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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球肆虐，為了保障師生安全，學校逼於無奈長期停課。在間斷

無常的短暫復課和突然停課的「教學新常態」下，老師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教學挑戰。

以往，常識科常運用全方位學習和體驗式學習的模式，讓學生走進社區了解身邊的

人和事。可是，在疫情下老師確實難以安排實地社區考察活動。為讓學生擁有豐富

的學習經歷，嘉諾撒聖家學校運用了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模式來設計

課程，結合了傳統的教室學習和網上課堂，善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GeoGebra 動態數學軟件等不同的電子教學平

台，同時又配合跨課程閱讀元素讓學生在停課期間進行自主學習。老師挑選了四年

級常識科主題「香港故事之旅」為主軸，設計了名為「九龍城・尋濃情」的跨學科

專題研習，讓學生透過電子學習來跨越時空的限制，遊走於昔日與現在的九龍城，

了解它獨特的社區歷史及民生情懷，再探討九龍城區重建計劃下對社區歷史的衝

擊。學生代入了「歷史學研究助理」的身份來完成特定的學習任務，透過蒐集多元

資料和進行分析來評鑒現行九龍城區具歷史價值建築物的保育方法，從而根據可

持續發展的概念，建議可行的保育方案來活化九龍城區，讓其「龍城濃情」得以承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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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混合式學習混合式學習混合式學習混合式學習的優點的優點的優點的優點    

在這教學新常態中，混合式學習成為了學與教的新方向。混合式學習至今主要有兩

個學界較常用的定義。Graham(2006)界定混合式學習為： 

「混合式學習系統結合了面對面講授及透過電腦媒體講授。」(頁 5)  

 

Garrison 和 Kanuka(2004)則有以下的定義： 

 

「混合式學習心思細密地綜合了在課室面對面的學習經驗和在線遙距

學習的經歷。」(頁 5)  

 

兩個定義之間的共通之處顯然易見，混合式學習揉合了傳統的面授課堂和遙距式

網上課堂兩種不同教學模式的優點。當中 Garrison 和 Kanuka (2004) 的定義道出

了「心思細密的課程設計」和學生的「學習經歷」等重點，意味着透過老師悉心設

計的課程，混合式學習除了可讓學生擁有面授課堂的校園社交生活外，亦能讓學生

運用網絡科技進行遙距式網上課堂和各種電子學習活動，配合課程設計進行自主

學習，過程中培養其他不同的共通能力。 

 

學者 Garrison, Anderson 和 Archer (2010) 就如何在網上學習的環境中營造具

探究元素的社群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發表了探究社群 (Community of Inquiry, 

CoI) 研究架構(圖一)，闡述。研究架構列出了三項主要的「存在感」：「社會存

在感」 (Social presence)、「認知存在感」(Cognitive presence)及「教學存在

感」(Teaching presence)，這三種「存在感」之間產生的互動和協同效應能營造

具探究元素的社群，讓學生透過提問與反思來建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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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CoI探究社群研究架構          翻譯及整理自(Garrison, et al., 2010) 
    

    

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學習時段學習時段學習時段學習時段    

在疫症期間，本港各校師生共同努力實踐了「停課不停學」的理念。隨着網絡科技

的進步，教學場所已不再局限於學校的教室，學習時段亦不再被學校的傳統課堂時

間規限了。不同電子學習的平台促進了非同步學習(asynchronous learning)的應

用，學生能靈活安排自己的學習時段，依據老師在電子平台分享的教學資源和安排

的學習任務進行自主學習或同儕協作學習。根據學者們 Malkin, et al.(2018)的

建議，非同步學習活動涉獵層面十分廣泛，分別可以是運用預先錄影的課堂片段或

預先上載的相關閱讀素材進行自學，亦可以是在網上論壇進行同儕討論。同時，老

師亦可透過網上平台發出學習指示或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收集習作進行批改並

給予回饋，運用網上教學平台的數據監察學生學習進度。電子學習雖然能提供非同

步學習的空間，但非每位學生也能如期望般獲益，長期的遙距自主學習在所難免令

學生產生了孤獨感(Oyarzun & Martin, 2013)。所以，理想的電子學習需配合具

有同儕協作及啟發思維元素的課程設計來創設富「社會存在感」及「認知存在感」

的學習環境，而並非單單的網上資訊流通平台 (Garriso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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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網絡科技亦促進了遙距式同步學習(Synchronous learning)。師生能透

