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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行電子教學 



 
 
 

 發展電子學習模式，加強學生的學習自主性； 
 紀錄學生學習數據，建立學習歷程檔案，加強照顧
個別差異； 

 與各界合作開發適切的電子教材。 

目的  



理念 

 

學生 

課程 

教師 朋輩 
每個主體彼此互動 

課堂上同學
彼此互動，
合作學習 學生於課前、課內和課後

自主學習 

電子教材和學材有助教
師和學生靈活運用，進
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教師挑選學習活動，
鼓勵和引導學生自
主學習，並照顧個
別差異 



 
 
 
 
 
 

過往經驗 

2007-2008
常識科 

(科技和機械) 

2006-2008
中文科 

(網上寫作) 

2008-2009 
電子白板 
(互動課堂) 

2009-2010
視覺藝術 
(數碼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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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試驗班及電子教學班(三年計劃) 

 第一年(2014-2015)：小五、小六(能力較高的A、E
班)為電子教學班，於數學科使用電子教科書，而
小四為試驗班，試行使用部分電子學習資源; 

 第二年(2015-2016)：小四至小六(能力較高的A、E
班)為電子教學班，於數學科使用電子教科書，能
力較遜的B、C、D為試驗班，試行使用部分電子學
習資源;  

 第三年(2016-2017)：小五全級為電子教學班於數學
科全面使用電子教科書。小四、小六(A、E班為電
子教學班，B、C、D班為試驗班)。 



擴展電子教學科目(能力較高的班級) 

 第一階段(2014-2015): 小五、小六數學科及視藝科、小
四常識科及視藝科;  

 第二階段( 2015-2016): 小四至小六數學科及視藝科，小
四、小五常識科;  

 第三階段( 2016-2017): 小四至小六數學科、常識科及視
藝科、小四中文科。  



電子教學發展動向 

電子化校本課程 
在原來的課程上，增添電子教學活動，
提升學科的多元化，互動性……並逐
步擺脫印刷課本的束縛，借電子化的
優勢，豐富教學素材，令校本課程設
計更具效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全面覆蓋學與教 

計劃涵蓋學生完整的學習循環 
 
 
 
 

 
 

課前預習 

課堂活動 課後重溫 

課業練習鞏
固知識 



必要條件 
 

 
 

家長配合 

學生良好的資
訊素養 
 

教師願意
投入參與 合適的協作伙伴 

完備的硬件設置 



合適的協作伙伴 

尋找合適的網絡商 
提供一個安全、穩定、高頻寬，而且具擴展
性的電腦網絡 

 
尋找合適的出版社 
共同建構一個適切的電子課程 

 



學生良好的資訊素養 

平板電腦的定位 
視為提升學習效能的輔助工具 
 

重視個人私隱 
妥善的資源共享 
尊重知識產權 

 



教師的投入度 

對電子學習的認受性 
願意嘗試應用電子化的教學素材 
 

具備基本的資訊科技能力 
學習平台的管理及運用 
 

 



家長的配合 

對學校信任和支持 
於推行期間作相應的配合 
 

在家的監管及指導 
培養正確使用平板電腦 
 

 



完備的硬件設置 

相應的學校基建 
wifi的覆蓋範圍及容量、固網的配合…… 
 

課室的配套設施 
投影機、電腦、電子白板…… 
 

 



從策劃、推展到實施上的行政安排
及相關配套準備 
策劃：同一牌子和型號的平板電腦 

(出版社的程式設計未必能涵蓋所有機種，會出現問題：解像
度的問題、) 

 

行政：技術人員的支援、老師統籌課程的空間 
(課件不只是EBOOK，可能要配合校情、校本的課程特式而
創建題目) 
 

相關配套 
工作坊、講座、電子學習守則、流動平板…… 



課室器材配套 

平板電腦櫃(借用及充電) 

學生可在抽屜內放置平板 

設置AP及Mini Server 



平板配置 

• 家長須選購同一
型號的平板電腦 

 
• 學生須逢星期一
至四自攜平板電
腦上課（數學） 

 
• 平板的規格較上
一代先進，能有
效配合網絡系統
及學習平台 
 



電子教學---系統平台(MERSP2及ALS) 
使用兩個學習平台(現代出版社及HKT) 



電子化學習平台 
學生可透過網上學習平台進行課
前預習、投入課堂活動。 



校本設計的教學單元 

本校老師與出版社
合作共同編寫電子
化課程內容。 



平台提升互動學習的效益—圖像課件建構
概念(現代出版社) 



