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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基礎建設及初三部份）計劃

詮懂

1。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申請機構所具備有利推行計割的能力／條件／設施

大中華青年在線是免費網上教育及交流平台’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組織

和培訓大學生;此外’也通過服務中學生、為他們提供優質活動及閱讀資訊’令他們朝「尚
智、務實、承擔」的人格成長目標進發。

自2006年創站以來,於2008年已被雅虎香港列為最受歡迎的新聞網站。隨著社交媒體的發

展】我們亦著重使用社交媒體了解青少年學習模式及需要,並透過社交媒體籌辦各種活動,讓青

年少使用我們的服務。因此我們對開發﹑宣傳和管理網絡媒體,已有多年的成功經驗。

我們於Z015年3月成功開發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習網站∣,獲得社會大眾的熱切回響

及討論。總結內容編制﹑開發技術﹑媒體宣傳及項目管理等賓貴經驗’將成為是次開發項目:「中

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的重要基礎,大大提升項目開發的能力;同時亦會是「中史

科電子教與學平台」延伸學習資料的重要支援’打造可持績發展的電子教與學平台。

我們已與╴荸出版社協商有關中史資料版權
等事宜’現已得到部分授權資料。並邀得 學者為本計劃提供權威學

術支援和品質保障系統。通過大中華青年在線《︾Ⅳ我們還可以免

費使用內地文教單位歷史文物的照片版權’以及其他有關材料的知識產權l。以大大提升電子教
學平台的資源內涵‧

我們已誠邀包括本地及內地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教育及中國歷史課程的專家和學者,組成╴個督導
委員會2,以確保電子平台上的教學資源的質素。

以我們多年來多次成功與大學生合作開發網站和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我們充分擁有組織和管
理學生隊伍投人工作的能力。

A

B.

C

D

E

F

2‧目的及目標

短期目的

由20l6﹣17學年開始’為中三級中國歷史科的教師及學生免費提供一個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

供學校作教學﹑輔助教學或參考之用,並供學生作中史科學習之用,從而:

A.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給學校及教師更多教學材料的選擇及支援;

B.創新及便捷的電子教學平台節省教師備課的時間’減輕繁重的工作壓力;

C以多元互動的電子學習模式提升學生學習中史的動力,強化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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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電子學習資源以降低家長的財政負擔;

E’探索電子學習平台的特點、優勢及發展路向。

長期目標

網絡無國界,未來進人此資料庫的用家不限於香港本士;希望透過中國歷史科電子學習教材

庫,將兩岸四地﹑乃至全球華語社會的中史學習弓∣人另－層次。期望影響的面向包括;

A.中學中國歷史﹑綜合社會科等課程的教材與教學方法;

B開發可持績發展的模式,以發展和調配電子學習資源;

C.對中國歷史﹑文化等資源的構建和獲取模式和手段有新發展;等等.

3’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l·

2.

本計劃的基本對象為本港的中國歷史科（初中三年級）教師及學生。

本計劃現時已邀請╴支持’並

會積極鼓勵學校選用﹙於20l5年5月22日發出協作邀請信至今,已有3g間中學）.

╴回覆參與／協助是次計劃’合共40份參與回條）3。若果本電子教與學平台成功開發’短期以

每校中三級200名學生,使用3年計算’基本受惠人數共23’400人。另包括學校﹑教師、家

長、傳媒及其他社會大眾的層面,預期綜合受惠人數共80,000人。

4創意

1.多媒體資源運用

A以本機構自行開發的中國歷史網站為概念基礎,將創新科技的運用與電子學習

工具相結合’開發可持績發展及有效調配學習資源的教與學模式。

B.打破傳統以文字為主的教學方式’充分運用圖文、影片、動畫等多媒體元素增強學生對科目學

習的興趣及成效。

C.將使用遊戲的模式,構建－條世界最長的中國歷史網’讓同學透過角色扮演在歷史長街中

遊歷,從而了解當時發生之歷史事件﹑文化及發展,加深同學對歷史的體會’亦增加同學

對學習歷史的趣味。

D.首次以「開放﹑參與」的模式來累積教材（如教案及推薦文章）’充份發揮網絡媒體的優

勢,和廣大參與者的擁有感。

Z.創新教學模究

A.以電子學習教材資料庫與傳統教學法兼容:目前中史電子學習教材基本仍處於討論和探索階

段,本計劃是第一個正式和全面的責踐。

B提供╴個責用便捷的課前教材整合平台’讓教師可以按教學進度靈活地準備教學組合。

C’電子教學平台把課堂講義、互動學習及鞏固練習統一整合’建立靈活連貫的教學流程。

3請參考附件╴的「協作學校」名單

4請參考附件三的「課堂設計或學習活動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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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自主學習

A電子學習平台設立「學習版塊」’學生可從不同途徑及功能鞏固中史科學習。同時以豐富互動

元素鼓勵自主學習。

B「學習版塊」設「我的推薦」功能,以排名榜的方式推動學生主動接觸認識更多課外的中國歷

史學習材料’強化閱讀習慣’達至終身學習。

4.新媒體宣傳

A通過專用網站﹑斫聞群組﹑網上討論區等廣泛的互動式參與’達到參

與者成了傳播者﹣－.效應。.

