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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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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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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推動資訊科技教學的背景

科組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介紹

科組最新資科技教學軟件

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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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老師的理想（幻想？）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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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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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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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教學示例



科技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介紹

在平日教學都會把資訊科技教學運用於課堂上。

翻
教室



科技推動資訊科技教學介紹

引起同學學習動機

加深學生對文章背景的了解

有助學生用以溫故知新



引起同學學習動機



https://youtu.be/ba4QEOUsFpQ

引起同學學習動機

加深學生對文章的了解

初步掌握同學對文章的看法

https://youtu.be/ba4QEOUsFpQ


引起同學學習動機

加深學生對文章的了解

初步掌握同學對文章的看法



在課堂上，利用KAHOOT/QUIZIZZ作簡單的小測。



溫習已學知識

提升學習語文的趣味



在課堂上，利用KAHOOT/QUIZIZZ作簡單的小測。

掌握學生預習/課堂所學

能作出即時回饋，提升教學效能



VR文學散步



中文科應用VR技術的背景：

與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作

推廣香港文學

從文學作品中，進一步了解香港



中文科使用VR技術的目的：

作為引入、輔助工具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

讓同學可以有親歷其境的感受



VR技術如何配合中文科之課程：

寫作

閱讀

VR短片



VR技術如何配合中文科之課程：

個案一：

教授文章：西西《花墟》

學習目標：
閱讀方面：掌握西西對花墟的感情。

寫作方面：能運用隨時推移法寫作。



VR技術如何配合中文科之課程：



VR技術如何配合中文科之課程：

閱讀方面

• 老師教授文學散步之作品。

• 透過短片，讓學生對作品所寫之景物有更具體的了解。

• 進而掌握作者透過寫景所表達的情感。



VR技術如何配合中文科之課程：

寫作方面

• 作為寫作上的材料。

• 多角度觀察景物，啟發思維。



寫作





中文科利用VR技術的反思：

• VR配合有系統的課堂設計，能顯著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在時間、空間的限制下，能讓學生「親歷其境」，擴闊視野。



2017年4月28日
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協作
「『香港文學散步微寫作電子教學』課堂研究」活動



2018年2月1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到校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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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1日
參與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和教育局合辦的「二○一八響應世界閱讀日」
本校為會場展覽的全港16間學校其中之一，以「賞析‧漫遊老香港」為題，利用VR文學散步的
香港景點短片，介紹香港舊足跡。



有關VR文學散步之新聞報導



有關VR文學散步之新聞報導



AR + HOLOGRAM

中國文化專題報告



利用AR 技術，配合中文文化專題習作。

繪製3D模型
錄製介紹

聲音檔
製作AR程式



中一級：中山裝、旗袍



中二級：瓷器



同學完成AR程式，十分有滿足感！！



下載AR應用程式，把手機放在指定圖片上，便可看到AR的效果！



同學開心展示學習成果

除左AR之外，同學還利用HOLOGRAM技術，
應用在這個專題上面，
令到同學更享受中文的樂趣。





時空穿越—虛擬實境（VR）

文言學習遊戲



學生對文言文的基礎認知薄弱

製作VR遊戲之背景：

學生與文言文有距離感



製作VR遊戲之目的：

投入古人的世界，增加代入感

增加學生對文化文學的認識

提升學生對文言文的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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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十二篇範文中辛棄疾的〈青玉案〉，

製作出「文言文虛擬實境（VR）遊戲」



1. 與角色對話，獲得遊戲線索。 2.完成任務，獲取「那人」線索

VR遊戲之內容：



與古人(NPC)對話，了解當時的文化、歷史及文言知識。

VR遊戲之內容：



VR遊戲之內容：



2018年2月2日

於劉潔玲教授的

《香港中學文言文學與教的現況、反思與方向》

研究中，分享運用創新科技教授學生文言文的心

得。

2018年2月1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到校探訪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