畫 的 過 程 不 一 定 以 線 性 進 行 ， 有 時 學 校 會 因 應 各 階 段 的 情 況 或 需 要 ， 回

到 不 同 的 課 程 規 畫 階 段 重 新 調 整 部 署 ， 包 括 重 新 進 行「 情 境 分 析 」。 本 部 分

主 要 闡 釋「 階 段 二 ：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 對 其 他 四 個 階 段 則 只 作 簡 要 說

明 。  

圖 2.1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五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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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階 段 一 ： 情 境 分 析  

1. 小 學 在 課 程 規 畫 取 得 的 優 勢 與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取 得 的 優 勢  

 各 層 級 課 程 領 導 包 括 校 長 ／ 副 校 長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及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 ， 以 及 教 師 團 隊 的 建 立 ， 對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及 推 行 ，

帶 來 很 大 幫 助 。  

 每 所 學 校 於 2002/03 學 年 開 始 ， 增 設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前 稱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課 程 發 展 ），並 於 2007/08 學 年 起 將 此 職 設 為 常 額 職 位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協 助 校 長 ／ 副 校 長 有 效 地 領 導 學 校 的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及 推 行 ， 並 帶 領 校 內 教 師 根 據 校 情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 在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上 作 出 靈 活 的 發 展 。  

 學 校 定 期 檢 視 重 要 議 題 ， 並 透 過 課 程 規 畫 、 發 展 、 組 織 及 推 行 ，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跟 進 和 學 習 。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課 時 的 分 配 可 能 偏 重 於 部 分 科 目 而 影 響 了 課 程 的 均 衡 性 。  

 學 校 在 規 畫 七 個 學 習 宗 旨 中 ， 有 關 「 認 識 自 己 的 國 民 身 份 ， 並 懂 得

關 心 社 會 、 國 家 和 世 界 ， 成 為 負 責 任 的 公 民 」 及 「 懂 得 分 辨 是 非 善

惡 ， 能 適 切 地 履 行 自 己 在 家 庭 、 社 會 和 國 家 所 擔 當 的 責 任 ， 並 對 多

元 的 價 值 觀，展 現 接 納 與 寬 容 」這 兩 個 宗 旨 的 學 習，有 提 升 的 空 間 。 

 教 師 在 規 畫 和 組 織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跨 課 程 學 習 面 對 困 難 ， 例

如 ， 教 師 需 要 多 花 時 間 進 行 跨 課 程 學 習 的 統 籌 、 討 論 和 協 調 。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增 加 了 課 程 規 畫 的 難 度 ， 使 教 師 需 要 騰 出 更 多 時 間 進

行 策 畫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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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在 課 程 改 革 上 取 得 的 優 勢，以 及 存 在 的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 如 何 影 響 你 規 畫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  

 

 

2. 學 校 情 境 分 析  

學 校 情 境 分 析 ， 旨 在 透 過 分 析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現 況 和 經 驗 、 當 前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新 需 求 ， 以 及 轉 變 中 的 社 會 對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啟 示 等 ， 幫 助 學 校 訂

定 課 程 規 畫 的 方 向 、 優 次 和 關 注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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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有 甚 麼 優 勢 ？ 有 哪 些 地 方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  

 項 目  優 勢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課 程    

學 習    

教 學    

評 估    

學 與 教 資 源    

教 師 協 作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學 校 各 層 課 程 領 導 的 發 展    

學 校 作 為 一 個 學 習 群 體    

校 風   

與 家 長 的 溝 通、聯 繫 及 協 作   

與 社 會 上 不 同 機 構 的 溝

通 、 聯 繫 及 協 作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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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階 段 二 ：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2.4.2.1 課 程 規 畫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與 學 習 宗 旨、未 來 發 展 方 向 及 現 有 優 勢 的 互 相 配 合 －

每 所 學 校 在 歷 史、課 程 發 展 經 驗、學 與 教、學 生 特 質、教 師 專 長、 領 導

風 格、校 園 文 化 及 社 區 環 境 等 方 面，都 有 其 獨 特 之 處。學 校 因 應 不 同 的

發 展 步 伐 而 作 出 的 轉 變，更 具 濃 厚 的 校 本 特 色。學 校 應 按 學 習 宗 旨、自

身 現 有 的 優 勢 及 條 件，以 及 關 注 事 項，靈 活 地 運 用 資 源，包 括 人 力 資 源、

時 間 資 源 及 課 程 資 源，進 行 課 程 規 畫，從 而 確 保 每 一 位 成 員，通 過 共 同

規 畫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的 短 期 目 標 及 策 略 性 步 驟，一 同 落 實 學 校 已 訂 定 的 優

先 發 展 學 習 宗 旨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與 校 園 文 化 － 有 策 略 地 營 造 一 個 具 關 愛、互 助 及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的 校 園 文 化，可 為 學 生 提 供 愉 快 及 安 全 的 學 習 環 境，有 助 他 們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及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態 度，是 整 體 學 校 課 程 規 畫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主 導 原 則 － 學 校 應 ：  

 檢 視 社 會 環 境 的 轉 變 、 自 身 的 優 勢 ， 以 及 可 以 提 升 或 改 善 的 地 方 ，

然 後 訂 定 清 晰 而 具 優 次 的 學 習 宗 旨 和 課 程 發 展 目 標 （ 如 第 一 章 所

述 ）。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更 寬 廣 、 更 均 衡 、 更 適 切 的 課 程 。  

 在 小 學 教 育 階 段 提 供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   

 採 納 本 章 的 時 間 分 配 建 議 （ 見 本 章 2.4.2.2 節 ）。  

 依 據 中 央 課 程 ， 按 需 要 進 行 校 本 課 程 調 適 ， 以 確 保 在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與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學 校 都 能 ：  

 因 應 學 生 的 成 長 和 學 習 需 要 提 供 適 切 的 課 程 ， 從 而 讓 各 級 課 程

和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銜 接 ， 都 能 順 暢 漸 進 。  

 透 過 跨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學 習 ， 一 方 面 協 助 學 生 從 多 角 度 觀 察

事 物 ， 把 來 自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知 識 融 會 貫 通 ， 並 把 所 學

應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 另 一 方 面 能 使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協 調 一

致 ， 多 作 有 效 益 的 連 繫 ， 避 免 不 必 要 的 重 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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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重 閒 暇 、 休 息 、 娛 樂 與 運 動 對 學 生 成 長 的 重 要 性 。   

 運 用 適 切 的 學 習 、 教 學 與 評 估 方 式 ， 以 達 至 學 習 宗 旨 。  

 拓 寬 學 生 學 習 的 經 歷 和 空 間 。  

 靈 活 調 配 資 源 ， 以 達 到 學 校 擬 訂 的 課 程 發 展 及 方 向 。  

 精 益 求 精 ， 從 學 校 的 優 勢 再 出 發 。  

 因 應 各 項 實 力 的 增 長 ， 例 如 在 課 程 發 展 、 學 與 教 、 評 估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等 方 面 的 增 長 ， 調 整 目 標 及 策 略 。  

 

2.4.2.2 課 程 規 畫 可 運 用 的 資 源  

可 用 於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資 源 ， 包 括 人 力 資 源 、 時 間 資 源 及 課 程 資 源 。  

1. 人 力 資 源  

 集 思 廣 益，凝 聚 共 識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人 力 資 源，包 括 校 長 ／ 副 校

長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 、 教 師 、 圖 書 館 主 任 等 。

他 們 的 參 與 有 助 集 思 廣 益，凝 聚 共 識，從 而 提 高 學 校 決 策 的 透 明 度，以

及 加 強 成 員 的 擁 有 感 ， 並 有 助 連 繫 層 級 和 落 實 具 體 策 略 。  

 知 人 善 任，各 展 所 長 － 學 校 在 規 畫 課 程 時，應 就 教 師 的 強 項 與 限 制，作

出 適 切 的 安 排，一 方 面 讓 教 師 發 揮 所 長，另 一 方 面 可 因 應 教 師 需 要，提

供 適 切 的 專 業 發 展 機 會，增 強 教 師 專 業 能 力。凡 此 種 種，都 有 助 課 程 規

畫 有 效 落 實。此 外，鼓 勵 教 師 互 相 協 作、交 流，以 及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 有

利 建 立 校 內 學 習 群 體 ， 從 而 推 動 課 程 持 續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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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 間 資 源  

 建 議 時 間 分 配 、 校 曆 表 及 時 間 表 編 排  

 優 化 上 學 時 間 的 運 用 － 學 校 課 程 是 學 生 在 校 的 學 習 經 歷 ， 這 些 經 歷

可 以 在 課 堂 內 外 的 時 間 發 生 ， 包 括 課 堂 、 午 膳 、 小 息 ， 甚 至 是 課 後

時 間 。 學 校 要 對 上 學 時 間 作 出 全 面 規 畫 、 優 化 ， 並 加 以 配 合 ， 讓 學

生 獲 得 更 豐 富 及 更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為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的 學 習 經 歷 ； 而 午 膳 與 課 後 時 間 則 讓 學 生 與 同 儕 及 教 師

溝 通，促 進 人 際 關 係，或 透 過 活 動 培 養 學 生 的 文 化 素 養 及 領 導 素 質。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不 同 成 員 可 為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作 出 甚 麼 貢 獻 ？  

成 員  貢 獻  

校 長 ／ 副 校 長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   

教 師  
 

 

圖 書 館 主 任   

其 他   

例 子：教 師 掌 握 重 要 的 前 線 工 作 者 知 識，也 是

課 程 的 執 行 者，他 們 的 知 識、信 念 和 經 驗，可

以 讓 學 校 在 規 畫 課 程 時 作 出 更 明 智 的 決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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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學 習 時 間 的 成 分  

 

學 生 的 學 習 時 間 包 括 ：  

 課 時 （ 教 師 和 學 生 上 課 的 時 間 ， 但 上 課 地 點 不 限 於 課 室 ）  

 上 課 以 外 的 在 校 時 間 ： 小 息 、 午 膳 、 課 後 時 間 、 開 放 日 、 考 試

時 期   

 假 期  

 小 學 上 學 日 數 及 課 時 － 學 校 須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每 年 均 享 有 表 1.1 所 示

的 上 學 日 數 （ 不 包 括 學 校 假 期 和 教 師 發 展 日 ） 和 課 時 （ 以 日 數 及 時

數 計 算 ）。  

表 1.1 香 港 小 學 上 學 日 數 及 課 時  

 
小 一 至 小 三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  

小 四 至 小 六  

（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小 學 每 學 年 的 上 學 日 數  

 

 

190 日 或  

887*小 時 （ 全 日 制 ）   

776*小 時 （ 半 日 制 ）  

小 學 每 學 年 的 課 時 @ 

（ 每 年 上 學 日 數 或 時 數 ）

172 日 或  

792 小 時  

＊  數 年 內 的 平 均 數 值  

@ 不 包 括 考 試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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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分 配 建 議  

 學 校 應 按 表 1.2 所 列 建 議 的 分 配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課 時 （ 三

年 內 的 總 課 時 或 總 課 時 百 分 比 ）， 並 因 應 學 生 需 要 和 學 校 情 況 ，

運 用 彈 性 時 間 。  

表 1.2 小 學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課 時 分 配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課 時 （ 三 年 內 ）  

小 一 至 小 三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  

小 四 至 小 六  

（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594-713 小 時 （ 25-30%）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404-499 小 時  (17-21%)  

數 學 教 育  285-356 小 時  (12-15%)  

科 學 教 育  

小 學  

常 識 科  
285-356 小 時  (12-15%)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科 技 教 育  

藝 術 教 育  238-356 小 時  (10-15%)  

體 育  119-190 小 時  (5-8%) 

三 年 內 課 時 下 限  1925 小 時  (81%)  

可 供 彈 性 處 理 的 時 間  19%（ 三 年 內 約 451 小 時 ）  

 用 於 ：  

˙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或 進 行 學 生 輔 導 ， 以

補 足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價 值 教 育  

˙  增 加 額 外 的 共 同 閱 讀 時 間  

˙  在 周 會 或 班 主 任 課 推 行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價 值 教

育  

˙  提 供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輔 導 或 增 潤

課 程  

˙  拓 展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社 會 服 務 、 聯 課 活

動 和 體 藝 活 動 ， 以 配 合 全 方 位 學 習  

各 學 期 均 可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安 排 彈 性 時 間 ， 例

如 ， 在 第 一 學 期 安 排 生 活 技 能 教 育 ， 在 第 二 學 期

安 排 中 國 語 文 科 的 輔 導 教 學 ， 整 個 學 年 都 安 排 英

國 語 文 科 的 增 潤 課 程 。  

三 年 總 課 時  2376 小 時  (792 小 時  x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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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照 各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時 間 分 配 建 議 ， 學 校 應 考 慮 以 整 個 學 習 階

段 的 三 年 期 去 計 算 課 時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 小 一 至 小 三 ） 及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小 四 至 小 六 ）。換 句 話 說，只 要 符 合 個 別 學 習 領 域 的

總 課 時 建 議 ， 學 校 可 靈 活 地 在 不 同 的 年 級 改 變 該 學 習 領 域 的 時

間 分 配 百 分 比 ， 尤 其 是 在 小 學 早 期 的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和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中 。 不 過 ， 考 試 日 則 不 應 計 算 在 課 時 內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是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之 一 ， 學 校 應 採 納 不 同 範 疇 的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學 習 情 境，例 如 個 人、家 庭、社 群、國 家 及 世 界 ，

與 學 生 進 行 討 論 分 享 ； 並 配 合 多 元 化 模 式 ， 包 括 課 堂 學 習 （ 如

常 識 科 ）、 生 活 體 驗 （ 如 參 觀 探 訪 、 社 區 服 務 ）、 營 造 學 校 氛 圍

等 ，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學 校 應 參 考 以 下 實 施 方 式 ， 安 排 閱 讀 時 間 ， 藉 以 推 廣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文 化 ：  

  作 為 語 文 課 的 基 本 安 排 ；  

       

  

 

 

  設 立 圖 書 課 ；  

  作 為 上 學 日 的 全 校 整 體 定 期 活 動 ， 例 如 早 讀 、 午 間 閱 讀 。  

 學 校 應 分 配 課 時 ， 讓 學 生 學 習 中 國 歷 史 及 文 化 ， 從 而 培 養 學 生

對 國 民 身 份 的 認 同 。 其 中 包 括 ：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時 間，尤 其 是 小 學 常 識 科 及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專 題 研 習 時 間，例 如，以 中 國 建 築 發 展 的 研 習

為 題 ， 由 小 學 常 識 科 及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的 科 組 協 作 ；  

第 三 章 第 3.4

節 及 第 四 章

第 4.2.1 節  

第 三 章 第 3.4

節 及 第 四 章

第 4.4 節  

請 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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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學 校 的 集 會 時 間 或 班 主 任 課 上 進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有 關 中 國 歷 史 重 要 事 件 和 民 族 英 雄 等 事 蹟 的

講 座 或 介 紹 。  

 隨 着 「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第 二 語 言 學 習 架 構 」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發

布，學 校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第 二 語 言 學 習 架 構 專 頁 」

(ht tp : / /www.edb.gov.hk/tc /curr iculum-development/kla /chi-edu/second-lang.

html)網 頁 上 提 供 的 相 關 指 引 及 建 議 ， 為 教 授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國 語

文 而 靈 活 分 組 ， 以 及 彈 性 編 配 時 間 。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可 如 何 確 保 學 生 在 上 課 的 日 子 裏 ， 有 足 夠 的 學 習 時

間 ？ 你 又 可 怎 樣 充 分 善 用 上 學 時 間 ， 讓 學 生 得 到 應 有 的 學

習 機 會 ？  

 對「 為 學 生 填 塞 所 有 時 間 以 作 學 習 」的 取 態，你 有 何 意 見 ？

怎 樣 才 能 確 保 學 生 獲 得 充 足 的 休 息 與 閒 暇 時 間 ？  

 有 校 長 呼 籲 持 份 者 須 合 力 為 我 們 的 學 生 創 造 「 留 白 」 的 生

活 空 間 以 達 致 培 育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目 標 ， 你 認 為 學 校 可 以

怎 樣 配 合 ？  

 

 校 曆 表 及 時 間 表 － 設 計 校 曆 表 及 編 排 時 間 表 時 ， 須 依 循 教 育 原 則 ，

並 優 先 考 慮 學 生 的 成 長 及 學 習 需 要 。 學 校 必 須 就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 、 學 與 教 、 評 估 措 施 、 專 題 研 習 、 聯 課 活 動 、 全 方 位 學 習 、 學 期

初 或 學 期 完 結 前 的 銜 接 計 畫 （ 如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迎 新 活 動 ）， 以 及 教

師 發 展 日 等 安 排 時 間。詳 情 請 參 閱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7/2005 號「 學 校 假

期 表 及 學 生 學 習 時 間 」 及 「 擬 定 校 曆 表 指 引 」。  

 

 

「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7/2005 號 」 可 從 教 育 局 網 頁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guidelin

es-sch-calenda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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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有 關 學 校 使 命 ：  

 學 校 的 使 命 、 學 習 宗 旨 及 課 程 發 展 未 來 方 向 與 目 標 ， 如 何 在

校 曆 表 及 時 間 表 的 安 排 上 反 映 出 來 ？  

 

有 關 學 生 及 教 師 ：  

 如 何 照 顧 學 生 的 各 種 需 要 ， 例 如 社 交 需 要 、 閒 暇 與 休 息 、 學

習 能 力 ， 以 及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銜 接 安 排 ？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才 可 容 許 延 長 學 校 的 課 堂 或 學 習 時 間 ？  

 如 何 為 教 師 提 供 時 間 或 空 間 ， 促 進 他 們 的 專 業 發 展 ？  

 

有 關 資 源 ：  

 如 何 才 能 善 用 學 校 的 環 境 及 設 施 ， 以 安 排 一 個 更 好 的 時 間

表 ？  

 如 何 能 更 有 效 地 調 配 教 職 員 ， 以 編 排 有 效 益 的 時 間 表 ？  

 圖 書 館 主 任 可 以 作 出 甚 麼 貢 獻 ？  

 可 怎 樣 善 用 家 長 的 支 援 ， 以 協 助 學 校 推 行 活 動 ？  

 如 何 探 索 與 不 同 機 構 合 作 的 機 會 ？  

 可 怎 樣 運 用 各 項 社 區 資 源 ，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有 關 課 程 規 畫 ：  

 如 何 為 學 生 提 供 寬 廣 而 均 衡 的 課 程，靈 活 地 配 合 他 們 的 不 同

需 要 ？  

 每 天 、 每 星 期 或 每 個 循 環 周 應 有 多 少 個 教 節 ？  

 所 提 供 的 課 時 如 何 能 更 符 合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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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 樣 鼓 勵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連 繫 及 協 作 ？  

 學 校 課 程 、 校 曆 表 及 時 間 表 ， 可 如 何 配 合 聯 課 活 動 或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體 育 課 與 運 動 時 間 是 否 足 夠 ？  

 

 

 更 有 效 地 運 用 學 習 時 間  

 為 學 生 創 造 空 間 － 學 校 應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 以 便 更 有 效 地 運 用 學 習 時

間 ：  

 參 照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指 引 與 相 關 的 《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補 充 指 引 （ 非 華 語 學 生 ）》、 中 國 語 文 課 程 第 二 語 言 學

習 架 構 和 評 估 工 具 及 相 關 資 料 。  

 參 考 各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指 引 的 建 議 ， 以 減 少 課 程 內 容 上 的 重 複 ，

從 而 創 造 空 間 ， 以 便 進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專 題 研 習 、 圖 書 課 、 早

讀 等 。  

 

 

 以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架 構 連 繫 知 識 、 技 能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不 同 模 式 的 課 程 規 畫 ；  

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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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作 為 切 入 點 ， 進 行 跨 課 程 學 習 的 活 動 。  

 減 少 學 生 在 測 考 前 的 預 試 和 在 測 考 後 謄 改 試 題 答 案 的 時 間 。  

 鼓 勵 學 生 主 動 學 習 ， 減 少 單 向 教 學 模 式 ， 增 加 課 堂 互 動 。  

 在 午 膳 時 間 、 上 課 前 或 下 課 後 ， 安 排 文 娛 藝 術 及 康 體 活 動 ， 以

發 展 全 人 教 育 。  

 靈 活 編 排 時 間 表 ， 拓 寬 及 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學 校 應 以 學 生 的 利

益 為 前 提 ， 考 慮 下 列 各 項 做 法 ：  

 在 全 年 或 不 同 學 期 的 時 間 表 內 ， 安 排 更 多 雙 連 課 節 、 延 長 課 節

至 45– 55 分 鐘，或 編 排 長 短 不 同 的 課 節，以 便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經 歷 ， 配 合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和 學 習 目 標 。  

 靈 活 運 用 課 時 ， 以 便 安 排 同 級 編 組 、 閱 讀 及 協 作 學 習 、 主 題 式

學 習 及 專 題 研 習 。  

 安 排 特 別 時 段 ， 以 便 進 行 大 組 授 課 、 全 校 活 動 或 全 方 位 學 習 。  

 除 了 正 常 的 授 課 課 堂 外 ， 部 分 課 堂 可 設 置 為 個 人 研 習 課 、 小 組

學 習 課 、 教 師 指 導 課 （ 以 小 組 為 基 礎 ） 等 ， 一 方 面 切 合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另 一 方 面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模 式 和 活 動 ， 發 展 學 生 的 不

同 能 力 ， 例 如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分 配 更 長 或 更 多 班 主 任 課 ， 以 便 進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並 協 助

學 生 鞏 固 學 習 。  

 重 新 調 配 每 個 學 期 的 時 間 表 ， 以 便 平 衡 各 學 科 的 課 時 比 例 及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靈 活 運 用 星 期 六 ， 進 行 聯 課 活 動 ， 拓 寬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運 用 單 課 節、雙 連 課 節 及 長 短 課 節 等 不 同 課 節 的 特 點，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  

 教 師 教 授 課 程 內 容 時 ， 可 如 何 同 時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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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 程 資 源  

 課 程 規 畫 紀 錄 － 課 程 規 畫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決 策 過 程，把 課 程 規 畫 的 構 思 ，

例 如 課 程 目 標 的 優 次、具 體 策 略、支 援 措 施 等，呈 現 在 文 件 上。這 做 法

有 以 下 好 處 ：  

 課 程 規 畫 紀 錄 讓 校 長 和 教 師 能 更 清 晰 地 掌 握 學 校 課 程 的 目 標 和 方

向 ， 也 幫 助 新 教 師 認 識 學 校 課 程 ， 讓 他 們 能 更 好 和 更 快 地 融 入 學 校

的 工 作 。  

 在 記 錄 的 過 程 中 ， 校 長 和 教 師 可 就 一 些 理 念 或 疑 問 作 出 澄 清 ， 也 可

以 為 一 些 行 動 提 出 理 據 ， 這 可 使 課 程 規 畫 更 周 詳 及 更 具 體 。  

 課 程 規 畫 紀 錄 是 教 師 持 續 對 課 程 進 行 檢 視 、 反 思 、 更 新 及 ／ 或 填 補

課 程 規 畫 與 實 施 差 距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料 ， 也 是 學 校 進 行 下 一 學 年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重 要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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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試 利 用 下 表 記 錄 你 的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構 思 和 決 定 。  

一  情 境 分 析   

 

 

二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學 校 關 注 事 項  關 注 事 項 一 關 注 事 項 二  關 注 事 項 三  

目 標     

策 略     

工 作 項 目     

支 援 措 施 2    

負 責 科 組 ／ 同 事     

資 源 分 配     

教 師 發 展 需 要     

三  課 程 實 施 3    

四  持 續 監 察 4    

五  檢 討 與 評 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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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這 平 台 提 供 的 資 源 包 括 ：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課 程 指 引  

 學 與 教 資 源  

 評 估 課 業 參 考  

 教 師 培 訓  

 

 課 程 發 展 處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的 網 頁   

 

 學 校 圖 書 館 – 圖 書 館 蘊 藏 豐 富、多 元 的 課 程 資 源，供 教 師 在 規 畫 課 程 時

參 考 及 選 用 。  

有 關 課 程 發 展 處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的 網 頁，可 在「 教 育 局 課 程 發 展 」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index.html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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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階 段 三 ： 課 程 實 施  

這 階 段 主 要 關 注 課 程 實 施 的 情 況 ， 例 如 ， 課 程 是 否 對 學 生 成 長 及 學 習 帶 來

預 期 的 效 果 ； 在 課 程 實 施 過 程 中 ， 有 沒 有 一 些 地 方 與 計 畫 出 現 不 配 合 的 情

況 等 。 如 有 需 要 ， 教 師 可 調 整 計 畫 或 制 定 新 策 略 ， 以 達 至 課 程 目 標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生 學 到 了 甚 麼 ？ 你 的 學 校 有 甚 麼 策 略 、 措 施 或 資 源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你 的 學 校 在 課 程 實 施 過 程 中 ， 課 程 計 畫 有 沒 有 作 出 修 訂 或 調 整 ？

為 甚 麼 ？ 如 何 調 整 ？  

 你 學 校 的 學 生 或 教 師 有 沒 有 遇 到 困 難 ？ 甚 麼 困 難 ？ 可 如 何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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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階 段 四 ： 持 續 監 察  

學 校 持 續 監 察 課 程 實 施 的 情 況，從 而 確 保 學 習 質 量。學 校 可 考 慮 以 下 做 法 ： 

 成 立 課 程 發 展 小 組，以 監 察 課 程 實 施 的 情 況 並 作 出 跟 進。小 組 成 員 可 包

括 校 長 ／ 副 校 長、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教 師 等 。 

 透 過 觀 課、觀 察 學 生 的 日 常 表 現、檢 視 學 生 的 課 業 及 評 估 資 料，並 定 期

收 集 教 師 、 學 生 及 家 長 的 意 見 ， 以 了 解 課 程 實 施 的 情 況 。  

 收 集 的 資 料 應 包 括 能 呈 現 學 生 學 習 提 升、健 康 改 進 及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 

 收 集 資 料 的 工 具 可 包 括 觀 課、觀 察、檢 視 學 生 課 業、學 生 學 習 日 誌、評

估 資 料 、 訪 談 、 教 師 教 學 反 思 、 科 組 會 議 等 。  

 因 應 情 況，適 時 提 出 提 升 或 改 善 措 施；如 課 程 或 活 動 有 所 更 動，教 師 可

略 作 記 錄 ， 以 便 檢 討 及 跟 進 。  

 定 期 檢 視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 以 便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  

     

 

 

 

2.4.5 階 段 五 ： 檢 討 與 評 鑑  

在 這 階 段 ， 學 校 定 期 檢 討 工 作 效 能 ， 反 思 工 作 成 效 。 學 校 利 用 收 集 得 來 的

資 料 ， 例 如 ， 評 估 資 料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仔 細 評 估 學 生 的 學 習 強 項 、

弱 點 和 需 要 ， 藉 以 檢 視 達 標 程 度 ， 例 如 訂 定 的 成 功 指 標 ， 並 提 出 改 善 或 跟

進 建 議 。 確 切 的 檢 討 與 評 估 能 提 供 回 饋 以 助 新 周 期 的 課 程 規 畫 ， 以 及 調 整

周 期 之 間 的 策 略 ， 從 而 推 動 學 校 課 程 持 續 發 展 。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與資源運用 

 2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課 程 規 畫 與 資 源 運 用 － 小 學 示 例  

學 校 可 參 考 下 表 的 一 些 可 行 辦 法 及 示 例 ， 以 達 到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不 同 目 的 。  

目 的  現 況  可 行 辦 法  例 子  

創 造 時 間 及 空

間，為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活

動，以 切 合 個 別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規 定 每 一 課 節 為

35 分 鐘 ， 難 以 安

排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未 能 顧 及 個 別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未 能 充 分 利 用 學

校 的 設 施  
 

就 學 習 的 需 要 延 長 課 堂 時

間，例 如，安 排 雙 連 課 節 或 三

連 課 節、利 用 全 日 或 一 周 的 時

間 進 行 主 題 學 習 活 動  

    

把 獨 立 的 生 活 教 育 課 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整 合 起 來，或 利

用 周 會 及 班 主 任 課，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及 培 養 積

極 的 態 度  

    

為 某 學 科 安 排 特 定 時 段，向 學

生 提 供 輔 導，尤 其 是 在 閱 讀 方

面  

    

每 天 安 排 輔 導 或 功 課 指 導 的

時 段  

    

為 能 力 稍 遜 的 學 生 安 排 每 周

的 輔 導 教 學 時 間  

    

在 午 膳 時 及 課 後 時 間，開 放 特

別 室 讓 學 生 使 用  
 

參 考 示 例 一 至

四  

創 造 空 間，以 提 高

教 師 的 專 業 精 神  

 教 師 欠 缺 足 夠 的 時

間 及 空 間 發 展 專 業  
 

 調 配 時 段 以 促 進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包 括 安 排 共 同 備 課 節 ，

或 隔 周 進 行 教 師 發 展 活 動  
 

參 考 示 例 一 、 三

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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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示 例 一  

安 排 一 些 較 長 的 課 節  

把 生 活 教 育 、 輔 導 時 間 和 教 師 發 展 計 畫 編 入 時 間 表  

每 天 安 排 班 主 任 課  

 

時 間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上 午  

8:15-8:30 
早 會 /早 讀  

8:30-9:10 英 文  普 通 話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9:10-9:40 數 學  體 育  中 文  電 腦  

9:40-9:45 小 休  

9:45-10:15 
中 文  英 文  

中 文  音 樂  
中 文  

10:15-10:45 數 學  體 育  

10:45-11:10 小 息  

11:10-11:40 音 樂  
常 識  

視 覺 藝 術  

中 文  音 樂  

11:40-12:10 

常 識  

常 識  
數 學  

下 午  

12:10-12:40 
中 文  數 學  

12:40-1:40 午 膳  

1:40-2:10 周 會 ／  

生 活  

教 育  

中 文  圖 書 課  中 文  
輔 導 教 學  

2:10-2:40 數 學  

興 趣  

小 組  

普 通 話  

2:40-2:45 小 休  小 休  
教 師 發 展 計 畫  

2:45-3:05 
班 主  

任 課  

班 主  

任 課  

班 主  

任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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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  

 安 排 雙 連 課 節 或 三 連 課 節 ， 確 保 有 充 足 的 時 間 進 行 多 元 化 學 習 活 動 ， 從 而 達 到 不 同

的 學 習 目 標 。  

安 排 早 讀 時 段 ， 以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與 習 慣 。  

 班 主 任 課 讓 學 生 能 在 教 師 的 指 導 下 完 成 功 課 。  

 定 期 舉 辦 興 趣 小 組 ， 培 養 學 生 的 興 趣 。 學 校 可 邀 請 家 長 一 同 參 與 活 動 ， 或 由 家 長 帶

領 一 些 興 趣 小 組 。 學 生 參 加 興 趣 小 組 活 動 時 ， 可 學 習 組 織 活 動 ， 又 可 以 和 與 他 人 合

作 ， 例 如 中 文 學 會 、 圍 棋 學 會 和 攝 影 學 會 等 。  

 以 核 心 科 目 的 形 式 引 入 生 活 教 育 ，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為 教 師 發 展 計 畫 安 排 特 定 時 間 ， 以 讓 教 師 分 享 教 學 心 得 及 多 方 面 了 解 學 生 的 需 要 。

共 同 備 課 ， 有 助 促 進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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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亦 安 排 了 一 個 綜 合 周 的 時 間 表 ， 進 行 主 題 學 習 。 以 下 例 子 是 綜 合 周 的 活 動 安 排 ：  

綜 合 周 活 動 安 排  

時 間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上 午  

8:15-8:30 
早 會 （ 宣 傳 活 動 ）  

8:30-9:10 
有 始  

有 終 （ 一 ）  

飛 魚 樂 園  

穿 梭 音 樂

世 界  

（ 禮 堂 ）  

繽 紛 樂 園

（ 一 ）  
跳 出 美 麗 人 生   

（ 操 場 ）  
9:10-9:40 

墨 趣  
「 營 仔 」、  

「 營 女 」  

（ 禮 堂 ）  

9:40-10:15 

維 港  

美 景 賞  

（ 戶 外  

學 習 ）  

10:15-10:45 

10:45-11:10 小 息  小 息  

11:10-11:40 
「 蟲 」 未  

如 此 深 愛 過  

（ 禮 堂 ）  

通 往 美 麗 人

生 路  

跳 躍  

讀 書 樂  

11:40-12:10 小 息  有 始 有 終 （ 二 ）  

12:10-12:40 
繽 紛 樂 園

（ 二 ）  
總 結  

下 午  

12:40-1:40 
午 膳  

1:40-2:10 
自 製  

樂 器  

美 麗「 音 」中

尋  

拼 出  

彩 虹  

繽 紛 樂 園  

（ 三 ）  
學 生 放 學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時 段  

2:10-2:40 

2:40-2:45 
班 主  

任 課  

班 主  

任 課  

班 主  

任 課  

班 主  

任 課  

 

綜 合 周 目 的 是 提 供 機 會 ， 讓 學 生 透 過 日 常 生 活 的 活 動 ， 綜 合 學 習 。   

通 過 參 與 不 同 的 活 動 ， 讓 學 生 在 不 同 的 學 習 環 境 下 發 展 共 通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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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示 例 二  

學 校 靈 活 編 排 學 習 時 間 ， 如 在 星 期 五 安 排 較 長 課 節 ， 能 更 連 貫 地 安 排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活 動 ， 緊 扣 學 習 與 教 學 ， 讓 學 生 更 專 注 地 上 課 。  

全 日 制 的 課 堂 時 間 比 較 有 彈 性 ， 可 靈 活 調 動 。  

於 星 期 五 下 午 為 所 有 班 級 安 排 常 識 課 或 進 行 聯 課 活 動 。  

 

時 間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時 間  

8:00-8:15 早 會  / 班 主 任 課  8:00-8:15 

8:15-8:50 中 文  中 文  英 文  英 文  集 會  8:15-9:15 

8:50-9:25 英 文  中 文  數 學  中 文  
數 學  9:15-10:05 

9:25-10:00 英 文  英 文  電 腦  數 學  

10:00-10:15 小 息  小 息  10:05-10:20 

10:15-10:50 數 學  數 學  中 文  體 育  
英 文  10:20-11:10 

10:50-11:25 中 文  數 學  中 文  中 文  

11:25-12:00 體 育  音 樂  音 樂  中 文  中 文  11:10-12:00 

12:00-12:45 午 膳  午 膳  12:00-12:45 

12:45-13:20 圖 書 課  普 通 話  視 覺 藝 術  普 通 話  
常 識  12:45-13:35 

13:20-13:55 常 識  常 識  視 覺 藝 術  宗 教  

13:55-14:10 小 息  小 息  13:35-13:45 

14:10-14:45 綜 合 課  活 動  13:45-14:45 

 

理 念 ：  

 星 期 五 的 連 堂 有 助 多 元 化 學 習 活 動 的 安 排 。 而 在 常 識 科 的 共 同 時 段 ， 可 舉 辦 全 校 性

的 活 動 ， 例 如 講 座 、 參 觀 、 班 際 比 賽 ， 以 及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學 習 機 會 。  

 綜 合 課 可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 例 如 導 修 課 、 某 些 科 目 的 增 潤 課 、 各 校 隊 的 訓

練 等 。 教 師 亦 可 安 排 技 能 訓 練 課 ， 以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一 些 共 通 能 力 的 學 習 技 巧 ， 例 如

資 訊 科 技 、 資 料 搜 尋 、 報 告 寫 作 、 閱 讀 、 研 習 、 匯 報 、 朗 誦 及 生 活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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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示 例 三  

學 校 在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四 的 午 膳 時 間 ， 安 排 康 樂 及 文 化 活 動 。  

每 逢 隔 周 的 星 期 五 下 午 ， 不 為 學 生 編 排 課 堂 授 課 ， 騰 出 時 間 來 為 教 師 安 排 專 業 發 展

的 時 段 。  

每 天 為 學 業 上 有 需 要 幫 助 的 學 生 安 排 導 修 課。學 校 亦 同 時 進 行「 加 強 輔 導 教 學 計 畫 」

(IRTP)，讓 有 特 殊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有 機 會 與 其 他 同 學 一 同 學 習，於 每 日 正 規 課 堂 上

以 協 作 教 學 形 式 實 施 ， 同 一 班 的 同 一 科 目 ， 由 兩 位 教 師 教 授 ， 可 照 顧 更 多 學 生 的 需

要 ， 而 且 不 會 有 「 標 籤 效 應 」。  

 

時 間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上 午  

8:00-8:35 
班 主 任 課  

8:35-9:15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9:15-9:55 英 文  常 識  體 育  英 文  中 文  

9:55-10:30 數 學  常 識  數 學  中 文  數 學  

10:30-11:00 小 息  

11:00-11:35 中 文  普 通 話  數 學  數 學  數 學  

11:35-12:10 中 文  音 樂  視 覺 藝 術  數 學  常 識  

下 午  

12:10-12:45 
體 育  數 學  英 文  音 樂  常 識  

12:45-1:15 午 膳  

校 內 康 樂 及 文 化 活 動  1:15-1:55 

1:55-2:30 視 覺 藝 術  圖 書 課  中 文  中 作  

德 育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2:30-3:05 視 覺 藝 術  中 文  中 文  中 作  
普 通 話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3:05-3:40 
導 修 課  

（ 英 ）  

導 修 課  

（ 中 ）  

導 修 課  

（ 中 ）  

導 修 課  

（ 英 ）  

英 文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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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  

學 校 注 重 營 造 充 滿 關 懷 的 學 習 環 境 ， 以 及 提 高 學 生 的 自 尊 和 自 律 。  

在 課 後 開 放 學 校 的 設 施 ， 讓 學 生 寓 學 習 於 遊 戲 ， 從 而 培 養 他 們 的 歸 屬 感 ：  

在 圖 書 館 ， 學 生 除 了 閱 讀 ， 也 可 利 用 電 腦 玩 電 子 遊 戲 或 上 網 瀏 覽 。  

在 視 覺 藝 術 室 和 音 樂 室 ， 除 了 可 進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音 樂 及 視 覺 藝 術 活 動 ， 學 生 亦 可

利 用 那 些 課 室 的 設 施 ， 練 習 樂 器 或 完 成 功 課 。  

在 課 室 播 放 一 些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新 聞 或 卡 通 等 短 片 。  
 

學 校 容 許 學 生 小 心 使 用 校 內 各 種 設 施 ， 從 而 培 養 他 們 的 自 律 性 。  

安 排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時 間 ， 例 如 共 同 備 課 、 經 驗 分 享 、 舉 辦 及 參 加 講 座 。  

每 逢 隔 周 星 期 五 ， 安 排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活 動 ， 或 康 樂 及 文 化 的 延 展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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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示 例 四  

學 校 靈 活 地 安 排 每 科 在 不 同 年 級 有 不 同 的 課 時 。  

學 校 靈 活 編 排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六 的 學 習 時 間 。  

技 能 訓 練 課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一 些 共 通 的 學 習 技 巧 ， 例 如 資 訊 科 技 的 運 用 、 資 料 搜 尋 、

報 告 寫 作 、 閱 讀 、 研 習 、 匯 報 、 朗 誦 及 生 活 技 能 。  

為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生 安 排 興 趣 小 組 。  

在 星 期 六 的 長 周 時 間 進 行 聯 課 活 動 。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的 時 間 分 配 – 小 一 至 小 六  

 

學 習 領 域  學 科  

第 一 及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課 時  

（ 小 時 ）  六 年 內 的 總 課 時  

（ 小 時 ）  
小 一  小 二  小 三  小 四  小 五  小 六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中 文  169 169 169 146 146 146 1080 

普 通 話  22.5 22.5 22.5 22.5 22.5 22.5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英 文  146 146 146 169 169 169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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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表  

時 間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上 午  

8:00-8:45 
早 會  英 文  常 識  數 學  中 文  技 能 訓 練  

8:45-9:30 中 文  圖 書 課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中 文  

9:30-9:45 小 息  

9:45-10:30 體 育  中 文  音 樂  中 文  視 覺 藝 術  英 文  

10:30-11:15 英 文  音 樂  普 通 話  
技 能  

訓 練  
視 覺 藝 術  數 學  

11:15-11:25 小 息  

11:25-12:10 常 識  體 育  中 文  常 識  數 學  聯 課 活 動  

11:30-12:45

或  

2:00-5:00 

   

下 午  

12:10-12:55 
中 文  數 學  數 學  中 文  英 文  

1:40-1:45 興 趣 小 組 ／ 加 強 輔 導 教 學 計 畫  

1:45-3:30 
共 同 備 課  

（ 每 位 教 師 每 星 期 最 少 出 席 三 次 ）  

 

理 念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分 配 較 多 時 間 在 中 文 科 上 ，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則 在 英 文 科 上 ， 使 學 生 能 在

早 期 培 養 中 文 閱 讀 能 力 ， 並 促 進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在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學 生 每 個 星 期

由 外 籍 教 師 提 供 一 教 節 的 英 語 訓 練 ， 這 讓 學 生 能 在 實 際 的 環 境 中 學 習 用 英 語 溝 通 ，

一 方 面 增 強 應 付 面 試 的 能 力 ， 另 一 方 面 在 升 讀 中 學 時 有 更 好 的 銜 接 。  

 45 分 鐘 的 課 堂 時 間 ， 能 更 連 貫 地 安 排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的 活 動 ， 令 學 習 和 教 學 更 有 連

繫 ， 而 學 生 在 上 課 時 亦 更 專 注 。  

 每 日 正 規 課 堂 上 以 協 作 教 學 形 式 實 施 「 加 強 輔 導 教 學 計 畫 」， 同 一 班 的 同 一 科 目 由 兩

位 教 師 教 授 ， 可 照 顧 更 多 學 生 的 需 要 ， 而 且 不 會 有 「 標 籤 效 應 」。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生 在 參 加 興 趣 小 組 活 動 時，例 如 中 文 學 會、橋 牌 學 會 和 攝 影 學 會 ，

可 學 習 組 織 活 動 和 與 他 人 合 作 的 技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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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五 階 段 參 考 自 ：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school/teachers/support/Pages/guide.aspx 

2  例 如 ， 功 課 輔 導 班 、 社 區 服 務 合 作 計 畫 。  

3  在 課 程 實 施 的 階 段 ， 負 責 科 組 或 同 事 定 期 檢 討 實 施 情 況 及 過 程 ， 例 如 ，

學 生 學 習 情 況 、 策 略 的 運 用 、 工 作 項 目 的 落 實 、 支 援 措 施 的 成 效 、 遇 到

的 困 難 及 ／ 或 解 決 方 法 ， 以 及 作 出 的 修 訂 或 調 整 。 有 關 詳 情 ， 可 參 閱 本

章 第 2.4.3 節 。  

4  在 持 續 監 察 的 階 段 ， 課 程 發 展 小 組 監 察 課 程 實 施 的 情 況 及 作 出 跟 進 ， 並

收 集 能 呈 現 學 生 學 習 提 升 及 需 要 改 善 地 方 的 資 料 。 有 關 詳 情 ， 可 參 閱 本

章 第 2.4.4 節 。  

5  在 檢 討 與 評 鑑 的 階 段 ， 學 校 透 過 善 用 收 集 得 來 的 資 料 ， 例 如 ， 評 估 資 料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仔 細 評 估 學 生 學 習 的 強 項 、 弱 點 和 需 要 ， 檢 視 目

標 的 達 成 程 度 ， 並 提 出 改 善 或 跟 進 建 議 。 有 關 詳 情 ， 可 參 閱 本 章 第 2.4.5

節 。  

附註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與資源運用 

 3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參 考 資 料  

 雖 然 第 一 與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同 在 小 學 階 段，不 過 學 生 從 初 小 升 上 高 小 ，

在 生 理 上 正 從 兒 童 期 邁 向 青 春 期，在 智 能、個 性、社 交 能 力 等 不 同 方

面 也 經 歷 着 轉 變。因 此，學 校 應 確 保 各 級 和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順 暢 銜 接 ，

從 而 為 學 生 打 穩 學 習 基 礎 ，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成 長 。  

 如 果 家 長 過 度 要 求 增 多 或 加 深 課 程，學 校 應 以 教 育 原 則 為 依 歸 作 出 衡

量 ， 勿 過 早 和 過 量 催 谷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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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列 參 考 資 料 非 遍 舉 無 遺 ， 以 下 只 列 出 部 分 ， 供 讀 者 參 考 。  

書 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教 育 局 教 育 質 素 保 證 分  

部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2009/10。 取 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reports/insp-a

nnual-reports/qa_annual_report0910_c.pdf> 

 

網 址  

教 育 局 ： 擬 定 校 曆 表 指 引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guidelines-sch-c

alendar/index.html> 

 

教 育 局 ：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學 資 源 平 台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教 育 局 ： 課 程 發 展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index.htm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Victoria. 

<http://www.education.vic.gov.au/Pages/default.aspx>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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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關鍵項目發展進程檢視  

背景  

2001 年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在 《 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 報 告 書 中 ， 建 議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跨 學 習 領 域 推 行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 包 括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從

閱 讀 中 學 習 、 專 題 研 習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行 互 動 學 習 ， 以 幫 助 學 生 發 展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取得的成就與優勢  

自 推 行 以 來 ， 學 校 都 能 將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納 入 學 校 課 程 ， 把 它 們 各 自 作 為 獨

立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或 將 四 者 串 連 起 來 ， 並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中 融 入 跨 科

學 習 ， 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和 獨 立 學 習 能 力 。 學 校 在 推 行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的

成 果 如 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學 校 主 要 透 過 課 堂 滲 透 相 關 元 素 ， 並 運 用 各 學 習 時 段

及 校 本 課 程 ，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學 校 也 透 過 全 方 位 學 習 ， 擴 闊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幫 助 他 們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  

 從 閱 讀 中 學 習 ： 學 校 普 遍 採 用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 舉 辦 多 元 化 閱 讀 活 動 和 獎

勵 計 畫 ， 加 強 閱 讀 策 略 教 學 ， 多 能 善 用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協 助 推 動 閱 讀 ，

並 引 入 家 長 資 源 ， 普 遍 已 營 造 良 好 的 校 園 閱 讀 文 化 。 學 生 的 閱 讀 表 現 亦

有 顯 著 的 提 升 。  

 專 題 研 習 ： 學 校 大 多 採 用 科 本 或 跨 科 主 題 的 模 式 ， 或 以 常 識 科 作 為 推 展

的 平 台，並 結 合 閱 讀 及 資 訊 科 技，進 行 專 題 研 習，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培 養 他 們 的 多 角 度 思 考 能 力 及 共 通 能 力 。  

3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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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行 互 動 學 習 ： 學 校 的 資 訊 科 技 硬 件 設 施 大 多 完 備 ， 課 室

已 網 絡 化，並 設 置 內 聯 網、網 上 學 習 及 討 論 平 台，教 學 模 式 日 見 多 元 化 ，

對 促 進 課 堂 內 師 生 之 間 或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以 及 學 生 自 學，均 大 有 幫 助。 

 

由 此 可 見 ， 學 校 積 極 落 實 課 程 改 革 ， 在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的 推 行 方 面 ， 已 累 積

了 不 少 成 功 經 驗 。 今 天 的 學 校 更 着 重 向 學 生 提 供 適 切 的 學 習 經 歷 ， 幫 助 他

們 發 展 共 通 能 力 ， 尤 其 是 溝 通 能 力 、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及 創 造 力 ； 學

校 在 提 升 教 師 對 學 與 教 策 略 的 掌 握 ， 以 及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技 能 和 態

度 方 面 ， 都 取 得 十 分 正 面 的 成 效 ， 傳 統 的 學 與 教 範 式 已 逐 漸 改 變 。 學 校 宜

建 基 過 往 經 驗 ， 配 合 課 改 進 程 及 善 用 評 估 ， 加 强 學 校 課 程 整 體 規 畫 ， 並 以

學 會 學 習 為 目 標 ， 聚 焦 及 深 化 各 關 鍵 項 目 的 發 展 ， 持 續 培 養 學 生 的 獨 立 學

習 能 力 。  

 

四個關鍵項目的未來發展路向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教 師 可 優 化 現 有 的 推 行 策 略 ， 繼 續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開

放 、 生 活 化 、 着 重 反 思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學 習 經 歷 ，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獨 立

和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與 協 作 能 力 ， 以 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從 閱 讀 中 學 習 ： 學 校 應 建 基 於 現 有 的 優 勢 ， 繼 續 將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作

為 持 續 發 展 的 關 鍵 項 目 ， 進 一 步 提 升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 投 入 感 和 閱 讀 的

深 度，並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讓 學 生 連 繫 已 有 知 識、生 活 經 驗 和 學 習 經 歷 ，

培 養 自 主 學 習 的 習 慣 和 能 力 。 此 外 ， 學 校 也 要 指 導 學 生 善 用 電 子 閱 讀 媒

體 ， 增 進 學 習 成 效 。  

 專 題 研 習 ： 學 校 可 優 化 現 行 專 題 研 習 的 規 畫 ， 加 強 研 習 能 力 的 縱 向 發

展 ， 以 及 與 各 科 目 和 關 鍵 項 目 的 連 繫 ， 並 增 加 專 題 研 習 的 探 究 性 ，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訓 練 多 角 度 思 維 的 機 會，進 一 步 提 升 他 們 的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創 造 力 、 高 階 思 維 能 力 、 協 作 能 力 及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行 互 動 學 習 ： 配 合 學 校 的 發 展 步 伐 ， 學 校 宜 訂 定 明 確 的

政 策 ， 把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各 課 程 的 學 與 教 活 動 中 ， 並 利 用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

推 動 有 效 的 互 動 學 習 ， 讓 師 生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 促 進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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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的 未 來 發 展 路 向  

 

培 養 學 生 成 為 終 身 學 習 者 是 課 程 改 革 的 重 要 路 向 ， 改 革 是 持 續 發 展 的 漫 長

歷 程 。 要 與 時 並 進 ， 學 校 應 建 基 優 勢 ， 進 一 步 創 設 以 學 生 為 本 的 課 程 ， 提

升 學 生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學 會 學 習 能 力 。 學 校 除 繼 續 强 化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外 ， 也 需 要 按 顯 證 評 估 工 作 成 效 ； 教 師 更 要 不 斷 探 究 新 知 識 ， 建 立 專 業 交

流 網 絡 ， 汲 取 他 校 成 功 經 驗 ， 與 學 生 成 為 追 求 學 問 的 夥 伴 ， 使 學 校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學 習 型 的 社 群 ， 以 達 至 「 學 會 學 習 」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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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刊  

課 程 發 展 處 （ 2011）。 小 學 課 程 改 革 研 究 2011 評 估 報 告 。 香 港 ： 課 程 發 展

處 。  

課 程 發 展 處（ 2011）。2011/12 新 任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培 訓 課 程 簡 報。香 港：

課 程 發 展 處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2001）。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香 港：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取 自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wf-in-c

ur/index.html> 

 

網 址  

教 育 局 ：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44&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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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  

香 港 是 一 個 國 際 城 市 ， 資 訊 科 技 發 達 ， 各 種 媒 體 和 資 訊 平 台 迅 速 傳 遞 大 量

訊 息 ， 不 同 價 值 觀 和 取 態 紛 陳 。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培 養 積 極 的 態 度 ， 一 直 是 香 港 學 校 教 育 的 重 要 目 標 之 一 。 處 於

第 一 及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小 學 生 ， 正 是 由 服 從 規 條 避 免 受 到 懲 罰 的 「 他 律 」

階 段 ， 發 展 至 思 考 規 條 背 後 蘊 涵 意 義 的 「 自 律 」 階 段 ， 是 建 立 品 德 及 價 值

觀 的 重 要 時 期。因 此，學 校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應 以 一 個 全 面、有 系 統 、

具 延 續 性 ， 並 配 合 學 生 成 長 需 要 的 模 式 推 行 。  

自 2001 年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列 為 課 程 改 革 的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之 一 ， 配 合

基 礎 教 育 的 發 展 方 向 ， 期 望 透 過 提 供 寬 廣 而 均 衡 的 整 體 課 程 ，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 2002 年 的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各 盡 所 能 ． 發 揮 所 長 （ 小 一 至 中 三 ）》

更 建 議 學 校 應 首 要 培 育 學 生 五 種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以 作 為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具 體 目 標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架 構 於 2008 年 作 出 檢 視 和 修 訂，將 首 要 培 育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增 加 至 七 種 ， 亦 建 議 進 一 步 加 強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與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 以 及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連 繫 。 該 建 議 不 但 得 到 學 校 認 同 ， 亦

普 遍 落 實 於 校 本 課 程 當 中 。 現 行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程 ， 以 至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學 習 範 疇 ， 亦 以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作 為 學 習 重 點 ，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推 行 至 今 ， 成 效 漸 見 。  

現 時 大 部 分 學 校 都 已 規 畫 固 定 課 時，設 計 校 本 課 程，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或 運 用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模 式 ， 積 極 推 廣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重 要 訊 息 。 此 外 ，

政 府 部 門 、 地 區 組 織 、 志 願 團 體 以 及 社 福 機 構 ， 亦 積 極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的 相

關 活 動 ，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 共 同 培 育 良 好 的 品 德 及 公 民 素 質 。  

由 國 際 教 育 成 就 評 價 協 會 (IEA) 進 行 的「 國 際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ICCS)2009」顯

示 ， 香 港 學 生 在 公 民 教 育 與 素 養 的 表 現 ， 在 各 教 育 系 統 中 排 行 首 五 名 內 。  

3A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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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章目的  

 就 學 校 自 課 程 改 革 以 來，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方 面 的 經 驗 和 成 就，總 結

反 思  

 鼓 勵 學 校 持 續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配 合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為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的 規 畫 和 推 行 策 略 ， 提 出 建 議  

 

 

3.3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學習重點  

3.3.1 七 種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根 據 2002 年 的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各 盡 所 能 ． 發 揮 所 長 (小 一 至 中 三 )》

的 建 議，學 校 應 首 要 培 育 學 生 五 種 價 值 觀 和 態 度，即：「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 責 任 感 」、「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 和 「 承 擔 精 神 」， 作 為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方 向 。 其 後 ， 於 2008 年 推 出 《 新 修 訂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架 構 》， 建 議 學

校 將「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責 任 感 」、「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 承 擔 精 神 」、「 誠

信 」 和 「 關 愛 」， 列 為 七 種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建 基 於 良 好 的 經 驗 ，

學 校 應 繼 續 培 育 學 生 上 述 七 種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以 整 體 課 程 模 式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與 此 同 時 ， 因 應 社 會 環 境 的 急 速 轉 變 ， 以 及 學 生 成 長 的 需 要 ， 學 校 須 重 視

培 育 學 生 獨 立 思 考 及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當 遇 上 難 題 的 時 候 ， 懂 得 辨 識 當 中

涉 及 的 價 值 觀 ， 作 出 客 觀 分 析 和 合 理 的 判 斷 ， 並 付 諸 實 踐 ， 方 能 面 對 未 來

生 活 上 種 種 的 挑 戰 。  

 

有 關 「 國 際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2009」 的 研 究 結 果 ，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查 閱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

ccs_report_201101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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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七 種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堅 毅  

 學 生 於 第 一 及 第 二 學 習 階 段，無 論 在 建 立 自 我 或 群 性 發 展 上，都 會 面 對

很 多 轉 變 和 挑 戰；而 社 會 環 境 不 斷 發 展，許 多 新 觀 念 和 新 思 維，都 會 衝

擊 他 們 的 價 值 觀 。  

 我 們 期 望 學 生 能 擁 有 一 顆 堅 毅 的 心，當 面 對 壓 力、困 難 和 挫 折 之 際，仍

能 堅 守 原 則，努 力 不 懈，將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人 生 態 度，實 踐 和 體

現 出 來 。  

尊 重 他 人  

 生 活 在 香 港 這 個 多 元 化 的 城 市 中，會 接 觸 到 不 同 類 型 的 人，他 們 各 自 擁

有 自 己 的 思 想 、 信 念 和 生 活 習 慣 。  

 學 生 應 從 小 學 習 尊 重 和 包 容 別 人 的 態 度，與 不 同 人，例 如 親 人、師 長 、

同 學、朋 友、陌 生 人 等 相 處 時，能 互 相 尊 重，接 納 對 方 與 自 己 的 不 同 之

處 ， 締 造 和 平 友 愛 關 係 ，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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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任 感  

 個 人 於 不 同 的 生 活 崗 位 上，例 如 家 庭、學 校、社 群 等，會 擁 有 不 同 的 身

份 、 角 色 和 權 利 ， 也 承 擔 着 相 關 的 責 任 。  

 小 學 生 年 紀 雖 小，閱 歷 尚 淺，然 而 如 果 從 小 就 能 明 白 社 會 整 體 的 福 祉 ，

乃 建 基 於 每 個 人 的 責 任 感 ， 並 認 識 別 人 對 各 種 身 份 和 角 色 的 要 求 及 期

望，便 能 培 養 他 們 關 心 別 人 福 祉、樂 於 助 人 和 主 動 承 擔 責 任 的 生 活 態 度。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個 人 身 份 的 建 立，與 公 民 及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感 有 緊 密 的 關 係；社 會 和 國 家

的 持 續 發 展，也 有 賴 其 公 民 與 國 民 對 所 屬 的 地 方 有 歸 屬 感，才 能 產 生 凝

聚 力 。  

 香 港 是 中 國 的 一 部 分，幫 助 學 生 從 小 開 始 認 識 自 己 生 活 的 地 方，並 從 認

識 的 過 程 中 建 立 對 國 民 身 份 的 認 同 ， 是 香 港 學 校 課 程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目

標 。 然 而 ， 這 並 非 要 強 加 對 國 家 的 情 懷 於 學 生 身 上 。  

 國 家 不 斷 發 展 ，提 高 學 生 對 國 家 的 認 識，加 深 對《 基 本 法 》及「 一 國 兩

制 」的 理 解，並 建 立 對 國 民 身 份 的 認 同，對 個 人 未 來 發 展 及 社 會 整 體 福

祉 ， 都 大 有 幫 助 。  

 非 華 語 學 生 亦 可 從 加 深 對 中 國 的 認 識，培 育 互 相 尊 重 的 態 度，建 立 和 諧

共 融 的 社 區 。  

承 擔 精 神  

 承 擔 精 神 並 不 單 指 完 成 自 己 的 本 份 ， 更 要 主 動 思 考 如 何 將 事 情 貫 徹 始

終 ，辦 得 更 好。擁 有 承 擔 精 神 的 人，會 不 怕 困 難，勇 於 接 受 挑 戰；當 犯

上 過 失 ， 敢 於 承 認 ， 並 會 積 極 改 善 。  

 若 能 從 小 培 育 學 生 的 承 擔 精 神，便 可 引 導 他 們 對 社 會 的 未 來 作 出 承 擔 ，

以 為 大 眾 謀 求 福 祉 作 為 己 任 。  

誠 信  

 誠 信 是 個 人 寶 貴 的 資 產，有 助 與 別 人 坦 誠 溝 通，建 立 互 信 關 係，亦 是 個

人 立 身 處 世 需 要 持 守 的 價 值 觀。有 誠 信 的 人，能 信 守 諾 言，言 行 一 致 ，

一 旦 許 下 承 諾 ， 定 必 全 力 以 赴 ， 不 會 辜 負 別 人 寄 望 。  

 誠 信 亦 是 香 港 固 有 的 核 心 價 值，支 持 香 港 繼 續 成 為 國 際 大 都 會 及 金 融 中

心 的 重 要 條 件，香 港 社 會 要 繼 續 發 揮 優 勢、持 續 發 展，有 賴 培 育 有 誠 信

的 下 一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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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愛  

 關 愛 是 對 別 人 的 處 境、感 受 和 需 要，表 達 發 自 內 心 的 關 懷 之 情。關 愛 包

含 同 理 心，即 能 從 對 方 角 度 出 發，將 心 比 己 去 了 解 對 方 的 處 境 和 需 要 ，

並 能 適 時 施 予 援 手 。  

 讓 學 生 從 小 便 培 養 一 顆 關 愛 的 心，有 助 他 們 與 別 人 融 洽 相 處，建 立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發 展 人 類 互 助 互 愛 的 精 神 。  

 

除 了 上 述 的 七 種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學 校 也 可 以 因 應 其 辦 學 理 念 及 學 生 需 要 ，

選 擇 其 他 合 適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作 為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發 展 方 向 。  

 

 

 

 反 思 與 行 動  

除 了 七 種 首 要 培 育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你 的 學 校 還 會 着 意 培 育 哪 些 價 值 觀

或 態 度 ， 以 配 合 校 本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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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認 知 、 情 感 及 實 踐 並 重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應 同 時 涵 蓋 認 知 、 情 感 和 實 踐 三 個 層 面 的 發 展 ， 全

面 培 育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圖 3.2 認 知 、 情 感 及 實 踐 並 重  

 

 

 

 

 

 

 

 

 

 

 

認 知 層 面  

提 高 學 生 對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認 識 ， 明 白 在 不 同 的 人 生 階 段 或 社 會 崗 位

所 要 面 對 的 困 難 和 挑 戰 ； 並 培 育 獨 立 思 考 及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懂 得

辨 識 不 同 生 活 事 件 和 議 題 所 蘊 含 的 價 值 和 意 義 ， 作 出 理 性 分 析 和 判 斷 。  

情 感 層 面  

培 育 學 生 的 同 理 心 ， 懂 得 推 己 及 人 ， 關 心 別 人 的 處 境 和 感 受 ； 並 擁 有 積 極

的 人 生 態 度 ， 能 以 適 當 的 方 法 表 達 自 己 的 情 緒 。 當 面 對 困 難 和 挑 戰 ， 仍 能

堅 守 原 則 ， 以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人 生 態 度 ， 勇 敢 面 對 。  

實 踐 層 面  

為 學 生 提 供 生 活 化 的 學 習 經 歷 ， 讓 他 們 從 真 實 的 情 境 中 ， 體 驗 如 何 克 服 各

種 局 限 ， 抗 拒 身 邊 的 誘 惑 ，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情 感 層 面 ： 培 養

關 心 別 人 和 樂 於

助 人 的 情 懷  

實 踐 層 面 ： 在 真

實 的 情 境 中 ，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認 知 層 面：增 強 對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認 識 及 判 斷

能 力  

培 育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從四個關鍵項目學會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7  

 

 

3.3.3 提 供 全 面 而 均 衡 的 學 習 經 歷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應 扣 連 課 堂 學 習 、 實 踐 體 驗 及 學 習 氛 圍 ，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而 均 衡 的 學 習 經 歷 。  

圖 3.3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扣 連 的 學 習 元 素  

 

課 堂 學 習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的 內 容 ， 例 如 中 國 語 文 科 、 常 識 科 、 體 育 科 等 ， 應 涵 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 ； 再 加 上 一 些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性 教 育 、 健 康 生 活 教 育 、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 人 權 教 育 、《 基 本 法 》

教 育 等 ， 以 及 一 些 以 全 人 發 展 為 目 標 的 校 本 課 程 ， 例 如 生 命 教 育 、 公 民 意

識 、 個 人 成 長 、 生 活 技 能 等 ， 能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 多 元 化 及 多 角 度 的 學 習

平 台 ， 讓 他 們 藉 討 論 、 分 享 及 反 思 ， 加 深 對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認 識 。  

 反 思 與 行 動  

規 畫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課 程 ， 如 果 只 偏 重 「 認 知 」、「 情 感 」 或 「 實 踐 」

其 中 一 個 層 面 ， 會 有 甚 麼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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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體 驗  

學 校 及 不 同 團 體 或 機 構 ， 可 以 安 排 一 些 以 實 踐 為 主 的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班 會

或 學 生 會 選 舉 、 制 服 團 體 活 動 、 實 地 參 觀 、 義 工 服 務 等 ， 讓 學 生 從 觀 察 、

思 考 和 實 踐 的 過 程 中 ， 學 習 承 擔 責 任 及 了 解 別 人 的 需 要 ， 並 感 受 助 人 的 喜

悅 ， 鼓 勵 他 們 在 生 活 中 ， 持 守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學 習 氛 圍  

學 校 整 體 學 習 氛 圍 的 營 造 ， 對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除 了

日 常 師 生 交 往 應 做 到 關 愛 和 互 相 尊 重 ， 學 校 亦 可 於 校 政 施 行 上 ， 積 極 配 合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方 向 ， 例 如 推 行 學 校 訓 輔 政 策 時 ， 加 入 關 愛 及 尊 重 別 人

等 正 面 價 值 觀 ； 或 於 學 校 行 政 安 排 上 ， 盡 量 體 現 友 善 和 接 納 的 態 度 。 學 校

亦 可 積 極 協 同 家 長 、 校 友 、 社 區 組 織 、 社 會 人 士 等 各 方 面 的 參 與 和 支 持 ，

共 同 營 造 理 想 的 學 習 氛 圍 ，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上 述 三 種 學 習 元 素 除 了 有 助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彼 此 之 間 亦 緊 密 連 繫 ，

例 如 課 堂 學 習 能 為 實 踐 體 驗 及 學 習 氛 圍 提 供 相 關 的 知 識 基 礎 ； 而 有 利 的 學

習 氛 圍 ， 亦 可 以 促 進 課 堂 學 習 和 實 踐 體 驗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以 課 堂 學 習 配 合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如 何 藉 着 有 效 的 課 程 規 畫 和 課 程 管 理，確 保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 ， 能 於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及 相 關 學 習 經 歷 中 體 現 出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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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加 強 各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連 繫  

學 校 應 繼 續 配 合 課 程 改 革 ， 以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為 方 向 ， 運 用

生 活 化 的 題 材 ， 進 一 步 整 合 包 括 品 德 及 倫 理 教 育 、 公 民 教 育 、《 基 本 法 》 教

育 、 人 權 教 育 、 國 民 教 育 、 禁 毒 教 育 、 生 命 教 育 、 性 教 育 、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等 各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學 習 活 動 ，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 並

加 強 彼 此 之 間 的 連 繫 ，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例 如 某 小 學 以 培 育 學 生 「 尊

重 他 人 」作 為 關 注 事 項，並 貫 通 各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學 習 目 標，包 括 ： 

 於 「 品 德 及 倫 理 教 育 」 中 培 育 有 禮 貌 及 尊 敬 師 長 的 態 度  

 於 「 公 民 教 育 」 中 學 習 尊 重 社 會 上 不 同 人 士 表 達 意 見 的 自 由  

 於 「 《 基 本 法 》 教 育 」 中 學 習 尊 重 法 治 精 神 的 重 要  

 於 「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 中 認 識 尊 重 和 愛 護 大 自 然 的 重 要  

 於 「 性 教 育 」 中 學 習 尊 重 男 與 女 於 成 長 階 段 的 身 心 轉 變  

 於 「 生 命 教 育 」 中 培 育 尊 重 生 命 、 珍 惜 生 命 的 價 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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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與 各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連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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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學習內容  

學 校 應 按 課 程 改 革 的 建 議 ， 繼 續 以 生 活 事 件 ， 即 生 活 中 曾 遇 上 或 未 來 可 能

遇 上 的 事 件 及 議 題 ， 作 為 主 要 的 學 習 內 容 ， 透 過 討 論 、 分 享 、 反 思 等 學 習

活 動 ， 加 深 學 生 對 事 件 及 議 題 的 認 識 ， 提 高 他 們 分 析 、 判 斷 及 處 理 事 件 或

議 題 的 能 力 ， 並 鼓 勵 他 們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人 生 態 度 。  

3.4.1 採 用 生 活 事 件 方 式 組 織 課 程  

為 配 合 社 會 轉 變 及 學 生 成 長 需 要 ， 建 議 學 校 可 從 五 個 生 活 範 疇 ， 即 「 個 人

成 長 及 健 康 」、「 家 庭 」、「 學 校 」、「 社 交 」， 以 及 「 社 會 及 國 家 」， 選 取 合 適

的 生 活 事 件 和 議 題 ， 作 為 學 習 內 容 。 教 師 亦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發 展 和 興 趣 ， 選

取 一 些 社 會 時 事 或 世 界 議 題 作 為 學 習 材 料 ， 例 如 ： 成 長 與 生 涯 規 劃 、 選 舉

與 《 基 本 法 》、 環 境 與 廚 餘 的 處 理 ，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而 生 活 化 的 課 程 內 容 ，

探 討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之 餘 ， 提 高 公 民 素 質。  

例 子 ：  

某 小 學 除 了 恆 常 以 「 交 齊 功 課 」、「 結 交 朋 友 」、「 做 家 務 」、「 男 女 兩 不 同 」、

「 保 護 身 體 」 等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內 容 ， 亦 額 外 預 留 學

習 時 間 ， 選 取 一 些 大 眾 正 熱 烈 討 論 的 世 界 大 事 或 社 會 議 題 ， 與 學 生 討 論 和

分 享 。  

 

3.4.2  選 擇 生 活 事 件 的 考 慮 要 素  

學 校 在 選 擇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學 習 材 料 時 ， 應 考 慮 ：  

 學 生 於 不 同 成 長 階 段 的 轉 變 和 需 要：例 如，升 上 小 學、踏 入 青 春 期 等 ，

讓 學 生 學 習 如 何 建 立 自 我 形 象，並 以 樂 觀 積 極 的 態 度 面 對 成 長 帶 來 的 轉

變 。  

 反 思 與 行 動  

教 師 應 如 何 就 學 生 的 成 長 、 背 景 、 興 趣 等 ， 選 取 適 切 的 生 活 事 件 或 議 題

作 為 學 習 材 料 ，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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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學 生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的 事 件：例 如，結 交 朋 友、應 付 考 試、與 家 人 發 生

磨 擦 等，都 是 學 生 常 會 遇 上 的 事 件。選 擇 這 類 事 件 作 為 題 材，有 助 提 高

他 們 的 學 習 興 趣 。  

 時 事 及 大 眾 關 注 的 生 活 事 件 ： 例 如 ， 投 票 選 舉 、 當 代 國 情 、 環 境 保 育 、

人 權 法 治 、《 基 本 法 》推 行 等 ， 讓 學 生 思 考 、 討 論 和 分 享 ， 並 學 習 如 何

作 出 理 性 和 多 角 度 的 分 析 和 判 斷 。   

 

學 校 在 選 擇 和 運 用 生 活 事 件 ， 又 或 設 計 校 本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時 ，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所 提 供 的 建 議 及 學 與 教 資 源 。  

