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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程到課堂

2010-2011

• 社會適應科轉變為常識科

• 課程內容作出改變，採用主題單元教學

2012-2013
• 參考教育局文年將主題劃分為三個階段

2013-2014

• 參與教育局與教院合辦的校本支援計劃

• 校本主題單元重新作出檢視及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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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   

我的身體   

漂亮的衣服   

我的最愛   

可愛的動物    

日常用品    

第二學習階段

好吃的水果   

有益的蔬菜   

交通工具   

可愛的大自然    

自然世界    

快樂的家庭    

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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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
我們的社區    

清潔大師    

美味廚房    

我長大了   

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食物   

香港遊  

各行各業   

較缺乏



由課程到課堂
• 校本課程對應了中央學習重點，因應學校
所訂的主題或單元，演繹成校本學習重點

• 對應學習重點設定整體校本不同能力學生
的預期學習成果

• 形成了新的校本課程框架



新主題單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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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廚房   

成長日記   

香港遊   

小小科學家   

資訊與生活   

中華文化   



常識科 主題︰中華文化 第三學習階段
單元目標
認識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及其象徵
認識中國的歷史、人和事物，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
認識傳統中國文明的特色，建立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認識中華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對今日生活的影響
單元重點︰
認識國旗和國徽與香港區旗和區徽的關係
認識中國版圖的外形特徵
認識對中國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及事件︰秦始皇統一國家、孫中山先生建立新中國
認識中華文化中節日和喜慶的主要特色
觀察及比較出中國古代與現代生活的差異，如衣、食、住、行
認識具代表性的歷史古蹟
了解中華文化可以延續及保存的方式
培養欣賞傳統文化的興趣
初組學生預期學習成果 中組學生預期學習成果 高組學生預期學習成果

對中國的國旗及國徽表現感興趣
察覺到中國版圖上的差異
聆聽國歌時，在指導下有合宜的表
現
對具中國傳統特色的物品感興趣
參與中西方的節慶活動時表現投入
察覺到中西方食具、食物上的差異
對中國的古蹟或歷史人物事蹟表現
有興趣

指認出國旗、國徽或版圖
聆聽國歌時，有合宜的表現
指認中國傳統服飾
指認出中國的傳統節日代表物
配對中國節日與其代表性的食物
指出中國喜慶時常用的顏色︰紅色
分辨中西方在慶祝活動上食物、食
具的分別
指認出具代表性的中國的古代建築
指認出對中國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
物︰孫中山

指認出國旗和國徽的特徵
辨認出中國版圖的外形特徵
指出在升旗儀式中，應有的禮儀
分辨出具中國特色的服飾
分辨出中西方的節日
分辨中西方在慶祝活動上食具和食
物的分別指出中國喜慶活動特色︰
運用紅色、與家人在一起

校本主
題框架



由課程到課堂
• 按教學進度計劃的流程，作出編排及取捨

• 仔細地設計完整的課堂教學活動及學生學
習目標

• 實際施教，並在當中適當的時間對不同能
力的學生作出評估

校本課程落實
到學生表現

(評估)



• 通過搜集學生在學習過程和學習結
果的顯證，然後詮釋資料，判斷學
生的表現

• 顯證＋詮釋＋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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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教師和學校 讓學生

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弱項
。

了解個人在學習上的強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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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學習目標，以及個人的
學習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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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及修訂有關的課程及學
與教設計，使更能配合學生
的需要和能力，從而促進學
生學習，提高學與教成效。

審視課程成效和提升教學質
素。

匯報

回饋學與教及課程

讓教師和學校 讓學生

診斷學生在學習上的強弱項
。

了解個人在學習上的強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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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學習目標，以及個人的
學習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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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及修訂有關的課程及學
與教設計，使更能配合學生
的需要和能力，從而促進學
生學習，提高學與教成效。

審視課程成效和提升教學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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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模式

對學習

的評估

‧評價教育質素

‧了解學生達到的

水平

促進學習

的評估

‧認識學習上強、

弱項

‧檢視和完善教學

作為學習

的評估

‧積極連繫學習與

評估

‧發展自主學習



評估的模式

對學習

的評估

‧評價教育質素

‧了解學生達到的

水平

促進學習

的評估

‧認識學習上強、

弱項

‧檢視和完善教學

作為學習

的評估

‧積極連繫學習與

評估

‧發展自主學習
總結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



• 規畫的一部分
• 擬定合適的評估策略及模式
• 學習過程和結果
• 配合學習經歷
• 掌握有效的評估數據
• 作出專業判斷
• 使不同學生都有機會顯示學習成果
• 善用回饋改進學與教



