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dule 1 P. 5 
丙部計劉詳情 2014/0368 (修訂版)

過議教育科引人「翻轉課堂 l 教學模式

以資訊科接蓋起路，促進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的風氣

以聽顫學習差異重量本，配合學校發展巨標，護措教學致籠

一﹒宜量

隨著新高中課程過議科的實施，全港所有報讀文憑試的學生均需面對通識科的公開試評核。過識科

課程涵蓋範圍廣泛，除了要求學生有廣潤的基礎知識及時事觸覺外，更期望學生能發展批判性思考及解

難能力。在面對公開試及校本評核(專題探究，即 IES) 時，學生還必須具備良好的語文理解及表達能

力。因此過織科無論在課程內容或是考核要求上，對不少學生而盲都是艱深的一科。

本校屬於第一組別的中學，某些學生的確具備較佳的能力，可以應付遁識科的要求;可是一部份能

力稍遜的學生卻未能追上。加上近年融合教育的實施，本校接收了某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以致課

堂上的學習差真更為明顯。誠如《香港新高中課程處理學習差異的策略及實施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1中

提及: r新高中學制為三年免費譯程，整個新高中將會成為普及教育的一部分。在課程上，其中一個重要

的挑戰，就是如何照顧學生的差異。幾乎所有學生都修讀同一個課程，但是學生的能力、性向及家庭支

援等卻有很大差異。而當學生追不上的時候，他們的自信IL\ 、自尊、自我形象等，均受影響，形成了學

習動機愈來愈低。」在緊迫的課時下，遇難科老師均深國課堂上難以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而且亦未能

充份培養學生對社會時事的興趣。

有見學習差異問題普遍，因此本校希望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於高中遍鐵課堂引人「翻轉課室」

的教學模式，包括:一﹒自行拍攝及製作影片;二﹒將相關教學材料上載至網上學習平台，讓學生可於

網上與老師及同儕交流切禮。而所拍攝的影片及製作的網上學習平台，將會成為珍貴而具持續性的教學

資源，受惠的會是所有日後升讀高中的學生。

二﹒目標及理念. 利用拍攝的影丹(動鷗筆記) ，讓學生上課前先進行備課，推動自主學習
• 避過動鷗筆記，幫助學生於課後重溫課堂重點，鞏固基礎知識，以照顧學習差異. 老師可更有效安排課堂時閉，於課堂上集中講解較艱深的內容或進行分組活動，促進老師與學生之

闊的互動，提升學與敦的效能. 運用資輔導技，學生可於網上學習平台互相評論及分享學習心得，推動協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的風氣. 邀請學生分組協助拍攝工作，藉此訓練學生的協作及溝通能力，並提供機會讓學生發揮創意
傳統教學擴式著重學生從老師接收信息。相比之下， r翻轉課室」更能推動學生的學習表現，增進

學生的參與程度。 rli'翻轉課室.!I (Flipped classrooms) 提倡將授課環節搬回家，老師可以先把預習和自學
教材拍成短片放在網上，學生便可在家自行學習和測試自己進度」 2 。正如明報3的報導所吉: rli'翻轉課

堂』將『上課聽書、下課做功課』的概念翻轉，學生上課前要邁過教師製作的教材，如筆記和授課短片

自學，並做一些習作，上課時教師只集中教授艱深課題或進行高階思維討論......這變相令授課時間由學

校延伸至家中，亦解決傳統教學法下「教師上課講較淺的知識，當學生要做艱深功課時，教師卻不在」

的問題。而且能力較遍的學生可在家中重溫授課內容，避免於大班教學中落後，加上採用 Flip 後課時

更充裕，弱勢學生可在堂上護教師加強照顧，是最受惠於 Flip 的一群。

1 香港新高中課程處理學習差異的黨略及實施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七卷第二期).2011 年 6 月

2 信報財經新聞: (翻轉譯室和教育改革 3.0) ﹒ 2014 年 9 月 5 日
3 明報教育版: (在家自學堂上討論「翻轉課室」教學起革命卜 2014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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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計圓的需要及配合發展的條件

体校的需要和條俐

本校創立於 1978 年，為一所第一組別的津貼男女中學。本校在初中沒有設立過識科，只有綜合人
文科，可是本校初中綜合人文科設立的主要目的是訓轉學生的英語能力，因此升上中四後，通識科對高
中學生而言可以說是全新的一科。尤其是過鐵科非常著重學生的語文理解和表達能力，所以語文基礎穩
固的學生學習時會得心應手，相反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則會廠到無從人手。而且，由於本校中三升中四
選科 ，升上高中後班內學生的程度非常參差，教師難以照顧班內的學
習差異﹒

資源方面，本校遞過教育局「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創J (WIFI 900) ，將於下學年鋪設全校無線網絡
基礎設施，更會添置約三十部平板電腦，這些硬件正好配合於高中過鐵課發展資訊科技促進教學的計

剖，以善用教育局的資源提升教學效能。

体科的需要和條俐

「推動自主學習」為本校其中一個發展目標。我們深信對不同能力的學生來說，都需要建立他們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才能有效鼓勵他們積極學習。而「翻轉課室」正好透過影片及網上平台，提供多元他
的工具，讓學生可以運用不同遠徑，在課堂以外繼續擴展學習及討論。學生可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

選擇觀看相關影片及瀏覽網上平台，邁過自主制訂學習計劉，有效建立積極的學習氣氛。尤其通戰科的

內容與時事新聞密不可分，如能培養學生對時辜的興趣，定能有助他們掌擅新聞議題的背景，進而建立

他們對學習過識的信心和動機。

本校通識科以分組形式教授(每組約 人) ，學生人數較傳統分班上課少，師生比伊J較低，正好配
合於課堂推行資訊科技教學。

揮生的需要和條俐

由於過去數年，本校接收了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因雌「照顧學習差異」為本校近年的發展

目標。為照顧這些學生，本校更於去年成立「支援特殊學習需要小組J' 以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環境。對於
這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或是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來說，高中通識科的課程甚廣;而校本評核要求他們