 

 

3.4.3 以 生 活 事 件 方 式 學 習 與 施 教 的 特 點  

以 學 生 成 長 經 歷 為 本  

學 生 於 成 長 的 歷 程 中 ， 會 面 對 不 同 的 挑 戰 和 壓 力 ， 需 要 教 師 給 予 適 當 的 指

導 和 建 議。以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主 要 的 內 容，可 以 把 學 校 學 習 與 個 人 成 長 經 歷 ，

透 過 討 論 真 實 的 成 長 體 驗 ， 有 意 義 和 有 系 統 地 連 繫 起 來 ， 讓 學 生 更 有 興 趣

反 思 自 己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學 習 如 何 克 服 成 長 所 要 面 對 的 困 難 和 挑 戰 。  

真 實 及 生 活 化 的 題 材  

教 師 可 透 過 生 活 化 的 題 材 及 大 眾 關 注 的 時 事 議 題 ， 讓 學 生 容 易 投 入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思 考 ， 並 釐 清 相 關 的 價 值 取 向 ， 然 後 作 出 合 情 合 理 的 判 斷 。 學 生 也

可 以 從 中 學 習 如 何 以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積 極 的 態 度 ， 面 對 和 處 理 各 種 生 活 上

遇 到 的 困 難 與 挑 戰 。  

促 進 思 維 及 判 斷 能 力  

在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時 期 ， 認 知 能 力 發 展 迅 速 ， 是 建 立 自 我 形 象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重 要 階 段 。 多 鼓 勵 學 生 討 論 和 思 考 生 活 事 件 ， 能 提 升 他 們 分 析 和 判 斷

的 能 力 ， 幫 助 他 們 學 習 如 何 在 日 趨 複 雜 的 社 會 環 境 中 ， 以 理 性 的 態 度 ， 辨

識 不 同 的 價 值 取 向 或 潛 在 的 價 值 衝 突 ， 並 作 出 理 性 客 觀 的 判 斷 和 選 擇 。  

有 關 教 育 局 所 提 供 的 建 議 及 學 與 教 資 源 ， 可 從 「 教 育 局 德 育 、 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mc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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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  

教 師 可 利 用 「 自 律 地 上 網 」 的 生 活 事 件 ， 引 導 學 生 反 思 ：  

 互 聯 網 與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的 關 係  

 如 何 辨 識 網 上 資 訊 的 真 偽 並 拒 絕 接 觸 不 良 資 訊  

 自 律 並 負 責 任 地 安 排 自 己 的 作 息 時 間 ， 實 踐 健 康 生 活  

 

教 師 可 利 用 「 立 法 會 選 舉 」 的 生 活 事 件 ， 幫 助 學 生 認 識 ：  

 在 《 基 本 法 》 下 作 為 社 會 公 民 的 義 務 和 權 利  

 理 性 討 論 及 獨 立 思 考 的 重 要  

 如 何 尊 重 自 己 和 別 人 表 達 意 見 的 權 利  

 

教 師 可 利 用 「 內 地 發 生 天 災 」 的 生 活 事 件 ，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國 家 自 然 災 害 ， 例 如 水 災 、 地 震 等 的 成 因 和 影 響  

 從 多 角 度 認 識 人 為 因 素 如 何 增 加 或 減 低 天 災 所 造 成 的 破 壞  

 從 關 愛 和 承 擔 的 角 度，思 考 如 何 作 出 貢 獻，減 輕 內 地 災 民 的 痛 苦 和 傷 害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檢 視 和 調 適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內 容，以 配 合 社 會 不

斷 的 轉 變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鼓 勵 學 生 善 用 各 種 途 徑 及 資 訊 平 台，從 多 角 度 了 解 國 家

發 展 及 當 代 國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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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推行策略  

3.5.1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學 校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時 ， 應 配 合 全 面 而 均 衡 的 課 程 規 畫 ， 根 據 學 習 目

標 設 計 相 關 的 學 習 經 歷 和 進 行 評 鑑 ， 並 持 續 優 化 課 程 內 容 。 課 程 規 畫 當 中

應 包 括 ：  

訂 立 學 習 目 標  依 學 校 的 辦 學 理 念、教 師 及 家 長 意 見、學 生 需 要 等，全

面 考 慮 學 校 發 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方 向，編 訂 各 學 習 階

段 的 具 體 學 習 目 標 。  

檢 視 現 行 課 程

安 排  

檢 視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程 中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配 合 相 關 校 本 課 程，例 如 生 命 教 育、服 務 學

習、專 題 研 習 等，以 及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例 如 周 會、聯

課 活 動 日、制 服 團 隊 訓 練 等，為 學 生 提 供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  

建 立 專 業 團 隊  建 立 交 流 平 台，鼓 勵 教 師 分 享 教 學 心 得 和 經 驗；同 時 安

排 專 業 培 訓 課 程，提 高 教 師 對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內 容 和 教

學 技 巧 的 掌 握 。  

引 入 資 源 支 援  參 考 報 章、雜 誌、書 本、電 子 媒 體、互 聯 網 等 各 類 資 源 ，

選 擇 合 適 的 生 活 事 件 和 時 事 議 題 作 為 學 習 材 料；亦 可 善

用 教 育 局、相 關 政 府 部 門、大 專 院 校、非 政 府 機 構 等 所

提 供 的 學 習 資 源 及 支 援 服 務 。  

評 估 及 優 化 課

程  

以 學 習 目 標 為 基 礎，運 用 多 元 化 及 適 切 的 策 略，了 解 學

生 在 學 習 歷 程 中 的 轉 變，給 予 正 面 回 饋 及 改 進 建 議，並

根 據 學 生 表 現 ， 檢 視 和 優 化 課 程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能 更 有 效 地 將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 與 各 學 習 領 域 、 校 本 課 程

及 相 關 學 習 經 歷 扣 連 ， 以 培 育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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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多 元 化 學 習 模 式  

 學 校 應 繼 續 採 用 以 下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模 式 ， 持 續 發 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在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的 課 程 中 ， 進 一 步 加 強 價 值 教 育 的 學 習 元

素 。  

 引 入 辦 學 團 體 、 大 專 院 校 、 政 府 部 門 、 非 政 府 機 構 等 提 供 的 學 習 資

源 ， 善 用 於 周 會 、 班 主 任 課 、 校 本 課 程 等 之 中 ， 積 極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參 考 或 參 加 由 大 專 院 校 、 政 府 部 門 、 非 政 府 機 構 等 提 供 有 關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全 人 發 展 的 計 畫 ， 靈 活 配 合 學 校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推 行 。  

 學 校 可 藉 着 舉 辦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例 如 實 地 參 觀、義 工 服 務、境 外 交 流

等，藉 觀 察、體 驗、反 思 和 分 享，幫 助 他 們 建 立 或 鞏 固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掌 握 各 種 生 活 技 能；高 年 級 學 生 更 可 以 負 責 策 畫 的 工 作，從 而 訓

練 組 織 和 領 導 才 能 ， 並 培 育 責 任 感 和 承 擔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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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某 小 學 採 用 《 基 本 法 》 學 習 教 材 套 (高 小 )的 建 議 ， 於 科 本 和 校 本 活 動 中 ，

讓 學 生 透 過 故 事 、 軼 事 和 社 會 動 態 等 資 訊 ， 掌 握 《 基 本 法 》 的 知 識 ， 尊 重

法 治 精 神 ， 並 成 為 負 責 任 、 肯 承 擔 的 良 好 的 公 民 。  

小 學 四 年 級 ： 主 題 二 「 居 港 有 法 」 中 「 我 是 好 公 民 」 單 元  

目 的  內 容  延 伸 活 動  

讓 學 生 知 道 《 基 本 法 》

及 本 地 法 律 保 障 香 港

市 民 的 言 論、出 版 及 通

訊 自 由  

教 師 透 過 故 事「 尖 沙 咀

奇 遇 記 」， 帶 領 學 生 討

論 故 事 中 人 物 的 行

為，如 何 受 到《 基 本 法 》

及 本 地 法 律 的 保 障 。  

 新聞剪報 

讓 學 生 認 同 在 互 相 尊

重 的 基 礎 上 ， 達 致 合

法、合 理 地 行 使 自 己 的

公 民 權 利 。  

透 過 學 習 活 動「 旅 遊 好

去 處 」， 讓 學 生 分 組 討

論 不 同 國 家 對 旅 客 的

要 求 ， 認 識 合 法 、 合 理

地 行 使 自 己 的 權 利 。  

 新聞剪報---設計「香港

遊」 

 校本舉辦的境外遊活動

 

小 學 六 年 級 ： 主 題 二 「 合 法 合 情 」 中 「 各 司 各 職 」 和 「 奉 公 守 法 」 單 元  

目 的  內 容  延 伸 活 動  

讓 學 生 認 識 《 基 本 法 》

中 列 明 立 法 會 的 職 權

和 產 生 辦 法，關 注 社 會

事 務，並 知 道 選 民 和 參

選 人 雙 方 的 責 任  

透 過「 誰 來 立 法 」學 習

活 動，讓 學 生 從 參 與 模

擬 選 舉 的 過 程 中，了 解

選 民 和 參 選 人 雙 方 的

責 任 。  

 好學生/模範生選舉 

 參觀立法會大樓 

 

讓 學 生 知 道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法 官 任 命 和

要 求，以 及「 港 人 治 港 」

的 原 則，並 認 識 香 港 享

有 獨 立 司 法 權 和 終 審

權 。  

透 過 資 料 蒐 集 和 故 事

「 基 基 想 當 法 官 的 志

願 」， 促 進 學 生 間 的 互

動 討 論 ， 從 而 建 構 知

識 。  

  「 考 考 你 」活 動 —知

識 的 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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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與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緊 密 扣 連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應 與 現 行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例 如 語 文 科、常 識

科、體 育 科 等，以 及 相 關 學 習 經 歷，例 如 閱 讀 計 畫、户 外 學 習、班 際 比

賽 、 專 題 研 習 等 緊 密 扣 連 ， 互 相 配 合 。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在 規 畫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時，如 何 能 切 合 校 情 及 學 生 需 要，選 取 生 活

化 的 材 料 作 為 學 習 內 容 ？  

  

 

3.5.4 營 造 有 利 氛 圍   

 學 校 的 文 化、環 境 和 學 習 風 氣，對 學 生 有 潛 移 默 化 的 作 用。因 此，學 校

應 提 供 一 個 公 正、和 諧 及 關 愛 的 學 習 環 境，鼓 勵 學 生 身 體 力 行，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除 了 課 堂 學 習，藉 着 教 師 與 學 生 日 常 的 接 觸、校 政 措 施、課 外 活 動、訓

輔 計 畫 等，均 可 提 供 機 會 給 學 生 認 識、反 思 和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學 校 應 透 過 舉 辦 不 同 類 型 的 活 動，例 如 家 長 講 座、學 校 分 享 會、同 樂 日

等，聯 繫 不 同 持 份 者 如 家 長、校 友、社 區 人 士 等，營 造 有 利 培 育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學 習 及 生 活 環 境 ， 共 同 努 力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示 例  

某 小 學 在 周 年 計 畫 中 ， 將 培 育 學 生 的 品 德 及 情 意 發 展 列 作 關 注 事 項 之 一 ，

鼓 勵 各 科 組 的 教 師 把 品 德 教 育 及 情 意 教 育 元 素 ， 有 系 統 地 融 入 學 與 教 活 動

當 中 ； 同 時 以 兩 年 為 一 循 環 ， 二 至 五 年 級 每 學 期 進 行 一 次 跨 學 科 學 習 ， 主

題 分 別 為「 個 人 與 社 會 」、「 健 康 人 生 」及「 做 個 好 公 民 」，透 過 不 同 的 主 題

加 強 品 德 教 育 。  



從四個關鍵項目學會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 

 18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例 如 ：  

 校 長 與 教 師 應 言 行 一 致，以 身 作 則，實 踐「 尊 重 他 人 」、「 責 任 感 」、

「 誠 信 」 等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教 師 對 學 生 要 多 鼓 勵 、 支 持 和 耐 心 教 導 ； 學 校 員 工 之 間 互 相 關 懷 和

合 作 ， 便 可 合 力 營 造 「 關 愛 」 和 「 尊 重 他 人 」 的 學 校 文 化  

 訂 立 情 理 兼 備 的 獎 懲 制 度 ， 體 現 學 校 對 「 關 愛 」 和 「 尊 重 他 人 」 的

重 視  

 以 開 放 和 接 納 的 態 度 ， 靈 活 運 用 以 下 各 種 學 與 教 策 略 ， 培 養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透 過 小 組 討 論 ， 讓 學 生 懂 得 辨 識 和 理 解 不 同 觀 點 ， 反 思 個 人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透 過 朋 輩 輔 導 計 畫 ， 讓 學 生 學 會 分 享 ， 並 關 心 他 人  

 透 過 參 與 社 區 服 務 ， 讓 學 生 了 解 社 區 內 不 同 人 士 的 需 要 ， 並 坐

言 起 行 ，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透 過 討 論 社 會 上 具 爭 議 性 議 題 ， 讓 學 生 了 解 多 元 社 會 當 中 不 同

的 觀 點 和 價 值 衝 突 ， 並 培 養 理 性 和 獨 立 的 思 考 能 力 。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的 行 政 安 排 應 如 何 配 合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推 行 ， 以 促 進 成 效 ？  

 學 校 應 如 何 審 視 和 引 入 各 種 校 外 資 源，以 支 援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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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各持份者的角色  

3.6.1 校 長 ／ 副 校 長  

 向 全 校 師 生 宣 揚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重 要 性，凝 聚 共 識，並 在 規 畫、決 策

和 推 行 工 作 中 ， 以 實 際 行 動 支 持 ， 言 行 一 致 。  

 領 導 師 生 及 其 他 持 份 者，共 同 制 定 全 校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和 發 展 計

畫 ， 動 員 各 方 ， 使 彼 此 配 合 及 支 援 。  

 委 任 一 位 統 籌 主 任，負 責 檢 視、整 體 規 畫 和 發 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程 ，

並 定 期 評 估 推 行 成 效 。  

 鼓 勵 教 師 積 極 參 加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並 推 廣 校 內 及

校 外 觀 摩 交 流 的 文 化 ， 藉 以 提 高 教 師 的 專 業 水 平 。  

 與 家 長、校 友、其 他 學 校、社 區 組 織、政 府 部 門、非 政 府 機 構 等 保 持 聯

繫 溝 通，凝 聚 各 方 的 力 量，引 入 不 同 類 型 的 資 源，以 支 援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  

 

3.6.2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統 籌  

 因 應 學 校 的 情 況 和 學 生 的 成 長 需 要，訂 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發 展 方 向 和

具 體 學 習 目 標 ， 並 持 續 檢 視 推 行 的 情 況 。  

 就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進 行 課 程 規 畫，選 取 適 切 的 生 活 事 件 作 為 學 習 內 容 ，

並 採 用 多 元 化 學 與 教 策 略 ， 全 面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  

 與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及 學 校 行 政 小 組（ 例 如：訓 導 組、輔 導 組、學 生 成

長 組 等 ）的 統 籌 人 溝 通 協 調，檢 視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及 學 習 經 歷 中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推 行 情 況 。  

 定 期 向 校 長 ／ 副 校 長 匯 報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推 行 情 況，共 同 商 議 發 展 方

案 ， 或 尋 求 適 當 的 資 源 ， 以 優 化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課 程 內 容 。  

 向 教 師 提 供 有 關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資 料，鼓 勵 教 師 積 極 參

加 ， 以 及 安 排 同 儕 交 流 分 享 ， 提 高 教 學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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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主 任   

 在 各 級 的 課 程 規 畫 中，有 策 略 地 加 入 可 培 育 學 生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學 習 元

素 。  

 透 過 科 組 會 議、分 享 會 等，與 教 師 討 論 在 學 與 教 的 過 程 中，可 幫 助 學 生

培 育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策 略 。  

 根 據 學 校 的 發 展 方 向，配 合 推 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計 畫，並 與 其 他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組 別 協 作，設 計 跨 學 科 學 習 的 主 題 和 活 動，互 相 協 調，定 期 檢

討 學 習 成 效 。  

 安 排 教 師 就 相 關 課 題 進 行 經 驗 分 享 ， 並 檢 視 教 學 成 效 。  

 

3.6.4  教 師  

 了 解 學 校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和 方 針，認 同 培 育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是 教 師 的 使 命 和 責 任 。  

 以 「 身 教 」 配 合 「 言 教 」， 以 身 作 則 ； 並 適 時 給 予 學 生 正 面 的 回 饋 或 提

點 ， 鼓 勵 反 思 。  

 在 設 計 日 常 課 堂 學 習 活 動 時，注 意 如 何 鞏 固 學 生 的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提 供 學 習 機 會，例 如 小 組 活 動、專 題 研 習 等，讓 學 生 實 踐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和 校 外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活 動，並 於 活 動 完 結 後，透

過 討 論 分 享 ， 鞏 固 學 習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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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家 長  

 主 動 了 解 子 女 學 校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情 況 ， 與 校 方 合 作 和 保 持 溝

通 。  

 為 子 女 提 供 良 好 的 家 庭 學 習 環 境，多 與 他 們 討 論 生 活 見 聞，分 享 自 己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並 鼓 勵 他 們 反 思 及 表 達 個 人 見 解 。  

 經 常 注 意 自 己 的 言 行 ， 為 子 女 樹 立 榜 樣 。  

 鼓 勵 子 女 積 極 參 與 校 內 和 校 外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  

 

3.6.6 學 生  

 投 入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課 堂 活 動，多 角 度 思 考、討 論 和 主 動 發 表 意 見，並

用 心 聆 聽 和 尊 重 他 人 的 看 法 。  

 留 意 社 會、國 家 及 世 界 時 事，加 深 對 不 同 事 件 和 議 題 的 認 識，擴 闊 個 人

的 視 野 ， 學 習 以 理 性 客 觀 的 態 度 作 出 判 斷 和 決 策 。  

 善 用 餘 暇 參 加 由 學 校、政 府 部 門、非 政 府 機 構 等 舉 辦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參 觀 交 流 、 義 工 服 務 、 制 服 團 體 等 ， 實 踐 積 極 和 健 康 的 生 活 模 式 。  

 愛 護 家 庭，於 日 常 生 活 中，積 極 幫 助 別 人，關 心 時 事，持 守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為 自 己 未 來 的 發 展 訂 立 目 標 及 計 畫，致 力 為 家 庭、社 會、國

家 及 世 界 作 出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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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評估  

3.7.1 目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評 估 ， 應 具 備 以 下 功 能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提 供 正 面 及 清 晰 的 回 饋，讓 學 生 掌 握 改 善 的 方 向，並 藉

着 彰 顯 他 們 的 學 習 表 現，幫 助 他 們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鼓 勵 學 生 透 過 討 論、分 享 或 實 踐，加 深 對 正 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的 了 解 ， 思 考 自 我 提 升 或 改 進 的 方 向 。  

對 學 習 的

評 估  

為 教 師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提 供 資 料，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程 和

表 現 ， 作 為 調 適 和 優 化 課 程 的 重 要 參 考 。  

 

3.7.2 方 向  

 提 供 正 面 而 清 晰 的 回 饋，彰 顯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促 進 學 生 反 思 改 進 的 方

向 。  

 避 免 評 核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是 否 符 合 標 準 ， 又 或 是 比 較 不 同 學 生 表 現 的 高

低 。  

 在 規 畫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評 估 時 ， 應 涵 蓋 以 下 三 個 方 面 ：  

 鼓 勵 學 生 積 極 思 考 ， 加 深 對 自 我 的 認 識 及 提 高 判 斷 能 力 。  

 藉 着 教 師 回 饋 ， 幫 助 學 生 建 立 正 面 的 學 習 態 度 。  

 運 用 持 續 性 的 評 估 策 略 ， 適 時 讓 學 生 了 解 自 己 的 表 現 ， 亦 能 協 助 教

師 了 解 學 習 成 效 。  

 反 思 與 行 動  

應 如 何 確 保 學 校 進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評 估 ， 不 會 將 學 生 「 標 籤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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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為學校和教師所提供的支援  

 教 育 局 持 續 為 香 港 中、小 學 校，提 供 不 同 類 型 的 課 程 資 源，例 如 學 習 材

料 、 學 習 資 源 網 、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等 ， 協 助 學 校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學 習 材 料 ： 提 供 教 案 、 工 作 紙 等 ， 並 列 明 教 學 目 標 、 教 學 流 程 、

參 考 材 料 、 延 伸 活 動 建 議 等 ， 以 供 教 師 靈 活 運 用 。  

 學 習 資 源 網 ： 製 作 不 同 主 題 的 學 習 資 源 網 ， 內 容 涵 蓋 時 事 專 題 及

各 跨 學 科 價 值 教 育 範 疇 的 學 習 ， 例 如 生 命 教 育 、 性 教 育 、 品 德 教

育 、 《 基 本 法 》 教 育 、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等 ， 提 供 教 學 策 略 建 議 、

學 習 活 動 建 議、學 校 實 踐 經 驗 等；部 分 學 習 資 源 網 更 備 有 家 長 篇 ，

引 導 家 長 配 合 學 校 教 學 ， 促 進 子 女 全 面 成 長 。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定 期 提 供 系 列 式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為 學 校 員 工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 例 如 校 長 、 副 校 長 、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教 師 、 家 長 等 ，

舉 辦 各 類 研 討 會 、 工 作 坊 等 ， 並 與 師 資 培 訓 機 構 積 極 合 作 ， 提 升

教 學 團 隊 相 關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能 力 。  

 

 教 育 局 亦 提 供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 包 括 ：  

有 關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可 從「 教 育 局 培 訓 行 事 曆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tcs.edb.gov.hk/tcs/publicCalendar/start.htm 

有 關 學 習 資 源 網，可 從「 教 育 局 德 育、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mcne 

有 關 《 基 本 法 》 教 育 學 習 資 源 網 ， 可 從 以 下 的 網 站 查 閱  

1.「 教 育 局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pshe 

2.「 教 育 局 常 識 科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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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助 學 校 制 定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計 畫 。  

 建 立 教 師 網 絡 ， 促 進 教 師 交 流 意 見 和 分 享 心 得 。  

 與 大 專 院 校 建 立 協 作 關 係 ， 讓 教 師 掌 握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最 新 發

展 。  

 協 同 學 校 試 行 新 教 學 策 略 ， 並 與 其 他 學 校 分 享 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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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本 章 是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小 一 至 小 六 ）》 的 其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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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  

自 教 育 局 在 2001 年 推 出 課 程 改 革 以 來 ， 學 校 均 積 極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這 個 關 鍵 項 目 。 以 下 一 些 營 造 校 園 閱 讀 風 氣 的 良 好 實 踐 ， 已 廣 為 學 校 所 採

納 ：  

 將 閱 讀 列 為 學 校 發 展 計 畫 的 重 點 項 目 。  

 採 用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 並 引 進 家 長 的 支 援 ， 家 校 共 同 推 動 閱 讀 。  

 安 排 閱 讀 時 間 ， 如 早 讀 課 、 午 讀 課 ， 讓 學 生 進 行 常 規 閱 讀 。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閱 讀 策 略 。  

 營 造 良 好 的 語 言 學 習 環 境 。  

 舉 辦 多 元 化 閱 讀 活 動 和 獎 勵 計 畫 。  

 使 用 多 樣 化 和 合 適 的 閱 讀 材 料 。  

 設 置 專 職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協 助 推 動 閱 讀 。  

 參 與 教 育 局 及 社 區 推 動 閱 讀 的 活 動 ， 如 閱 讀 薈 萃 、 世 界 閱 讀 日 。  

經 過 十 年 努 力 ， 香 港 學 生 的 閱 讀 表 現 提 升 了 不 少 ， 這 在 國 際 性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測 試 中 亦 有 所 反 映 ， 例 如 ， 香 港 小 四 學 生 的 閱 讀 能 力 在 2011 年「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 （ PIRLS） 中 ， 排 名 由 2001 年 的 第 十 四 位 ， 躍 升 至

第 一 位 ； 香 港 十 五 歲 學 生 的 閱 讀 能 力 在 2012 年 「 學 生 能 力 國 際 評 估 計 畫 」

（ PISA） 中 ， 名 列 第 二 位 ， 數 碼 閱 讀 能 力 排 名 第 三 位 。 這 些 數 據 都 反 映 了

基 礎 課 程 改 革 推 動 閱 讀 的 路 向 是 正 確 的 。 不 過 ， 上 述 測 試 及 外 評 報 告 亦 顯

示 ， 學 校 在 整 體 推 動 閱 讀 的 規 畫 ， 以 及 提 升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 投 入 感 和 深

度 方 面 ， 仍 有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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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資 訊 科 技 高 速 發 展 和 知 識 領 域 不 斷 拓 展 ， 以 資 訊 科 技 促 進 互 動 學 習

已 是 大 勢 所 趨，電 子 閱 讀 能 力 將 更 形 重 要，如 何 善 用 新 興 的 電 子 閱 讀 媒 體 ，

以 指 導 學 生 掌 握 大 量 瞬 息 萬 變 的 資 訊 作 有 效 學 習 ， 是 學 校 必 須 關 注 的 新 挑

戰 。 因 此 ， 展 望 未 來 ，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仍 是 學 校 必 須 持 續 發 展 的 關 鍵 項

目 。  

 

3.2 本章目的  

 闡 明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理 念 和 發 展 路 向  

 總 結 學 校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有 效 措 施  

 幫 助 教 師 反 思 學 校 推 動 閱 讀 的 成 效  

 

3.3 從閱讀中學習目的   

身 處 數 碼 時 代 和 知 識 型 社 會 ， 學 生 要 裝 備 自 己 以 應 付 所 需 ， 除 了 要 學 會 閱

讀 ， 喜 愛 閱 讀 ， 還 須 掌 握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技 巧 ， 以 提 升 整 體 的 學 習 能

力 ， 達 到 終 身 學 習 和 全 人 發 展 。 學 生 在 閱 讀 時 ， 可 連 繫 個 人 知 識 、 學 習 經

歷 ， 以 至 整 個 世 界 的 事 務 ， 從 而 深 入 理 解 文 本 的 內 涵 ， 建 構 意 義 ； 並 透 過

廣 泛 閱 讀 ， 觸 類 旁 通 ， 達 至 以 下 目 的 ：  

 從 不 同 領 域 獲 取 和 建 構 知 識 ， 融 會 貫 通 ， 靈 活 運 用 。  

 提 升 在 溝 通 、 學 業 及 智 能 發 展 方 面 所 需 的 基 本 語 文 能 力 。  

 激 發 潛 能 ， 培 養 思 維 和 共 通 能 力 。  

 培 養 多 方 面 興 趣 ， 提 升 生 活 質 素 和 品 味 。  

 陶 冶 性 情， 培 養 品 德 情 意 ，加 強 對 個 人、家 庭、社 會、國 家 和 世 界 的 責

任 感 。  

 培 養 開 放 的 態 度 ， 能 包 容 不 同 的 意 見 、 觀 點 、 價 值 觀 和 文 化 。  

 擴 展 對 生 命 的 了 解 ， 積 極 面 對 生 命 的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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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從閱讀中學習的發展路向  

要 幫 助 學 生 裝 備 自 己 以 適 應 時 代 及 社 會 的 轉 變 ， 學 校 應 引 導 學 生 從 「 學 會

閱 讀 」 發 展 至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 學 校 可 以 運 用 不 同 策 略 去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發 展 ， 例 如 ， 先 營 造 校 園 閱 讀 氛 圍 ， 再 推 動 「 跨 課 程 閱 讀 」 ，

以 協 助 學 生 培 養 自 主 學 習 的 習 慣 和 能 力 。  

 

3.4.1 學 會 閱 讀 與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是 以 「 學 會 閱 讀 」 為 基 礎 。 據 研 究 顯 示 ， 0-9 歲 1 是

兒 童 學 習 閱 讀 的 最 重 要 階 段，學 校 可 建 基 於 學 生 學 前 階 段 的 閱 讀 經 驗 ，

規 畫 初 小 學 生 在 閱 讀 範 疇 的 發 展，以 提 升 他 們 的 閱 讀 興 趣 和 能 力，進 而

能 透 過 廣 泛 閱 讀 ， 汲 取 知 識 。  

 由「 學 會 閱 讀 」到「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絕 非 線 性 的 轉 變，而 是 不 斷 積 累 的

進 程，二 者 互 有 重 叠 ， 可 並 行 發 展。初 小 是 促 進 學 生「 學 會 閱 讀 」較 有

效 的 時 機，學 校 宜 於 這 個 階 段 按 不 同 的 閱 讀 目 的，提 供 有 意 義 的 情 境 ，

透 過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活 動 鼓 勵 學 生 閱 讀，讓 學 生 掌 握 基 本 的 閱 讀 技 巧 和 策

略 ；亦 可 創 設 情 境，盡 可 能 讓 學 生 同 時 經 歷「 學 會 閱 讀 」及「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以 均 衡 發 展 閱 讀 能 力 。 不 應 待 學 生 在 初 小 「 學 會 閱 讀 」 後 ， 才

從 高 小 開 始 推 行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要 幫 助 學 生 進 一 步 提 升「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的 成 效，學 校 除 了 繼 續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亦 宜 引 導 學 生 養 成 自 發 閱 讀 和 思 考 的 習 慣，提 升 閱 讀 的

質 量。教 師 在 指 導 學 生 閱 讀 時，可 引 發 他 們 將 閱 讀 文 本 與 個 人 的 生 活 經

驗 、 學 習 經 歷 ， 以 至 世 界 議 題 及 事 件 連 繫 起 來（ 見「 有 效 的 閱 讀－連

結 」 的 例 子 ）， 透 過 聯 想 、 比 較 、 推 論 等 不 同 閱 讀 策 略 ， 促 進 對 文 本 作

更 深 入 的 思 考，得 出 新 的 見 解。學 生 具 備 這 種 閱 讀 能 力 和 習 慣，將 有 利

於 自 主 地 從 閱 讀 中 汲 取 各 類 新 知 識 ， 探 討 感 興 趣 的 課 題 。  

 

 反 思 與 行 動  

 自 主 學 習 是 否 就 是 讓 學 生 自 行 學 習 ， 例 如 ， 閱 讀 自 己 喜 愛 的 書 本 ， 教

師 不 必 指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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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效 的 閱 讀 － 「 連 結 」  

圖 3.1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連 結 」有 如 搭 一 道 知 識 的 橋，可 幫 助 學 生 從 閱 讀 中 引 發 各 種 連 繫 ，

如 ：  

 文 本 與 個 人 的 連 繫 （ 已 有 經 驗 和 知 識 ）  

每 個 學 生 都 有 獨 特 的 個 人 經 歷 和 生 活 知 識 ， 教 師 指 導 閱 讀 時 ， 可

調 動 學 生 已 有 的 經 驗 和 知 識 ， 引 發 他 們 聯 想 ， 使 這 些 經 驗 和 知 識

與 書 本 的 信 息 產 生 連 繫 ， 並 建 構 新 的 意 義 。 例 如 ：  

 閱 讀 《 龜 兔 賽 跑 》 時 ， 可 引 導 他 們 回 想 自 己 以 往 參 加 比 賽 的 經

歷 ， 是 否 有 類 似 龜 或 兔 的 成 功 或 失 敗 經 驗 ， 思 考 龜 、 兔 或 自 己

日 後 再 參 加 比 賽 ， 怎 樣 才 能 做 得 更 好 等 ， 讓 學 生 將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歷 和 文 本 所 述 作 比 較 、 分 析 ， 從 而 對 文 本 有 更 深 的 體 會 ；  

 學 生 閱 讀 有 關 親 情 、 家 庭 的 圖 書 ， 可 提 問 他 們 有 沒 有 與 書 中 人

物 相 同 的 經 歷 ， 如 果 他 們 是 書 中 的 人 物 會 怎 樣 看 待 家 人 或 長

輩 ， 讓 學 生 將 故 事 連 繫 自 己 的 家 庭 生 活 ， 反 思 自 己 在 家 中 的 角

色 ， 進 而 培 養 關 愛 家 人 、 孝 順 父 母 等 品 德 情 意 。  

 文 本 與 學 習 經 歷 的 連 繫 （ 在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所 學 所 得 ）  

學 生 已 具 備 不 同 知 識 領 域 的 學 習 經 歷 ， 在 閱 讀 過 程 中 ， 教 師 可 透

過 回 憶 、 重 組 等 方 式 引 導 學 生 整 理 個 人 的 學 習 經 驗 ， 以 幫 助 他 們

貫 通 不 同 領 域 的 知 識 ， 甚 或 應 用 知 識 進 行 推 論 、 解 難 等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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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閱 讀 名 人 傳 記 ， 教 師 可 指 導 他 們 連 繫 不 同 學 科 涉 獵 過 的 人

物 故 事，如 在 常 識 科 學 到 的 歷 史 人 物、在 音 樂 科 學 過 的 音 樂 家、

在 視 藝 科 認 識 的 藝 術 家 、 在 體 育 科 認 識 的 運 動 員 ， 歸 納 出 這 些

人 士 成 功 的 因 素 ， 思 考 他 們 怎 樣 克 服 困 難 ， 進 一 步 找 出 他 們 值

得 學 習 的 地 方 ；  

 閱 讀 科 普 作 品 ， 可 連 繫 常 識 科 習 得 的 科 學 、 科 技 的 知 識 ， 以 深

化 閱 讀 的 體 會 ， 並 嘗 試 解 釋 一 些 自 然 界 的 現 象 。  

 文 本 與 社 會 、 世 界 的 連 繫 （ 新 聞 議 題 、 生 活 事 件 ）  

小 學 生 對 生 活 的 體 驗 有 限 ， 但 透 過 有 效 的 閱 讀 ， 可 拓 展 學 生 的 生

活 領 域 。 例 如 ：  

 學 生 閱 讀 《 活 在 山 區 裡 － 貴 州 山 區 孩 子 的 喜 怒 哀 樂 》 一 書 時 ，

教 師 可 引 導 學 生 想 想 曾 觀 看 的 扶 貧 節 目 或 曾 閱 讀 的 相 類 似 故

事 ， 連 繫 香 港 以 至 世 界 不 同 地 區 相 關 的 新 聞 報 道 、 生 活 事 件 ，

更 全 面 地 體 會 活 在 貧 窮 線 下 的 人 的 景 況， 並 思 考 貧 窮 的 人 怎 樣

能 活 得 精 彩 ， 從 而 培 養 他 們 關 心 社 會 ， 放 眼 世 界 的 襟 懷 。  

 

 在 這 個 資 訊 發 達 的 年 代 ， 要 學 生 「 學 會 閱 讀 」， 也 應 留 意 資 訊 科 技 的 發

展。近 年 電 子 閱 讀 器 及 電 子 讀 物 日 趨 普 及，電 子 文 本 超 連 結、易 檢 索 等

特 點，正 改 變 學 生 的 閱 讀 習 慣。過 往 閱 讀 策 略 的 教 學，主 要 以 幫 助 學 生

提 升 理 解 能 力 為 目 的，未 來，教 師 宜 按 電 子 書 的 發 展，檢 視 學 生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的 情 況，作 出 適 當 的 指 導，例 如，提 示 學 生 怎 樣 進 入 文

本，以 有 效 的「 導 航 」搜 尋 有 用 的 訊 息，並 能 篩 選 及 應 用 資 訊 以 協 助 解

決 問 題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通 過 教 學 設 計 ， 幫 助 學 生 閱 讀 時 能 作 更 有 效 的 連 結 ？  

 電 子 書 和 印 刷 書 本 的 閱 讀 策 略 有 分 別 嗎 ？   

 應 以 甚 麼 準 則 推 薦 學 生 選 讀 電 子 讀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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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的 發 展 策 略  

學 校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 多 從 建 立 校 園 閱 讀 風 氣 入 手 ， 故 此 在 這 方 面

積 累 了 不 少 良 好 的 規 畫 和 實 踐 經 驗 ， 但 推 動 「 跨 課 程 閱 讀 」 的 效 能 ， 仍 未

見 顯 著 。 學 校 宜 把 握 推 動 校 園 閱 讀 風 氣 的 優 勢 ， 持 續 培 養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和 習 慣，繼 而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為 學 生 提 供 機 會 連 繫 已 有 知 識 和 生 活 經 驗 ，

作 有 目 的 、 有 意 義 的 閱 讀 ， 達 至 以 下 目 的 ：  

 不 斷 增 進 新 知 和 建 構 知 識，以 拓 寛 胸 襟 和 視 野，發 展 多 方 面 的 興 趣 和 能

力 。  

 對 閱 讀 材 料 作 進 一 步 的 思 考，在 不 同 知 識 領 域 中 延 展 語 文 的 學 習，以 提

升 閱 讀 能 力 和 人 文 素 養 。  

 

圖 3.2 跨 課 程 閱 讀 目 的  

 

學校可從以下各方面檢視推動「從閱讀中學習」的步伐，調節發展的策略： 

促 進 校 園 閱 讀 氛 圍  

 在 課 內 課 外 提 供 有 利 學 生 閱 讀 的 環 境 ，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和 習 慣 。  

 規 畫 全 校 閱 讀 計 畫，或 發 展 校 本 閱 讀 課 程，有 系 統 地 讓 學 生 學 會 閱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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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學 生 適 當 的 鼓 勵 ， 幫 助 他 們 建 立 成 功 感 ， 投 入 閱 讀 。  

 推 薦 優 質 閱 讀 材 料，鼓 勵 學 生 廣 泛 閱 讀，拓 寬 閱 讀 面，提 升 閱 讀 趣 味 。 

 為 學 生 創 設 閱 讀 情 境，以 便 學 習、運 用、反 思、鞏 固 及 內 化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關 注 學 生 的 閱 讀 質 素 和 閱 讀 習 慣，並 以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作 為 學 校 的 發 展

重 點 。  

（ 有 關 促 進 校 內 閱 讀 文 化 的 具 體 措 施 ， 請 參 閱 3.6。 ）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連 繫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或 科 組，建 立 協 作 的 機 制，以 加 強 溝 通；並 透 過 檢 視

課 程，凝 聚 共 識，以 幫 助 學 生 拓 寬 視 野，建 構 知 識，提 升 創 意 和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  

 各 學 習 領 域 ／ 科 目 可 透 過 不 同 方 式 的 協 作，安 排 多 元 化 的 閱 讀 活 動 和 計

畫，讓 學 生 涉 獵 不 同 領 域 的 知 識，並 運 用 閱 讀 策 略 和 技 巧 有 效 提 取 不 同

類 型 的 知 識 內 容。以 下 是 學 校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較 常 見 的 跨 科 協 作 模 式 ： 

 各 學 科 先 共 同 設 定 要 學 習 的 閱 讀 策 略 和 技 巧，如 提 問、瀏 覽、分 析 、

比 較 、 綜 合 ， 然 後 不 同 科 目 的 教 師 按 實 況 為 學 生 提 供 機 會 在 本 科 學

習 及 應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或 技 巧 ， 以 提 升 閱 讀 能 力 。（ 例 子 見 附 錄

一 「 跨 課 程 閱 讀 ︰ 跨 科 協 作 示 例 一 」）  

 各 學 科 先 共 同 擬 訂 閱 讀 主 題（ 亦 可 加 上 子 題 ），  然 後 有 關 學 科 按 主

題 及 本 科 的 學 習 目 標 ， 設 計 閱 讀 材 料 和 閱 讀 任 務 ， 讓 學 生 透 過 閱 讀

與 主 題 相 關 的 材 料 ， 加 強 對 有 關 主 題 的 認 識 ， 從 而 深 入 理 解 本 科 的

學 習 內 容 ， 並 能 融 會 貫 通 各 科 的 知 識 。（ 例 子 見 附 錄 一 「 跨 課 程 閱

讀 ︰ 跨 科 協 作 示 例 二 」）  

 配 合 專 題 研 習 的 方 式 進 行 ， 學 校 擬 設 主 題（ 亦 可 由 教 師 與 學 生 共 擬

主 題 ）， 讓 學 生 自 選 研 究 的 子 題 ， 制 定 研 習 方 案 ， 包 括 選 讀 與 子 題

相 關 的 材 料 ， 並 有 機 會 應 用 相 關 的 學 科 知 識 ， 按 研 習 目 的 深 入 理 解

閱 讀 的 內 容 ， 從 中 建 構 知 識 ， 發 表 有 個 人 看 法 的 研 習 成 果 。（ 例 子

見 附 錄 一 「 跨 課 程 閱 讀 ︰ 跨 科 協 作 示 例 三 」）  

 不 同 科 目 在 推 動 閱 讀 時 應 有 不 同 的 側 重 點，例 如，閱 讀 科 普 作 品，常 識

科 的 重 點 在 於 增 進 學 生 的 科 學 知 識，培 養 探 索 和 科 學 精 神；語 文 科 則 引

導 學 生 認 識 科 普 作 品 的 語 文 特 色 ， 並 培 養 仁 民 愛 物 的 情 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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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課 程 閱 讀 應 能 提 供 豐 富 的 閱 讀 經 歷，引 發 學 生 連 繫 個 人 生 活 經 驗、已

有 知 識 及 世 界 事 務，深 入 反 思 閱 讀 的 內 容，並 能 融 會 貫 通，作 批 判 性 及

創 造 性 的 閱 讀 。  

 

 

 

3.5 學校整體推廣從閱讀中學習的策略  

學 校 普 遍 採 用 全 校 參 與 的 模 式 ， 以 促 進 校 園 閱 讀 的 風 氣 ， 但 要 結 合 跨 課 程

閱 讀 ， 持 續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 以 發 展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學 校 就

必 須 因 應 學 生 的 閱 讀 學 習 作 整 體 規 畫 ， 發 揮 各 持 份 者 的 角 色 ， 共 建 有 彈 性

的 協 作 機 制 ， 能 因 應 閱 讀 的 新 趨 勢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 例 子 見 附 錄 二 「 學 校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示 例 」 ）  

3.5.1 全 校 參 與 推 動 學 生 閱 讀 中 各 持 份 者 的 角 色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及 各 科 教 師 是 學 校 推 廣 閱 讀 的 重 要 人 物 ， 而 不 少 研 究 顯 示 ，

兒 童 閱 讀 能 力 的 發 展 亦 受 家 庭 影 響 ， 因 此 ， 在 培 養 小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和 習

慣 方 面 ， 須 加 強 家 校 合 作 ， 進 一 步 發 揮 家 長 支 援 的 角 色 。 此 外 ， 配 合 自 主

學 習 能 力 的 發 展 ， 學 生 亦 應 為 個 人 的 學 習 負 責 ， 認 識 自 己 的 角 色 。 以 下 詳

述 各 持 份 者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  

3.5.1.1 校 長 ／ 副 校 長  

 把 推 廣 閱 讀 定 為 學 校 恆 常 關 注 事 項，並 分 配 人 手 及 資 源 持 續 推 廣 閱 讀 。 

 闡 明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在 推 動「 學 會 閱 讀 」及「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的 角 色

和 任 務 。  

 就 學 生 閱 讀 的 發 展，凝 聚 各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共 識，共 同 訂 定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學 校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情 況 如 何 ？ 下 一 步 的 目 標 和 發 展 策 略 是

甚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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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注 閱 讀 的 新 趨 勢，如 電 子 書，掌 握 科 技 的 最 新 發 展，並 適 當 地 在 學 校

推 行 應 用 。  

 調 派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處 理 專 業 工 作，加 強 其 職 能，以 便 與 學 校 課 程 領 導

人 員 合 作 ， 協 助 統 籌 及 協 調 推 動 閱 讀 的 工 作 。  

 採 納 最 新 概 念 ， 提 升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效 能 。  

 以 身 作 則 ， 喜 愛 閱 讀 ， 為 教 師 和 學 生 建 立 良 好 榜 樣 。  

 培 養 教 師 的 閱 讀 文 化 。  

 

3.5.1.2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建 基 學 校 的 優 勢 ， 檢 視 各 科 課 程 ， 協 助 規 畫 全 校 推 動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的 方 案 。  

 掌 握 閱 讀 新 趨 勢 ，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鼓 勵 教 師 協 作 ， 合 力 指 導 學 生 進 行 有 關 閱 讀 計 畫 。  

 監 控 閱 讀 資 源 的 質 素 。  

 推 廣 有 效 的 閱 讀 策 略 及 活 動 。  

 培 養 教 師 的 閱 讀 文 化 。  

 

3.5.1.3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主 動 與 科 組 協 調 和 溝 通，負 責 學 習 資 源 的 統 籌 和 管 理，加 強 課 內 與 課 外

閱 讀 統 整 ， 設 計 多 元 化 閱 讀 活 動 。  

 協 助 學 生 善 用 圖 書 館 學 會 學 習 ， 例 如 ：  

 以 不 同 方 式 及 有 關 科 技 ， 提 供 簡 便 的 渠 道 讓 學 生 獲 取 資 訊 ；  

 發 展 各 類 以 資 源 為 本 的 課 程 ， 以 促 進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技 能 ；  

 訂 定 有 效 的 策 略 ， 培 養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及 經 常 閱 讀 的 習 慣 。  

 了 解 學 生 閱 書 的 興 趣 和 閱 讀 經 驗，購 置 優 質 圖 書 及 非 印 刷 書 籍，如 電 子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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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同 各 科 教 師 計 畫 和 施 教，推 廣 在 學 與 教 中 廣 泛 應 用 不 同 來 源 的 資 訊 。

（ 具 體 例 子 請 參 考 第 七 章 示 例 「 圖 書 協 作 課 」 ）  

 確 保 圖 書 館 提 供 各 種 優 質 資 源，方 便 有 關 人 士 取 用，例 如，根 據 各 學 習

領 域 最 新 的 課 程 發 展 需 要 和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的 重 點 ， 添 置 圖 書 館 資 源 。  

 改 善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服 務，例 如，調 整 開 放 時 間，方 便 進 行 閱 讀 和 有 關 學

習 的 活 動 。  

 在 校 內 促 進 資 訊 質 素 的 發 展 ， 並 且 留 意 課 程 及 科 技 方 面 的 最 新 發 展 。  

 

3.5.1.4 教 師  

 

 所 有 教 師 都 應 視 推 廣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為 己 任 ， 透 過 以 下 方 面 幫 助 學

生 學 得 更 好 ：   

 以 身 作 則 ， 進 行 廣 泛 及 有 效 的 閱 讀 ， 並 作 反 思 ；  

 鼓 勵 學 生 在 課 餘 閱 讀 不 同 類 型 的 中 外 讀 物，並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切 而

有 趣 的 優 質 閱 讀 材 料 ；  

 因 應 學 生 閱 讀 的 表 現 ， 適 時 回 饋 ， 並 予 以 鼓 勵 。  

 語 文 科 教 師 須 了 解 學 生 使 用 閱 讀 策 略 的 情 況 ， 並 與 其 他 學 科 教 師 溝 通

及 協 調 ， 共 同 創 設 情 境 ， 讓 學 生 有 機 會 運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學 科 教

師 亦 應 在 本 科 推 動 閱 讀 ， 例 如 ， 鼓 勵 學 生 多 讀 非 小 說 類 圖 書 、 報 章 、

雜 誌 、 單 張 。  

 各 科 教 師 應 合 力 計 畫 和 施 教 ， 推 廣 在 學 與 教 中 廣 泛 應 用 不 同 來 源 的 資

訊 。  

 透 過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活 動 ， 如 讀 書 會 、 好 書 推 介 、 閱 讀 沙 龍 ， 讓 學 生 定

期 分 享 閱 讀 經 驗 和 心 得 。  

 反 思 與 行 動  

 除 了 中 文 科 和 英 文 科 教 師，其 他 科 目 教 師 應 如 何 進 一 步 推 廣「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  

 你 在 推 動 學 生 閱 讀 方 面 ， 擔 任 了 怎 樣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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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 家 長  

在 子 女 成 長 的 早 期 階 段 ， 家 長 在 家 中 宜 建 立 一 個 理 想 的 閱 讀 環 境 ， 以 幫 助

子 女 培 養 良 好 的 閱 讀 習 慣。不 少 研 究 2 顯 示，家 長 常 跟 子 女 進 行 家 庭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 看 書 、 說 故 事 和 唱 歌 ， 對 子 女 將 來 的 閱 讀 能 力 有 正 面 影 響 。 因

此 ， 家 長 需 要 ：  

 以 身 作 則 ， 在 家 裏 經 常 閱 讀 。  

 訂 立 一 個 固 定 的 閱 讀 時 間 和 子 女 一 起 閱 讀 ， 例 如 每 天 半 小 時 。  

 確 保 有 一 個 安 靜 而 舒 適 的 閱 讀 環 境 ， 例 如 ， 關 掉 電 視 、 提 供 足 夠 的 空

間 和 充 足 的 光 線 。  

 多 讚 賞 ， 並 肯 定 子 女 的 閱 讀 表 現 ， 鼓 勵 子 女 閱 讀 和 分 享 閱 讀 經 驗 。  

 可 以 自 行 或 與 子 女 一 起 ， 為 家 中 選 購 豐 富 而 多 樣 化 的 讀 物 ， 如 雜 誌 、

報 紙 、 故 事 書 、 參 考 書 及 電 子 書 。  

 認 同 閱 讀 書 籍 ， 包 括 電 子 文 本 ， 是 家 課 之 一 。  

 參 與 由 學 校 或 公 眾 團 體 所 舉 辦 的 閱 讀 活 動 ， 學 習 有 關 的 技 巧 和 策 略 ，

以 幫 助 子 女 更 有 效 地 閱 讀 。  

 安 排 多 元 化 的 家 庭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 到 圖 書 館 借 書 、 逛 書 店 、 參 與 閱

讀 或 文 化 講 座 、 與 孩 子 分 享 故 事 及 閱 讀 電 子 書 。  

 與 學 校 合 作 ， 引 起 子 女 閱 讀 的 興 趣 ， 指 導 他 們 如 何 閱 讀 ， 以 豐 富 他 們

的 知 識 和 想 像 力 ， 並 增 強 他 們 的 語 文 能 力 。  

 利 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真 實 情 境，幫 助 子 女 閱 讀，例 如，閱 讀 公 園 的 指 示 、

公 眾 地 方 的 規 則 、 商 品 的 說 明 、 港 鐵 路 線 圖 。  

 

教 育 局 提 供 的 家 長 資 源 ：  

《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0-9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單 張 ：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pa

rent-child-reading/index.html 

《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0-3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

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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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3-6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

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3-6.pdf  

《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6-9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
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6-9.pdf 

 

3.5.1.6 學 生  

 發 掘 自 己 的 閱 讀 興 趣 ， 學 會 從 閱 讀 中 找 尋 樂 趣 。  

 為 自 己 訂 立 固 定 的 閱 讀 時 間 ， 閱 讀 自 己 喜 愛 的 讀 物 。  

 閱 讀 不 同 內 容 、 類 型 的 讀 物 ， 擴 闊 閱 讀 興 趣 。  

 建 立 寫 閱 讀 札 記 的 習 慣 ， 以 提 升 閱 讀 的 深 度 。  

 掌 握 電 子 閱 讀 的 最 新 資 訊 ， 並 與 同 學 及 家 人 分 享 。  

 課 餘 多 逛 圖 書 館 或 書 店 ， 主 動 參 與 學 校 的 閱 讀 計 畫 或 圖 書 館 的 活 動 。  

 樂 於 與 別 人 交 流 閱 讀 心 得 和 感 想 ， 並 向 他 們 推 介 好 書 。  

 

3.5.2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協 作 機 制  

要 有 效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 學 校 可 由 校 長 、 副 校 長 與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扮 演

領 導 角 色 ， 從 以 下 方 面 建 立 各 科 協 作 的 機 制 ：  

 帶 領 全 校 教 職 員 參 與 ， 上 下 一 心 ， 作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整 體 規 畫 。 規 畫 時

應 以 學 與 教 的 需 要 作 考 慮 ， 而 不 一 定 規 限 某 些 學 科 或 要 求 所 有 科 組 作

跨 科 協 作 。  

 廣 納 不 同 科 組 意 見 ， 並 取 得 共 識 ， 擬 定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方 向 ， 例 如 ︰  

 由 學 校 負 責 課 程 發 展 的 組 別 ， 評 估 學 校 的 需 要 及 各 科 發 展 的 方

向 ， 並 透 過 溝 通 取 得 不 同 科 組 的 共 識 ， 以 規 畫 學 校 的 願 景 ， 共 擬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目 標 。  

 鼓 勵 教 師 或 科 組 按 學 生 或 教 學 的 需 要 ， 與 其 他 科 組 溝 通 、 協 作 ，

共 擬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目 標 ， 並 邀 請 負 責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的 組 別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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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支 援 ， 組 織 閱 讀 專 責 小 組 ， 因 應 共 擬 的 閱 讀 目 標 ， 設 計 課 程 。  

 協 調 全 體 教 師 ， 實 施 校 本 閱 讀 計 畫 或 課 程 。  

 定 期 檢 視 閱 讀 成 效 ， 進 行 評 鑑 回 饋 。  

 

 

3.6 促進從閱讀中學習的有效措施   

教 師 及 家 長 應 共 同 努 力 ， 採 用 以 下 措 施 幫 助 學 生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3.6.1 安 排 閱 讀 時 間  

為 培 養 學 生 的 個 人 閱 讀 興 趣 及 恆 常 的 閱 讀 習 慣 ， 學 校 宜 ：  

 確 保 在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課 的 學 與 教 時 間 中 安 排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

中 國 語 文 科 將 課 內 與 課 外 閱 讀 結 合 ， 於 課 堂 舉 行 讀 書 會 ， 鼓 勵 學 生 分

享 閱 讀 心 得 。 英 文 閱 讀 工 作 坊 的 課 時 ， 最 高 可 佔 英 國 語 文 科 總 課 時 的

40%。  

 鼓 勵 教 師 繼 續 推 動「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及「 跨 課 程 閱 讀 」， 以 擴 闊 學 生 閱

讀 的 範 圍 ， 並 提 升 閱 讀 的 深 度 。  

 靈 活 和 有 系 統 地 在 時 間 表 中 為 學 生 安 排 閱 讀 時 段 ， 例 如 ， 早 上 、 午 飯

時 間 、 課 後 、 相 連 課 節 內 和 考 試 後 的 閱 讀 時 段 。  

 延 伸 校 內 閱 讀 時 間 ， 例 如 ， 安 排 下 午 時 段 進 行 閱 讀 活 動 。  

 為 圖 書 館 編 排 一 個 靈 活 的 時 間 表 ， 因 應 需 要 和 圖 書 館 的 情 況 ， 學 科 教

師 可 在 上 課 時 帶 學 生 到 學 校 圖 書 館 去 ， 或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協 作 教

學 ， 或 讓 學 生 使 用 相 關 的 資 源 ， 以 便 安 排 更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活 動 。  

例 子  

學 校 建 立 的 跨 課 程 閱 讀 協 作 機 制 示 例 ， 見 附 錄 三 ：  

 例 子 一 ： 學 校 主 導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例 子 二 ： 教 師 主 導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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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營 造 有 利 閱 讀 的 環 境 和 氛 圍  

 設 備 優 良 的 圖 書 館 。  

 設 有 舒 適 座 椅 的 閱 讀 角 ， 保 持 環 境 寧 靜 。  

 提 供 有 利 電 子 閱 讀 的 設 施 ， 讓 學 生 時 時 讀 ， 處 處 讀 。  

 在 學 校 不 同 地 方 擺 放 多 樣 化 的 閱 讀 材 料 ， 例 如 ， 課 室 、 特 別 室 、 學 生

活 動 室 及 操 場 ， 以 便 學 生 、 家 長 取 閱 。  

 在 校 內 張 貼 海 報 、 標 誌 、 通 告 、 圖 表 、 名 言 警 句 及 學 生 作 品 等 ， 以 鼓

勵 學 生 多 閱 讀 。  

 舉 辦 主 題 書 展 。  

 舉 辦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 講 故 事 比 賽 、 作 家 專 題 講 座 、 專 題 書

展 。  

 校 長 和 教 師 以 身 作 則 ， 促 進 校 園 的 閱 讀 風 氣 。  

 勇 於 嘗 試 其 他 具 創 意 的 構 思 ， 例 如 ， 設 置 電 子 聊 書 室 。  

 

3.6.3 提 高 學 生 的 閱 讀 動 機 和 興 趣  

 須 引 發 學 生 閱 讀 的 興 趣 ， 初 期 可 給 予 他 們 獎 品 或 表 揚 等 外 在 的 獎 勵 。  

 為 激 發 學 生 內 在 的 閱 讀 動 機 ， 應 為 他 們 提 供 充 分 的 機 會 ， 以 口 頭 、 美

術 、 書 面 或 戲 劇 表 演 等 形 式 ， 分 享 及 交 流 閱 讀 的 感 想 和 心 得 。 分 享 及

交 流 的 形 式 可 以 個 人 或 小 組 進 行 ， 例 如 ， 透 過 師 生 閱 讀 交 流 或 學 生 之

間 聊 書 ， 分 享 閱 讀 的 樂 趣 。  

 於 課 內 和 課 外 安 排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 組 織 班 級 讀 書 會 、 舉 辦

主 題 閱 讀 及 作 家 探 訪 活 動 ， 或 透 過 校 園 電 視 台 作 好 書 推 介 。  

 選 擇 多 樣 化 的 閱 讀 材 料 ， 以 照 顧 不 同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 例 如 ， 男 生 較

喜 歡 科 普 作 品 ， 女 生 較 喜 歡 文 藝 類 書 籍 ， 應 讓 他 們 都 能 選 讀 喜 愛 的 作

品 類 型 ， 同 時 又 能 鼓 勵 他 們 選 讀 不 同 類 型 的 讀 物 。 此 外 ， 亦 應 配 合 學

生 的 心 智 發 展 ， 選 擇 或 推 薦 合 適 的 閱 讀 材 料 。  

 讓 學 生 參 與 圖 書 館 的 選 書 ， 或 自 訂 希 望 添 置 的 書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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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訓 高 年 級 的 學 生 成 為 閱 讀 大 使 ， 以 鼓 勵 他 們 與 低 年 級 的 學 生 分 享 閱

讀 經 驗 和 樂 趣 ， 建 立 責 任 感 和 自 信 心 。  

 教 師 、 朋 輩 和 家 長 應 給 予 肯 定 和 建 設 性 的 提 議 ， 這 可 提 高 學 生 的 閱 讀

動 機 ， 並 可 持 續 發 展 學 生 的 閱 讀 動 力 。  

 

3.6.4 提 供 多 樣 化 和 合 適 的 閱 讀 材 料  

 學 校 應 營 造 一 個 具 有 豐 富 閱 讀 素 材 的 環 境，提 供 大 量 與 課 程 相 關，又 能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認 知 程 度 、 語 文 能 力 和 興 趣 的 閱 讀 材 料 。  

 全 校 教 師 一 起 合 作 ， 細 心 規 畫 ， 善 用 閱 讀 資 源 和 經 費 。  

 訂 立 選 材 準 則 ， 關 注 作 品 的 質 素 ， 選 擇 文 質 兼 美 的 閱 讀 材 料 。  

 因 應 學 生 的 性 別、個 性、成 長 經 歷 等，照 顧 不 同 學 生 的 閱 讀 需 要，選 用

適 切 的 閱 讀 材 料，以 提 升 他 們 的 閱 讀 信 心、興 趣 和 能 力。例 如，學 生 可

從 閱 讀 圖 畫 書、童 謠 或 童 話 開 始，然 後 選 讀 橋 樑 書、科 學 小 品，進 而 閱

讀 一 些 情 節、人 物 錯 綜 複 雜 的 故 事 或 其 他 體 裁 的 文 章，再 進 而 至 範 圍 較

廣、較 有 深 度，內 容 與 學 科 相 關、風 格 類 型 較 多 樣 化、形 式 不 同 的 閱 讀

材 料 。  

 

 讓 學 生 選 擇 自 己 喜 愛 的 閱 讀 材 料，並 鼓 勵 他 們 從 質 素 及 效 用 方 面，對 所

讀 的 閱 讀 材 料 提 供 意 見 。  

 在 課 堂 引 進 不 同 類 型 的 閱 讀 材 料，例 如，圖 畫 書、橋 樑 書、小 說、劇 本 、

報 章、雜 誌、資 料 單 張 等，使 文 藝 性 及 資 訊 性 閱 讀 兼 備，以 拓 寬 學 生 的

閱 讀 面 。  

 善 用 網 上 閱 讀 材 料 。  

 反 思 與 行 動  

一 些 研 究 （ 如 「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 顯 示 ， 香 港 女 生 的 閱 讀 能

力 普 遍 優 於 男 生，有 說 這 與 學 校 選 擇 閱 讀 材 料 和 安 排 閱 讀 活 動 時，甚 少 考

慮 男 生 的 興 趣 有 關。請 檢 視 任 教 學 校 男 生 的 閱 讀 能 力 是 否 有 相 同 情 況，若

是 ， 你 會 怎 樣 提 升 男 生 的 閱 讀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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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學 習 閱 讀 策 略  

 各 科 教 師 均 須 因 應 本 科 特 點 協 作，指 導 學 生 閱 讀，讓 他 們 掌 握 不 同 的 閱

讀 策 略 ：  

 學 生 需 具 備 一 定 的 語 文 能 力 才 可 進 行 閱 讀 ， 因 此 可 由 中 國 語 文 科 、

英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協 作，在 語 文 課 及 圖 書 課 中 指 導

學 生 一 般 的 閱 讀 策 略 ， 幫 助 學 生 搜 尋 資 訊 和 理 解 一 般 文 本 的 內 容 。 

 語 文 以 外 各 學 科 的 書 籍 ， 如 數 學 、 常 識 ， 常 包 含 專 門 、 特 殊 的 術 語

和 概 念 ， 學 生 需 具 備 相 應 的 前 備 知 識 ， 才 可 以 提 高 閱 讀 的 成 效 ， 相

關 科 目 的 教 師 應 指 導 學 生 有 關 的 前 備 知 識 及 閱 讀 策 略 。  

 

 創 設 情 境 ， 讓 學 生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有 機 會 重 複 及 深 化 使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透 過 跨 科 協 作，安 排 閱 讀 活 動，讓 學 生 有 機 會 在 不 同 學 習 領 域 運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提 升 閱 讀 效 能 。  

 培 養 學 生 懂 得 選 取 合 適 的 閱 讀 策 略 ， 加 強 後 設 認 知 的 能 力 。  

例 子 ︰ 不 同 學 科 的 閱 讀 策 略 學 習 目 標  

指 導 學 生 閱 讀 是 所 有 教 師 的 責 任，透 過 溝 通、協 作，各 科 可 以

擬 設 不 同 閱 讀 策 略 的 學 習 目 標，以 幫 助 學 生 發 展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的 能 力 。 例 如 ：  

 中 國 語 文 科 、 英 國 語 文 科 可 以 透 過 課 文 指 導 學 生 運 用 各 種

閱 讀 策 略 ， 如 詞 義 推 斷 、 情 節 預 測 、 提 問 、 找 主 題 句 和 關

鍵 字 詞 ， 讓 學 生 先 學 會 閱 讀 。  

 數 學 科 鼓 勵 學 生 閱 讀 不 同 的 數 學 圖 書 、 如 富 有 趣 味 的 、 闡

述 概 念 的 、 記 敘 數 學 家 故 事 的 圖 書 ， 培 育 學 生 學 習 數 學 的

興 趣 及 發 展 邏 輯 思 考 能 力 。  

 常 識 科 鼓 勵 學 生 閱 讀 多 樣 化 的 材 料 ， 包 括 報 章 、 雜 誌 、 網

頁 等 ， 豐 富 學 生 各 方 面 的 知 識 ， 提 升 理 解 能 力 ， 並 培 養 多

角 度 思 考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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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善 用 科 技  

 學 生 需 透 過 實 際 的 經 驗，掌 握 如 何 在 學 習 上 應 用 科 技，這 包 括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及 其 他 媒 體 去 搜 尋、存 取、選 擇、分 析 及 綜 合 資 料，並 表 達 意 念 或

報 告 閱 讀 感 想 和 心 得 。  

 善 用 電 子 資 源 ， 鼓 勵 電 子 閱 讀 。   

 建 設 校 本 電 子 閱 讀 及 網 上 閱 讀 平 台，供 學 生、教 師、家 長 閱 讀，並 交 流

閱 讀 心 得 ， 分 享 閱 讀 成 果 。  

 

3.6.7 引 進 校 外 資 源  

 邀 請 家 長 定 期 參 與 親 子 閱 讀 活 動 。  

 善 用 社 區 資 源，例 如，邀 請 來 自 大 專 院 校 和 專 業 組 織 或 機 構 的 專 家，為

教 師 、 學 生 及 家 長 舉 辦 培 訓 工 作 坊 ， 以 及 協 作 推 廣 校 園 閱 讀 。  

 利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提 供 的 各 種 服 務，例 如，閱 讀 嘉 年 華、兒 童 及 青 少 年 閱

讀 計 畫 （ 包 括 參 選 閱 讀 報 告 「 每 月 之 星 」、 兒 童 英 文 文 藝 創 作 坊 、 親 子

閱 讀 工 作 坊 、 專 題 故 事 劇 場 ）、 圖 書 館 資 源 和 服 務 的 推 廣 介 紹 。  

 

3.6.8 加 強 溝 通 ， 建 立 協 作 文 化  

 利 用 各 種 溝 通 的 渠 道，如 定 期 教 學 分 享 會、專 業 發 展 日 等，讓 各 科 教 師

共 同 商 討 全 校 參 與 推 動 閱 讀 的 方 向，並 取 得 共 識，為 協 作 作 適 切 的 規 畫。 

 教 師 亦 可 透 過 日 常 的 交 流、對 話，了 解 各 科 的 教 學 內 容、進 度 及 限 制 ，

探 索 協 作 的 需 要 和 可 行 性 ， 按 情 況 擬 訂 跨 科 協 作 的 切 入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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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對學生的期望   

對 學 生 寄 予 合 理 的 期 望 ， 能 激 發 他 們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在 閱 讀 技 能 、 習 慣 和

態 度 各 方 面 作 出 改 善 。  

3.7.1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在 閱 讀 能 力 的 發 展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起 步 點 ， 但 只 要 有 適 當 的 指 導 和 支

持 ， 可 預 期 他 們 能 夠 從 一 個 「 初 學 的 閱 讀 者 」 發 展 為 「 進 階 的 閱 讀 者 」 ，

甚 至 成 為 「 精 通 的 閱 讀 者 」 。  

領 域  

 

 

技 能 及 策 略  

「 學 會 閱 讀 」

與「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側 重 「 學 會 閱 讀 」    側 重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閱 讀 提 示  最 初 需 要 插 圖 及 聲

音 提 示 ， 幫 助 理 解

內 容  （ 英 文 科 最 顯

著 ）  

  綜 合 運 用 各 種 提

示 ， 包 括 視 像 、 上 文

下 理 、 詞 彙 、 句 法 、

語 義 等 ， 以 理 解 內 容

閱 讀 深 度  包 括 不 同 層 次 的 閱

讀 ︰ 「 閱 讀 文 字 」

（ 表 層 理 解 ）、「 閱

讀 含 意 」 （ 推 論 ）、

「 言 外 之 意 」 （ 評

價 ）  ，而 以「 閱 讀

文 字 」 為 主  

  包 括 不 同 層 次 的 閱

讀 ︰ 「 閱 讀 文 字 」

（ 表 層 理 解 ） 、 「 閱

讀 含 意 」 （ 推 論 ）、

「 言 外 之 意 」  （ 評

價 ） ， 而 以 「 閱 讀 含

意 」 和 「 言 外 之 意 」

為 主  

初 學 的 閱 讀 者       進 階 的 閱 讀 者       精 通 的 閱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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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類 型  涉 獵 的 文 本 類 型 較

單 一 ， 內 容 簡 單 ，

篇 幅 較 短 ， 如 童

謠 、 故 事 、 寓 言 等  

 

 

  涉 獵 的 文 本 類 型 較

廣 泛 ， 逐 漸 能 夠 閱 讀

內 容 較 複 雜 及 篇 幅

較 長 的 小 說 和 非 小

說 文 本 ， 並 閱 讀 多 樣

化 的 材 料 ， 包 括 文 學

作 品 、 網 上 百 科 全

書 、 報 刊 、 雜 誌 、 標

誌 和 說 明 書 等  

教 師 及 家 長

支 援  

在 家 長 、 教 師 指 導

及 支 援 下 閱 讀 （ 透

過 朗 讀 和 伴 讀 ）  

  家 長 、 教 師 的 支 援 可

減 少 ， 逐 漸 發 展 到 獨

立 閱 讀  （ 獨 自 閱

讀 ）， 同 時 因 應 閱 讀

文 本 和 課 業 的 性

質 ， 調 適 閱 讀 策 略 和

速 度  

學 習 成 果 展

示  

學 生 透 過 表 達 及 分 享 閱 讀 心 得 ， 反 映 他 們 在 思 維 能 力 和 理

解 能 力 方 面 的 發 展  

主 要 複 述 內 容 ， 如

複 述 故 事 、 繪 圖  

  能 複 述 內 容 ， 還 發 展

到 解 釋 概 念 和 程 序

（ 如 提 交 內 容 摘

要 、 示 範 ） ； 進 而 評

價 內 容  （ 如 書 評 、

評 論 ） ； 綜 合 內 容

（ 如 辯 論 、 討 論 和 論

壇 ） 和 創 作  （ 如 音

樂 劇 、 戲 劇 和 圖 片 故

事 ）  

 能 連 繫 生 活 和 知

識 ， 對 文 本 的 內 容

有 個 人 的 感 受  

  能 連 繫 生 活 經 驗 、 學

習 經 歷 、 社 會 或 世 界

議 題 和 事 件 ， 對 文 本

有 個 人 的 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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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度 、 動 機 及 習 慣  

選 書  由 家 長 及 教 師 協 助

挑 選 合 適 的 書 籍  

  可 自 行 挑 選 書 籍  

動 機  因 外 在 的 讚 賞 和 獎

勵 而 閱 讀  

  自 發 閱 讀 ， 期 望 從 閱

讀 中 掌 握 技 能 ， 並 享

受 閱 讀  

參 與 閱 讀 活

動  

由 家 長 或 教 師 安 排

閱 讀 活 動  

  自 發 參 與 多 元 化 、 優

質 的 閱 讀 活 動  

習 慣  在 指 定 時 間 閱 讀    經 常 投 入 閱 讀  

資 源  閱 讀 家 中 及 校 內 圖

書 館 的 材 料  

  利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 互

聯 網 及 社 會 提 供 的

其 他 資 源 作 閱 讀 材

料  

時 間  間 中 、 短 時 間 閱 讀    持 續 、 定 時 閱 讀  

 

3.7.2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及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兩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特 定 閱 讀 能

力  

 中 國 語 文 和 英 國 語 文 課 程 就「 閱 讀 範 疇 」的 學 習 設 有「 基 本 能 力 」的 要

求，描 述 學 生 在 第 一、二、三 各 學 習 階 段 結 束 時 所 必 須 掌 握 的 閱 讀 能 力。 

 教 育 局 引 入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及 學 生 評 估 ），以 協 助 學 校

了 解 學 生 應 有 的 閱 讀 水 平 。「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 於 小 三 、 小 六 及 中 三 實

施，學 校 可 根 據「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報 告 有 關 閱 讀 的 數 據，提 升 學 與 教

策 略 。  

 學 校 應 幫 助 學 生 達 至 基 本 能 力 或 以 上 的 水 平，並 跟 進 輔 導 未 達 水 平 的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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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局 亦 根 據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重 點 ， 製 作

「 學 習 進 程 架 構 」的 學 與 教 資 源，以 八 階「 學 習 成 果 」描 述 學 生 在 小 一

至 中 六 閱 讀 範 疇 的 學 習 表 現（ 包 括 能 力、策 略，以 及 興 趣、態 度 和 習 慣 ）

及 進 程 ， 供 教 師 參 考 。  

 

3.7.3 評 估 閱 讀 成 果  

評 估 有 助 教 師 了 解 學 生 實 際 所 學，若 能 向 學 生 提 供 回 饋，指 出 可 如 何 改 善 ，

更 能 引 發 他 們 學 習 的 動 機 。 最 有 效 的 評 估 是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讓 學 生 作 出 反

思 ， 並 與 他 人 分 享 閱 讀 的 經 驗 ， 例 如 ：  

 着 學 生 隨 意 複 述 素 材 的 中 心 思 想，或 預 測 當 中 的 情 節 發 展，藉 以 評 估 學

生 對 所 讀 內 容 的 理 解 程 度 ， 以 及 運 用 邏 輯 思 維 和 想 像 的 能 力 。  

 透 過 一 些 師 生 交 流 會 或 讀 書 會，讓 學 生 就 閱 讀 素 材 中 所 反 映 的 問 題，進

行 討 論 和 分 享 意 見，以 表 現 個 人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觀；亦 可 要 求 學 生 完 成 習

作，以 展 示 他 們 在 閱 讀、掌 握 資 訊 和 處 理 資 料 的 能 力 及 有 關 的 學 習 成 果。 

 要 求 學 生 編 製 閱 讀 記 錄 表 或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 記 錄 表 的 內 容 包 括 閱 讀 紀

錄、閱 讀 習 作、反 思，以 及 教 師、朋 輩 和 家 長 的 回 應。這 些 記 錄 表 有 助

教 師 了 解 學 生 的 閱 讀 習 慣 和 進 度，並 診 斷 學 生 的 閱 讀 困 難，亦 幫 助 學 生

檢 視 自 己 的 閱 讀 進 度 。  

 以 問 卷 調 查 了 解 學 生 在 校 內 和 家 中 的 閱 讀 習 慣 ， 以 及 他 們 對 閱 讀 的 態

度 。  

 將 學 生 參 與 閱 讀 活 動 的 情 況 記 錄 下 來。這 些 記 錄 提 供 了 有 關 學 生 閱 讀 動

機 和 閱 讀 興 趣 的 有 用 資 料 。  

 檢 視 班 級 或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借 閱 圖 書 紀 錄，以 了 解 學 生 借 閱 閱 讀 材 料 的 數

量 和 種 類。教 師 可 要 求 學 生 為 借 閱 材 料 評 分，以 反 映 他 們 的 興 趣 和 理 解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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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對學校的支援  

除 了 以 上 建 議 ， 教 育 局 亦 提 供 以 下 支 援 ， 協 助 學 校 和 教 師 推 廣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   

 製 作 學 與 教 資 源 套，供 教 師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使 用，主 要 介 紹 圖 書 館 服

務 和 資 源，例 如，閱 讀 推 廣 活 動、學 校 圖 書 館 資 訊 站、專 業 發 展 及 培 訓

課 程 資 訊 。  

  

 每 年 為 教 師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舉 辦 各 種 研 討 會、工 作 坊 和 分 享 會，以 交

流 推 廣 閱 讀 的 心 得 ， 例 如 ， 閱 讀 薈 萃 。  

 

 推 行 一 些 有 關「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及「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協 作 研 究 及 發 展（ 種

籽 ） 計 畫 。  

 為 學 校 提 供 中 英 文 廣 泛 閱 讀 的 津 貼 。  

 鼓 勵 家 校 合 作，為 家 長 編 製 閱 讀 單 張 及 小 冊 子，並 在 各 區 舉 辦 研 討 會 ，

讓 家 長 了 解 閱 讀 的 重 要 ， 鼓 勵 從 幼 兒 教 育 開 始 ， 進 行 親 子 閱 讀 。  

 透 過 香 港 教 育 城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提 供 閱 讀 資 源 ， 並

發 展 優 質 的 閱 讀 及 交 流 平 台 。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有 關 資 料 可 從 「 教 育 局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in

dex.html 

有 關 課 程 資 源 和 參 考 資 料，可 從「 教 育 局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

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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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ll, J. S. (1996). Stag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2nd ed.） .Fort Worth, TX: 
Harcourt-Brace. 