校本評估與LPF應用
• 評估是教師在課堂中刻意安排，在學生學
習的過程中自然地發生

• 同一活動下，

不同能力學生

同樣可以進行評估

所有學生
的評估

搜證學生的
評估(顯證)

• 適當的時間，不同學生都可以進行LPF搜證



加入＜常識科學習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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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
學內容，
擬訂搜
證時機

擬定
課堂
評估
策略

校本
課程

單元
設計

課堂
設計

施教

要有效運
用LPF，由
課程設計
開始……



由課程到課堂



由課程到課堂
• 按教學進度計劃的流程，作出編排及取捨

• 仔細地設計完整的課堂教學活動及學生學
習目標

對應「級別描述及
學習成果」選出適
當的學習成果

配合學生能力選用
適合的評估策略搜證時機



示例
本課節預期
學習成果：

初組︰
 指認中秋節的食物：月餅
 對中秋節的相關物品或食物表現有興趣
中組︰
 指出中秋節具傳統代表性的物品或食物：燈
籠和月餅

 指出中秋節時的活動特色︰與家人在一起
高組︰
 將中秋節其傳統代表性的物品與食物作出配
對：燈籠和月餅

 指出中秋節時的活動特色︰與家人在一起



(N2.1他們從中國傳統節
日活動中辨認其相關物
品和食物)



教學活動一
聯繫「中國」和
「中秋節」

20”  播放中秋節「祭月」由來的短片，提示學生留意當中
所提到哪一個國家，讓學生建立「中國」和「中秋節」
的初步聯繫

 短片播放後，向中組學生提問：「中秋節與哪個國家
有關？」然後讓學生從兩幅國旗圖片中，選出中國國
旗，帶出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再次播放短片，以鞏固學生對「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
傳統節日」的概念。隨後，指出短片有提及「賞月」，
提問：「賞月會做些什麼呢？」建議與學生一起進行
探究

觀察︰
從選擇中了解學生已掌握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中及高組學生）

建構「燈籠」的
概念：發光和手
提

 以簡報展示更多學生參與中秋節小單元活動的照片，
著學生指出在照片中出現的相同物品－燈籠

 學生從關鍵特徵（發光，手提）認識燈籠
 學生從不同的物品中按已學的關鍵特徵（發光，手

提），選出燈籠實物或照片
 展示燈籠，問︰「燈籠又怎樣用來賞月呢？」著學生

觀看短片「常存感謝心」及動畫廣告，並留意他們手
上提著的物品（燈籠）及提著燈籠時做什麼？(散步和
賞月)

 教師說出「探究賞月活動」的結論：欣賞中秋節的月
亮時，大家會提著燈籠散步。

 教師與助理示範提著燈籠散步和賞月，讓學生注視，
然後設定滿月的情境，著學生用圖片表達這情境是中
秋節，並邀請初組學生到課室前模擬提燈籠賞月的活
動

 當初組學生到課室前進行模擬賞月活動時，其他學生
在座位中則按關鍵特徵，從實物及照片中，選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物品︰燈籠

 接著邀請其他學生到課室前嘗試從兩幅不同節日背景
的的照片，選出燈籠的照片。

 隨後，播放與中秋節相關的音樂進行模擬賞月活動。
 教師作出小結，帶出中國傳統節日中以可利用燈籠作

為中秋節的識別物，鞏固學生對中秋節和燈籠的聯繫

觀察︰
學生注視教師的示範及樂於
和合作地參與賞月活動（初
組）
觀察︰
學生從實物或不同節日的照
片中，辨認出與中秋節相關
的物品︰燈籠（中及高組）



教學活動一
聯繫「中國」和
「中秋節」

20”  播放中秋節「祭月」由來的短片，提示學生留意當中
所提到哪一個國家，讓學生建立「中國」和「中秋節」
的初步聯繫

 短片播放後，向中組學生提問：「中秋節與哪個國家
有關？」然後讓學生從兩幅國旗圖片中，選出中國國
旗，帶出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再次播放短片，以鞏固學生對「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
傳統節日」的概念。隨後，指出短片有提及「賞月」，
提問：「賞月會做些什麼呢？」建議與學生一起進行
探究