過不同的網上視像會議平台進行實時交流對話，亦能透過軟件或應用程式即時傳

遞訊息(Bell, et al., 2014)。透過實時視像課堂進行遙距式同步學習，讓學生

能維持一定的社交互動和思維溝通來建構知識。老師能善用視像會議平台的討論

區功能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亦能在實時視像課堂中善用提問技巧激勵學生思考，

這樣的課堂設計提升了「教學存在感」，並能促進生生互動，讓學生擁有「社會存

在感」。在參與實時視像課堂過程中建構知識，提升學生的「認知存在感」(Garrison, 

et al., 2010)。特別是對小學生而言，同儕互動及社交學習是建構知識的更理想

渠道。故此，老師的即時回饋及實時教學更能讓他們專注學習，獲得最大的學習成

效(Murphy, et al., 2011)。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九龍城・・・・尋濃情尋濃情尋濃情尋濃情」」」」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校本課程發展的的的的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嘉諾撒聖家學校坐落於九龍城，九龍城是本港一個具近代歷史價值的區域，區內留

下了不少宋代和清代的歷史足印。學校毗鄰寨城公園和候王古廟，每年老師配合四

年級常識科課題「古時的香港」、「香港開埠後」、「漫遊香港」和「小小考察隊」

等內容，均會帶學生到寨城公園進行社區考察。 

 

歷史承傳教育為學校關注事項之一，所以學校希望以歷史教學和認識中國文化為

2019-2020年度常識科校本課程支援計劃的發展重點之一。校長善用社區人物網絡，

特別邀請了香港公開大學的邱逸博士作學校的歷史學習計劃顧問。邱博士是現屆

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是研究香港歷史的專家。支援人員透過校本課程支援計

劃的備課會議與嘉諾撒聖家學校的老師和邱博士緊密合作，期望透過設計跨學科

社區歷史探究課程「九龍城・尋濃情」，帶學生走進九龍城進行實地考察，尋找九

龍城在清代的歷史。 

 

 



 5 

課程設計的理念課程設計的理念課程設計的理念課程設計的理念    

讓小學生學習歷史從來是不容易的。一百多年前的學者 Dewey(1915)曾提醒當時的

老師，學習歷史不應變成背誦資料的過程，而應讓學生從歷史資料中探究當時的人

類是如何生活的，讓歷史變成一幅生動的圖畫，讓學生從提問中理解人類的成敗得

失之間的關係。要讓學習歷史變得有動力，老師的闡述是很重要的。不約而同，香

港的課程發展處也同樣鼓勵學生從探究中建構知識。 

 

「探究式學習是一個開放式的知識建構過程……在教師的引導下，設定

議題，搜集並運用資料進行分析，得出答案。……（探究式學習）改變

了傳統的直接灌輸模式，把歷史了解和歷史思考的權利還給學生，激發

了同學之間的互動，有利協作能力的發展。」 

（課程發展處，2018） 

 

為讓歷史課程更以學生為本和更有趣味，這「九龍城・尋濃情」跨學科社區歷史探

究課程以專題研習形式設計，運用常識科的探究式學習來促進建構歷史知識。除了

歷史探究元素外，亦加入了自主學習、電子學習、跨學科閱讀和一些 STEM教學的

元素。學習目標主要有三項： 

 

1）知知知知：連結社區，認識自己成長社區（九龍城區）的歷史； 

2）情情情情：走出課室，親身感受歷史，探討九龍城區古蹟的保育方法； 

3）理理理理：改善社區，評鑒現時九龍城區古蹟保育措施的優劣，並建議改善方案。 

 

為讓學生更投入歷史探究中，老師設計了互動的專題學習任務，學生變身成為了邱

博士的歷史學研究助理，透過不同媒體認識九龍城區的歷史，從中感受九龍城區獨

特的民生情懷。隨後學生須透過廣泛蒐集不同的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了解區內不

同文物保育的方案，並運用所學的四種文物保育方式「保存」、「修復」、「重建」

和「活化」，以及「修舊如舊」和「修舊如新」的保育概念來評鑒區內現行文物保

育措施的優劣，繼而建議可行的舊區重建方案，並陳述背後保育意念給邱博士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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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實施時期適逢遇上了新冠肺炎的疫情，學校要面對長久停課的教學挑戰。所

以老師運用了混合式學習的教學模式，除了運用間斷無常的課室面授課堂外，老師

亦運用了遙距式網上課堂讓學生進行同步學習。同時，老師亦特別強化了電子學習

的元素，讓學生能透過不同的平台進行非同步學習。各科的學習內容及當中使用不

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如下（圖二）： 

 