2《 全 球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進 展 研 究 （ PIRLS）（ 2011）》 報 告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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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跨課程閱讀︰跨科協作示例一  

五 年 級 各 學 科 教 師 共 同 設 定 要 學 習 的 閱 讀 策 略 和 技 巧 ， 透 過 跨 課 程 閱 讀 ，

不 同 科 目 的 教 師 按 實 況 為 學 生 提 供 機 會 在 本 科 應 用 、 內 化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或 技 巧 ， 以 提 升 閱 讀 能 力 ︰  

 中 國 語 文 科 ︰ 透 過 說 明 文 單 元，除 了 學 習 閱 讀 說 明 文 類 作 品 的 策 略，亦

學 習 瀏 覽、找 主 題 句，以 及 自 我 提 問 的 閱 讀 技 巧，以 自 我 檢 視 能 否 掌 握

文 章 的 內 容 重 點 。  

 常 識 科 及 電 腦 科 ︰ 兩 科 的 學 習 材 料 均 有 不 少 是 說 明 文 字，教 師 在 了 解 學

生 於 中 國 語 文 科 學 習 閱 讀 策 略 的 進 度 後，亦 在 本 科 的 閱 讀 材 料 上，要 求

學 生 使 用 曾 學 習 的 閱 讀 策 略 或 方 法，自 行 找 出 材 料 的 主 要 觀 點，以 方 便

作 課 堂 討 論 。 教 師 將 學 生 在 課 堂 的 閱 讀 能 力 表 現 ， 回 饋 語 文 科 教 師 。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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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說 單 元  中國語文科 常識科 電腦科 

學 習 和 應 用 提 問 、 找 中 心 句 、 瀏 覽 等 閱 讀 策 略 和 技 巧  

閱讀材料：《聰明的建屋專

家》、《人類的文明建築》 

目標： 

 認識說明文的特點 

 學習提問、找中心句、

瀏覽等閱讀策略和技

巧，理解篇章的內容大

意 

 培養尊重自然生態和

環境的情意 

說明文單元 「活得健康」單元 電子閱讀 

閱 讀材 料 ： 教 科 書 的 課

文、衞生署出版的小冊子、

剪報、《煙、酒、毒品成癮

行為案例》網頁 

目 標 ：  

 運用提問、找中心句、

瀏覽等閱讀策略理解上

述閱讀材料的觀點 

 探 討 個 案 中 吸 煙 、 酗

酒、濫用物質者的行為

及心理狀況 

閱讀材料：《電子閱讀的特

點》、網頁、網上資訊 

目標： 

 認識電子閱讀的特點 

 運用提問、找中心句、

瀏覽等閱讀策略篩選

合適資訊 

 討論如何辨別網上資

訊的可信性 



  從四個關鍵項目學會學習–從閱讀中學習 

 26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附錄一   跨課程閱讀︰跨科協作示例二  

各 學 科 共 同 擬 訂 閱 讀 主 題 「 健 康 人 生 」， 在 三 年 級 進 行 跨 課 程 閱 讀 ：  

  中 國 語 文 科 ︰ 教 師 指 導 學 生 閱 讀 與「 健 康 人 生 」相 關 的 圖 畫 書 和 篇 章 ，

讓 學 生 運 用 不 同 的 閱 讀 策 略 ， 包 括 理 解 字 詞 、利用插圖推 斷 文 意 ， 並

訓 練 思 考 能 力 ， 引 導 學 生 連 繫 個 人 生 活 ， 反 思 自 己 是 否 活 得 健 康 。  

  常 識 科 ： 透 過 《 健 康 的 我 》 單 元 ， 讓 學 生 認 識 食 物 衞 生 、 運 動 和 休 息

對 健 康 的 重 要 ， 並 連 繫 曾 閱 讀 的 圖 畫 書 ， 培 養 學 生 均 衡 飲 食 與 安 全 運

動 的 習 慣 。  

  體 育 科 ︰ 指 導 學 生 學 習 花 式 跳 繩 ， 強 化 心 肺 功 能 ， 並 培 養 群 體 合 作 的

精 神 ， 實 踐 身 心 健 康 的 生 活 。  

 

 

建立良好的生活習慣和態度，享受健康人生 

主題：健康人生 

目標： 

•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大意、主旨 

• 運用朗讀、字詞推測、邊讀邊想、運用插圖以理解故事等閱

讀策略 

‧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閱讀材料： 

圖 畫 書 ： 《胖國王》、《瘦皇后》 

其 他 ：  《 牙 齒 的 故 事 》、 《 波 波 學 游 泳 》 、 《 我 們 全

家 都 愛 球 》 等  

目標： 

˙ 認識食物衞生、運動和休息對健康的重要

˙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閱讀材料： 

課文：《健康的我》單元－飲食健康、運動與

我、運動安全 

圖書：《健康飲食知多少》、《身體健康的祕

密》、《運動與安全》等 

網 頁 ： 《 食 物 金 字 塔 》  

目標： 

 學習花式跳繩，強化心肺功能，建立健康體魄 

 培養安全運動的習慣和群體合作的精神 

閱讀材料： 

圖 書 ：《 跳 繩 小 學 》、《 薇 薇 學 跳 繩 》 等  

中國語文科  常識科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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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跨課程閱讀︰跨科協作示例三   

學 校 配 合 專 題 研 習 ， 實 踐 跨 課 程 閱 讀 ：  

 語 文 科 、 常 識 科 、 數 學 科 協 作 ， 設 定 專 題 研 習 的 題 目 為 「 愛 護 地 球 」，

並 按 專 題 研 習 的 需 要，設 計 各 科 的 學 習 目 標 作 為 日 常 的 教 學 指 引，然 後

着 學 生 按 自 己 喜 歡 研 究 的 子 題 ， 如 「 解 決 全 球 暖 化 問 題 」， 分 組 制 定 研

習 方 案，並 運 用 瀏 覽、檢 視、比 較、連 結 等 閱 讀 策 略 閱 讀 不 同 類 型 的 文

本，包 括 科 學 書 籍、報 章、網 頁 等，又 利 用 圖 鑑 和 百 科 全 書 解 決 理 解 專

有 名 詞 的 難 點。學 生 同 時 分 工 瀏 覽「 全 球 暖 化 」的 網 頁，連 繫 已 有 知 識

和 閱 讀 經 歷，選 擇 適 當 的 資 料，並 參 考 曾 閱 讀 的 書 籍 擬 訂 問 卷；待 搜 集

資 料 及 分 析 問 卷 結 果 後，整 合 數 據，找 出 全 球 暖 化 問 題 出 現 的 原 因、帶

來 的 危 機 及 可 解 決 的 方 法 。 學 生 可 用 展 板 或 報 告 書 的 形 式 發 布 研 習 成

果 。  

 學 生 在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時，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負 責 提 供 資 源，如 舉 行 主 題 閱

讀 月 ，以 地 球 資 源、 全 球 暖 化、溫 室 效 應 等 主 題，展 覽 相 關 圖 書，鼓 勵

學 生 借 閱 ， 為 校 園 營 造 閱 讀 氛 圍 。  

 

 

 

 

專題研習 
主題：愛護地球 

子題：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為何出現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帶來甚麼危機？ 

1. 激發興趣 

 思考主題 

 擬訂研習問題（子

題） 

2. 制定研習方案 

學習研習技能、問卷擬訂、閱讀

相關的專題報告或工具書的技

巧，例如運用合適的圖鑑、字

典、百科全書等，找出專名術語

的含義 

5. 發布成果 

以不同形式發布成

果，例如展板或報告

書 

3.  搜集相關資料，用研習

技能 

 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

科學書籍、報章、網頁；

尋找合適的視聽資訊； 

  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

瀏 覽 、 檢 視 、 比 較 、

連 結  

4. 分析、整合資料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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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校推動跨課程閱讀示例   

學 校 背 景 ：  

 積 極 推 動 閱 讀 ， 已 建 立 良 好 的 閱 讀 氛 圍  

 已 有 課 程 統 整 經 驗  

 教 師 樂 於 協 作  

 以 「 認 識 本 土 歷 史 ， 發 展 閱 讀 策 略 ， 培 養 閱 讀 興 趣 」 為 學 校 關 注 事 項  

年 級 ︰ 四 年 級  

主題：香港風情 

目 標 ： 配 合 學 校 關 注 事 項 ，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  

 透 過 閱 讀 與 香 港 本 土 歷 史 發 展 和 生 活 相 關 的 作 品 ， 提 升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 拓 寬 閱 讀 面 ；  

 透 過 跨 課 程 閱 讀，讓 學 生 運 用 摘 要、推 論、統 整、歸 納 等 閱 讀 策 略 ， 提

升 學 生 閱 讀 資 訊 性 文 本 的 能 力 ；  

 認 識 香 港 歷 史 發 展 和 生 活 特 色 ， 培 養 保 育 本 土 文 化 的 意 識 。  

協 作 科 目 ： 中 國 語 文 、 常 識 、 電 腦 、 圖 書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各 科 教 師 的 任 務 和 角 色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統 籌 各 科 進 行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會 議 ；  

 協 調 各 科 的 教 學 進 程 ， 調 適 及 統 籌 各 科 組 設 計 閱 讀 的 學 習 內 容 和 活

動 ；  

 籌 備 及 安 排 「 香 港 風 情 」 的 聯 課 活 動 。  

 中 國 語 文 科 教 師 ：  

 指 導 學 生 閱 讀 《 彌 敦 道 名 字 的 由 來 》、《 漁 港 風 情 》 等 文 章 ， 讓 他 們

認 識 說 明 文 類 的 特 點 ， 以 及 懂 得 運 用 找 關 鍵 詞 句 、 主 題 句 的 策 略 ，

歸 納 文 章 的 中 心 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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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領 學 生 閱 讀 多 則 與 香 港 歷 史 文 化 相 關 的 剪 報，如《 永 利 街 保 育 》、

《 再 見 菜 園 村 》， 深 化 對 主 題 的 認 識 ， 並 運 用 所 學 的 閱 讀 策 略 ；  

 組 織 讀 書 會 ， 安 排 學 生 閱 讀 配 合 主 題 的 圖 書 ， 如 《 香 港 故 事 》、《 濃

濃 淡 淡 港 灣 情 》， 讓 學 生 享 受 與 人 分 享 圖 書 的 樂 趣 。  

 常 識 科 教 師 ：  

 舉 辦 專 題 講 座 「 大 澳 棚 屋 」， 引 發 學 生 關 心 香 港 本 土 歷 史 文 化 的 興

趣 ；  

 透 過 《 大 澳 棚 屋 》、《 新 界 鄉 村 尋 情 》、《 九 龍 寨 城 》 等 篇 章 ， 引 導 學

生 認 識 香 港 鄉 村 及 早 期 都 市 的 生 活 面 貌 ；  

 指 導 學 生 綜 合 各 科 所 學，進 行 專 題 研 習，培 養 保 育 本 土 文 化 的 意 識。 

 電 腦 科 教 師 ：  

 透 過 「 圍 村 軌 跡 」、「 三 棟 屋 博 物 館 」 等 網 上 閱 讀 材 料 ， 教 授 瀏 覽 網

頁 及 下 載 資 料 的 技 巧 ；  

 指 導 學 生 因 應 閱 讀 目 的 和 需 要 ， 篩 選 資 料 ， 並 能 作 適 度 的 統 整 和 歸

納 ；  

 指 導 學 生 製 作 簡 報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配 合 閱 讀 的 主 題 ， 添 置 新 的 圖 書 和 資 源 ；  

 編 寫 「 香 港 風 情 」 閱 讀 冊 ， 為 各 科 提 供 閱 讀 書 目 ， 如 《 香 港 老 地 方

見 》、《 香 港 掌 故 》， 鼓 勵 學 生 大 量 閱 讀 ；  

 以 「 香 港 風 情 」 為 主 題 ， 舉 辦 專 題 書 展 ， 並 製 作 展 板 及 舉 行 問 答 比

賽 ， 提 升 學 生 的 閱 讀 動 機 和 興 趣 。  

學 習 成 果 ：  

 拓 寬 閱 讀 面，增 加 閱 讀 量：學 生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和 媒 體，大 量 閱 讀 與「 香

港 風 情 」相 關 的 文 章、圖 書、新 聞 稿 和 小 冊 子，除 拓 寬 閱 讀 面，增 加 閱

讀 量 ， 也 延 展 了 閱 讀 興 趣 ， 發 展 自 學 能 力 。  

 提 升 閱 讀 能 力 ： 學 生 能 運 用 各 科 所 學 的 知 識 和 策 略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 例

如，能 因 應 任 務 的 要 求，從 不 同 的 閱 讀 材 料 篩 選 有 用 的 資 料，並 作 適 度

的 綜 合 、歸 納 ，再 透 過 簡 報 和 口 頭 報 告 ， 生 動 、 扼 要 地 展 示 研 習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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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識 、 關 心 本 土 歷 史 和 文 化 ： 學 生 透 過 各 科 不 同 的 閱 讀 材 料 和 學 習 活

動，加 深 對 香 港 歷 史 發 展 和 文 化 特 色 的 認 識，並 提 升 保 育 香 港 文 物 和 文

化 的 意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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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校建立的跨課程閱讀協作機制示例  

例 子 一 ︰  學 校 主 導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協 作 概 況 ：  

 校 長、副 校 長、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與 各 科 主 任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就 學

校 關 注 事 項 ， 共 同 協 商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目 標 和 主 題 ：  

 目 標 ：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和 能 力 ， 協 助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鞏 固 他 們 對 積 極 人 生 的 看 法  

 主 題 ：「 活 出 彩 虹 」  

 子 題 ： 小 一 ： 愉 快 校 園   

小 二 ： 關 懷 你 我 他  

小 三 ： 成 長 快 拍  

小 四 ： 蛻 變 中 的 我  

小 五 ： 踏 上 青 春 路  

小 六 ： 熱 愛 生 命  

校長、副校長

課程發展組 

小學課程統籌主任  

圖書組 

學校圖書館主任 

各科組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常識、視藝、音樂、體育) 

各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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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科 就 本 科 特 色 提 出 具 體 的 閱 讀 計 畫，包 括 學 習 內 容、相 關 閱 讀 策 略 、

活 動 、 所 需 的 資 源 及 支 援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與 各 科 協 調 及 商 議，訂 立 具 體 的 實 施 方 案，包 括 實 施

日 期 、 協 作 科 目 、 閱 讀 活 動 、 成 效 評 鑑 計 畫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全 力 支 援 及 協 調 ， 包 括 ：  

 設 定 主 題 閱 讀 月 ， 提 供 配 合 主 題 的 圖 書 及 參 考 資 料 ；  

 設 計 全 校 參 與 的 閱 讀 活 動 ， 為 各 年 級 擬 定 廣 泛 閱 讀 計 畫 ；  

 訓 練 家 長 義 工 當 伴 讀 大 使 ， 指 導 學 生 閱 讀 及 研 習 技 巧 。  

 各 科 教 師 推 展 計 畫 時 ，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調 適 學 與 教 的 內 容 和 進

度 ， 並 與 其 他 教 師 溝 通 ， 加 深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程 。  

 課 程 發 展 組 不 時 與 教 師 溝 通，因 應 需 要 作 出 協 調 和 提 供 支 援，並 透 過 教

師 及 學 生 的 訪 談、教 師 及 學 生 的 問 卷、學 生 作 品 等，檢 視 活 動 的 成 效 。 

特 點 ：  

 學 校 主 導：校 長、副 校 長、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先 訂 立 跨 課 程 閱 讀 的 目 標

和 主 題 ， 再 由 各 科 組 提 出 具 體 的 計 畫 。  

 全 校 參 與 ： 校 長 、 副 校 長 、 全 體 師 生 共 同 參 與 。  

 溝 通 協 作 ： 各 科 教 師 不 時 溝 通 ， 課 程 發 展 組 提 供 協 調 和 支 援 。  

 反 思 檢 討 ： 校 長 、 副 校 長 、 課 程 發 展 組 負 責 監 察 及 檢 視 活 動 的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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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校建立的跨課程閱讀協作機制示例   

例 子 二 ︰ 教 師 主 導 推 動 跨 課 程 閱 讀  

 

 

 

 

 

 

 

 

 

協 作 概 況 ：  

 教 師 發 覺 二 年 級 某 些 科 目 的 學 習 內 容 有 相 關 的 地 方，為 了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效 益 ，於 是 向 校 方 建 議 以「 親 親 大 自 然 」為 主 題 ， 組 織 跨 科 協 作 活 動 ； 

 校 方 接 納 教 師 的 建 議 ， 並 由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與 各 科 主 任 協 商 細 節 ；  

 以 下 科 目 同 意 參 與 跨 課 程 閱 讀 活 動 ， 並 選 定 協 作 的 學 習 內 容 和 學 習 重

點 ：  

 中 文 科 ：「 我 愛 大 自 然 」 － 引 導 學 生 運 用 找 關 鍵 詞 、 主 題 句 等 閱 讀

策 略 ， 並 感 受 作 者 愛 護 自 然 的 情 感  

 常 識 科 ：「 郊 遊 好 去 處 」 － 協 助 學 生 建 立 珍 惜 資 源 、 愛 護 環 境 的 價

值 觀  

 視 藝 科 ：「 拼 貼 畫 ： 郊 遊 樂 」 － 指 導 學 生 善 用 廢 物 製 作 拼 貼 畫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從 時 間 表 編 排、人 手 調 配、購 買 圖 書 等 方 面，靈 活 調

撥 資 源 ， 全 力 支 持 教 師 推 行 上 述 活 動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提 供 支 援，例 如，建 議 閱 讀 材 料，購 買 圖 書，舉 辦 主 題

書 展 ；  

 以 上 科 目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閱 讀 和 學 習，協 助 學 生 建 構 知 識，並 發 展 溝 通 、

協 作 、 創 意 和 批 判 性 思 考 等 能 力 ；  

校長、副校長 

小學課程統籌主任 學校圖書館主任 

不同科組的科主任及教師 

(中國語文、常識、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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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各 科 主 任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檢 視 計 畫 的 成 效，並 構

思 優 化 計 畫 。   

 教 師 同 意 逐 步 擴 大 跨 課 程 閱 讀 活 動 的 規 模 ：  

 縱 向 ： 為 更 多 級 別 構 思 跨 課 程 閱 讀 活 動  

 橫 向 ： 向 各 級 推 動 更 多 科 組 參 與 協 作  

特 點 ：  

 教 師 主 導：教 師 主 動 提 出 進 行 跨 課 程 閱 讀 活 動，校 長 接 納 建 議，再 由 各

科 組 協 商 計 畫 具 體 的 內 容 。  

 設 立 試 點 ： 以 二 年 級 為 試 點 ， 中 國 語 文 、 常 識 和 視 藝 科 率 先 參 與 。  

 賦 權 教 師：校 方 賦 權 教 師 發 展 課 程，並 從 行 政 安 排 和 資 源 調 撥 等 方 面 ，

為 教 師 提 供 額 外 的 支 援 。  

 持 續 發 展 ： 教 師 總 結 經 驗 ， 從 縱 向 和 橫 向 推 展 跨 課 程 閱 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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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  

隨着課程改革的逐步深化，學校推行四個關鍵項目的成效日見顯著。而在

推行專題研習方面，學校受課程改革學與教範式轉移帶動，教師已不只是

指導資料搜集，學生提交的亦不再是拼拼湊湊的剪貼簿報告。較之過去，

教師的知識基礎及帶領研習的能力日見提升。教師會多以探究的問題作為

起始，並加入學生已有認知、年紀和智性發展所需等考慮，有計畫地帶領

學生探索求知。以小學生來說，專題研習普遍已成為學生必然經歷的學習

過程；透過研習活動，學生不單增進了知識、提升了學習能力，他們的探

索好奇心、學習的內在動機，以至學習態度亦有所增益。  

專題研習有透過個別學科、跨學科或超學科等不同形式推行，而於常識科

推行甚為普遍。現時，學校在推行專題研習已積累了不少成功經驗，亦樂

於與友校彼此分享。本冊子檢視現時學校推行專題研習的進展，並朝着幫

助學生邁向自主學習的目標，為學校如何運用現有優勢，進一步發展專題

研習，作出建議。  

 

3.2 本章目的  

 檢視現時學校推行專題研習的進展  

 闡明「專題研習」的策略和規畫  

 總結「專題研習」的有效實施  

 幫助學校反思成效，為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建議  

 

3C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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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專題研習用作促進學生學習的策略  

3.3.1 專題研習的特質  

 專題研習是一種有效的學與教策略，能夠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並作自我反

思。  

 專題研習通常以富挑戰性的問題或難題作起始，讓學生在某時段內，以

協作或個別的形式對特定的主題進行研習，包括計畫、研讀和作出決定。 

 透過多樣化的研習活動，專題研習幫助學生建構知識、發展共通能力及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把知識、能力、價值觀與態度結合起來。這

些學習活動亦往往涉及其他關鍵項目，例如，從閱讀中學習及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互動學習，同時亦對培養學生的品德甚有助益。  

 在專題研習中，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同樣重要。  

 

3.3.2 專題研習與學科知識學習  

 專題研習和學科知識的學與教，二者相輔相成，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專題研習提供學科學習以外的學習方式，為學生創設更大的學習空間，

進行自主學習。  

 學科課程通常根據主題、課題、學習內容的先後次序來組織。一般而言，

專題研習透過學習領域所提供的情境進行學習，而沒有固定的學習內

容，其發展亦不一定有固定的序列。學校可以按校情和學生的能力與需

要，讓學生通過豐富和真實的學習經歷進行研習。  

 在專題研習中，學生可以從不同渠道取得多樣化的學習材料，以豐富在

學科方面的學習。  

 

3.3.3 透過專題研習提升學習能力  

 專題研習是促進學生發展共通能力的有效途徑，即：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創造力、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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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主要培養學生在難題處理、資訊管理及個人管理三方面的能

力，大致歸納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專題研習主要培養的三方面能力  

類別  說明  

難題處理  專題研習一般從一個問題或難題開始，要求學生從多

角度認識和了解問題，探究處理問題或難題的不同方

法，從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

和解決問題能力。  

資訊管理  專題研習要求學生從不同途徑或形式獲取、組織及演

示資料，從而培養學生的運算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

力和研習能力。  

個人管理  專題研習要求學生計畫和管理他們的工作，從而培養

學生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現時，學校已着力於發展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及溝通

能力。展望未來，教師可在策畫專題研習時，提供機會給學生發展協作

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推動他們自主學習。  

 學生在升讀中學後，亦會在不同的學習領域進行專題研習。他們在小學

階段所發展的各項共通能力，將有助日後適應初中課程。  

 

3.4 規畫學校整體課程中的專題研習  

3.4.1 規畫原則  

 專題研習的規畫應配合學校本身的情況，包括學校的背景、學校發展計

畫的重點、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可供運用的資源等。  

 研習目的要明確，例如，訂定期望學生透過研習達至的學習成果。  

 各學習領域彼此配合，並按實際可行的情況，決定是否進行跨學科或超

學科的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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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專題研習的時段和所運用的時間長短，應配合學校的整體課程。  

 專題研習的設計應顧及學習階段的銜接，例如，初小教師可先觀察幼稚

園學生如何進行專題研習，或學校訂定共通能力的縱向發展架構，讓學

生循序漸進地發展共通能力。  

 在適用的情況下，讓不同的持份者，例如家長、社區人士等，參與專題

研習。  

 由於專題研習的學習過程和成果同樣重要，宜訂定多元化的評估策略。 

 

3.4.2 有利於推行專題研習的因素  

 小學課程領導人員的帶領和統籌，有助協調各學習領域的專題研習；協

調同時可減少資源浪費，減輕教師和學生的壓力，並增加專題研習的效

益。  

 參與者充分了解研習的目標和方法，並對專題研習持正面的態度。  

 學校行政人員提供支援，例如，為教師提供對專題研習的專業發展和安

排全方位學習活動。  

 按實際情況，預早安排研習時間，例如，在擬訂校曆及上課時間表時，

預留特定時間進行專題研習。安排有彈性的學習時段，亦有助專題研習

的順利進行。  

 創設學生主導學習的氛圍，例如，讓學生自行決定研習子題、研習方式

和演示學習成果的形式，這可增強他們對學習的擁有感和自主學習的誘

因。教師擔任學習促進者的角色，在過程中給予引導和支援。  

 善用社區資源，例如，博物館、科學館、太空館、藝術館等，配合專題

研習，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的機會（詳情可參考本系列第 6 章「全方

位學習」）。  

 反思與行動  

 你的學校規畫專題研習時，參照了以上哪些原則？  

 按你的學校的情況，可如何把專題研習設計得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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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專題研習的模式  

學校在推動專題研習時，宜選取適合校情的模式。表 3.2 是一些專題研習的

模式，以供參考。  

專題研習的  

不同模式  
說明  

個別學科  

 

 

 

（教師參與方式）  

 在個別學習領域／學科進行專題研習  

 科任教師從課程中調整或刪減部分內容，預留時

間供學生進行專題研習  

 小學課程領導人員與各科協調，避免學生在同一

時段進行多個學科的專題研習  

跨學科  

 

 

 

（綜合小組參與方

式）  

 涉及兩門或以上學科的專題研習   

 由小學課程領導人員訂定計畫，讓不同班別或級

別的學生，可在特定時段內進行不同學科的專題

研習  

 科任教師按研習課題，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探

討問題  

 由相關科目撥出專題研習的時間，教師或需重新

編排學習時間，以助推行跨學科的學習活動  

超學科  

模式一：以教師為

主導  

 

 

模式二：以學生為

主導  

 

 

 

（全校參與方式）  

 打破學科的界限，學生以小組形式，就探究的主

題進行專題研習  

 有兩種模式：  

模式一：由教師建議專題研習的範圍，學生可成

立小組，選擇感興趣的研習子題  

模式二：學生自行成立小組，提出他們感興趣的

研習題目，由學校指派各組的指導教師  

 小學課程領導人員適當地編配各組的指導教師，

避免某位教師指導過多組別  

 在全校的上課時間表預留專題研習的時間  

 

T 

S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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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專題研習的實施  

3.5.1 進行專題研習的三個階段  

專題研習可以分三個階段進行－開始構思的預備階段、進行探究的實施階

段和建構知識的總結階段：  

 

(1) 預備階段－開始構思  

 要讓學生意識到他們才是學習的主人，教師首先要

與學生共同訂定清晰的研習目標和重點，激發他們

的動機。  

 教師可安排各類型活動，例如專家講座、專題討論、

實地考察、腦圖製作等，引起學生對有關題目的關

注和認識；進而鼓勵學生積極討論，並引導他們找

出可研究或具挑戰性的問題。  

(2) 實施階段－進行探究  

 學生透過不同途徑收集所需的各類型資料，從而建

立對研習課題的認識。  

 教師應培養學生處理資訊的能力，包括搜集、檢視

和選取資料。  

 在研習過程中，教師可逐步減少對學生的指導，並

鼓勵他們能夠更獨立地工作。  

(3) 總結階段－建構知識  

 除了分析和整合資料，學生還須對整個研習作反思和總結。  

 學生最後選擇以不同的形式，例如，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展

覽、模型、網頁和研討會等，展示、分享及檢討研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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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實施專題研習的注意事項  

 在學習過程中，學校須給予學生清晰明確的學習目標和指引。  

 個人專題研習為學生提供獨立學習的機會，而小組專題研習則可培養學

生的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二者各有好處。學校可於不同的級別，以其

中一種方式安排學生進行專題研習，即使在初小，學生亦可進行小組專

題研習；事實上，以小組形式進行專題研習，在學前教育階段已是一個

常見的學習策略。  

 隨着學生參與專題研習的經驗增加，學校宜逐步增加學生的學習主導

權，以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  

 不同學習領域／學科的教師須妥善協調專題研習課業的分配，以避免學

生在同一時段進行多份不同學科的專題研習報告，加重學生和教師雙方

的負擔。  

 鼓勵跨學習領域／學科的專題研習，例如每年一次，將不同學習範圍的

知識結合起來，以避免不必要的重疊，影響學習。  

 靈活地運用課堂時間，例如，安排專題研習周，或在時間表內編排每級

相同的專題研習課節，讓全級學生同時參與相關的學習活動或成果分享

會等。  

 協調課業的分配，以避免學生在短期內需要完成不同的專題研習。  

 對學習的過程和成果同樣重視，在設計課業和評估時不單要顧及學生

「學甚麼」，且要顧及他們「如何學習」。  

 個別學生或小組的研習重點和內容各有不同，無須要求學生提交劃一的

學習成果，例如，接納學生的研習有不同的發現或答案。  

 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專題研習，學生除了須掌握資訊科技工具的運用技巧

外，亦須遵守運用資訊的守則，例如，尊重私隱權和知識產權。有關使

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的詳情，可參考本系列第 3D 章「運用資訊科

技進行互動學習」及「教育局資訊科技應用－專題研習」網頁。  

 

 

「教育局資訊科技應用―專題研習」網址為：  

http://resources.edb.gov.hk/project_work/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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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的認同和配合，有助專題研習的順利推行。學校須向家長說明專題

研習目的，讓他們明白在專題研習中可扮演的角色，例如，家長可觀察

子女在家中研習的進展和表現，給予提點，但切勿過於熱心，為子女完

成課業，亦應避免耗費以製作浮誇的專題研習報告。在合宜的情況下，

學校可邀請家長擔任活動的頒獎嘉賓。  

 

3.5.3 專題研習的評估  

 由於專題研習的過程和成果二者並重，學校應透過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

評估了解學生的整體學習情況，而非只着眼於評估學生的專題研習報告

或其他成品。  

 教師在過程中可觀察學生的表現，並提供即時回饋，這更勝於在學生研

習完畢後才給予等級或分數。透過「作為學習的評估」，可讓學生知道

自己如何學習，幫助他們作出改善，有助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評估不應局限於知識，也應包括學生的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評估加入不同的持份者，有助全面了解學生在專題研習方面的表現，讓

同儕互評和學生自我評估，已成為學與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合宜的

情況下，讓家長參與評估學生的表現，一方面可了解學生在家中學習的

情況，另一方面也可讓家長對子女的學習進展有較深的認識。   

 反思與行動  

 你的學校推行甚麼模式的專題研習？如何改善科目間的協調？  

 如何安排和運用學習時間，以促進專題研習的成效？  

 如何增加學生進行小組專題研習的機會？  

 如何引導學生更有效地進行自主學習？  

 如何加強家長在專題研習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進一步提升專題研習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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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環境和學生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可運用網上工具促進專題研習的

評估。學生透過網上平台與同儕分享所學或向教師提交課業，而教師可

提供適時回饋，讓學生改善學習。  

（如欲更深入了解如何進行「促進學習的評估」及「作為學習的評估」，可

參考本系列第 5 章「評估」。）  

 

3.6 對學校的支援  

教育局為學校提供多樣化學與教資源，以助學校更有效地推行專題研習。

例如，常識科學與教資源庫提供了不同的示例及與專題研習相關的網頁連

結。  

 

 定期為小學課程領導人員和教師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和分享會等專業培

訓課程，共同探討如何促進專題研習的推行，例如，運用網上專題研習

工具。  

 推廣從種籽計畫和優質教育基金計畫所得的實踐經驗，供其他學校借鏡

或轉化使用。  

 繼續透過不同的渠道，例如，優質教育基金和校本支援服務等計畫，幫

助學校建立實踐社群，鼓勵學校彼此分享成功經驗，並進一步於學與教

的過程中實踐。  

 

 

「教育局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常識科」網址為：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content.php?site_key=gs&path=/g

s/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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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背景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一 日 千 里 ， 應 用 普 及 ， 對 學 與 教 過 程 起 着 一 定 的 幫 助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教 學 的 目 標 ， 是 促 進 互 動 學 習 ，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 而 非 在

課 堂 上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演 示 教 學 內 容 。《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詳 述 了 學 生 在 各

教 育 階 段 預 期 達 到 的 資 訊 科 技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 包 括 可 遷 移 到 不 同 工 作

環 境 中 使 用 ， 以 及 對 終 身 學 習 有 裨 益 的 共 通 能 力 。  

資 訊 科 技 可 以 讓 學 生 探 索 和 搜 集 互 聯 網 上 的 資 料 ， 同 時 學 會 如 何 尋 找 、 篩

選 、 評 估 和 運 用 資 訊 以 解 決 問 題 。 資 訊 科 技 於 教 學 作 為 開 放 的 學 習 模 式 ，

能 引 發 學 生 之 間 和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 交 流 ， 並 利 用 電 子 網 絡 拓 寬 世 界

觀 ， 學 會 與 人 溝 通 、 協 作 和 建 構 知 識 ， 更 可 以 促 進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模

式，從 而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及 效 能，發 展 獨 立 學 習 能 力，達 至 學 會 學 習 、

養 成 終 身 學 習 的 習 慣 。  

 

教 育 局 在 1998 年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教 育，並 投 放 大 量 資 源，分 期 推 出 相 關 策 略，

希 望 能 夠 透 過 資 訊 科 技，推 動 學 校 教 育 的「 範 式 轉 移 」－ 由 以 課 本 為 主 導 、

以 教 師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模 式 ， 轉 向 互 動 和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模 式 。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略 的 推 行 重 點 如 表 3.1 所 述 。  

3D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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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略 的 推 行 重 點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略  推 行 重 點  

1998 年 發 表《 與 時 並 進  

善 用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五 年 策 略 1998/99 至

2002/03》 文 件  

香 港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首 階 段 系 統 性 發 展 的 正 式 開 展

－ 文 件 制 定 了 四 項 任 務 ， 包 括 ：  

  提 供 基 礎 建 設 ；  

  提 供 教 師 培 訓 ；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源 支 援，讓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課 程 ；

  建 立 有 助 改 變 學 習 文 化 的 社 會 環 境 ， 以 促 進

學 校 教 育 的 「 範 式 轉 移 」。  

2004 年 發 表《 善 用 資 訊

新 科 技   開 拓 教 學 新

世 紀 》  

發 展 進 入 第 二 個 階 段 ， 以 實 踐 文 件 所 載 列 的 目 標

－ 包 括 ：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加 強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及 提 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能 ；  

  提 升 學 校 電 子 領 導 的 能 力 ；  

  豐 富 數 碼 學 習 資 源 ；  

  發 展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教 學 法 ；  

  推 動 社 群 支 援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等 。  

2008 年 推 出 《 適 時 適

用 科 技   學 教 效 能 兼

備 》  

發 展 進 入 第 三 個 階 段 ， 將 資 訊 科 技 有 效 融 入 學 與

教 － 發 展「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匯 集 由 本 地

及 海 外 政 府 機 關 、 大 專 院 校 、 學 校 、 非 牟 利 機 構

等 提 供 的 免 費 網 上 及 印 刷 資 源 ， 按 照 課 程 架 構 ，

進 行 篩 選 及 整 合 ， 配 以 教 學 建 議 及 使 用 說 明 ， 編

排 成 各 個 主 題 單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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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上 述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略 的 推 動 ：  

 現 時 大 部 分 課 室 均 設 有 一 台 電 腦，連 接 了 網 絡 和 投 映 機，方 便 教 師 隨 時

展 示 多 媒 體 資 源，互 聯 網 上 豐 富 的 資 源 也 得 以 進 入 課 室。除 了 電 腦、有

線 與 無 線 接 達 互 聯 網、電 子 學 習 平 台 等 標 準 設 施，很 多 學 校 亦 設 置 投 映

機 和 實 物 投 映 機 等 輔 助 教 學 工 具；部 分 學 校 成 立 校 園 電 視 台，讓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製 作 多 媒 體 學 習 材 料 以 上 載 至 學 校 網 站；亦 有 學 校 試 行 互 動 電 子

白 板 及 電 子 課 本 。  

 教 師 和 學 生 已 經 習 慣 於 課 堂 內 外 使 用 資 訊 科 技，學 與 教 的 模 式 也 產 生 改

變 ， 但 學 校 的 發 展 步 伐 並 不 一 致 。  

 大 部 分 持 份 者 對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學 與 教 過 程 均 持 正 面 態 度；學 生 對 於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學 與 教 比 教 師 有 更 正 面 態 度。而 且，一 般 來 說，學 生 在 資

訊 素 養 範 疇 上 均 已 達 到 基 本 水 平 。  

教 育 局 透 過 大 專 院 校 進 行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略 （ 2004/2007） 研 究 ， 當 中 指 出

了 學 校 可 加 強 的 地 方 。 檢 視 現 況 ， 以 下 的 建 議 仍 然 適 用 ， 包 括 ：  

 並 非 所 有 學 校 都 有 一 個 全 面 性 的 策 略 計 畫，將 資 訊 科 技 有 系 統 地 融 入 學

與 教 的 過 程 中 ， 以 創 造 有 利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學 與 教 活 動 的 環 境 。  

 為 讓 教 師 有 效 地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教 學 ， 對 教 師 的 支 援 仍 需 加 強 。  

 學 校 於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在「 終 身 學 習 」和「 溝 通 協 作 」的 實 踐 上 ，仍 需 加

強 。  

教 育 局 於 2012 年 推 出 「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讓 教 師 可 以 透 過 一 站 式

平 台 搜 尋 各 種 數 碼 教 學 資 源 ， 減 少 準 備 教 材 的 時 間 。 新 平 台 提 供 的 資 源 涵

蓋 小 一 至 中 六 的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 小 學 常 識 科 及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評 估 課 業 參 考 等 資 料 。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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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章目的  

 介 紹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特 質 ， 探 討 可 進 一 步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成 效 的 方 式  

 簡 述 學 校 在 規 畫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時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提 出 在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時 ， 照 顧 學 生 多 樣 性 的 建 議  

 

3.3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的特質  

學 習 是 獲 取 與 建 構 知 識 的 過 程 ， 當 中 包 括 教 師 、 學 生 、 資 源 之 間 的 互 動 。

學 校 推 行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發 展 計 畫 ， 可 為 管 理 層 和 教 師 帶 來 清 晰 的 方 向

和 發 展 里 程 ， 讓 他 們 可 以 充 分 協 作 ， 更 有 效 地 達 到 預 期 的 成 果 。  

資 訊 科 技 是 一 個 良 好 的 溝 通 和 學 習 工 具 ， 學 校 可 讓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利 用 有 關

資 訊 科 技 組 織 並 發 表 個 人 觀 點 ， 亦 可 讓 他 們 以 資 訊 科 技 與 教 師 或 同 儕 溝

通 ， 並 分 享 訊 息 ， 協 作 解 難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互 動 學 習 雖 可 增 進 課 堂 內

外 各 種 學 與 教 策 略 的 效 益 ， 但 不 能 取 代 該 等 方 法 ， 亦 不 能 取 代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此 外 ， 資 訊 科 技 能 強 而 有 力 地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亦 能 照 顧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 透 過 設 置 饒 富 趣 味 的 學 習 環 境 ， 因 應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特 性 ， 能

促 使 他 們 運 用 相 關 的 資 訊 科 技 技 能 ， 獲 取 及 建 構 知 識 。  

由 此 可 見 ， 資 訊 科 技 不 再 純 粹 是 學 習 技 巧 ， 而 是 發 展 學 生 學 習 能 力 的 有 效

工 具 。 下 文 闡 述 有 關 方 面 的 不 同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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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支 援 課 堂 內 外 的 互 動 與 協 作  

資 訊 科 技 把 學 生 與 廣 闊 無 際 的 知 識 和 資 訊 網 絡 連 繫 起 來 ， 使 學 生 對 學 習 產

生 興 趣 ， 從 而 改 變 被 動 學 習 的 模 式 ， 主 動 地 在 互 聯 網 上 搜 尋 資 料 ， 並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或 互 聯 網 上 與 同 儕、教 師 及 朋 友 分 享 和 交 流 意 見，學 會 與 人 溝 通 ，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 所 以 ， 促 進 互 聯 網 上 的 互 動 與 協 作 ， 能 使 學 習 更 為 有 效 。  

隨 着 資 訊 科 技 的 發 展 ， 教 師 及 學 生 已 經 透 過 網 上 日 誌 、 合 作 式 知 識 管 理 系

統 及 簡 易 資 訊 整 合 提 要 等 應 用 技 術 ， 進 行 協 作 學 習 及 分 享 知 識 。 這 些 應 用

技 術 讓 學 生 可 按 照 他 們 的 興 趣 共 同 研 究 問 題 ， 有 助 發 展 探 究 式 學 習 技 巧 。  

示 例 ： 小 學 常 識 科   

在 常 識 科 的 專 題 研 習，學 生 先 選 擇 一 個 關 注 的 社 區 問 題 或 特 色 進 行 探 究 ，

包 括 環 境 、 交 通 、 設 施 、 服 務 、 歷 史 文 化 、 旅 遊 點 或 自 然 環 境 等 ， 然 後 再

與 其 他 社 區 作 出 比 較 。  

 教 師 可 在 互 聯 網 上 找 尋 一 些 與 某 個 主 題 相 關 的 網 址，供 學 生 進 行 資 料

搜 集 及 分 析 。  

 學 生 利 用 網 上 協 作 平 台，與 其 他 學 校 的 同 學 進 行 討 論，了 解 其 他 社 區

的 問 題 ， 並 進 行 比 較 ， 最 後 嘗 試 作 出 結 論 及 提 出 建 議 。  

 學 生 整 理 所 有 資 料 ， 然 後 製 作 報 告 ， 最 後 向 同 學 匯 報 。  

藉 着 這 個 建 構 知 識 的 過 程，可 鼓 勵 學 生 主 動 學 習，進 一 步 加 深 對 課 題 的 認

識 。  

 

 

 

更 多 資 料 ， 參 見 「 常 識 科 飛 躍 社 區 專 題 網 站 」，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project/?p=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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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跨 越 地 區 及 時 間 的 限 制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的 推 行 ， 讓 學 與 教 不 再 局 限 於 校 園 之 內 。 隨 着 科 技 發 展 與 創

新 教 學 意 念 的 融 合 ，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電 子 學 習 模 式 ， 其 中 ， 透 過 無 線 設 備 的

配 合 ， 讓 學 生 可 以 打 破 時 間 、 空 間 限 制 ， 隨 時 隨 地 進 行 學 習 活 動 。  

示 例 ： 無 處 不 在 的 學 習 空 間 – 「 數 碼 遊 蹤 」 	

學 校 結 合 社 區 設 施，並 透 過 使 用 無 線 網 絡，在 校 園 以 外 進 行 文 化 遊 蹤 活 動。

學 校 於 活 動 當 日 租 用 一 輛 巴 士 載 學 生 到 各 名 勝 景 點 ， 學 生 透 過 無 線 設 備 瀏

覽 網 上 地 圖 上 預 設 的 資 訊 ， 在 各 名 勝 景 點 進 行 遊 蹤 問 答 比 賽 。  

 

 

3.3.3 創 造 思 維 活 動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資 訊 科 技 能 模 擬 情 境 ， 將 一 些 真 實 的 聲 音 和 過 程 形 象 化 地 呈 現 出 來 ， 讓 學

生 體 驗 相 關 現 象 ； 日 常 生 活 中 較 難 接 觸 的 事 物 ， 學 生 透 過 模 擬 的 情 境 ， 也

能 親 身 體 驗 。 此 外 ， 資 訊 科 技 可 以 高 速 處 理 數 據 ， 讓 學 生 無 需 費 時 處 理 數

據 運 算 等 繁 瑣 問 題 ， 因 而 能 夠 把 學 習 的 重 點 放 在 問 題 的 核 心 上 ， 用 更 多 時

間 進 行 高 層 次 思 考 ， 例 如 分 析 、 綜 合 和 評 鑑 ， 以 及 透 過 與 教 師 和 其 他 朋 輩

交 流 ， 調 整 及 建 立 個 人 觀 點 。 例 如 ， 在 常 識 科 中 以 「 電 」 為 主 題 的 單 元 ，

透 過 不 同 的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 讓 學 生 進 行 有 關 「 電 」 的 科 學 探 究 活 動 。  

 

 

更 多 資 料，參 見「 教 育 局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常 識 科：電 」網 頁 ，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resources.php?site_key=gs&categoryI

d=625 

「 無 處 不 在 的 學 習 空 間－『 數 碼 遊 蹤 』」 網 站 可 經 下 列 網 址 進 入 ：

http://www.plkcjy.edu.hk/d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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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加 強 對 抽 象 概 念 的 理 解  

使 用 多 媒 體 形 式 的 演 示 ， 包 括 利 用 聲 音 、 動 畫 、 圖 像 等 ， 有 效 地 呈 現 學 習

內 容，能 有 助 講 解 一 些 傳 統 課 堂 上 難 以 傳 達 的 抽 象 概 念，加 強 學 生 的 理 解 ，

又 或 引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提 高 學 習 動 機 。  

 

 

有 關 資 料，參 見「 教 育 局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中 國 語 文 科：飛 越

神 話 世 界 」 網 頁 ，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resources.php?site_key=chi&category

Id=1012&rid=1527504479#1527504479 

示 例 一 ： 數 學 學 習 領 域  

通 過 實 作 活 動 讓 學 生 掌 握 柱 體 和 錐 體 的 側 面 及 底 的 概 念 後，教 師 可 透 過

網 頁 「 立 體 圖 形 的 秘 密 」 進 行 以 下 學 習 活 動 ：  

 讓 學 生 觀 看 不 同 柱 體 及 錐 體 的 例 子 ， 鞏 固 他 們 對 立 體 的 側 面 及 底 的

認 識  

 探 究 圓 錐 和 圓 柱 的 曲 面 及 展 開 圖  

 

示 例 二 ： 中 國 語 文 學 習 領 域 － 飛 越 神 話 世 界  

以 中 國 傳 統 神 話 故 事 作 為 教 材 ， 透 過 動 畫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如 ：  

 后羿射日與嫦娥奔月（動畫）  

 中國的經典神話  

 神話剖析  

 中國經典神話人物  

更 多 資 料 ， 參 見 「 立 體 圖 形 的 秘 密 」 網 頁 ， 網 址 為 ：  

http://resources.edb.gov.hk/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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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利 用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促 進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電 子 學 習 能 令 學 習 更 有 效 率 、 更 具 成 效 、 更 有 趣 味 ， 亦 能 有 效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及 風 格 。 電 子 學 習 並 非 用 以 取 代 傳 統 的 學 習 模 式 ， 兩 者 應 互

為 補 足 ， 相 輔 相 成 ， 當 中 的 關 鍵 在 於 如 何 將 電 子 媒 體 的 優 點 ， 善 用 於 整 個

學 習 的 設 計 與 規 畫 ， 在 適 切 的 學 習 環 境 下 運 用 。 一 些 學 校 配 合 電 腦 資 源 ，

當 教 學 的 地 點 在 電 腦 室 ， 教 師 會 安 排 學 生 多 進 行 網 上 學 習 ； 而 當 學 習 的 地

點 無 法 讓 每 一 位 學 生 同 時 進 行 網 上 學 習，教 師 則 會 安 排 學 生 進 行 分 組 活 動。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的 模 式 多 元 化 ， 包 括 各 種 形 式 的 電 子 素 材 ， 例 如 電 子 文 本 或

電 子 書 、 圖 片 、 錄 音 、 錄 像 、 動 畫 等 ， 可 以 是 一 些 網 上 專 題 教 材 套 ， 甚 至

是 互 動 學 習 的 網 上 課 程 。 這 些 資 源 具 備 延 伸 性 ，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在 課 堂 以

外 按 自 己 的 能 力 、 進 度 及 興 趣 學 習 。 在 運 用 這 些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 教 師 仍 需

給 予 學 生 適 切 的 指 導 ， 並 掌 握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以 有 效 促 進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圖 3.1 電 子 學 習 的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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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一 ：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學 校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優 勢 ， 配 合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編 製 迎 合 學 生 需 要 的 電

子 教 學 資 源 。  

 電 子 教 學 資 源 的 內 容 均 備 有 由 英 語 教 師 錄 製 的 發 聲 版 ， 學 生 除 可 在

課 堂 上 按 照 教 師 的 指 示 運 用 外 ， 更 可 按 照 個 人 的 學 習 需 要 或 步 伐 ，

於 課 後 或 在 家 中 練 習 。  

 電 子 教 學 資 源 並 設 有 練 習 題 目 ， 題 目 以 多 元 化 的 形 式 配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學 生 完 成 練 習 題 目 便 可 知 道 正 確 答 案 ， 獲 得 即 時 回 饋 ， 教

師 及 學 生 均 可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學 校 安 排 學 生 於 內 聯 網 遞 交 課 業 如 作 文 功 課 ， 並 讓 其 他 學 生 給 予 回

饋 意 見 ， 彼 此 交 流 ； 學 生 可 綜 合 及 思 考 同 學 的 意 見 ， 作 出 修 訂 ， 再

由 教 師 給 予 回 饋 。  

 

示 例 二 ： 推 行 網 上 電 子 學 習  

學 校 提 供 多 種 電 子 學 習 形 式 鼓 勵 學 生 自 學 ， 例 如 ， 於 學 校 網 頁 提 供 自 學

網 站，讓 學 生 進 行 練 習。此 外，學 校 於 不 同 科 目 的 課 程 中 加 入 電 子 功 課 ，

除 了 傳 統 紙 筆 的 練 習，學 生 可 以 透 過 內 聯 網 完 成 不 同 類 型 的 功 課，包 括 ：

工 作 紙 、 錄 音 、 討 論 及 合 作 寫 作 等 ， 藉 以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尤 其 網

上 合 作 寫 作 及 討 論 區 ， 可 讓 學 生 透 過 合 作 及 互 動 進 行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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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資 訊 科 技 為 學 生 開啟源 源 不 絕 的 學 習 資 料 庫 ， 讓 他 們 接 觸 新 事 物 ， 以 及 事

物 的 不 同 觀 點 與 角 度 ， 有 助 他 們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 學 生 可 透 過 互 聯 網 搜 集 有

關 資 料，也 可 透 過 相 關 電 子 工 具 更 有 效 地 把 資 料 分 類、整 理、分 析 和 記 錄 ，

並 運 用 語 言 、 文 字 、 動 畫 、 影 音 等 多 媒 體 效 果 ， 把 意 念 表 達 出 來 。  

 

示 例 一 ： 資 料 搜 尋 、 數 據 處 理 及 分 析  

為 了 提 醒 學 校 師 生 生 理 和 心 理 健 康 的 重 要 ， 以 及 鼓 勵 人 們 多 做 運 動 ， 學

校 以 「 健 康 」 為 題 ， 讓 學 生 探 索 健 康 生 活 ， 從 而 提 倡 注 意 健 康 的 訊 息 。

學 生 進 行 有 關 同 學 運 動 習 慣 的 問 卷 調 查 ， 然 後 利 用 電 子 試 算 表 分 析 收 集

到 的 數 據 ， 並 將 結 果 轉 化 為 圖 表 ， 再 借 助 演 示 工 具 發 表 調 查 結 果 。  

 

示 例 二 ： 組 織 及 報 告 資 料  

在 進 行 「 香 港 的 旅 遊 業 」 專 題 研 習 時 ， 學 生 分 組 找 出 吸 引 遊 客 訪 港 的 方

法 。 他 們 搜 集 和 討 論 有 關 香 港 名 勝 的 資 料 ， 並 決 定 透 過 網 頁 ， 讓 遊 客 得

知 本 地 可 遊 玩 的 地 方 。 他 們 利 用 搜 集 到 的 資 料 ， 加 上 自 己 的 意 念 ， 並 針

對 讀 者 的 需 要 ， 完 成 網 頁 的 製 作 。  

 

 

更 多 資 料 ， 參 見 「 教 育 局 資 訊 科 技 應 用 – 專 題 研 習 」 網 站 ， 網 址 為 ：  

http://resources.edb.gov.hk/project_work/main.htm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分 析 」 樣 本 ：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rojectlearning/sampler/tsw_mps/sub_file/quest

ionnaire_anayist_eg..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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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三 ： 溝 通 及 分 享 資 訊 和 意 見  

同 區 的 幾 所 學 校 合 作 完 成 有 關 本 區 污 染 問 題 的 專 題 研 習 。 參 與 的 學 生 和

教 師 ， 透 過 電 子 平 台 ， 在 各 工 作 階 段 交 換 意 見 、 資 訊 和 搜 集 到 的 數 據 。

其 他 有 興 趣 參 與 的 人 士 ， 包 括 大 專 院 校 的 講 師 ， 亦 可 透 過 同 一 平 台 ， 就

專 題 研 習 的 過 程 及 成 果 提 供 意 見 。  

 

3.4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  

3.4.1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學 校 需 要 提 供 適 切 的 學 習 環 境 及 一 個 連 貫 的 課 程 ， 讓 學 生 達 到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的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參 見 附 錄 ）。 教 師 在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作 為 學 與 教 工 具

時 ， 應 確 保 所 用 的 資 訊 科 技 ， 能 連 繫 到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其 他 情 境 所 列 的 學 習

宗 旨 、 目 標 及 重 點 ， 並 能 幫 助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效 率 和 效 能 ， 從 而 促 進 教 師 與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不 同 科 目 的 教 師 透 過 協 作，為 學 生 提 供 充 足 的 學 習 機 會 ，

讓 他 們 能 適 當 地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 加 深 對 課 程 內 容 的 學 習 。 學 校 在 規 畫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時 ， 可 加 入 以 下 的 考 慮 ：  

 反 思 與 行 動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能 有 效 提 升 學 與 教 效 能 ？  

 學 校 如 何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以 培 養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能 力 ？  

 學 校 如 何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以 促 進 學 生 分 享 和 交 流 意 見，學 會 與 人 溝 通 ，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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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學 生 資 訊 素 養  

隨 着 時 代 及 科 技 的 發 展 ， 學 校 需 要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資 訊 素 養 ：  

 懂 得 有 效 管 理 資 訊 ， 即 收 集 、 選 取 、 評 估 及 運 用 資 訊 。  

 透 過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培 養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解 難 及 決 策 的 技 能 。  

 成 為 良 好 的 數 碼 公 民，既 能 安 全、合 法 和 負 責 任 地 運 用 資 訊，亦 能 自 發

自 主 地 實 踐 終 身 學 習 。  

提 高 學 生 正 確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意 識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除 發 展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知 識 和 能 力，同 時 還 應 提 高

學 生 的 警 覺 性，讓 他 們 意 識 到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各 種 問 題，特 別 是

不 恰 當 使 用 電 腦 網 絡 所 帶 來 的 潛 在 危 機 及 對 個 人 的 不 良 影 響 。  

 為 了 提 倡 安 全 和 健 康 地 運 用 資 訊 科 技，學 校 應 提 醒 學 生 注 意 以 下 各 項 ： 

 保 護 個 人 私 隱 的 重 要 。  

 保 護 自 己 ， 不 要 接 觸 不 雅 、 淫 褻 及 暴 力 的 資 訊 。  

 了 解 或 關 注 有 關 知 識 產 權 和 版 權 的 法 律 、 社 會 和 道 德 責 任 。  

 發 展 思 辨 能 力 ， 以 求 證 及 評 鑑 資 訊 的 準 確 度 和 可 信 性 。  

 有 關 使 用 電 腦 的 健 康 問 題 ， 包 括 護 眼 知 識 。  

 切 勿 沉 迷 於 瀏 覽 互 聯 網 的 資 訊 或 玩 網 上 遊 戲 。  

 切 勿 過 於 投 入 網 絡 上 的 虛 擬 角 色 ， 忽 略 在 現 實 世 界 與 人 的 交 往 、 溝

通 。  

 遇 到 需 要 別 人 幫 助 的 問 題 ， 如 網 上 欺 凌 事 件 ， 懂 得 尋 求 師 長 等 的 支

援 。  

 教 師 可 利 用 時 事、真 實 情 境 或 有 關 的 學 習 套，培 養 學 生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正 確 態 度。例 如，學 生 討 論 各 種 有 可 能 被 要 求 填 報 個 人 資 料 的 情 況，或

從 互 聯 網 上 取 得 資 料 的 處 理 手 法 ， 然 後 總 結 出 最 明 智 的 做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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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 與 教 中 恰 當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設 計 一 個 均 衡 的 資 訊 科 技 課 程，着 重 資 訊 科 技 的 知 識、技 能 和 態 度 的 培

養 ， 以 達 到 不 同 學 習 情 境 的 學 習 目 標 和 重 點 。  

 以 資 訊 科 技 為 工 具 處 理 資 訊，並 以 之 作 為 交 流 意 見 及 資 訊 的 另 一 途 徑 。 

 要 求 學 生 上 網 搜 尋 資 料 時，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經 驗，提 供 適 切 和 足 夠 的

指 引 。  

 提 高 學 生 對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有 關 健 康、道 德、法 律、環 保、社 交 等 問 題 的

了 解 和 關 注 。  

 鼓 勵 學 生 以 求 真 及 持 平 的 角 度 評 鑑 資 訊，並 推 廣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操 守 ，

例 如 ， 註 明 資 訊 的 來 源 。  

 在 有 意 義 的 情 境 中 ， 評 估 學 生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能 力 。  

 在 課 程 中 引 入 與 學 習 內 容 相 關、可 應 用 於 學 生 學 習 及 日 常 生 活 的 資 訊 科

技 技 能。應 避 免 讓 能 力 較 強 的 學 生 學 習 功 能 相 類 的 應 用 軟 件，重 複 學 習

已 掌 握 的 技 能 。  

 

善 用 資 訊 科 技 以 促 進 互 動 學 習  

學 校 應 創 設 一 個 資 訊 科 技 的 環 境 ， 讓 學 生 盡 可 能 地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 尋

找 、 分 享 和 善 用 學 習 資 料 和 資 源 ， 同 時 促 進 學 生 與 教 師 、 學 生 和 世 界 各 地

人 士 的 交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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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一 ： 促 進 校 內 外 分 享 交 流  

「 校 園 電 視 台 」  

 學 校 按 照 科 目 製 作 一 系 列 配 合 課 程 內 容 的 直 播 及 預 錄 節 目 ， 例 如 常

識 科 以 日 常 生 活 時 事 作 為 題 材 ， 然 後 作 出 報 道 ， 讓 學 生 討 論 ， 提 升

他 們 的 時 事 觸 覺 。  

 利 用「 校 園 電 視 台 」，於 早 會 以 電 視 直 播 模 式，讓 學 生 在 課 室 內 透 過

收 看 電 視 獲 知 學 校 的 資 訊 及 活 動 宣 傳 。  

 學 生 透 過 參 與 選 拔 賽 成 為 攝 製 隊 的 隊 員 ， 參 與 製 作 。 與 此 同 時 ， 學

校 亦 安 排 學 生 參 加 相 關 校 外 比 賽 ， 拓 寬 他 們 的 視 野 。  

「 遠 程 教 學 」  

學 校 引 入 「 遠 程 教 學 」， 通 過 視 像 活 動 ， 促 進 不 同 地 區 的 學 術 交 流 及 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示 例 二 ：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的 互 動 性 能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及 動 機  

有 學 校 於 部 分 課 堂 內 引 入 互 動 電 子 白 板 ， 利 用 電 子 白 板 的 互 動 性 能 ， 提

高 學 生 與 教 師 的 互 動 ， 從 而 提 高 學 生 的 注 意 力 ， 引 起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及

動 機 。 學 校 在 試 行 過 程 配 合 教 師 備 課 、 觀 課 及 評 課 ， 以 達 至 提 升 教 學 效

能 目 的 。  

示 例 三 ： 支 援 互 動 學 習   

假 如 學 生 遇 上 無 法 在 任 何 地 方 找 到 答 案 的 問 題 ， 他 們 可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或

電 子 論 壇 ， 聯 絡 有 關 方 面 的 組 織 或 專 家 ， 找 出 答 案 。  

示 例 四 ： 促 進 溝 通  

有 時 學 生 會 對 當 面 談 論 個 人 問 題 感 到 不 安 。 通 過 電 子 論 壇 ， 他 們 可 輕 鬆

地 與 教 師 或 輔 導 員 討 論 個 人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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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五 ： 將 資 訊 科 技 的 學 習 環 境 擴 展 至 家 中  

有 些 學 校 的 網 站 提 供 了 不 少 資 訊 和 學 習 材 料 ， 供 學 生 在 校 外 使 用 ， 學 生

在 家 中 也 可 存 取 學 校 網 站 上 的 資 訊 。  

 

評 估 學 生 在 適 切 情 境 中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能 力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的 基 本 原 則 ， 是 讓 學 生 在 學 習 和 日 常 生 活 中 ， 懂 得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 因 此 ， 學 校 宜 評 估 學 生 在 特 定 情 境 中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和 處 理

資 訊 的 能 力 。 作 為 「 學 習 － 教 學 － 評 估 」 循 環 的 一 部 分 ， 評 估 應 協 助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 並 成 為 學 習 經 歷 的 一 部 分 。 教 師 和 同 儕 可 給 予 回 饋 ， 學

生 也 可 以 就 自 己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獲 取 、 處 理 、 組 織 及 表 達 資 訊 的 能 力 作 出 反

思 。 教 師 可 適 當 地 運 用 進 展 性 評 估 ， 如 課 堂 觀 察 、 家 課 、 專 題 研 習 報 告 和

個 人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等 ， 評 估 學 生 資 訊 科 技 的 水 平 。 學 校 亦 可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校 內 外 與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的 活 動 和 比 賽 ， 讓 學 生 獲 得 應 用 的 機 會 ， 拓 寬 學 習

經 歷 。  

 

 

示 例 ： 建 立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檔 案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檔 案 儲 存 了 學 生 各 類 型 的 作 業 、 同 儕 評 估 及 自

我 評 估 的 紀 錄 。 教 師 可 即 時 回 饋 學 生 在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工 具 上 的 表

現 ， 例 如 學 生 運 用 多 媒 體 進 行 匯 報 。  

 學 生 選 擇 最 喜 愛 的 資 訊 科 技 習 作 ， 彙 編 成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的 個 人 學 習

檔 案 。  

 在 不 同 階 段 如 計 畫 、 製 作 ， 學 生 與 教 師 討 論 習 作 的 評 估 準 則 ， 共 同

擬 訂 自 我 評 估 、 同 儕 互 評 或 評 估 最 後 成 品 的 細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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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在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的 環 境 下 ， 教 師 的 角 色 已 從 知 識 的 傳 授 者 ， 變 成 學 習 的 促

進 者 。 在 制 定 教 學 策 略 時 ， 教 師 要 因 應 學 習 目 標 安 排 資 訊 科 技 配 套 ， 讓 學

生 適 時 運 用 適 切 的 科 技 學 習 ， 事 事 要 以 學 生 學 習 為 中 心 ， 確 保 不 是 為 科 技

而 科 技。教 師 宜 充 分 利 用 電 子 學 習 的 靈 活 性，設 計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和 材 料 ，

以 滿 足 每 一 個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期 盼 。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在 學 校 教 育 的 「 範 式 轉 移 」 上 ， 對 教 師 的 支 援 及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均 極 為 重 要 。 學 校 可 鼓 勵 教 師 間 分 享 實 踐 經 驗 ， 提 供 校 內 外 支 援 或 安

排 校 外 專 業 交 流 。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有 何 機 制 以 確 保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 能 適 切 地 培 養 學 生 在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  

 教 師 如 何 配 合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生 需 要 ， 採 用 適 當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營 造 更

靈 活 、 更 互 動 、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環 境 ？  

 如 何 能 為 學 生 在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課 業 ， 或 在 互 聯 網 中 尋 找 資 訊 前 ，

提 供 適 當 的 指 導 ？  

 學 校 如 何 透 過 真 實 情 境 或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活 動 ， 評 估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知

識 和 能 力 ？  

教 育 局 為 教 師 安 排 與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相 關 的 培 訓 ， 可 參 見 以 下 網 址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287&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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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學 校 的 支 援 措 施  

有 一 些 學 生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和 資 源 的 機 會 比 其 他 同 學 少 ， 學 校 制 定 資 訊

科 技 政 策 時 ， 應 考 慮 不 同 背 景 、 性 向 和 能 力 的 學 生 ， 務 求 使 所 有 學 生 都 能

公 平 地 獲 取 資 訊 科 技 的 資 源 。 當 安 排 一 些 需 要 在 課 堂 以 外 使 用 電 腦 的 學 習

活 動 時 ， 教 師 應 作 出 妥 善 安 排 ， 讓 所 有 學 生 都 可 以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工 具 和 設

施 。 學 校 亦 應 善 用 教 育 局 所 提 供 的 資 源 ， 讓 學 生 可 使 用 有 關 設 施 。 同 時 ，

亦 可 鼓 勵 學 生 使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和 社 區 中 心 提 供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可 運 用 政 府 、 社 區 等 所 提 供 的 資 源 ， 獲 得 協 助 ， 例 如 ， 在 2011 年 開 展

的 「 一 家 一 網 e 學 習 」。  

 

 