獨自於課後完成一份專題探究，對這些學生而盲難度亦、非常高。本校自製的影月便可因應學生需要而度

身訂造內容及漂淺度，幫助能力稍遜的學生在課後自習，補足課堂所學。教育局 2000年的教育改革方案
4強調，學校應「照顧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需要，避過特別輔導及幫助，可讓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有發展

所長的機會J '而動戚筆記正E可以達成此目的。

另一方面，本校一直鼓勵學生發展不同的潛能，因此設有「學長計剖J' 創造機會讓能力高的學生

以小導師身份協助能力稍遜的學生學習。而過鐵科「翻轉課室」亦正好提供機會，讓某些小導師擔任「過
識大使J' 協助教學助理和老師拍攝動感筆記及推動網上平台的討論。透過這些工作，可讓能力高的學生

有機會學習資料搜集、拍攝、組織管理、溝通協作等技巧，發揮他們的多元潛能。以下為本校老師及通
識大使拍攝的模擬動廠黨記示例:

httoS://W'NW.voutube.comlwatch?v=BWOiagKCZPc&list=UUIDP98tcm Y I!U woXbLYoT20&index=2 

培師的需要和條俐

由於課時緊張，所以現時在教授課程內容和專題研習時，過鐵老師只可單向講解。而在「翻轉課室J

裡，老師則不再是「台上智者J '而是「促導者」﹒老師在教室裡的主要工作就是從更豐富的學習機會裡
更深人地探討課題5 。我們相信日後在影片及網上平台的配合下，老師可減省一些講授基礎知識或議題
背景的課堂時間，讓老師於課堂上集中講解較深奧的內容，甚至於課堂上從旁觀察學生完成習作，讓老
師可適時向學生提供協助，制訂最適合學生的教材和練習，這意味著學習文1b的轉移，課堂由老師為本

4 教育局 1999/2000 周年報告
S VTC Centre for leaming and teaching: ht中s://clt.vtc.edu.hk/flipping-the-classroom-an.introducti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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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由學生為本，大大提升教學效籠。

在人力資源方面，本校過識教師團隊共有 6 人，當中 3 位是本校資訊科技管理小組的成員，對資訊

科技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而且所有過識老師亦會在課堂中積極推行「翻轉課室」計剖，並會適時檢討教

學效果，持續完善動國筆記和網上學習平台的設計。

|工作分睏
對象 角色

校長 • 監察項目進展

• 調配資源

過輸等科主任 • 統籌及規創項目

• 聯絡網上平台供應商

• 進行項目評估

過鐵科教師 • 協助拍攝及製作影片

.於課堂上推行「翻轉課室」教學擴式

• 推動學生於網上平台分享、討論

教學助理 • 拍攝及製作影片

• 協助管理網上平台

• 從旁協助老師於課堂上推行「翻轉課室」教學模式

資訊科技組同工

部份高中學生(通織大使)

四、註盟國盔

鐘企

• 提供意見及技術支援

協助進行資料搜集及拍攝工作

互聯網有相當豐富的資訊，唯教師發現，學生往往未能掌捏哪些資料或時事與過識科內容相關，而且

資料龐雜，學生往往難以有條理地連結網上資訊與過識科的課題，實難以發揮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理念。

有見及此，本校期望發展網上平台整合適識科的概念及相關時事爭巔，為學生提供一個一站式的學習平

台。電子平台可在課後鞏固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知識，以及讓學生透過預習提高學習的興趣，及培養自學

的習債，我們希望利用「翻轉教室J 的教學方式，把一些社會時事的背景資料，或鵲題所引起的社會爭

議的短片及文章剪輯為預習內容，讓學生先行在家中閱覽，再在課堂上利用電子平台作互動教學，提升

學習趣味。另外，遞過分享網上寶:原及為學生拍攝度身訂造的動國筆記，包括有關專題研習及考試題型

答題技巧，令學生能在網上重溫、按照自己進度學習，以達至減輕學生學習差異的目標。而練習專區則

可配合課後支援班，在輔導班上利用平台提供答題訓練，亦讓學生作即時至評，以及遞過教師在平板電

腦上即時批改學生的習作，讓學生更7解教師的評改準則及答題要求，以減低成績落後的學生的挫敗戲。

計劃內容主要會分為兩大部分:動國筆記(包括單元溫習及答題練習)、互動教學區(但括「翻轉教室」

課堂及專題研習的課後支援)。

(一)動鷗筆記

動鷗筆記每課內容 製{牛流程

文字筆記 以淺自有序的文字及表列方式，帶出每類題型的 本校已建立7一套頗為全面的題型筆

答題重點及相關格式，增強學生在答題上的整體 記，教師將與學生(通識大使)共同優先

意鐵及理解。並配以影片中的答題範例，聽學生 筆記內容，以學生為中心解決疑難，並

能從實踐批改中了解不同題型的評分準則。 帶出教學重點。最後由教學助理排版及

製作網上版本，並上載至網頁。
d 

影丹教學 以影丹及圖像動壺，帶續學生深入理解每類題型 老師負責找出答題範倒，並與教學助理

答法的要缺及其背後原因。配以即席批改答題的 合作拍攝、製作有關影片及閏像動畫，

3 

h 



. . 

