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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體驗

觀察反思

總結領會

積極嘗試
David Kolb (1984)
體驗學習循環理論

• 課堂內/外
• 課時/學時

• 反思過程
• 反思自己
• 反思學習

• 明白道理
• 思維訓練
• 情意發展

• 知識遷移
• 建立新目標

Reference: Kolb, D.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歷史專題研習
「宋代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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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近年發展方向
• 加強電子學習、自主學習

及多元評量的實施。

常識科
•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引入教育局

支援人員的專業協助，優化常識
科校本課程。

• 增進對中華文化發展的認識，了
解及欣賞歷史與文化的承傳。

• 主要優化校本專題研習的學與教
模式。

• 配合單元內容，加入適切的體驗
式學習活動。

教師專業發展
• 進行教研，強化教師的課

程規劃及調適能力。

• 同儕觀課，檢視學與教成

效，不斷優化課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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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理念及周年計劃



課程設計框架及策略

歷史專題研習(學習目標)
• 主題：宋代足跡

學習元素
• 體驗學習
• 電子學習
• 自主學習
• 探究學習
• 價值觀教育
• 多元化評量

體驗學習
• 虛擬實境(VR)考察(親身經歷)
• 模擬考古工作坊(動手做)

多元化評量
• 線上評估(Padlet、

Edpuzzle、
Google Doc等)

• 實作評估
• 紙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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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 認識宋代歷史
• 評鑑香港的古蹟保育現況
• 體驗考古過程



學習目標

知識

● 說出有關宋朝的歷史和宋王臺的故事

● 列舉考古發掘的過程

● 指出文物保育工作的意義

● 說出新界圍村的由來和特色

● 說出中華文化對圍村建築和村民生活的影響

技能

● 運用虛擬實境(VR)，發展學生的實地考察技能

● 使用時間線製作古蹟考察旅程

● 透過電子資源，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態度

● 培養對歷史的興趣

● 透過體驗學習，培養堅毅的態度

● 欣賞古人的保家衛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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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的設計模式 專題研習
下學期主題：宋代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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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
(宋代皇帝在香港的歷史)

粉嶺
(宋朝先民移居香港生活的

歷史)



老師製作多個虛擬場景，讓學生在課堂中穿
越九龍城區內多個宋代歷史古跡，進行線上
實景考察。

虛擬實景 九龍城的宋代遺址 親身體驗探究學習

宋皇臺站 宋王臺花園

金夫人墓遺址 上帝古廟

候王古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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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透過錄音，創作故事情境

虛擬實景 九龍城的宋代遺址 親身體驗探究學習

宋王臺站

點擊場景，發現古物

即時問答，鞏固知識11



多元任務 理解分析
連繫課堂 建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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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 探究學習 親身體驗

利用VR虛擬考察，學生透過聆聽錄音、圖片辨析，了解及

認識遺址的歷史及其意義。

上帝古廟

侯王古廟



虛擬實景 九龍城的宋代遺址 親身體驗探究學習



活動延伸︰加深對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認識，
就學習的內容作更深層次的反思。

欣賞宋末名臣忠心報國、寧死不屈
的精神，同時反思戰爭的禍害

虛擬參觀歷史建築物後，讓學生
感受當中的意義和價值。

價值觀教育觀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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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體驗 粉嶺龍躍頭圍村 體驗學習探究學習

格物致知︰準確、細緻地看，
抓住事物特徵



虛擬體驗 粉嶺龍躍頭圍村

認識圍村龍躍頭文物徑內古蹟建築特色，探究
香港原居民宋朝時在粉嶺生活的歷史。

觀察反思



虛擬體驗 粉嶺龍躍頭圍村 觀察反思

中華文化對圍村建築和村民生活的影響

例如：

• 圍村附近常有海盜，治安不好，有鐵閘用作
防盜。

• 屋簷有瑞獸，例如麒麟與貔貅等，有著吉祥
和辟邪鎮宅的意義。



實作體驗 文物考古工作坊

以宋王臺站為例子，解說考古挖掘程序

親身體驗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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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古物古蹟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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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發掘位置插上位置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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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考古工作坊

課堂活動影片

https://youtu.be/BegVHODCmWg




格物致知

1

2

活動延伸︰從掘出的文物觀察其圈足特徴，推
論文物所屬的朝代，並以時間線排序。

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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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觀察並記
錄文物的特徵。