3.5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在 不 同 的 教 育 階 段 ，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學 校 可 考 慮

以 下 建 議 ， 以 照 顧 學 生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學 校 可 參 考《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指 引，檢 視 高 小 學 生 的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並 適 當 地 改 進 和 調 適 小 學 校 本 資 訊 科 技 課 程，以 緊 貼 電 腦 科 技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包 含 在 科 技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指 引 的 有 關 內 容。學 校 也 應 使 學 生 對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責 任 和 操 守 ，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  

 學 校 可 採 用 下 列 方 法，幫 助 資 訊 科 技 程 度 不 同 的 學 生，由 高 小 過 渡 至 初

中 ：  

 確 保 學 生 在 小 學 階 段 已 掌 握 基 本 技 能 的 同 時 ， 利 用 不 同 難 度 或 需 應

用 不 同 程 度 資 訊 科 技 的 課 業 ， 加 強 及 鞏 固 學 生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能

力 ， 以 及 培 養 學 生 解 決 問 題 和 終 身 學 習 所 需 的 能 力 。  

 通 過 在 學 與 教 中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誘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以 照 顧 不 同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風 格 。  

更 多 資 料，參 見「『 一 家 一 網 e 學 習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的 最 新 消 息，

網 址 為 ：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從四個關鍵項目學會學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18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如 何 能 制 定 一 個 全 面 性 的 策 略 計 畫 ， 將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學 與 教 的 過

程 ， 以 創 造 有 利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學 與 教 活 動 環 境 ？  

 就 你 所 見，學 生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時，他 們 會 學 得 更 好 嗎 ？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

學 生 會 學 得 更 好 ？  

 你 的 學 校 在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上 ， 尚 可 在 哪 些 方 面 作 出 改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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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學 校 課 程 的 建 議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活 動 示 例  學 習 階 段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如

多 媒 體 資 源 ） 作 為

學 習 工 具  

學 生 運 用 簡 單 的 教 學 軟 件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第 一  

學 生 運 用 文 字 處 理 軟 件 中 的 拼 字 檢

查 和 更 正 拼 字 上 的 錯 誤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五 ）  

第 二  

 

學 生 運 用 文 字 處 理 軟 件 草 擬 、 編 輯

和 展 示 一 篇 作 品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三 、 五 ）  

第 二  

 

學 生 利 用 試 算 表 處 理 在 調 查 中 搜 集

到 的 數 據 ， 並 繪 製 圖 表 ， 以 作 說 明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六 ）  

第 二  

明 白 資 訊 科 技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用 處 和

重 要  

學 生 分 成 小 組 ， 搜 集 並 討 論 有 關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廣 泛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新

聞 ， 並 在 學 校 內 聯 網 的 班 級 聊 天 室

分 享 意 見（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第 二  

 

學 生 參 觀 以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為 主 的 工

作 場 所（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第 二  

以 資 訊 科 技 工 具 溝

通 和 處 理 資 訊  

學 生 使 用 電 腦 繪 製 簡 單 的 圖 像 ， 以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念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二 ）  

第 一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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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在 該 學 習 階 段

能 夠 掌 握 的 中 文 輸

入 法 輸 入 中 文 字  

因 應 不 同 的 目 的 ， 學 生 運 用 電 腦 製

作 一 些 簡 單 的 賀 卡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二 、 三 、 五 ）  

第 一 、 二  

 

學 生 透 過 電 腦 遊 戲 學 習 鍵 盤 操 控 技

巧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三 ）  

第 一 、 二  

與 校 內 的 朋 輩 合

作 ， 溝 通 和 分 享 資

訊 及 意 見  

學 生 通 過 電 子 郵 件 或 面 對 面 討 論 ，

交 換 小 組 習 作 的 材 料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至 八 ）  

第 二  

 

學 習 進 度 較 快 的 學 生 可 擔 當 其 他 學

生 的 小 導 師  

第 一 、 二  

在 專 題 研 習 中 ， 學 生 運 用 討 論 所 得

的 標 準 ， 以 評 估 其 他 人 及 小 組 的 表

現  

第 二  

為 特 定 目 標 ， 透 過

電 腦 和 其 他 媒 介 取

得 資 訊 （ 包 括 尋 找

和 選 取 相 關 的 資

訊 ）  

學 生 可 在 互 聯 網 搜 尋 關 於 某 個 主 題

的 資 料 ， 或 為 心 中 的 問 題 尋 求 答

案 。 他 們 需 要 選 取 有 用 和 相 關 的 資

訊，加 以 改 寫，以 配 合 課 業 的 要 求，

照 顧 聽 眾 及 讀 者 的 需 要 。 最 後 以 書

面 或 其 他 適 當 的 媒 介 演 示 他 們 調 查

的 結 果（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四 、 五 ）  

第 二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工 具

處 理 資 訊 （ 例 如 篩

選 、 分 類 和 總 結 ）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工 具

演 示 課 業 成 果  

意 識 到 求 證 及 評 鑑

資 訊 準 確 度 和 可 信

性 的 重 要  

在 專 題 研 習 的 不 同 階 段 ， 教 師 應 鼓

勵 學 生 思 考 和 質 疑 搜 集 得 來 或 別 人

演 示 的 資 訊 的 可 信 性 和 準 確 度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四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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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知 識 產 權 和 版

權   

認 識 在 使 用 電 腦

時 ， 保 護 自 己 免 受

不 良 因 素 影 響 的 重

要 （ 例 如 私 隱 權 問

題 、 危 害 健 康 的 因

素 、 暴 力 及 色 情 ）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恰

當 行 為  

學 生 討 論 在 瀏 覽 互 聯 網 時 「 應 做 」

與 「 不 應 做 」 的 事 情 ， 並 歸 納 成 一

個 總 表（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單 元 四 、 單 元 五 ）  

第 二  

 

 

學 生 辯 論 有 關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操 守

問 題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四 ）  

第 二  

 

學 生 搜 集 在 不 同 情 況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最 新 新 聞 ， 並 討 論 這 些 資 訊 科 技

對 人 類 日 常 生 活 的 影 響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第 二  

 

讓 學 生 觀 看 動 畫 ， 以 了 解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 並 通 過 角 色 扮

演 ， 找 出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法 （ 參 考 電

腦 認 知 課 程   單 元 一 、 四 、 七 ）  

第 一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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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局 ： 資 訊 科 技 學 習 目 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700&langno=2> 

 

教 育 局 ：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286&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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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sources.edb.gov.hk/project_work/main.htm> 

 

教 育 局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 政 策 文 件 及 報 告 」 網 站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286&langno=2>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發 展 課 堂 活 動 及 評 估 工 具 通 過

科 學 科 ／ 常 識 科 提 昇 學 生 資 訊 素 養 」 研 究 計 畫  

<http://resources.edb.gov.hk/~scil-tools/> 

 

教 育 局 ：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常 識 科 專 題 研 習 － 飛 躍 社 區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project/?p=community> 

 

教 育 局 創 意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 無 處 不 在 的 學 習 空 間 – 「 數 碼 遊 蹤 」  

< http://www.plkcjy.edu.hk/dt.html >  

 

教 育 局 ：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常 識 科 ： 電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resources.php?site_key=gs&categoryI

d=625> 

 

教 育 局 ：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立 體 圖 形 的 秘 密  

<http://resources.edb.gov.hk/solid/> 

 
后羿射日與嫦娥奔月（動畫）  

<http://www.chiculture.net/0818/html/heaven02.html>  

 

中國的經典神話  
<http://www.chiculture.net/0401/html/a03/0401a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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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剖析  
<http://www.chiculture.net/0401/html/a01/0401a01.html>  

 

中國經典神話人物 

<http://www.chiculture.net/0401/html/a04/0401a04.html> 
 

教 育 局 ： 課 程 為 本 學 與 教 資 源 庫 ： 中 國 語 文 科 ： 飛 越 神 話 世 界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resources.php?site_key=chi&category

Id=1012&rid=1527504479#1527504479> 

 

教 育 局 ： 數 據 處 理 及 分 析 示 例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rojectlearning/sampler/tsw_mps/sub_file/questionnair

e_anayist_eg..doc> 

 

英 國 語 文 科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教 材 套  

<http://edbsdited.fwg.hk/e-Learning/chi/plan/BWCSS_Outline_Chi_WEB.pdf> 

 

教 育 局 ： 訊 科 技 教 育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287&langno=2> 

 

「 一 家 一 網 e 學 習 」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最 新 消 息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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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確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資 訊 ， 可 參 考 以 下 網 頁 :  

 學 童 及 青 少 年 的 網 上 操 守  

<http://cesy.edb.hkedcity.net/> 

 做個智 NET 的 -互聯網教育活動  

<http://www.be-netwise.hk/about_us.php> 

 安 全 上 網 資 訊 頻 道  

<http://internetsafety.edb.hkedcity.net/>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 智 醒 上 網 路 路 通  

<http://www.mobilenet.gov.hk/tc/consumer_tips/data_usage_calculator/index.html> 

 電 子 學 習 版 權 資 訊 通  

<http://resources.edb.gov.hk/ecopyright/ecr/landingPage.php?lang=tc>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http://www.edu.gov.on.ca/elearning/ble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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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背景  

自 課 程 改 革 推 行 以 來 ， 教 育 局 以 促 進 學 會 學 習 及 全 人 發 展 為 宗 旨 ， 推 出 一

整 套 靈 活 開 放 的 課 程 架 構 ， 推 動 了 學 校 教 育 的 「 範 式 轉 移 」 － 由 以 課 本 為

主 導 、 以 教 師 為 中 心 的 教 學 模 式 ， 轉 向 多 向 互 動 和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模

式 。  

根 據 課 程 改 革 中 期 檢 討 及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 學 生 對 學 習 感 興 趣 ， 樂 意 回 答 教

師 問 題 ， 積 極 參 與 學 習 活 動 ， 與 同 學 互 相 合 作 ， 進 行 討 論 及 匯 報 。 教 師 專

業 知 識 良 好 ， 在 學 與 教 文 化 方 面 ， 能 適 當 地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和 學 科 資 源 ， 採

用 多 元 化 的 教 學 及 評 估 策 略 ，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並 提 供 回 饋 ， 促 進 學

習。學 生 在 閱 讀 能 力、數 學 和 科 學 方 面 的 國 際 評 估 測 試 中，均 有 出 色 表 現 。

由 此 可 見 ， 香 港 的 基 礎 教 育 已 取 得 相 當 的 成 效 。  

小 學 在 學 與 教 的 文 化 及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方 面 ， 見 證 了 可 持 續 的 範 式 轉 變 ：

學 生 變 得 更 主 動 學 習 ； 其 共 通 能 力 ， 特 別 是 溝 通 能 力 、 創 造 力 和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的 培 養 ， 以 及 正 面 的 核 心 價 值 觀 及 態 度 的 確 立 ， 均 能 實 現 課

程 改 革 的 主 要 目 標 ， 並 邁 向 自 主 學 習 的 方 向 。 建 基 於 課 程 改 革 的 成 果 ， 學

校 可 進 一 步 優 化 學 與 教 ， 採 取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並 協 助 他 們 培 養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4.2 本章目的  

 討 論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提 出 促 進 有 效 學 與 教 的 建 議  

 提 供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指 引  

 提 供 照 顧 資 優 學 生 需 要 的 指 引  

 以 可 取 的 做 法 和 例 子 闡 述 重 要 概 念  

4 有效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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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效學與教的主要考慮因素  

4.3.1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每 個 學 生 都 是 獨 立 個 體 ， 他 們 的 成 熟 程 度 、 性 別 、 個 性 、 能 力 、 志 向 、

興 趣 、學 習 動 機、文 化、語 言 和 社 經 背 景 均 不 相 同，而 智 能、認 知 風 格

和 學 習 風 格 又 形 成 他 們 的 不 同 學 習 特 性。因 此，學 校 和 教 師 除 了 要 掌 握

課 程 內 容 及 特 色 外，也 必 須 在 課 堂 上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例 如，新 來 港

兒 童、非 華 語 學 童、跨 境 學 童 等，由 於 背 景 不 同，他 們 對 某 些 課 題 的 學

習 內 容 可 能 欠 缺 相 關 的 前 備 知 識，教 師 可 以 因 應 這 種 情 況，先 教 授 有 關

知 識 。  

 認 知 風 格 反 映 個 體 的 思 考 模 式，是 個 體 接 收、整 理、組 織 和 記 憶 資 料 所

傾 向 的 方 法 和 習 慣，會 影 響 個 體 在 學 習 情 境 中 的 學 習 水 平 和 成 就。學 者

把 認 知 風 格 歸 納 成 不 同 類 別，例 如，從 兩 個 向 度 劃 分 認 知 風 格 類 型，包

括「 整 體 – 分 析 」認 知 風 格 和「 文 字 － 圖 像 」認 知 風 格，前 者 是 指 個 體

在 組 織 資 料 時，傾 向 視 資 料 為 一 個 整 體，還 是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的 集 合；後

者 是 指 個 體 傾 向 以 文 字 還 是 心 智 圖 像 去 思 考 及 表 述 資 料 1。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認 知 風 格，給 予 合 適 的 學 習 材 料 或 設 計 適 切 的 學 習 活 動。例 如 ，

學 生 傾 向 透 過 閱 讀 或 聆 聽 文 字 訊 息 去 收 集 資 訊，教 師 給 予 的 學 習 材 料 可

以 以 文 字 為 主，進 行 的 活 動 可 以 是 瀏 覽 文 章、聆 聽 錄 音、小 組 討 論 等 ；

學 生 傾 向 透 過 視 像 渠 道 去 獲 取 資 訊，教 師 給 予 的 學 習 材 料 宜 加 插 較 多 的

圖 像，進 行 的 活 動 可 以 是 觀 看 視 訊 片 段、閱 讀 圖 表 等。不 過，個 體 雖 然

都 有 一 套 慣 常 的 認 知 風 格，但 亦 能 夠 因 應 情 況 形 成 其 他 風 格。因 此，教

師 可 以 透 過 不 同 學 習 情 境 的 創 設，讓 學 生 培 養、發 展 和 形 成 不 同 風 格 。 

 學 習 風 格 可 以 是 與 生 俱 來 的，亦 可 以 在 社 交 互 動 中 培 養 出 來。它 反 映 學

習 者 的 獨 特 學 習 習 慣 ， 以 及 處 理 資 訊 的 偏 好 ， 包 括 遇 到 某 項 學 習 任 務

時，會 採 取 某 種 特 殊 的 學 習 策 略，又 或 者 選 擇 自 己 喜 好 的 學 習 形 式，以

及 對 學 習 環 境 的 偏 好。同 樣 地，學 者 把 學 習 風 格 劃 分 成 不 同 類 別，例 如，

因 應 感 知 方 式 和 處 理 方 式 兩 個 向 度 ， 可 以 分 成 四 種 學 習 類 型 － 適 應

型、擴 散 型、聚 斂 型 和 同 化 型，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風 格，選 取 合 適

的 教 學 策 略 (詳 細 分 類 說 明 ， 請 見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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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四 種 學 習 風 格 的 學 習 特 性 和 學 習 處 境 2 

 

 積 極 型 處 理 方 式  
(積 極 實 驗 )  

 

 
 
 
 
 
 
 
 
 
 
 
 
 
 
 

具 體 感 知 方 式  
(具 體 經 驗 )  

適 應 型  

學 習 特 性  

 學 習 者 較 依 賴 實 作，從

實 行 計 畫 和 任 務 來 獲

得 新 經 驗  

 傾 向 靠 直 覺 解 決 問 題  

學 習 處 境  
 課 堂 結 構 具 彈 性  
 能 嘗 試 各 種 新 體 驗  
 同 儕 互 動  

聚 斂 型  

學 習 特 性  

 學 習 者 擅 長 解 決 問

題、作 決 定 和 應 用 實 際

想 法 ， 以 假 設 、 演 繹 與

推 理 的 方 式 獲 得 知 識  
 傾 向 處 理 技 術 類 的 工

作 與 問 題  

學 習 處 境  

 解 難 活 動  
 實 踐 意 念 的 機 會  
 幫 助 聯 繫 課 堂 與 現 實

活 動 的 閱 讀 和 討 論  

 
 
 
 
 
 
 
 
 
 
 
 
 
 
 

抽 象 感 知 方 式  
(抽 象 概 念 化 )  擴 散 型  

學 習 特 性  

 學 習 者 擅 長 想 像，以 及

意 義 與 價 值 的 覺 察，透

過 觀 察 來 獲 取 具 體 經

驗，並 且 能 夠 將 觀 察 到

的 事 物 組 織 成 一 個 有

意 義 的 整 體  

 傾 向 以 觀 察 的 方 式 學

習 ， 較 有 創 造 力  

學 習 處 境  

 開 放 性 及 形 式 自 由 的

課 業  
 規 限 少 的 課 堂  
 自 我 診 斷 的 活 動  
 個 人 化 學 習  
 多 角 度 分 析  

同 化 型  

學 習 特 性  

 學 習 者 擅 長 歸 納 與 推

理、創 造 理 論，能 夠 把

觀 察 的 事 物 同 化 及 加

以 解 釋  

 重 視 理 論 的 精 確 性 和

邏 輯 性  

學 習 處 境  

 遵 照 指 示 和 規 則  

 閱 讀 指 定 篇 章  

 講 授  

 學 習 理 論  

 整 理 資 訊 和 概 念  

 

 反 思 型 處 理 方 式  
(反 思 性 觀 察 )  

 

 

（ 資 料 來 源 ： 修 訂 自 趙 志 成 、 何 碧 瑜 ， 2009，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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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教 師 可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和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協 助 他 們 有 效 學 習，並 發 揮 個 人 潛 能。同 時，教 師 宜 盡

量 幫 助 學 生 在 各 方 面 取 得 均 衡 發 展，例 如，對 那 些 對 資 訊 科 技 特 別 感 興

趣，而 在 這 方 面 亦 具 有 一 定 天 賦 才 能 的 學 生，教 師 除 了 協 助 他 們 培 養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外，亦 要 引 導 他 們 避 免 過 分 注 重 資 訊 科 技 的 學 習，而 忽 略 了

其 他 重 要 技 能 或 能 力 的 培 養 ， 如 表 達 能 力 (包 括 說 話 能 力 、 寫 作 能 力 )、

協 作 及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等 。  

 學 校 要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而 寄 予 適 當 的 期 望，並 為 他 們 提 供 程 度 合 適 的 課

程，進 而 激 發 他 們 投 入 學 習。不 過，當 教 師 專 注 於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時，切

勿 因 而 高 估 或 低 估 了 他 們 的 能 力 。  

 

4.3.2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教 師 應 訂 定 清 晰 的 學 習 重 點，並 將 之 與 學 生 分 享，讓 學 生 知 道 課 堂 或 課

業 目 的，有 助 他 們 更 能 採 取 適 合 的 學 習 方 法 與 途 徑，以 達 到 預 期 目 標 。 

 要 引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教 師 可 在 學 與 教 過 程 中，讓 學 生 嚐 到 成 功 的 滋

味，明 白 教 師 對 他 們 學 習 的 期 望，但 同 時 也 要 顧 及 他 們 的 情 緒 反 應 和 自

尊 心。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可 分 為 內 在 與 外 在 兩 種，教 師 必 須 在 兩 者 之 間 求

取 平 衡 ， 而 不 是 只 着 重 後 者 。  

 教 師 可 以 嘗 試 運 用 以 下 方 法 提 高 學 生 的 內 在 動 機 ：  

 引 起 他 們 的 好 奇 心 。  

 使 用 對 相 關 年 齡 組 別 ， 語 言 和 文 化 背 景 較 具 吸 引 力 的 相 關 內 容 或 情

境 。  

 鼓 勵 學 生 珍 惜 所 得 的 成 果 。  

 調 節 挑 戰 難 度 ， 減 低 解 難 時 面 臨 挫 敗 的 風 險 。  

 要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教 師 應 注 意 學 生 的 進 展 及 進 步，並 予 以 肯 定 ，

以 鼓 勵 他 們 持 續 向 上。教 師 也 須 設 計 適 合 學 生 學 習 程 度 的 課 業，讓 他 們

體 驗 付 出 努 力，完 成 目 標 的 成 功 感，從 而 建 立 自 信。此 外，教 師 亦 要 肯

定 學 生 在 學 業 以 外 的 學 習 表 現，如 讚 賞 他 們 在 藝 術 或 運 動 方 面 的 表 現 ，

這 是 提 升 學 生 自 我 形 象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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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交 互 動 對 很 多 學 生 來 說 也 是 十 分 重 要 的，教 師 在 班 內 組 織 學 習 社 群 ，

有 助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教 師 要 讓 學 習 社 群 內 的 每

一 位 成 員 都 能 投 入 學 習 、 談 論 學 習 和 反 思 學 習 。  

 

4.3.3 促 進 不 同 層 次 的 思 考 能 力 ， 以 發 展 學 生 的 潛 能  

 理 解 事 物 ，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一 種 方 法 。 教 師 須 以 學 生 的 認 知 能 力 作 切 入

點，協 助 學 生 運 用 已 有 知 識 去 了 解 各 種 理 念 間 的 聯 繫，並 加 以 應 用，從

而 建 構 新 知 識 。  

 理 解 與 記 誦 並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的，適 當 的 記 誦 有 時 是 促 進 理 解 的 基 礎。教

師 宜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根 據 學 習 材 料 的 特 色，選 取 合 適 的 學 習 內 容，讓

學 生 透 過 理 解 去 記 憶 ， 要 避 免 死 記 硬 背 。  

 教 師 可 透 過 提 供 鷹 架，給 予 學 生 有 系 統 的 引 導 或 關 鍵 性 的 指 點，從 而 幫

助 他 們 提 升 認 知 層 次。而 在 提 供 鷹 架 的 過 程 中，可 以 有 機 地 結 合 一 些 方

法 ， 以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3。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認 知 能 力，運 用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工 具，如 不 同 類 型 的 提

問、圖 像 組 織 法 等，協 助 他 們 培 養 不 同 層 次 的 思 考 能 力，如 複 述、解 釋 、

分 析 、 歸 納 、 批 判 、 創 造 等 。 要 留 意 在 學 與 教 的 內 容 、 活 動 及 課 業 的 安

排 上，對 不 同 學 生 應 有 不 同 的 思 考 能 力 要 求，但 不 應 忽 略 任 何 一 個 思 考

層 次 的 培 養 。  

 提 問 是 培 養 學 生 思 維 習 慣 的 有 效 教 學 工 具，將 提 問、思 考 和 理 解 三 者 緊

扣 及 互 動 ， 能 更 有 效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教 師 可 善 用 不 同 層 次 的 提 問 ， 鼓

勵 學 生 從 多 角 度 深 入 思 考 問 題，並 樂 於 與 人 討 論 及 分 享。能 培 養 學 生 高

層 次 思 維 能 力 的 提 問 類 型，包 括 推 論、序 列、總 結、比 較、分 析、因 果 、

預 測、腦 力 激 盪、創 造、評 鑑 和 解 難 等，教 師 可 參 考 這 些 關 鍵 詞 擬 題 (示

例 請 見 表 4.2)。  

 



有效的學與教 

 6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表 4.2  培 養 學 生 高 層 次 思 維 能 力 的 提 問 類 型 及 例 子  

類 型  例 子  

推 論  

 

所 有 4 的 倍 數 都 是 2 的 倍 數 ， 那 麼 16 是 2 的 倍 數 嗎 ？ 為 甚

麼 ？ (數 學 ) 

序 列  

 

能 量 產 生 的 過 程 是 怎 樣 的 ？ 試 根 據 實 驗 的 觀 察，列 出 它 產 生

的 步 驟 。 (常 識 ) 

總 結  

 

閱 讀 資 料 及 小 組 討 論 後，就 防 止 青 少 年 吸 毒 的 最 好 方 法，你

們 有 甚 麼 結 論 ？ (常 識 )  

比 較  

 

長 方 形 和 梯 形 的 特 性 有 甚 麼 異 同 ？ (數 學 ) 

分 析  根 據 文 章 內 容，你 認 為 甲 這 個 角 色 的 性 格 怎 樣 ？ 文 中 哪 些 例

子 可 以 支 持 你 的 想 法 ？ (中 國 語 文 ) 

因 果  

 

根 據 視 訊 片 段 內 容 ， 導 致 主 角 和 妹 妹 不 和 的 原 因 是 甚 麼 ？

(中 國 語 文 ) 

預 測  

 

根 據 統 計 圖 的 資 料 顯 示，你 預 計 香 港 居 民 未 來 五 年 的 用 電 情

況 會 是 怎 樣 的 ？ (數 學 ) 

腦 力

激 盪  

 

看 見 這 幅 圖 畫 ， 你 會 想 到 甚 麼 ？ 為 甚 麼 你 有 這 樣 的 想 法 ？

(視 覺 藝 術 ) 

創 造  

 

Please write a poem with the same rhythm of this poem. (英 國

語 文 ) 

評 鑑  

 

你 認 為 這 首 歌 曲 的 旋 律 和 內 容 是 否 配 合 ？ 請 分 享 你 的 想

法 。 (音 樂 ) 

解 難  

 

面 對 環 境 污 染 問 題，假 如 你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或 相

關 部 門 官 員 ， 你 會 怎 樣 做 ？ (常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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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運 用 有 效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考 慮 學 與 教 策 略 的 選 取 及 有 效 施 行 的 因 素 時 ， 除 了 要 從 教 師 及 學 生 層 面 思

考 外 ， 亦 要 從 課 堂 教 學 和 課 程 規 畫 層 面 思 考 ， 例 如 ， 兩 者 可 如 何 提 供 配 合

與 支 持 ， 以 共 同 營 造 有 利 的 學 習 環 境 ， 讓 學 與 教 策 略 能 更 有 效 地 施 行 和 發

揮 。  

教 師 層 面  

 教 師 會 受 到 個 人 的 背 景、經 驗、掌 握 學 與 教 策 略 深 淺 程 度、教 學 目 的 等

影 響，而 具 有 不 同 的 教 學 取 向；甚 至，更 可 能 會 不 自 覺 地 重 複 運 用 自 己

以 前 所 接 受 的 教 學 方 式，或 者 對 自 己 最 好 的 學 習 方 式，去 教 授 學 生，因

而 忽 略 了 學 生 的 真 正 學 習 需 要。因 此，要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教 師 首 先

要 跳 出 自 己 的 「 舒 適 地 帶 」， 嘗 試 不 同 的 教 學 取 向 或 策 略 。  

 沒 有 一 種 教 學 取 向 可 以 滿 足 所 有 教 學 目 標 或 所 有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亦 沒

有 一 種 學 與 教 策 略 是 最 有 效 的。教 師 需 要 不 時 反 思 自 己 的 教 學 取 向，避

免 偏 重 一 方；要 扣 緊 教 學 目 標，配 合 不 同 的 學 習 內 容、目 的 和 重 點，採

取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以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同 時 維 持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和 求 知 慾。教 師 可 參 考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小 學 常 識 科 課 程 指 引 第 四 章，了

解 各 科 的 特 定 建 議 。  

 教 師 對 學 與 教 的 觀 點 會 影 響 他 們 的 教 學 取 向，同 時 也 會 影 響 他 們 採 用 哪

些 學 與 教 策 略。學 與 教 的 策 略 可 根 據 三 種 相 對 應 的 觀 點 分 為 三 類：(i) 教

學 是 「 直 接 傳 授 」， 學 習 是 「 成 果 」； (ii) 教 學 是 「 探 究 」， 學 習 是 「 過

程 」； (iii) 學 與 教 是 「 共 同 建 構 」 (具 體 說 明 請 見 表 4.3)。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怎 樣 激 發 不 同 程 度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你 會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要 求 學 生 背 誦 ？ 為 甚 麼 ？  

 何 謂 有 意 義 的 背 誦 ？ 它 與 死 記 硬 背 有 甚 麼 分 別 ？  

 你 在 擬 訂 問 題 時 會 考 慮 甚 麼 ？  

 重 複 操 練 有 甚 麼 好 處 及 壞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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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 與 教 觀 點 和 策 略  

觀 點  策 略  

(i) 

教 學 是 「 直

接 傳 授 」，學

習 是「 成 果 」

‧認 為 學 習 是 教 師 直 接 向 學 生 傳 授 知 識，而 產 生

一 系 列 的 學 習 活 動，從 學 生 的 角 度 來 看，這 些

活 動 包 括 接 收、聽 講，以 及 閱 讀 和 記 誦 學 習 材

料 。  

‧這 種 直 接 傳 授 的 方 式，適 用 於 教 授 具 明 確 程 序

和 事 實 的 學 習 重 點，以 及 傳 達 一 些 學 生 還 未 有

足 夠 背 景 知 識 的 概 念 。  

‧教 師 採 用 這 種 方 式 教 學 時，宜 附 以 有 層 次 的 提

問、恰 當 的 例 子 和 適 切 的 情 境，甚 至 以 圖 像 組

織 有 關 資 料，讓 學 生 更 容 易 掌 握 及 理 解 學 習 內

容 。  

(i i) 

教 學 是 「 探

究 」，學 習 是

「 過 程 」  

‧ 常 應 用 於 較 複 雜 的 認 知 過 程 中 ， 並 需 要 學 生

主 動 建 構 意 義，着 重 他 們 的 理 解 能 力 和 概 念 的

發 展 。  

‧ 可 以 透 過 全 班 或 小 組 學 生 的 互 動 學 習 、 互 相

提 問 ， 以 促 進 學 生 對 所 學 的 理 解 。  

‧ 教 師 採 用 這 種 策 略 教 學 時 ， 宜 設 置 寬 廣 而 有

意 義 的 情 境 課 題 或 提 供「 開 放 式 」的 問 題，並

調 動 學 生 已 有 的 知 識 和 經 驗；如 有 需 要，亦 宜

提 供 合 適 的 學 習 材 料 。  

(iii) 

學 與 教 是

「 共 同 建

構 」  

‧ 強 調 在 「 社 群 」 中 建 構 知 識 ， 仿 如 專 業 領 域

的 研 究 社 群 或 成 人 學 習 。  

‧ 透 過 教 師 與 學 生 間 的 互 動 ，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

而 教 師 和 學 生 同 樣 是 學 習 者。例 如，在 網 上 的

學 習 平 台 上 提 供 一 個 「 知 識 論 壇 」， 讓 學 生 和

教 師，甚 至 校 外 的 專 家，能 就 着 彼 此 有 興 趣 的

課 題 進 行 專 題 探 究，共 同 學 習 和 建 構 新 知 識 ，

社 群 中 的 每 一 位 成 員 均 要 承 擔 學 習 的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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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嘗 試 以 課 堂 例 子 概 述 小 學 課 程 可 採 用 的 學 與 教 取 向。橫 向 部 分 顯

示 不 同 的 教 學 觀 點 和 取 向，以 配 合 不 同 的 教 學 目 的；垂 直 軸 標 顯 示 一 系

列 的 學 習 重 點 和 目 的 （ 即 由 以 內 容 為 中 心 至 以 學 習 社 群 為 中 心 ）， 由 教

師 在 日 常 教 學 中 建 立 ， 並 與 橫 向 軸 的 某 些 教 學 觀 點 互 相 呼 應 。  

 

圖 4.1  學 與 教 策 略 和 取 向

 

 

 學 生 的 學 習 和 進 展 取 決 於 教 學 質 素，包 括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互 動，以 及 教 師

所 採 取 的 學 與 教 策 略。教 師 須 因 應 不 同 學 科 的 內 容 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靈 活 地 運 用 合 適 的 教 學 策 略 和 技 巧，例 如，在 課 堂 恰 當 地 採 用 戲 劇 教 學

法，可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之 餘，也 可 透 過 角 色 代 入，加 強 學 生 對 知 識、概 念

的 理 解 與 應 用。此 外，全 方 位 學 習 策 略 可 讓 學 生 在 真 實 情 境 中，聯 繫 及

應 用 各 個 學 習 領 域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達 至 更 有 效 的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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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層 面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可 以 適 當 地 加 入 記 憶 策 略 的 訓 練，幫 助 學 生 增 進 儲

存 訊 息 的 效 率 。  

 當 所 要 記 憶 的 訊 息 不 多 時 ， 反 覆 處 理 所 要 儲 存 的 訊 息 ， 是 最 容 易 使

用 的 記 憶 策 略 ， 其 中 口 語 複 誦 是 較 普 遍 使 用 的 策 略 。  

 當 要 記 憶 較 多 的 訊 息 時 ， 組 織 策 略 會 更 有 效 地 幫 助 學 生 儲 存 和 檢 索

訊 息 ， 例 如 運 用 「 聚 類 法 」， 根 據 學 習 材 料 在 時 間 上 、 空 間 上 、 特

質 上 或 屬 性 上 的 接 近 性 、 相 似 性 或 關 聯 性 ， 將 之 組 織 成 有 意 義 的 單

位 ， 能 有 效 促 進 記 憶 。  

特 別 對 於 有 學 習 障 礙 的 學 生 來 說，因 他 們 大 多 不 懂 運 用 有 效 的 記 憶 策 略

來 儲 存 訊 息 ， 適 當 的 記 憶 策 略 訓 練 ， 有 助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效 能 。  

 教 師 除 了 要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調 節 學 與 教 的 步 伐 外，還 要 為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的 學 習 機 會，包 容 不 同 文 化 和 自 主 學 習 空 間。例 如，透 過 課 業、專 題 研

習、全 方 位 學 習、小 組 討 論 及 分 享 等，讓 學 生 能 因 應 自 己 的 能 力、個 性 、

學 習 風 格、學 習 目 的 等，選 取 適 合 自 己 的 學 習 策 略，培 養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在 學 習 過 程 中，教 師 可 協 助 學 生 反 思 以 下 問 題，以 培 養 其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我 清 楚 明 白 學 習 任 務 的 目 的 、 內 容 和 要 求 嗎 ？ 它 們 是 甚 麼 ？  

 我 具 備 與 學 習 任 務 有 關 的 甚 麼 知 識 或 技 能 ？  

 我 能 在 合 理 的 時 間 內 完 成 任 務 嗎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教 學 信 念 或 取 向 是 甚 麼 ？  

 你 的 教 學 信 念 或 取 向 如 何 影 響 你 對 學 與 教 策 略 的 選 用 ？  

 你 會 如 何 運 用 自 己 的 教 學 專 長，以 配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強 項 及 學 習 方 式 ？

 你 會 如 何 調 節 你 的 教 學 取 向 ， 以 嘗 試 不 同 的 教 學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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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應 該 為 學 習 目 標 制 定 甚 麼 計 畫 呢 ？  

 我 可 以 採 用 甚 麼 策 略 去 完 成 學 習 任 務 ， 並 達 到 學 習 目 標 ？  

 我 需 要 甚 麼 資 源 去 完 成 學 習 任 務 ， 並 達 到 學 習 目 標 ？  

 當 我 遇 到 困 難 時 ， 可 以 向 誰 或 可 以 循 甚 麼 途 徑 求 取 協 助 ？  

 我 可 以 如 何 監 控 自 己 的 學 習 進 度 ？  

 教 師 和 同 學 給 我 的 回 饋 可 如 何 幫 助 我 達 到 學 習 目 標 ？  

 我 在 甚 麼 情 況 或 條 件 下 才 算 完 成 學 習 任 務 和 達 到 學 習 目 標 ？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習 目 標 和 學 生 的 不 同 能 力，提 供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的 機 會，包

括 學 生 與 學 生 之 間，以 及 教 師 和 學 生 之 間 的 互 動、交 流 和 協 作。透 過 進

行 協 作 式 學 習，能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鼓 勵 同 儕 間 的 協 作 學 習，培 養

他 們 對 學 習 的 承 擔。藉 此，能 力 相 近 的 學 生，可 以 互 相 學 習；能 力 不 同

的 學 生，則 可 因 應 自 己 具 備 的 知 識 和 才 能，在 不 同 的 程 度 上 分 擔 建 構 知

識 的 責 任 。  

 

 

課 堂 層 面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課 堂 組 織 ， 才 能 有 效 地 施 行 學 與 教 策 略 ，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設 計 課 堂 時 要 考 慮 以 下 各 點 ：  

 學 習 重 點 要 清 晰 明 確 。  

 學 習 內 容 要 扣 緊 學 習 重 點 。  

 學 習 重 點 、 內 容 及 活 動 能 夠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切 合 他 們 的 學 習 所

需 。  

 課 堂 的 鋪 排 要 清 晰 有 序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生 有 甚 麼 學 習 強 項 ？  

 你 的 學 生 通 常 是 怎 樣 學 習 的 ？ 他 們 最 擅 長 的 是 哪 些 學 習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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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活 動 能 夠 促 進 師 生 之 間 或 學 生 之 間 的 積 極 互 動 。  

 學 習 活 動 之 間 要 互 相 扣 連 。  

 所 安 排 的 學 習 情 境 及 環 境 能 夠 有 效 地 推 動 學 生 的 學 習 。  

 有 效 運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 適 當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  

 教 師 採 用 學 與 教 策 略 時，須 配 合 適 當 及 足 夠 的 學 與 教 資 源，並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方 式 和 需 要，採 用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材 料，如 聲 音、影 片 、 照

片、圖 像 及 文 字 資 料 等，為 學 生 提 供 多 感 官、多 元 智 能 的 學 習 經 驗。適

當 地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資 源，不 但 能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而 且 使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事 半 功 倍 。  

課 程 層 面  

 教 師 可 因 應 學 生 的 多 樣 性，包 括 學 習 需 要、學 習 風 格、興 趣 和 能 力 等 調

適 課 程 ， 例 如 ， 調 適 教 學 的 步 伐 、 內 容 、 層 次 、 策 略 ， 以 及 評 估 的 工 具

和 方 式 等。調 適 課 程 可 以 針 對 全 班、小 組 或 個 別 學 生。為 學 生 設 定 的 學

習 目 標 ，可 以 部 分 相 同 、 部 分 不 同 ；即 使 學 習 目 標 相 同 ， 在 時 間 分 配 、

學 習 活 動 內 容 和 形 式 上，亦 可 作 出 調 適。調 適 課 程 的 最 終 目 的，旨 在 提

供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環 境，讓 每 一 位 學 生 都 能 夠 參 與 學 習 過 程，達 至 學 習

目 標 。  

 調 適 課 程 一 般 從 內 容、過 程 和 成 果 三 個 範 疇 之 中，選 擇 一 至 兩 個 來 進 行

修 改 。  

 內 容 方 面 ： 可 集 中 教 授 最 關 鍵 的 概 念 、 過 程 和 技 能 ， 增 減 學 習 內 容

的 難 度 ， 或 者 考 慮 選 取 與 課 程 主 題 相 關 的 基 本 或 進 階 學 習 材 料 。  

 過 程 方 面 ： 可 考 慮 增 減 學 習 任 務 的 複 雜 性 和 抽 象 性 ， 或 者 要 求 不 同

學 生 以 不 同 方 式 學 習 。  

 成 果 方 面 ： 可 考 慮 增 減 學 習 任 務 的 挑 戰 性 ， 或 者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或 風 格，要 求 他 們 取 得 不 同 的 學 習 成 果 4。例 如，閱 讀 故 事 書 後 ，

教 師 一 般 會 要 求 學 生 呈 交 讀 書 報 告 ， 可 考 慮 讓 適 應 型 的 學 生 在 小 組

中 討 論 課 業 的 問 題 及 進 行 匯 報 ； 讓 聚 斂 型 的 學 生 代 入 故 事 角 色 中 ，

提 出 解 決 困 難 的 方 法 ， 或 嘗 試 聯 繫 故 事 內 容 與 現 實 生 活 ； 讓 擴 散 型

的 學 生 改 編 故 事 的 結 局 ； 讓 同 化 型 的 學 生 推 斷 故 事 的 中 心 思 想 。  

 教 師 可 以 利 用 校 園、家 庭、社 區，提 供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機 會，擴 闊 學 生 的

學 習 空 間，並 組 織 聯 課 活 動，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充 足 的 渠 道 以 發 展 個 人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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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提 供 優 質 回 饋 ， 促 進 有 效 學 習  

 課 程、評 估 和 教 學 三 者 是 與 學 生 學 習 有 關 的 主 要 元 素，必 須 環 環 緊 扣 、

互 相 配 合。在「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的 理 念 下，評 估 目 的 除 了 在 於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肯 定 他 們 的 學 習 表 現 和 個 別 成 就 外，還 可 為 教 師 和 學 生

提 供 回 饋 的 依 據 ， 藉 此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  

 教 師 可 採 用 靈 活 而 多 元 化 的 評 估 方 法，在 學 與 教 的 過 程 和 評 估 活 動 中 提

供 優 質 的 回 饋。優 質 的 回 饋 須 扣 緊 學 習 重 點，提 供 具 體 適 切 的 資 料，讓

學 生 反 思 及 知 道 如 何 改 善 學 習；讓 教 師 可 以 優 化 教 學，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教 師 可 協 助 學 生 從 多 方 途 徑 獲 得 適 時 的 回 饋，促 進 他 們 的 學 習。例 如 ，

隨 着 協 作 式 學 習 文 化 的 建 立，教 師 可 提 供 教 學 情 境 或 任 務，鼓 勵 學 生 於

同 儕 間 互 相 提 供 有 用 及 建 設 性 的 回 饋；教 師 亦 可 透 過 專 題 研 習 或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等 ， 讓 學 生 有 機 會 得 到 校 外 專 家 的 回 饋 。 隨 着 資 訊 科 技 的 發

展，大 部 分 資 訊 科 技 互 動 學 習 軟 件 已 經 具 備 互 動 功 能，讓 學 生 能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獲 得 即 時 的 回 饋 ， 從 而 反 思 並 建 構 個 人 知 識 。  

 課 堂 提 問 是 日 常 評 估 的 方 法 之 一，有 不 少 研 究 顯 示，優 質 的 提 問 與 回 饋

能 有 效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有 研 究 更 發 現，回 饋 在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的 眾 多 因

素 中 居 首 位 5。 提 問 與 回 饋 是 課 堂 上 常 用 的 策 略 ， 教 師 不 容 忽 視 。 提 問

要 有 系 統 及 層 次 ， 而 回 饋 則 要 適 時 及 具 體 6。  

 表 4.4 是 協 助 教 師 反 思 自 己 在 課 堂 上 的 提 問 情 況 和 技 巧，教 師 可 因 應 自

己 慣 常 處 理 課 堂 提 問 的 情 況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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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課 堂 提 問 的 自 我 檢 核 表  

 

 

 

項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我 會 … …  

1 .  針 對 學 習 重 點 ， 確 認 有 提 問 的 必 要 。       

2 .  利 用 提 問 查 看 學 生 已 有 知 識 。       

3 .  透 過 提 問 引 發 或 鼓 勵 學 生 思 考 。       

4 .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提 問 不 同 層 次 的 問 題 。       

5 .  推 估 學 生 在 有 關 學 習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問

題 ， 然 後 透 過 提 問 協 助 他 們 。  

     

6 .  因 應 問 題 鋪 設 提 問 的 過 程 。       

7 .   選 擇 準 確 恰 當 的 語 言 進 行 提 問 。       

8 .  讓 每 一 位 學 生 都 有 機 會 回 答 問 題 。       

9 .  在 提 問 後 用 心 聆 聽 學 生 的 回 答 。       

10. 在 提 問 後 給 予 適 當 及 足 夠 的 停 頓 ， 讓 學 生

有 時 間 思 考 問 題 。  

     

11. 提 供 學 生 所 需 的 提 示 及 跟 進 問 答 的 整 個

過 程 。  

     

12. 理 解 學 生 未 能 作 答 的 原 因 ， 並 提 出 適 時 的

協 助 。  

     

13. 因 應 學 生 的 反 應 作 出 即 時 的 回 饋 和 應 變 。      

14. 就 學 生 的 回 應 給 予 他 們 肯 定 和 鼓 勵 。       

15. 因 應 學 生 的 回 應 給 予 具 體 確 切 的 回 饋 。       

16. 透 過 回 饋 延 續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和 動 機 。       

17. 因 應 學 生 的 回 應 指 出 他 們 的 學 習 表 現 、 水

平 、 能 力 或 進 度 。  

     

18. 因 應 學 生 的 回 應 指 出 他 們 能 夠 或 應 該 改

進 的 地 方 。  

     

 

 以 上 項 目 僅 供 教 師 參 考，藉 以 提 升 提 問 與 回 饋 的 技 巧，促 進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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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重 新 思 考 教 師 的 角 色  

 在 學 與 教 過 程 中，教 師 可 因 應 所 採 用 的 策 略 而 擔 當 起 不 同 的 角 色，以 達

至 學 習 目 標 (詳 細 說 明 請 見 表 4.5)。  

表 4.5 教 師 的 角 色  

教 師 的 角 色  行 動  

知 識 傳 授 者  講 學  

學 習 促 進 者  與 學 生 討 論  

資 訊 提 供 者  給 學 生 有 關 學 習 資 源 的 意 見  

輔 導 者  給 學 生 有 關 培 養 興 趣 的 意 見  

評 估 者  讓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的 進 展  

領 導 者  主 導 和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學 習 夥 伴  與 學 生 一 同 學 習  

 反 思 與 行 動  

當 學 生 未 能 即 時 回 答 我 的 問 題 時 ， 我 會 ：  

 重 複 提 問 的 要 求 ？  

 重 新 以 簡 單 文 字 表 達 ？  

 更 改 提 問 的 表 達 方 式 ？  

 降 低 提 問 的 要 求 ？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幫 助 學 生 作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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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師 本 身 亦 是 校 內 學 習 社 群 的 一 分 子，除 了 可 擔 當 學 生 學 習 夥 伴 的 角 色

外，教 師 之 間 亦 可 互 相 學 習，分 擔 建 構 知 識 的 責 任。教 師 透 過 學 習 社 群

的 互 動、分 享 及 反 思，能 夠 提 升 教 學 能 量，最 終 可 以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能，而 共 同 備 課、同 儕 觀 課 及 觀 課 前 後 的 會 談，是 教 師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的

理 想 平 台。善 用 共 同 備 課，可 以 探 討 學 與 教 難 點，反 思 及 優 化 學 與 教 ，

累 積 優 良 教 學 設 計 及 學 與 教 材 料 ， 豐 富 校 內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教 師 除 了 協 助 學 生 建 構 知 識 和 發 展 能 力 外，亦 應 着 重 培 養 學 生 正 面 和 積

極 的 價 值 觀 及 態 度。教 師 可 以 透 過 校 風、學 習 領 域、跨 課 程 和 其 他 學 習

經 歷，配 合 真 實 的 學 習 情 境，以 及 有 組 織 的 學 習 活 動，協 助 學 生 建 立 個

人 價 值 觀 和 信 念 ， 並 鼓 勵 他 們 包 容 不 同 的 文 化 、 意 見 和 觀 點 。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能 力，往 往 受 家 庭 背 景、個 人 經 驗 及 日 常 生 活 環 境 影

響 。 教 師 須 了 解 學 生 ， 並 與 輔 導 人 員 、 家 長 、 同 儕 、 社 工 和 社 群 協 作 ，

採 取 適 當 的 措 施 作 支 援 ， 照 顧 學 生 的 需 要 。  

 

 反 思 與 行 動  

共 同 備 課 時 可 討 論 的 問 題 ：  

 為 甚 麼 會 選 擇 這 個 課 題 ？  

 希 望 學 生 掌 握 甚 麼 學 習 重 點 ？  

 學 生 的 能 力 、 學 習 特 性 等 背 景 資 料 是 甚 麼 ？  

 學 生 對 這 個 課 題 有 甚 麼 前 備 知 識 ？ 可 以 利 用 甚 麼 學 與 教 策 略 或 方 法

去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學 習 重 點 ？  

 學 生 過 往 學 習 這 個 課 題 時 曾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  

 教 師 過 往 教 授 這 個 課 題 時 曾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  

 有 甚 麼 困 難 是 可 以 預 期 到 的 ？ 又 或 者 哪 方 面 需 要 特 別 關 注 的 ？  

 怎 樣 審 視 或 評 估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  

 教 這 個 課 題 時 需 要 甚 麼 資 源 作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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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觀 課 後 可 討 論 及 反 思 的 問 題 ：  

學 生 的 學 習 方 面  

 學 習 過 程 中 ， 學 生 哪 部 分 的 表 現 最 值 得 讚 賞 ？ 為 甚 麼 ？  

 學 習 過 程 中 ， 學 生 的 參 與 度 高 嗎 ？ 怎 樣 可 以 鼓 勵 他 們 更 投 入 ？  

 學 習 過 程 中，學 生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 他 們 怎 樣 解 決 ？ 或 者 你 怎 樣 協 助 他

們 解 決 ？  

 這 次 教 學 中 ， 有 沒 有 未 預 料 到 的 情 況 出 現 ？ 如 果 有 的 話 ， 你 怎 樣 解

決 ？ 或 者 下 次 再 出 現 時 ， 你 會 怎 樣 解 決 ？  

 從 這 次 評 估 中 ， 看 到 學 生 有 哪 些 學 習 成 效 或 掌 握 甚 麼 學 習 重 點 ？  

 這 次 評 估 中，學 生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 他 們 怎 樣 解 決 或 者 你 怎 樣 協 助 他 們

解 決 ？  

教 師 的 教 學 方 面  

 這 次 教 學 中 ， 你 認 為 哪 部 分 做 得 最 好 或 最 滿 意 ？  

 你 認 為 這 次 教 學 能 達 到 哪 些 預 期 目 標 ？  

 這 個 課 堂 的 學 習 活 動，哪 些 值 得 推 介 給 其 他 同 事 ？ 哪 些 需 要 修 改 ？ 哪

些 可 以 刪 除 ？ 為 甚 麼 ？  

 整 體 來 說 ， 你 覺 得 這 個 教 學 設 計 和 成 效 怎 樣 ？  

 你 認 為 這 個 課 堂 的 教 學 設 計 有 甚 麼 優 點 ？  

 下 次 再 設 計 這 個 教 學 內 容 時 ， 可 以 怎 樣 做 得 更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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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小 結  

要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除 了 由 課 程 規 畫 層 面 和 課 堂 學 與 教 層 面 着 手 外 ， 還

要 考 慮 學 生 支 援 層 面，並 需 要 配 合 系 統 層 面 和 學 校 組 織 層 面 的 支 援。 圖 4.2

闡 述 各 層 面 的 相 互 關 係 。  

 反 思 與 行 動  

共 同 備 課 和 觀 課 後 的 討 論 ， 能 否  

 營 造 自 由 言 論 和 坦 誠 交 流 的 氣 氛 ？ 如 不 能 ， 可 如 何 改 善 ？  

 增 加 你 對 同 儕 的 優 點 及 努 力 的 欣 賞 ？ 你 從 中 有 何 得 益 ？  

 引 導 或 促 進 教 師 的 自 我 反 思 ？ 如 不 能 ， 可 如 何 改 善 ？  

 釐 清 教 學 難 點 或 理 念 ？ 如 不 能 ， 可 如 何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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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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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與 教 的 迷 思  

 是 否 不 應 該 鼓 勵 或 要 求 學 生 背 誦 ？  

不 一 定，要 視 乎 背 誦 目 的。理 解 與 記 誦 並 不 是 互 相 矛 盾 的，適 當 的 記

誦 有 時 是 促 進 理 解 的 基 礎。教 師 宜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並 根 據 學 習 材 料

的 特 色，選 取 合 適 的 學 習 內 容，讓 學 生 透 過 理 解 去 記 憶，要 避 免 死 記

硬 背 。  

 直 接 傳 授 是 否 不 理 想 的 教 學 方 法 ？  

不 是，要 視 乎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學 習 重 點。當 學 生 沒 有 足 夠 的 前 備 知 識 ，

或 教 授 具 明 確 程 序 和 事 實 的 學 習 重 點 時，可 考 慮 採 用 這 種 方 式，但 宜

附 以 有 層 次 的 提 問、恰 當 的 例 子 和 適 切 的 情 境，並 利 用 圖 像 組 織 有 關

資 料。此 外，教 學 過 程 中，不 應 只 是 重 複 運 用 直 接 傳 授 這 一 種 方 法 ，

應 該 因 應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適 時 運 用 不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  

 哪 一 種 教 學 策 略 是 最 有 效 的 ？  

沒 有 一 種 教 學 策 略 是 特 別 有 效 或 適 合 全 部 學 生。教 師 應 該 按 學 校 的 文

化、所 具 備 的 教 學 資 源、學 習 任 務 的 目 標、學 生 的 認 知 發 展、學 習 風

格 和 需 要 等，設 計 教 學 策 略。能 夠 恰 當 地 運 用 教 學 策 略，學 習 效 能 才

可 以 得 到 提 升 。  

 

4.4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教育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與 其 他 學 生 一 樣 ， 在 校 內 享 有 平 等 參 與 、 共 同 學 習

的 機 會 。 現 行 的 政 策 是 讓 有 嚴 重 或 多 重 殘 疾 ， 且 未 能 在 一 般 學 校 環 境 中 獲

益 的 學 生 ， 入 讀 特 殊 學 校 ， 以 便 接 受 加 強 支 援 服 務 ； 而 一 般 能 從 融 合 教 育

中 獲 益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則 會 被 安 排 入 讀 普 通 學 校 ， 讓 他 們 與 普

通 學 生 相 處 ， 從 而 充 分 獲 得 教 育 上 的 裨 益 。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普 通 學 校 應 營 造 共 融 的 氛 圍 ， 透 過 全 校 參 與 和

家 校 合 作 ， 教 導 學 生 以 正 確 的 態 度 認 識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了 解 同 學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建 立 關 懷 互 助、協 作 互 動 的 朋 輩 關 係，才 能 實 現 平 等 共 融 的 目 標 。

此 外 ， 學 校 應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不 同 的 學 習 經 歷 ， 讓 他 們 充 分

發 揮 潛 能 ， 建 立 自 信 ， 並 培 養 獨 立 自 主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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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成 因 及 性 質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有 多 種 成 因，包 括：先 天 形 成 或 遺 傳 所 致；由 藥 物、意 外

或 疾 病 引 起；受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等。教 師 能 夠 了 解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對 學 生 學

習 上 的 影 響，有 助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適 切 的 支 援。學 童 因 先 天 或 後 天 因 素 引

致 的 殘 疾 或 能 力 缺 損，以 致 在 身 體、智 力 或 適 應 行 為 上 造 成 限 制，而 這

些 限 制 成 為 他 們 應 付 生 存 環 境 要 求 的 阻 礙。因 應 教 育 的 要 求，這 些 學 童

需 要 各 種 特 殊 教 育 的 支 援，從 而 在 學 習 中 成 長 和 進 步，例 如，視 障 學 童

需 要 一 些 輔 助 工 具 ， 把 課 本 變 成 他 們 可 以 閱 讀 和 理 解 的 點 字 書 或 語 音

書 。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主 要 類 別 包 括：肢 體 傷 殘、視 障、聽 障、言 語 障 礙 、 自

閉 症、注 意 力 不 足 ／ 過 度 活 躍 症、特 殊 學 習 困 難、智 障 等。由 於 每 個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能 力、環 境 要 求 和 適 應 情 況 均 不 同，所 以 他 們 需

要 的 支 援 也 有 種 類 的 不 同 和 程 度 上 的 差 異。按 他 們 的 具 體 情 況 給 予 個 別

化 的 支 援 ， 採 用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就 可 以 照 顧 他 們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及 早 識 別，能 及 早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適 切 的 輔 導，減 輕 他 們

因 其 障 礙 而 導 致 參 與 課 程 時 出 現 困 難 。 所 以 ， 教 師 若 發 覺 有 學 生 在 學

習、溝 通、社 交 適 應 等 方 面 出 現 困 難，應 透 過 不 同 渠 道，例 如 向 家 長 或

其 他 教 師 收 集 意 見，或 利 用 初 步 的 識 別 工 具，以 了 解 學 生 的 困 難 所 在 ，

及 早 作 出 識 別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識 別 學 生 有 特 殊 教 育 的 需 要 ？  

 學 校 採 用 了 甚 麼 方 法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融 入 學 校 生 活 和 投

入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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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營 造 共 融 校 園 文 化  

要 有 效 地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的 學 生 ， 學 校 應 營 造 共 融 文 化 ， 讓 學 生 認 識 和

接 納 個 別 差 異，培 養 互 諒 互 信、互 相 尊 重 的 態 度。在 和 諧 氣 氛 下 健 康 成 長 ，

無 論 是 否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學 生 均 能 從 中 得 益 。 而 對 於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來 說，在 共 融 文 化 中 更 能 提 高 學 習 動 機 及 信 心。要 營 造 共 融 校 園 文 化 ，

可 從 以 下 幾 方 面 着 手 ：  

採 用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要 落 實 推 行 全 校 參 與 的 融 合 教 育，以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需 要 從 學 校 的

政 策 、 文 化 和 措 施 三 方 面 着 手 。 有 關 詳 情 可 參 考 《 融 合 教 育 運 作 指 南 》

(2010)及 《 照 顧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共 融 校 園 指 標 》 (2008)。  

 透 過 全 校 參 與，教 師 之 間 可 發 揮 團 隊 精 神，與 校 內 其 他 人 員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言，獲 得 校 內 全 體 教 職 員 和 同 學 的 接 納 與 關 懷，以 至 其 他 學 生 家 長 的 愛

護 和 支 持，將 會 更 有 歸 屬 感，更 有 效 地 學 習。校 內 各 持 份 者 的 參 與 方 法

舉 例 如 下 ：  

 校 長 或 中 層 領 導 與 教 師 釐 定 學 校 目 標 和 發 展 計 畫 時 ， 應 帶 領 教 師 制

定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具 體 方 案 ， 並 在 監 督 及 評 鑑 方 面 建 議

明 確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 學 校 可 參 考 以 下 文 件 作 校 本 規 畫 ：  

 《「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個 別 學 生 年 終 評

估 表 ）》  

 《「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學 校 層 面 年 終 檢

討 表 ）》  

 《 須 納 入 學 校 周 年 報 告 內 有 關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的 資 料

的 例 子 》  

 

 

 

 

 

 

上 述 三 項 資 料，可 從「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普 通 學 校 支 援 >支 援 小 學

的 學 生 學 習 差 異 的 支 援 措 施 和 資 源 」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ima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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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師 之 間 應 互 相 協 作 ， 及 早 識 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並 因 應 需

要 設 計 適 切 的 課 程 、 教 學 計 畫 、 學 習 活 動 、 評 估 方 法 等 。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或 主 任 可 和 學 校 社 工 因 應 學 生 的 需 要 ， 合 力 設 計 不 同

小 組 活 動 或 進 行 個 別 輔 導 。  

 為 學 生 提 供 朋 輩 互 助 、 朋 輩 輔 導 及 協 作 學 習 等 機 會 。  

 實 踐 「 家 校 合 作 」， 鼓 勵 家 長 參 與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回 饋 的 內 容 可 以 是 澄 清 學 習 活 動 的 內 容 及 要 求 ， 亦 可 以 是 指 示 學 生

學 習 的 技 巧 ， 同 時 亦 可 以 是 提 示 學 生 有 關 自 主 學 習 的 技 巧 及 反 思 的

方 向 。  

建 立 系 統 的 支 援 制 度  

 成 立 支 援 學 生 的 專 責 團 隊，成 員 可 包 括：學 校 領 導、學 生 輔 導 教 師 或 主

任、學 校 社 工、訓 輔 組 主 任、課 程 統 籌 主 任、資 深 教 師、教 育 心 理 學 家 、

家 長 等，由 學 校 領 導 帶 領，制 定 全 校 參 與 政 策，合 力 照 顧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建 立 及 早 識 別 和 輔 導 的 機 制，讓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的 學 生 都 能 發 揮 潛 能，從

學 校 教 育 中 得 益 ：  

 透 過 觀 察 學 生 在 課 堂 內 外 的 表 現 、 課 業 及 評 估 表 現 ， 同 時 收 集 家 長

和 任 教 老 師 的 意 見 ， 以 了 解 學 生 的 成 長 或 學 前 教 育 經 驗 等 ， 都 有 助

及 早 識 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適 當 的 輔 導 ， 例 如 教 授 閱 讀 技 巧 或 識 字 策 略 、 訓 練 專 注 力 或 依 時 做

功 課 和 溫 習 的 習 慣 等 ， 均 有 助 學 生 及 早 尋 找 解 決 困 難 的 方 法 。 如 有

需 要 ， 教 師 可 以 邀 請 專 業 人 士 介 入 輔 導 工 作 。  

 採 用 三 層 支 援 模 式（ 見 圖 4.3），按 學 生 實 際 需 要 提 供 支 援 及 分 配 資 源 ： 

 即 使 有 同 一 類 的 殘 疾 ，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困 難 程 度 也 不 盡 相 同 ， 支 援 的

形 式 和 程 度 亦 因 人 而 異 ， 因 此 ， 學 校 應 採 用 三 層 支 援 模 式 ， 按 學 生

的 實 際 需 要 ，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  

 優 化 課 堂 教 學 ， 是 照 顧 所 有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的 最 基 本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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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三 層 支 援  

 

 

 建 立 夥 伴 關 係，尋 求 外 間 支 援，例 如，因 應 學 生 的 成 長 及 特 殊 需 要，與

專 業 人 士 共 同 策 畫 各 種 培 訓 及 輔 導 活 動，或 邀 請 特 殊 學 校 暨 資 源 中 心 為

同 區 的 普 通 學 校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等 。  

協 助 學 生 培 養 正 面 的 態 度  

 教 師 可 從 多 方 面 提 供 學 習 和 溝 通 機 會，讓 每 一 個 學 生 都 能 積 極 參 與，從

而 增 進 友 誼，並 透 過 校 本 課 程、公 民 教 育 活 動 或 社 區 服 務 等 不 同 方 式 ，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正 確 對 待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同 學 的 態 度 。  

 讓 學 生 明 白 每 個 人 都 有 長 處 和 短 處，也 有 力 不 從 心 的 時 候，例 如，我 們

在 沒 有 適 當 的 交 通 設 施 輔 助 下 過 馬 路，也 會 變 得 手 足 無 措。因 此，在 學

習 和 成 長 過 程 中 ， 同 學 間 要 互 相 勉 勵 、 互 相 支 持 。  

 鼓 勵 學 生 欣 賞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同 學 的 長 處 ， 而 不 是 留 意 他 們 的 不 足 之

處 。 例 如 ， 播 放 教 育 電 視 《 破 藩 籬  闖 高 峰 (特 奧 和 殘 奧 )》， 讓 學 生 明 白

即 使 身 體 有 殘 障 ， 也 可 以 在 體 育 運 動 上 取 得 很 高 的 成 就 。  

制 定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學 校 可 按 校 情 制 定 校 本 專 業 發 展 計 畫，包 括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到 校 主 持 講 座

或 工 作 坊，鼓 勵 教 師 參 與 大 專 院 校 或 外 間 專 業 機 構 舉 辦 的 培 訓 課 程，讓

教 師 具 備 相 關 的 知 識 和 能 力，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教 學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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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可 因 應 教 師 的 職 責 及 需 要，有 策 略 地 安 排 他 們 參 與 不 同 類 別 及 程 度

的 課 程 ， 以 提 升 他 們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專 業 能 力 。  

 學 校 在 制 定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時，應 鼓 勵 未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訓 練 的 教 師 ，

盡 快 報 讀 適 當 的 課 程 。  

 

4.4.3 適 當 的 課 程 調 適  

同 一 課 程 架 構，是 實 踐 共 融 及 平 等 機 會 的 具 體 措 施；而 有 效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則 是 讓 這 項 具 體 措 施 有 效 推 行 的 必 要 條 件 。 進 行 課 程 調 適 時 ， 應 參 考 教 育

局 製 作 的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  

調 適 原 則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不 宜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他 們 的 弱 能 情 況 上，而

是 應 根 據 他 們 的 學 習 能 力 和 需 要，如 學 習 進 度 和 方 式，在 同 一 課 程 架 構

下 ， 調 適 正 規 課 程 。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在 學 術、社 會 及 情 意 各 方 面 的 發 展，持 合 理 的

期 望 。  

 調 適 並 不 等 同 剪 裁 課 程，而 是 按 個 別 需 要，調 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某

些 科 目 的 學 習 內 容 和 方 法 ， 以 作 出 合 理 的 遷 就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採 取 了 哪 些 措 施 來 營 造 共 融 文 化 ？  

 你 的 學 生 ， 無 論 有 沒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如 何 從 共 融 文 化 中 獲 益 ？  

 你 的 學 校 怎 樣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或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是 否 成 為 你 學 校 周 年 計 畫 的 關 注 事 項 ？

如 果 是 ， 有 甚 麼 具 體 計 畫 及 評 估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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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適 策 略  

 精 簡 各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核 心 部 分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內 容，使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可 為 自 己 的 學 習 找 到 適 當 的 起 步 點 。  

 了 解 學 生 的 起 步 點，以 決 定 課 程 調 適 的 規 模。調 適 的 範 圍 可 涵 蓋 單 元 、

主 題 、 學 期 ， 以 至 整 年 的 課 程 。  

 因 應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已 有 知 識、能 力 和 學 習 需 要，協 助 他 們 確 定

學 習 目 標、學 習 成 果 及 預 期 表 現 水 平，同 時 幫 助 他 們 識 別 核 心 學 習 內 容

及 主 要 技 能 ， 以 促 進 學 習 。  

 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需 要，設 計 不 同 程 度 或 形 式 的 學 習 材

料 和 工 作 紙 等，同 時 亦 可 分 析 現 有 的 教 學 資 源，例 如 教 科 書、其 他 學 習

材 料，選 擇 或 增 刪 合 適 的 學 習 材 料，以 消 除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的 障 礙，儘 量

為 他 們 提 供 全 面 和 廣 泛 的 學 習 機 會 。  

促 進 課 程 調 適 的 策 略  

 為 了 有 效 地 策 畫、推 行 及 檢 視 對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學 習 方 面 的 支 援 ，

學 校 應 邀 請 相 關 的 科 主 任 及 教 師 參 與「 學 生 支 援 小 組 」的 工 作，從 而 協

助 學 生 了 解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同 學 在 學 習 上 可 能 存 在 的 障 礙。同 時，也

要 訂 立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支 援 方 案，例 如 課 程 調 適、有 效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照 顧 學 生 特 殊 需 要 的 輔 助 教 材 等，讓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可 與 一 般 學

生 修 讀 相 同 的 課 程 ， 並 在 同 一 環 境 下 參 與 相 同 的 學 習 活 動 。  

 學 校 可 就 學 生 的 實 際 能 力 和 需 要，與 相 關 的 科 主 任 共 同 商 議，從 課 程 設

計、教 學 法 和 評 估 三 方 面，找 出 學 生 的 難 點，繼 而 訂 定 適 切 的 學 習 支 援

計 畫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推 行 的 校 本 課 程 政 策 ， 如 何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你 的 學 校 進 行 調 適 課 程 時 ， 面 對 甚 麼 困 難 ？ 又 有 甚 麼 支 援 或 解 決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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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制 定 學 與 教 策 略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與 其 他 學 生 一 樣 ， 在 興 趣 、 能 力 、 學 習 風 格 和 經 驗

方 面 ， 都 存 在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教 師 須 了 解 他 們 的 不 同 特 性 ， 並 因 應 需 要 採

取 不 同 的 教 學 模 式 和 輔 導 策 略，以 鼓 勵 他 們 參 與 學 習 活 動，提 升 學 習 效 能 。 

優 化 課 堂 教 學  

 營 造 愉 悅 的 課 堂 學 習 氣 氛，製 造 成 功 的 學 習 機 會，並 鼓 勵 學 生 發 揮 不 同

的 潛 能 ， 提 升 學 生 的 自 我 形 象 ， 從 而 提 高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  

 教 授 學 生 學 習 策 略，例 如 閱 讀 策 略、提 問 技 巧、整 理 筆 記 方 法、搜 集 學

習 資 源 方 法 等 ， 以 培 養 他 們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 。  

 設 計 不 同 的 學 習 活 動，維 持 學 生 對 學 習 的 興 趣，發 掘 和 發 展 他 們 的 多 元

智 能 ， 培 養 他 們 的 共 通 能 力 ， 並 容 許 他 們 有 不 同 的 表 達 方 式 。  

 調 整 學 習 活 動 和 課 業 的 難 度，以 配 合 學 生 的 學 習 階 段、學 習 目 標、能 力、

需 要 及 生 活 經 驗 。  

 在 學 習 活 動 和 課 業 中 使 用 簡 單、特 定、具 體 和 易 於 理 解 的 指 示 和 例 子 。 

 提 供 更 多 時 間 和 機 會 讓 學 生 動 手 實 踐 ， 以 鞏 固 所 學 。  

 實 施 多 元 感 官 教 學 或 小 步 子 教 學，並 提 供 具 體 實 例，以 幫 助 學 生 理 解 。 

 按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程，調 整 學 與 教 的 步 伐，同 時 安 排 不 同 模 式 的 課 業 和 評

估 ， 以 找 出 學 生 的 強 項 ， 並 據 此 為 學 生 設 計 適 切 的 學 習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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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如 何 優 化 課 堂 教 學 ？  

 

 

 

加 強 學 習 支 援  

 小 組 及 朋 輩 輔 導：安 排 有 相 若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或 有 共 同 學 習 目 標 的 學 生 ，

在 課 堂 內 或 外 一 同 學 習 或 接 受 額 外 的 學 習 支 援。同 時，也 可 組 織 學 習 小

組 、 朋 輩 圈 ， 讓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一 起 學 習 ， 互 相 支 援 。  

 協 作 教 學：由 兩 位 或 多 位 教 師 組 成 教 學 小 組，共 同 備 課，並 一 起 施 教 ，

為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小 組 及 個 別 學 生，在 課 堂 上 提 供 即 時 額 外 支 援。協 作 教

學 的 教 節 可 按 課 堂 內 容 及 學 生 的 需 要 規 畫，可 選 擇 部 分 或 某 一 科 目，或

部 分 教 節 進 行 。  

 輔 助 學 習 工 具：為 學 生 提 供 適 當 的 輔 助 學 習 工 具，協 助 他 們 減 少 因 殘 疾

而 造 成 的 障 礙，例 如，為 弱 聽 學 生 提 供 助 聽 器；為 視 障 學 生 提 供 放 大 鏡、

弱 視 輔 助 工 具 等；為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及 殘 障 的 學 生 提 供 大 格 紙；為 有 智