J Schedule 1 PO 8 
示範，讓學生能在正確或錯誤ïjt範中了解正確的 最後由教學助理進行後期製作(剪月及|
答題技巧及態度。 字幕等) 0 

題型練習 每完成一項題型技巧的章節，也會提俱相關的題 教師及通識大使共同擬定題型練習，並|
型練習卷，俱學生實踐所學，學生完成試題後， 製作評分準則。最後由教學助理排版及
可參考有關評分事則或範例，或呈交試題予教師 製作網上版本，並上載至網頁。

批改。
互動試題庫 試題庫集合不同題型的練習卷及往年文憑試試 教師及通戰大使共同選擇及製作試題，

卷。配合多元篩選功能，讓學生能按不同議題、 最後由教學助理排版及製作網上版本，
不同題型及不同難度篩選適合自己的練習。當學 並上載至網頁。

生對該題目感到困難，又能通過方便的連結通往

與該題目有關昀議題或題型筆記。通過此功能，

能讓學生有系統地整合適識答題技巧，改變以往

盪壟堅題型教學的統整困難。

1.1文字筆記與影片教學

參考其他曾製作動!ii.筆試的學校的經驗，動屬筆記可供學生在測驗考試曲溫習，以收鞏固所學之

效。我們會在每個單元製作「單元總結」、「單元相關概念」解說，亦會加入「相關時事例子」的短片，

以豐富學生的學科知觀、基本概念及對社會時事的掌撞。近年，有社會人士認為過識科欠缺內容，6 .其實
通鐵科面對的困難並非欠缺內容，而是相闊的內容太多，以致學生對單元知識的掌握不夠確切和穗固。

在電子筆記中，會列出每個單元議題的總結，讓學生溫習時有一個整體的概覽。然後，在相關的部

分會加人短片去說明相關的概念及相關的爭議例子，讓學生對概念有更清晰的理解及議題的爭議有更完

整的了解。 18 個過鐵單元器題單元預習及總結影片如下:

單元 內容 影丹數量
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餘 • 
二:今日香港 • 

• 
三:現代中國 • 

• 
• 

四:全球他 • 
• 

五:公共衛生 • 
• 

六:能源科技與環攪 • 

國:過鐵欄一生活素質
短月內容

個人成長及相關理論 • 
生活素質 • 
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

改革開放前社會情況 • 
改革開放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改革開放後的法治及政治制度 • 
經濟全球他 • 
文113全球他

港人健康狀況及健康資訊 • 
醫療科技的爭議

113石能源引起的問題及改善方式﹒

(新能游發展)

例子

人際關係 2 
身份認同 3 

中國的外交及綜合國 5

力

中華文他

政治全球他 3 

醫療政策及圓際社會 3

的公共衛生合作

可持續發展的困難及 2

推動方式

總數 18 

單元&輪吉(腦圖)'1﹒ 在課堂上利用電子平台 S與學生一起建構腦間，並由教師以

6 葉劉諷儷曾提出此批評，認為過攝科令學生「知鐵水平下降J .並建論政府把過戰列為選修科。
?旦旦盟占虹﹒ (2000) .四le Mind Map Book, ~emruin Books.1996.1SBN 978-0-452-27322-1 
8 、 軟件可韓同學利用貼紙來作筆記、張貼圖片等，亦可以手指放大描小閏月，而不同組別的學生可共同張貼紙張，師生可
即時觀眉並作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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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圖為主軸作出總結，令學生可鞏固課堂所學習的知鐵

相關概念艸 • 物質與非物質生活 每段約 3 分鐘

一說明概念及運用 • 衡量生活素質的不同角度:政經社文環
概念的例子 • 政府職能及運作

• 資源分配及社會福利
• 產業單一化 vs 產黨多元1b

• 中環價值

• 全面都市化
• 社會凝聚力
• 集體回憶
• 社區網絡

相關時事 • 貧富懸殊 每段約 3 分鐘

一例子分析及例子 • 勞工保障(標準工時)
運用的示範 . 居住問題

• 文化保育
叮當國能把知識及概念圖像他以加強理解及掌鐘。(應用方法可參考教育局網頁9)

**課程的每個單元圍繞→區與學習範圍相闊的中J已概念而設計，並且訂立若干與學生生活相關的主題。

(概念例子可參考教育局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網頁吋

12題型攏習及互動試題庫

有別於翻中那種以知識為主的學習方式，學生學習過識科的困難是掌握分析技巧，包括理解漫畫、

數接圖表等資料，學生要靈活運用歸納、分穎、比較等技巧。而有系統的把不同題型所需的技巧分門別

類，由老師以短片及倒子說明技巧的應用，以及學生常犯錯誤，應可協助學生更有信J已學習過識科。在

完成每一課題型練習的內容後，學生可以參考互動試題庫，按照自己的學習進度，完成相關的題目，以

鞏固對該題型的掌喔，並培養自主學習的習價。

慟國筆記內割

1.數接分析

2. 漫畫分析

3. 原因分析

4. 影響分析

5. 考慮因寰分析

6. 有利條件與困難分析

7. 相互因果關餘分析

8. 價值取向題

9. 持分者看法分析

10. 持分者之間的衝突

(二)互動教學區

2.1 預習及課堂應用

11.簡單意見題

12. 進階意見題

13. 建議題

14. 成效/可行性分析

15. 比較題(比較主因、比較成效、比較可行，性、比較價值重要性)

16. 因果關佛題

17. 一題兩間

18. 處理問題優次題

19. 資料可用度/支持度

20. 遇識題型溫習方式教學

主要會以一些文章及自製的短片作為預習的材料(閱讀時間:約 15-20 分鐘少亦會把課堂的討論問

骨髓圍及概念圖(conceptm叩)在教學上的應凋'教育局調頁，

htto:llwww.edb.l!ov.hkltc/edu-svs給m1soecial/resourceslserc/sb帽o/mindmaD-4.html

• 10 通觀教育科(中四至中六)單元基本設計，教育局通說教育科網上賣輝平台，

htto:lIls.edb.hkedcitv.間的ncludeslGetPa且asox?url=%2fcmsContent%2侶的&紐molate=%2fhom隨叫，2fua叫em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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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1 0 

題放在網上供學生思考。在課堂上，會利用開始的 5 分鐘，以選擇題形式了解學生對資料的理解，這些
預習測驗約佔平時分 5% ·希望能善用時間作課堂討論及完成習作。

家中 • 閱讀文章及短片資料作預習
課堂 •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中的教學應用程式完成選擇題11
(80 小時課堂) • 老師引導及發間(教師提俱思考方向)

• 利用教學應用程式12 就爭議性議題作liP時投票

• 把不同立場的學生放在同一組作小組討論
• 學生攘寫文章，回答議題
• 選 2 份(中品及上品)與全班一起評鑑 評分及評估文章優劣之處

區司

家中 • 閱蠻有關鸝員拉布的原因、事例及各界評論等文章及短片資料
(1 5-20 分鐘) • 思考問題:議員拉布的對本港發展是否利大於弊?
課堂 • 完成選擇題(對短片的理解)

