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堂上，我們十分 重為學生
安排分組討論的活動，雖然老師事先
需要花多些時間預備資料和整理分組
討論的筆記，工作量是多了，但因課
堂氣氛好，同學主動學習，令我們感
到鼓舞！」黃仕恩老師說。

有二十多年教學經驗的陳蕭靜
儀和黃仕恩分別是基督教聖約教會堅
樂中學的歷史科和地理科老師，
兩位老師幾年來在課堂上經
常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
刺激學生思考，加強他們
的分析能力，捨棄了過往
單向授課的模式。能夠採
用 這 種 活 潑 的 教 學 方
式，教學語言的轉變是
個關鍵。

分析討論
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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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思考能力
「從前以英文教學，學生可以在查過字典後也不明

白課文的內容，我要花上很多時間教授學生英文辭彙的

發音和解釋，感覺就像教英文。因為解釋英文字詞佔了

課堂大部分時間，無形中減少了學生學習科目知識的機

會，我也沒有時間和學生分析課文內容。」陳蕭靜儀老師

和黃仕恩老師表示，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曾於不同時期

採用不同的授課語言，直至九七年決定了採用母語教學。

為了能真正幫助學生，歷史科的陳蕭靜儀老師於九七年率

先於當時的中四乙班轉用母語教授歷史科。

轉用中文授課後，乙班學生學習表現大大提升。「學生可以在家

備課。課堂上我一方面加強分析歷史事件的成因和影響，一方面投入大量的

時間，進行分組討論和小組報告，希望加強學生分析能力的鍛煉。」不同的教學語言，不同的教學模

式，兩年下來，甲、乙兩班同學一同應考會考，結果是乙班成績大致與學習能力較高的甲班相若。「若用母語

教學，甲班成績應該不止於此。」陳蕭靜儀老師事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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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面 轉 用
母語教學後，兩

位老師能專注於課
堂 討 論 ， 提 升 學

生 的 分 析 和 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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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更深入
地理科科主任黃仕恩老師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指出，自從地

理科會考班運用中文教學後，學生學習時減少了語言障礙，他在

教學時也能揮灑自如，講解內容時可以十分深入，甚至可以教授

部分預科的課程，加深同學對課題的理解。至於預科班，由於最

近高考的題目均 重分析，不少更涉及時事，如問及推廣石油氣

的士、香港策略性排污等較新的政策，這些內容都不是課本能完

全涵蓋的，因此讓學生在課堂上參與討論和分析不同議題，學生

可以兼顧理論、分析、創意等各範疇，考試時自然能得心應手，

應付自如。

● 地 理 科 科
主 任 黃 仕 恩 老 師

指出，自從地理科會
考 班 運 用 中 文 教 學
後，學生學習時減少
了語言障礙，教學

內容可以十分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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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學習障礙
兩位老師認為母語教學能促進學生的整體利

益。「學習學科的目的是汲取該科的知識，不是學英

文，不能本末倒置。再者，老師若強求以英語教學，學生

力有不逮，一切努力也是徒然。結果有些學生花費了很多精

神、時間強記書本文字，然後在考試時原封不動地默寫出

來，他們根本不理解課文，這些便是現代社會所形容的『高

分低能』學生。」陳蕭靜儀老師說。

「其實，學生以母語學習地理及歷史科，省卻了不少查字

典的時間，學習變得更加容易。我們時常對學生說，用英文

學習需要三小時，用中文學習可能只需要半小時，騰了出來

的時間，便可痛下苦功，鍛煉英文。」黃仕恩老師說。

• 採用適當的教學語言，才可

發揮課堂討論的好處，有

效地培養學生的分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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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學
科的目的是汲取

該科的知識，不是
學英文，不能本末
倒置。」陳蕭靜

儀老師說。

●為了讓分
組 討 論 順 利 進

行，兩位老師事先
花更多時間預備資
料，整理分組討

論的筆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