障 、 自 閉 或 語 言 障 礙 的 學 生 提 供 圖 片 提 示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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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如 何 加 強 學 習 支 援 ？  

 

 

 特 別 課 業 安 排：根 據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調 整 課 業 的 數 量、要

求（ 例 如，容 許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生 以 顏 色 筆 標 示、圈 出 答 案，又 或

在 答 案 上 加 上 底 線 以 代 替 書 寫 文 字 ）及 完 成 時 間，並 安 排 適 當 的 額 外 支

援 ， 減 輕 他 們 完 成 課 業 的 負 擔 和 焦 慮 。  

 提 升 學 習 技 巧 ： 教 導 學 生 策 略 性 地 組 織 學 習 內 容 、 學 習 目 標 及 優 先 次

序 ， 如 時 間 安 排 和 考 試 策 略 的 強 化 等 。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  

 由 專 業 人 士 及 「 學 生 支 援 小 組 」 的 成 員 ， 共 同 為 有 嚴 重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訂 立 具 針 對 性 的 「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 按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

計 畫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類 ： 以 行 為 或 社 交 適 應 為 主 的 個 別 行 為 管 理 計

畫 ； 以 提 升 學 科 學 習 能 力 為 主 的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  

 計 畫 中 的 目 標 及 額 外 支 援 ， 一 般 在 課 堂 時 間 及 環 境 中 進 行 ， 尤 其 是

在 學 科 學 習 方 面 的 加 強 學 習 和 支 援 ， 因 此 ， 相 關 的 班 主 任 或 科 任 教

師 應 具 備 足 夠 的 專 業 知 識 ， 以 執 行 計 畫 及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  

 以 提 升 學 科 學 習 能 力 為 主 的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 並 不 等 同 於 剪 裁 課 程 的

規 畫 ， 而 是 針 對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重 點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效 能 ，

例 如 ， 為 有 讀 寫 障 礙 的 學 生 ， 訂 下 「 運 用 有 效 的 策 略 ， 掌 握 不 同 的

字 形 結 構 」 的 計 畫 目 標 。  

 

有 關 「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 的 詳 細 內 容 ， 請 見 《 融 合 教 育 運 作 指 南 》

(2010)第 六 章 ， 6.3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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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透 過 評 估 促 進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因 應 學 生 的 需 要 設 計 合 適 的 學 習 評 估，而 評 估 的 目 標，應 儘 量 放 在 發 掘

他 們 的 優 點 及 進 步 之 處 上，以 期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興 趣，促 進 他 們

的 學 習 。  

 採 用 多 元 化 的 評 估 模 式，從 多 方 面 及 多 角 度 掌 握 學 生 的 整 體 學 習 表 現 ，

以 及 發 掘 他 們 的 潛 能，例 如，採 用 不 同 的 答 題 方 式，以 啟 發 學 生 的 思 維，

而 非 評 估 其 書 寫 能 力 。  

 透 過 個 別 學 習 計 畫，讓 教 師、家 長 及 學 生 本 人，能 定 期 檢 討 學 生 學 習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進 程，並 因 應 需 要 提 供 適 時 的 支 援，以 幫 助 他 們 達 成 學 習 目

標 。 有 關 詳 情 ， 可 參 考 《 學 生 支 援 紀 錄 冊 及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範 本 》。  

 

 利 用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檔 案，反 映 他 們 在 不 同 領 域 的 表 現 和 能 力，肯 定 他 們

的 努 力 。  

 對 於 修 讀 一 般 課 程 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他 們 在 學 習 過 程 的 評 估 方

式 應 與 其 他 學 生 相 同，但 要 作 出 一 些 特 別 的 安 排，例 如，延 長 考 試 時 間

和 安 排 特 別 座 位，以 照 顧 殘 障 學 生。其 他 特 別 安 排，可 參 考《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校 內 考 試 安 排 》（ 2013）。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採 取 了 哪 些 策 略 來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發 展 他 們 的

潛 能 ？  

 你 的 學 校 常 用 哪 些 學 與 教 策 略 來 照 顧 學 生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 為 甚 麼

採 用 這 些 策 略 ？  

《 學 生 支 援 紀 錄 冊 及 個 別 學 習 計 畫 範 本 》 可 從 「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 普 通 學 校 支 援 > 支 援 小 學 的 學 生 學 習 差 異 的 支 援 措 施 和 資

源 」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imary/s

ample_c.pdf 



有效的學與教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31  

 

 

4.4.6 資 源 及 支 援  

資 源  

 教 育 局 編 製 了 多 項 指 引 及 資 源 套 ， 協 助 教 師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當 中 包 括 ：  

 「 全 校 參 與 」 教 學 策 略  

 「 全 校 參 與 」 設 計 家 課 的 原 則 和 策 略  

 「 全 校 參 與 」 評 估 原 則 及 策 略  

 認 識 及 幫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教 學 指 引  

 讀 寫 樂 – 小 學 生 讀 寫 輔 助 教 材  

 幫 助 有 特 殊 學 習 困 難 的 學 童 – 教 學 建 議  

 跨 越 障 礙  如 何 輔 導 有 讀 寫 困 難 的 中 學 生  

 小 學 中 國 語 文 默 書 教 學 指 南 ： 默 書 新 路 向  

 「 社 交 技 巧 輕 鬆 學  與 人 溝 通 無 隔 膜 」 教 材 套  

 支 援 有 注 意 力 不 足 ／ 過 度 活 躍 症 的 小 學 生 ：「 執 行 技 巧 訓 練 」 教 材

套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在 評 估 學 生 的 表 現 時 ， 會 否 一 視 同 仁 ？ 為 甚 麼 ？  

《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校 內 考 試 安 排 》（ 2013）可 從「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普 通 學 校 支 援 >支 援 小 學 的 學 生 學 習 差 異 的 支 援 措 施 和

資 源 」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

du/special-educational-needs/supporting-resources/SpecialExamArrangement

_2901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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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教 師 實 踐 方 法 匯 編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校 內 考 試 特 別 安 排  (2013)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中 心：教 育 局 為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設 立 了 一 個 資 源 中 心，並 且

建 立 一 個 資 料 庫 及 聯 絡 網，匯 集 各 類 型 的 資 源 及 資 訊，以 供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者 分 享 。  

（ 有 關 以 上 資 源 的 詳 情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源 ， 請 瀏 覽 「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 網 站 。 ）  

 

支 援 服 務  

 普 通 學 校 ─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的 融 合 教 育  

 三 層 支 援 模 式  

 推 行 融 合 教 育 的 五 年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架 構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 如 校 本 教 育 心 理 服 務 、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 學 生 輔 導 服

務 、 學 校 支 援 網 絡 等 等  

 家 長 及 公 眾 教 育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資 源 學 校  

 特 殊 學 校 ： 在 現 行 的 教 育 政 策 下 ， 教 育 局 會 根 據 專 業 人 士 的 評 估 或 建

議，以 及 家 長 的 意 願，轉 介 有 嚴 重 或 多 重 殘 疾 的 學 童 入 讀 特 殊 學 校，以

便 接 受 加 強 支 援 服 務 。  

 為 不 同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而 設 的 特 殊 學 校  

 特 殊 學 校 暨 資 源 中 心  

（ 有 關 以 上 支 援 服 務 的 詳 情 及 其 他 相 關 支 援 服 務，請 瀏 覽「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 網 站 。 ）  

 

「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serc 

「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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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資優教育  

4.5.1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教 育 局 在 2000 年 定 下 了 具 前 瞻 性 的 資 優 教 育 政 策，提 倡 以 一 個 三 層 架 構 的

模 式 推 行 資 優 教 育  (見 圖 4.6)，務 求 以 真 正 的 融 合 方 式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縱 然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面 貌 在 過 去 十 年 經 歷 了 不 少 蛻 變  (見 附 錄 )， 但 資 優 教

育 政 策 在 經 過 不 斷 的 實 踐 及 驗 證 下 ， 獲 得 了 更 廣 泛 的 認 同 。  

 
圖 4.6 三 層 架 構 推 行 模 式  

 

自 2000 年 以 來 ， 教 育 局 一 直 按 以 下 理 念 提 供 資 優 教 育 ：  

 基 於 國 家 資 源 理 念 – 培 育 資 優 學 生 ， 將 來 改 進 和 貢 獻 社 會 。  

 基 於 特 殊 教 育 理 念 – 資 優 學 生 也 有 其 特 殊 的 教 育 需 要，只 有 在 他 們 的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得 到 恰 當 的 回 應 ， 其 潛 能 才 可 以 充 分 發 揮 。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 不 應 理 解 為 只 向 少 數 特 高 智 商 的 學 生 提 供 服 務 ， 相 反 ，

是 涵 蓋 所 有 學 生 的 ， 其 終 極 目 標 是 讓 每 一 個 學 生 的 潛 能 ， 都 能 獲 得 最 大 幅

度 的 提 升 。 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包 含 以 下 雙 重 意 義 ：  

 資 優 教 育 普 及 化 – 透 過 多 元 化 的 計 畫 及 服 務，提 供 豐 富 的 學 習 經 歷，讓

每 一 個 學 生 的 潛 能 都 得 到 栽 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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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及 教 育 資 優 化 – 向 一 些 經 識 別 的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專 門 的 學 習 活 動 和 服

務，協 助 他 們 發 展 相 關 的 專 科 知 識、領 導 才 能 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以 進 一

步 提 升 他 們 的 能 力 及 成 就 。  

基 於 上 述 的 理 念 及 意 義 ， 教 育 局 致 力 於 培 養 學 生 的 自 主 學 習 能 力 ， 並 透 過

提 供 配 合 其 興 趣 及 性 向 而 又 富 挑 戰 性 的 學 習 機 會 ， 提 升 他 們 的 能 力 ， 為 社

會 及 國 家 的 未 來 發 展 貢 獻 他 們 的 才 華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在 保 底 之 餘，有 哪 些 相 應 的 措 施 照 顧 資 優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資 優 教 育 的 迷 思  

 是 否 所 有 資 優 兒 童 都 能 自 行 發 揮 其 潛 質 ， 不 需 要 特 別 的 引 導 ？  

否 。 資 優 生 因 為 其 資 優 的 特 質，可 能 會 引 發 一 些 情 緒、社 交 行 為 上

的 問 題，窒 礙 其 潛 質 的 正 常 發 揮。因 此，與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一 樣，資 優 生 也 需 要 特 別 的 照 顧，才 能 有 效 地 將 其 資 優 潛 質 發 展 成

資 優 行 為 。  

 是 否 所 有 資 優 兒 童 都 天 生 聰 明 ， 全 部 均 能 夠 大 學 畢 業 ？  

不 一 定 。 有 些 資 優 兒 童 的 資 優 潛 質 可 能 不 是 在 傳 統 的 學 術 範 疇 之

內 ； 又 或 是 因 為 客 觀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 例 如 ， 缺 乏 所 需 的 資 源 、 支 援

服 務 及 引 導 等，以 致 其 資 優 潛 質 未 能 發 揮，最 終 可 能 淪 為 潛 能 未 展

的 資 優 生 。  

 是 否 所 有 資 優 兒 童 都 是 「 全 才 」 ？   

不 一 定。每 一 個 學 生，不 論 資 優 與 否，都 會 擁 有 某 一 或 多 面 的 潛 能，

但 不 一 定 都 是 全 才，例 如，在 數 學 科 資 優 的 兒 童，在 語 文 及 社 交 上

不 一 定 是 資 優 的。因 此，教 師 應 該 盡 量 識 別 個 別 學 生 的 資 優 面，並

給 予 適 當 的 培 育 ， 讓 其 潛 質 得 以 發 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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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資 優 的 定 義  

香 港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於 1990 年 發 表 了「 第四號報告書」，當中明確地界定了資 優

兒 童 的 定 義 。 從 中 可 見 ，「 資 優 」 是 一 個 多 元 本 質 的 概 念 ， 這 個 概 念 在 不 同

地 方 、 文 化 及 時 間 的 前 提 下 ， 其 認 可 程 度 與 價 值 都 不 盡 相 同 。 一 般 而 言 ，

資 優 學 生 會 擁 有 以 下 特 質 ：  

 智 力 經 測 定 屬 高 水 平 。  

 對 某 一 學 科 有 特 強 的 資 質 。  

 有 獨 創 性 思 考 ， 能 夠 提 出 很 多 創 新 而 又 精 闢 詳 盡 的 見 解 。  

 在 繪 畫 、 戲 劇 、 舞 蹈 、 音 樂 等 視 覺 及 表 演 藝 術 方 面 極 有 天 分 。  

 有 領 導 同 輩 的 天 賦 才 能，在 推 動 他 人 完 成 共 同 目 標 方 面 有 極 高 的 能 力 。 

 心 理 活 動 能 力 有 卓 越 的 表 現，或 在 競 技、機 械 技 能 或 體 能 的 協 調 均 有 特

出 的 天 分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會 怎 樣 界 定 高 能 力 或 資 優 學 生 ？  

有 關《 教 育 統 籌 委 員 會 第 四 號 報 告 書 》對 資 優 兒 童 的 定 義，可 從「 教

育 局 資 優 教 育 」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ge_resource_bank/files/Definition/ecr4_c.pdf 



有效的學與教 

 36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4.5.3 識 別 資 優 生  

教 育 局 參 考 了 本 地 經 驗 及 海 外 的 最 新 研 究 ， 倡 導 以 學 校 為 本 位 的 方 式 提 供

資 優 教 育，學 校 需 就 其 校 情 發 展 一 套 識 別 資 優 生 的 機 制，並 採 用 多 元 渠 道 、

多 元 方 式 及 多 元 準 則 的 識 別 策 略 。 為 了 發 掘 資 優 生 在 特 定 範 疇 的 天 賦 ， 第

三 層 教 育 服 務 的 識 別 及 甄 選 過 程 應 較 第 一 層 和 第 二 層 嚴 格 。  

 

學 校 可 以 運 用 各 種 不 同 的 工 具 有 效 地 識 別 資 優 學 生 ， 以 甄 選 合 適 的 學 生 參

加 不 同 的 培 育 計 畫 。 根 據 各 種 識 別 工 具 的 本 質 ，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客 觀 和 主 觀

兩 類 ， 如 表 4.6 所 示 。  

表  4.6 識 別 資 優 生 的 工 具  

主 觀 的  客 觀 的   

 教 師 提 名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提 名  
 同 儕 提 名  
 自 我 提 名  
 軼 事 型 描 述 或 證 據  

 標 準 化 認 知 測 試  
 個 人 或 小 組 口 語 及 非 口 語 能 力 測 試  
 實 作 評 量  
 校 本 成 績 測 驗  
 學 生 歷 程 檔 案  
 創 造 力 測 試  
 競 賽  

具 體 的 識別工具， 例 如 行 為 觀 察 量 表 、 學 習 行 為 量 表 、 特 定 範 疇 能 力 傾 向 量

表 及 任 務 為 本 的 活 動 ， 可 於 教 育 局 資 優 教 育 網 頁 下載。  

 

學 校 識 別 學 生 時 應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  

 不 應 假 定 所 有 資 優 學 生 的 性 格 特 質 都 是 一 致 的，反 之，其 資 賦 優 異 的 表

徵 可 以 因 人 而 異。資 優 學 生 的 行 為 只 能 反 映 個 別 資 優 生 的 特 質，學 校 不

宜 一 概 而 論 。  

 學 校 宜 先 為 參 與 識 別 過 程 的 教 師 安 排 專 業 培 訓，讓 其 對 資 優 學 生 的 特 質

及 識 別 工 具 的 運 用 有 基 本 認 識 ， 以 提 高 識 別 的 效 能 。  

 當 分 析 相 關 資 料 時，教 師 應 運 用 其 專 業 判 斷 識 別 學 生 的 資 優 特 質。長 期

與 具 組 織 性 的 觀 察 ， 有 助 更 有 效 的 識 別 。   

「 教 育 局 資 優 教 育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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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 免 使 用「 購 物 清 單 」的 方 式 去 識 別，以 期 望 利 用 數 分 鐘 的 觀 察，便 能

夠 剔 選 合 乎 條 件 的 學 生。部 分 資 優 學 生 未 必 在 學 校 一 般 的 測 考 中 有 超 卓

的 表 現，一 些 進 階 的 課 業，例 如 任 務 為 本 的 活 動，較 能 展 露 他 們 的 資 優

潛 能 。  

 學 校 如 能 發 展 一 個 資 優 生 的 「 人 才 庫 」， 並 配 合 個 別 資 優 生 的 發 展 而 定

期 更 新 資 料，將 有 助 於 設 計 資 優 培 育 計 畫 和 部 署 資 源 調 配，可 以 更 全 面

地 規 畫 校 本 的 資 優 教 育 發 展 。  

 

4.5.4 推 行 的 策 略  

資 優 教 育 三 層 架 構 推 行 模 式  (見 圖 4.6) 為 學 校 推 行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政 策 ， 提

供 了 一 個 合 理 的 進 程 ， 有 助 規 畫 從 第 一 層 到 第 三 層 的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  

 學 校 可 以 因 應 本 身 的 優 勢 與 教 師 的 就 緒 程 度，選 取 最 合 適 的 切 入 點，但

就 要 具 備 一 個 整 體 的 資 優 教 育 計 畫，訂 定 短 期 和 長 期 的 發 展 目 標，當 中

亦 需 要 涵 蓋 認 知 與 情 意 兩 個 範 疇 。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政 策 不 僅 能 為 學 校 確 立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的 長 遠 發 展 方 向，亦

能 凝 聚 全 體 教 職 員 的 力 量，協 力 照 顧 資 優 生 的 學 習 需 要，進 一 步 提 升 他

們 的 能 力。學 校 可 以 從 辦 學 團 體 的 教 育 理 念、學 校 教 育 的 願 景、使 命 及

本 身 的 優 勢，以 及 可 以 運 用 的 資 源 等 方 面 考 慮，制 定 一 個 切 合 校 情 的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政 策 。  

 校 本 資 優 培 育 計 畫 可 以 在 第 一 層 全 班 式 推 行 及 採 用 適 異 性 教 學，又 或 以

第 二 層 抽 離 式 計 畫 進 行 。  

 第 一 層 全 班 式 計 畫 ：  

 第 一 層 全 班 式 及 適 異 性 教 學 貫 穿 一 般 的 課 程 ， 強 調 在 一 般 學 與

教 活 動 中 滲 入 資 優 教 育 的 三 個 核 心 元 素  (高 層 次 思 維 技 巧 、 創

造 力 和 個 人 及 社 交 能 力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採 用 甚 麼 機 制 識 別 資 優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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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師 在 計 畫 教 學 過 程 中，須 因 應 學 生 的 實 際 需 要，對 課 程 內 容 、

教 學 指 示 、 課 室 環 境 及 教 材 等 作 彈 性 的 處 理 ， 運 用 加 速 、 加 深

與 加 廣 的 策 略 ， 調 適 教 學 內 容 ， 務 求 讓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能 夠 在

多 元 的 環 境 下 學 得 最 好 。  

 藉 着 一 些 適 異 性 教 學 常 用 的 策 略 ， 例 如 錨 式 活 動 、 彈 性 分 組 、

分 層 課 業 、 建 立 開 放 和 接 納 的 課 堂 氣 氛 等 ， 照 顧 資 優 生 在 學 習

能 力 和 情 意 方 面 的 需 要 ； 並 因 應 資 優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風 格 ， 運 用

加 速 、 加 深 與 加 廣 的 策 略 ， 調 適 教 學 內 容 。  

 這 類 教 學 會 為 資 優 生 帶 來 更 具 挑 戰 性 的 學 習 經 驗 ， 盡 展 他 們 的

潛 能 ， 提 升 他 們 的 高 層 次 的 思 維 技 巧 、 創 造 力 和 個 人 及 社 交 能

力 。  

 教 師 在 進 行 適 異 性 教 學 時 還 可 以 參 考 Tomlinson 提 倡 的 「 均 衡

器 」，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 調 節 九 個 教 學 元 素（ 見 表 4.7），為 不 同 需

要 的 學 生 設 計 多 元 化 的 教 學 活 動 。 具 體 示 例 見 圖 4.7。  

表 4.7 Tomlinson 的 「 均 衡 器 」 7 

基 礎 性  資 料 、 意 念 、 材 料 、 應 用 方 案  轉 移 性  

具 體  呈 現 方 式 、 意 念 、 應 用 方 案 、 材 料  抽 象  

簡 單  資 源 、 議 題 、 技 巧 、 目 標 、 問 題  複 雜  

單 向 度  聯 繫 範 疇 、 發 展 方 向 、 發 展 階 段  多 向 度  

小 步 子  實 踐 、 意 念 轉 移  大 躍 進  

結 構 型  解 決 問 題 方 案 、 決 策 方 案 、 工 作 模 式  開 放 型  

明 確 的 設 題  研 究 、 習 作 、 學 習 成 果  模 糊 的 設 題

倚 賴 教 師  策 畫 、 設 計 、 監 測 學 習 過 程  高 度 獨 立  

步 伐 較 慢  學 習 、 思 考  步 伐 較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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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使 用 「 均 衡 器 」 進 行 適 異 性 教 學 示 例  

示 例 一 ： 科 學 探 究 – 小 學 常 識 科  

基 礎 性  

一 般 學 生 探 討 洗 潔 精 作 為 清 潔 劑

所 具 備 的 特 質 。  

轉 移 性  

高 能 力 或 資 優 生 可 自 行 擬 訂 準

則，比 較 多 種 牌 子 的 洗 潔 精 的 潔 淨

效 能 。  

 

示 例 二 ： 比 較 異 同 及 解 決 難 題 – 英 文 科  

小 步 子  

一 般 學 生 觀 看 錄 影 片 段，用 表 列 方

式 比 較 一 個 落 後 地 區 及 一 個 先 進

文 明 城 市 的 生 活 條 件 。  

大 躍 進  

高 能 力 或 資 優 生 可 針 對 片 段 中 的

真 實 例 子，投 稿 報 章，評 價 目 前 香

港 貧 窮 階 層 的 惡 劣 生 活 條 件 及 政

府 的 扶 貧 措 施 。  

 

 

 第 二 層 校 本 抽 離 式 計 畫 ：  

 第 二 層 校 本 抽 離 式 計 畫 的 性 質 ， 多 為 增 益 、 延 伸 或 加 速 ， 這 些

計 畫 多 在 學 校 一 般 課 時 以 外 進 行，例 如，教 師 在 放 學 後 安 排「 創

思 小 組 」，為 挑 選 的 學 生 提 供 增 益 活 動，發 展 他 們 的 創 造 力 及 高

層 次 思 維 技 巧；或 者 在 長 假 期 舉 辦「 數 學 特 訓 小 組 」，為 數 學 精

英 提 供 加 速 的 課 程 ， 讓 他 們 學 習 一 些 進 階 的 內 容 。  

 這 些 抽 離 式 計 畫 ， 目 的 是 為 資 優 生 提 供 延 伸 的 學 習 經 驗 ， 以 聯

繫 日 常 課 堂 的 學 習 內 容 ， 讓 他 們 學 得 更 深 更 廣 ， 滿 足 他 們 的 學

習 需 要 。  

 這 類 計 畫 亦 能 引 導 學 生 掌 握 所 需 的 知 識 和 探 究 技 巧 ， 培 養 他 們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和 態 度 。  

更 多 運 用 Tomlinson 的 「 均 衡 器 」 進 行 適 異 性 教 學 的 示 例 ， 可 參

考 「 教 育 局 資 優 教 育 」 網 站 ， 網 址 為 ：  

http://gifted.edb.hkedcity.net/hkinfo.ph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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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計 抽 離 式 計 畫 時 ， 教 師 可 考 慮 跨 學 科 學 習 的 主 題 ， 為 學 生 提

供 嶄 新 的 處 境 或 難 題 ， 要 求 他 們 應 用 已 有 知 識 ， 提 出 創 新 的 解

難 方 法 。  

 

 

 供 應 第 三 層 校 外 支 援 服 務 如 大 學 學 分 課 程、良 師 啟 導 計 畫 等 機 構，包 括

有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教 育 及 專 業 團 體，以 及 各 專 上 教 育 院 校。學 校 可

向 個 別 院 校 或 機 構 查 詢 相 關 的 課 程 資 料，並 從 已 參 加 第 二 層 課 程 的 學 生

中 挑 選 參 加 者 ， 讓 他 們 獲 取 更 多 學 習 機 會 和 經 驗 。  

 成 立 資 優 教 育 小 組 或 委 員 會，有 助 進 一 步 落 實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政 策。學 校

可 以 安 排 一 至 兩 位 富 行 政 經 驗 的 資 深 教 師，擔 任 資 優 教 育 行 政 及 統 籌 的

職 務 ， 以 推 動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的 發 展 。  

 

4.5.5 資 源 及 支 援  

政 府 提 供 的 資 源 及 支 援 措 施  

 提 供 給 學 校 及 教 師  

 教 師 培 訓 教 材 套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ttp/main/index.html  

 第 一 層 全 班 式 適 異 性 教 學 設 計 及 第 二 層 校 本 抽 離 式 資 優 培 育 計 畫

資 源 教 材 套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ge_resource_bank/  

 網 上 版 資 優 教 育 工 具 套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ge_resource_bank/files/Policy/WebI

nfoKit/InfoKit.htm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http://334.edb.hkedcity.net/doc/eng/FAQ_DLG_090508.pdf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PD/index_c.html 

 

推 行 第 二 層 校 本 抽 離 式 計 畫 的 具 體 方 案 ， 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gifted/pdp/cdi0201112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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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給 學 生  

 馮 漢 柱 資 優 教 育 中 心 增 益 課 程  

 網上學習課程 

 與 奧 林 匹 克 相 關 培 訓  

 與 比 賽 相 關 的 研 討 會 或 工 作 坊  

 不同學習領域的全港性比賽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 、 專 上 教 育 機 構 及 其 他 教 育 或 專 業 團 體 提 供 的 服 務  

 提 供 給 學 校 及 教 師  

 經 評 審 的 資 優 教 育 深 造 課 程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提 供 給 學 生  

 周 末 及 暑 期 增 益 課 程  

 學 分 課 程  

 大 學 的 導 引 課 程  

 由 大 學 學 者 提 供 支 援 的 良 師 啓 導 計 畫 及 研 究 計 畫  

 奧 林 匹 克 競 賽 相 關 的 培 訓 課 程 (大 學 程 度 ) 

 共 修 學 額  

 (有 關 以 上 服 務 的 詳 情 ， 請 瀏 覽 個 別 機 構 的 網 頁 。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在 社 區 中 搜 集 了 哪 些 資 源 ， 以 豐 富 資 優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有 關 以 上 資 源 及 支 援 措 施 的 詳 情 ， 可 瀏 覽 「 教 育 局 資 優 教 育 」

網 站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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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在 2003– 2012 年 的 發 展 概 況  

年 份  發 展 概 況  

2003 年  教 育 局 推 出《 校 本 資 優 培 育 課 程 指 引 》，為 開 展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奠 下 了 基 礎 ， 並 給 予 學 校 一 個 清 晰 的 模 式 及 方

向，以 制 定 校 本 的 資 優 教 育 計 畫。該 指 引 特 別 強 調 資 優 教

育 的 三 個 核 心 元 素：高 層 次 思 維 技 巧、創 造 力 和 個 人 及 社

交 能 力 。  

自 2003 年 起  教 育 局 與 夥 伴 學 校 推 行「 種 籽 計 畫 」，致 力 支 援 學 校 落 實

《 校 本 資 優 培 育 課 程 指 引 》中 提 出 的 建 議，以 鞏 固 試 行 的

經 驗 ， 大 大 提 升 學 校 對 照 顧 資 優 學 童 學 習 需 要 的 關 注 。  

自 2003 年 起  由 於 教 育 局 在 小 學 設 立 課 程 發 展 領 導 一 職，教 師 對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的 知 識 不 斷 提 升 ， 並 促 進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蓬 勃 的 發

展 ， 使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更 趨 多 元 化 。  

2006-2010

年  

隨 着 「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 資 優 教 育 主 題 網 絡 」 (QTN) 的 成

立，加 強 了 各 學 校 之 間 的 合 作 及 互 動，促 進 學 校 推 行 校 本

的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  

2007 年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 成 立，而 作 為 教 育 局 的 一 個 緊 密 合 作 夥

伴 ， 學 院 進 一 步 強 化 資 優 教 育 校 外 支 援 服 務 。  

自 2009 年 起  為 了 配 合 新 高 中 學 制 ， 教 育 局 向 學 校 發 放 多 元 學 習 津 貼

(資 優 計 畫 )，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 照 顧 資 優 學 生 的 多 元 發 展 。

2012 年  為 全 港 教 師 制 定「 資 優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新 架 構 」。目 的

為 配 合 學 校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需 要，提 供 一 個 清 晰 的 專 業 發 展

路 徑，並 善 用 教 育 局 及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 的 現 有 資 源，為

教 師 提 供 具 針 對 性 的 資 優 教 育 培 訓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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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教 師 提 供 鷹 架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有 機 地 結 合 以 下 方 法 ：  

 引 發 學 生 對 學 習 任 務 或 課 業 的 興 趣 。  

 透 過 簡 化 學 習 任 務，減 少 解 難 步 驟，讓 學 生 更 容 易 處 理 學 習 過 程 的

組 成 成 分，以 及 明 白 何 時 才 能 配 合 和 達 至 學 習 任 務 或 課 業 的 要 求 。

 利 用 學 生 的 動 機 及 活 動 方 向 ， 維 持 目 標 的 追 求 。   

 指 出 學 生 所 能 做 到 的 與 理 想 解 決 方 法 之 間 的 關 鍵 差 異 。   

 在 解 難 過 程 中 控 制 挫 折 及 危 機 的 出 現 。  

 示 範 理 想 的 表 現 。  

參 考 資 料  

六 種 有 效 提 問 的 元 素  

 提 問 頻 率 ： 能 讓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學 習 。  

 平 均 分 配 ： 確 保 每 一 位 學 生 都 被 期 望 及 邀 請 參 與 ， 營 造 正 面 課 堂

氣 氛 。  

 開 放 式 問 題 ： 因 沒 有 對 與 錯 的 答 案 ， 能 讓 學 生 作 答 時 有 「 安 全 」

的 感 覺 ， 而 且 較 易 取 得 成 功 感 。  

 提 示 ： 協 助 學 生 理 解 ， 營 造 積 極 支 援 的 環 境 ， 以 及 傳 遞 預 期 成 功

的 正 面 期 望 。  

 重 複 強 調 ： 強 調 重 要 意 念 及 鼓 勵 關 鍵 概 念 的 聯 繫 。  

 等 待 時 間 ： 提 供 機 會 去 思 考 及 反 思 ， 提 升 學 生 回 應 的 質 素 ， 增 加

成 功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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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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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本 章 是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聚 焦 ． 深 化 ． 持 續 （ 小 一 至 小 六 ） 》 的 其 中

一 章 ， 內 容 如 下 ：  

5.1 背 景  1 

5.2 本 章 目 的  1 

5.3 從 課 程 、 學 與 教 到 評 估  2 

 5.3.1 課 程 、 學 習 和 教 學 、 評 估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連  2 

 5.3.2 評 估 目 的  2 

5.4 評 估 的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5 

5.5 制 定 學 校 評 估 政 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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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背景  

建 基 於 對 教 育 的 信 念 ， 包 括 相 信 每 個 學 生 都 是 獨 一 無 二 和 具 有 學 習 的 能

力 ， 並 須 培 養 他 們 多 元 才 能 和 讓 他 們 發 揮 潛 能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報 告 書 《 學

會 學 習 – 課 程 發 展 路 向 》 （ 課 程 發 展 議 會 ， 2001） 建 議 學 校 改 變 評 估 的 實

施 方 式 ， 以 加 強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作 為 日 常 學 習 、 教 學 及 評 估 循 環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自 推 行 課 程 改 革 以 來 ， 學 校 已 在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作 出 多 方 面 嘗 試 ， 而

且 一 般 能 制 定 清 晰 的 評 估 政 策 及 措 施 ， 既 重 視 總 結 性 評 估 ， 亦 兼 顧 進 展 性

評 估 ， 同 時 引 入 多 元 化 的 評 估 模 式 ， 並 重 視 給 予 學 生 書 面 回 饋 及 推 展 多 方

參 與 評 估 ， 如 學 生 自 評 或 家 長 評 估 等 ； 部 分 學 校 更 着 意 檢 討 和 分 析 學 生 評

估 數 據 ， 從 而 作 出 適 切 的 跟 進 計 畫 。  

過 去 十 年 ， 除 香 港 的 社 會 環 境 不 斷 變 遷 （ 請 參 閱 第 1 章 ） ， 學 校 在 實 施 學

生 評 估 方 面 亦 有 不 少 轉 變 。 例 如 教 育 局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委 託 考 評 局 分 階 段 發

展 與 推 行 中 、 英 、 數 三 科 的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 亦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在 高 中 開 始 實

施 的 新 學 制 引 入 校 本 評 核 ， 皆 旨 在 協 助 學 校 更 全 面 了 解 學 生 的 表 現 ， 以 提

升 學 與 教 成 效 。 因 此 ， 本 章 將 介 紹 評 估 文 化 的 最 新 發 展 ， 並 為 學 校 提 供 更

多 相 關 建 議 ， 達 到 以 評 估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5.2 本章目的   

 重 申 有 關 評 估 的 主 要 概 念 和 基 本 原 則  

 反 思 經 驗 及 回 應 轉 變 ， 闡 述 未 來 評 估 的 發 展 方 向  

 建 議 如 何 規 畫 及 發 展 學 校 整 體 的 評 估 政 策 ， 以 促 進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5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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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從課程、學與教到評估  

5.3.1 課 程 、 學 習 和 教 學 、 評 估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連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的 中 央 或 學 校 課 程 已 制 定 了 學 習 目 標 和 重 點 ， 例 如 知

識 、 能 力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等 方 面 ， 以 說 明 學 生 應 學 習 的 內 容 。 評 估 則 是 通

過 搜 集 學 生 在 各 方 面 （ 包 括 學 習 過 程 和 學 習 結 果 ） 的 學 習 顯 證 ， 然 後 詮 釋

資 料 ， 判 斷 學 生 的 表 現 ， 藉 以 向 學 生 、 教 師 、 學 校 、 家 長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

以 至 於 教 育 制 度 提 供 回 饋 ， 作 為 改 善 學 習 與 教 學 的 基 礎 。 因 此 ， 評 估 是 課

程 、 學 與 教 及 回 饋 循 環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如 圖 5.1 所 示 ） 。  

 

圖 5.1 學 習 、 教 學 及 評 估 循 環  

 
 

5.3.2 評 估 目 的  

對 不 同 持 份 者 來 說 ， 評 估 有 不 同 的 目 的 ， 概 述 如 下 ：  

讓 學 生  

 了 解 學 習 目 標 ， 以 及 個 人 的 學 習 進 展 情 況 。  

 了 解 個 人 在 學 習 上 的 強 項 和 弱 項 。  

 找 出 個 人 的 學 習 需 要 和 改 善 學 習 的 方 法 ， 並 逐 步 做 到 自 主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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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教 師 和 學 校  

 診 斷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的 強 項 和 弱 項 。  

 向 學 生 提 供 有 效 益 的 回 饋 和 具 體 建 議 ， 讓 他 們 知 道 如 何 改 善 學 習 。  

 檢 視 及 修 訂 有 關 的 學 習 目 標、對 學 生 的 期 望、課 程 設 計 及 內 容、教 學 策

略 及 活 動 等，使 更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能 力，從 而 促 進 學 生 學 習，提 高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  

 審 視 課 程 成 效 和 提 升 教 學 質 素 。  

讓 家 長  

 了 解 子 女 在 學 習 上 的 強 項 和 弱 項 。  

 考 慮 如 何 透 過 學 校 合 作 ， 改 善 子 女 的 學 習 。  

 對 子 女 有 合 理 的 期 望 。  

讓 政 府  

 評 定 學 生 在 特 定 範 圍 的 學 業 水 平 。  

 檢 視 教 育 質 素 。  

 

按 評 估 目 的 ， 評 估 模 式 可 分 為 以 下 三 種 ：  

對 學 習 的 評 估  評 估 是 為 評 價 教 育 質 素 或 了 解 學 生 所 達 到 的 水 平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評 估 是 讓 學 生 認 識 自 己 學 習 上 的 強 項 和 弱 項，並 幫 助

他 們 不 斷 改 進，亦 讓 教 師 檢 視 和 完 善 教 學 目 標、教 學

計 畫 及 教 學 策 略 等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評 估 是 讓 學 生 更 積 極 連 繫 學 習 與 評 估，從 而 發 展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 詳 情 請 參 閱 5.4 節 「 邁 向『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部 分 ）  

 

在 小 學 課 程 實 施 合 適 的 評 估 策 略 時 ， 應 區 分 和 善 用 「 進 展 性 評 估 」 及 「 總

結 性 評 估 」 兩 種 模 式 。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屬 進 展 性 ， 而 「 對 學 習 的 評 估 」

則 屬 總 結 性 。 兩 種 模 式 具 有 不 同 目 的 － 進 展 性 評 估 是 搜 集 學 生 的 學 習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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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 並 給 予 回 饋 ， 以 促 進 學 習 ； 總 結 性 評 估 是 在 教 學 單 元 、 學 期 或 學 年 終

結 時 進 行 ， 以 總 結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或 成 果 。  

有 關 學 校 實 施 評 估 的 理 念 架 構 ， 見 下 圖 5.2。  

 

圖 5.2 學 校 實 施 評 估 的 理 念 架 構  

*  校 內 評 估 ， 是 指 學 校 因 應 目 的 而 進 行 的 評 估 措 施 ， 是 學 與 教 進 行 過 程

中 的 一 部 分，性 質 屬 於 進 展 性，有「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的 功 能，不 過 ，

學 校 亦 可 用 以 決 定 某 些 學 生 是 否 適 合 升 班 。  

** 校 外 評 估 ， 是 由 校 外 機 構 如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按 既 定 的 機 制 而 舉 行 的 評

估 ， 屬 於 總 結 性 評 估 和 「 對 學 習 的 評 估 」 ， 但 學 校 亦 可 利 用 評 估 的 數

據 ， 如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的 學 校 報 告 內 的 數 據 ， 檢 視 學 生 的 整 體 表 現 ，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 達 到 促 進 學 習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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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學 校 可 採 用 甚 麼 評 估 模 式 去 了 解 學 生 多 方 面 的 學 習 表 現 ？  

 學 校 可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評 估 設 計 、 評 估 回 饋 、 評 估 分 析 及 跟 進 策 略 ，

以 持 續 提 升 學 習 成 效 ？  

 採 用 甚 麼 方 法 可 讓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的 強 項 和 弱 項 ， 並 懂 得 如 何 改 善 學

習 ？  

 學 校 採 用 甚 麼 方 法 可 讓 家 長 知 道 怎 樣 協 助 子 女 改 善 學 習 ？  

 

5.4 評估的未來發展方向  

反 思 過 去 十 年 在 實 踐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的 經 驗 及 回 應 未 來 時 代 的 需 要 ，

以 下 是 學 校 可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評 估 效 能 的 發 展 方 向 ：   

評 估 內 容 及 模 式 應 全 面 涵 蓋 課 程 目 標 及 學 習 成 果  

 教 師 應 參 考 各 學 科 的 課 程 指 引，以 了 解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從 而 設 計 有 效

度 及 信 度 的 評 估 活 動。在 英 文、中 文 及 數 學 三 科，教 師 更 可 參 考「 學 習

進 程 架 構 」 及 「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 。  

 「 學 習 進 程 架 構 」是 根 據 相 關 學 科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重 點，並 參 考

學 生 的 實 際 表 現 而 訂 定，當 中 描 述 了 學 生 在 學 科 課 程 的 不 同 範 疇 內 應 學

會 的 知 識 和 能 處 理 的 問 題，並 以「 八 階 學 習 成 果 」全 面 描 述 學 生 在 相 關

學 科 內 的 學 習 表 現 及 進 程，使 教 師 能 更 清 晰 地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程，從

而 採 用 能 有 效 促 進 學 與 教 的 策 略 。  

 「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是 按 相 關 學 科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習 重 點，並 透 過 專

家、教 育 工 作 者 及 社 會 人 士，共 同 訂 定 學 生 在 完 成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後 應 要

達 到 的 基 本 水 平 ， 從 而 進 行 下 一 個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習 。 透 過 「 基 本 能 力 」

的 評 估 數 據，教 師 和 家 長 可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和 需 要，從 而 給 予 適 時

的 輔 導；而 學 校 亦 可 結 合 評 估 數 據 與 學 校 發 展 需 要，制 定 更 具 學 與 教 成

效 的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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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留 意「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是 課 程 的 基 本 要 求，並 非 學 生 的 整 體 學 習 表 現。

學 校 應 按 學 生 及 學 校 情 況，透 過 多 元 化 的 評 估 模 式，讓 不 同 能 力 及 不 同

學 習 風 格 的 學 生 均 有 展 示 學 習 成 果 的 機 會，從 而 全 面 認 識 學 生 在 不 同 範

疇 的 強 項 和 弱 項 。  

妥 善 分 配 教 學 及 評 估 活 動 的 資 源  

 教 師 要 恆 常 地 透 過 每 一 班 學 生 的 前 測 活 動，以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水 平，並

借 助 自 己 的 教 學 經 驗 設 計 適 當 的 教 學 活 動，以 配 合 個 別 班 別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  

 在 實 施 新 評 估 模 式 的 初 期，教 師 可 能 需 要 較 多 時 間 預 備 評 估 的 活 動，因

此，學 校 須 合 理 地 調 動 資 源，以 協 助 教 師 既 可 嘗 試 新 的 評 估 模 式，又 不

會 忽 略 上 好 每 一 堂 課 。  

善 用 回 饋 以 促 進 學 習  

 分 析 學 生 的 錯 誤，往 往 是 教 師 了 解 學 生 學 習 情 況 的「 視 窗 」。透 過 分 析

學 生 在 評 估 活 動 中 的 表 現，例 如，觀 察 錯 誤 的 規 律 及 不 同 錯 誤 之 間 的 關

係 ， 教 師 可 以 了 解 學 生 在 理 解 概 念 上 有 些 甚 麼 錯 誤 或 未 完 全 掌 握 的 地

方，從 而 探 討 如 何 改 善 學 生 學 習 的 方 法，並 設 計 針 對 學 生 問 題 的 活 動 ，

甚 至 在 有 需 要 時 調 整 校 本 課 程 。  

 須 知 道 即 使 持 續 及 多 次 評 估 學 生，也 是 不 足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學 校 既

要 適 度 地 預 備 評 估 活 動，也 要 反 思 如 何 有 效 批 改 學 生 的 評 估 作 業，同 時

不 應 忽 略 進 一 步 詳 細 分 析 學 生 的 表 現 及 其 後 的 跟 進 活 動 。  

提 升 教 師 的 評 估 素 養  

要 令 評 估 發 揮 其 正 面 和 積 極 的 作 用，就 需 要 具 有 評 估 素 養 的 教 師，他 們 能 ： 

 了 解 課 程 內 所 訂 定 的 每 項 學 習 目 標 所 呈 現 的 形 式 及 成 果 。  

 按 不 同 學 習 目 標 的 性 質 和 評 估 目 的，選 取 及 設 計 合 適 的 評 估 活 動，並 知

道 如 何 減 少 當 中 所 潛 在 的 問 題 及 偏 差 。  

 培 養 學 生 參 與 不 同 類 型 ， 包 括 校 內 及 校 外 的 評 估 活 動 時 應 有 的 技 巧 。  

基 本 能 力 指 標 的 詳 細 內 容 ， 在 「 教 育 局 >促 進 學 習 評 估 資 源 庫 >

基 本 能 力 評 估 」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為 ：  
http://cd1.edb.hkedcity.net/cd/eap_web/bca/chi/BCA_c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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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行 不 同 模 式 的 評 估 活 動 、 批 改 及 闡 釋 學 生 學 習 的 顯 證 。  

 有 效 地 向 不 同 持 份 者 解 釋 學 生 的 評 估 表 現 。  

 就 評 估 得 來 的 資 料，為 個 別 學 生 提 供 建 議、修 訂 學 與 教 策 略、發 展 校 本

課 程 及 規 畫 學 校 未 來 的 發 展 。  

 培 養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評 估 活 動 的 態 度，並 透 過 評 估 活 動，持 之 以 恆 地 發 展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邁 向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在 學 校 教 育 裏，學 習 的 主 體 是 學 生，因 此，培 養 學 生 對 學 習 感 興 趣，以

及 對 學 習 負 責 任，是 至 為 重 要 的。同 時，在 資 訊 及 知 識 迅 速 增 長 的 二 十

一 世 紀，學 生 不 可 能 在 短 短 十 數 年 的 學 校 教 育 裏，便 習 得 一 生 要 用 的 知

識。所 以，我 們 更 需 要 培 養 學 生 有 效 學 習 的 技 巧 和 習 慣，從 而 協 助 他 們

邁 向 終 身 學 習 的 目 標 。  

 要 培 養 學 生 的 自 主 學 習 及 有 效 學 習 的 習 慣，學 生 不 應 只 是 被 動 地 等 待 老

師 判 斷 他 們 的 答 案 是 對 或 錯，或 只 由 老 師 為 他 們 提 供 改 善 學 習 的 方 法 ，

而 應 更 積 極 地 連 繫 學 習 與 評 估，即「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在「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上，學 生 須 認 識 學 習 目 標、自 我 監 察 學 習 進 展、基 於 回 饋 反 思

學 習 的 內 容 及 策 略、調 節 學 習 的 方 法 及 其 後 的 學 習 目 標、甚 至 規 畫 未 來

的 學 習 方 向。長 遠 而 言，學 生 應 發 展 成 為 自 己 的 最 佳 評 估 者，為 自 己 的

學 習 提 供 回 饋 。  

 提 升 學 生 在 評 估 中 的 角 色，並 不 表 示 教 師 在「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上 擔 當

可 有 可 無 的 角 色。反 之，教 師 更 要 將 教 學 及 評 估 活 動 融 為 一 體，在 學 習

活 動 之 前 、 進 行 期 間 或 之 後 ， 他 們 都 擔 當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 包 括 ：  

 以 評 估 了 解 學 生 對 已 有 知 識 的 掌 握 水 平 及 學 習 模 式 。  

 按 學 習 目 標 及 學 生 情 況 設 計 合 適 及 分 殊 的 教 學 及 評 估 活 動 。  

 向 學 生 清 楚 介 紹 學 習 重 點 及 評 估 準 則 ， 讓 他 們 了 解 及 訂 立 自 己 的 學

習 方 向 。  

 安 排 學 生 觀 察 表 現 優 良 的 學 習 成 果 或 作 品 ， 讓 他 們 掌 握 學 習 目 標 應

呈 現 的 形 式 及 過 程 。  

 教 導 學 生 自 評 及 互 評 的 技 巧 及 態 度 ， 例 如 ， 如 何 認 識 自 己 的 水 平 、

比 對 應 有 的 表 現 及 分 析 學 習 失 誤 的 地 方 及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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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恆 常 而 具 挑 戰 的 活 動 讓 學 生 作 自 評 及 互 評 ， 以 培 養 學 生 成 為 具

自 信 及 能 力 的 評 估 者 。  

 記 錄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程 ， 並 適 時 提 供 回 饋 及 支 援 ；  

 訓 練 學 生 有 系 統 地 記 錄 學 習 歷 程 。  

 培 養 學 生 檢 視 學 習 過 程 及 進 程 的 習 慣 ， 並 讓 他 們 提 出 改 善 學 習 的 方

法 及 規 畫 未 來 的 學 習 方 向 。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的 活 動 是 與 教 學 活 動 有 機 地 結 合，因 此，教 師 並 不

一 定 需 要 編 配 額 外 時 間 進 行 相 關 活 動 。  

 

 

 反 思 與 行 動  

 如 何 確 保 評 估 的 內 容 及 模 式 能 對 應 課 程 目 標 ？ 如 何 讓 學 生 知 道 評 估

的 準 則 ？  

 你 學 校 現 時 怎 樣 讓 教 師 和 學 生 運 用 回 饋 的 資 料 ? 

 你 的 學 校 透 過 那 些 方 法 ， 協 助 教 師 提 升 評 估 素 養 ？  

 你 的 學 校 採 用 甚 麼 方 法 讓 學 生 清 楚 知 道 自 己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進 程 ？  

 如 何 協 助 學 生 有 系 統 地 檢 視 自 己 的 學 習 顯 證 及 學 習 進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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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制定學校評估政策  

要 改 變 學 校 的 評 估 實 施 方 式 ， 以 加 強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的 效 能 ， 並 發 揮

學 生 在 學 習 和 評 估 方 面 的 積 極 性 ， 即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 全 體 教 師 必 須

一 起 規 畫 、 討 論 、 交 流 、 磋 商 ， 達 成 共 識 ； 並 需 要 在 學 校 、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層 面 和 課 堂 或 教 師 層 面，制 定 相 應 的 評 估 政 策 和 機 制。圖 5.3 闡 述 了 怎 樣

處 理 有 關 要 項 。  

圖 5.3 學 校 評 估 政 策 計 畫 流 程 圖  

第 一 步  
制 定 評 估 政 策 ， 以 加 強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的 效 能 及 發 展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 並 將 評 估 政 策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和 課 程 改

革 的 目 標 互 相 結 合 。  
 

第 二 步  
制 定 全 年 評 估 實 施 計 畫 。  

 
第 三 步  

將 進 展 性 評 估 、 學 習 與 教 學 結 合 。  
 

第 四 步  
檢 討 和 反 思 學 校 實 踐 評 估 政 策 的 成 效 ， 並 運 用 檢 討 結 果 ， 回 饋

校 本 課 程 規 畫 和 學 與 教 策 略 。  
 

5.5.1  結 合 評 估 政 策 、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和 課 程 改 革 的 目 標  

根 據 教 師 在 發 展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時 所 達 成 的 共 識 ， 考 慮 以 下 各 項 ：   

 根 據 5.3.2 節 ， 訂 定 學 校 期 望 達 到 的 評 估 目 的 ， 例 如 ：  

 透 過 讓 學 生 掌 握 各 學 習 成 果 所 呈 現 的 形 式 及 了 解 各 評 估 的 準 則 ， 從

而 提 升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為 學 生 提 供 有 效 的 回 饋 ， 並 與 學 生 一 起 計 畫 改 善 學 習 的 方 法 。  

 為 教 師 提 供 有 效 的 回 饋 ， 以 修 訂 學 科 課 程 的 目 標 及 學 與 教 策 略 。  

 透 過 總 結 性 評 估 ， 向 家 長 交 代 學 生 的 表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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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依 據 課 程 目 標 及 學 習 進 程 架 構，就 搜 集 學 生 學 習 顯 證 的 範 圍 達 成 共

識，從 而 制 定 一 套 公 平 的 評 估 機 制，讓 所 有 學 生 都 有 機 會 得 到 全 面 的 評

估 。 例 如 ：  

 制 定 評 估 措 施 ， 協 助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使 用 為 非 華 語 學 生 學

習 中 文 作 為 第 二 語 言 的 校 內 評 估 工 具 。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as_ncs_c.asp) 

 檢 視 評 估 的 內 容 及 模 式 ， 以 讓 不 同 能 力 及 學 習 模 式 的 學 生 都 有 所 表

現 及 發 揮 。  

 為 學 校 的 評 估 政 策 制 定 能 配 合 課 程 改 革 目 標 的 清 晰 目 標，繼 而 共 同 訂 定

各 級 別 、 各 學 科 適 切 的 評 估 準 則 （ 具 體 列 明 學 習 成 果 ） 。 例 如 ：  

 該 學 年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和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優 先 發 展 的 共 通 能 力 ， 如

協 作 能 力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或 全 方 位 學 習 所 強 調 的 個 人 素 質 ， 如 責 任 感 、 承 擔

精 神 、 堅 毅 。  

 以 專 題 研 習 及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作 為 有 效 的 策 略 ， 提 高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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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制 定 全 年 評 估 實 施 計 畫  

 檢 視 上 一 學 年 採 用 的 評 估 實 施 方 式 ， 找 出 有 哪 些 不 能 配 合 5.5.1 節 所 列

的 考 慮 因 素 ， 建 議 可 如 何 逐 步 改 善 有 關 評 估 模 式 。 例 如 ：  

未 完 善 之 處  改 善 方 法  

評 估 的 範 圍 過 於 狹 窄 ， 只 側

重 基 本 能 力 的 要 求 ， 未 能 全

面 涵 蓋 學 生 的 學 習 。  

根 據 課 程 內 的 學 習 目 標 或 學 習 進 程 架

構 ， 擴 大 評 估 的 範 圍 。  

評 估 次 數 太 多 和 過 度 依 賴 筆

試 。  

減 少 筆 試 次 數 ， 多 使 用 能 夠 顯 示 學 生

進 步 的 平 時 習 作 。  

考 卷 的 題 型 只 包 含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考 卷 的 題 型 。  

擴 大 題 目 的 類 型 ， 適 量 引 入 開 放 式 題

目 。  

對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展 回 饋 不

足 ， 只 給 予 等 第 和 分 數 。  

多 用 評 語 ， 少 用 等 第 和 分 數 。  

未 能 診 斷 學 生 不 足 之 處 。  多 觀 察 和 提 高 診 斷 學 生 表 現 的 敏 覺

力 。  

用 於 批 改 作 業 及 家 課 的 時 間

過 多 。  

修 訂 作 業 及 家 課 批 改 的 要 求 ， 如 衡 量

回 饋 的 效 果 ， 判 斷 哪 些 作 業 及 家 課 需

要 精 批 細 改 ， 哪 些 可 略 改 。  

學 生 的 自 評 及 同 儕 互 評 技 巧

不 成 熟 。  

訓 練 學 生 認 識 自 評 及 同 儕 互 評 的 技

巧 ， 並 營 造 學 生 協 作 、 欣 賞 ， 而 不 是

競 爭 的 氣 氛 及 態 度 。  

 計 畫 怎 樣 進 一 步 平 衡 兼 顧 進 展 性 評 估 和 總 結 性 評 估 。 例 如 ：  

 在 專 題 研 習 和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中 採 用 進 展 性 評 估 。  

 在 學 期 或 學 年 完 結 前 ， 對 學 生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所 掌 握 的 知 識 和

應 用 ， 進 行 總 結 性 評 估 。  

 在 每 一 課 或 每 個 單 元 結 束 前 ， 進 行 進 展 性 評 估 活 動 。  

 根 據 評 估 目 的、學 習 目 標 和 學 習 過 程，設 計 合 適 的 評 估 模 式 及 頻 次。例

如 ：  

 多 留 意 學 生 在 課 堂 的 反 應 ， 並 給 予 口 頭 評 語 ， 以 代 替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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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少 以 抄 寫 為 主 的 家 課 ， 增 加 其 他 類 型 的 家 課 ， 如 進 行 實 作 評 估 ；

製 作 概 念 圖 或 腦 圖 以 總 結 所 學 ； 閱 讀 及 以 扮 演 書 中 不 同 角 色 來 展 示

他 們 對 閱 讀 內 容 的 理 解 ； 預 習 下 一 課 的 學 習 內 容 ； 整 理 從 互 聯 網 上

搜 集 的 資 料 等 。  

 善 用 學 生 自 評 的 活 動 ， 如 填 寫 學 習 反 思 小 冊 子 及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等 。  

 善 用 學 生 同 儕 互 評 的 活 動 ， 如 同 學 互 相 評 估 寫 作 文 章 ， 從 而 更 了 解

寫 作 的 技 巧 及 要 求 。  

 邀 請 家 長 評 估 學 生 在 家 中 的 生 活 技 能 表 現 、 學 習 習 慣 及 態 度 等 。  

 善 用 網 上 評 估 工 具 ， 如 運 用 基 本 能 力 網 上 學 生 評 估 網 站 ， 診 斷 學 生

是 否 達 到 基 本 能 力 的 水 平 。  

 在 每 個 學 習 單 元 完 成 後 ， 進 行 10 分 鐘 的 評 估 ， 以 便 教 師 能 及 早 發

現 學 生 的 不 足 之 處 ， 及 時 作 出 改 善 。  

 每 學 期 減 少 一 次 統 一 測 驗，可 騰 出 2 至 4 星 期 教 學 時 間 供 學 生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 發 展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學 校 須 留 意 教 師 在 評 估 方 面 的 工 作 量，並 採 用 適 當 的 措 施 以 協 助 教 師 處

理 評 估 工 作 ， 包 括 ：  

 檢 視 評 估 活 動 與 學 習 目 標 的 適 切 性 或 效 度 。  

 先 以 部 分 課 程 內 容 或 某 些 年 級 作 試 點，然 後 逐 年 增 加 不 同 評 估 模 式

的 涵 蓋 面 。  

 減 少 部 分 現 行 的 評 估 活 動 ， 以 騰 出 空 間 作 新 的 嘗 試 。   

 善 用 資 訊 科 技 以 減 輕 教 師 在 文 書 、 批 改 及 分 析 數 據 上 的 負 擔 。  

 決 定 如 何 透 過 進 展 性 評 估 向 學 生 提 供 有 效 的 回 饋，以 提 高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和 學 習 成 效，並 決 定 怎 樣 報 告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詳 情 請 參 閱 5.5.3 節 ）。 

 決 定 如 何 透 過 進 展 性 評 估 向 教 師 提 供 有 效 的 回 饋，以 提 高 他 們 的 教 學 成

效 （ 詳 情 請 參 閱 5.5.3 節 ） 。  

 訂 定 校 內 策 略，協 助 教 師 改 進 評 估 實 施 方 式。提 升 教 師 評 估 素 養 是 學 校

在 評 估 發 展 上 的 重 要 一 環，其 中 為 教 師 提 供 專 業 發 展 的 機 會 尤 為 重 要 。

例 如 ：  

 增 添 學 校 圖 書 館 內 有 關 評 估 的 參 考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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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用 共 同 備 課 時 間 ， 分 析 學 生 表 現 及 探 討 回 饋 策 略 ， 以 及 反 思 教 師

的 教 學 策 略 ， 如 提 問 技 巧 等 。  

 提 供 與 其 他 學 校 和 教 師 交 流 的 機 會，或 邀 請 有 經 驗 人 士 或 大 專 學 者

分 享 心 得 ， 如 怎 樣 與 家 長 協 作 ， 引 導 學 生 從 回 饋 資 料 反 思 學 習 習 慣

及 規 畫 未 來 的 學 習 計 畫 。  

 鼓 勵 教 師 作 教 學 反 思 歷 程 紀 錄，以 培 養 教 師 恆 常 反 思 日 常 的 教 學 策

略 的 習 慣 。  

但 在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安 排 上，學 校 須 考 慮 教 師 的 專 長、興 趣 及 工 作 量 ，

並 與 教 師 商 討 訂 立 發 展 項 目 的 優 先 次 序。學 校 可 透 過 以 下 各 項 適 切 的 措

施 ， 為 教 師 營 造 一 個 有 利 學 習 的 環 境 ：  

 營 造 一 個 開 放 及 包 容 的 校 園 環 境 ， 減 少 由 評 估 所 帶 來 的 負 面 情 緒 ，

其 中 ， 學 校 須 強 調 評 估 目 的 是 改 善 學 與 教 ， 而 不 是 懲 罰 參 與 的 學 生

和 教 師 ， 從 而 讓 教 師 樂 於 嘗 試 不 同 的 評 估 模 式 。  

 學 校 領 導 層 有 策 略 地 領 導 教 師 實 踐 不 同 的 評 估 模 式 。  

 透 過 定 期 會 議 ， 加 強 了 解 及 監 察 實 施 情 況 ， 並 適 時 提 供 支 援 。  

 向 不 同 持 份 者 解 釋 出 現 不 同 評 估 模 式 的 原 因，以 及 如 何 解 讀 結 果 和

分 析 。  

 檢 視 不 同 級 別 評 估 實 施 方 式 的 連 貫 性 及 各 科 組 的 互 相 配 合 。 例 如 ：  

 可 在 同 一 科 組 但 不 同 年 級 引 入 不 同 的 評 估 模 式 及 次 數，如 高 小 才 逐

漸 引 入 較 多 書 寫 和 總 結 性 的 評 估 ； 邀 請 初 小 學 生 家 長 協 助 評 估 學 生

在 家 中 學 習 及 自 理 的 表 現 ； 於 高 小 循 序 地 加 強 學 生 自 我 評 估 及 同 儕

互 評 的 角 色 等 。  

 協 調 不 同 科 組 的 評 估 實 施 方 式 ， 以 免 出 現 不 一 致 的 評 估 觀 念 ， 令 學

生 產 生 混 淆 。  

 協 調 不 同 科 組 在 不 同 年 級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或 探 究 式 學 習 的 評 估 活 動

的 時 間 安 排 。  

（ 有 關 學 科 小 組 的 評 估 政 策 建 議，請 參 閱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小 學 常 識 科 課 程

指 引 內 的 第 五 章 。 ）  

 與 不 同 持 份 者 包 括 學 生 家 長 及 學 生 保 持 溝 通，解 釋 學 校 評 估 的 政 策，以

取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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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方 面 ， 學 校 須 要 向 他 們 解 釋 ：  

 評 估 活 動 的 目 的 ；  

 如 何 配 合 及 參 與 子 女 的 評 估 活 動 ；  

 如 何 解 讀 子 女 的 成 績 報 告 ；  

 如 何 與 學 校 合 作 進 一 步 照 顧 子 女 的 學 習 需 要 。  

同 時 亦 須 提 供 機 會 ， 讓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對 評 估 活 動 發 表 意 見 和 提 出 問

題 ； 教 師 亦 可 以 透 過 與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溝 通 ， 更 全 面 地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和 成 長 。  

 在 學 生 方 面，學 校 須 向 學 生 解 釋 在 不 同 年 級 有 不 同 的 評 估 模 式 和 要

求 ， 並 讓 他 們 清 楚 自 己 在 學 習 及 評 估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和 責 任 。 校 方

須 令 學 生 明 白 評 估 的 兩 重 目 標 ， 在 於 促 進 學 習 及 讓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的

學 習 進 度 和 成 果 ， 而 不 單 是 每 年 與 班 上 其 他 同 學 比 高 下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協 調 不 同 科 組 及 不 同 年 級 間 的 評 估 工 作 ？  

 如 何 協 助 家 長 了 解 和 配 合 學 校 的 評 估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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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將 進 展 性 評 估 連 繫 學 習 與 教 學  

 訂 定 學 習 目 標 ， 並 讓 學 生 明 瞭 學 習 目 標 及 評 估 準 則 ， 例 如 ：  

 向 學 生 解 釋 數 學 科 學 習 進 程 架 構 內 「 數 」 範 疇 的 第 三 階 表 現 點 。  

 向 學 生 解 釋 如 何 準 確 量 度 身 高 、 體 重 的 方 法 及 量 度 體 適 能 的 方 法 。   

 

 讓 學 生 進 行 自 我 評 估 ， 例 如 ：  

 選 取 基 本 能 力 學 生 評 估 網 站 所 提 供 相 關 的 題 目 ， 診 斷 自 己 是 否 認 識

小 數 的 位 值 及 進 行 小 數 的 四 則 運 算 。  

 

 學 生 進 行 體 適 能 檢 測 並 記 錄 其 體 重 及 身 高 。  

 學 生 檢 視 自 己 的 閱 讀 策 略 。  

 

 讓 學 生 了 解 自 己 的 水 平 和 他 們 應 有 的 水 平 ， 例 如 ：  

 學 生 與 教 師 訂 定 「 學 習 合 約 」 ， 定 下 他 們 期 望 應 達 至 的 學 習 表 現 。  

 透 過 完 成 基 本 能 力 學 生 評 估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數 學 評 估 後 ，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對 小 數 的 理 解 和 運 算 表 現 。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的 體 適 能 水 平 及 得 知 自 己 體 重 較 參 考 值 為 重 。  

 學 生 知 道 自 己 的 閱 讀 策 略 屬 於 低 水 平 ， 較 少 運 用 理 解 或 總 結 策 略 。  

 

 將 進 展 性 評 估 資 料 回 饋 學 生 ， 使 他 們 明 白 下 一 步 要 做 甚 麼 和 怎 樣 做 。  

有 效 的 回 饋，除 可 幫 助 學 生 改 善 學 習，更 可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但 處

理 回 饋 不 妥 善，則 可 能 會 令 學 生 放 棄 學 習。因 此，在 提 供 回 饋 方 面，教

師 應 注 意 下 列 幾 點  ：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基 本 能 力 學 生 評 估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bca.hkeaa.edu.hk/web/SA/zh/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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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饋 應 能 提 供 具 體 的 資 料 ， 根 據 學 習 目 標 及 評 估 準 則 ， 清 楚 識 別 學

生 強 項 和 弱 項 ， 並 明 確 指 出 如 何 改 進 。  

 回 饋 應 是 正 面 和 有 建 設 性 的 ， 以 便 提 高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例 如 ， 凸

顯 已 改 進 的 地 方 ， 並 直 接 或 間 接 指 出 他 們 未 達 標 之 處 。  

 回 饋 應 是 動 態 和 可 調 適 的 ， 容 許 意 見 交 流 ， 並 能 適 當 調 整 ， 以 切 合

個 別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回 饋 應 是 適 時 的 ， 延 遲 提 供 回 饋 ， 會 減 弱 促 進 學 習 的 成 效 ， 並 應 強

調 課 堂 上 口 頭 及 黑 板 上 的 回 饋 。  

 回 饋 應 是 以 學 生 可 以 理 解 的 語 言 及 方 式 呈 現，教 師 亦 須 留 意 學 生 是

否 明 白 回 饋 的 內 容 。  

 回 饋 的 內 容 可 以 是 澄 清 學 習 活 動 的 內 容 及 要 求，亦 可 以 是 指 示 學 生

學 習 的 技 巧 ， 同 時 亦 可 以 是 提 示 學 生 有 關 自 主 學 習 的 技 巧 及 反 思 的

方 向 。  

 給 予 回 饋 的 方 式 可 多 樣 化 ， 包 括 ： 可 以 口 頭 或 書 面 形 式 進 行 ； 可 以

個 人 、 小 組 或 全 班 形 式 進 行 ； 可 由 教 師 給 予 ， 亦 可 由 學 生 、 同 儕 或

家 長 給 予 。  

 在 給 予 口 頭 回 饋 時 ， 教 師 可 通 過 跟 進 問 題 ， 以 引 導 學 生 反 思 他 們 提

出 的 答 案 的 理 據 ， 而 不 宜 只 急 於 判 斷 學 生 答 案 的 對 與 錯 。  

 在 提 問 時 ， 不 應 過 多 只 有 對 與 錯 的 問 題 （ 或 閉 合 式 問 題 ）， 宜 適 量

加 入 引 發 學 生 思 考 及 多 層 次 的 問 題 ， 並 鼓 勵 學 生 提 出 問 題 。  

 在 給 予 書 面 回 饋 時 ， 批 改 的 方 式 不 限 於 對 、 錯 、 打 分 及 評 定 等 第 。

只 用 一 個 表 示 「 對 」 的 符 號 ， 並 寫 上 「 好 」 字 ， 不 足 以 說 明 習 作 好

在 哪 裏 及 好 的 準 則 是 甚 麼 。 教 師 可 用 圖 像 或 圖 表 輔 以 文 字 、 指 出 學

生 習 作 做 得 好 與 不 好 之 處 。  

 在 給 予 書 面 回 饋 時 ， 教 師 應 就 着 不 同 學 科 及 學 習 目 標 ， 運 用 不 同 的

批 改 方 式 或 準 則 ， 並 就 批 改 的 基 本 原 則 、 方 式 、 頻 次 和 數 量 達 成 共

識 。 學 校 不 宜 期 望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每 一 份 習 作 都 精 批 細 改 ， 而 教 師 也

不 必 這 樣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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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給 予 回 饋 後 ， 教 師 須 設 計 跟 進 學 習 活 動 ， 並 應 留 意 以 下 幾 點 ：  

 跟 進 學 習 活 動 需 具 針 對 性 ， 包 括 參 與 的 學 生 及 對 應 的 學 習 目 標 ， 即

只 是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才 進 行 相 關 的 跟 進 學 習 活 動 ， 而 亦 應 按 不 同 學 生

的 情 況 ， 訂 定 不 同 的 短 期 、 中 期 及 長 遠 的 目 標 。 至 於 跟 進 活 動 的 學

習 內 容 ， 亦 應 針 對 學 生 的 問 題 或 難 點 ， 而 不 應 只 是 重 溫 整 個 章 節 或

重 做 單 元 的 練 習 。 例 如 ：  

 在 診 斷 學 生 未 達 某 些 基 本 能 力 的 要 求 時 ， 可 在 網 上 學 與 教 支 援

網 頁 內 下 載 相 應 的 的 支 援 學 習 活 動 。  

 

 介 紹 食 物 熱 量 對 體 重 的 影 響 和 運 動 對 體 適 能 的 影 響 ， 並 分 析 個

別 學 生 的 飲 食 及 運 動 習 慣 。  

 介 紹 閱 讀 策 略 。  

 教 師 就 着 個 別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 ， 引 導 他 們 檢 視 自 己 的 學 習 過 程 及 反

思 概 念 的 理 解 是 否 錯 誤 ， 並 與 該 學 生 共 同 研 究 可 行 的 跟 進 學 習 活

動 。 長 遠 而 言 ， 是 要 培 養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 在 有 需 要 時 ， 教 師

亦 可 邀 請 家 長 參 與 討 論 、 計 畫 及 跟 進 。 例 如 ：  

 為 學 生 訂 定 掌 握 基 本 能 力 的 相 應 學 習 活 動 。  

 與 學 生 及 家 長 商 討 改 善 飲 食 習 慣 的 食 譜 。  

 與 學 生 訂 定 適 切 及 循 序 漸 進 的 運 動 計 畫 。  

 實 踐 閱 讀 策 略 及 閱 讀 計 畫 。  

 將 進 展 性 評 估 資 料 回 饋 教 師，改 善 校 本 課 程 規 畫，提 升 教 學 成 效。例 如： 

 就 着 學 生 表 現 理 想 的 課 題 ， 在 教 師 之 間 分 享 有 效 的 教 學 策 略 。  

 就 着 學 生 表 現 不 理 想 的 課 題 ：  

 分 析 學 生 的 表 現 ， 觀 察 錯 誤 的 規 律 ， 詮 釋 學 生 在 哪 方 面 的 理 解

錯 誤 或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  

 剖 析 現 有 的 教 學 策 略 、 教 學 內 容 、 教 材 如 工 作 紙 及 教 具 運 用 的

適 切 性 ；  

「 教 育 局 >網 上 學 與 教 支 援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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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過 共 同 備 課 、 行 動 研 究 或 邀 請 專 家 ， 尋 求 有 效 的 教 學 策 略 及