參考指引，判
別文物所屬朝
代。



格物致知

3

活動延伸︰從掘出的文物觀察其圈足特徴，推
論文物所屬的朝代，並以時間線排序。

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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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再跟據文物的特徵，
討論文物出現的先後次
序，並完成時間線。

*討論時讓學生經歷思辨
的過程。他們提出不同
的論據去支持自己的論
點，並分析論據是否合
乎邏輯。

單圈 > 雙圈
粗圈 > 幼圈



多元化評量

利用Padlet，學生就著以下的三條
提問，選擇利用影片、錄音或文字，
反思自己在考古活動的得著。而同
儕間亦可透過平台進行互評。
1. 在整個考古過程中，你有甚麼感受

或想法? 試分享。
2. 我們為甚麼要進行考古活動? 
3. 經過這次體驗活動，你認為考古學

家須要有具備那些特質?為甚麼?

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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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 總結領悟



多元化評量 價值觀教育 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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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領悟



多元化評量

學生回應(節錄自Padlet活動)：
1.在整個考古過程中，你有甚麼感受或想法? 試分享。
• 活動很有趣。
• 我感到不可思議及令我大開眼界，因為可以認識到怎樣去發掘

古物。
•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可以體驗到整個考古學家發掘和鑒定的過

程。
• 我覺得考古學家很辛苦，因為我們找一個(古物)已經要用2分鐘，

考古學家在沙裡找最少要用十小時。

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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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感受和對經歷的反思

探究學習 總結領悟



多元化評量 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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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為甚麼要進行考古活動?
• 去了解這段時期(宋代)的人類社會面貌，就需要考古學尋找的

古代人類的遺跡等進行推斷。
• 我們做這個考古活動是因為讓我們體驗到考古學家是如何發掘

文物和讓我們多點認識古代人的生活和文化。
• 因為可以了解到古人的生活和歷史，歷史可使人變得聰明，古

人做過的好事我們要記住；壞事則要避免。
• 挖掘文物時要十分小心，不要損壞文物。
• 考古活動有很多步驟，我們要逐步逐步去完成。

*學生在認知層面上的得著

探究學習 總結領悟



多元化評量 價值觀教育

28

3.經過這次體驗活動，你認為考古學家須要有具備那些特質?為甚麼?
• 我認為考古學家必須具備耐性、好奇心和心機，還要有經驗，因

為他們要慢慢地把古物挖起來，只要一不小心就會把古物破損。
而且要仔細地找，怕遺落任何一件古物。

• 經過這次體驗活動，我認為考古學家必要有耐性和毅力
• 我感覺考古工作要好有毅力及長時間研究非常艱辛，因考古的地

方廣闊需要大量人手分擔工作，亦要有體力長時間在烈日或寒冬
下繼續艱辛挖掘工作

*學生對考古學的體會。

探究學習 總結領悟



「九龍城古蹟之旅」行程設計

學生以時間線設計一天的行程(景點、膳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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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角色

任務

積極嘗試
知識遷移



「九龍城古蹟之旅」行程設計

學生利用Padlet整理資料，

呈現及分享學習成果，

並互相觀摩。
30

電子學習
積極嘗試
知識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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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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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師：

• 老師的教學不應被教科書所局限，這樣

學生的能力才不會被局限。

• 在體驗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後，學生能帶

給老師更多的驚喜。



老師的體會

黃老師：「因疫情的關係，學生少了很多課堂以
外的活動體驗。正因如此，我們希望借用科技，
又或是將一些真實場境搬到課堂內，讓學生不受
疫情限制地學習。最初設計課堂時，會擔心能否
有預期的學習成效，但學生的表現卻令我們十分
驚喜。他們表現出濃厚的學習興趣，能做到仔細
觀察、謹慎地按程序進行活動。投入活動，卻不
會過度興奮。最後更能反思活動的意思和主動發
問，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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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體會

李老師：「這次設計專題研習的機會，讓我們能

夠走出教科書和傳統評估的框格，運用多元化的

策略鼓勵學生學習，為學生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讓他們在喜樂和融洽的氣氛中，主動學習。我們

亦更注重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例如在課堂加入

較多探究及與同儕學習活動，體現以學生為本的

學與教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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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點滴

同儕觀課

考古活動課後檢討

實地考察 虛擬實境工作坊

共同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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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