 

圖二：跨學科學習內容及所用的電子學習平台 

 

老師悉心地設計課程，務求讓學生在教學新常態中仍能達致「CoI」探究社群 

（Garrison, et al., 2010）的理念，維繫學生的「社會存在感」、「認知存在感」

及「教學存在感」，讓學生擁有豐富的學習經歷。 

 

 

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 

是項跨學科專題研習結合了不同學科的重點內容和共通能力的培養，內容十分豐

富，所以各科教學重點的施教次序需要各科組的緊密配合。透過悉心設計的校本課

程，學生即使在疫情停課期間仍能擁有整存的學習經歷。整體課程進程的安排如

（圖三）所示，各項課程活動在傳統面授課堂、遙距網上課堂和不同自主學習 模

式的分佈，請參照(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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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整體課程進程的安排 

 

整體課程以常識科有關香港近代歷史的課題為主軸，配合常識科的探究式學習、研

習能力、各科的教學重點和共通能力發展出來，先由常識科作相關學科知識輸入。

在九月至十月期間，老師教授了常識科有關「古時的香港」和「香港開埠後」的課

題，讓學生了解過去香港的特色，從而引起其好奇心，探索學校所處社區九龍城的

獨有歷史背景。在四年級的課程中，常識科和數學科同樣教授到有關方位的概念。

所以，老師拼合兩科的教學重點於相近的施教時段，在數學科輸入表達方位的數學

概念，在常識科的課題「小小考察隊」和「漫遊香港」教導學生閱讀不同類型地圖

的能力，在透過校本課程設計讓學生運用 Google 地圖了解學校周邊環境，並且應

用數學科所學的方位概念，找出白鶴山和侯王廟的相對位置。 

 

老師選取了問卷訪問作為是次專題研習背景調查的工具，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間，老

師運用了常識科的課時教導學生設計問卷的技巧，並設計了一份關於居民對九龍

城歷史認識的調查問卷。同時，老師在中文科教導學生訪問技巧、須注意的禮儀及

摘錄問卷訪問內容的技巧。學生進行訪問後，再由常識科老師教授學生分析問卷所

得數據的方法，所得的數據便成為了這個「九龍城・尋濃情」專題研習的背景資料。 

 

閱讀既複雜又冗長的歷史資料往往成為享受學習歷史的絆腳石，令學生卻步。所以，

中文科老師特別為學生設計了校本「閱讀歷史方法（入門版）」的五部曲，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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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高階思維能力中的「資料整理與分析能力」，深入淺出地教導學生閱讀歷史

資料的技巧，讓學生能透過五個簡單的思考方向梳理複雜冗長的歷史資料，它們分

別為： 

1）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基本背景 

2） 擷取擷取擷取擷取事件要素 

3）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關鍵內容 

4）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相互關係 

5）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深層意義 

 

老師善用跨課程閱讀的素材《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 (邱逸 編著，

2017) ，讓學生實踐運用「閱讀歷史方法（入門版）」的五部曲來閱讀有關清代至

近代九龍城的歷史資料，理解關於九龍城寨、鴉片戰爭、「三不管」等等的歷史資

料，並擷取歷史事件中有關時、地、人、事的要素，運用時間線把其先後次序梳理

清晰，過程中分析並思考箇中的相互關係和深層意義。同時，老師又挑選了兒童繪

本《我的寨城大冒險》(林曉鋒，2019) ，配合校本製作有關寨城公園導賞的 VR 教

材，讓學生從繪本和 VR 模擬遊覽片段中認識寨城公園。同時，老師在繪本的文章

中抽取指示空間轉換的詞語和句子教授步移法，隨後著學生完成題為「九龍寨城公

園一日遊」的文章寫作，透過跨課程閱讀增潤學生的學科知識。 

 

前期輸入的學科知識和研習能力為在一月至三月期間開展的專題研習定下根基。

原本專題研習中設計了社區探究活動的全方位學習，讓學生走進社區探索學校所

處社區的獨特歷史，從而思考社區重建背後須考慮的可持續發展元素和保育古蹟

的方法。可惜，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學校決定取消原本安排的實地考察活動，

以確保師生安全。 

 