電子學習平台(HKT)---學生登入 

學生可利用
手動登入或
QR code登入 



電子學習平台(HKT)---雲端存取 
利用雲端存取課堂的學習內容，能加快學生提交課
堂習作及教師派發課件的時間。 



電子學習平台(HKT)---課堂監控 
利用監控功能加強管理課堂學習 



電子學習平台(HKT)---多元化的課件 
除出版社的課件外，教師因應教學自製教學活動 



平台提升互動學習的效益—圖像課件建構
概念(HKT) 



專業發展及培訓 



建構團隊網絡及提供培訓 
 建立社區網絡 
 抓緊時機 
 提供優良的學習條件 

提供足夠的軟、硬件 
提供教師培訓 
提供學生培訓 
提供家長培訓 
 
 



定期召開小組會議及集體備課 

 每周，計劃的核心成員(包括科主任、科課主任、計劃負

責人和計劃助理)與出版社、系統設計員交換意見、進行

培訓及共同備課 

 邀請學者或專家為全體老師從技術、理念和態度上作專

業發展 



家長支持及配合 

 家長明白計劃的內容 

 家長參與培訓，協助他們教導子女應用平板電腦 

 家長觀課 

 為子女購買電子產品 

 與子女訂定使用守則 



推行計劃的困難 

很多老師對電子教學有保留  
費時 
無助提高公開考試成績 
資金花費很大 
欠缺技術、資源和設備 
學生能力參差 
課堂支援不足 

 
技術變化太多太快，學得來已經落後了 



實施上的阻力 

學生的自控能力 

家長的期望 

老師的認受程度 

硬件及軟件的配合 

時間及工作量 

 

 



  自 
  主 
  學 
  習 

推行電子學習的預期效益 

. 能更有效地應用網絡資訊 

. 提供生活化的學習素材 

. 多元化的輔助學習軟件 

. 突破課堂學習的規限 

. 建構完整的學習歷程記錄 
 



為教師提供的優勢 

老師及學生可即時去檢視學習的情況 

  (能較快展現學生的成果) 

容易調配課堂活動(活動+學生即時的表現) 

迎合資迅發達的年代 

學習更生活化，呈現更多學生的生活情景 

  (搜集生活上的片段) 

作自學的工具 

 

 



教學設計舉隅及學生課業的分享 

心得：安排觀課及經驗交流、訂定電子
學習發展目標、老師持開放態度…… 
 
 

困難：學生資訊素養、時間和空間、電
子習作、同事的配合、網絡的穩定性、
協作伙伴的配合…… 



教學設計舉隅及學生課業的分享 

檢視學生課堂進程，找出學生學習難點 
教師調整教學的進度作出更適切的安排 
打破傳統教學的規限，設計更具可塑性 
以虛擬的電子學習情景進行多角度探索 
加強自主學習，提倡互評、互賞、互享 
培育網上小老師，以照顧不同能力差異 
建構完整及有系統的個人學習歷程檔案 
同儕仿照效應，以促進良性的學習熏染 



鄧思雅主任 



與出版社協作，共同建構不同的電子教材，
增強教學果效 
出版社提供了一個互動分享的平台，使我
們的理念得以在電子學習中實現 
自創教件平台，使我們更能自主設計電子
學習材料 

 
 



加快學習進度 
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 
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能力 
互動：分享、互賞 
自評、互評 

 



把抽象的概念，利用電子教材呈現在課堂教學中 
 



把抽象的概念，利用電子教材呈現在課堂教學中 
 



把抽象的概念，利用電子教材呈現在課堂教學中 
 



小組觀察，分工合作，找出立體的秘密 
 



把抽象的概念，利用電子教材呈現在課堂教學中 
 



自我探索 



小組觀察，分工合作，找出立體的秘密 
 



能減少收集物資的時間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夠投入 
老師能清楚每位同學的想法，作出對
比及引證 
同學可透過平台互相學習和分享 
能鼓勵同儕間的互動 
學習平台能增強同學的自信 
 



小組觀察，分工合作，找出立體截面的秘密 
 



走出課堂，完成學習任務 
 





預習 
課後延伸 
自主學習 
豐富學習內容：深度和廣度 
 

 
 



把課堂的學習材料儲存在公用平台，
從而促進課堂以外的學習反思 

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 



不同模式的預習及學習材料 

提升學生自學的能力 



簡報 



網上資源 



網上資源 







把課堂的學習材料儲存在公用平台， 
從而促進課堂以外的學習反思 

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能力 





 



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能力 



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能力 



提高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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