觀察︰
從選擇中了解學生已掌握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中及高組學生）

建構「燈籠」的
概念：發光和手
提

 以簡報展示更多學生參與中秋節小單元活動的照片，
著學生指出在照片中出現的相同物品－燈籠

 學生從關鍵特徵（發光，手提）認識燈籠
 學生從不同的物品中按已學的關鍵特徵（發光，手

提），選出燈籠實物或照片
 展示燈籠，問︰「燈籠又怎樣用來賞月呢？」著學生

觀看短片「常存感謝心」及動畫廣告，並留意他們手
上提著的物品（燈籠）及提著燈籠時做什麼？(散步和
賞月)

 教師說出「探究賞月活動」的結論：欣賞中秋節的月
亮時，大家會提著燈籠散步。

 教師與助理示範提著燈籠散步和賞月，讓學生注視，
然後設定滿月的情境，著學生用圖片表達這情境是中
秋節，並邀請初組學生到課室前模擬提燈籠賞月的活
動

 當初組學生到課室前進行模擬賞月活動時，其他學生
在座位中則按關鍵特徵，從實物及照片中，選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物品︰燈籠

 接著邀請其他學生到課室前嘗試從兩幅不同節日背景
的的照片，選出燈籠的照片。

 隨後，播放與中秋節相關的音樂進行模擬賞月活動。
 教師作出小結，帶出中國傳統節日中以可利用燈籠作

為中秋節的識別物，鞏固學生對中秋節和燈籠的聯繫

觀察︰
學生注視教師的示範及樂於
和合作地參與賞月活動（初
組）
觀察︰
學生從實物或不同節日的照
片中，辨認出與中秋節相關
的物品︰燈籠（中及高組）

了解學生已
掌握中秋節
是中國的一
個傳統節日

分辨出屬於
中秋節的物
品︰燈籠

關鍵特
徵的掌
握



教學活動二－
1. 鞏固對

「中國」
和「中秋
節」的聯
繫

2. 從「中秋
節」、
「燈籠」，
再建立和
「月餅」
聯繫

15”  再次介紹賞月活動，指出除了「提燈籠」外，亦
會有與節日相關的特色食物

 然後，以端午節配對糉子作例子，提出中秋節又
有何傳統的食品？然後播放短片「吃月餅的習
俗」，提示學生留意片段中的食物

 教師將短片分成兩段作出停頓，並向學生提問：
1. （當短片提及中國後）中秋節是哪個國家

的傳統節日？中國（提供圖片讓學生選擇）
2. （當短片提及中秋節後，展示燈籠）在片

段中看到什麼食物？月餅（提供圖片讓學
生選擇）（初步建立中秋節、燈籠和月餅
的聯繫）

觀察︰
從選擇中強化學生對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
節日的概念（中組學生）

建構「月餅」
的概念：甜味、
圓形／方圓形
和咖啡色

 當短片播放後，讓學生品嚐月餅的味道，認識月
餅的關鍵特徵－甜

 播放短片「各式月餅」及展示不同形狀及顏色的
月餅，，認識月餅的另一關鍵特徵－圓形／方圓
形＋咖啡色（傳統月餅）

 學生從圖片或實物中按關鍵特徵(甜、圓形／方
圓形、咖啡色)，辨認月餅

 再次設定滿月的情境，並提著燈籠，問學生：中
秋節可以吃什麼？著學生從不同節日的食物中選
出傳統月餅，隨後播放中秋節相關的音樂，讓學
生品嚐月餅的味道

觀察︰
學生能按形狀及顏色辨
認月餅（初組）
觀察︰
學生從不同節日的實物
或照片中，辨認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食品︰月餅
（中及高組）