B.採用網上、網下;宣傳﹑公關﹑參與、遊戲﹑活動等的較大型和專業的組合’達到公眾﹑

教師和學生普遍樂意接受的效果。

s’理念架構

第一部分

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

「知史」是以本機構自行開發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網站﹣為核心基礎’繼而進一步演

變及建立╴個更針對中國歷史科教與學的電子資源平台’發展中國歷史科校本電子學習工具及電子學習

資源以鼓勵學校及教師使用電子教學法’亦鼓勵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自主學習’繼而達至終身學習。

織理念架構

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的架構由三大部分組成;（－）教學版塊﹑﹙二﹜‧學習版塊、﹙三﹜電

子資料庫。

（一）教學版塊及（二）學習版塊」是「知史」的前端應用平台’其帳戶主要為「教師帳戶」及「學生帳

戶」’兩者分別擁有不同的教學功能及操作權限。（三）電子資料庫是「知史」是管理電子學習資源的後

端系統’支持前端應用平台的運作。﹙請參考「知史」架構圖）

﹙－）。教學版塊

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的教學版塊主要是讓教師使用’由兩大版塊組成:「歷史尺」及

「電子課堂」,讓教師可以更靈活便捷地準備教學材料（請參閱附件三;〉函蓋中三級中國歷史課題的詳
情﹚及進行電子課堂教學。

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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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尺」

渲版塊主要是輔助教師靈活快捷地處理及準備課前教學材料,以減輕教師繁重的工作負擔,提升教

學質量。

把電子版中國編年史尺與初中中史科課程內容結合起來。編年史尺將連貫地呈現每個朝代每一年的

歷史大事,中史科的校本教學章節亦會按時序包括其中,教師可以輕易搜索每歷史事件。

計劃將參考大量中史科課程資料及文獻而綜合編制出－套全面而深刻的電子課堂教案’再以具創意

及人性化的操作方式輔助教師製作教案.每－個課題章節都設有多元類別的「教材模組」,如教學弓∣

言﹑課前熱身﹑議題內容﹑堂上練習及思考問題等。教師可以按照不同的教學進度而挑選「教材模

組」’繼而儲存為不同的「教學組合」。

計劃將為每個章節教材設計生動活潑的「教材模組」,每個議題章節的「教材模組」內容為文字、

圖片、影片及網頁動畫等’教師亦可自行編輯每個「教材模組」的內容,如在「課堂工作紙」的模組中

增添更多練習,令「教學組合」更為完善。

（請參考圖例1﹑圖例Z）

「電子課堂」

這版塊功能主要是讓教師可以更流暢及有效地進行電子課堂教學。

課堂上教師只需要以教師帳戶登人及開敔課前編輯及儲存的「教學組合」,被挑選的每項「教材模

組」便會自動排列及呈現在「電子課堂」版面上,整個版面上的學習材料能便捷有效地輔助教師的教學

流程。（請參考圖例3）

有著多元功能的「教材模組」可以裝載不同類型的教學材料,以下是＝些基本的「教材模組」:

1課前熱身:以動畫或互動操作的元素’讓學生對課題有初步的認識及思考。

2.章節內容:廣泛的課程學習內容’教師可以自由組合及排列教學材料。（請參考圖例4﹚

3.影片資源;可以直接在版面上播放科目議題相關的影片。（請參考圖例5﹚

4‧課堂工作紙:教師可以將課堂的練習統－分派至學生的電子學習平台中’學生在自已的電子學習

帳戶中完成練習後’直接提交。電子學習平台將統計及呈現學生的成績表現,教師可給予具針對

性的講解與輔導。（請參考圖例6）

5.思考題;教師可以挑選不同的類型及難度的思考題,作為學生的課後功課。（請參考圖例7）

6.延伸資料M﹣- 內容資料庫及互聯網的中史資源收集與課程議題相關的學習材料,

提供中史科的知識增潤。

﹙二）‧學習版塊

在學習版塊方面’「知史」的電子教與學平台主要是為學生於課時及課後提供全方位的電子學習支

援’以五個功能版面組合而成。（請參考圖例8﹚

1· 精選文章:計劃與本機構自行開發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網站建立資源共享方案’