發 展 對 應 的 教 學 活 動 ；  

 有 系 統 地 記 錄 相 關 課 題 ， 如 在 教 學 進 度 表 記 錄 學 生 的 難 點 。 在

有 需 要 時 ， 應 修 改 下 學 年 的 同 一 年 級 及 該 批 學 生 在 高 一 年 級 的

教 學 進 度 ， 以 方 便 教 師 作 適 當 的 跟 進 。  

 善 用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的 學 校 報 告 內 各 項 基 本 能 力 的 表 現 ， 加 以 整 理

及 分 析 ， 讓 相 關 學 科 及 級 別 的 教 師 了 解 學 生 的 表 現 ， 並 抽 取 需 跟 進

的 課 題 作 深 入 討 論 及 計 畫 跟 進 活 動 。  

 

 反 思 與 行 動  

 在 制 定 評 估 準 則 時 ， 學 校 如 何 確 保 學 生 不 會 因 表 達 答 案 格 式 的 不 同 而

被 評 定 為 錯 誤 ？  

 你 如 何 引 導 學 生 反 思 回 饋 ， 並 作 出 改 善 ？  

 你 的 學 校 採 用 甚 麼 制 度 協 助 教 師 分 析 評 估 資 料 ， 以 及 改 善 教 學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保 存 評 估 紀 錄 ？ 這 些 紀 錄 如 何 協 助 教 師 改 善 教 學 策 略 ？  

 

5.5.4  檢 視 評 估 政 策 和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計 畫  

學 年 完 結 時 ， 學 校 就 評 估 計 畫 及 實 踐 情 況 ， 應 在 以 下 三 個 層 面 作 檢 討 ：  

學 校 整 體 規 畫 層 面  

 檢 視 教 師 、 學 生 、 家 長 和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是 否 明 確 地 了 解 評 估 的 目 的 。  

 檢 視 進 展 性 評 估 與 總 結 性 評 估 是 否 平 衡 實 施 。  

 檢 視 各 科 組 的 評 估 及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等 安 排 是 否 協 調 得 宜 。  

 檢 視 評 估 實 施 後 能 否 獲 得 預 期 所 需 的 所 有 資 料 。  

 檢 視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有 否 不 足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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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層 面  

 檢 視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如 何 落 實 學 校 的 評 估 政 策 。  

 檢 視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能 否 有 效 運 用 不 同 的 評 估 模 式，以 全 面 了 解 學 生 的

表 現 。  

 檢 視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能 否 有 效 運 用 學 生 評 估 資 料，以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其 中 須 留 意 ：  

 在 不 同 年 級 ， 同 一 學 科 的 評 估 準 則 是 否 一 致 ， 但 同 時 有 否 留 有 空 間

讓 學 生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表 現 學 習 成 果 ；  

 科 組 內 的 評 估 頻 次 及 回 饋 方 式 是 否 恰 當 ；  

 科 組 內 的 支 援 機 制 是 否 有 效 ；  

 改 善 教 學 的 機 制 如 教 學 研 究 是 否 發 揮 作 用 及 有 效 率 地 進 行 。  

課 室 ／ 教 師 層 面  

作 為 分 享 或 監 督 機 制 的 一 部 分 ， 教 師 須 不 時 就 日 常 評 估 實 施 的 方 式 （ 「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 」 及 「 作 為 學 習 的 評 估 」 ） 多 作 了 解 及 反 思 ， 以 判 別 ：  

 學 與 教 的 目 標 是 否 明 確 。  

 回 饋 是 否 與 學 習 目 標 和 目 的 相 關 。  

 批 改 是 否 有 助 學 生 改 進 學 習 。  

 學 生 自 評 與 互 評 的 技 巧 有 否 改 進 。  

 回 饋 能 否 引 導 學 生 進 一 步 學 習 。  

 引 導 學 生 作 自 我 反 思 的 技 巧 有 否 改 進 。  

 有 沒 有 善 用 回 饋 調 整 教 學 計 畫 。  

 發 展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成 效 如 何 。  

 

除 此 以 外，學 校 亦 應 考 慮 從 不 同 的 渠 道，如 家 長 教 師 會、家 長 意 見 調 查 等 ，

搜 集 家 長 及 學 生 對 評 估 方 面 的 意 見 。 當 檢 討 完 成 後 ， 學 校 、 科 組 及 教 師 須

制 定 行 動 方 案 ， 改 進 評 估 模 式 ， 從 而 配 合 下 一 學 年 學 校 課 程 計 畫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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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背景  

全 方 位 學 習 是 把 學 習 空 間 從 課 室 拓 展 到 其 他 環 境 的 策 略 。 透 過 教 師 靈 活 地

利 用 多 樣 化 的 環 境 和 社 區 資 源，配 合 時、地、人 各 方 面 所 組 成 的 學 習 情 境 ，

讓 學 生 獲 得 一 般 在 課 堂 上 難 以 體 會 的 經 驗 。 過 去 十 年 ， 學 校 已 依 據 2002

年 推 出 的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並 將 全 方 位 學 習 策 略 融

入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與 教 中 ， 以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6.2 本章目的  

 釐 定 全 方 位 學 習 與 課 程 的 關 係  

 指 出 如 何 在 學 校 課 程 中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從 而 協 助 學 生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指 出 學 校 在 策 畫 全 方 位 學 習 行 動 方 案 時 ， 應 採 用 的 反 思 策 略 、 原 則 和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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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全方位學習目的和意義︰與課程的關係  

全 方 位 學 習 強 調 要 讓 學 生 在 真 實 情 境 中 學 習 。 這 些 切 身 體 驗 能 令 學 生 更 有

效 地 掌 握 一 些 單 靠 課 堂 學 習 難 以 達 到 的 學 習 目 標 ， 例 如 ， 培 養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培 育 為 社 會 及 人 類 謀 福 祉 的 正 面 態 度 ， 這 些 都 需 要 學

生 經 常 接 觸 不 同 的 人 、 不 同 的 環 境 和 情 境 。 全 方 位 學 習 並 能 為 學 生 創 造 機

會 ， 讓 他 們 從 實 際 體 驗 中 反 思 學 習 ， 這 有 助 學 生 在 不 斷 變 化 的 社 會 中 ， 實

現 全 人 發 展 的 目 標 和 發 展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  

此 外 ， 全 方 位 學 習 強 調 課 程 本 身 需 要 由 以 往 只 重 視 傳 授 知 識 ， 推 展 到 豐 富

學 生 的 經 歷，它 緊 連 課 程，並 且 貫 穿 各 學 習 領 域，在 課 程 發 展 上 扮 演 着「 延

伸 」、「 擴 闊 」 及 「 促 進 」 的 功 能 ：  

 延 伸 功 能 ： 一 些 連 繫 着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機 會 ， 例 如 參 觀 博 物 館 及 地

理 考 察 等 ， 能 深 化 學 生 對 某 些 領 域 在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上 的 認 知 。  

 擴 闊 功 能 ： 在 學 習 領 域 以 外 所 連 繫 的 其 他 知 識 和 生 活 經 驗 ， 例 如 學 校

舉 行 的 聯 課 活 動 、 興 趣 班 、 社 會 服 務 等 ， 除 了 有 助 發 掘 學 生 的 多 元 潛

能 ， 亦 擴 闊 學 生 的 視 野 。  

 促 進 功 能 ： 大 多 數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都 能 培 育 學 生 的 生 活 及 學 習 技 能 ，

促 進 學 生 的 課 堂 學 習 。 此 外 ， 更 有 專 為 訓 練 學 生 共 通 能 力 而 設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領 袖 訓 練 營 、 團 隊 精 神 課 程 等 ， 其 目 的 也 在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  

 

 反 思 與 行 動  

 會 否 與 學 校 或 科 組 的 成 員 討 論 ， 看 看 他 們 是 否 同 意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你 的 學 校 會 定 期 檢 視 有 關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學 校 政 策 ， 包 括 帶 領 學 生 反 思

的 策 略 嗎 ？ 例 如 ， 會 檢 視 它 在 學 校 課 程 中 的 角 色 嗎 ？  

 你 的 學 校 具 備 甚 麼 有 利 條 件 ， 為 學 生 創 造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機 會 ， 從 而 延

伸 、 擴 闊 和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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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從全方位學習到五種基要學習經歷  

透 過 全 方 位 的 學 習 機 會 ， 學 生 應 可 獲 取 下 列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 以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智 能 發 展 （ 多 是 通 過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堂 學 習 ）  

 社 會 服 務   

 體 藝 發 展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圖 6.1 顯 示 學 校 可 利 用 校 外 的 不 同 情 境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以 豐 富 學 生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 而 各 機 構 亦 可 提 供 相 關 的 學 習 機 會 。  

 

圖 6.1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不 同 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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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學校整體課程的全方位學習行動方案  

學 校 在 整 體 課 程 中 設 計 全 方 位 學 習 時 ， 最 重 要 是 衡 量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跨 學 習

領 域 中 ， 有 哪 些 學 習 目 標 、 目 的 及 重 點 ， 通 過 配 合 客 觀 條 件 的 課 外 學 習 活

動 ， 讓 學 生 學 得 更 好 。 學 校 應 制 定 策 略 ， 確 保 學 生 能 夠 參 與 饒 富 意 義 而 又

配 合 學 校 教 育 目 標 的 學 習 經 歷 。  

 

學 校 可 透 過 不 同 模 式 ， 把 全 方 位 學 習 滲 入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中 。 推 行 模 式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六 種 ︰  

 課 程 整 合 模 式  

 事 件 為 本 模 式  

 課 節 為 本 模 式  

 全 校 主 題 式 模 式  

 專 題 項 目 為 本 模 式  

 聯 課 活 動 為 本 模 式  

 

示 例  

示 例 一 ︰ 課 程 整 合 模 式  

某 小 學 每 年 都 會 利 用 課 程 整 合 模 式，安 排 為 期 兩 星 期 的「 跨 學 科 雙 週 」，

以 推 動 全 方 位 學 習 。 學 校 以 課 程 內 容 作 為 「 跨 學 科 雙 週 」 的 主 題 來 連 繫

各 科，例 如，某 次 的「 跨 學 科 雙 週 」學 習 主 題 為「 全 心 全 意，各 盡 所 能 」，

以 常 識 科 為 骨 幹 ， 延 伸 至 其 他 科 目 。 學 生 透 過 跨 學 科 學 習 進 行 參 觀 、 搜

集 資 料 、 小 組 討 論 、 反 思 活 動 和 匯 報 ， 不 單 拓 闊 了 學 習 空 間 ， 增 強 學 習

動 機 和 興 趣 ， 還 深 化 了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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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二 ︰ 事 件 為 本 模 式  

某 小 學 採 用 事 件 為 本 模 式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學 校 會 在 每 年 校 曆 表 中 ， 安

排 三 至 四 天 全 方 位 學 習 日 時 段 ， 嘗 試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模 式 ， 如 宿 營 、 博

物 館 參 觀 、 校 內 英 語 日 營 、 探 究 學 習 、 推 動 閱 讀 等 ， 在 各 級 舉 行 不 同 學

習 活 動 ， 藉 以 打 破 傳 統 課 堂 學 習 的 限 制 ， 豐 富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讓 他 們

展 示 創 意 ， 增 強 協 作 能 力 ， 使 群 性 發 展 得 到 培 育 。  

示 例 三 ︰ 課 節 為 本 模 式  

某 小 學 利 用 課 節 為 本 模 式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學 校 規 定 在 每 個 星 期 五 下 午

進 行「 多 元 智 能 課 程 」，安 排 全 校 學 生 參 加，其 目 的 是 希 望 在 課 堂 學 習 以

外 ， 為 學 生 開 拓 學 習 空 間 ， 以 豐 富 他 們 的 學 習 經 歷 ， 發 展 不 同 的 智 能 ，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的 能 力 和 興 趣 ， 從 而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  

示 例 四 ︰ 全 校 主 題 式 模 式  

某 小 學 以 全 校 主 題 式 模 式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學 校 以 環 境 教 育 作 為 中 心 ，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架 構 規 畫 ， 包 括 對 學 校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課

程 、 學 校 活 動 及 專 題 研 習 四 方 面 的 規 畫 ， 發 展 成 為 一 所 綠 色 小 學 ； 而 環

境 教 育 這 個 主 題 ， 則 主 導 了 該 校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發 展 。  

示 例 五 ︰ 專 題 項 目 為 本 模 式  

某 小 學 起 初 在 小 三 和 小 四 推 行 專 題 研 習 ， 及 後 推 至 全 校 各 級 。 學 校 透 過

推 行 專 題 研 習 ， 讓 學 生 能 夠 以 既 定 範 圍 為 研 習 主 題 ， 藉 着 研 習 的 過 程 ，

掌 握 專 題 研 習 的 方 法，同 時 建 立 自 我 管 理 能 力、協 作 能 力 及 溝 通 能 力 等 。

示 例 六 ︰ 聯 課 活 動 為 本 模 式  

某 小 學 以 聯 課 活 動 為 本 模 式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目 的 是 為 學 生 開 拓 課 堂 以

外 的 學 習 空 間 。 學 校 透 過 各 種 活 動 培 養 學 生 在 五 育 方 面 的 發 展 ， 啟 發 思

考 ， 建 立 正 面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觀 ， 以 達 至 全 人 教 育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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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全 方 位 學 習 在 學 校 課 程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的 重 點  

一 般 而 言 ， 隨 着 學 生 的 學 科 知 識 日 益 豐 富 ， 社 會 接 觸 面 日 益 增 廣 ，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情 境 也 須 拓 闊 ， 以 提 供 學 生 更 多 樣 化 的 學 習 機 會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和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重 點 簡 列 如 下 ：  

第 一 學 習 階 段 （ 小 一 至 小 三 ）  

 為 了 促 進 學 生 對 真 實 生 活 情 況 的 了 解 ， 並 滿 足 他 們 的 好 奇 心 和 培 養 他

們 的 創 造 力 ， 學 校 應 以 全 方 位 學 習 ， 補 足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 數 學 教 育 、 藝 術 教 育 等 學 習 領 域 ， 以 及 小 學 常 識 科 的 課 堂 學 習 。  

 在 安 全 的 環 境 下 ， 為 學 生 提 供 體 藝 發 展 的 機 會 ， 以 及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生 活 經 驗 。  

 以 社 區 作 起 點 ， 培 養 學 生 個 人 對 社 區 的 強 烈 責 任 感 和 歸 屬 感 。  

 在 這 個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生 年 紀 尚 幼 ， 與 工 作 相 關 的 學 習 經 驗 宜 透 過 課 堂

或 校 內 活 動 獲 得 ， 例 如 ， 常 識 科 中 有 關 家 人 的 課 題 ， 可 滲 入 了 解 家 人

的 工 作 情 況 等 ， 以 提 升 學 生 對 與 工 作 有 關 經 驗 的 認 知 ， 以 便 銜 接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學 校 不 宜 安 排 學 生 在 真 實 的 工 作 環 境 中 ， 獲 取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小 四 至 小 六 ）  

 除 了 利 用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補 足 各 學 習 領 域 和 小 學 常 識 科 的 課 堂 學 習

外 ， 也 可 以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拓 展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 例 如 ， 把 社 會 服 務 推

展 到 校 園 以 外 、 鄰 近 社 區 、 甚 至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區 。  

 為 滿 足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期 望 ， 可 讓 他 們 逐 步 認 識 工 作 世 界 與 個 人 素 質 和

技 能 的 關 係，例 如，要 求 有 責 任 感、解 難 能 力 等，從 而 引 導 學 生 反 思 ，

加 強 他 們 對 工 作 世 界 的 基 本 認 識 ， 協 助 他 們 漸 漸 建 立 對 工 作 世 界 的 正

確 觀 念。這 有 助 學 生 於 第 三 和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建 立 多 元 及 靈 活 的 前 路 觀。 

 可 盡 量 利 用 社 區 資 源 ，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廣 泛 的 學 習 機 會 ， 例 如 ， 不 同 的

政 府 部 門 、 非 政 府 機 構 、 制 服 團 體 或 熱 心 教 育 的 僱 主 ， 都 可 成 為 合 作

的 夥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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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示 例 一  

某 小 學 為 了 加 強 學 生 對 工 作 世 界 的 認 識，邀 請 正 在 工 作 的 舊 生、家 長 ，

以 及 在 不 同 崗 位 工 作 的 人 士 ， 為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的 學 生 舉 行 講 座 。 講 座

前 ，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發 掘 身 邊 常 見 的 工 作 崗 位 ， 並 分 享 對 工 作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其 意 義 ，以 及 解 答 或 討 論 一 些 常 見 的「 誤 解 」，例 如，從 電 視 劇 中

獲 得 對 某 些 工 作 崗 位 片 面 或 扭 曲 的 資 訊 ， 誤 以 為 工 作 上 的 成 功 只 繫 於

學 歷 的 高 低 。 於 講 座 後 ， 教 師 按 講 者 的 分 享 ， 與 學 生 進 行 綜 合 解 說 。

示 例 二  

某 小 學 在 五 年 級 的 常 識 科 加 重 了「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元 素，進 行「 救

急 扶 危 」 的 主 題 式 學 習 ， 以 連 繫 其 他 科 目 ； 更 與 訓 導 組 合 作 ， 訓 練 及

組 織「 安 全 大 使 」，以 加 強 學 生 校 內 的 安 全 意 識；此 外，亦 讓 每 位 學 生

選 擇 他 們 喜 歡 參 觀 的 紀 律 部 隊 ， 使 學 生 能 觀 察 紀 律 部 隊 的 值 勤 實 況 ；

與 此 同 時 ， 邀 請 紀 律 部 隊 到 校 分 享 他 們 的 工 作 經 驗 。 學 生 在 一 連 串 不

同 的 創 新 學 習 過 程 中 ， 獲 得 了 預 期 的 學 習 成 果 。  

 

 

 反 思 與 行 動  

 檢 視 學 校 去 年 在 課 程 發 展 的 重 點，在 新 學 年，你 的 學 校 或 科 組 可 如 何

在 以 下 範 圍 進 一 步 推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  

- 各 學 習 領 域 及 跨 學 習 領 域  

-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專 題 研 習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互 動 學 習 ）  

 你 的 學 校 在 推 動 全 方 位 學 習 上，有 哪 些 優 勢 ？ 學 校 可 如 何 運 用 這 些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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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全 方 位 學 習 與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堂 學 習 以 及 五 種 基 要 學 習 經

歷 相 輔 相 成  

 

 反 思 與 行 動  

 找 出 哪 些 課 堂 的 學 與 教 活 動，安 排 在 課 堂 以 外 進 行，可 使 學 生 學 得 更

有 效 。  

        

    
 

 在 學 習 領 域 中，確 定 可 透 過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輔 助 而 達 到 的 其 他 學 習

目 標 、 重 點 或 範 圍 （ 第 一 和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  

 

學 校 組 織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時 ， 可 參 考 「 教 育 局 ：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資

料 庫 」 網 頁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lwl/data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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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方 位 學 習 與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堂 學 習 相 輔 相 成 。 教 師 普 遍 能 運 用 專 業 判

斷，將 一 些 課 堂 的 學 與 教 活 動，安 排 在 課 堂 以 外 進 行，使 學 生 學 得 更 有 效 。

在 學 習 領 域 中 ， 學 校 可 定 期 檢 視 ， 以 確 定 透 過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輔 助 ， 而

達 到 的 其 他 學 習 目 標 、 重 點 或 範 圍 。 這 些 其 他 學 習 目 標 、 重 點 或 範 圍 與 以

下 五 種 基 要 的 學 習 經 歷 息 息 相 關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全 方 位 學 習 強 調 在 課 室 以 外 的 真 實 情 境 中 學 習 ， 這 對 促 進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更 有 效 益 。 學 校 和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在 促 使 學 生 達 至 個 人 和 群 性 發 展 的 目 標 方

面 （ 知 識 、 能 力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積 累 了 豐 富 的 經 驗 。  

 反 思 與 行 動  

 根 據 你 的 學 校 以 往 舉 辦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的 經 驗 ， 例 如 活 動 的 成

效、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哪 些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最 能 達 到 學 校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  

 這 些 活 動 應 如 何 配 合 全 年 的 計 畫 ？  

 

社 會 服 務   

通 過 社 會 服 務 ， 可 培 養 學 生 對 不 同 社 會 階 層 人 士 的 同 理 心 、 關 注 和 尊 重 ，

從 而 發 展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中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而 藉 着 接 觸 不 同 界 別 ， 學 生

會 對 某 些 社 會 服 務 產 生 興 趣 ， 或 發 展 成 日 後 的 專 長 ， 進 而 投 身 其 中 ， 改 善

這 些 服 務 ， 例 如 醫 療 、 旅 遊 業 、 房 屋 、 社 會 福 利 等 。 因 此 ， 這 往 往 是 培 育

未 來 社 會 領 袖 的 苗 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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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曾 經 為 學 生 提 供 甚 麼 社 會 服 務 經 驗 ？ 哪 些 方 面 應 避 免 或 作

出 改 善 ？  

 你 的 學 校 希 望 學 生 通 過 社 會 服 務 達 到 哪 些 特 定 的 學 習 目 標 ？  

 你 的 學 校 還 可 組 織 或 利 用 哪 些 社 會 服 務 ， 為 學 生 提 供 學 習 機 會 ， 以

達 到 特 定 的 學 習 目 標 ？  

 除 了 社 會 服 務 ， 還 有 哪 些 合 適 的 活 動 ， 也 能 達 到 該 特 定 的 學 習 目 標 ? 

 這 些 活 動 能 否 達 成 社 會 服 務 的 其 他 目 標 ？ 如 何 整 合 學 習 過 程 或 活

動 ， 以 達 到 多 個 目 標 ？  

 如 何 確 保 每 個 學 生 在 離 校 前 ， 都 能 為 社 會 或 他 人 服 務 而 有 所 得 益 ？  

 

體 藝 發 展 的 經 歷   

學 校 應 發 掘 和 重 視 課 堂 以 外 及 校 外 的 學 習 機 會 ， 以 輔 助 學 生 在 體 育 和 藝 術

教 育 方 面 的 學 習 ， 以 及 加 強 學 生 共 通 能 力 的 建 立 ， 例 如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和 協

作 能 力 等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有 沒 有 讓 每 個 學 生 都 獲 得 體 藝 發 展 的 經 歷 ， 並 從 中 獲 益 ？

學 習 過 程 的 成 效 如 何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引 導 家 長 反 思 以 下 的 問 題 ， 包 括 ： 透 過 體 藝 發 展 建 立

子 女 的 共 通 能 力 ， 是 否 比 單 純 訓 練 學 生 的 技 巧 重 要 ？ 家 長 有 否 考 慮

子 女 的 意 願 、 興 趣 和 主 動 學 習 等 重 要 因 素 呢 ？ 子 女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發 展 其 他 個 人 興 趣 ？  

 在 資 源 限 制 或 個 人 態 度 的 影 響 下 ， 你 的 學 校 可 以 用 甚 麼 方 法 提 供 更

多 與 體 藝 發 展 相 關 的 學 習 機 會 ， 去 幫 助 學 生 認 識 這 些 活 動 對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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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可 讓 學 生 獲 得 對 工 作 世 界 的 認 知。這 些 活 動 強 調 誠 信、

承 擔 精 神 、 責 任 感 等 工 作 道 德 操 守 ， 能 讓 學 生 了 解 他 們 在 未 來 的 工 作 生 涯

中 所 要 具 備 的 素 質 。  

學 校 可 於 第 一 及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逐 步 推 行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 從 學 生 經 常 接

觸 的 工 作 崗 位 開 始 ， 漸 漸 增 加 他 們 對 工 作 世 界 和 相 關 個 人 素 質 要 求 的 認

知 ， 以 使 他 們 更 了 解 工 作 所 要 具 備 的 素 質 ， 為 第 三 和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的 生 涯

規 畫 打 好 基 礎 ， 使 學 生 升 讀 初 中 及 高 中 的 時 候 ， 能 逐 漸 擴 闊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接 觸 面 。 部 分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是 與 學 習 領 域 有 關 連 的 ， 例 如 科 技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 校 內 相 關 主 任 可 協 助 統 籌 有 關 活 動 ， 讓 學 生 為 未 來 的 事 業 發 展 作

好 準 備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在 推 行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方 面 ， 有 哪 些 優 勢 ？  

 面 對 資 源 及 其 他 的 限 制 ， 你 可 怎 樣 向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學

習 機 會 ？  

 

6.5.3 優 質 的 反 思 ︰ 轉 化 經 歷 為 學 習 的 關 鍵  

反 思 可 深 化 和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學 生 要 從 經 歷 中 有 效 地 學 習 ， 需 要 充 足 的

空 間 和 支 援 ， 可 就 以 下 三 個 範 疇 進 行 反 思 ：  

 聯 繫 以 往 相 關 的 學 習 經 歷，讓 學 習 更 有 意 義。例 如：「 我 學 會 了 甚 麼 ？ 」

「 我 為 甚 麼 學 習 這 些 事 物 ？ 」  

 擴 闊 知 識 。 例 如 ：「 我 怎 樣 才 能 學 到 更 多 這 方 面 的 知 識 ？ 」  

 檢 視 及 重 整 已 有 的 「 知 識 」。 例 如 ：「 我 以 前 這 樣 想 … … ； 現 在 我 認

為 … … 」「 為 甚 麼 這 樣 學 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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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進 學 生 就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進 行 反 思 ， 須 留 意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讓 學 生 在 活 動 前 後 有 充 足 的 反 思 空 間 ， 例 如 ， 在 活 動 後 ， 預 留 時 間 讓

學 生 進 行 反 思 ， 以 便 協 助 他 們 建 立 反 思 的 習 慣 。  

 設 計 多 樣 化 的 教 學 活 動 ， 以 促 進 學 生 較 深 層 的 思 考 及 培 養 他 們 的 反 思

能 力 ， 例 如 ， 突 顯 活 動 的 學 習 目 標 、 對 活 動 作 綜 合 解 說 、 讓 學 生 有 機

會 分 享 反 思 心 得 等 。  

 在 互 相 信 任 、 接 納 ， 以 及 尊 重 個 人 感 受 、 觀 念 和 想 法 的 基 礎 上 ， 建 立

一 個 「 促 進 反 思 」 的 環 境 ， 例 如 ， 尊 重 和 鼓 勵 每 位 學 生 對 一 個 經 歷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反 思 分 享 。  

 反 思 活 動 可 考 慮 包 括 不 同 的 層 次 ， 例 如 總 結 、 內 化 和 把 所 學 應 用 到 其

他 情 境 中 。 只 是 描 述 經 歷 的 過 程 而 沒 有 反 思 從 中 所 學 ， 活 動 經 歷 便 失

去 學 習 的 意 義 。  

 

反 思 可 以 簡 單 地 理 解 為 對 經 歷 的 總 結 和 前 瞻 ， 因 此 ， 反 思 未 必 一 定 要 以 書

寫 形 式 進 行 。 事 實 上 ， 在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情 境 中 ， 反 思 可 以 透 過 多 種 形 式 表

達，例 如，填 寫 工 作 紙、將 心 中 所 想 錄 音、與 同 儕 交 談、以 簡 報 形 式 表 達 、

以 小 組 討 論 形 式 進 行 解 說 、 繪 畫 、 為 特 定 觀 眾 設 計 短 劇 或 集 體 製 作 宣 傳 錄

像 等 。  

 

 示 例  

示 例 一  

某 小 學 為 初 小 的 學 生 舉 行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內 容 是 有 關 校 內 服 務 。 活 動

前 ， 教 師 向 學 生 解 說 是 次 活 動 的 重 點 是 從 服 務 他 人 的 過 程 中 ， 學 習 溝 通

技 巧 和 尊 重 他 人 ， 並 引 用 學 生 的 過 往 經 驗 闡 述 活 動 的 目 標 。 活 動 過 後 ，

教 師 引 導 學 生 選 取 三 個 形 容 詞 ， 以 形 容 他 們 對 溝 通 技 巧 和 尊 重 他 人 方 面

的 體 會 ， 並 鼓 勵 他 們 分 享 活 動 中 的 相 關 經 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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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二  

某 小 學 為 小 五 的 學 生 舉 辦 了 一 個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是 有 關 領 導 才 能 的 歷

奇 訓 練 營 。 除 了 每 節 活 動 的 解 說 外 ， 教 師 於 訓 練 營 後 會 帶 領 學 生 作 一 次

深 入 的 反 思。教 師 設 計 了 一 些 引 導 問 題，例 如，「 回 想 訓 練 營 中 三 個 最 令

你 驚 喜 的 經 歷 」、「 為 何 這 些 經 歷 會 令 你 感 到 驚 喜 呢 ？ 」 「 思 考 這 些 經 歷

對 你 個 人 有 甚 麼 意 義 ？ 」 反 思 活 動 後，學 生 分 成 小 組，製 作 簡 報 分 享 學

習 心 得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為 學 生 提 供 了 多 少 時 間 和 支 援 ， 讓 他 們 對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進 行 反

思 ？   

 你 會 如 何 提 升 學 生 的 反 思 能 力 ？ 目 前 有 甚 麼 有 效 的 策 略 ？ 學 校 的 同

工 可 如 何 分 享 這 些 策 略 ？    

 你 如 何 深 化 學 生 的 反 思 促 使 他 們 建 立 反 思 的 習 慣 ？  

 

6.5.4 全 方 位 學 習 機 會 的 主 要 問 題 和 考 慮 因 素   

領 導 層 面  

學 校 的 有 效 領 導 ， 對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質 素 有 很 大 程 度 的 影 響 。 學 校 領 導 應 ：  

 對 全 方 位 學 習 具 備 清 晰 的 方 向 與 目 標 。  

 與 同 工 達 成 共 識 ， 制 定 全 盤 規 畫 。  

 將 課 堂 學 習 及 全 方 位 學 習 連 繫 ， 加 強 學 生 的 主 動 參 與 和 擴 闊 學 生 的 選

擇 ， 開 展 多 樣 化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並 採 用 有 效 的 資 訊 策 略 ， 以 鼓 勵

教 師 的 投 入 及 學 生 的 熱 心 參 與 。  

 善 用 資 源 及 夥 伴 關 係 ， 以 推 行 具 學 習 意 義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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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應 為 全 方 位 學 習 提 供 一 個 既 全 面 又 具 啟 發 性 的 檢 視 。 可 透 過 一 些 重 要

的 問 題 檢 視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成 效 ， 例 如 ：  

 我 們 現 在 怎 樣 推 行 ？  

 甚 麼 工 作 做 得 好 ？  

 哪 些 做 得 不 好 ？  

 我 們 應 如 何 去 改 進 它 ？  

 

示 例  

示 例 一  

某 小 學 非 常 重 視 全 方 位 學 習 與 課 堂 學 習 的 連 繫 ， 在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帶 領

下 ， 調 適 全 校 的 課 程 內 容 ， 要 求 各 科 教 師 以 全 方 位 學 習 策 略 來 延 展 課 堂

的 教 學 ， 並 安 排 各 科 組 在 教 師 發 展 日 作 匯 報 和 檢 視 ， 以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  

示 例 二  

在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的 帶 領 下 ， 某 小 學 透 過 對 學 校 的 情 境 分 析 ， 讓 全 校 同 工

可 不 同 程 度 地 參 與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工 作 。 對 於 積 極 進 取 的 同 工 ， 學 校 會 透

過 工 作 會 議 ， 讓 有 經 驗 的 同 工 夥 拍 新 參 與 的 同 工 ， 協 助 解 決 困 難 ， 讓 新

參 與 的 同 工 經 歷 成 功 ， 建 立 信 心 ； 此 外 ，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又 邀 請 新 參 與 的

同 工 出 席 學 校 交 流 的 分 享 會 ， 以 增 加 他 們 對 推 動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認

識 。 至 於 其 他 同 工 ， 則 向 他 們 提 供 詳 細 的 工 作 指 引 及 為 他 們 預 備 足 夠 的

物 資 材 料 。 學 校 亦 會 透 過 工 作 成 果 的 分 享 ， 鼓 勵 更 多 同 工 參 與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籌 備 與 策 畫 。  

 

 

 



  全方位學習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5  

示 例 三  

某 小 學 重 視 學 生 在 參 與 活 動 中 所 得 到 的 不 同 學 習 成 果 ， 包 括 知 識 、 技 能

及 價 值 觀 的 改 變 。 學 校 透 過 行 政 會 議 制 定 政 策 的 方 向 ， 並 經 全 體 教 師 在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 詳 細 計 畫 的 推 行 細 節 ， 則 由 有 關 的 功 能 小 組 議 定 。 學 校

決 定 增 設 各 類 獎 項 ， 包 括 證 書 、 獎 品 、 紀 念 品 及 優 點 獎 勵 等 ， 更 透 過 口

頭 讚 揚 、 家 長 回 饋 、 學 生 分 享 、 刊 物 、 資 料 光 碟 及 展 覽 等 ， 讓 學 生 得 到

適 當 的 嘉 許 ， 例 如 ， 在 綜 合 表 演 日 ， 學 校 會 播 放 學 習 成 果 影 片 ， 讓 有 份

參 與 活 動 的 學 生 ， 以 至 家 長 、 教 師 及 參 與 機 構 ， 一 同 分 享 學 習 成 果 。  

 

學 校 如 需 獲 得 更 多 有 關 學 校 領 導 的 資 訊 ， 可 瀏 覽 「 校 本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統 籌

與 檢 視 『 自 我 完 善 配 套 』（ 試 用 版 ）」 網 站 。 這 網 站 包 含 既 有 彈 性 又 容 易 理

解 的 架 構 和 工 具 ， 學 校 可 以 選 取 整 個 配 套 或 抽 取 有 關 部 分 作 推 行 校 本 全 方

位 學 習 自 我 檢 視 之 用 。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層 面  

推 行 優 質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 可 考 慮 活 動 過 程 的 質 素 和 學 習 的 深 度 及 成

效 。 活 動 過 程 的 質 素 ， 包 括 有 關 參 與 者 對 活 動 產 生 的 樂 趣 、 專 注 力 、 滿 足

感 等。一 個 優 質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也 應 該 是 一 個「 有 效 學 習 的 經 歷 」，例

如 ， 學 生 從 中 有 反 思 的 機 會 、 協 作 機 會 ， 並 學 到 一 些 技 巧 、 建 立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 與 相 關 經 驗 連 繫 等 。 學 校 可 透 過 以 下 反 思 問 題 ，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  

 學 習 的 深 度 及 成 效 ：  

 這 次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是 否 有 明 確 清 晰 的 目 標 ？  

 這 次 活 動 有 沒 有 安 排 多 樣 化 的 學 習 策 略 來 照 顧 不 同 的 學 習 模 式 ？  

 這 次 活 動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鼓 勵 學 生 反 思 所 學 ？  

 這 些 經 歷 有 否 鼓 勵 及 推 動 團 隊 合 作 以 及 建 立 互 信 ？   

 這 次 活 動 是 否 讓 學 生 有 更 多 的 自 主 權 ？  

「 校 本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統 籌 與 檢 視 『 自 我 完 善 配 套 』 （ 試 用 版 ） 」 的
網 址 為 ：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QF/02_chi_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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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過 程 的 質 素 ：  

 這 次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是 否 愉 快 ？  

 這 次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有 否 在 獲 取 技 能 與 難 度 挑 戰 上 取 得 平 衡 ？  

 

示 例  

示 例 一 ︰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在 某 小 學 舉 行 戶 外 學 習 營 前 ， 教 師 授 權 部 分 負 責 的 學 生 去 訂 定 行 為 規

範 ， 並 獲 得 大 部 分 同 學 的 認 同 。 教 師 和 學 生 均 需 遵 守 這 些 行 為 規 範 ， 藉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示 例 二 ︰ 學 會 怎 樣 學 習  

在 某 小 學 ， 高 小 學 生 參 與 一 系 列 環 保 及 社 會 服 務 活 動 。 學 生 不 單 培 養 了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 並 且 由 學 生 的 自 我 評 估 資 料 中 顯 示 ， 學 生 甚 至 改 變 了 他

們 的 日 常 行 為 和 態 度 ， 願 意 參 與 更 多 校 外 的 義 務 工 作 ， 並 對 有 關 題 目 更

想 多 了 解 一 些 ， 而 他 們 對 學 校 和 社 區 的 認 知 也 加 深 了 。  

 

另 外 ， 在 與 環 保 團 體 合 辦 的 一 次 社 區 清 潔 活 動 後 ， 學 生 、 教 師 及 團 體 職

員 一 同 進 行 了 深 入 的 討 論，反 思 所 感、所 學，即 時 提 出 活 動 的 改 善 建 議 ，

最 後 ， 大 家 更 決 定 以 市 民 的 身 份 ， 向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署 反 映 他 們 所 搜 集

的 意 見 ， 提 出 改 善 社 區 的 建 議 。  

 

 

 

表 6.1 總 括 了 學 校 為 學 生 策 畫 、 舉 辦 及 評 估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時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學 校 如 需 獲 得 更 多 相 關 資 訊 ， 可 瀏 覽 「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歷 ： 優 質 架 構 」

網 站 ， 網 址 為 ︰  

http://cd1.edb.hkedcity.net/cd/lwl/QF/03_main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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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規 畫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主 要 問 題  考 慮 要 點  備 註  

在 課 程 內 應 計 畫

些 甚 麼 ？  

 各 學 習 階 段 、 學 習 領

域 及 跨 學 習 領 域 的 着

重 點  

 要 達 到 的 學 習 重 點  

 提 供 基 要 學 習 經 歷 的

類 型  

 有 沒 有 重 複 的 工 作 或

不 足 之 處  

 須 協 調 不 同 的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設 計 活 動 手 冊 、資 料 單

張 （ 供 家 長 、 教 師 、 活

動 領 袖 使 用 ）、 工 作 紙  

誰 會 參 與 ？   有 幫 助 學 校 的 經 驗 和

能 力 的 人 士  

 不 同 級 別 的 學 生  

 個 別 學 生 、 小 組 、 全

班  

 教 師 、 教 學 助 理 、 其

他 教 職 員 、 家 長 、 擔

任 督 導 的 高 年 級 學

生 、 領 袖 或 導 師  

 由 校 外 專 家 或 專 業 人

士 擔 任 顧 問 、 講 者 或

領 袖  

 與 其 他 學 校 、 團 體 、

組 織 合 作  

 教 師 、 導 師 、 領 袖 培

訓  

 及 早 參 與 ， 效 果 更 好  

 界 定 不 同 關 鍵 人 物 的

角 色  

 照 顧 無 法 享 有 均 等 機

會 的 學 生 的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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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哪 裏 學 習 ？   在 校 內 、 學 校 附 近 、

鄰 近 社 區 或 其 他 區

域 ？  

 室 內 或 室 外 ？ 郊 野 或

市 區 ？  

 香 港 境 內 或 境 外 ？  

 取 得 使 用 公 共 設 施 的

許 可 或 批 准  

 所 需 的 設 施 或 設 備  

 安 全 措 施 、 保 險  

 交 通 工 具  

 與 相 關 機 構 、 組 織 的 聯

絡  

在 學 生 學 習 過 程

中 應 強 調 甚 麼 ？  

 使 學 生 清 楚 知 道 學 習

目 標 （ 例 如 簡 介 會 ）  

 學 習 經 歷 及 情 境 須 對

應 學 習 目 標 或 重 點  

 讓 學 生 能 常 常 投 入 有

意 義 和 主 動 的 學 習 活

動 ， 以 達 到 預 期 的 學

習 目 標  

 為 學 生 提 供 反 思 的 機

會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就 自

己 在 學 習 上 的 進 展 作

反 思  

 以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 收 集 學 生 在 整 個 學

習 階 段 顯 著 進 步 的 顯

證  

怎 樣 評 估 學 生 表

現 ？ 評 估 些 甚

麼 ？   

 採 取 可 讓 學 生 具 體 地

了 解 自 己 學 習 表 現 的

回 饋 策 略 ， 以 及 可 促

進 學 生 於 另 一 次 學 習

經 歷 的 學 習 策 略  

 訂 立 具 體 的 評 估 目 標

和 採 用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方 法 ， 例 如 觀 察 態 度

的 轉 變 、 反 思 日 誌 、

經 驗 分 享 、 成 果 展

示 、 設 立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所 需 的 資 料 及 專 業 意

見  

 記 錄 學 生 進 展 的 紀 錄

工 具  

 向 學 生 及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收 集 意 見 的 方 法   

 報 告 方 法  

 評 估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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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全方位學習的注意事項   

 全 方 位 學 習 應 是 重 質 不 重 量 ， 因 此 ， 教 師 需 確 保 學 生 從 全 方 位 學 習 所

得 的 經 驗 與 訂 定 的 學 習 目 標 相 符 ， 並 引 導 學 生 就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事 情 作

反 思 而 有 所 領 會 。  

 全 方 位 學 習 並 不 只 是 對 優 秀 學 生 的 獎 勵 ， 而 是 為 所 有 學 生 提 供 機 會 ，

讓 他 們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發 揮 潛 能 。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重 心 是 學 習 目 標 和 過 程，「 活 動 形 式 」只 是 達 到 目 的 的 手

法 。 由 於 學 習 發 生 於 特 定 的 社 會 文 化 情 境 中 ， 負 責 學 習 活 動 的 教 師 或

組 織 者，宜 對 不 同 學 生 的 需 要 保 持 敏 覺 力，並 因 應 情 況 調 適 學 習 活 動 。  

 學 校 應 避 免 籌 辦 費 用 高 昂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 因 這 類 活 動 不 一 定 比 所

費 無 幾 的 活 動 更 有 成 效 。 全 方 位 學 習 是 要 讓 經 濟 環 境 較 差 的 學 生 也 有

參 與 活 動 的 機 會 ， 而 成 本 效 益 亦 是 策 畫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的 考 慮 因 素 。  

 全 方 位 學 習 並 不 是 毫 無 關 連 的 活 動 的 混 合 體 。 為 確 保 全 方 位 學 習 能 夠

促 進 學 生 在 求 學 期 間 的 長 遠 個 人 發 展 ， 學 校 應 制 定 一 套 機 制 ， 推 動 全

方 位 學 習 。 此 外 ， 亦 應 建 立 網 絡 以 加 強 發 展 ， 並 利 用 持 續 性 評 估 ， 以

改 進 成 效 。  

 反 思 能 促 進「 從 經 歷 中 學 習 」。學 生 經 歷 了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後，在 老 師

的 引 導 下 進 行 反 思 ， 可 把 經 歷 轉 化 為 學 習 。 事 實 上 ， 當 學 生 主 動 投 入

參 與 學 習 經 歷 時 ， 他 們 的 反 思 會 傾 向 較 深 層 ， 正 面 影 響 個 人 的 價 值 觀

和 信 念 ， 從 而 誘 發 持 續 性 的 思 考 ， 建 立 良 好 的 反 思 習 慣 。  

 優 質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會 正 面 影 響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習 慣 ， 故 此 ， 學 校 應

對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發 展 作 出 宏 觀 的 規 畫 ， 檢 視 學 生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經 驗 ，

是 否 有 重 複 、 欠 缺 和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  

 除 教 師 的 優 質 回 饋 ， 學 校 亦 可 滲 入 學 生 互 評 或 自 評 的 策 略 ， 並 以 具 體

學 習 顯 證 來 展 示 評 估 的 成 果 ， 使 學 生 更 掌 握 評 估 的 準 則 ， 加 強 自 主 學

習 者 的 角 色 ， 以 促 進 下 一 步 的 學 習 。  

 在 全 方 位 學 習 中 ， 除 了 培 養 學 生 創 造 、 溝 通 和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三 個 優 先 發 展 的 共 通 能 力 ， 也 應 加 強 培 養 學 生 的 自 我 管 理 和 協 作 能

力 ， 讓 學 生 能 邁 向 自 主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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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背景  

隨 着 學 校 的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建 設 和 通 訊 網 絡 日 趨 完 善 ， 不 少 教 學 活 動 都 利 用

多 媒 體 及 互 聯 網 資 源 。 社 交 網 絡 的 出 現 ， 也 增 加 了 教 師 和 學 生 之 間 ， 以 至

學 生 和 學 生 之 間 的 溝 通 渠 道 ， 使 合 作 式 的 研 習 日 益 普 及 ， 教 學 方 式 也 更 趨

多 元 化 。 學 校 普 遍 採 用 學 習 管 理 系 統 ， 為 學 生 提 供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 近 年 ，

互 動 及 具 創 意 的 電 子 書 的 出 現 ， 更 有 助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  

 

根 據《 2007 年 版 權（ 修 訂 ）條 例 》的 版 權 豁 免 條 文 ， 非 牟 利 教 育 機 構 使 用

版 權 作 品 作 教 學 用 途 時，已 由 缺 乏 彈 性 的「 允 許 作 為 」，擴 展 至 更 方 便 教 師

教 學 和 學 生 學 習 的 「 公 平 處 理 」 條 文 ； 教 育 局 亦 協 助 學 校 參 加 影 印 的 特 許

協 議 ， 各 大 報 章 雜 誌 也 給 予 學 校 複 印 豁 免 。 學 校 使 用 版 權 作 品 作 教 學 用 途

時 ， 實 受 惠 於 這 有 利 的 環 境 ， 為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提 供 了 寛 鬆 有 利 的 環 境 及 更

豐 富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踏 入 數 碼 新 時 代 ， 使 用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是 大 勢 所 趨 。 教 師 可 以 充 分 利 用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的 互 動 和 即 時 功 能 ， 照 顧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在 課 堂 上 建 立 有

效 的 學 習 群 體 ， 取 得 傳 統 課 本 與 教 學 模 式 所 沒 有 的 效 果 ，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效

益 。 善 用 電 子 學 習 的 靈 活 特 性 ， 更 能 啟 發 和 促 進 學 生 的 自 主 學 習 ， 深 化 教

師 作 為 學 習 促 進 者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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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上 述 提 及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外 ， 學 校 圖 書 館 在 提 供 以 至 管 理 學 與 教 資 源 方

面 ， 也 擔 當 了 重 要 角 色 。 為 提 升 小 學 圖 書 館 的 服 務 ， 教 育 局 已 全 面 實 行 為

各 資 助 普 通 小 學 提 供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1。 此 外 ， 教 育 局 也 為 在 職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 包 括 為 新 入 職 圖 書 館 主 任 而 設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文 憑 課 程 ， 以 確 保 他 們 具 足 夠 專 業 知 識 提 供 圖 書 館 服 務 。  

 

由 於 學 校 致 力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有 利 的 閱 讀 條 件 ， 例 如 豐 富 圖 書 館 館 藏 和 美 化

圖 書 館 環 境，學 校 的 圖 書 館 多 已 蛻 變 成 為 多 姿 多 采、資 源 豐 富 的 學 習 空 間。

此 外 ， 經 多 年 來 的 專 業 發 展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除 了 負 責 管 理 圖 書 館 ， 更 進

一 步 擔 演 着 閱 讀 統 籌 主 任 、 資 訊 專 家 、 教 學 夥 伴 及 課 程 資 源 促 進 者 的 重 要

角 色 。  

目 前 ，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館 藏 已 漸 趨 多 元 化 ， 大 部 分 學 校 圖 書 館 在 推 動 校 內 閱

讀 風 氣 方 面 發 揮 了 重 要 的 功 能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也 透 過 圖 書 館 課 、 與 學 科

協 作 教 學 和 組 織 其 他 相 關 活 動 ，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讀 興 趣 和 習 慣 ， 教 授 學 生 資

訊 技 能 和 提 升 學 生 的 資 訊 素 養 ， 例 如 不 同 類 型 閱 讀 材 料 的 特 性 、 資 訊 的 搜

尋 和 應 用 等 。 這 些 活 動 對 擴 闊 學 生 的 知 識 面 ，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 有 良

好 的 效 果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和 教 師 之 間 的 合 作 ， 是 促 進 有 效 學 習 和 教 學 的 關 鍵 ， 能 使

學 生 學 習 更 加 獨 立 自 主 ， 不 少 學 校 已 加 強 了 圖 書 館 和 教 師 之 間 的 合 作 。 為

促 進 深 入 且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 部 分 學 校 更 將 閱 讀 和 資 訊 素 養 能 力 融 入 課 程 ，

以 提 升 學 生 對 學 科 內 容 的 掌 握 ， 進 一 步 培 養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和 態 度 。

因 此 ， 加 強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與 教 師 之 間 的 夥 伴 關 係 ， 強 化 課 程 協 作 者 的 角

色 ， 將 繼 續 是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發 展 方 向 。  

 

7.2 本章目的  

 說 明 選 擇 及 善 用 優 質 學 與 教 資 源 ， 包 括 教 科 書 ， 對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說 明 學 校 可 如 何 提 升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 以 及 如 何 加 強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在 支 援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角 色 ， 以 幫 助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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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學與教資源目的及作用  

有 效 運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 能 為 學 生 創 造 有 意 義 的 學 習 經 歷 。 除 教 科 書 外 ， 不

同 類 型 的 資 源，包 括 參 考 書、作 業、工 作 紙、網 上 學 習 材 料、電 腦 軟 件 套 、

電 子 書 、 自 然 環 境 、 社 區 資 源 等 ， 均 在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適 切 地 運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 不 但 有 助 提 升 師 生 間 的 互 動 ， 並 且 能 拓 寬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以 及 照 顧 他 們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 配 合 各 類 型 知 識 分 享 平 台 ， 如

圖 書 館 、 學 習 社 群 及 互 聯 網 等 的 應 用 ， 更 能 協 助 學 生 循 序 建 構 知 識 ， 以 及

培 養 他 們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 積 極 的 態 度 和 各 種 共 通 能 力 ， 為 終 身 學 習 奠 定 穩

固 的 基 礎 。  

 

 

7.4 有效運用教科書及其他學與教資源  

教 師 應 參 考 本 指 引 及 相 關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的 課 程 文 件 ， 貫 徹 課 程 目 標 ， 並

因 應 學 生 的 需 要 ， 挑 選 或 自 行 編 訂 適 當 的 教 材 。  

為 方 便 學 校 選 擇 合 適 的 印 刷 課 本 和 學 習 材 料 ， 各 科 各 級 的 「 適 用 書 目 表 」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網 頁 供 學 校 參 考 ， 而 有 關 資 料 會 適 時 更 新 。 凡 列 入 「 適 用 書

目 表 」 內 的 課 本 及 學 習 材 料 ， 其 內 容 、 組 織 編 排 、 語 文 及 編 印 設 計 方 面 ，

均 已 通 過 教 育 局 課 本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科 課 本 評 審 小 組 的 評 審 ， 符 合 優 質 印 刷

課 本 的 要 求 。

 

「 適 用 書 目 表 」 可 在 「 教 育 局 ： 教 科 書 資 訊 」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反 思 與 行 動  

 運 用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可 以 為 學 生 帶 來 甚 麼 不 同 的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應 如 何 選 取 適 切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你 運 用 了 哪 些 學 與 教 資 源 ？ 它 們 能 否 發 揮 預 期 的 教 學 效 果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提 升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量，使 他 們 能 有 效 運 用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以 配 合 學 生 需 要 ， 達 至 學 習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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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善 用 教 科 書 及 其 他 學 與 教 資 源  

教 師 應 根 據 不 同 學 生 的 需 要 和 能 力 ， 調 適 教 科 書 的 內 容 並 小 心 挑 選 其 他 相

關 的 材 料 ， 同 時 也 要 確 保 所 教 授 的 課 程 已 涵 蓋 所 有 基 本 元 素 及 學 習 重 點 。  

 

選 用 學 與 教 資 源 時 要 考 慮 的 因 素  

在 選 用 印 刷 課 本 、 電 子 教 科 書 及 其 他 學 與 教 資 源 時 ， 應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  

 能 提 供 獲 取 知 識 的 途 徑 及 逐 步 建 構 知 識 的 框 架 ， 幫 助 學 生 求 取 進 步 。  

 能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讓 他 們 積 極 投 入 學 習 ， 提 高 學 習 效 能 。  

 能 提 供 探 究 、 討 論 和 共 同 建 構 知 識 的 機 會 ， 培 養 學 生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作 出 明 智 的 判 斷 。  

 能 補 足 及 延 展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所 學 的 知 識 ， 拓 寬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歷 。  

 能 提 供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習 活 動 及 多 樣 化 的 學 習 經 歷，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能 培 養 學 生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發 展 各 種 共 通 能 力 和 自 主 學 習 策 略。  

 具 備 良 好 的 語 文 質 素 、 合 理 的 價 格 和 重 量 。  

教 師 還 可 透 過 使 用 參 考 書 、 多 媒 體 資 源 、 網 上 教 材 等 學 與 教 資 源 ， 鼓 勵 學

生 利 用 來 自 不 同 渠 道 的 資 訊 進 行 研 習 ， 讓 他 們 更 全 面 地 理 解 和 分 析 問 題 或

事 件 ； 與 此 同 時 ， 亦 可 以 把 現 實 世 界 的 議 題 帶 進 課 堂 ， 體 現 學 以 致 用 的 精

神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為 協 助 教 師 挑 選 及 編 訂 教 學 材 料 以 照 顧 學 生 的 需 要 ， 教 育 局 推 出 了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提 供 涵 蓋 四 個 學 習 階 段（ 小 一 至 中 六 ）的 八 個

學 習 領 域 、 小 學 常 識 科 及 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數 碼 化 資 源 ， 內 容 分 為 「 學 與

教 資 源 」、「 評 估 課 業 參 考 站 」、「 課 程 文 件 」 及 「 教 師 培 訓 」 四 個 部 分 ， 其

中 「 學 與 教 資 源 」 部 分 ， 按 課 程 架 構 把 教 育 局 多 年 來 發 展 的 教 學 資 源 重 新

組 織 。 教 師 除 可 按 課 程 分 類 瀏 覽 網 上 資 源 外 ， 亦 可 透 過 關 鍵 字 詞 、 資 源 性

質 及 數 碼 格 式，搜 尋 相 關 教 學 材 料，設 計 合 適 的 學 習 材 料，豐 富 課 堂 教 學 ，

提 升 學 與 教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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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分 享 學 與 教 資 源  

學 校 可 考 慮 以 下 安 排 ， 創 造 資 源 共 享 環 境 ：  

 在 已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保 障 知 識 產 權 的 情 況 下 ， 透 過 內 聯 網 或 校 內 的 其 他

途 徑 ， 讓 師 生 分 享 學 與 教 資 源 。  

 組 織 專 業 發 展 小 組 ， 讓 教 師 就 運 用 不 同 類 型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進 行 教 學 反

思 及 經 驗 分 享 。  

 透 過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和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教 師 的 協 作 ， 推 行 「 資 源 為 本 」

的 學 習 ， 設 計 合 適 的 教 材 支 援 教 學 ， 促 進 學 與 教 的 成 效 。  

 將 部 分 參 考 資 料 或 故 事 書 放 置 於 課 室 或 學 校 圖 書 館 內 ， 供 學 生 輪 流 使

用 。  

「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edbosp 

 反 思 與 行 動  

 眾 所 周 知 ， 教 科 書 並 不 是 學 生 唯 一 的 學 習 材 料 。 你 會 如 何 適 當 地

選 取 教 科 書 的 內 容 ， 輔 以 其 他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你 的 學 校 能 否 有 系 統 地 保 存 各 種 學 與 教 資 源 ， 並 作 妥 善 分 類 ， 以

便 利 教 學 ﹖  

 你 會 如 何 善 用「 教 育 局 一 站 式 學 與 教 資 源 平 台 」， 為 學 生 提 供 多 元

化 學 習 活 動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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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學校圖書館的發展和資源  

為 師 生 提 供 有 效 和 方 便 的 渠 道 ， 讓 他 們 能 快 捷 地 取 得 適 用 的 知 識 和 資 訊 ，

有 助 培 育 終 身 學 習 者 。 學 校 圖 書 館 在 這 方 面 發 揮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7.5.1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功 能  

學 校 圖 書 館 應 有 計 畫 地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和 學 習 資 源 ， 例 如 報 紙 、 雜 誌 和

電 子 書 等 ， 讓 學 生 不 僅 有 機 會 從 閱 讀 中 獲 得 樂 趣 和 意 義 ， 而 且 有 信 心 和 能

力 應 付 泛 濫 的 資 訊 。 學 校 圖 書 館 作 為 一 個 學 習 中 心 ， 它 的 核 心 功 能 是 ：  

 作 為 一 個 資 源 中 心 ， 讓 師 生 有 系 統 地 閱 讀 大 量 各 種 形 式 的 資 訊 ， 互 相

交 流 、 學 習 和 成 長 。  

 提 供 一 個 配 備 了 傳 統 、 科 技 和 人 力 資 源 等 設 施 的 有 利 環 境 ， 讓 學 生 享

受 閱 讀 樂 趣 和 投 入 學 習 ， 培 養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提 供 一 個 虛 擬 的 空 間 ， 讓 學 生 能 獨 立 地 或 與 人 協 作 ， 進 行 探 究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搜 尋 資 料 和 建 構 知 識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推 動 學 與 教 資 源 分 享 文 化 的 情 況 如 何 ？ 應 如 何 進 一 步 推

廣 這 種 分 享 文 化 ？  

 有 學 校 透 過 推 動 課 本 重 用 計 畫 ， 以 鼓 勵 學 生 保 持 課 本 整 潔 和 完 整 ，

好 讓 學 弟 妹 能 循 環 使 用 ， 承 傳 關 愛 文 化 ； 並 培 養 學 生 「 做 筆 記 」的

習 慣 ， 發 展 自 學 能 力 。 如 你 的 學 校 推 行 課 本 重 用 計 畫 ， 目 標 如 何 設

定 ﹖ 怎 樣 才 可 以 有 效 推 動 資 源 共 享 ？  

 你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與 教 師 之 間 怎 樣 進 行 協 作， 共 同 推 行「 資 源 為

本 」 的 學 習 ？  

 如 何 才 能 鼓 勵 學 生 在 班 內 成 立 閱 讀 材 料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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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 精 心 安 排 的 學 習 天 地  

環 境 布 置   

充 足 的 光 線 、 色 彩 繽 紛 的 布 置 ， 以 至 各 種 各 樣 的 圖 案 、 照 片 、 洋 娃 娃 、 盆

栽 等 物 品 的 點 綴 ，這 個 對 兒 童 滿 有 吸 引 力 的 天 地 ，就 是 該 校 的 圖 書 館。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計 畫 是 先 吸 引 學 生 到 圖 書 館 去 ， 再 引 發 他 們 對 閱 讀 的 興

趣。圖 書 館 的 館 藏 涉 及 的 範 疇 十 分 廣 泛，有 圖 畫 書、故 事 書、知 識 性 讀 物 ，

甚 至 連 益 智 漫 畫 也 一 應 俱 全 ， 既 能 配 合 學 生 興 趣 ， 也 能 支 援 學 科 閱 讀 。  

學 習 資 源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設 施 很 齊 備，設 有 六 部 電 腦 供 學 生 使 用 網 上 自 學 資 源 及 其 他

電 腦 學 習 軟 件 。 同 時 ， 又 設 有 錄 音 機 和 光 碟 ， 包 括 英 語 故 事 聆 聽 、 齊 學 普

通 話 、 宗 教 故 事 等 ，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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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運 作  

隨 着 資 訊 科 技 的 發 展 ， 學 校 圖 書 館 作 為 一 個 資 源 中 心 ， 可 為 學 生 提 供 各 種

學 習 機 會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通 過 與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細 心 規 畫 ， 可 確 保 能 成 功

地 推 行 以 下 各 項 ：  

資 源  

 由 學 生 、 家 長 義 工 或 文 職 人 員 支 援 ， 在 內 聯 網 或 互 聯 網 上 以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管 理 各 種 備 用 學 與 教 參 考 資 料 及 閱 讀 材 料 。  

 提 供 以 學 校 整 體 課 程 及 學 生 的 各 種 需 要 、 閱 讀 水 平 和 興 趣 為 重 點 的 多

媒 體 資 源 ， 例 如 電 子 書 、 電 子 資 料 庫 和 視 像 光 碟 等 。  

活 動  

 透 過 獨 立 活 動 或 與 教 師 共 同 發 展 的 協 作 教 學 活 動 ， 培 養 學 生 的 研 習 和

資 訊 技 能 。  

 舉 辦 多 元 化 的 閱 讀 活 動 ， 例 如 講 故 事 、 分 享 閱 讀 、 跨 課 程 專 題 研 習 的

閱 讀 和 閱 讀 計 畫 等 。  

行 政 和 管 理  

 全 年 計 畫 ： 包 括 開 支 預 算 、 運 作 計 畫 、 時 間 表 、 借 用 及 使 用 政 策 和 各

種 與 教 師 及 家 長 協 作 計 畫 等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為 圖 書 館 領 袖 生 、 家 長 義 工 、 協 助 學 校 圖 書 館 運 作 和

舉 辦 活 動 的 後 勤 員 工 提 供 培 訓 ， 並 舉 辦 或 參 加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  

 館 藏 管 理 ： 訂 定 館 藏 發 展 政 策 、 開 發 及 選 擇 圖 書 館 資 源 、 評 估 館 藏 及

其 使 用 情 況 。  

 分 類 及 編 目 ： 把 資 料 按 標 準 歸 類 ， 並 作 組 織 及 整 理 。  

 設 施 管 理 ： 管 理 各 項 設 施 ， 例 如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和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  

 推 廣 及 宣 傳 計 畫 ： 例 如 標 語 、 海 報 、 通 告 、 宣 傳 活 動 ， 向 教 師 和 家 長

傳 遞 的 訊 息 ， 及 使 用 者 的 回 饋 和 意 見 調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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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角 色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是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關 鍵 人 物 ， 其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 對 推 動 閱

讀 及 培 養 學 生 的 資 訊 素 養 非 常 重 要 ， 而 這 兩 方 面 對 發 展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的 能

力 和 課 程 的 推 行 ， 也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在 以 下 各 方 面 也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圖 書 館 負 責 人 ： 計 畫 和 管 理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日 常 運 作 ， 讓 學 校 圖 書 館 發

揮 學 習 中 心 的 角 色 。  

 閱 讀 統 籌 人 ： 統 籌 及 管 理 閱 讀 材 料 和 與 課 程 相 關 的 資 源 ， 以 支 援 學 生

閱 讀 及 從 閱 讀 中 學 習 。  

 資 訊 專 家 ： 培 養 學 生 的 資 訊 素 養 ， 使 他 們 具 備 尋 找 、 存 取 和 評 估 資 訊

的 能 力 ， 並 有 效 和 合 理 地 使 用 資 訊 ， 以 創 造 和 傳 達 知 識 。  

 教 學 夥 伴 ： 與 教 師 協 作 ， 推 動 學 習 領 域 和 跨 課 程 的 學 與 教 。  

 課 程 資 源 促 導 者 ： 與 教 師 協 作 ， 因 應 學 生 需 要 及 課 程 內 容 要 求 ， 選 取

合 適 的 資 源 ， 協 助 推 動 閱 讀 、 專 題 研 習 和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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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 圖 書 協 作 課  

某 小 學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班 主 任 和 常 識 科 教 師 合 作 ， 在 小 六 下 學 期 的

圖 書 課 與 常 識 科 推 行 協 作 活 動 。  

 

在 六 年 級 下 學 期 ， 常 識 科 進 行 專 題 研 習 ， 為 加 強 學 習 成 效 ， 圖 書 課 的 教

學 內 容 會 配 合 有 關 課 程 。 協 作 活 動 主 要 包 括 閱 讀 分 享 和 學 習 策 略 兩 部

分 。 閱 讀 分 享 部 分 配 合 研 習 的 內 容 主 題 ， 選 取 篇 章 供 學 生 自 由 閱 讀 和 作

分 享；而 學 習 策 略 所 教 授 的 策 略，例 如 PQRST 閱 讀 策 略 2、事 實 與 偏 見 、

多 角 度 思 維 等 ， 都 是 和 學 科 課 程 有 關 的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在 這 個 活 動 中 擔 任 的 角 色 ：  

 和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常 識 科 主 任 、 電 腦 科 主 任 一 起 訂 定 課 程 目 標 、

發 展 方 向 、 課 程 內 容 、 進 行 時 間 、 評 估 等 事 宜 。  

 定 期 舉 辦 相 關 的 主 題 書 展 ， 又 為 教 學 活 動 提 供 多 元 化 學 習 資 源 。  

 與 常 識 科 主 任 共 同 設 計 教 材 ， 並 與 學 科 教 師 協 作 ， 教 授 學 習 技 巧 。  

 在 圖 書 館 編 訂 的《 親 子 閱 讀 獎 勵 計 畫 紀 錄 冊 》中 收 錄 常 識 科 提 供 的 學

習 內 容 。  

 協 調 課 程 進 度 及 安 排 申 請 校 外 資 源 舉 辦 家 長 講 座 及 學 生 講 座 。  

 

圖 7.1 展 示 可 怎 樣 提 升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服 務 ， 促 進 學 會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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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提 升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與 學 會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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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推 動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效 能 ， 校 內 各 成 員 應 注 意 ：  

 校 長 ／ 副 校 長  

 了 解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對 學 生 閱 讀 和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按 規 例 所 定，安 排 新 入 職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報 讀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訓 練

課 程 或 其 他 專 業 進 修 課 程 。  

 確 保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具 足 夠 的 能 力 和 空 間，有 效 地 履 行 其 主 要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  

 確 保 圖 書 館 發 展 小 組 制 定 的 館 藏 政 策 配 合 校 本 課 程 和 學 生 的 需 要。 

 提 供 一 個 科 技 化 的 環 境，包 括 網 絡、硬 件、軟 件 和 技 術 支 援，以 便

應 用 內 容 範 圍 廣 泛 、 形 式 多 元 化 的 資 訊 。  

 鼓 勵 和 支 援 教 師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協 作 計 畫 和 教 學，並 為 他 們 作

相 應 的 時 間 安 排 和 資 源 調 配 。  

 讓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參 與 學 校 有 關 閱 讀 及 資 訊 素 養 的 委 員 會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讓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參 與 發 展 及 推 行 學 校 課 程 計 畫 。  

 鼓 勵 和 支 持 教 師 及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合 作 推 行 校 本 閱 讀 計 畫 及 資 訊

素 養 計 畫 。  

 鼓 勵 教 師 在 學 與 教 上 善 用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資 源 及 支 援 。  

 教 師   

 在 日 常 的 學 習 活 動 和 專 題 研 習 中 融 入 閱 讀 活 動，並 且 鼓 勵 學 生 使 用

真 實 的 資 料 。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合 作，通 過 協 作 教 學 和 課 程 發 展，培 養 學 生 的 資

訊 技 能 ， 揀 選 及 提 供 獲 取 資 源 的 途 徑 。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共 同 籌 畫 和 制 定 策 略，提 高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和 鼓

勵 他 們 應 用 多 元 化 的 資 訊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保 持 靈 活 開 放 的 態 度 ， 關 注 學 生 和 教 師 不 同 的 需 要 。  

 與 校 長 、 教 師 和 家 長 發 展 協 作 夥 伴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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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 展 網 絡 和 溝 通 渠 道 ， 增 進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  

 檢 視 現 有 圖 書 館 服 務 及 活 動 的 優 勢 和 不 足 之 處 ， 制 定 改 進 計 畫 。  

 與 教 師、校 長、家 長 和 其 他 學 校 的 圖 書 館 主 任 討 論，聽 取 他 們 的 建

議 。  

 

7.5.4 促 進 學 校 圖 書 館 發 展 的 條 件  

以 下 是 促 進 學 校 圖 書 館 發 展 的 條 件 ：  

 善 用 本 身 資 源  

 善 用 相 關 的 撥 款，購 置 先 進 的 器 材，因 應 學 校 整 體 課 程、學 生 的 各

種 需 要 和 科 技 發 展，增 添 多 元 化 館 藏 和 更 新 現 有 的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 

 安 排 學 科 教 師 加 入 圖 書 館 發 展 小 組，與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協 作，發 展

館 藏 計 畫 。  

 確 保 教 師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參 與 相 關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  

 創 造 時 間 和 空 間  

 讓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參 與 規 畫 及 統 籌 閱 讀 計 畫，培 養 學 生 的 資 訊 和 共

通 能 力 ； 並 支 持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與 教 師 推 行 協 作 教 學 。  

 培 訓 圖 書 館 領 袖 生 和 圖 書 館 後 勤 員 工，讓 他 們 負 責 有 意 義 的 職 務 。 

 為 家 長 提 供 培 訓 ， 讓 他 們 能 夠 支 援 圖 書 館 的 運 作 和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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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 加 強 家 長 的 參 與  

家 長 參 與 對 推 動 學 生 閱 讀 的 幫 助 很 大。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可 策 動 家 長 參 與

閱 讀 計 畫 ， 共 同 建 立 學 校 的 閱 讀 文 化 。  

 

親 子 共 讀 計 畫  

某 小 學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實 施 親 子 共 讀 計 畫。學 生 需 在 閱 讀 書 本 後 和 家 長 分

享。其 後，家 長 需 在 紀 錄 冊 上 簽 名 作 實。這 既 讓 家 長 認 識 到 學 校 重 視 閱

讀 ， 也 有 助 培 養 家 庭 的 閱 讀 氣 氛 ， 建 立 學 生 閱 讀 習 慣 ， 增 進 親 子 關 係 。

 

「 故 事 爸 媽 」  

動 員 外 力 有 助 學 校 推 動 閱 讀。某 小 學 的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在 每 年 9 月 招 募

家 長 義 工 擔 任 故 事 爸 媽 。 在 9 月 至 10 月 期 間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會 安 排

義 工 參 加 訓 練，訓 練 內 容 包 括 介 紹 故 事 爸 媽 的 角 色、講 故 事 的 技 巧、引

導 學 生 思 考 的 方 法、怎 樣 選 書 及 利 用 道 具 等。在 實 習 後，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會 安 排 故 事 爸 媽 為 小 一 至 小 二 學 生 講 故 事 ， 又 定 期 與 他 們 分 享 和 檢