教學活動二－
1. 鞏固對

「中國」
和「中秋
節」的聯
繫

2. 從「中秋
節」、
「燈籠」，
再建立和
「月餅」
聯繫

15”  再次介紹賞月活動，指出除了「提燈籠」外，亦
會有與節日相關的特色食物

 然後，以端午節配對糉子作例子，提出中秋節又
有何傳統的食品？然後播放短片「吃月餅的習
俗」，提示學生留意片段中的食物

 教師將短片分成兩段作出停頓，並向學生提問：
1. （當短片提及中國後）中秋節是哪個國家

的傳統節日？中國（提供圖片讓學生選擇）
2. （當短片提及中秋節後，展示燈籠）在片

段中看到什麼食物？月餅（提供圖片讓學
生選擇）（初步建立中秋節、燈籠和月餅
的聯繫）

觀察︰
從選擇中強化學生對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
節日的概念（中組學生）

建構「月餅」
的概念：甜味、
圓形／方圓形
和咖啡色

 當短片播放後，讓學生品嚐月餅的味道，認識月
餅的關鍵特徵－甜

 播放短片「各式月餅」及展示不同形狀及顏色的
月餅，，認識月餅的另一關鍵特徵－圓形／方圓
形＋咖啡色（傳統月餅）

 學生從圖片或實物中按關鍵特徵(甜、圓形／方
圓形、咖啡色)，辨認月餅

 再次設定滿月的情境，並提著燈籠，問學生：中
秋節可以吃什麼？著學生從不同節日的食物中選
出傳統月餅，隨後播放中秋節相關的音樂，讓學
生品嚐月餅的味道

觀察︰
學生能按形狀及顏色辨
認月餅（初組）
觀察︰
學生從不同節日的實物
或照片中，辨認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食品︰月餅
（中及高組）

了解學生已
掌握中秋節
是中國的一
個傳統節日

分辨出屬於
中秋節的食
品︰月餅

關鍵特
徵的掌
握



鞏固及延伸活
動三

15”  播放「八月十五是中秋」的動畫歌曲，提示學生
留意當中小朋友進行了哪些活動(慶祝中秋節)

 然後，展示一幅中秋節賞月的圖片，讓高組學生
配對中秋節的代表物品及食物（燈籠和月餅）

 初組學生以IPAD對中秋節物品作出溫習，中組學
生嘗試作出辨認照片及用進行配對

觀察︰
學生能聯繫中秋節的代
表物品和食物（燈籠和
月餅）。（高組）

引出中秋節與家人一起慶祝的傳統
 練習完畢後，再次播放「八月十五是中秋」的動

畫歌曲，並提示學生需留意小朋友是與甚麼人一
起慶祝中秋(家人)

 播放後，以圖片讓學生作出選擇，引導學生指出
動畫中的小朋友是與家人一起慶祝中秋

 以學生自己家人的照片及學生與同學一起的照片
讓學生注視，引導學生作出回想，他們自己在中
秋節是和誰人一起渡過，然後讓學生從中作出選
擇

 帶出中秋節主要是會和家人一起慶祝，以此帶出
中國傳統節日當中，大部分是和家一起慶祝或進
行，以帶出中國傳統重視家庭的概念

(*如上半部分學生聯繫較弱，可在此時延長時間作鞏
固，而隨後帶出中秋節的特色是與家人一起過的部分，
由教師作較多的主導，並於下課節時再作加強。)

觀察︰
學生選出自己與家人一
起的照片，以表示初步
建立「中秋節與家人一
起慶祝」的聯繫（中及
高組）
觀察︰
學生專注聆聽教師講解
大部分中國傳統節日是
和家一起慶祝（初組）

整合以上學
習，從活動
中再次展示
其成果



評估與搜證

※學生需要小步子的逐漸建構一個整全的概念

※過程當中就學習進度即時作出評估，然後
作出回饋，甚至需要調節教學進度

※課堂活動設計需考慮學習經歷的完整性



示例
本課節預期
學習成果：

初組︰
 指認中秋節的食物：月餅
 對中秋節的相關物品或食物表現有興趣
中組︰
 指出中秋節具傳統代表性的物品或食物：燈
籠和月餅

 指出中秋節時的活動特色︰與家人在一起
高組︰
 將中秋節其傳統代表性的物品與食物作出配
對：燈籠和月餅

 指出中秋節時的活動特色︰與家人在一起





評估與搜證

• 因需搜證的學生能力不同，活動流程需要
作出變動？

※課堂活動是一個整體，所有學生都在參與

※過程當中就學習進度即時作出評估，然後作出回
饋，甚至需要調節教學進度

※課堂學習經歷的完整性



教學活動一
聯繫「中國」和
「中秋節」

20”  播放中秋節「祭月」由來的短片，提示學生留意當中
所提到哪一個國家，讓學生建立「中國」和「中秋節」
的初步聯繫

 短片播放後，向中組學生提問：「中秋節與哪個國家
有關？」然後讓學生從兩幅國旗圖片中，選出中國國
旗，帶出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再次播放短片，以鞏固學生對「中秋節是中國的一個
傳統節日」的概念。隨後，指出短片有提及「賞月」，
提問：「賞月會做些什麼呢？」建議與學生一起進行
探究