(80 分鐘課堂) • 老師引導及發間(教師提俱思考方向:三權分立、政制的問題、公共資源的運用、
有效管治)

• 利用教學應用程式13 就爭議性議題作即時投票(利大於弊/弊大於利)

• 把不同立場的學生放在同一組作小組討論(其中一組匯報結論)
• 學生撰寫文章，回答議題
• 選 2 份(中品及上品)與全班一起評鑑一評分及評估文章優劣之處

信果堂應用範側

所需課節 :2 節(共 80 分鐘) 對象:中四學生(人數: 24 人一4 人 x6 組)
主題:立法會應否廢除功能組別 形式:小型辯論比賽

目標:

1.讓學生了解民主理念，並討論現時立法會是否符合民主精神

2. 讓學生結合之前課堂中所學習有關立法會的功能，並探討廢除功能組別可能帶來的正、負面影響

教學素材:平板電腦、黑板、工作紙、實物投影機、計時器、按齡

教學安排如下:
內容 教學素材/活動 目標

重溫上一課所學的立 由教師製作的 3 分鐘遍識一溫習 重溫上一課的知鐵:釐清「立法

家中 法會的功能及組成方 短片，教學助理則協助教師製作 會的職能」、「功能組別是什麼

預習 式 短片，前期計副短片內容、拍攝

及後期剪接等

學生閱讀有關應否廢 3-4份剪報(包括不同立場人士對 ﹒讓學生了解提出廢除功能組別

除功能組別的興報(經

家中 刪揖)及觀看網上短片

預習 資料

11 較常用的教學應用程式
12 同上

"間上

應否廢除功能組別的意見)、 5-10 的原因及保留功能組別的意見|

分鐘的相關短片、筆記本抄錄正 ﹒培養寫筆記的自學習慣

反理據的要點﹒教學助理則協助

教師預備相關教材，包括搜尋及

剪輯資料，並上載至網上平台，

'等均有即時作答及投票明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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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學生利用 平台 教師在. . 平台預備5題有關 ﹒鐘過各題答對率的統計結果了

~~.I 輔 5輔闢闊的多融資料的問題﹒教學鵬則在 解學生對預習資料的掌握

分鐘 項選擇題 課堂內協助學生使用 及 ﹒再以口頭提問了解學生對概念

電子學習 的掌握，並釐清學生對關纏概

念的誤解

言語題討論:利用 利用平被電腦再次瀏覽預習資 ﹒老師先提供一些討論的方向:

'平台進行即時 料、教師預備討論問題。教師與 例如立法會現時的問題是什

投票，詢問學生對攝題 教學助理進行協作教學，助理會 麼?功能組別的廢除是否具有

15 |晰的立蝠，把不同意 特別協助進度較慢的組別 必要性?廢除功能組別對香港

分鐘 見的學生放在同一組 社會帶來的利弊

內，四人一組 ﹒討論時，學生需記錄討論重點

(特別要注意要找出爭議點)

﹒學習利用論點支持自己的立場

的及找出講題的爭議點

抽兩組簡單匯報小組 預習資料(要學生審視現有資料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需要利用什

分1鐘~I 討論的爭鵲點 是否足以解決爭語) 麼費抖才能回答以上爭議

﹒掌握過識利用資料支持論點的

技巧

摸寫辯稿:學生自選 除了利用預習資料，學生亦可以 ﹒學生可以即時提間，教師一面

立場，再把不同立場的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資料搜尋，學 從旁監察及提棋協助，如可注

20 |學生分為主辯(申述己 習利用資料支持自己的論點。教 意評鑑學生所運用的資料能否

分鐘 方立場)及副辯(反駁對 師與教學助理進行協作教學，助 支持論點，反駁是否有針對世

方論點) t每位學生撰寫 理會特別協助進度較慢、能力稍

約 3 分鍾的辯論稿 弱的學生

E反立場各抽出兩名 計時器、按鈴，由教師作主席及 ﹒其他學生抄寫重點

代表進行辯論，每人三 計時。教學助理則會協助監察學

l 分鐘 分鐘發言(正主、反 生抄寫筆記的情況

富1 、反主、正盲目)

全體學生參與(辯員除 各方均有兩分半鐘發言時間，完 ﹒評鑑對方資料、論點的說服

分5鐘 I 外)，雙方進行自由辯論結後進行利用 平台進行 力，提出反駁或指出謬誤

即時投票，讓學生再次表建立場

分10鐘 I 教師評語及公佈結果 學生抄錄筆記，並利用網上平台 ﹒補充有關功能組別議題的知識

即時製作概念圓衰，組織辯 ﹒指出學生鋪陳論點、運用資料

題的正反論點 及反駁時需注意的地方

學生在家中搜尋相關 老師選出兩份中品及兩份上品CiE ﹒協助學生掌握過識科論文的結

資料，並完善課堂上的 反立場各一) t 將與學生在下星期 構及評分要求

家中|辯論稿，下星期在網上 的課堂上一起評鐘，學生先自行

繳交一份論文 討論論文的優劣之處及其分數，

再由教師點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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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荳動交流區 Schedule 1 PO 1 2. 
2.21 時事熱話討論及功課交流區

在網上不時更新通識科的時事新聞，由老師加入短評，帶出新聞的爭議。學生在每星期均需要閱讀
2 篇新聞，並留下 50 -100 字的個人意見，或回應其他學生的意見，以培養學生對時事的觸覺及增進討論
社會問題的氣氛，讓學生進行價值交流。另外，過鐵科的功課對剛剛升上中四的學生而盲難度頗高，尤
其對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而言，他們在解題上或會遇上一定困難，因此設立功課交流區，可推動學生互
相學習、問儕互助的良好風氣。

2.22 IES 課後支援及資餌交流區
每星期有兩天在課後進行專題探究活動，一天是有固定主題的議題增益或研究技巧的講授，並以短

丹的形式供所有學生網上重溫。另一天是學生按題目分組，在老師指導下作小姐自學活動，每節約一小
時，老師會向學生提供即時回饋，而參與的學生每次均有特定的習作需要完成。資料交流區則可報題目
相近的學生分享資料，以及把研習的部分內容上載，讓學生互相評估，以達合作學習之效。
固定主題活動 內容 節數

話題增益 (一)本港環保議題 6 
(二)中港矛盾

(.=)影響港人生活素質的政策

(四)港人社會政治參與情況

(五)青少年電子科技使用情況

(六)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

研究技巧 (一)什麼是專題研究?為何要做專題研習? 6 
(二)如何搜尋合適二手資料?

c=) 如何從文獻資料建構研究框架及大綱?
(四)如何衰違及運用問卷調查數接支持論點?