討。家 長 義 工 普 遍 認 為 計 畫 有 助 學 校 推 廣 閱 讀，加 強 他 們 對 學 校 的 歸 屬

感 。 此 外 ， 他 們 學 到 的 知 識 也 有 助 提 升 子 女 的 閱 讀 能 力 。  

 

 選 擇 最 適 當 的 切 入 點  

 檢 討 近 期 圖 書 館 計 畫 和 活 動 的 成 果 。  

 修 訂 下 一 年 度 的 圖 書 館 全 年 計 畫，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務 實 目 標 為 重

心 。  

 參 考 其 他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經 驗 ， 並 尋 求 教 育 局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  

 訂 定 優 先 項 目，例 如，翻 新 圖 書 館 的 設 置、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增

加 館 藏；培 訓 圖 書 館 領 袖 生、家 長 或 圖 書 館 職 員；制 定 推 廣 閱 讀 策

略，並 透 過 跨 課 程 學 習 活 動，培 養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資 訊 技 能 和 閱

讀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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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學 校 圖 書 館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有 效 運 作  

學 校 圖 書 館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 可 運 作 得 更 有 效 ， 以 支 援 學 生 的 學 習 ：  

 由 校 長 領 導 及 提 供 資 源，發 展 優 質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支 援 學 生 的 學 習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與 教 師 發 展 協 作 文 化 ， 並 與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組 織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 從 而 增 加 獲 取 資 訊 的 渠 道 ，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習 慣 。  

 學 校 圖 書 館 支 援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的 推 行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讓 學 生 建 立 正 確 的 價 值 觀，學 會 尊 重 知 識 產 權 和

版 權，在 使 用 學 習 和 閱 讀 材 料 時 會 註 明 資 料 來 源，並 在 有 需 要 時 編

列 參 考 書 目 。  

 從 閱 讀 中 學 習：為 學 與 教 活 動 提 供 不 同 來 源 和 形 式 的 閱 讀 材 料 及 其

他 資 訊，並 透 過 支 援 或 組 織 跨 課 程 活 動，支 援 學 生 學 習 及 達 到 有 關

目 標 。  

 專 題 研 習：透 過 專 題 研 習，教 導 學 生 如 何 有 效 地 找 尋、篩 選、分 析

和 綜 合 不 同 來 源 和 形 式 的 資 訊 ， 以 及 掌 握 和 應 用 資 訊 技 能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進 行 互 動 學 習：教 導 學 生 怎 樣 從 自 動 化 圖 書 館 目 錄 、

電 子 資 料 庫 和 互 聯 網 ， 找 尋 所 需 的 資 訊 。  

 

示 例 ： 配 合 學 習 需 要 的 圖 書 館 服 務  

在 學 年 開 始 之 前 ， 某 小 學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參 加 校 內 訂 定 課 程 發 展 的 會

議 ， 了 解 學 科 需 要 ， 隨 後 檢 視 館 藏 能 否 支 援 各 項 計 畫 ， 並 找 出 需 要 加 強

的 範 圍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繼 而 聯 絡 出 版 社 ， 搜 集 相 關 書 目 ， 供 教 師 選 擇

需 要 訂 購 的 書 籍 和 雜 誌 。 此 外 ， 又 透 過 「 團 體 借 閱 圖 書 館 資 料 服 務 」， 借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相 關 資 源 。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書 目 也 按 學 習 需 要 加 上 主 題 詞 ， 方 便 師 生 利 用 圖 書 館 檢 索

系 統 檢 索。教 師 在 推 行 教 學 計 畫 前，請 圖 書 館 列 印 相 關 書 目，作 為 參 考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又 配 合 學 科 教 學 ， 在 館 內 展 示 主 題 書 籍 ， 供 學 生 學 習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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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促 進 學 校 圖 書 館 有 效 服 務 的 支 援 措 施  

教 育 局 支 援 學 校 及 教 師 的 措 施 ：  

 為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印 製 了 參 考 資 料 ， 介 紹 如 何 發 展 有 效 能 的 圖 書 館 服

務 ， 並 為 校 長 和 教 師 製 作 了 資 源 套 ， 說 明 圖 書 館 在 促 進 學 習 及 推 廣 閱

讀 方 面 可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  

 定 期 為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學 校 領 導 層 和 教 師 舉 辦 講 座 、 工 作 坊 和 交 流

會 ，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發 展 及 善 用 圖 書 館 服 務 ， 在 學 校 推 廣 閱 讀 及 提 升 學

生 的 資 訊 技 能 ， 亦 開 辦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文 憑 課 程 。  

 進 行 各 項 協 作 式 研 究 及 發 展 計 畫 ，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學 科 教 師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協 作 教 學 活 動 ， 提 升 學 生 的 資 訊 技 能 ， 並 培 養 他 們 的 閱 讀 習

慣 。  

 出 版 及 開 發 一 系 列 課 程 資 源 以 分 享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成 功 經 驗 ， 以 及 為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提 供 有 關 資 源 以 作 參 考 ， 包 括 ：  

 《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示 例 》： 由 二 十 間 學 校 分 享 他 們 如 何 發 揮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角 色 和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功 能，以 及 調 配 圖 書 館 資 源 以 支 援

學 與 教 的 經 驗 。  

 《 推 動 閱 讀 、 提 升 資 訊 素 養 ： 學 校 圖 書 館 示 例 》： 由 教 育 局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教 育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編 寫，探 討 有 助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發 揮 其 支 援 學 與 教 角 色 的 原 因。選 取 的 例 子 展 示 了 善

用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的 成 果 ， 並 歸 納 這 些 學 校 的 成 功 要 素 。  

 推 行 學 校 圖 書 館 聯 館 目 錄 計 畫 ， 以 協 助 圖 書 館 的 編 目 工 作 ， 促 進 學 校

圖 書 館 之 間 的 資 源 分 享 及 協 作 。  

 「 書 唔 兇 」 閱 讀 網 站 於 2004 年 啟 用 ， 目 的 在 提 高 小 學 生 的 閱 讀 動 機 。 

 

 向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的 資 訊 ， 詳 情 可 瀏 覽 「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 網 頁 。  

「 書 唔 兇 」 閱 讀 網 站 的 網 址 為 ：  
hhttp://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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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靈活運用其他資源  

7.6.1 運 用 相 關 的 津 貼  

學 校 應 善 用 各 類 津 貼 購 置 一 些 配 合 學 校 課 程 宗 旨 的 學 與 教 材 料 ， 還 應 提 供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閱 讀 材 料 ， 例 如 報 紙 、 雜 誌 和 資 料 單 張 ， 讓 師 生 在 學 與 教 過

程 中 能 夠 靈 活 地 使 用 這 些 材 料 補 足 教 科 書 。  

 

7.6.2 社 區 資 源  

社 區 資 源 的 運 用 包 括 了 人 、 地 方 、 財 政 資 源 、 網 站 和 材 料 的 綜 合 運 用 ， 教

師 也 可 利 用 公 共 圖 書 館 （ 詳 見 「 資 訊 篇 」）、 博 物 館 、 教 育 公 園 （ 例 如 濕 地

公 園 ）及 媒 體（ 包 括 報 紙 與 電 視 ），以 及 香 港 教 育 城 及 非 政 府 組 織 提 供 的 服

務 。 學 校 若 能 有 效 運 用 社 區 資 源 ， 不 僅 可 以 彌 補 人 力 、 財 力 和 專 業 知 識 的

不 足 ， 同 時 也 可 提 升 學 校 運 作 的 專 業 成 效 。  

 

 

 

「 香 港 教 育 城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hkedcity.net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運 用 各 種 津 貼 ， 購 置 適 用 於 學 與 教 的 資 源 ？  

 在 日 常 教 學 中 ， 你 有 多 大 程 度 會 運 用 這 些 資 源 ？  

「 教 育 局 ：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cd/lib  



 優質的學與教資源與學校圖書館發展 

 18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30/2001 號 － 向 資 助 小 學 提 供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為 提 升 小

學 圖 書 館 的 服 務 ， 教 育 局 （ 前 教 育 署 ） 自 1998 年 9 月 起 ， 已 分 階 段 在

資 助 普 通 小 學 增 設 文 憑 教 師 職 位，以 支 援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及 統 籌 閱 讀 計

畫 ， 並 在 2001/02 學 年 ， 全 面 實 行 為 各 資 助 普 通 小 學 提 供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  

 

2  PQRST 為：Preview（ 預 覧 ），Question（ 發 問 ），Read（ 閱 讀 ）， Self-recite

（ 自 述 ） 及 Test（ 測 驗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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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網 站 :  http://www.hkpl.gov.hk）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圖 書 館 服 務 ，

以 支 援 終 身 學 習 ， 當 中 包 括 ：  

 涵 蓋 各 學 科 的 圖 書 館 館 藏  

 書 籍 及 印 刷 資 料 ： 書 籍 、 地 圖 、 樂 譜 等  

 非 印 刷 資 料 ： 視 聽 資 料 、 唯 讀 記 憶 光 碟 、 縮 微 資 料 等  

 報 章 及 期 刊   

 線 上 資 料 庫   

  各 類 閱 讀 活 動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閱 讀 計 畫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讀 書 會 ： 青 少 年 讀 書 會 、 家 庭 讀 書 會   

 4.23 世 界 閱 讀 日   

 閱 讀 繽 紛 月   

 故 事 工 作 坊   

 與 作 家 會 面   

 書 籍 介 紹   

 網 上 電 子 資 源：電 子 書 及 電 子 資 料 庫 :  提 供 免 費 電 子 書 及 電 子 資 料 庫

（ 網 站 ： http://www.hkpl.gov.hk/tc/e-resources/index.html）                

 兒 童 館 藏  

 兒 童 書 籍 推 介  

 兒 童 專 題 研 習 指 引  

 兒 童 電 子 資 源 選 介  

（ 網 站 ： http://www.hkpl.gov.hk/tc/hkcl/resources/children_library.html） 

 多 媒 體 資 訊 系 統：數 碼 圖 書 館 提 供 各 類 多 媒 體 資 訊，主 要 分 為 視 聽 資

料 和 圖 像 或 文 件 資 料 （ 網 站 :  https://mmis.hkpl.gov.hk/） 

 各 類 資 料 特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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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列 參 考 資 料 非 遍 舉 無 遺 ， 以 下 只 列 出 部 份 ， 供 讀 者 參 考 。  

書 刊  

「 中 華 民 國 」比 較 教 育 學 會 主 編（ 1989）。各 國 教 科 書 比 較 研 究。台 北 市 ：

台 灣 書 店 。  

王 景 明 （ 等 編 ） （ 2002） 。 中 小 學 圖 書 館 建 設 與 管 理 。 北 京 ：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朱 啟 華 、 汪 寧 彼 德 、 胡 慧 瑜 （ 2011）。 推 動 閱 讀 、 提 升 資 訊 素 養 ： 學 校 圖 書

館 示 例 。 香 港 ： 香 港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教 育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取 自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843&langno=2 

吳 正 牧 （ 1994）。 我 國 中 小 學 教 科 書 供 應 品 質 研 究 。 台 北 市 ： 台 灣 書 店 。  

范 印 哲 （ 1998） 。 教 材 設 計 與 編 寫 。 北 京 ：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曾 雪 娥 （ 等 編 ） （ 2001） 。 圖 書 資 訊 利 用 的 推 廣 服 務 。 台 北 ： 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黃 顯 華 等 （ 1998） 。 香 港 中 小 學 中 文 科 課 程 與 教 學 研 究 及 發 展 計 劃 報 告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教 育 研 究 所 。  

課 程 發 展 處  （ 2002）。 學 會 學 習 ： 學 校 圖 書 館 服 務 支 援 學 與 教 。 香 港 ： 教

育 署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1998). Information power: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learning.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2009). Empowering learners: Guidelines for 

school library media program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2009). Standards for the 21st century learner in 

action.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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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背景  

學 生 的 家 課 ， 是 學 生 學 習 過 程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向 來 是 教 育 工 作 者 及 家 長 關

注 的 課 題 。 自 推 行 課 程 改 革 以 來 ， 大 多 數 小 學 已 參 考 教 育 局 的 指 引 ， 制 定

整 體 的 校 本 家 課 政 策 。 綜 合 十 年 所 見 ， 家 課 的 設 計 日 趨 多 元 化 ， 既 配 合 課

程 的 發 展 方 向 ， 又 能 照 顧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為 更 有 效 發 揮 家 課 的 功 能 ， 學

校 須 平 衡 家 課 的 質 與 量 ， 定 期 全 面 檢 視 ， 整 體 規 畫 ， 讓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科 目

得 以 互 相 配 合 ， 進 一 步 完 善 學 校 家 課 政 策 。  

 

8.2 本章目的  

 說 明 家 課 在 促 進 學 生 自 學 方 面 的 作 用  

 進 一 步 說 明 教 師 應 如 何 設 計 適 合 學 生 能 力 的 家 課，以 及 如 何 有 效 指 導 和

回 饋 學 生 的 家 課  

 建 議 學 校 安 排 家 課 要 充 分 考 慮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及 家 長 擔 當 的 角 色  

 說 明 應 如 何 平 衡 家 課 的 質 與 量  

 

8 有效益的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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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家課在學習、教學與評估循環中的作用  

學 校 及 老 師 應 善 用 有 效 益 的 家 課 ， 讓 學 生 在 課 堂 以 外 的 時 間 ， 延 展 學 習 ，

並 鞏 固 課 堂 所 學 ， 加 強 對 課 題 的 理 解 ， 建 構 知 識 。 推 行 完 善 的 學 校 家 課 政

策 ， 將 有 助 發 揮 以 下 各 種 功 能 ：  

 既 鞏 固 課 堂 學 習 ， 又 讓 學 生 為 新 課 題 作 準 備 ， 促 進 自 學 。  

 協 助 學 生 了 解 自 己 的 學 習 進 度 及 問 題 ， 繼 而 尋 求 解 決 疑 難 的 方 法 。  

 讓 教 師 找 出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遇 到 的 困 難，以 調 整 教 學 計 畫 及 策 略，提 供 適

時 回 饋 ， 促 進 學 生 有 效 學 習 。  

 評 估 學 生 在 汲 取 知 識、掌 握 技 能 及 培 養 良 好 態 度 和 正 面 價 值 觀 等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 有 效 回 饋 課 程 的 規 畫 與 實 施 。  

 讓 家 長 了 解 子 女 的 學 習 進 度 和 特 質 ， 從 而 能 適 時 作 出 支 援 。  

 讓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課 程 的 要 求 ， 攜 手 合 作 ， 共 同 幫 助 學 生 改 進 學 習 。  

 

8.4 設計有效益的家課  

計 畫 周 詳 而 精 心 設 計 的 家 課，既 幫 助 學 生 鞏 固 知 識，探 究 問 題，應 用 所 學 ，

同 時 可 讓 學 生 學 習 承 擔 責 任 ， 建 立 自 信 及 培 養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優 質 的 家

課 更 能 有 效 促 進 學 生 高 層 次 思 維 能 力，又 能 激 發 他 們 訂 立 目 標，追 求 卓 越 。 

設 計 有 效 益 的 家 課 時 ， 應 注 意 下 列 各 項 ：  

 目 標 明 確：配 合 學 校 課 程，具 有 明 確 的 學 習 目 標，但 一 份 家 課 不 應 涵 蓋

過 多 概 念。此 外，家 課 所 定 的 目 標 和 要 求，應 是 學 生 容 易 掌 握 的，不 會

過 深 或 過 淺 ， 並 能 激 勵 他 們 盡 力 做 好 。  

 加 強 閱 讀：致 力 培 養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 與 習 慣，為 終 身 學 習 奠 下 良 好 的 基

礎 。  

 多 樣 化：採 用 不 同 類 型 與 方 式 的 家 課，引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並 通 過 提

供 饒 富 趣 味 和 具 挑 戰 性 的 課 業，例 如 實 驗、調 查，自 由 創 作，培 養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的 習 慣，以 及 發 展 他 們 的 獨 立 和 創 造 精 神。教 師 可 安 排 學 生 就

觀 察 或 與 父 母 及 朋 友 討 論 所 得，作 口 頭 報 告，又 或 以 模 型 製 作 及 其 他 學

生 感 興 趣 的 學 習 活 動 或 方 式 作 為 家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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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思 維 協 作：家 課 設 計 應 能 幫 助 學 生 提 升 思 維 能 力，並 加 強 他 們 對 特 定

主 題 的 深 入 理 解；或 通 過 小 組 合 作 的 家 課，發 展 學 生 的 溝 通、組 織 與 協

作 能 力 。  

 生 活 化：安 排 學 生 較 熟 悉 的 情 境 和 主 題，能 把 課 堂 所 學 與 學 生 的 日 常 生

活 連 繫 起 來 ， 有 助 於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興 趣 。  

 運 用 學 習 資 源：教 導 學 生 善 用 不 同 的 學 習 資 源，例 如 圖 書 館 及 其 他 社 會

資 源、互 聯 網、電 子 學 習 平 台 等，從 而 發 展 他 們 學 會 學 習 以 至 於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具 彈 性 又 具 針 對 性：相 同 的 設 計 可 配 以 不 同 的 要 求 或 彈 性 安 排，務 求 照

顧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能 力 及 特 性 ； 同 時 又 可 藉 此 了 解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表

現 ， 以 便 協 助 他 們 解 決 疑 難 。  

 適 量 而 具 意 義 的 記 誦：教 師 可 適 當 地 選 擇 背 誦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記 誦 方 法 ，

例 如 ， 對 文 學 作 品 的 理 解 、 欣 賞 、 記 誦 ， 以 助 學 生 打 穩 語 文 根 基 。  

 調 節 學 習 進 度：以 家 課 協 助 學 生 計 畫 及 調 控 自 己 的 學 習 進 度，培 養 良 好

的 學 習 習 慣。一 些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才 能 完 成 的 家 課，如 專 題 研 習，閱 讀 報

告 等，能 讓 學 生 計 畫 自 己 的 工 作 進 度，鑽 研 感 興 趣 的 課 題，把 不 同 的 資

料 、 意 見 及 觀 點 融 會 整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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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示 例 一  

某 小 學 設 計 了 「 自 選 主 題 閱 讀 紀 錄 冊 」， 讓 高 小 學 生 能 主 動 地 選 擇 主 題 、

計 畫 和 運 用 合 適 的 思 維 策 略，把 閱 讀 所 得 的 資 料 整 理 及 記 錄 下 來，最 後 在

預 算 的 時 間 內 達 到 個 人 設 定 的 目 標 ，經 歷 一 個 自 主 學 習 的 過 程 。同 時， 學

生 可 選 擇 獨 自 或 與 同 學 協 作 完 成 ， 有 助 於 照 顧 個 別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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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二  

有 數 學 教 師 在 教 授 個 別 課 題 之

前 ， 給 予 學 生 預 習 工 作 紙 ， 提 示

預 習 的 步 驟 ， 並 附 有 溫 習 口 訣 、

實 踐 練 習 和 自 我 評 估，可 有 效 地

幫 助 學 生 預 習 。  

 

學 校 可 以 因 應 辦 學 理 念 、 課 程 發 展 目 標 及 學 生 需 要 而 規 畫 家 課 政 策 ， 並 通

過 不 同 的 家 課 設 計 以 達 至 不 同 的 學 習 目 標 及 果 效。表 8.1 是 一 些 家 課 的 設 計

及 其 特 點 舉 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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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家 課 的 設 計 及 其 特 點 舉 隅  

家 課 設 計  特 點  
學 習 規 畫 或 生 活 規 畫 等 設 計  重 點 是 培 養 學 生 良 好 的 學 習 習 慣 ， 包

括 閱 讀 習 慣 ； 同 時 也 培 養 他 們 的 自

律 、 自 我 反 思 、 負 責 、 愛 學 習 等 正 面

的 態 度 和 價 值 觀 。  

跨 學 科 或 主 題 式 的 家 課 設 計  提 供 機 會 讓 學 生 連 繫 概 念 ， 培 養 思 考

能 力 ， 發 展 探 究 精 神 ， 並 能 在 不 同 情

境 應 用 所 學 到 的 各 種 知 識 、 能 力 和 態

度 。  
多 元 化 連 繫 生 活 的 設 計  讓 學 生 因 應 需 要 選 擇 參 與 的 數 量 與 深

度 ， 能 激 發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與 興 趣 。  
 

 

 

8.5 家課質與量的平衡 1 

家 課 的 質 比 量 更 為 重 要。學 校 可 通 過 適 量 而 有 效 益 的 家 課，啟 發 學 生 學 習 ，

並 給 予 他 們 充 足 的 時 間 ， 使 他 們 樂 意 地 去 完 成 。 為 此 ， 學 校 在 為 學 生 安 排

家 課 上 須 留 意 以 下 各 項 ：  

 學 校 須 整 體 規 畫 家 課 政 策，鼓 勵 各 科 組 互 相 配 合。可 由 副 校 長 或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負 責 統 籌 及 協 調 各 科 的 家 課 分 配 原 則，並 監 察 執 行 的 情 況 和

成 效 。  

 可 委 任 各 班 的 班 主 任 負 責 與 科 任 教 師 協 調 各 班 的 家 課 量，避 免 在 個 別 日

子 出 現 過 量 的 家 課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學 校 的 家 課 在 設 計 上 有 何 特 點 ？ 怎 樣 才 能 進 一 步 改 進 家 課 的 設

計 ， 以 幫 助 學 生 學 得 更 好 ？   

 搜 集 各 科 不 同 類 型 的 家 課 設 計，當 中 有 哪 些 既 富 趣 味、具 挑 戰 性 ，

而 又 能 啟 發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與 學 習 興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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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各 學 習 領 域 或 跨 學 習 領 域 推 行 專 題 研 習 時，教 師 需 留 意 各 級 各 班 專 題

研 習 的 總 數 量 是 否 合 宜 。  

 現 時 家 課 形 式 愈 趨 多 樣 化，包 括 工 作 紙、預 習、做 筆 記、資 料 搜 集 、 閱

讀 報 告、口 頭 練 習、剪 報 、繪 畫 勞 作 等 等。在 制 定 家 課 政 策 時，學 校 宜

總 結 過 往 經 驗，兼 顧 質 與 量 的 平 衡，盡 量 安 排 有 助 學 生 鞏 固 和 促 進 學 習

的 家 課；而 機 械 式 重 覆 抄 寫 的 家 課，例 如 抄 寫 課 文 或 字 詞、書 法 練 習 等，

必 須 因 應 學 生 程 度 和 實 際 需 要 而 小 心 安 排 ， 避 免 過 量 。  

 有 效 益 的 家 課，乃 指 不 單 能 於 課 後 誘 發 學 生 自 學，且 能 在 鞏 固 所 學 之 上

適 當 地 連 繫 下 一 課 的 學 習 內 容 ／ 問 題。在 終 身 學 習 的 大 原 則 下，優 質 的

家 課 應 該「 有 機 地 」融 入 學 生 的 課 後 時 間 和 環 境 中，促 進 他 們 長 遠 的 學

習 動 機 ， 而 不 是 要 「 佔 據 」 他 們 的 校 外 生 活 。  

 學 校 應 靈 活 編 排 時 間 表，鼓 勵 教 師 善 用 相 連 教 節、導 修 課 及 班 主 任 課 ，

在 課 堂 上 指 導 學 生 完 成 部 分 家 課，以 減 輕 家 課 壓 力，使 他 們 享 有 更 多 課

餘 空 間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認 為 學 校 的 家 課 政 策 如 何 能 培 養 學 生 良 好 的 學 習 態 度 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  

 你 認 為 各 級 學 生 每 天 的 家 課 量 適 當 嗎 ？ 不 同 科 目 的 教 師 可 如 何 互

相 協 調 ， 以 確 保 給 學 生 的 家 課 量 不 會 過 多 ， 以 致 未 能 享 受 家 庭 生

活 以 及 體 藝 活 動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為 教 師 訂 定 家 課 設 計 和 家 課 佈 置 的 守 則 ？ 怎 樣 進 一

步 幫 助 教 師 在 家 課 設 計 的 質 素 與 數 量 上 取 得 平 衡 ？  

 在 家 課 安 排 方 面 ， 為 鼓 勵 學 生 做 家 課 時 更 專 注 ， 以 及 實 踐 時 間 管

理 ， 有 學 校 會 就 每 份 家 課 建 議 所 需 時 間 ， 供 學 生 及 家 長 參 考 。 你

認 為 這 做 法 可 行 嗎 ？  

 為 照 顧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進 度 ， 有 學 校 會 因 應 學 生 的 實 際 需 要 ， 在

與 家 長 充 分 溝 通 下，採 個 別 模 式 處 理。你 認 為 這 做 法 值 得 借 鑑 嗎 ？

 有 學 校 為 探 討 功 課 量 對 學 生 造 成 的 實 際 負 荷 ， 向 家 長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以 適 時 調 整 家 課 政 策 。 你 認 為 這 做 法 有 效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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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對學生的指導與回饋  

8.6.1 指 導  

 教 師 必 須 確 保 學 生 知 道 家 課 的 意 義 和 目 的，乃 是 要 幫 助 他 們 提 升 學 習 的

效 能。每 學 年 初，教 師 應 讓 學 生 明 白 學 校 對 家 課 的 要 求。有 些 教 師 會 與

學 生 簽 署 一 份 學 習 約 章，訂 定 學 生 在 該 學 年 自 己 期 望 達 到 的 目 標，而 雙

方 對 家 課 的 要 求，例 如，要 有 良 好 質 素 及 需 準 時 完 成，也 可 成 為 約 章 中

的 一 部 分 。  

 教 師 安 排 家 課 時，須 有 充 分 的 指 導 及 說 明，以 確 保 每 一 位 學 生 均 掌 握 教

師 的 要 求 和 明 白 完 成 功 課 的 方 法 。  

 學 校 應 設 法 鼓 勵 學 生 完 成 家 課。若 學 生 經 常 不 能 完 成 家 課，學 校 及 教 師

應 了 解 背 後 的 原 因，或 要 求 家 長 協 助，並 調 配 各 種 資 源 盡 力 幫 助 學 生 克

服 困 難 ， 以 完 成 家 課 。  

 學 校 應 訂 定 支 援 計 畫，以 幫 助 不 同 需 要 的 學 生，例 如：「 同 儕 互 助 計 畫 」、

「 師 兄 師 姐 計 畫 」； 為 有 特 殊 需 要 或 在 學 科 學 習 上 未 能 跟 上 進 度 的 學

生，安 排 調 適 措 施；在 上 課 前 或 放 學 後 設 家 課 輔 導 小 組 等，都 能 正 面 支

援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  

 學 校 需 讓 家 長 知 道，在 輔 導 子 女 家 課 方 面，學 校 對 家 長 參 與 及 配 合 程 度

的 期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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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示 例 一  

某 小 學 通 過 不 同 渠 道 ， 如 「 家 長

須 知 」、「 家 長 學 堂 」、「 家 長 也 開

學 」、「 家 長 手 冊 」， 加 強 家 長 教

育 ， 增 加 他 們 對 學 校 課 程 及 家 課

的 認 識 ， 使 他 們 明 白 如 何 適 當 地

支 援 子 女 學 習 。 此 外 ， 學 校 透 過

「 家 課 問 卷 調 查 」， 與 家 長 共 同 檢

視 各 級 及 各 科 家 課 量 ， 促 進 家 校

溝 通 和 合 作 ， 並 且 有 效 地 評 鑑 家

課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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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二  

某 小 學 實 施「 全 校 參 與 」支 援 學

生 的 政 策，並 為 照 顧 在 學 習 上 有

需 要 之 學 生，訂 定 適 切 的 家 課 及

評 估 調 適 策 略。教 師 亦 會 就 個 別

家 課 調 適 計 畫 與 家 長 溝 通，讓 他

們 了 解 和 參 與 學 習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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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回 饋  

 給 學 生 具 體 而 具 建 設 性 的 回 饋，有 助 他 們 了 解 自 己 的 強、弱 項，懂 得 如

何 改 進 自 己 的 學 習 表 現 ， 才 能 提 升 學 習 成 效 。  

 除 了 分 數、等 級 和 評 語，可 用 具 體 清 晰 的 建 議 提 供 回 饋，有 些 教 師 也 會

在 網 上 平 台 為 學 生 提 供 學 習 回 饋 。  

 應 多 勉 勵 及 讚 賞 學 生，肯 定 學 生 為 改 善 學 習 而 付 出 的 努 力，鼓 勵 他 們 嘗

試 解 難 及 發 揮 創 意 ， 以 激 發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 建 立 自 信 。  

 同 儕 回 饋 可 使 學 生 學 習 如 何 評 價 自 己 及 他 人 努 力 的 成 果，亦 有 助 培 養 他

們 欣 賞 他 人 與 接 納 不 同 意 見 的 正 面 態 度 。  

 鼓 勵 學 生 自 評，了 解 個 人 學 習 進 度，明 白 自 己 的 不 足，從 而 調 節 學 習 計

畫 和 策 略 。  

 讓 家 長 參 與 回 饋，有 助 學 生 從 多 角 度 了 解 自 己 的 學 習 表 現；而 家 長 的 肯

定 及 支 持 ， 可 激 勵 學 生 奮 發 進 取 ， 並 促 進 親 子 關 係 。  

示 例  

某 小 學 中 文 科 教 師 在 原 稿 紙 的 上 半 部 加 設 表 格，設 置「 教 師 評 語 」、「 同 學

評 語 」、「 學 生 自 評 」及「 家 長 回 應 」四 欄 ， 收 集 多 方 回 饋 ， 鼓 勵 學 生 在 全

面 聽 取 意 見 後 ， 完 善 寫 作 技 巧 。  

 

 反 思 與 行 動  

 就 家 課 指 導 方 面，你 的 學 校 可 如 何 因 應 學 生 的 家 庭 背 景 或 學 業 表 現 ，

進 一 步 加 強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  

 你 的 學 生 通 常 在 家 課 方 面 遇 上 哪 些 困 難 ？ 學 校 可 以 怎 樣 激 勵 學 生 解

決 上 述 困 難 ， 學 得 更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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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制定整體的學校家課政策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 校 方 應 與 教 師 、 家 長 、 輔 導 教 師 或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充 分 溝

通 ， 聆 聽 並 接 納 不 同 持 份 者 ， 包 括 學 生 的 意 見 ， 以 制 定 學 校 整 體 的 家 課 政

策 。 制 定 政 策 時 ， 應 注 意 以 下 事 項 ：  

 家 課 設 計 應 能 達 到 學 校 課 程 的 目 標，如 培 養 學 生 閱 讀 習 慣 及 責 任 承 擔 ；

同 時 需 配 合 不 同 年 級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如 初 小 早 期 應 盡 量 安 排 簡 單 的 家

課，較 高 層 次 的 研 習 技 巧 可 在 高 年 級 循 序 漸 進 地 滲 入 家 課 內，讓 學 生 逐

步 掌 握 。  

 在 訂 定 各 級 各 班 的 家 課 種 類 和 數 量 時，必 須 考 慮 學 生 在 課 餘 需 要 空 間 參

與 其 他 活 動 。  

 學 校 應 定 期 檢 視 家 課 政 策，以 配 合 學 生 及 課 程 發 展 的 需 要；並 應 就 家 課

的 質 量 、 類 型 及 均 衡 性 ， 與 各 科 教 師 互 作 評 鑑 ， 並 考 慮 家 長 的 意 見 。  

 當 學 生 在 完 成 家 課 方 面 出 現 問 題 時，學 校 或 教 師 應 盡 早 通 知 家 長，以 便

找 出 解 決 方 法 。  

 學 校 應 在 學 年 初，向 家 長 及 學 生 詳 細 解 釋 家 課 政 策、具 體 實 施 安 排 和 適

當 的 家 長 支 援 策 略；亦 宜 經 常 與 家 長 溝 通，幫 助 他 們 明 白 家 課 的 目 的 ，

說 明 家 課 的 質 比 量 更 為 重 要 ， 以 取 得 他 們 的 理 解 及 配 合 。  

 

 

示 例  

某 小 學 為 定 出 小 二 數 學 科 的 家 課 策 略 而 進 行 行 動 研 究 。 他 們 認 為 家 課 不

但 可 鞏 固 學 習 ， 更 能 培 養 創 意 。 以 下 是 他 們 訂 立 的 三 項 原 則 及 得 出 的 成

果 ：  

 不 強 調 紙 筆 家 課 的 重 要  →  提 升 了 學 生 的 口 頭 表 達 及 心 算 能 力 。  

 加 強 做 家 課 時 的 互 動 與 溝 通  →  教 師 與 學 生、家 長 與 子 女 及 同 儕 之 間

的 關 係 ， 都 得 到 改 善 。  

 鼓 勵 學 生 主 動 報 告 在 家 課 上 獲 得 的 學 習 成 果  →  學 生 更 樂 於 展 示 自

己 的 創 作 及 分 享 成 功 的 經 驗 。  



有效益的家課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3  

8.8 家長在家課方面擔當的角色  

學 生 主 要 在 家 裏 完 成 家 課 ， 學 校 必 須 讓 家 長 明 白 ， 他 們 在 幫 助 學 生 培 養 良

好 習 慣 和 學 習 技 能 方 面 ，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 校 方 應 透 過 不 過 渠 道 與 家 長

保 持 溝 通 ， 例 如 ， 家 長 教 師 會 、 家 長 晚 會 、 家 長 日 、 通 告 與 學 校 網 頁 資 訊

等 ， 向 家 長 建 議 各 種 指 導 子 女 家 課 的 方 法 。  

至 於 家 長 在 子 女 家 課 上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 建 議 如 下 ：  

 學 校 應 幫 助 家 長 明 白 家 課 的 學 習 目 標 和 學 習 重 點 ， 以 便 適 當 地 指 導 子

女 ， 而 非 替 子 女 做 家 課 ， 應 培 養 他 們 承 擔 責 任 的 態 度 。  

 家 長 可 協 助 子 女 安 排 固 定 的 家 課 時 間 ， 營 造 一 個 有 助 學 習 的 環 境 ， 例

如，關 閉 電 視，減 除 滋 擾；又 可 協 助 子 女 培 養 作 息 有 序 的 良 好 習 慣，按

家 課 的 要 求 及 緩 急 優 次 ， 分 配 時 間 ， 及 早 開 始 ， 依 時 完 成 。  

 家 長 對 子 女 的 期 望 及 要 求 要 合 適，多 了 解 子 女 的 困 難 及 需 要，以 便 適 時

支 援；也 要 多 關 心 子 女，多 欣 賞 及 肯 定 他 們 的 努 力。當 子 女 遇 有 挫 折 ，

應 予 以 接 納 和 鼓 勵 ， 並 可 多 用「 為 何 」、「 如 何 」、「 有 何 意 見 」等 方 式 ，

引 導 子 女 從 不 同 角 度 思 考 問 題 ， 以 找 出 可 行 的 解 決 方 案 。  

 家 長 要 確 保 子 女 有 充 足 的 休 息 時 間 以 進 行 課 餘 活 動，例 如 閱 讀、運 動 、

遊 藝 等 ， 確 保 他 們 身 心 均 得 到 全 面 和 均 衡 的 發 展 。  

 學 校 安 排 的 全 方 位 學 習 活 動 或 親 子 學 習 活 動，需 要 家 長 的 支 持 與 參 與 ，

可 引 導 子 女 反 思 及 分 享 學 習 成 果 。  

 家 長 應 善 用 不 同 的 溝 通 渠 道，與 教 師 保 持 連 繫，掌 握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學 習 態 度、習 慣 及 表 現 等，並 透 過 教 師 給 學 生 的 家 課 回 饋，多 了 解 子 女

的 長 處 及 短 處 ， 從 而 協 助 他 們 改 進 ， 進 一 步 發 揮 所 長 。  

 為 協 助 子 女 認 識 個 人 在 學 習 及 自 我 照 顧 方 面 的 責 任，並 培 養 自 我 管 理 的

能 力，家 長 可 參 考 以 下 方 法，協 助 子 女 自 小 養 成 自 行 完 成 家 課 及 收 拾 書

包 的 習 慣 。  

例 如 ， 家 長 可 指 導 子 女 善 用 手 冊 內 的「 家 課 日 誌 」， 先 計 畫 做 各 項 家 課

的 先 後 次 序 ， 完 成 每 項 家 課 後 加 上 標 示 ， 再 依 照 家 課 日 誌 及 上 課 時 間

表 自 行 收 拾 書 包 ， 這 樣 便 能 有 效 培 養 子 女 的 責 任 感 及 時 間 管 理 技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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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冊 家 課 日 誌  

日 期 ：   四 月 八 日            （ 星 期   三  ）  

科 目  家 課  

中 文  作 業 （ 十 二 ）  ○2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1   

   

數 學  作 業  Ex10 ○3   

明 天 帶 一 種 容 器 實 物 或 圖 片    

常 識  明 天 不 用 帶 作 業    

   

其 他  明 天 帶 木 顏 色    

依 家 課 冊 及 時 間 表 收 拾 書 包     

學 生 簽 署 ：  

 

家 長 及 教 師

通 訊  

 家

長

簽

署  

 

 

 

 家 長 可 參 考《 有 效 益 的 家 課 － 家 長 錦 囊 》單 張，配 合 學 校 的 家 課 安 排 ，

促 進 子 女 的 學 習，發 展 潛 能，並 協 助 子 女 從 小 養 成 良 好 的 學 習 習 慣 及 承

擔 責 任 。  

學 生 依 家 課 冊 及

上 課 時 間 表 自 行
收 拾 書 包 ， 完 成

後 於 手 冊 上 標 示

及 簽 署 。  

學 生 在 家 課 冊 上

分 別 以 數 字 及 符
號 標 示 處 理 家 課

的 先 後 次 序 及 已

完 成 的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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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長 可 參 考《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減 輕 書 包 重 量 》單 張，培 養 子 女 收 拾 書 包 的

習 慣 ， 以 提 升 子 女 的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同 時 也 能 避 免 書 包 過 重 。  

 

 

 反 思 與 行 動  

 就 家 課 政 策 方 面 ， 你 的 學 校 有 何 改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新 建 議 措 施 ？  

 教 師、家 長 及 學 生 各 方 應 怎 樣 合 作，才 能 幫 助 學 生 藉 着 家 課 促 進 學 習

果 效 ？  

 

 

本 局 2011 年 出 版 的《 有 效 益 的 家 課 － 家 長 錦 囊 》單 張，

可 從「 教 育 局 >課 程 發 展 >小 學 教 育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

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Parent%20P

amphlet%20on%20Meaningful%20Homework.pdf

本 局 2014 年 出 版 的《 如 何 協 助 子 女 減 輕 書 包 重 量 ?》

單 張 ， 可 從 「 教 育 局 >課 程 發 展 >小 學 教 育 >教 學 資

源 」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

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Primar

y_School_Bag_Pamphlet_Final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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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 於 現 時 的 家 課 形 式 愈 趨 多 樣 化，實 難 以 訂 定 一 個「 一 刀 切 」、量 化 的 上

限 要 求 ： 據 近 年 研 究 顯 示 ， 大 部 分 小 學 生 認 同 教 師 有 給 予 他 們 不 同 類 型

的 家 課，過 量 的 機 械 式 抄 寫 現 象 已 得 到 改 善，故 此 本 指 引 刪 去 2002 年 版

本 的 家 課 量 上 限 的 要 求（ 即 初 小 學 生 每 日 書 寫 練 習 的 家 課，不 應 超 過 30

分 鐘 ； 高 小 學 生 每 日 書 寫 練 習 的 家 課 ， 不 應 超 過 60 分 鐘 ）， 轉 由 學 校 依

據 校 本 方 針 協 調 各 班 的 家 課 量 。  

 

 

所 列 參 考 資 料 非 遍 舉 無 遺 ， 以 下 只 列 出 部 分 ， 供 讀 者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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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背景  

「 幼 小 」 及 「 中 小 」 銜 接 是 家 長 和 教 育 工 作 者 最 為 關 注 的 課 題 之 一 。 幼 稚

園 、 小 學 與 中 學 是 不 同 的 教 育 階 段 ， 三 者 的 學 習 模 式 和 學 習 環 境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差 異 ， 所 以 ， 在 進 入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初 期 ， 學 生 可 能 會 遇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適 應 困 難 。 綜 合 十 年 課 改 所 見 ， 大 部 分 學 校 都 參 考 教 育 局 的 指 引 ， 推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銜 接 活 動 ， 包 括 互 訪 、 觀 課 、 舉 辦 新 生 適 應 課 程 等 ， 並 調 適 課

程 及 教 學 策 略 ， 以 加 強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的 銜 接 ， 務 求 協 助 學 生 更 順 利 地 由 幼

稚 園 過 渡 到 小 學 ， 以 及 由 小 學 過 渡 到 中 學 。  

 

9.2 本章目的  

 向 學 校 建 議 如 何 強 化 校 本 的 全 面 協 作 模 式，以 助 學 生 適 應 不 同 階 段 的 銜

接  

 提 出 可 進 一 步 幫 助 學 生 更 好 地 適 應 從 幼 稚 園 升 讀 小 學 及 小 六 升 讀 中 一

兩 個 教 育 階 段 的 方 法  

 向 學 校 建 議 如 何 借 助 家 長 的 角 色 以 助 學 生 盡 快 融 入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9.3 銜接的重要性  

 學 生 由 幼 稚 園 升 讀 小 一 及 由 小 六 升 讀 中 一 時，都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來 適 應 新

的 學 習 環 境。小 心 處 理 這 段 過 渡 期，有 助 背 景 各 異、學 習 和 成 長 需 要 不

同 的 學 生，建 立 正 面 的 自 我 形 象，幫 助 他 們 在 新 的 階 段、新 的 環 境 中 ，

更 加 自 信 而 積 極 地 學 習 。  

9 各教育階段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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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效 的「 銜 接 」工 作 有 助 培 養 學 生 正 面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習 慣，並 為 他 們 在

新 階 段 的 學 習 打 穩 基 礎 ， 提 升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成 長 。  

 

9.4 全面協作模式  

 一 個 在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統 籌 策 畫 下，並 由 全 體 教 職 員（ 包 括 任 教 初 小 年 級

的 教 師 和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及 學 生（ 包 括「 大 姊 姊 和 大 哥 哥 計 畫 」中 的 高

年 級 學 生 ）共 同 參 與 的 全 面 協 作 模 式，比 單 靠 班 主 任 進 行 更 有 效，更 能

全 面 而 聚 焦 地 支 援 學 生 。  

 學 校 必 須 聆 聽 學 生 的 心 聲 ， 並 幫 助 家 長 了 解 學 生 在 情 緒 及 心 理 上 的 反

應，安 排 措 施 時，要 充 分 考 慮 學 生 的 成 長 發 展 和 學 習 需 要，以 及 家 長 擔

當 的 角 色 。  

 制 定 學 校 政 策，透 過 整 體 規 畫，讓 小 一 新 生 及 六 年 級 學 生 都 可 以 順 利 適

應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 重 點 包 括 ：  

 藉 着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的 帶 領 ，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 持 續 地 規 畫 不 同 學 習 階

段 課 程 的 縱 向 發 展 ， 以 照 顧 學 生 在 各 階 段 的 成 長 發 展 和 適 應 新 環 境

的 需 要 ， 更 有 效 地 理 順 及 協 調 銜 接 的 工 作 。  

 規 畫 階 段 性 的 教 學 策 略 ， 以 能 更 適 切 地 照 顧 學 生 在 不 同 階 段 的 成 長

發 展 和 學 習 需 要 ， 保 持 他 們 積 極 主 動 的 學 習 態 度 ， 發 展 他 們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特 別 是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 ； 同 時 規 畫 相 應 的 評 估

政 策 ， 以 全 面 配 合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經 驗 ， 回 饋 學 與 教 。  

 培 訓 一 群 高 年 級 學 生 ， 協 助 新 生 適 應 新 的 校 園 生 活 。  

 鼓 勵 家 校 合 作 ， 建 立 夥 伴 關 係 和 有 效 的 溝 通 渠 道 ， 例 如 ， 邀 請 家 長

分 享 他 們 的 心 得 或 表 達 意 見 ， 使 學 生 無 論 在 學 校 或 家 中 ， 都 有 安

全 、 愉 快 和 被 接 納 的 成 長 環 境 。  

 邀 請 經 驗 豐 富 的 幼 兒 教 育 工 作 者 、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或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籌

辦 活 動 ， 深 化 教 師 對 學 生 發 展 的 認 識 ， 加 強 他 們 的 專 業 能 量 ， 以 進

一 步 掌 握 有 效 的 銜 接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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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協助學生適應不同階段銜接的行動建議  

 各 小 學 應 與 學 前 機 構 及 中 學 保 持 緊 密 溝 通，例 如，透 過 互 訪、觀 課、開

放 日、研 討 會 等 專 業 交 流 活 動，加 深 了 解 對 方 的 課 程 和 教 學 方 法，以 能

更 好 地 處 理 學 生 延 續 學 習 的 需 要，幫 助 他 們 逐 漸 適 應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和 接

受 新 的 挑 戰 。  

 學 校 可 從 下 列 兩 方 面 進 一 步 幫 助 學 生 適 應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  

 社 交 、 情 緒 及 心 理 的 照 顧  

 已 有 學 習 經 歷 的 理 解 及 認 知 能 力 的 銜 接  

9.5.1  從 幼 稚 園 升 讀 小 一 的 行 動 方 案  

 學 前 機 構 可 通 過 以 下 方 式，讓 高 班 的 學 生 在 學 期 末 段 逐 步 認 識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和 要 求 ， 為 升 讀 小 一 作 好 準 備 ：  

 模 擬 小 一 的 課 室 佈 置 。  

 反 思 與 行 動  

 有 些 學 校 透 過 艱 深 的 升 小 或 升 中 面 試 題 目 考 核 學 生 ，以 便 篩 選 ， 引

致 過 分 緊 張 的 家 長 ， 催 谷 子 女 ， 造 成 惡 性 循 環 ， 對 各 持 分 者 構 成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 你 的 學 校 有 何 想 法 ？  

 你 的 學 校 怎 樣 推 舉 合 適 的 同 事 或 家 長 人 選，參 與 各 種 銜 接 計 畫 和 措

施 的 推 行 ？  

 你 認 為 在 制 定 政 策 時 ， 可 怎 樣 吸 納 學 生 及 家 長 的 意 見 ？  

 你 認 為 怎 樣 才 可 避 免「 幼 稚 園 小 學 化 」、「 小 學 中 學 化 」的 提 早 施 教

現 象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了 解 學 生 在 銜 接 上 的 學 習 難 點 ？ 如 何 找 到 有 效 銜 接

學 習 的 切 入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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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加 少 量 書 寫 習 作 ， 並 採 用 不 同 形 式 的 家 課 ， 例 如 ， 閱 讀 、 資 料 收

集 及 親 子 合 作 的 課 業 。  

 開 始 培 養 學 生 在 手 冊 上 記 錄 家 課 的 習 慣 。  

 模 擬 小 一 的 常 規 和 作 息 時 間 。  

 安 排 高 班 學 生 參 觀 小 學 。  

 為 家 長 安 排 小 學 選 校 分 享 會 ， 派 發 有 關 參 考 資 料 ， 例 如 ，《 小 學 概

覽 》（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編 印 ）、《 升 學 了 》 親 子 伴 讀 故 事

冊 。  

 透 過 遊 戲 或 親 子 活 動 ， 與 家 長 一 起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主 動 認 識 新 朋 友 ，

發 展 他 們 的 社 交 能 力 。  

 學 前 機 構 與 小 學 應 保 持 緊 密 的 溝 通 及 聯 繫，通 過 互 訪、參 觀、開 放 日 、

研 討 會 等 活 動，促 使 幼 稚 園 和 小 學 了 解 對 方 的 課 程 設 計 和 教 學 模 式，並

交 流 及 商 討 其 他 銜 接 要 項 。  

 

9.5.2  小 學 採 取 的 行 動 方 案  

 組 織 各 種 迎 新 活 動，讓 小 一 新 生 及 家 長 認 識 學 校 環 境，也 讓 學 校 初 步 了

解 新 生 ， 並 讓 新 生 與 學 校 教 職 員 建 立 和 諧 的 關 係 。 活 動 重 點 可 包 括 ：  

 給 小 一 新 生 介 紹 學 校 的 抱 負 、 辦 學 宗 旨 、 校 訓 和 歷 史 （ 例 如 ， 派 發

單 張 和 資 料 冊 ）。  

幼 稚 園 與 小 學 銜 接 的 實 例，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幼 稚 園 與

小 學 的 銜 接 》 參 考 ， 網 址 為 ：  

http://cd1.edb.hkedcity.net/cd/curr/sept/c11_pdf/Chapter11-1%28p246-247

%29xxx.pdf 

 

有 關 幼 小 銜 接 ， 可 參 見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2006） 第 6

章 「 入 學 適 應 與 幼 小 銜 接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

of-edu/preprimary/pre-primaryguide-ne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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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用 遊 戲 等 方 式 ， 讓 學 生 認 識 班 主 任 、 各 科 教 師 、 學 生 輔 導 主 任 、

學 生 輔 導 教 師 等 。  

 由 高 年 級 同 學 分 享 經 驗 ， 幫 助 新 生 了 解 小 學 的 校 園 生 活 。  

 向 新 生 介 紹 課 程、學 習 與 教 學 方 式（ 例 如，播 放 課 堂 學 習 的 光 碟 ）。 

 介 紹 學 校 為 新 生 提 供 的 活 動 和 支 援 （ 例 如 ， 帶 領 新 生 參 觀 學 校 圖 書

館 和 特 別 室 等 ）。  

 讓 學 生 認 識 學 校 作 息 的 常 規 和 校 規 （ 例 如 ， 透 過 提 問 和 討 論 ）。  

 

 持 續 的 關 懷 照 顧，讓 小 一 新 生 在 社 交、情 緒 及 心 理 上，都 能 更 好 地 適 應。

要 點 包 括 ：  

 增 強 教 師 對 兒 童 ， 特 別 是 幼 稚 園 階 段 的 成 長 發 展 和 學 習 方 式 的 認

識 。  

 營 造 溫 馨 和 富 趣 味 的 學 習 環 境 和 氣 氛 ， 以 滿 足 學 生 情 感 上 的 需 要 ，

加 強 他 們 的 歸 屬 感 ， 例 如 ， 舉 辦 「 校 園 123」 活 動 、 生 日 會 、 慶 祝

會 等 。  

 每 天 安 排 一 節 班 主 任 課 或 一 段 會 面 時 間 ， 例 如 ， 設 立 「 說 心 聲 」 時

段 ， 讓 小 一 的 班 主 任 可 撥 出 較 多 時 間 與 本 班 學 生 相 處 ， 以 便 及 時 了

解 學 生 的 情 緒 和 其 他 方 面 的 需 要 ， 適 時 提 供 協 助 ， 從 而 增 強 學 生 的

安 全 感 。  

 善 用 朋 輩 資 源 ， 協 助 小 一 學 生 盡 快 融 入 學 校 生 活 ， 減 少 他 們 因 環 境

改 變 而 引 起 的 困 惑 和 不 安 情 緒 ， 例 如 ， 推 行 「 小 老 師 」 同 學 互 助 計

畫 及 大 哥 哥 大 姐 姐 「 關 愛 服 務 」 輔 導 計 畫 。  

 

 教 學 上 採 取 各 項 措 施，進 行 適 切 的 課 程 規 畫 及 調 適，以 配 合 小 一 新 生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的 學 習 模 式、已 有 經 歷 及 認 知 能 力，有 效 照 顧 他 們 在 學 習 上

的 適 應 需 要 ， 從 而 讓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銜 接 順 暢 漸 進 。 重 點 包 括 ：  

 幼 稚 園 課 程 並 沒 有 清 晰 的 學 科 界 限 ， 學 生 習 慣 以 綜 合 課 程 模 式 設 計

的 學 習 活 動 ， 因 此 ， 小 一 宜 靈 活 編 排 時 間 表 ， 以 便 進 行 單 元 或 主 題

式 的 探 究 學 習 活 動 ， 延 續 學 生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已 引 發 的 好 奇 心 。  



各教育階段的銜接 
 

 6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通 過 課 程 的 整 體 規 畫 ， 着 重 協 助 小 一 學 生 培 養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自 律

能 力 及 協 作 能 力 ， 以 便 逐 漸 適 應 較 主 動 及 獨 立 的 小 學 階 段 學 習 模

式 。  

 耐 心 指 導 小 一 學 生 寫 字 ， 給 予 清 晰 的 指 示 和 具 體 的 要 求 ， 學 生 的 坐

姿 和 執 筆 姿 勢 要 端 正 ； 因 應 學 生 的 不 同 需 要 ， 教 師 應 給 予 足 夠 時 間

書 寫 ， 以 增 強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及 信 心 。  

 

 示 例  

每 天 抄 寫 家 課 冊 ， 是 小 一 新 生 升 讀 小 學 後 要 適 應 的 學 習 常 規 。 妥 善 抄 寫

家 課 冊 ， 除 了 能 讓 幫 助 學 生 處 理 家 課 外 ， 還 可 以 培 養 他 們 的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及 建 立 自 信 。  

某 小 學 制 定 了 以 下 措 施 ， 以 幫 助 小 一 新 生 自 行 負 起 責 任 ， 妥 善 抄 寫 家 課

冊 ：  

 在 開 學 首 兩 個 月 ， 為 小 一 學 生 設 計 一 本 「 大 家 課 冊 」， 在 版 面 設 計 上

增 加 行 距 及 書 寫 空 間，讓 書 寫 能 力 仍 在 發 展 階 段 的 小 一 學 生 易 於 完 成

抄 寫 ， 在 建 立 自 信 之 餘 ， 也 能 逐 步 適 應 。  

 於 班 主 任 課 教 導 學 生 自 行 抄 寫 家 課 冊 的 方 法，例 如，指 導 學 生 於 老 師

在 黑 板 上 填 寫 家 課 項 目 時，要 隨 即 抄 寫；或 在 放 學 前 點 算 是 否 已 寫 上

所 有 項 目。這 樣，除 了 可 培 養 學 生 的 責 任 感，也 可 提 升 他 們 的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配 合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課 程 應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 學 習 材 料 要 多 樣 化 ， 並

與 學 生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 以 保 持 學 生 的 專 注 力 及 興 趣 ， 提 高 學 習

成 效 。  

 大 部 分 學 生 在 幼 稚 園 階 段 已 接 觸 或 學 習 英 語 ， 學 校 宜 策 畫 及 推 行 一

個 適 切 及 多 元 化 的 小 學 英 國 語 文 課 程 ， 例 如 ， 創 造 輕 鬆 和 豐 富 的 語

言 環 境 ， 誘 發 小 一 新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並 考 慮 他 們 的 已 有 知 識 ， 讓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生 可 以 由 不 同 的 切 入 點 起 步 ， 有 系 統 地 學 習 英 語 ， 打 好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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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文 學 習 方 面，包 括 中 國 語 文、普 通 話 及 英 國 語 文，宜 多 利 用 遊 戲 、

唱 遊 、 童 謠 、 故 事 及 角 色 扮 演 ， 以 幫 助 學 生 鞏 固 所 學 ； 盡 量 少 用 默

書 、 測 驗 和 考 試 等 紙 筆 評 估 的 模 式 。  

 評 估 的 目 的 是 促 進 學 習 ， 不 是 為 學 生 排 名 列 次 或 作 比 較 。 評 估 的 方

式 應 多 元 化 ， 以 展 示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 並 提 供 適 切 和 正 面 的 回 饋 ，

讓 學 生 在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等 方 面 都 能 取 得 進 步 。 成 年 人 的 讚 賞 ，

有 助 幼 兒 建 立 良 好 的 自 我 形 象 ； 因 此 ， 應 提 供 適 當 的 回 饋 、 表 揚 、

獎 勵 ， 或 展 示 學 生 習 作 ， 以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興 趣 與 動 機 。  

 

 

 

有 關 幼 稚 園 與 小 學 各 項 銜 接 措 施 建 議，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幼

小 銜 接 多 面 睇 》 小 冊 子 參 考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

du/primary/materials/transition-from-k-to-p/interfac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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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某 小 學 制 定 一 系 列 措 施，就 幼 小 銜 接 作 全 面 規 畫，以 照 顧 小 一 新 生 多 方 面

的 需 要 。  

 

開 學 初 期 ， 學 校 舉 行 小 一 適 應 活 動 ， 例 子 如 下 ：  

目 的  活 動 /措 施  內 容  

認 識 校 園 環 境  學 校 123 由 高 年 級 學 生 擔 任 服 務 大 使 ， 帶 領 小 一 同 學 遊 覽 校

園 ， 當 中 包 括 參 觀 圖 書 館 及 特 別 室 等 ， 讓 新 生 進 一

步 認 識 校 園 。  

認 識 學 校 生 活  我 的 學 校  

 

透 過 派 發 單 張 、 播 放 課 堂 學 習 光 碟 、 小 組 討 論 及 問

答 遊 戲 ， 讓 小 一 學 生 認 識 小 學 的 校 園 生 活 、 學 習 模

式 、 新 老 師 和 新 同 學 。  

了 解 新 生 的 需

要  

談 心 時 段 及

午 後 小 聚  

安 排 時 間 讓 班 主 任 及 科 任 老 師 與 小 一 學 生 輕 鬆 傾

談 ； 並 安 排 高 年 級 學 生 擔 任 關 懷 大 使 ， 於 午 膳 後 與

小 一 同 學 交 談 ， 以 了 解 他 們 的 需 要 及 提 供 協 助 。  

照 顧 情 感 上 的

需 要  

小 一 慶 祝 會  為 小 一 新 生 安 排 慶 祝 活 動 ， 與 他 們 總 結 開 學 首 月 的

經 驗 ， 表 揚 他 們 的 努 力 ， 提 升 他 們 的 成 就 感 和 自 信

心 。  

 

 

 

在 日 常 教 學 方 面 ， 學 校 採 取 適 當 的 措 施 協 助 小 一 新 生 適 應 不 同 的 學 習 模

式 ， 例 子 如 下 ：  

目 的  活 動 /措 施  內 容  

誘 發 學 習 動 機

及 興 趣 ， 讓 學

生 在 獲 取 學 科

知 識 的 同 時 ，

也 能 照 顧 適 應

上 的 需 要  

主 題 教 學「 認

識 新 朋 友 」  

綜 合 不 同 科 目 的 學 習 內 容 ， 設 計 富 趣 味 性 及 生 活 化

的 主 題 式 學 習 活 動 ， 例 如 ， 於 中 文 科 的 單 元 「 快 樂

校 園 」， 學 生 透 過 閱 讀 及 語 文 學 習 ， 領 略 結 識 新 朋

友 的 樂 趣 ； 於 英 文 及 普 通 話 科 ， 透 過 唱 遊 、 故 事 及

角 色 扮 演 等 ， 學 習 如 何 與 新 朋 友 互 相 介 紹 及 問 好 ；

於 常 識 科 ， 學 習 與 人 相 處 的 禮 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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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多 元 化 的 教

學 策 略 及 課

業  

教 師 在 共 同 備 課 時 ， 着 意 為 小 一 學 生 安 排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活 動 ， 如 小 組 遊 戲 、 探 究 活 動 、 填 色 拼 貼 、 唱

遊 律 動 等 ； 在 設 計 課 業 時 ， 也 為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作

調 適 ， 以 照 顧 不 同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要 。  

讓 學 生 逐 步 適

應 評 估 模 式  

趣 味 默 寫 遊

戲  

因 應 大 部 分 小 一 新 生 都 沒 有 默 書 的 經 驗 ， 學 校 在 小

一 學 年 初 段 不 設 默 書 ， 在 適 應 期 後 設 計 趣 味 默 寫 工

作 紙 ， 透 過 文 字 遊 戲 及 填 充 ， 代 替 整 篇 默 寫 。  

 

另 外，學 校 持 續 照 顧 小 一 新 生 在 適 應 上 的 需 要，恆 常 推 行 的 活 動 例 子 如 下：

目 的  活 動 /措 施  內 容  

了 解 新 生 需

要 ， 提 升 師 生

關 係  

「 說 心 聲 」時

段  

安 排 班 主 任 課 ， 讓 班 主 任 與 小 一 學 生 輕 鬆 地 溝 通 ，

了 解 學 生 的 適 應 情 況 。  

培 養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午 間 關 愛 服

務  

高 年 級 學 生 於 午 膳 時 段 教 導 小 一 新 生 自 行 整 理 餐

具 ， 並 於 午 膳 後 指 導 他 們 自 行 抄 寫 家 課 冊 ， 以 幫 助

小 一 同 學 建 立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促 進 家 校 溝 通  家 長 通 訊 及

家 長 會  

學 校 利 用 網 頁 、 通 告 、 家 長 小 冊 子 及 家 長 會 等 ， 定

期 與 家 長 溝 通 ， 讓 家 長 了 解 子 女 在 學 校 的 學 習 及 適

應 情 況 。  

  

 

 

 

 反 思 與 行 動  

 因 應 小 一 新 生 社 交、情 緒 及 心 理 需 要，你 的 學 校 採 取 什 麼 的 措 施 ？

 你 認 為 怎 樣 才 能 進 一 步 關 顧 小 一 學 生 的 安 全 感、歸 屬 感 及 自 信 心 ？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因 應 小 一 學 生 的 能 力、需 要 及 特 性， 調 適 學 與 教 及 評

估 的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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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小 六 生 升 讀 中 一 的 行 動 方 案  

針 對 小 六 學 生 對 升 讀 中 學 的 各 種 顧 慮 ， 以 及 兩 個 教 育 階 段 的 縱 向 課 程 發

展 ， 學 校 宜 在 下 列 兩 方 面 加 以 規 畫 ：  

社 交 、 情 緒 及 心 理 的 照 顧  

因 應 中 一 學 生 會 遇 到 的 問 題 及 需 要 ， 及 早 為 小 六 學 生 安 排 適 切 的 銜 接 措

施 ， 協 助 他 們 積 極 適 應 中 學 生 活 ， 使 能 以 正 確 的 方 式 及 態 度 盡 快 投 入 新 生

活 ， 為 以 後 的 愉 快 學 習 和 校 園 生 活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礎 。 重 點 包 括 ：  

 與 中 學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 及 溝 通，通 過 參 觀、開 放 日、體 驗 日 等 活 動，讓

小 六 學 生 多 了 解 中 學 的 學 習 生 活 情 況 ， 減 輕 對 升 讀 中 學 的 憂 慮 。  

 善 用 校 友 會 的 資 源 和 網 絡，通 過 邀 請 校 友 與 高 年 級 學 生 分 享 中 學 生 活 經

驗，讓 學 生 提 早 了 解 中 學 的 校 園 生 活 情 況；同 時 又 可 以 聯 繫 畢 業 校 友 ，

為 升 讀 同 一 中 學 的 學 弟 學 妹 就 學 習 及 適 應 校 園 生 活 方 面 提 供 個 別 協 助。 

 鼓 勵 小 六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將 就 讀 中 學 的 迎 新 活 動，盡 快 投 入 新 生 活。一 些

研 究 顯 示，若 在 新 學 期 開 始 前 舉 辦 迎 新 活 動，學 生 的 紀 律 問 題 會 較 少 ，

師 生 間 的 關 係 也 會 較 為 融 洽 。  

 鼓 勵 家 長 留 意 子 女 的 轉 變 與 需 要，主 動 與 學 校 溝 通，了 解 子 女 的 學 習 情

況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協 助 ， 讓 子 女 順 利 過 渡 適 應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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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某 小 學 舉 辦 了 小 六 升 中 適 應 活 動 ， 為 小 六 學 生 作 升 中 準 備 ， 以 照 顧 學 生

適 應 上 的 需 要 ：  

目 的  活 動  內 容  

讓 小 六 學 生

認 識 及 體 會

中 學 學 習 生

活  

中 學 生 活 體

驗 日  

安 排 小 六 學 生 到 中 學 探 訪 ， 透 過 與 中

學 生 交 談 ， 了 解 中 學 生 活 的 情 況 ； 並

安 排 學 生 參 與 由 中 學 生 帶 領 的 交 流 活

動 ， 如 新 聞 分 析 及 閱 讀 分 享 等 。   

減 輕 小 六 學

生 對 升 中 的

顧 慮  

校 友 分 享 會  邀 請 校 友 回 校 與 小 六 學 生 分 享 中 學 生

活 經 驗 ， 包 括 各 中 學 的 特 色 、 中 學 與

小 學 學 習 方 式 的 異 同 、 所 遇 到 的 挑 戰

及 體 會 等 。 分 享 會 設 答 問 時 間 ， 除 了

讓 小 六 學 生 就 他 們 感 興 趣 的 問 題 提 問

外 ， 也 讓 老 師 了 解 學 生 的 關 注 點 或 顧

慮 ， 以 適 時 跟 進 及 提 供 協 助 。  

促 進 家 校 合

作 ， 幫 助 家

長 協 助 子 女

適 應 升 中 生

活   

小 六 家 長 會  學 校 於 學 年 初 為 小 六 學 生 家 長 辦 家 長

會 ， 除 了 向 家 長 講 解 選 校 程 序 ， 更 重

要 是 透 過 講 座 及 邀 請 舊 生 家 長 分 享 經

驗，提 升 家 長 對 子 女 升 中 適 應 的 關 注 。

 

 

 與 其 他 專 業 人 士，例 如 教 育 心 理 學 家 協 作，共 同 舉 辦 生 活 教 育 活 動，加

強 小 六 學 生 的 時 間 管 理 能 力，培 養 責 任 感，並 促 進 他 們 的 群 性 發 展，以

提 升 學 生 自 信 心 及 自 尊 感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的 升 中 輔 導 ， 怎 樣 兼 顧 六 年 級 學 生 在 升 讀 中 學 會 面 對 的 社 交 、

情 緒 與 心 理 方 面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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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銜 接 方 面  

中 學 課 程 建 基 於 小 學 的 學 習 成 果 ， 課 程 內 容 與 小 學 一 脈 相 承 ， 向 深 度 與 廣

度 延 展 。 在 小 學 階 段 ， 學 校 需 提 供 均 衡 的 課 程 ， 培 養 學 生 的 知 識 、 技 能 和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打 穩 根 基 ， 以 順 利 進 入 中 學 階 段 。 中 小 課 程 銜 接 重

點 包 括 ：  

 小 學 各 科 目 可 因 應 學 生 需 要 及 其 本 科 特 色，制 定 適 當 的 銜 接 策 略。就 常

識 科 而 言，它 結 合 個 人、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科 學 教 育 與 科 技 教 育 三 個 學

習 領 域 所 涉 及 的 知 識、能 力、價 值 觀 和 態 度，在 初 中，學 校 會 以 不 同 的

科 目 組 合 編 排 這 些 學 習 領 域 的 課 程，小 學 教 師 可 以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作 銜 接 點，為 學 生 適 應 初 中 課 程、高 中 通 識 教 育 科、以 及 高 中 一 些 選 修

科 目 的 學 習 作 好 準 備，例 如，因 應 學 生 的 能 力，訂 定 各 年 級 的 共 通 能 力

學 習 目 標，並 透 過 常 識 科 的 學 習 活 動，循 序 漸 進 地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為 學 生 提 供 廣 闊 而 均 衡 的 課 程，打 穩 學 習 根 基，以 便 更 好 地 適 應 中 學 生

活，例 如，發 展 學 生 兩 文 三 語 及 數 理 能 力 基 礎；加 強 培 養 學 生 的 自 學 習

慣 及 探 究 精 神 ； 着 重 發 展 學 生 多 元 智 能 等 。  

有 關 常 識 科 與 中 學 課 程 的 關 係，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小 學 常

識 科 家 長 指 南 》 參 考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

dies-for-primary/gs_edb_parent-guildline_8p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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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學 課 程 領 導 可 在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的 平 台 上，加 強 中、小 學 各 科 課 程 的 縱

向 聯 繫，在 學 校 政 策 和 課 程 設 計 上 作 出 適 當 的 配 合，為 學 生 提 供 連 貫 的

學 習 經 歷。因 應 各 科 學 習 重 點 及 縱 向 發 展 目 標，學 校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種 籽

計 畫 的 經 驗，制 定 校 本 的 課 程 銜 接 措 施，讓 中 國 語 文、英 國 語 文、數 學

及 常 識 科 教 師 一 同 關 注 ， 有 系 統 地 幫 助 學 生 適 應 中 學 各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  

 

常 識 科 示 例  

高 小 教 師 可 透 過 常 識 科 或 跨 科 組 協 作，在 課 程 內 加 強 處 理 資 訊 的 學 習

元 素，要 求 學 生 在 選 取 合 適 的 資 料 時 能 提 出 充 分 的 理 據，以 加 強 培 養

學 生 篩 選 資 料、處 理 資 料 及 歸 納 重 點 的 技 巧 和 能 力，從 中 發 展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以 高 小 常 識 科 跨 科 組 協 作 「 民 生 多 艱 ！ 何 以 救 之 ？ 」 的 學 習 計 畫 為

例，要 求 學 生 選 擇 一 個 目 前 或 曾 經 陷 於 天 災 危 機 的 國 家，從 圖 書、地

圖 集 找 出 這 國 的 氣 候、地 理 資 料，又 從 報 章、電 視 及 互 聯 網 等 途 徑 ，

搜 集 與 此 國 災 難 相 關 的 報 道 ， 探 討 其 危 困 的 成 因 是 否 純 屬 天 災 。 然

後，運 用 角 色 代 入，以 該 國 的 一 位 政 府 專 員 角 度，考 慮 其 他 地 區 在 處

理 相 近 天 災 危 機 的 有 效 做 法 後 ， 以 書 面 向 國 家 當 局 提 出 防 災 計 畫 建

議 。  

上 述 學 習 旨 在 引 導 學 生 從 多 方 面 認 識 當 前 的 天 災 危 機 問 題，除 了 培 養

學 生 關 愛、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亦 可 提 升 學 生 的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具 體 的 學 習 活 動 包 括：閱 讀、資 料 搜 集、數 據 分 析、重 點 歸 納、成 果

發 布、反 思 所 學 等。透 過 常 識 科 與 圖 書 館、中 國 語 文、數 學 等 科 組 協

作，既 能 建 立 科 組 間 的 學 習 關 聯，亦 可 延 伸 學 生 的 學 習 空 間，達 至 打

穩 學 生 學 習 根 基 ， 加 強 學 生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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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升 中 後 會 有 更 多 機 會 以 英 語 作 為 學 習 語 言，學 校 需 營 造 有 利 英 語 學