觀察︰
從選擇中了解學生已掌握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節日
（中及高組）

建構「燈籠」的
概念：發光和手
提

 以簡報展示更多學生參與中秋節小單元活動的照片，
著學生指出在照片中出現的相同物品－燈籠

 學生從關鍵特徵（發光，手提）認識燈籠
 學生從不同的物品中按已學的關鍵特徵（發光，手

提），選出燈籠實物或照片
 展示燈籠，問︰「燈籠又怎樣用來賞月呢？」著學生

觀看短片「常存感謝心」及動畫廣告，並留意他們手
上提著的物品（燈籠）及提著燈籠時做什麼？(散步和
賞月)

 教師說出「探究賞月活動」的結論：欣賞中秋節的月
亮時，大家會提著燈籠散步。

 教師與助理示範提著燈籠散步和賞月，讓學生
注視，然後設定滿月的情境，著學生用圖片表
達這情境是中秋節，並邀請初組學生到課室前
模擬提燈籠賞月的活動

 當初組學生到課室前進行模擬賞月活動時，其他學生
在座位中則按關鍵特徵，從實物及照片中，選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物品︰燈籠

 接著邀請其他學生到課室前嘗試從兩幅不同節日背景
的的照片，選出燈籠的照片。

 隨後，播放與中秋節相關的音樂進行模擬賞月活動。
 教師作出小結，帶出中國傳統節日中以可利用燈籠作

為中秋節的識別物，鞏固學生對中秋節和燈籠的聯繫

觀察︰

學生注視教師的示範及
樂於合作地參與賞月活
動（初組）
觀察︰
學生從實物或不同節日的照
片中，辨認出與中秋節相關
的物品︰燈籠（中及高組）

表現出專注
及合作，較
長時間地參
與活動



教學活動二－
1. 鞏固對

「中國」
和「中秋
節」的聯
繫

2. 從「中秋
節」、
「燈籠」，
再建立和
「月餅」
聯繫

15”  再次介紹賞月活動，指出除了「提燈籠」外，亦
會有與節日相關的特色食物

 然後，以端午節配對糉子作例子，提出中秋節又
有何傳統的食品？然後播放短片「吃月餅的習
俗」，提示學生留意片段中的食物

 教師將短片分成兩段作出停頓，並向學生提問：
1. （當短片提及中國後）中秋節是哪個國家

的傳統節日？中國（提供圖片讓學生選擇）
2. （當短片提及中秋節後，展示燈籠）在片

段中看到什麼食物？月餅（提供圖片讓學
生選擇）（初步建立中秋節、燈籠和月餅
的聯繫）

觀察︰
從選擇中強化學生對中
秋節是中國的一個傳統
節日的概念（中組學生）

建構「月餅」
的概念：甜味、
圓形／方圓形
和咖啡色

 當短片播放後，讓學生品嚐月餅的味道，認識月
餅的關鍵特徵－甜

 播放短片「各式月餅」及展示不同形狀及顏色的
月餅，，認識月餅的另一關鍵特徵－圓形／方圓
形＋咖啡色（傳統月餅）

 著學生從圖片或實物中按關鍵特徵(甜、圓形／
方圓形、咖啡色)，辨認月餅

 再次設定滿月的情境，並提著燈籠，問學生：中
秋節可以吃什麼？著學生從不同節日的食物中選
出傳統月餅，隨後播放中秋節相關的音樂，讓學
生品嚐月餅的味道

觀察︰
學生能按形狀及顏色辨
認月餅（初組）
觀察︰
學生從不同節日的實物
或照片中，辨認出與中
秋節相關的食品︰月餅
（中及高組）

有意識地作
出選擇



鞏固及延伸活
動三

15”  播放「八月十五是中秋」的動畫歌曲，提示學生
留意當中小朋友進行了哪些活動(慶祝中秋節)