(五)如何利用訪問資料支持論點?

(六)如何整合資料作交叉驗證及推論說明?

總數 一 12 

懊作時間謝

日期 中四 中五 中六

15 年 9-10 月 生活素質 經濟全球化

答題技巧 (1-3)

15 年 11-12 月 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 文1è.全球1è.
身份認同 答題技巧 (4-6)

16 年 1-2 月 1è.石能源引起的問題及改善方 政治全球化

式(新能源發展) 答題技巧 (7-9)

IES 短片一研究技巧 (1-2)

16 年 3-4 月 可持續發展的困難及推動方式 答題技巧 (10-11)

IES 短片一研究技巧。-4)

16 年 5-6 月 IES 短月一研究技巧 (5-6) 港人健康及健康資訊﹒

醫療科授的爭議

醫療政策及國際社會的公共衛生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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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 9-10 月 IES 短片一議題增益 (1-2) 改革開放前社會情況

16 年 11-12 月 IES 短片一鵲題增益 (3-4) 改革開放對社會

經濟的影響

17 年 1-2 月 IES 短片一話題增益 (5-6) 改革開放前社會情況

改革開放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17 年 3-4 月 改革開放後的法治及政治制度

中國的外交及綜合國力

17 年 5-6 月 中華文化

國國
(一)以電子學習提高協作學習及自主學習的理念架構

1.1 增加學習興趣及對當題的認識

答題技巧(12-13)1

答題技巧(14-15)

答題技巧 (16-17)

答題技巧 (18-19)

答題技巧 (2吋

議題增益是針對學生時事認知不足的問題，先由教師提供數份有關普車題的背景資料，包括

短片、文章等，並與學生作首輪討論，再由學生在活動室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即時的資料搜集，

以四人一組作分組匯報，引發學生對議題的興趣及認識，期望可達到發掘學生研究興趣及探討

有趣的研究方向的目標，以引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翻轉教室」的理念在於「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模式，重視與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以及令學生在互動中學習解難，提高思辯能力，及

學習的趣味性，改變以往教師在課堂上以大部分時間作單向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有曾實踐「翻

轉教室J 的台灣學者指出: r提高教學成效的重點並非上課內容，反而是學生的學習動機。如

果學生上課沒有學習動機，學習是沒有效果的。因此，預先將上課內容上傳至教學平台，要求

學生課前預習，並實行課堂小測、小組討論與上台報告，更有效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l4

1.2 增加協作學習的機會

課程指引15指「教師應多鼓勵和引導學生之間的互相協作和交流。雖然每位學生都需要負責自己的

專題探究，但是他們仍可以從分享彼此的見解、經驗、成果、甚至錯誤之中得益?教師宜在獨立專題探

究學習過程的不同階段，適當地引人小組學習。」但由於課時緊張，在課堂上往往難以進行小組學習，

通常只能單向地講授各種研究技巧，而學生卻難以把課堂所學的研究技巧吸收及轉移至另一個議題上，

因此學生每有圓圓吞聾的情況，把課堂列舉作解說的例子牽強地套用於自己的研習上，造反映現有的限

制令學生未能真正建立自學能力。而且本校學生與本港學生一樣，普遍習慣了較被動的學習方式，不習

慣、甚至不懂得主動發間，因而令教師難以於課堂上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因此，利用課後時間，營造

較輕鬆的氣氛，則可讓學生更自由地發問問題，亦有更足夠的時間作充分的討論，而同儕學習的好處是

可建立學習型社群，及把一些不敢問老師的問題，鐘過同儕一起解決，對學習的內容及過程更有投入圈。

另外，利用平板電腦及學習軟件，可增加上課時的互動性，如即時資料搜尋、即時匯報，及教師即時評

講學生所搜集的資料的相關度及與學生一起討論資料的可用度。

1.3 有足夠指導的自學，提升教與學效能

現時，香港的學生對時事的認識非常不足，因此對不同社會概念及社會現況均存有許多誤解。而過

識科則要求學生遞過自己分析費抖，並提出合理的個人見解，並以合乎邏輯、有條理的方式表達，但如

果欠缺教師的指導，恐怕一般學生都難以達到要求，因此電子平台的交流區可增進學生的時事知識。現

時是不少學生在學習過鐵科常會遇到此困難:即使己努力完成習作，但由於欠缺對社會現況的理解，學

14 (翻轉教室教學法於鐸堂上的應用:自由調配學習時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取自:

h旬:Jlctld.ntu.edu.tw/fdlteaching_resourcelpagel-l_de個il.php?bgid=3&gid=39&nid=352
15 {適攝教育科輯程及評估指引(中四革中六沛.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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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II 1 4 
習成績卻強差人意，這會令他們的自我效能鷗16降低，更會削弱他們的學習動機。 Bandura提出影響個人
動機的因景包括效能預期 (e血cacy expectation) 與結果預期 (outcome expectation) 。效能預期是指個人
對自我能力的判斷，即是自我效能;結果預期則是指個人對其行為會造成某種結果的自我評估或預測。
學生即使知道不認真學習可能會導致成績不理想的結果，可是，一旦當他們認定自己沒有能力達到要求，

他們會缺乏行動的動力，因此&;\須透過提供電子筆記及課後小組學習，以打破他們因自我效能感低而令

成績差的惡性循環。事實上，教師在建立學生自我效能國上搶當重要的角色。根據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