習 的 環 境，例 如，設 立 英 語 日、英 語 好 書 推 介 週，鞏 固 學 生 的 英 語 基 礎

能 力 ， 為 升 中 打 下 穩 固 的 基 礎 。  

 加 強 與 中 學 教 師 的 溝 通，透 過 面 談、互 相 觀 課、評 課、共 同 備 課 等 方 式 ，

就 學 生 的 學 習 生 活 交 換 心 得，共 同 策 畫 有 效 的 學 與 教 策 略，例 如，加 強

自 學 策 略 的 訓 練 、 鼓 勵 學 生 預 習 和 寫 筆 記 等 。  

 

 

 

「 種 籽 」計 畫 中 八 所 中 、 小 學 在 中 國 語 文 、英 國 語 文 、數 學 及 常

識 四 科 所 取 得 的 經 驗 及 所 制 定 的 校 本 課 程 銜 接 措 施，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下 載 《 中 小 學 課 程 銜 接 》 單 張 參 考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

u/primary/materials/pri_sec_curr_interface_leaflet.pdf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怎 樣 規 畫 「 中 小 」 課 程 銜 接 ？  

 教 育 局 「 種 籽 」 計 畫 參 與 學 校 在 中 國 語 文 、 英 國 語 文 、 數 學 及 常

識 四 個 學 科 中 取 得 的 經 驗 ， 哪 些 對 你 的 學 校 最 有 啟 發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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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加強家校合作  

在 兒 童 接 受 教 育 及 群 性 化 的 過 程 中 ， 家 庭 和 學 校 共 同 擔 當 着 培 育 兒 童 的 重

要 角 色 。 家 校 建 立 夥 伴 的 關 係 ， 保 持 緊 密 的 溝 通 和 協 作 ， 有 助 學 生 適 應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 學 校 應 鼓 勵 家 長 與 子 女 一 起 面 對 未 來 的 挑 戰 ， 特 別 是 在 心 理

和 情 緒 上 作 適 切 的 支 援 ， 更 能 有 效 地 照 顧 子 女 的 學 習 和 成 長 需 要 。  

活 動 建 議  

 舉 辦 小 一 新 生 家 長 座 談 會、聚 會、講 座 或 交 流 活 動 等，讓 家 長 進 一 步 了

解 學 校 ， 從 而 協 助 子 女 適 應 新 環 境 。  

 鼓 勵 小 一 新 生 家 長 參 與 家 長 支 援 小 組 。  

 成 立 家 長 教 師 會 協 作 小 組 。  

 邀 請 專 業 人 士，如 幼 兒 教 育 工 作 者、輔 導 主 任 或 老 師，向 家 長 講 解 學 生

在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的 心 理 及 生 理 發 展 。  

 協 助 家 長 解 決 子 女 面 對 升 讀 小 學 或 準 備 升 讀 中 一 的 壓 力 和 憂 慮，並 鼓 勵

他 們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專 業 人 士 尋 求 適 切 的 支 援 服 務，例 如 學 校 的 輔 導 主 任

或 老 師 、 社 工 或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  

 家 校 建 立 有 效 的 溝 通 渠 道，為 學 生 順 利 升 讀 小 一 或 準 備 升 讀 中 一 共 同 努

力 。  

給 家 長 的 提 示  

 建 議 家 長 讓 子 女 享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自 由 和 獨 立 自 主，使 他 們 能 夠 透 過 探 索

新 環 境，從 經 驗 中 學 習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這 有 助 他 們 建 立 面 對 環 境 改 變

的 信 心，為 未 來 發 展 和 學 習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礎，並 為 終 身 學 習 作 好 準 備 。 

 家 長 對 子 女 的 要 求 和 實 際 的 期 望 必 須 合 理、實 際，要 給 予 他 們 適 當 和 足

夠 的 發 展 空 間 。  

 家 長 要 關 注 和 認 識 兒 童 的 成 長 發 展 特 徵，幫 助 他 們 在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按 部

就 班 地 適 應 轉 變，不 必 把 子 女 的 成 就 和 別 人 比 較 或 過 分 催 谷，以 防 揠 苗

助 長 。  

 家 長 要 幫 助 子 女 建 立 良 好 的 學 習 習 慣 和 掌 握 學 習 策 略，例 如，預 習 和 做

筆 記 。  

 鼓 勵 家 長 與 子 女 互 相 分 享 感 受 ， 加 強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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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導 家 長 關 注 子 女 在 共 通 能 力 的 培 養 ， 特 別 是 逐 漸 養 成 自 主 學 習 的 習

慣 ， 以 面 對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的 挑 戰 。  

 

以 下 資 料 能 讓 家 長 更 了 解 自 己 在 協 助 子 女 適 應 新 的 教 育 階 段 上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  

 《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 家 長 版 》 小 冊 子 － 幫 助 家 長 認 識 幼 兒 教 育 的 重

點 ， 以 配 合 學 校 培 育 子 女 及 適 應 小 一 。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

mary/guide_to_the_pre-primary_curriculum_c.pdf 

 親 子 伴 讀 故 事 －《 升 學 了 》－ 幫 助 家 長 透 過 親 子 閱 讀 的 方 式，為 子 女 在

心 理 和 情 緒 方 面 作 適 切 的 支 援，加 強 溝 通，一 起 面 對 未 來 的 挑 戰。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

mary/storybook2003.pdf 

 《 升 中 有 妙 法 － 如 何 提 升 子 女 的 學 習 表 現 ？ 》－ 為 家 長 提 供 幫 助 子 女 適

應 中 學 課 程 的 建 議 。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

-of-edu/primary/materials/transition-from-p-to-s/Parent_pamphlet_chi_w

eb.pdf 

 《 小 學 常 識 科 家 長 指 南 》－ 讓 家 長 了 解 常 識 科 和 中 學 課 程 的 關 係。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

imary/gs_edb_parent-guildline_8p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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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銜 接 的 迷 思  

 在 升 小 一 及 升 中 一 前 提 早 教 授 艱 深 的 課 程 內 容，為 學 生 超 前 準 備 是 否

能 確 保 他 們 「 贏 在 起 跑 線 上 」 ？  

 有 效 的 銜 接 措 施 能 在 學 習 以 外 ， 強 調 多 方 面 的 關 顧 ， 包 括 學 生 社

交 、 情 緒 及 身 心 的 健 康 成 長 ， 以 協 助 學 生 適 應 新 階 段 的 學 習 及 新

環 境 的 挑 戰 。  

 學 校 為 學 生 在 課 程 內 容 方 面 超 前 準 備 ， 有 違 循 序 漸 進 和 全 面 均 衡

的 課 程 發 展 方 向 。 再 者 ， 過 早 令 學 生 感 到 學 習 的 太 大 壓 力 ， 只 會

扼 殺 他 們 對 學 習 的 興 趣 ， 造 成 揠 苗 助 長 的 傾 向 ， 得 不 償 失 。  

 各 小 學 應 與 學 前 機 構 及 中 學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 加 深 了 解 對 方 的 課 程

和 教 學 方 法 ， 以 能 更 好 地 處 理 學 生 延 續 學 習 的 需 要 ， 幫 助 他 們 培

養 求 知 慾 ， 發 揮 潛 能 ， 建 立 自 尊 和 自 信 ， 為 終 身 學 習 奠 立 良 好 的

基 礎 。  

 為 幫 助 學 生 ／ 子 女 提 升 競 爭 力，學 校 及 家 長 有 系 統 地 規 畫 學 生 ／ 子 女

的 學 習 活 動，務 求 學 生 /子 女 能 充 分 善 用 時 間。這 種 做 法 是 否 能 培 養 獨

立 學 習 的 能 力 ， 有 效 銜 接 中 一 的 學 習 生 活 ？  

 要 幫 助 學 生 ／ 子 女 適 應 中 學 課 程 ， 除 了 加 強 學 生 ／ 子 女 學 會 學 習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培 養 他 們 積 極 及 自 發 自 主 的 學 習 態

度 和 生 活 習 慣 。  

 要 培 育 學 生 正 面 的 態 度 及 習 慣 ， 並 持 續 發 展 獨 立 學 習 能 力 ， 學 校

及 家 長 需 要 互 相 配 合 ， 逐 步 減 少 給 予 學 生 ／ 子 女 的 指 示 ， 對 堂 課

／ 家 課 作 出 適 時 回 饋 ， 盡 量 讓 他 們 嘗 試 獨 力 探 索 、 求 真 、 解 難 ，

自 行 找 出 答 案 並 學 會 反 思 自 己 的 學 習 成 果 ， 以 發 展 他 們 的 獨 立 學

習 和 思 考 能 力 。  

 我 們 鼓 勵 學 校 和 家 長 適 度 地 讓 學 生 ／ 子 女 具 備 生 活 中 「 留 白 」 的

空 間 ， 讓 他 們 作 自 主 的 安 排 ， 以 助 發 展 多 元 潛 能 ； 相 反 ， 若 過 量

地 規 畫 學 生 ／ 子 女 的 學 習 活 動 ， 甚 至 「 為 學 生 ／ 子 女 填 塞 所 有 時

間 以 作 學 習 」 的 取 態 ， 正 窒 礙 他 們 的 獨 立 自 主 能 力 的 發 展 ； 而 過

多 的 學 習 和 活 動 亦 會 減 少 學 生 ／ 子 女 的 休 息 和 遊 戲 時 間 ， 不 利 於

他 們 培 養 個 人 興 趣 及 發 揮 無 限 潛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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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小 學 常 識 科 操 練 艱 深 的 時 事 課 題 是 否 能 増 強 學 生 升 中 時 學 習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能 力 ？  

 小 學 常 識 科 是 為 六 至 十 二 歲 兒 童 而 設 的 基 礎 課 程 ， 涉 及 三 個 學 習

領 域 ， 包 括 「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 科 學 教 育 」 及 「 科 技 教

育 」。我 們 建 議 學 校 以 多 元 化 的 教 學 取 向，幫 助 學 生 建 構 相 關 的 知

識 、 發 展 共 通 能 力 及 培 養 正 面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教 師 可 利 用 不 同

資 料 ， 包 括 傳 播 媒 體 材 料 ， 連 繫 課 程 的 學 習 目 標 和 重 點 ， 引 導 學

生 從 多 角 度 思 考 ， 逐 步 認 識 自 我 、 群 體 、 社 會 和 世 界 ， 豐 富 他 們

的 學 習 經 歷 。 因 此 ， 時 事 課 題 的 引 入 ， 重 點 並 非 在 資 料 的 灌 輸 ；

而 是 透 過 相 關 材 料 ，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興 趣 ， 鼓 勵 參 與 ， 激 發 思 考 及

培 養 關 注 時 事 的 習 慣 等 。 就 活 動 設 計 、 推 行 、 評 估 ， 以 至 遣 詞 用

字 ， 學 校 應 根 據 學 生 的 認 知 發 展 和 生 活 體 驗 ， 並 配 合 相 關 學 習 目

標 和 內 容 ， 選 取 適 切 的 教 學 材 料 ； 反 之 ， 過 分 艱 深 的 取 材 容 易 造

成 反 效 果 ， 扼 殺 學 習 興 趣 之 餘 ， 亦 加 重 了 學 生 和 家 長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  

 再 者 ， 我 們 認 為 教 師 在 常 識 科 的 學 習 過 程 中 ， 引 導 學 生 就 一 些 爭

議 性 的 時 事 議 題 進 行 多 角 度 討 論 ， 有 助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 如

溝 通 、 協 作 、 分 析 等 ， 銜 接 他 們 在 初 中 和 高 中 時 不 同 學 科 的 學 習

需 要 ； 惟 學 校 不 宜 過 分 強 調 時 事 課 題 的 運 用 ， 能 達 致 大 大 增 強 學

生 將 來 學 習 通 識 教 育 科 的 能 力 。 概 括 來 說 ， 不 同 階 段 的 學 習 內 容

和 過 程 ， 必 須 配 合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程 度 ， 以 循 序 漸 進 方 式 為 學 生 建

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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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背景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與 教 師 的 教 學 效 能 有 着 密 切 的 關 係 1。 隨 着 課 程 改 革 的 推

行 ， 學 校 對 教 師 的 要 求 已 由 以 往 的 較 着 重 個 人 效 能 ， 逐 漸 演 化 為 以 科 組 為

本 的 團 隊 協 作 ， 期 望 教 師 能 致 力 推 展 校 本 課 程 和 整 校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和 照 顧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如 今 ， 教 師 的 角 色 不 單 是 授 業 ， 更 是 學 習 的 促 導 者 － 幫 助 學 生 學 會 學 習 ，

達 至 全 人 發 展 。 現 時 ， 不 論 是 公 、 私 營 機 構 ， 皆 強 調 建 立 學 習 文 化 和 知 識

管 理 系 統，以 提 升 機 構 效 能，並 投 放 資 源，為 其 僱 員 提 供 培 訓 機 會。所 以 ，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也 需 因 應 時 代 變 化 作 出 調 整 ， 以 能 應 對 未 來 的 挑 戰 。   

 

10.2 本章目的  

 概 述 過 去 十 年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情 況  

 檢 視 不 同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機 會  

 闡 釋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如 何 有 效 促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10.3 回顧與反思  

教 育 是 專 業 的 工 作 ， 而 專 業 是 指 「 一 群 有 特 定 知 識 、 技 能 和 實 務 經 驗 的 人

從 事 的 工 作 ， 他 們 必 須 和 同 儕 不 斷 測 試 、 修 正 自 己 的 專 業 素 養 」 2。 正 因 如

此 ， 終 身 學 習 既 適 用 於 學 生 ， 也 在 教 師 身 上 充 分 體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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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的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有 多 個 向 度 ， 包 括 ： 協 助 推 行 新 的 教 育 政 策 、 應 對 校

內 新 的 任 務、回 應 學 校 的 關 注 項 目，以 及 促 成 個 人 專 業 成 長 3。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既 有 個 人 層 面 ， 亦 包 括 學 校 和 社 會 層 面 ， 並 以 如 何 有 效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為 要 務 （ 見 圖 10.1）。  

 

圖 10.1： 不 同 層 面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過 去 十 年，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出 現 不 少 變 化。「 師 訓 與 師 資 諮 詢 委 員 會 」(已 於

2013 年 6 月 1 日 重 新 命 名 為「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4 於 2003 年 訂

定 了「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理 念 架 構 」， 為 學 校 和 教 師 提 供 四 個 範 疇 的 參 照 ， 包 括

「 教 與 學 」、「 學 生 發 展 範 疇 」、「 學 校 發 展 範 疇 」 及 「 專 業 群 體 關 係 及 服 務

範 疇 」， 以 計 畫 及 評 估 專 業 發 展 的 方 向 和 內 容 。 該 會 並 為 教 師 制 定 一 個 三 年

內 參 加 150 小 時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的「 軟 指 標 」， 以 鼓 勵 教 師 在 不 同 的 專 業

範 疇 內 參 與 有 系 統 或 其 他 模 式 的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 提 升 專 業 水 平 。 而 於

2003/04 學 年 起 設 立 的 「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 更 以 表 揚 有 效 的 教 學 實 踐 ，

強 調 追 求 卓 越 及 培 養 協 作 的 文 化 為 目 標 。 誠 如 歷 年 的 《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 中

指 出 ， 現 時 學 校 皆 透 過 多 樣 化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 提 升 教 師 的 教 學 質 素 和 效

能 ， 例 如 ， 引 入 不 同 的 校 外 專 業 支 援 ， 及 ／ 或 利 用 共 同 備 課 和 同 儕 觀 課 ，

促 進 教 師 間 的 專 業 互 動 與 交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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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不 同 學 校 所 推 行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經 驗 ， 當 中 有 值 得 參 考 的 良 好 實 踐 經

驗 ， 也 有 尚 需 反 思 的 地 方 ， 簡 述 如 下 ：  

值 得 參 考 的 措 施  

 學 校 在 訂 定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與 政 策 時，鼓 勵 教 師 參 與，並 取 得 共 識 。 

 學 校 根 據 其 發 展 需 要 ， 訂 定 相 關 的 校 本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政 策 。  

 將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視 為 長 遠 的 人 力 資 源 策 略 。  

 透 過 教 師 專 業 活 動 ， 推 動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整 校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呼 應 學 校 的 關 注 項 目，例 如，教 授 非 華 語 學 生

以 中 文 作 為 他 們 的 第 二 語 言 ， 並 適 時 檢 視 成 效 ,。  

 學 校 訂 立 機 制，鼓 勵 教 師 於 完 成 校 外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後，在 校 內 與 同 儕 分

享 。  

 於 時 間 表 中，設 立 特 定 時 段，安 排 同 級 同 科 教 師 共 同 備 課，包 括 商 議 教

學 策 略 、 討 論 教 學 難 點 等 。  

 利 用 資 訊 科 技 ，如 內 聯 網 等， 上 載 教 學 筆 記 、 簡 報 等 ， 鼓 勵 知 識 共 享 。 

 營 造 團 隊 學 習 氣 氛 ， 鼓 勵 教 師 透 過 自 評 、 他 評 等 ， 促 進 專 業 成 長 。  

有 關 上 述 資 料 ， 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查 閱 ：  

「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cotap.hk  

「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理 念 架 構 」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cotap.hk/cms/images/download/TCF-Chi.doc 

「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ate.gov.hk  

「 教 育 局 ： 視 學 周 年 報 告 」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44&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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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用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發 表 的《 新 任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入 職 啟 導

工 具 》， 建 立 或 優 化 校 本 教 師 入 職 啟 導 計 畫 ， 以 幫 助 新 入 職 教 師 融 入 學

校 。  

 

 把 共 同 備 課 和 同 儕 觀 課 結 合，訂 定 清 晰 的 觀 課 焦 點，加 強 觀 課 後 的 評 課

和 討 論 ， 提 升 教 學 效 能 。  

 在 引 入 校 外 專 業 支 援 的 同 時，亦 擬 訂 了 提 升 教 師 能 量 的 方 案，以 達 至 可

持 續 發 展 。  

 與 其 他 學 校 合 辦 交 流 活 動，令 教 師 有 機 會 認 識 他 校 在 學 與 教 方 面 的 成 功

經 驗 ， 觸 類 旁 通 ， 引 發 思 考 。  

尚 需 反 思 的 地 方 ：  

 推 行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的 目 標 和 方 向 是 否 清 晰 ？  

 參 與 校 外 不 同 的 協 作 與 發 展 計 畫 前 ， 有 否 認 清 需 要 和 優 次 ？  

 推 行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時 ， 有 否 監 察 成 效 ？  

 科 組 間 有 否 就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作 出 協 調 ， 避 免 活 動 重 疊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是 否 能 緊 扣 學 生 學 習 或 其 他 範 疇 ？  

 如 何 避 免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逐 漸 流 於 常 規 化，未 能 對 應 學 校 關 注 項 目 ？  

 引 入 校 外 專 業 支 援 前 ， 教 師 間 有 否 建 立 共 識 ？  

 當 校 外 專 業 支 援 服 務 完 結 後 ， 如 何 將 良 好 實 踐 經 驗 持 續 深 化 ？  

 學 校 如 何 善 用「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理 念 架 構 」，以 了 解 整 體 員 工 於 各 個 範 疇

的 專 業 能 力 ， 並 訂 定 全 面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  

《 新 任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入 職 啟 導 工 具 》 可 從 以 下 網 址 下 載 ：  

http://www.cotap.hk/cms/images/download/TIS_Induction_Tool_Kit-

Chi.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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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 例  聯 校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日  

甲 校 和 乙 校 聯 合 舉 辦 一 整 天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日 。  

活 動 前  

 兩 校 向 全 體 教 師 派 發 問 卷 ， 以 了 解 他 們 較 關 注 或 希 望 加 深 認 識 的 議

題 。  

 經 統 計 、 分 析 和 商 議 後 ， 議 定 了 以「 學 生 學 習 風 格 」作 為 是 次 發 展 日

的 主 題 ， 並 加 入 「 團 隊 建 設 」 環 節 ， 以 提 升 教 師 間 的 協 作 默 契 。  

 事 前 ， 兩 校 先 安 排 負 責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小 組 進 行 會 議 ， 商 討 預 期 成

果 、 內 容 、 擬 邀 請 的 嘉 賓 講 者 、 日 程 安 排 、 舉 行 地 點 、 延 伸 活 動 等 。

活 動 當 日  

 兩 校 先 簡 短 介 紹 近 年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的 情 況、關 注 項 目 等，並 以 遊 戲 方

式 讓 兩 校 教 師 彼 此 認 識 、 分 享 體 驗 ， 建 立 默 契 。  

 熟 悉 兒 童 心 理 的 嘉 賓 講 者，向 教 師 概 述 學 生 的 不 同 學 習 風 格、特 性 和

須 注 意 事 項 。  

 其 後 ， 兩 校 教 師 以 「 合 作 學 習 」 方 式 分 組 ， 平 均 分 成 「 視 覺 型 」、「 聽

覺 型 」和「 動 覺 型 」學 習 風 格 的 專 家 組 ， 列 舉 不 同 學 習 風 格 學 生 的 獨

特 學 習 需 要 、 關 注 事 項 等 。  

 完 成 討 論 後，各 專 家 組 成 員 返 回 由 兩 所 學 校 組 成 的 科 目 小 組，嘗 試 因

應 學 生 的 學 習 風 格、課 程 目 標、科 目 特 性 等，擬 訂 合 適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並 選 派 組 長 匯 報 。  

 午 膳 後，由 特 邀 歷 奇 活 動 人 士，於 甲 校 內 為 兩 校 教 師 安 排「 團 隊 建 設 」

活 動 ， 透 過 一 連 串 隊 際 活 動 、 比 賽 等 ， 加 強 教 師 間 的 默 契 和 團 隊 協 作

氣 氛 。   

 最 後 由 兩 校 校 長 作 總 結，並 收 集 教 師 活 動 後 的 問 卷，以 作 分 析 和 檢 討。

活 動 後  

 甲 、 乙 校 教 師 繼 續 保 持 聯 繫 ， 分 享 照 顧 不 同 學 習 風 格 學 生 的 心 得 ， 並

交 換 教 學 筆 記 、 簡 報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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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教師專業發展與校本課程發展  

學 校 須 按 其 發 展 需 要 ， 規 畫 具 特 色 的 校 本 課 程 ， 例 如 ：  

 以 學 科 為 發 展 核 心 ， 如 語 文 科 、 常 識 科 等 。  

 以 主 題 為 發 展 重 點 ， 如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 共 通 能 力 等 。  

 配 合 學 校 發 展 計 畫 及 關 注 事 項 ， 如 照 顧 學 習 的 多 樣 性 、 小 班 教 學 等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正 好 為 推 動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提 供 助 力 ， 因 為 後 者 需 要 由 學 校 和

教 師 共 同 「 負 起 決 定 課 程 內 容 、 學 習 資 源 ， 以 及 『 施 教 － 學 習 － 評 估 』 程

序 主 要 責 任 」5。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十 分 多 元 化 ， 包 括 有 系 統 的 學 習 和 其 他

學 習 模 式，並 涵 蓋 個 人、學 校 和 社 區 層 面（ 詳 見 表 10.1）。就 個 人 層 面 而 言 ，

因 應 年 資 、 特 定 的 要 求 、 個 人 學 習 需 要 等 ， 教 師 可 作 適 當 規 畫 ， 以 促 進 個

人 成 長，並 提 升 學 科 教 學 知 識，為 建 立 校 內「 分 散 式 領 導 」團 隊 作 好 預 備 。 

 反 思 與 行 動  

 教 師 應 如 何 自 我 裝 備 ？  

 學 校 管 理 人 員 應 如 何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現 時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如 何 為 學 生 學 習 帶 來 正 面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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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教師專業發展模式舉隅 

  

 層面 

模式 

教師  學校 社區 

個人成長 
學科教學

知識 
整校 

學習領域／

科目 
教育局 其他* 

有系統 

學習 

參與課程；出席會議、

研討會、講座、工作坊

教 師 發 展

日 

科 務 會 議

（ 例 如 共 擬

課程） 

「 培 訓 行

事 曆 」： 課

程 、 研 討

會、講座 

參與課程；出

席會議、研討

會、講座 
參與網上課程 

 

退修日 

大專課程、與資格相關

課程 

聯校活動 

其他學習 

網絡、社

交媒體 

成 為 學 科

團體會員 

 

計畫、先導計畫（例如優

質教育基金等） 

種籽計畫 探訪他校  

入 職 啟

導 或 師

友計畫 

  

擔 任 他 校

嘉賓講者 

離岸或海

外學習訪

問 

共同備課 校 本 支 援

服務  

學校或區域網

絡 

 

閱讀 閱 讀 專 業

文章、期刊

等  

探 訪 他

校  、 互

訪 

同儕觀課 教 師 借 調

計畫、自願

調 任 學 校

計畫、跨職

系 員 工 調

配計畫 

校本支援 

發 表 文

章 、 報

告、書冊

等 

專業話語 學習小組 共同分析學生

課業及學生數

據  

課 程 發 展

探訪 

大學與學校夥

伴協作 

反 思 日

誌 

同儕學習  行動學習及研

究 

同 儕 參 與

校 外 評 核  

商校合作 

休 假 進

修 

  學習圈、實踐

社群 

內 地 與 香

港 教 師 交

流 及 協 作

計畫 

 

服務教育界或社區（例

如擔任嘉賓講者、工作

小組成員等） 

 個別指導   

* 包 括 辦 學 團 體 或 大 學 、 非 政 府 組 織 、 他 校 、 其 他 人 士 等 。  



持續專業發展 

 

 8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此 外 ， 為 配 合 教 育 局 在 不 同 範 疇 提 供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架 構 ， 學 校 應 為 教 師

制 定 清 晰 的 校 本 培 訓 計 畫 ， 以 輔 助 校 本 課 程 的 推 展 ， 照 顧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架 構 包 括 ：  

 融 合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架 構：為 提 高 教 師 照 顧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的 專

業 能 力，教 育 局 為 現 職 教 師 提 供 三 層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課 程，即 基 礎、高 級

及 專 題 課 程 （「 三 層 課 程 」 )。  

 

 資 優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新 架 構：為 配 合 學 校 各 持 份 者 的 需 要，教 育 局 為

現 職 教 師 提 供 適 切 的 資 優 教 育 培 訓，以 促 進 校 本 資 優 教 育 的 持 續 發 展 。 

 

過 去 十 年 ， 教 育 局 亦 為 學 校 和 教 師 提 供 了 不 同 的 支 援 措 施 ， 以 鼓 勵 和 促 進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包 括 ：  

 小 學 教 育 － 協 作 研 究 及 發 展 （「 種 籽 」） 計 畫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 小 學 教 育 － 協 作 研 究 及 發 展（「 種 籽 」）計 畫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051&langno=2 

「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864&langno=2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058&langno=2 

「 資 優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新 架 構 」 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349&langno=2 

有 關 「 三 層 課 程 」 的 詳 細 資 料 ， 可 從 教 育 局 網 站 查 閱 ，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349&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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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一 ： 協 作 研 究 及 發 展 （「 種 籽 」） 計 畫 － 常 識 科 	

目 的 ： 透 過 常 識 科 的 探 究 學 習 ， 發 展 學 生 的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及 創

造 力 。  

這 計 畫 包 括 「 發 展 」 和 「 研 究 」 兩 個 部 分 ， 既 為 發 展 「 學 生 的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及 創 造 力 」 的 學 習 資 源 及 教 學 策 略 ， 亦 為 探 索 影 響 常 識 科

課 程 施 行 的 因 素 ， 從 而 優 化 學 與 教 策 略 ， 完 善 課 程 發 展 。  

參 與 計 畫 的 借 調 教 師 和 種 籽 學 校 ， 就 培 養 學 生 的 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和 培 養 學 生 創 造 力 兩 項 目 標 ， 一 起 開 發 資 源 ， 共 同 策 畫 和 試 行 不 同 的 學

與 教 策 略 ， 並 將 成 功 的 經 驗 總 結 ， 把 有 用 的 教 學 資 源 整 合 ， 以 至 發 展 成

示 例 ， 供 其 他 學 校 參 考 和 使 用 。  

該 計 畫 發 展 的 示 例 包 括 ：  

- 小小時裝設計師 

- 太陽王國歷險記 

縱 觀 來 說 ， 是 項 計 畫 除 了 能 向 其 他 學 校 推 展 成 功 的 經 驗 外 ， 更 為 借 調 教

師 帶 來 嶄 新 的 工 作 體 驗 ， 透 過 與 友 校 教 師 的 討 論 、 協 作 和 互 動 ， 不 單 幫

助 教 師 個 人 的 專 業 發 展 及 成 長 ， 也 為 教 師 工 作 的 學 校 帶 來 裨 益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現 時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安 排 如 何 ？ 能 滿 足 你 的 需 要 嗎 ？  

 你 認 為 自 己 在 哪 方 面 尚 有 改 進 空 間 ？ 怎 樣 的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對 你 較

適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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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規畫與實踐  

《 基 礎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小 一 至 小 六 ）》勾 畫 出 香 港 未 來 十 年 的 小 學 課 程 的 發

展 方 向 。 為 使 校 本 課 程 能 更 聚 焦 、 深 化 ， 並 持 續 地 發 展 ， 規 畫 具 成 效 的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方 案 至 為 重 要 。 以 下 圖 表 是 部 分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規 畫 工 具 ， 學 校

可 按 需 要 列 印 參 照 ：  

圖 10.2： 策 畫 ─ 實 施 ─ 檢 討  

 

 

 

 

 

 

 

 

 

 

 

 

策  畫  

 培 訓 優 次 如 何 ？  

 有 否 可 用 資 源 或 預

算 ？  

 推 行 時 間 表 如 何 ？  

 誰 負 責 推 行 ？  

 評 估 工 具 是 甚 麼 ？  

 目 標 與 預 期 成 果 如

何 ？  

 

實  施  

 是 否 按 計 畫 、 時 序 推

行 ？  

 是 否 有 適 當 記 錄 ？  

 如 何 收 集 成 效 或 評

估 數 據 ？  

 

檢  討  

 如 何 分 析 所 收 集 的

成 效 或 評 估 數 據 ？  

 是 否 能 對 應 原 先 設

定 的 目 標 與 預 期 成

果 ？  

 可 否 找 出 計 畫 成 功

之 處 和 有 待 改 進 的

地 方 ？  

 能 否 為 未 來 的 策 畫

工 作 提 供 有 用 回

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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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專 業 發 展 需 要 分 析  

需 要 程 度  

 

項 目 （ 例 子 *）   

重 要 性  

（ 高、中、低 ）

迫 切 性  

（ 高、中、低 ）

需 要 層 面  

（ 個 人 、 科 組 、

整 校 ）  

優 次  

（ 1,2 ,3…）

小 班 教 學      

電 子 學 習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四 個 關 鍵 項 目      

共 通 能 力      

* 上 述 例 子 只 涵 蓋 「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理 念 架 構 」 的 「 教 與 學 範 疇 」 。  

 

圖 10.3：「 重 要 性 與 迫 切 性 」 分 析  

 
迫 切 性  

低  高  

重 要 性  

高  
3 
 

1 
（ 優 先 ）  

低  
4 

（ 暫 緩 ）  

2 
 

註 ： 按 重 要 性 與 迫 切 性 的 高 低 ， 決 定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的 推 行 優 次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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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保 改 開 停 」 分 析  

保  改  

開  停  

 

此 外 ， 學 校 可 參 照 《 新 任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入 職 啟 導 工 具 》 擬 定 一 套 包 含 校

本 指 標 的「 完 成 入 職 啟 導 備 考 」， 以 優 化 校 本 教 師 入 職 啟 導 計 畫 ， 為 新 任 教

師 提 供 適 切 的 啟 導 和 支 援 ， 表 10.3 節 錄 了 該 備 考 「 教 與 學 範 疇 」 的 部 分 內

容。除「 教 與 學 範 疇 」外，學 校 尚 需 關 注「 學 生 發 展 」、「 學 校 發 展 」及「 專

業 群 體 關 係 及 服 務 」 範 疇 ， 為 新 教 師 提 供 全 面 的 學 習 經 歷 。  

 

 

有 關 詳 情 可 瀏 覽 《 新 任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入 職 啟 導 工 具 》， 網 址 為 ：  

 

http://www.cotap.hk/cms/images/download/TIS_Induction_Tool_Kit-Chi

.doc  

有 甚 麼 地 方 做 得

頗 具 成 效 ， 應 保

留 ？  

有 甚 麼 地 方 應 加

以 開 展，以 提 升 教

師 的 專 業 能 力 ？  

有 甚 麼 地 方 尚 有

改 進 空 間 ？  

有 甚 麼 地 方 成

效 不 彰 ， 應 停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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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新 任 教 師 「 完 成 入 職 啟 導 備 考 」 － 中 期 及 總 結 檢 討  （「 教 與 學 範

疇 」 節 錄 ）  

分 項  

描 述  

（ 入 職 教 師 是 否

已 達 到 下 列 要

求 ）  

核
心
項
目 

選
擇
項
目 

中 期 檢 討  總 結 檢 討  

入 職 教 師

反 思  

啟 導 教 師

備 註  

入 職 教 師

反 思  

啟 導 教 師

備 註  

領 域 ：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對 任 教 科 目 的 內 容 有 基 本 認 識，但 開 始 察 覺 本 身 對 基 本 學 科 內 容 認 識 不 足 及 存 在 誤

解 ； 偶 爾 會 更 新 學 科 知 識 。  

掌 握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在 備 課、授 課

及 與 同 儕 交

流 時，顯 示 已

掌 握 基 本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更 新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及

探 求 新

的 學 科

知 識  

 認 識 到 更 新

學 科 內 容 知

識、趨 向 及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嘗 試 更 新 學

科 內 容 知 識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分 享 有

關 科 目

的 教 學

方 法  

 

 

 應 邀 出 席 校

內 有 關 科 目

的 教 學 法 分

享 及 交 流 會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是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  

註 ：  學 校 可 採 用 或 調 適《 新 任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入 職 啟 導 工 具 》，以 切 合 校

本 需 要 。 例 如 ， 於 「 描 述 」 一 欄 加 入 合 適 的 校 本 指 標 ； 除 指 出 有 待 發

展 的 地 方 外 ， 亦 可 列 出 優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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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建立學校實踐社群  

「 實 踐 社 群 」是 指 一 群 具 共 同 信 念 的 人，關 注 並 熱 情 投 入 某 個 領 域 的 工 作 。

他 們 透 過 經 常 的 互 動 協 作 ， 直 接 參 與 和 學 習 如 何 將 其 領 域 做 得 更 好 6。 實 踐

社 群 有 三 個 基 本 元 素 ， 包 括 領 域 、 社 群 和 實 踐 ， 套 用 於 學 校 ， 則 形 成 一 個

以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為 中 心 的 「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 見 圖 10.5）。  

 

 

圖 10.5：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學 校 可 參 考 以 下 措 施 建 構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  

 教 師 與 管 理 層 分 擔 專 業 發 展 的 責 任 ， 共 同 建 構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 見 表

10.4） 。  

 教 師 與 管 理 層 共 同 營 造 學 習 文 化 、 建 構 共 同 願 景 。  

 建 立 「 分 散 式 領 導 」 團 隊 ， 於 各 領 域 培 養 領 導 人 才 。  

 從 點 、 線 或 面 開 始 ， 按 需 要 鼓 勵 不 同 模 式 的 學 習 社 群 。  

 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 鼓 勵 平 等 、 分 享 和 協 作 文 化 。  

成 員 身 處 共 同 的 教

育 專 業 領 域  

成 員 間 共 享 資 源 、

經 驗 與 實 踐 方 法 ，

確 立 實 踐 社 群  

成 員 間 透 過 建

立 共 識 和 共 同

信 念，形 成 特 定

的 學 校 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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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供 機 會 或 空 間，讓 教 師 分 享 在 專 業 發 展 課 程 中 獲 得 的 知 識，並 在 學 習

領 域 或 科 組 中 試 行 計 畫 或 進 行 行 動 學 習 和 研 究 。  

 以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作 為 實 踐 社 群 的 共 同 信 念 。  

 按 需 要 ， 於 校 內 建 立 多 於 一 個 實 踐 社 群 。  

 

 

表 10.4： 學 校 不 同 人 員 建 構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的 責 任  

   學 校 人

員 

 

責任 

教師 
學習領域／ 

科目統籌人 

小學課程統籌

主任 
校長／副校長

角色 

 

成 員  促 導 員  變 革 推 動 者  支 持 者  

任務   分 擔 責 任   促 進 學 習 領 域

／ 科 目 協 作 與

發 展  

協 調 或 催 化 互

動   

賦 權   

目標設置 積 極 參 與 或

貢 獻  

界 定 範 圍 、 釐

清 優 次 、 訂 定

預 期 成 果   

 

串 連 科 組 工 作   訂 定 目 標 或

關 注 事 項   

資源 善 用 或 分 享

資 源   

擬 訂 計 畫 預 算

和 採 購 合 適 資

源   

分 配 資 源  核 准 預 算、尋

求 資 源   

協作   共 同 建 構 學

科 教 學 知 識  

促 進 科 組 層 面

協 作  

提 供 合 適 架 構

（ 例 如 ， 共 同

備 課 時 段 ）    

創 造 協 作 空

間  （ 包 括 資

源、人 力、時

間 ）  

評估 

 

回 饋   分 析  監 察   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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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認 同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的 理 念 嗎 ？ 為 甚 麼 ？  

 你 認 為 學 校 是 否 具 備 營 造 學 校 實 踐 社 群 的 條 件 ？ 若 是 ， 效 果 如 何 ﹖

若 否 ， 尚 欠 甚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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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背景  

今 天 ， 學 生 的 學 習 不 再 局 限 於 課 室 或 校 園 之 內 。 過 去 十 年 ， 隨 着 資 訊 科 技

的 迅 速 發 展 ， 以 及 學 校 積 極 鼓 勵 和 安 排 學 生 參 與 不 同 形 式 的 聯 課 活 動 ，「 處

處 學 、 時 時 學 」 這 個 全 方 位 學 習 理 念 愈 趨 普 及 。 學 生 固 然 要 對 自 己 的 學 習

負 起 責 任 ， 社 會 上 不 同 的 持 份 者 ， 也 可 從 不 同 的 途 徑 幫 助 學 生 有 效 和 愉 快

地 學 習 。 學 校 、 家 庭 和 社 區 是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重 要 社 會 資 源 ， 透 過 夥 伴 關

係 和 衷 誠 合 作 ， 有 助 推 動 優 質 教 育 。 今 後 ，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需 要 更 緊 密

聯 繫 ， 進 一 步 推 動 優 質 教 育 ， 以 回 應 世 界 教 育 發 展 的 大 方 向 。  

 

11.2 本章目的  

 概 述 在 轉 變 的 社 會 中 ， 學 校 和 家 長 應 如 何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闡 釋 不 同 持 份 者 在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列 舉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不 同 家 校 合 作 和 社 區 聯 繫 模 式  

 

11 學校、家庭與社區聯繫 



 學校、家庭與社區聯繫 

 2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1.3 回顧與反思  

學 校 並 非 孤 島 。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共 同 合 作 以 改 善 教 育 質 素 ， 是 世 界 各 地

教 育 改 革 的 大 方 向 1。過 往 的 家 校 合 作 較 集 中 於 安 排 親 子 活 動 和 透 過 定 期 會

面，讓 家 長 加 深 了 解 子 女 在 學 的 情 況。近 年，家 長 則 扮 演 了 更 積 極 的 角 色 ，

例 如 ， 與 學 校 攜 手 尋 求 地 區 資 源 和 協 助 、 參 與 學 校 相 關 的 工 作 小 組 、 與 教

師 以 不 同 形 式 協 作 以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等 。 學 校 亦 更 為 積 極 地 與 外 界 保 持 聯

繫 ， 引 入 不 同 的 社 區 資 源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的 聯 繫 猶 如 三

個 互 相 重 疊 的 色 環（ 見 圖 11.1）， 彼 此 間 既 互 為 緊 扣 ， 同 時 亦 各 自 有 其 本 身

的 發 展 領 域 ， 而 三 者 的 適 當 重 疊 ， 又 造 就 了 有 利 學 生 學 習 的 條 件 。 故 此 ，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間 的 衷 誠 合 作 與 互 相 尊 重 ， 至 為 重 要 。  

 

圖 11.1 家 庭 、 學 校 及 社 區 共 同 合 作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認 為 學 校 、 家 庭 與 社 區 共 同 合 作 ， 對 學 生 學 習 有 甚 麼 裨 益 ？  

 就 聯 繫 家 庭 與 社 區 ， 你 的 學 校 在 哪 些 方 面 做 得 比 較 好 ， 哪 些 方 面 仍

須 改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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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回應轉變中的香港社會  

隨 着 香 港 人 口 、 經 濟 、 政 治 和 環 境 情 況 的 逐 漸 轉 變 ， 現 今 的 學 習 者 也 更 趨

多 樣 性 。 學 校 和 家 長 應 同 心 協 力 、 互 相 配 合 ， 因 應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能 力 和

需 要 ， 因 材 施 教 ， 協 助 他 們 發 揮 獨 有 的 天 賦 。 以 下 建 議 學 校 和 家 長 可 如 何

照 顧 學 生 的 多 樣 性 。  

 

給學校的建議  

 提 倡 共 融 文 化，鼓 勵 學 生 以 平 等、接 納 和 欣 賞 的 態 度，與 不 同 國 籍、種

族 、 膚 色 、 宗 教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同 學 一 起 學 習 。  

 舉 辦 相 關 的 文 化 週 或 活 動 ， 讓 學 生 認 識 和 學 會 尊 重 校 內 不 同 國 籍 、 種

族 、 膚 色 、 宗 教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同 學 。  

 關 注 學 生 的 過 重 和 肥 胖 問 題 ， 鼓 勵 學 生 實 踐 活 躍 及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鼓 勵 學 生 在 學 業 與 非 學 業 的 表 現 上 取 得 平 衡，在 追 求 卓 越 的 同 時，亦 能

善 用 餘 暇 ， 發 展 不 同 的 興 趣 。  

 推 動 課 本、圖 書、校 服 循 環 再 用 等 計 畫，為 來 自 經 濟 上 有 困 難 家 庭 的 學

生 提 供 支 援 。  

 透 過 校 本 活 動、交 流 計 畫、姊 妹 學 校 計 畫 等，擴 闊 學 生 的 視 野 和 世 界 觀。 

 繼 續 鼓 勵 各 科 在 學 與 教 中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 ， 透 過 不 同 的 活 動 、 課

業 ，培 養 學 生 的 協 作、溝 通、創 造、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自 我 管 理

等 能 力 。  

 

給家長的建議  

 鼓 勵 子 女 尊 重 不 同 國 籍 、 種 族 、 膚 色 、 宗 教 和 文 化 的 人 士 。  

 關 注 子 女 的 健 康 情 況 ， 並 與 他 們 一 起 做 運 動 。  

 給 予 子 女 空 間 ， 讓 他 們 發 展 非 學 業 方 面 的 興 趣 和 潛 能 。  

 將 子 女 的 舊 課 本、圖 書、校 服 等 捐 贈 予 有 需 要 的 學 生，或 積 極 支 持 學 校

的 循 環 再 用 計 畫 。  

 與 子 女 一 同 討 論 本 地 和 世 界 時 事，及 ／ 或 和 他 們 一 起 觀 看 國 際 新 聞，以

擴 闊 子 女 的 視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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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 養 子 女 自 我 管 理 能 力，盡 量 由 子 女 獨 自 或 與 同 學 一 起 完 成 專 題 研 習 等

課 業 ， 幫 助 他 們 學 會 學 習 和 發 展 共 通 能 力 。  

 提 醒 子 女 尊 重 知 識 產 權 ， 例 如 引 用 著 作 時 須 註 明 出 處 等 。  

 培 養 子 女 珍 惜 資 源 的 態 度 ， 不 浪 費 金 錢 、 食 物 、 食 水 等 。  

 

延 伸 閱 讀 ／ 參 考 資 料 ：  

 新 來 港 兒 童 教 育 及 支 援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6&langno=2 

 非 華 語 學 童 教 育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211&langno=2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390&langno=2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649&langno=2 

 關 愛 基 金 － 校 本 基 金 （ 境 外 學 習 活 動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577&langno=2 

 「 一 家 一 網 e 學 習 」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programme/ 

 

11.5 校內不同人員的角色  

校 內 不 同 人 員 ， 在 營 造 有 利 於 教 育 和 社 群 發 展 的 氛 圍 方 面 ， 都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  

校 長 ／ 副 校 長  

 透 過 以 下 各 項 ， 領 導 學 校 的 整 體 課 程 規 畫 ：  

 充 分 考 慮 學 生 的 需 要 、 學 校 的 使 命 及 教 師 的 準 備 程 度 ， 從 而 訂 定 工

作 的 優 先 次 序 。  

 為 學 生 的 全 人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開 拓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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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動 學 校 建 立 一 個 良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  

 培 養 教 師 成 為 各 科 目 ／ 學 習 領 域 及 全 方 位 學 習 的 課 程 領 導 人 員，同 時 為

他 們 的 協 作 創 造 時 間 和 空 間，例 如，安 排 固 定 的 時 間 及 配 套 措 施 讓 教 師

交 流 經 驗 及 共 同 備 課 ， 並 鼓 勵 他 們 參 與 各 種 合 適 的 專 業 發 展 計 畫 。  

 因 應 新 的 學 校 發 展 需 要 ， 訂 立 目 標 及 不 同 階 段 的 改 善 計 畫 。  

 支 持 發 展 能 改 善 學 生 學 習 的 措 施，例 如，分 配 資 源（ 時 間、人 力、撥 款 ）

到 更 有 效 益 的 項 目，減 少 教 師 的 非 專 業 性 工 作，尊 重 各 學 習 領 域 和 學 科

小 組 調 適 課 程 的 專 業 自 主 權 。  

 就 一 些 可 能 會 有 違 學 會 學 習 原 則 的 事 項，跟 教 職 員、學 生 及 家 長 切 實 地

溝 通 ， 並 作 好 改 善 的 準 備 。  

 與 其 他 學 校 及 有 關 機 構 交 流 知 識 及 經 驗 。  

 促 進 學 校 與 外 界 聯 繫，例 如，藉 着 與 校 友 會 或 家 長 教 師 會 的 緊 密 聯 繫 ，

讓 學 校 獲 得 更 多 校 外 資 源 和 支 援 。  

 

小 學 課 程 統 籌 主 任 ／ 學 科 主 任  

 為 有 關 的 科 目 ／ 學 習 領 域、課 程 範 圍 制 定 發 展 計 畫，有 需 要 時 與 其 他 科

組 協 作 ， 並 依 計 畫 領 導 學 校 課 程 及 教 學 的 轉 變 。  

 協 助 校 長 推 行 課 程 計 畫 ， 管 理 及 調 配 支 援 課 程 發 展 的 資 源 。  

 支 持 教 師 改 善 課 程 和 學 習 的 專 業 自 主 及 判 斷 。  

 擬 訂 計 畫，並 以 多 種 形 式 推 動 教 師 專 業 發 展，如 工 作 坊、同 儕 觀 課、參

與 行 動 研 究 及 共 同 備 課 等 。  

 與 學 習 領 域 或 學 科 小 組 及 校 內 其 他 科 組 的 成 員，多 就 知 識 和 經 驗 進 行 交

流 、 討 論 ， 確 保 各 方 保 持 緊 密 的 聯 繫 和 合 作 。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評 鑑，適 當 地 回 饋 教 師，讚 揚 他 們 的 成 功 事 例，這 既 能 肯

定 他 們 的 努 力 ， 亦 能 促 進 他 們 自 我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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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師  

 在 各 科 目 ／ 學 習 領 域 的 學 習 與 施 教，加 強 發 展 學 生 的 共 通 能 力，尤 其 是

協 作 能 力、自 我 管 理 能 力、批 判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創 造 力 和 溝 通 能 力。 

 使 用 合 適 的 教 學 與 評 估 策 略 ， 引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聆 聽 學 生 的 意 見，並 運 用 適 當 的 學 與 教 資 源，因 應 課 程 改 變，提 供 支 援，

改 善 學 習 。  

 教 導 和 培 養 學 生 「 可 持 續 發 展 」 的 觀 念 2， 珍 惜 地 球 資 源 。  

 訂 定 個 人 的 專 業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計 畫，配 合 最 新 的 發 展 和 改 變，與 時 並

進 。  

 與 同 事 或 校 外 支 援 人 士 共 同 備 課 ， 並 試 行 對 學 習 有 正 面 影 響 的 策 略 。  

 與 社 區 工 作 人 員 合 作 ， 為 學 生 提 供 全 方 位 學 習 。  

 對 日 常 教 學 多 作 反 思 ， 並 與 其 他 教 師 討 論 問 題 、 交 流 知 識 及 經 驗 。  

 與 家 長 溝 通，向 他 們 解 釋 學 校 的 課 程 及 有 關 學 習 政 策，例 如，家 課 政 策，

尋 求 他 們 的 支 持 和 協 助 ，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幫 助 家 長 理 解 評 估 目 的 及 其 子 女 的 長 處、短 處，還 要 使 他 們 明 白，分 數

和 班 內 名 次 並 不 一 定 完 全 反 映 子 女 的 學 習 情 況 與 進 度 。  

 

學 校 圖 書 館 主 任  

 幫 助 學 生 善 用 圖 書 館 資 源 ， 促 使 他 們 學 會 學 習 ， 例 如 ：  

 提 供 不 同 方 式 及 科 技 設 施 ， 使 學 生 易 於 獲 得 資 訊 。  

 為 學 生 提 供 各 種 各 樣 的 資 源 為 本 課 程 ， 提 高 他 們 的 自 學 能 力 。  

 制 定 發 展 策 略 ， 以 培 育 學 生 閱 讀 各 類 型 書 籍 的 興 趣 ， 養 成 良 好 的 閱

讀 習 慣 。  

 與 其 他 教 師 協 作，就 校 本 課 程 的 重 心，共 同 策 畫 教 學 和 豐 富 圖 書 館 的 資

源 。  

 推 廣 在 學 習 與 教 學 上 使 用 來 自 多 方 的 資 訊 。  

 改 善 學 校 圖 書 館 的 服 務，例 如，在 適 當 情 況 下，組 織 其 他 人 協 助，延 長

圖 書 館 的 開 放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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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進 發 展 校 內 人 員 對 資 訊 的 認 知，並 緊 貼 課 程 和 科 技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況 。 

 確 保 圖 書 館 資 源 及 教 具 的 供 應 充 足 ， 並 得 到 妥 善 保 養 。  

 增 加 電 子 學 習 資 源 。  

請 同 時 參 閱 「 第 七 章  優 質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與 學 校 圖 書 館 發 展 」 。  

 

學 生  

 投 入 校 園 生 活 ， 努 力 學 習 ， 積 極 發 問 和 參 與 班 上 討 論 。  

 負 起 學 習 的 責 任，例 如，訂 定 學 習 目 標、計 畫 學 習 進 程、組 織 溫 習 小 組 、

廣 泛 閱 讀 不 同 類 型 的 書 籍 等 。  

 反 思 學 習 進 展，例 如，透 過 撰 寫「 學 習 日 誌 」等，記 錄 及 反 思 學 習 成 果 。 

 實 踐 全 人 發 展 ， 例 如 ， 參 與 不 同 的 聯 課 活 動 、「 大 哥 哥 和 大 姐 姐 計 畫 」

等 。  

 與 教 師 保 持 良 好 溝 通 ， 並 與 教 師 分 享 可 以 幫 助 自 己 學 得 更 好 的 方 法 。  

 

 

 

11.6 家校合作  

家 長 是 學 校 的 重 要 夥 伴 。 透 過 適 當 的 溝 通 渠 道 ， 有 助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的 辦 學

理 念 ， 從 而 更 有 效 地 配 合 學 校 的 教 育 方 針 ， 促 進 家 校 合 作 ，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能 。 家 校 合 作 是 一 個 互 動 和 發 展 性 的 過 程 ， 家 長 與 學 校 人 員 通 過 雙

向 溝 通 和 合 作 ， 共 同 建 構 不 同 的 家 長 參 與 模 式 3， 包 括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如 何 承 擔 起 自 己 的 角 色 與 任 務 ？  

 你 認 為 哪 方 面 的 任 務 較 難 實 行 ？ 你 將 如 何 解 決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你 認 為 自 己 尚 有 甚 麼 可 以 貢 獻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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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職 教 育  

 輔 導 子 女 在 家 學 習  

 家 長 與 學 校 溝 通  

 家 長 參 與 校 內 義 務 工 作  

 家 長 參 與 家 長 組 織 及 ／ 或 加 入 校 董 會 參 與 學 校 政 策 的 制 定  

以 下 建 議 學 校 和 家 長 可 如 何 加 強 雙 方 的 聯 繫 與 合 作 ， 以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  
 

給 學 校 的 建 議  

 為 家 校 合 作 訂 定 政 策 ， 並 視 家 長 為 重 要 合 作 夥 伴 ， 加 強 雙 向 溝 通 。  

 邀 請 家 長 代 表 協 助 學 校 行 政 ， 例 如 ， 參 與 遴 選 午 膳 供 應 商 事 宜 。  

 正 面 看 待 家 長 的 查 詢 或 投 訴，善 用 他 們 的 意 見 與 回 饋，檢 視 和 改 善 學 校

的 政 策 和 工 作 。  

 鼓 勵 並 接 納 具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 教 育 程 度 和 貢 獻 的 家 長 義 工 。  

 安 排 觀 課 活 動，特 別 是 小 一 新 生 班，讓 家 長 了 解 子 女 在「 幼 小 銜 接 」的

適 應 情 況 ， 增 加 對 學 校 的 信 任 與 支 持 。  

 為 家 長 提 供 親 職 教 育 ， 加 強 他 們 在 家 支 援 學 生 學 習 的 技 巧 。  

 於 學 校 大 型 活 動 中 ， 加 入 親 子 元 素 。  

 透 過 家 長 問 卷 等 ， 收 集 家 長 對 學 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  

 當 學 校 有 重 大 政 策 轉 變 或 推 行 新 政 策 ， 先 諮 詢 家 長 或 家 長 代 表 。  

 訂 定 合 適 的 家 課 政 策 ， 並 適 時 收 集 家 長 的 意 見 。  

 透 過 學 校 刊 物 、 網 頁 等 提 供 不 同 的 學 校 資 訊 ， 讓 家 長 知 悉 。  

 於 學 校 網 頁 內 提 供 教 師 電 郵，增 加 家 長 與 科 任 教 師 或 中 層 管 理 人 員 溝 通

的 渠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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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家 長 的 建 議  

 承 擔 家 長 的 親 職 責 任 ， 關 心 子 女 的 在 學 情 況 。  

 以 開 放、諒 解 和 支 持 的 態 度 看 待 學 校 的 政 策，如 有 需 要，可 向 校 方 反 映

意 見 。  

 相 信 教 師 的 專 業 意 見 和 安 排 ， 並 作 出 配 合 ， 輔 導 子 女 學 習 。  

 鼓 勵 或 陪 伴 子 女 到 公 共 圖 書 館 借 閱 圖 書，培 養 子 女 個 人 閱 讀 的 習 慣 和 促

進 親 子 閱 讀 。  

 利 用 假 期 與 子 女 一 起 參 與 各 類 文 娛 活 動 ， 鼓 勵 全 方 位 學 習 。  

 積 極 支 持 並 盡 量 出 席 學 校 為 家 長 安 排 的 活 動 。  

 擔 任 學 校 義 工 。  

 積 極 參 與 家 長 教 師 會 活 動 。  

 與 子 女 訂 定 使 用 手 提 電 話 、 電 腦 、 互 聯 網 的 規 則 ， 訂 明 上 網 時 間 。  

 於 家 中 的 電 腦 安 裝 過 濾 軟 件 。  

 多留意子女的日常行為和情緒變化，如有需要，與學校教師或學校社工商討。 

 鼓勵子女早睡早起、飲食均衡。  

 與子女一同參與有益身心的康體活動，培養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認 為 家 長 可 如 何 促 進 學 生 學 習 ？  

 就 家 校 合 作 方 面，你 的 學 校 有 甚 麼 良 好 的 實 踐 經 驗 可 與 他 校 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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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 參 考 資 料 ：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http://chsc.hk/main.php?lang_id=2 

 家 校 合 作 － 善 用 家 課 推 動 學 習   

http://www.mcw.edu.hk/inhouse/group_stu/pta2005/East/20120330_Parent

ECourier.pdf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活 動 計 畫 資 助  

http://www.edb.gov.hk/UtilityManager/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

2096C.pdf  

 《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0-9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單 張 及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

mary/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index.html  

 《 家 校 連 心 ‧ 齊 促 課 改 》 家 長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

-of-edu/primary/materials/parent_pamphlet_final.pdf  

 「 健 康 飲 食 在 校 園 」 運 動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123&langno=2  

 香 港 教 育 城 「 家 長 易 學 站 」  

http://www.hkedcity.net/index_parent.php 

 《「 做 個 智 Net 的 」家 長 教 育 手 冊 》（ 為 家 長 提 供 有 關 保 護 及 教 育 子 女 網

上 安 全 的 基 本 要 點 。 ）   

http://www.benetwise.hk/download/parent_edu_kit .pdf  

 《「 做 個 智 Net 的 」 互 聯 網 教 育 資 源 套 ： 小 學 篇 》  

http://www.benetwise.hk/resources/index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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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社區參與  

學 校 如 能 與 社 區 及 外 間 機 構 保 持 聯 繫，並 按 需 要 和 發 展 優 次，引 入 如 校 友 、

教 育 局 、 大 專 院 校 、 企 業 、 社 區 組 織 等 資 源 ， 有 助 為 學 生 提 供 額 外 的 學 習

支 援 和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經 歷 。  

 

校 友 聯 繫  

校 友 對 學 校 有 一 定 的 歸 屬 感 ， 在 學 或 已 就 業 的 校 友 可 從 不 同 途 徑 支 援 學 弟

妹 ， 建 立 學 校 獨 有 的 文 化 傳 統 。 校 友 聯 繫 的 可 行 模 式 有 ：  

 加 入 法 團 校 董 會 或 校 董 會 ， 參 與 學 校 政 策 的 制 訂 。  

 擔 任 課 餘 功 課 輔 導 或 活 動 導 師 。  

 分 享 升 中 或 升 讀 大 專 後 的 感 受 。  

 分 享 就 業 感 受 。  

 為 學 弟 妹 提 供 升 學 意 見 。  

 

教 育 局 校 本 支 援  

教 育 局 透 過 校 本 支 援 服 務 ， 為 學 校 從 大 專 院 校 引 入 合 適 的 合 作 夥 伴 ， 向 學

校 提 供 支 援 ， 藉 以 將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探 究 和 學 校 發

展 計 畫 三 者 緊 密 地 聯 繫 起 來 ， 幫 助 教 師 從 容 面 對 學 校 文 化 的 轉 變 。 校 本 支

援 方 案 有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語 文 學 習 支 援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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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專業支援」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057&langno=2 

「語文學習支援」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565&langno=2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864&langno=2 

示 例  大 學 － 學 校 支 援 計 劃  

在計畫下，教育局委託一些具相關經驗的大專院校，向學校提供一些能因應

他們特別需要的支援計畫。與小學有關的支援計畫包括：  

 提 升 特 殊 學 校 教 學 技 巧 計 劃 （ 2010–2012）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

imary-secondary/sbss/sbps/usp/epp.pdf 

 知 識 建 構 教 師 發 展 網 絡 計 劃 （ 2008–2011）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

ndary/sbss/sbps/usp/professional-development-network-for-knowledge/index.html 

 優 質 學 校 改 進 計 劃 (2008–2011)  

 優 質 學 校 改 進 計 劃 ： 學 習 差 異 支 援  (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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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校合作  

很 多 實 踐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的 工 商 機 構 ， 皆 樂 意 為 學 校 提 供 不 同 形 式 的 支

援，幫 助 學 生 擴 闊 視 野 和 獲 取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為 日 後 投 身 社 會 作 準 備 。

商 校 合 作 的 可 行 模 式 包 括 ：  

 邀 請 社 會 人 士 加 入 法 團 校 董 會 或 校 董 會 ， 參 與 學 校 政 策 的 制 定 。  

 由 工 商 機 構 提 供 資 源，與 學 校 合 辦 活 動，例 如，講 座、參 觀 工 作 場 所 等 。 

 參 與 教 育 局 「 商 校 合 作 計 畫 」 下 為 小 學 生 安 排 的 全 港 性 活 動 。  

 

 

 

 

 

 反 思 與 行 動  

 你 的 學 校 如 何 與 不 同 的 機 構 保 持 聯 繫 ？ 哪 些 聯 繫 對 學 生 學 習 具 正

面 影 響 ﹖  

 學 校 引 入 校 外 支 援 服 務 時 ， 校 內 各 成 員 可 如 何 作 出 配 合 ， 以 提 升

其 成 效 ？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畫」網 頁 的 網 址 為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38&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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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 瑞 珠 （ 2002）。 家 庭 學 校 與 社 區 協 作 ： 從 理 念 研 究 到 實 踐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2   根 據 聯 合 國 環 境 與 發 展 世 界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可 持 續 發 展 是 ︰ 「 既 能 滿 足

我 們 現 今 的 需 求 ， 又 不 損 害 子 孫 後 代 能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求 的 發 展 模 式 。 」

（《 我 們 的 共 同 未 來 》， 1987 年 ）  

3   何 瑞 珠（ 2002）。 家 庭 學 校 與 社 區 協 作 ： 從 理 念 研 究 到 實 踐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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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列 參 考 資 料 非 遍 舉 無 遺 ， 以 下 只 列 出 部 分 ， 供 讀 者 參 考 。  

書 刊  

何 瑞 珠 （ 2002） 。 家 庭 學 校 與 社 區 協 作 ： 從 理 念 研 究 到 實 踐 。 香 港 ：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應 用 社 會 科 學 系 社 會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 2005） 。 家 長 工 作 時 間

與 親 子 關 係 調 查 顧 問 報 告 （ 行 政 摘 要 ） 。 香 港 ： 教 育 統 籌 局 、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  

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中 央 健 康 教 育 組 （ 2005） 。 正 視 肥 胖 問 題 ： 肥 胖 的 成

因 、 現 況 與 預 防 措 施 。 香 港 ： 作 者 。  

Boethel, M. (Ed.). (2003). Diversity: School, Family & Community Connections. Austin, TX: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with Schools &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Bæck, U. K. (2010). Parental Involvement Practices in Formalized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4(6), 549-563.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2005). Research o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Homework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ecutive summary). Hong Kong: Author.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2007). Exercising habits of senior primary and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and parents (Executive summary). Hong Kong: Author.  

Committee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2009). Survey on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uthor. 

Epstein, J. L., & Associates. (2009).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 Your 

Handbook for Action.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Ferlazzo, L. (2011). Involvement or Engagement?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8(8), 10-14.  

Gorinski, R., & Fraser, C. (2006).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Effective Engagement of Pasifika 

Parents and Communities in Education.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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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C., Orozco, E., & Averett, A. (2002). Emerging Issues in School, Family & 

Community Connections (Annual Synthesis 2001). Austin, TX: 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with Schools &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SEDL).   

Mayer, J. E. (2007). Creating a Safe and Welcoming School. Geneva: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 UNESCO: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Wade, R. (2011). Service for Learn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68(8), 28-31. 

網 址  

教 育 局 ： 新 來 港 兒 童 教 育 及 支 援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6&langno=2> 

 

教 育 局 ： 非 華 語 學 童 教 育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211&langno=2>  

 

教 育 局 ：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390&langno=2> 

 

教 育 局 ： 校 本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649&langno=2> 

 

教 育 局 ： 關 愛 基 金  -  校 本 基 金 (境 外 學 習 活 動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577&langno=2>  

 

「 一 家 一 網 e 學 習 」 上 網 學 習 支 援 計 劃   

<http://www.gov.hk/tc/theme/ilearnathome/programme/>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http://chsc.hk/main.php?lang_id=2>  

 

教 育 局 ：《 親 子 閱 讀 樂 趣 多 － 給 0-9 歲 孩 子 的 家 長 》 單 張 及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

als/parent-child-read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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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校 連 心 ‧ 齊 促 課 改 》 家 長 小 冊 子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

rimary/materials/parent_pamphlet_final.pdf> 

 

教 育 局 ：「 健 康 飲 食 在 校 園 」 運 動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123&langno=2>  

 

香 港 教 育 城 「 家 長 易 學 站 」  

<http://www.hkedcity.net/index_parent.php>  

 

「 做 個 智 Net 的 」 家 長 教 育 手 冊 （ 為 家 長 提 供 有 關 保 護 及 教 育 子 女 網 上 安

全 的 基 本 要 點 。 ）   

<http://www.benetwise.hk/download/parent_edu_kit.pdf> 

 

「 做 個 智 Net 的 」 互 聯 網 教 育 資 源 套 ： 小 學 篇  

<http://www.benetwise.hk/resources/index_1.html> 

 

教 育 局 ： 校 本 專 業 支 援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057&langno=2>  

 

教 育 局 ： 語 文 學 習 支 援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565&langno=2>  

 

教 育 局 ： 小 學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864&langno=2> 

 

提 升 特 殊 學 校 教 學 技 巧 計 劃 （ 2010–2012）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

mary-secondary/sbss/sbps/usp/epp.pdf>  

 

知 識 建 構 教 師 發 展 網 絡 計 劃 （ 2008–2011）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

dary/sbss/sbps/usp/professional-development-network-for-knowledge/index.html>  

 

教 育 局 ：「 商 校 合 作 計 畫 」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38&langno=2> 



  詞彙釋義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   1   

三語  

能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  

中央課程  

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的中央課程包括：學校課程的宗旨和目標、五種基要的學習

經歷和八個學習領域及小學常識科的課程架構，還有各學習領域的學習時間分

配和個別學習領域的特別要求，例如課程的核心成分或學習的基本元素。（請

另參看校本課程）  

自主學習  

廣義而言，自主學習為一籃子的概念，包括自我調整學習、自學及獨立學習

等。自主學習大致上包括以下的特點和能力：學習者的控制及自我管理、學習

者的反思、個人自主 (Autonomy) 的環境，及自學的誘因和傾向  (Tendency of 

self-learning)－如在學校學習環境以外，對學習的持續追求。每個概念都有其

重點及特質，通過建立能力、意識及動機，促進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個別學生

可自發設計及負責自己的學習經歷，不同年齡的學生也能透過不同渠道，選

擇、管理、評估其學習。  

共同建構  

學與教的「共同建構」取向與「直接傳授」及「建構」取向不同，「共同建

構」強調課堂內的教師和學生是一個學習社群，各成員共同參與，從而創造知

識，並建立判斷該知識的準則。  

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主要是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和應用所學知識的技巧、能

力和特質。通過不同科目或學習領域的學與教，可以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這

些能力還可以遷移到其他學習情況中使用。香港學校課程訂出九種共通能力，

包括：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明辨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

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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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那些智障、視障、弱聽、殘障、自閉症、注意力

不足和過動症、語言障礙及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兩文  

能閱讀及寫作標準書面中文及英文。  

校本課程   

學校應根據中央課程的基本要求，讓學生得到應有的學習。我們鼓勵學校和教

師採用中央課程，加以調適，以發展本身的校本課程，從而幫助學生達到教育

的目標和宗旨。調適的措施可包括調整學習目標，以不同方式組織教學內容、

提供科目的選擇、採用不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故此，校本課程其實是

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指引和學校與教師的專業自主之間，兩者取得平衡的成

果。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是一個開放及有彈性的學習模式，並涉及應用電子媒介( 包括數碼資源

及通訊工具  )以達致學習目的。電子學習的重點在於能應用科技以更有效地傳遞

學習內容。在電子學習的環境下，學習過程應考慮有利於學生發展廿一世紀技

能的三個關鍵元素，包括協調正式及非正式的學習方法，以及平衡個人及協作

學習，以幫助學習者增加對其學習成就的意識及收集其進步的證據。  

「種籽學校」計畫   

一個協作式研究及發展計畫，旨在：(i)提供  /  傳播有用的經驗，供學校、教師

及社會人士參考；(ii)培訓一批能夠起重要作用的課程改革促進者及課程領導人

員（例如教師、校長、學校圖書館主任），以提升改革的力量；(ii i)作為校本課

程發展的原動力。  

課程架構  

課程架構是輔助學校自行計畫和發展課程的組織框架。組成部分包括：各學習

領域的相關知識和概念、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不同

的教育階段須學習的知識內容、培養的價值觀和掌握的技能，並給予學校和教

師充分的彈性和自主，設計不同的課程模式來配合學生的需要。  

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各自不同，包括成熟程度，學習動機、能力、學習

風格、志向、興趣、性向及社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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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課程規畫  

學校整體課程規畫，旨在幫助學生達到七個學習宗旨。通過校曆及時間表的編

排、學校課程發展短期目標優先次序的擬訂，提供一個更寬廣而均衡的課程，

涵蓋八個學習領域及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在規畫過程中，學校應考慮順暢漸

進的課程設計、各學習領域間的協調、並靈活運用適切的學與教及評估策略。  

學習目標  

預期學生在個別學習領域內所學得的成果，從而訂定的目標及方向。  

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是指預期學生完成課程或某個學習階段後的學習表現，是根據課程的

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而擬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依據，並反映學生完成某

個階段的學習後應能達到的學習表現，以促進他們的學習。  

學習社群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合作，積極參與、協作及反

思，從而產生新知識，並創建新的學習方法。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了學

生與教師之外，往往更涉及學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學習重點  

在不同教育階段，各個學習領域的學習範疇內，學生應學習的知識、價值觀及

掌握的能力。  

學習階段  

由小學至中學，共分四個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第二學習

階段（小四至小六）、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

中六）。  

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是以主要知識範疇的基本概念組織學校課程的方法，目的是為學生提

供一個全面、均衡及連貫的課程，並獲得各種基要的學習經歷。本港學校課程

劃分為八個學習領域，即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和體育。  

學習環境  

泛指學習可以在家庭、學校或社區等不同地點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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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通過課堂內外，包括在社區及工作場所等實際環境的活動，讓學生獲得學習經

歷。傳統上稱這些活動為課外活動，是學校課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與正規

的課堂學習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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