取而代之，老師運用「翻轉教室」教學設計，因應原定社區探究的考察路線拍攝了

實景片段，邀請邱博士邊走邊講解，讓學生在停課期間透過影片走訪九龍城區進行

自主學習，了解其宗教、教育、民生等歷史。另外，為加強學生在學習歷程的自主

性，老師更依照考察路線，運用中文大學創設的 EduVenture VR 平台製作了 VR 教

材進行社區探究，在每個考察景點插入了不同的問題來啟發學生思考，讓學生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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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家中運用手機或平板電腦模擬遊走現在的九龍城，看看那些具歷史保育價值建

築物的保育情況。從施教的過程發現，運用 VR 進行虛擬社區探究比只運用校本「翻

轉教室」影片更為理想，VR 能讓學生更自主地進行非同步學習。透過網上平台，

學生能在家自選學習時段，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考察地點進行，把手機或平板電腦上

下左右移動來深入探究觀察，然後回答老師預設的問題。即使答錯了題目也不緊要，

學生能自發進行多番嘗試，掌握自己的學習進度，提升學生的「認知存在感」。這

正是混合式學習中運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非同步學習的優點。 

 

在觀察社區過程中，學生發現九龍城區擁有獨特的地貌。為什麼九龍城區的舊樓宇

建築群較其他地區的建築矮小呢？為什麼政府為以前的九龍城區定下了樓宇高度

限制呢？原來，這些皆因為九龍城的上空曾經是頻繁的航空路線。透過老師的解說

及資料片段，學生認識到舊啟德機場曾經坐落於九龍城，更由舊照片中發現學校的

頂樓原來曾經與將降落的飛機擦身而過，實在是驚險萬分！ 

 

為讓學生理解九龍城區的樓宇高度限制、飛機安全升降的角度和所須跑道長度三

者之間的關係，老師在數學科運用電子教學平台 GeoGebra，讓學生初探當中的數

學現象，在面授課時學生運用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同步學習。老師先在電子教學平

台 GeoGebra 上設計了簡單的程式來顯示直角三角形的內角隨着邊長增減的變化。

三角形的高代表着樓宇的高度，三角形的底則代表機場跑道的長度。運用 GeoGebra

的電腦程式，學生能即時比較兩幢不同高度的樓宇對飛機安全升降角度的影響，發

現較矮的樓宇能讓飛機降落的角度變小，所以較為安全。下課後，學生亦能運用老

師提供的二維碼再次進入 GeoGebra 網上平台進行自學。 

 

校園面授課堂方面，隨後在間中復課的時段，老師安排了「大中華航空體驗工作

坊」，讓學生運用電腦進行模擬駕駛飛機活動，以飛機師的角度感受安全降落在機

場跑道的驚險情況。學生透過數學科的電子學習和飛行工作坊的電腦模擬飛行活

動，從體驗中明白到飛機降落時安全角度的重要性。老師從中引導學生了解九龍城

區現有獨特面貌的歷史因由，並運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重新思量在市區重建計劃

中，除了經濟效益的考慮外，該如何保育具歷史價值的社區面貌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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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老師在常識課透過 AR 應用程式，把九龍寨城的歷史情景呈現在學生眼前，

然後進行課堂討論，讓學生探討當時的民生，了解當時人們是如何刻苦地生活，從

中尋找九龍城的龍城濃情。學生發現九龍城寨雖然「三不管」又不見天日，原來亂

中有序，裏面有着不同的工種，是當時貧苦大眾尋求生存機會的共同空間。從課堂

觀察中可見，學生享受自主尋找歷史足跡的過程。學生透過由智能手機成為的「時

光機」走過歷史隧道穿越時空，看到九龍寨城中栩栩如生的人和事，又能對比昔日

和今天的海岸線變化，課室中笑聲滿載。過程中提升了學生的「社會存在感」和「教

學存在感」。 

 

 

 課程產出課程產出課程產出課程產出    

經過研習過程後，學生須從考察路線中自選一個考察點，嘗試以不同例證來評鑒現

行保育方法的利弊，並運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中的「環保」、「經濟」和「社會」三

大範疇中的元素來建議更好的保育方案。隨後，學生在視藝科運用輕黏土和其他自

選材料來製作模型，展示其所建議的環保方案，並應用電腦課所學的電腦技能製作

PowerPoint 匯報檔案，利用當中的「錄製投影片放映」功能製作具聲畫效果的匯

報片段，再上載至學校的網上平台繳交習作。很可惜，原本運用 Scratch Jr 電腦

編程來顯示實地考察路線圖的學習任務因為長時間停課未能完成，期望老師所設

計的藍本可於未來實行。 

 