諭17 ，他認為最有利學生學習的方式是先從近側發展區18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開始，透過他人
(教師或同儕)的幫助和社會互動，搭建鷹架19(scafIolding)之後，讓學生逐步從已有知識上建構新知識，才
能令學生建立對學習的興趣及信心。另外， IES 互動平台配合課後支援措施，令教師可困應學生的需要

提供即時的協助，及透過小組互助，避免學生因產生習得無助戚而失去學習的動力。

(二)以電子學習處理學習差異的理念架構

2.1 處理高階恩誰能力釐異

根摟 Beniamin Bloom 發表的 T缸: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gnitive Domain (Bloom, 
1956)詞，過識科較著重分析、綜合及評鑑等高階思維的技巧訓練。然而，本校一些能力較弱的學生，尤
其在具爭鵲性的社會課題上，他們缺乏對社會時事觸覺及抽象思考能力，難以即時對社會的政治及社會

性爭議作出分析判斷，加上過識要求學生在論文中同時衰現不同方面的能力技巧，令他們在過識答題上

倍感困難﹒

應對較弱的學生，我們必須把教學流程拆細，學生自然容易掌擅課題。但我們在課堂上己的頁照顧能

力較高學生的課堂進度，所以通過動感筆記，我們則能在課後時間有效利用多媒體及新聞報道的精要剪

輯，協助能力稍逅的學生有條理地理解答題技巧，減少學生從混亂資訊中歸納抽象概念的困難。

2.2 擁抱差異，處理學生學習多獸性(輯、寫、聽、說、析)
「班內每一個學生都是與別不同的，學生的成熟程度、學習動機、能力、學習風格、志向、興趣、

性向和社經背景均不相同。當學校規輩學與敦的目標、內容、層次和方法時，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是一項

十分重要和富挑戰，隘的考慮J (高中課程指引， 2009 '第七冊 02-6 頁i1 一般學校過鐵科教材以文章分析
為重要資訊來源，並利用大量文字裴達意見，論文技巧變他頗多。此學習環境有利讀寫能力高的學生，
但對視覺型及聽覺型等學生而言較為困難，學生亦可能因此失去學習動機，更有學生因此對過鐵科顧到

厭倦。但通過動鸝筆記及互動學習，影片教學能為文章閱讀能力不足的學生提供更多視覺刺激，加強學

習動機。另外，亦可按不同學生的需要，提供不同種類的多媒體資訊，讓他們發揮各自所長去7解社會
鵲題。在答題期間，學生亦可按不同需要通過方便的連結過往有關該題目的議題或題型筆記(如題型答

法、相關概念) ，突破以紙張印刷工作紙的限制，配合不同能力取向學生的需求。

2.3 增強不同知識授巧的整合能力

過識考評以書寫論文為本，加上過識要求學生在論文中同時表現不同方面的能力技巧，由概念的認

知、理解、應用，到議題的分析、綜合及評鑑(Bloom， 1956戶，皆要同時融會貫通地應用在一篇論文之中。
當中甚少記憶背誦部份，理論邏輯上亦不如數理般可以清晰地做到由淺入深、層次分明。故學生往往會
對自己所學廠到難以掌撞，又不懂得如何溫習過識，單單背誦則成效甚低。然而，學校欠缺資源妥善整
理學生佳作樣本，又缺乏完善平台以方便學生在答題或獲得教師回饋後，立時有系統地參考不同樣本以

16 B個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甜ry ofbehavioral change. P恥hological Review, 84(2)， 191剖S.
0' Vygots旬; L.S. (1978). Mi吋 insocie斬"拇 devel吵鬧nt ofhigher psychol，句“alprocesses. Cambrid;瞥， MA:Harv剖 University

Press. 
18 近側發展區即學生已有的知識及他所認知的世界 a
的搭建鷹蕪即由教師搭建橋楞，命學生可把以住知識及新姐攝擅繫起來。
20 Bloom, B.S. (Ed.). Engelh叫 M.D.， Fur吼 E.J.， Hill, W.扎Krathwohl， D.R. (1956). 旭~!1OmvJJ[_Educational Obiectæes. Handbook 1: 
The Cognitive Domaì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空鐸程發展議會 (2009) <高中課程指引}第七冊擺所有學生追求卓越的高中教育
“ Bloom， B.S. 但d.). Engelhart, M.D., Furst, E.J., Hill, W.旺， Krathwohl, D.R. (1956). Taxonomy o{Educational Ob;ectives. Handbook 1: 
The Cognitive Domai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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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評分準則。互動試題庫正正在此方面向學生提供了方便的學習方法，可有條理把不同議題(同一鵲題

的不同題型)或不同題型(不同議題的同一題型)作篩選排序，有助學生在不同的向度上有效學習。

2.4協助課堂專注力低的學生尋固課盤己儘

對於部份擁有專注力不足問題的學生，在溫習時，他們會在回憶課堂所教所學的過程上臨到困難。

(WHO, 1992) 23 提及，專注力不足的學童經常受外界平擾而分散注意力、並經常忘記每日的活動。尤其

當學生須了解較為權雜的政策和概念，如他們在課堂上又因專注力不足而忽略了課題重心，則會大大影

響他們對課程內容發展的理解。而通過網上自主學習平台軟件，學生可以查人平台，還過上課筆記的影

音、文字資料及題目答案，有條理的重溫資料內容、作答技巧及相關概念，協助他們尋因缺失了的課堂
記憶。

2.5 取長補短，跨越執行功能障礙( Executive Function Deficits ) 
其實在經過以上一系列的學習及練習後，學生應可分別掌握過鐵答題的各種所需技巧，但若要得心

應手地綜合運用各技巧，學生更須多做寫作練習、並多閱讀學生佳作。尤其是對於自閉症(ASD)的學章，

他們大多擁有執行功能障礙，其抽象思考能力差，往往著眼於文字表面的意義，不易瞭解弦外之音。

(Trev.缸血en， Titken, Papoudi, Robarts ' 1996) 泊。他們在心智解讀能力上也面對很大困難，缺乏歸納不同
意見、並轉化為個人批判立場的能力。皮之，他們卻有不俗的記憶力，能引述不同人士對議題的觀點。