 然後，展示一幅中秋節賞月的圖片，讓高組學生
配對中秋節的代表物品及食物（燈籠和月餅）

 初組學生以IPAD對中秋節物品作出溫習，中組學
生嘗試作出辨認照片及用進行配對

觀察︰
學生能聯繫中秋節的代
表物品和食物（燈籠和
月餅）。（高組）

引出中秋節與家人一起慶祝的傳統
 練習完畢後，再次播放「八月十五是中秋」的動

畫歌曲，並提示學生需留意小朋友是與甚麼人一
起慶祝中秋(家人)

 播放後，以圖片讓學生作出選擇，引導學生指出
動畫中的小朋友是與家人一起慶祝中秋

 以學生自己家人的照片及學生與同學一起的照片
讓學生注視，引導學生作出回想，他們自己在中
秋節是和誰人一起渡過，然後讓學生從中作出選
擇

 帶出中秋節主要是會和家人一起慶祝，以此帶出
中國傳統節日當中，大部分是和家一起慶祝或進
行，以帶出中國傳統重視家庭的概念

(*如上半部分學生聯繫較弱，可在此時延長時間作鞏
固，而隨後帶出中秋節的特色是與家人一起過的部分，
由教師作較多的主導，並於下課節時再作加強。)

觀察︰
學生選出自己與家人一
起的照片，以表示初步
建立「中秋節與家人一
起慶祝」的聯繫（中及
高組）
觀察︰
學生專注聆聽教師講解
大部分中國傳統節日是
和家一起慶祝，當中注
視到自己和家人的照片
（初組）

表現注視及
興趣



評估與記錄

記錄學生日
常不同的表
現又是否可

行？

每個顯證的
教學計劃需
要作出保留？

• 學生評估表現會有校本的記錄方式

• 如何可以配合到學習進程架構？

只將符合
LPF的學生
的表現片段
抽取出來？



評估與記錄

輸入
•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內容及重點

過程

• 提取學生已有知識或經驗，連繫其他的知識

• 以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帶出重點或建構新的概念

產出

• 利用不同評估策略，帶出學生的學習外顯行為表
現

學

教

評

• 常識科學習進程架構是來檢視學生經過一
段相當時間後所取得的學習水平和進展

記錄的部份



評估與記錄

• 顯證記錄可以有不
同的形式

• 校本化的記錄表必
須包括的元素

課堂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扼要描述

展現的學習成果

顯證註釋



評估與記錄

課堂學習目
標：

1. 認識中華文化中節日和喜慶活動的主要特色
－中秋節

2. 對了解中華文化的傳統物品和食物產生興趣
學習活動扼
要描述：

學生在課堂活動中已建立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節
日的概念，以及賞月是中秋節的活動，並學習
按關鍵特徵辨認燈籠（發光、手提）和月餅
（甜、圓／方圓形、咖啡色）。
教師展示一幅中秋節賞月的圖片，著學生配對
代表中秋節的物品和食物：燈籠和月餅。

輸入
•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內容及重點

過程

• 提取學生已有知識或經驗，連繫其他的知識

• 以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帶出重點或建構新的概念



評估與記錄

展現的學習
成果：

NC2.1 他們從中國傳統節日活動中辨認其相關物
品和食物。

顯證註釋： 學生在課堂活動中，已能運用中國國旗圖片表
示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節日;同時亦能分別按燈籠
和月餅的關鍵特徵，指認兩者與中秋節有關。
其後，在教師展示一幅代表中秋節的圖片時，
他能隨教師的提問，選取燈籠及月餅的圖片，
以展示兩者與中秋節有關。

產出
• 利用不同評估策略，帶出學生的學習外顯行為表
現

教師的專業判斷



總結

步驟1︰因應校本主題單元，設計不同的學習
活動及評估策略

步驟2︰從活動中進行持續而有效能的評估，
檢視學生是否達到所訂的預期學習成果

步驟3︰對應＜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常識科學習
進程架構＞

步驟1︰因應校本主題單元，設計不同的學習
活動及評估策略

步驟2︰從活動中進行持續而有效能的評估，
檢視學生是否達到所訂的預期學習成果

步驟3︰對應＜為智障學生而設的常識科學習
進程架構＞



總結
步驟4︰安排搜證對象有突出表現的時刻進行
搜證

最後︰適當的記錄及存檔

對應「級別描述及
學習成果」選出適
當的學習成果

配合學生能力選用
適合的評估策略

多個不同
搜證時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