最後，專題匯報的日子到了。老師邀請了邱博士進課室與各位「研究助理」會面，

研究助理分別匯報了不同的社區重建方案並陳述背後的保育意念。邱博士亦因應

各研究助理的提案給予即時回饋。從學生的提案可見，學生能運用所學到有關可持

續發展概念中的各項元素來評鑒現行保育方法的優劣，言之有理地表達個人見解，

並建議可行的保育或活化社區的方案。從不同的課堂觀察可見，透過「九龍城・尋

濃情」這跨學科社區歷史探究課程，能把本來對小朋友來說遙不可及的社區歷史探

究變成既親近又有趣的學習經歷。運用現代不同的網絡科技，能帶學生穿越時空尋

找九龍城區歷史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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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從上述的「九龍城・尋濃情」跨學科社區歷史探究課程分享可見，在這教學新常態

中，老師能靈活運用混合式教學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在同步學習課程設計方面，

老師因應不同的學習內容進行課室面授課堂或網上實時教學。在非同步學習方面，

老師又能善用「翻轉教室」概念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讓學生進行自學。課程中亦

加入了跨學科閱讀元素，拓闊學生的學科知識和提升閱讀技巧。老師巧妙的課程設

計亦能照顧到學生的「社會存在感」、「認知存在感」及「教學存在感」。即使在

疫情中無可避免必須長時間遙距教學，老師仍能營造具探究元素的社群，讓學生透

過提問與反思來建構知識。老師設計了有趣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投入「 歷史學研究

助理」的身份來完成社區歷史探究任務，這樣大大提升了學生對課程的擁有感，成

為學習歷程的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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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課程活動在傳統面授課堂、遙距網上課堂和不同自主學習模式的分佈 

 同步學習同步學習同步學習同步學習 非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 

傳統傳統傳統傳統    

面授課堂面授課堂面授課堂面授課堂 

• (常識科)閱讀不同類型地圖 
• (常識科)透過 AR「時光機」穿越時空，觀看九龍寨城的歷史情景 

• (數學科)教授方位概念 

• (數學科)運用 GeoGebra 初探九龍城區的樓宇高度限制、飛機安全升降的角度和所須跑道長度三者之間的關係 
• (跨學科)進行全方位學習活動「大中華航空體驗工作坊」，模擬駕駛飛機 

• (跨學科)專題匯報：邱博士親臨課室與各位「研究助理」會面，學生匯報不同的社區重建方案並陳述背後的保育意念，邱博士給予即時回饋 

 

遙距遙距遙距遙距    

網上課堂網上課堂網上課堂網上課堂 

• (常識科)教授設計問卷和分析數據 
• (常識科)進行專題研習學科知識、知識背景資料輸入和運用多方例證來評鑒事物的方法 
• (常識科)同步觀看考察路線實景片段並作講解 
• (中文科)教授訪問技巧和禮儀 
• (中文科)教授閱讀歷史方法（入門版）五部曲 
• (中文科)教授運用步移法來寫作文章 
•  (視藝科)教授如何運用輕黏土和其他自選材料來製作模型 
• (電腦課)學習製作 PowerPoint 匯報檔案，利用「錄製投影片放映」功能製作具聲畫效果的匯報片段 

• (常識科)問卷訪問 
• (視藝科)學生在家運用輕黏土和其他自選材料來製作模型，展示其所建議的環保方案 

• (電腦課)利用 PowerPoint 的「錄製投影片放映」功能製作匯報片段，再上載至學校的網上平台繳交習作 

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自主學習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翻轉教室翻轉教室翻轉教室翻轉教室    

跨課程閱讀跨課程閱讀跨課程閱讀跨課程閱讀    

 

 
• (跨學科)專題研習：以不同例證來評鑒現行保育方法的利弊，並運用可持續發展概念建議更好的保育方案 

• (中文科)跨課程閱讀《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和《我的寨城大冒險》 

• (常識科) 觀看自學影片《鏗鏘集：城寨》為常識課堂進行備課 
• (常識科) 課堂後再次觀看「翻轉教室」考察路線實景片段 

• (常識科) 運用 EduVenture VR 進行虛擬社區探究，然後回答預設問題，進行自學 

• (中文科) 課堂後再次觀看寨城公園VR 模擬遊覽片段進行自學 

•  (數學科) 課堂後運用二維碼再次進入 GeoGebra 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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