通過題型的答題範例，學生可多閱讀不同的優質文章，有助他們儲存不同的議題內容及不同觀點，就算

它們在即時分析資料上遇上困難，也可以在需要時把閱鑽過的有關觀點拿出來引述或使用，以補足他們

即時分析能力不足的問題。

頤期產品及成剩

預期產品:遍識科動戚筆記及互動試題庫，將置於本校網頁內，以供公眾下裁。

預期成果:

學生學習方面

提升學生對本科的學習成功屬和學習動機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舒減學生學習差異

教師教學方面

改善課堂質寰

縮減教學時的學生差異

眸估成敞的準則及方湖

本計創將以多角度的評估分析，全面地審視計劉過程及成果。當中包含計回j在量與質方面的成果分析，

以作出一個觀廣且深的具體評壘，並持續優化﹒

計創完成量的分析包括:

1.翻轉教室影片及筆記的數量

2. 動感筆記影片及筆記的數量

3. 討論區成立及運作的數量及使用量

計到質蠢的分析包括:

1.由校長監察項目進展，並對計創作出宏觀及持續性的檢視，了解計劉是否配合學校整體發展

23 WHO (1992) (世界適用厲措分顯手冊第十服)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Tenth Edition) 
24 Trevarth間，C.， Aitken丸， Papoudi,D., & Rob紅包，1. (1996) Children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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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1 6 
2. 過鐵科主任將帶領一眾過識科教師進行持續性的項目評估，了解運作困難並作出優他

3. 善用教師個人反思及教師小組檢討會鐵評估教學效能及縮減學生學習差異的成效

4. 以學生問卷調查，搜集受惠學生對計割的意見，並評靈計劉對個人學習的幫助

5. 在計割的最後階段，召開校內教師分享會，總結心得，並探討於其他科目擴展應用此計割的成效及

可行性

評量參數:

評估項目 評估方法 評量原則 成功準則

量 影片及筆 翻轉教室: 18 個議題概 計創必須提供一定數葷的翻轉教室影丹及製作數量足夠為成

1b 記的數量 念(參考 P.5) 練習，令計創能廣泛覆蓋不同單元及考評功
評 動鷗筆記:題型 -20 範圈，讓學生得以藉計劉建立起自主學習
估

篇(參考 P.7) 的意識，並構建自學的習慣

IES -12 篇

教 §予減學生 教師個人反思 鑑於本校學生在學習上的差異不斷擴大， 八成教師認為計創|
師 學習差異 教師小姐檢討會鵲 並有愈來愈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說有效舒織學習差異

質 本枝。因此，本計剖將以協助遍識教師處

1b 理學生在高階思維上的能力差異及學生學八成教師認為能按
評

習多樣性為目標之一，而教師會在課堂及照進度完成所需的
估

習作上的持續評估與回艘中觀察學生進教程

度，例如不同學生在答題條理及歸納抽象

概念的能力上有否縮窄差異。而教師亦需

就電子教學的應用，以及國隊協助模式於

檢討會內作出檢討及反思﹒

學 提升學生 學生問卷調查 因應國際在推動自主學習上的大趨勢，本八成學生認為計剖

生 對本科的 校以自主學習為學校二年計自j的主題之有效提升其學習動

質 學習動機 一。再配合投人 WIFI900 計卸的優勢，本機為之成功

1b 及自主學 計劉銳意從過識科著手，推動學生在家學
評 習能力 習的風氣。並藉著概念的增潤及題型系統八成學生認為計副

{古 思維的建立，增強學生在自主學習上的成有效提升其自主學

功屬。而透過學生問卷，可檢討本計倒在 習能力為之成功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學生自行發揖知

韻的技能，進而建至全人自主學習的成效。

以Jackie Gerstein的 r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A FuIl Picture J 25理論框架及p.I.E. 26理論框蕪說明本計

創的運行流程。根據理論(見附衰1) ，教學流程可分為教師主導部份但ducator Suggested)以及學生主導部

份(Leamer Generated) 。首先，教師會藉著短片及教材，引領學生在家先作預習，投入議題經歷

(Experience) 。接著，教師會在課堂上利用平板電腦等資源引領學生合作學習，並於課上作討論反思，發

2s Gerstein, J. (2012, May 15). Flipped classroom: The full picture for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at 
http://useroeneratededucation.wordpress.comI2012105月 S/flioped-cJ~!>sroom-the-full-picture-for-hiqher-edu開tionl
“ Chinman, M., Imm, P., & Wandersman, A. (2004). Getting to outcomeslM

: 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through methods and tools for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Pittsburgh, PA: RAND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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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有關攝題的不同知識概念(What) ·並在課後藉著動國筆記等工具鞏固所學。回家後，學生可透過不同

的資訊交流區與同儕互動交流，並合作建構知鐵(So 珊的。再者，學生能主動藉完成有關題型及考評練

習作出自評，把所學知識作出應用(Now What) 。

而在應用步聽完成之後，教師便能藉收集學生的自評及回饋，修訂未來製作影片及教材上的方向，不斷

調整及優化整個「翻轉教室J 的教學計割，並提升成殼。 (P.I.E理論) 下表顯示教師引導學生以網上協

作建構知識的詳盡流程:

根據學生回館及考評情況，

更新及修正教學設計

錄製教學短月/動鸝筆記及教

材製作

.........._, I _ The Flipped Classroom叫叫ull Piωm 

Learner Generated - Now What Educator Suggested - Experience 

學生把知鐵應用於生活與社會 引續學生投入對話題的經歷

課前預習

學生自評

主〉
觀看短片

題型練習 工作紙/網上回

互動試題庫 饋

..，~ I I 
I I -.LJoo 

知鐵互動 鞏固知鵲 課堂教學

功課交流區
時

單元概念
卅一一

電子學習

IES 搜料交流區 題型筆記 、一一 合作學習

IES 筆記 課上討論

匯報反思

Learner Generated - So What Educator Sugg叫“ -What

學生互動建構知識的意義 引領學生發掘相關概念

另外，為使更多學生受蔥，本計劉將為期兩年，以確保能拍攝足夠的影片涵蓋過識科不同的主題，供本

校學生及其他學校的學生下載;又可以較充裕的時間發展網上平台，令當中的討論更為豐富充實:

階段 時間 工作內容

籌備期 2015 年 9 月至成立影片及網上平台製作小組，安排有關教師接受有眉目運用電子教學、「翻轉課

2015 年 12 月 室J 教學模式的培訓課程。

教學助酷人課堂與教師師作體轍學助理宙間馳的觀譯
更熟習過識教育科的課程重點，以助教學助理製作更切合本校學生需要的短

教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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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1 P.. 1 8 
發展期 2016年 1 月至教師聯絡網上教學服務供應商，設立切合本校需要的網上學習平台，供存放網上

2017 年 6 月 學習素材及讓學生在網上互相評論及交流。

教學助理及教師拍攝教學短丹、製作動廠筆記。

教師於課堂推行「翻轉課室」計割，運用平板電腦在課堂上進行電子學習。教學

助理一間進人課室協助教師指導學生如何運用平板電腦學習。根攘教學成效，再

調適教材。

總結及 2017年 6 月至 兩年的教學計創結束。為「翻轉課室J 計劉進行檢討及總結，希望長連繼續在本

展望期 2017 年 8 月 校推行電子學習及「翻轉課室」教學模式﹒

五﹒噩笙

本計劃必須購買網上學習平台及拍攝器材

類別 內容 數量
單價 總計金額

(元) (冗)

員工開支

﹒負責製作動感筆記、整理教材、拍攝及製作

短丹、製作. 、剪輯報章、短H

(吋教學助理 等學習材料
1 240,000 240,000 

(包括強積金供款) ﹒課堂上及課後輔助教師指導學生使用電子教

材、並於其中一組協作教學

($10,000 x 24 個月= $240,000) 

服務﹒

(吋網上學習平台 電子筆記、影丹、習作平台 55,000 55,000 
設備

基本手提電腦 6,500 6,500 
(a) 電腦

作業系統軟體 500 500 

(b) 網路儲存裝置

(Network Attached 存放動戚筆記、影片、試題庫、網上平台 7,000 7,000 

Storage NAS) 

(c) 拍攝器材
攝錄機 1 5,000 5,000 

攝錄燈、收音昧、腳架 5,000 5,000 

小計: 24,000 

一般開支

(吋核數費用 5,000 5,000 

總數 324,000 

註:招聘教學助理的理接如下:由於本校的通識教材差不多全部以老師設計的工作紙和筆記為主，所以

備課工作繁重;加上團隊中超過一半老師皆任教 4班遍識，亦即每人要帶領至少 100 位學生完成 IES'

連高於全港的數字(全港來說，每位過撕碎老師平均負責約 40 位學生的 IES) ，所以本科同工課後已經

要運用大量時間，與學生逐一面談，跟進學生個別的 IES 進度，對於拍攝短月及管理網上平台的工作實

在是分身不暇。因此要推行此計剖，便必須要聘請一名教學助理，為本校通識團隊創造有利條件，協助

完成拍攝短片及管理網上平台的工作，好續本科同工集中精力和心思，設計合適的課堂活動和流程，將

14 



. .. 
' .. 

. 
Schedule 1 

這些「翻轉課室J 的教材善加運用。加上本校通識老師暫時未有任何在課室使用平被電腦教學的經驗!

所以該名教學助理正好於指定的課堂從旁協助老師，觀察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反應，適時向學生提俱技術

支援，以促進教學活動的推行。

六、資產運用計創
類別 項目/說明 數壘 總值($) 建嶺的調配計個

視聽 攝錄機 5,000 現時本校視聽器材小組負責管理攝錄器材，計剖結束

器材 攝錄燈、收音 1 5,000 後，相關器材由該小姐接收及管理，並繼續供本校活
昧、腳架 動拍攝錄影之用。

因應社會時事的發展，遍鐵教育科組會繼續運用視聽器

材製作更新的教學短片。
電腦 基本手提電腦 6,500 由本校通識教育科組接收，用以繼續管理、製作、儲存
硬件 網路儲存裝置 7,000 網上學習平台、試題庫、教學短片及筆記，以維持此計

(NAS) 創的成果可繼續長期應用在過鐵教育科的教學中。
電腦 作業系統軟體 500 由本校遍論教育科組接收﹒本校希望此計閉的成果可繼

軟件
網上學習平台 55 ,000 

續長期應用在通融教育科的教學中，因此將繼續使用網

上學習平台及在課堂中應用作業系統軟體。

七、計劉延鑽陸

﹒購買硬件及工具為一次性的費用，學校會小心保替器材以繼續使用。每年的保養費用可由校內

資源支付。

.本校有足夠的技術人員維護教學中心設備及軟件。

l、\

八、主盤註劃

﹒將設計的理念、範例及拍攝的短片上載於本校網頁，利用學校網頁與各界同工分享。

﹒電子教學將成為本校 2015-2016 年度的工作重點。本計剖將成為本校發展電子教學的先導計剖，

本科組將公開課堂讓其他科姐觀課，協助於本校其他學科推行電子教學。

﹒參加優質教育基金及教育局舉辦的推廣及分享活動，分享本校推行「翻轉課室」教學模式、使

用平板電腦教學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九、揖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創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31/03/2016 中期財政報告 31/03/2016 
01109/2015 - 29/02/2016 01109/2015 - 29/02/2016 

計創進度報告 30/09/2016 中期財政報告 30/09/2016 
。1/03/2016 - 31108/2016 01/03/2016 - 31/0812016 

計創進度報告 31/03/2017 中期財政報告 31103/2017 
01109/2016 - 28/02/2017 01109/2016 - 28/02泣。17

計副總結報告 30/1112017 財政總結報告 30/1112017 
。1/09/2015 - 31/08/2017 01103/2017 - 31108/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