將定期不斷更新及推薦不同類別的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習篇章’除了鞏固學生的科

目知識’更提供額外的歷史材料以培養他們對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請參考圖例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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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知新:這版塊分為「歷史長街」及「精選講義」兩部分。

a.「歷史長街」（請參考圖例10﹚

參考探索歷史長街」的創作理念,將「知史」的「編年史尺」內每個課

題章節的所有教學模組都放置於具創意而且互動性強的歷史長街中’學生透過瀏覽生動活潑的歷

史長街便能全面地溫習科目議題的所有學習材料’如課題內容、鞏固練習及延伸閱讀等。

另外’「歷史長街」是展示了資訊科技與創意學習的結合’計劃將每個朝代都以歷史長街連結

起來’朝代長街之間設「問題關卡」’出現與該歷史朝代相關的闖關練習。以「闖關挑戰」為激發

點’結合「學習－挑戰╴再學習」的模式去推動學生自主及持績地投人中史科的學習。

b.「精選講義」（請參考圖例11﹚

教師在「歷史尺」挑選及製作的「教學組台」於課堂教授後,可以同步分享至學生帳戶的

「溫故知新」中’讓學生可以更有效率地集中重溫課堂的學習材料及教學請義。

題目庫:課堂上學生可以在電子教與學平台進行教師分派的堂上練習’完成後直接提交’系統將

自動批改答案及統計分數。題目庫中亦裝載了不同類型的課後練習題,學生可於課餘時間自行作

答’鞏固基礎知識。（請參考圖例1Z）

家課冊;敦師在「電子課堂」中挑選及佈置的功課題目將自動同步到學生帳戶的家課冊版面中】

讓學生可以便捷地了解功課內容及繳交日期。（請參考圖例13﹚

我的推薦:為了鼓勵學生更主動學習中國歷史知識’這版面可以讓學生推薦及上載精彩的歷史文

章至電子學習平台。其上載文章若獲採用’便會於「知史」中展示及推薦。同時設立「推薦文章

龍虎榜」’列出每個月份最踴躍參與的學生及其學校’加以表揚及獎勵。（請參考圖例14）

﹙三）.電子資料庫

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的所有學與教的資料都是儲存於一個多功能﹑高效能﹑安全、

l勺「電子資料庫」中’由專業可靠的網絡數據營運商全天候監察、管理及維護。

「知史」的電子學習資源主要分兩大類:（－）校本學習資源么 共享資料。

穩定的

－.校本學習資源

A.全方位學習資源

根據中國歷史科（初中三年級）的課程內容’電子資料庫將匯聚不同形式﹑不同範疇的科目學習

資源及教學模組’以豐富中國歷史科學與教的執行。當中包括課程教案﹑歷史材料﹑參考文獻、延伸
資料﹑題目庫、多媒體學習材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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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業顧問團隊

本計劃邀得香港及中國內地共十多位富有權威的歷史專家及學者擔任學術顧問’為所有電子學習

資源進行審核及指導’確保學習資源是準確恰當’有助提升學生學習中史科的成效。

c多元而持績更新的學習材料

本計割已邀得﹣支持機構,定期提供大量中國歷史及文化

的害籍資料及影片視頻’授權我們使用及傳播‧同時,我們亦邀得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文化出版社授權

使用及傳播相關的中國歷史學習資料。這將會持績更新電子資料庫的中史科校本學習資源’豐富教師
的教學內容。

（二）╴

A.延伸學習材料

「知史」的電子資料庫與本機構自主開發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網蛄的資料庫建立資

源共享方案’在中國歷史科課程以外為學生提供更多額外的歷史知識,與校本教材學習相互補充。

B.實時同步更新

基於資源共享方案,每次更新與中國歷史科課程相關的材料,包括文字﹑圖片、影

片等》「知史」的電子資料庫便會進行實時同步更新,作為推薦文章及學習素材。

鏃理念特點

－.推行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質量

（1）電子學習與傳統教學法的兼容

計劃將依據教統局制定的中國歷史科（初中三年級﹚課程大綱’將各課題章節的學習內容及鞏固

練習設計成各類型的「教材模組」’全面連貢地呈現於「歷史尺」上’讓電子教學材料與傳統教科

書教學法相結合’豐富教師的教學內容及提升教學質量。

•

計劃將參考大量中史科教學課程及文獻而綜台編制出╴套全面而深刻的電子教材模組,教師可以

根據教學進度及學生能力自由地挑選及編制不同的「教學組合」,令教學流程變得更靈活自主。

•

打破一般電子教學平台只能存放教學材料而需要教師逐－下載使用的局限’「知史」電子教與學平

台讓教師毋需花時整合及下載電子教材。課前挑選的各類「教材模組」將會統-自動呈現在「課

材模組」版塊中,簡化繁複的備課步驟’節省搜尋及整合各類教學材料的時間‧

•

教師請解完每個章節內容後’「知史」將在生動有趣的電子學習界面上提供對應的電子課堂練習,

系統將統計學生的成績表現,以便教師提供針對性的輔導;亦會提供練習答案及詳細解釋,以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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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學生的知識基礎。

除了傳統的校本課程內容’「知史」還會提供豐富的延伸學習資料’當中包括（1）針對中史科課程

學習而精選編制的延伸資料’及（Z）共享的補充資料。

在試題練習方面’「知史」計劃將中國歷史科（初中三年級﹚課程範圍內的練習及考核題目統╴儲

存在電子資料庫中’試題練習按不同的章節﹑年份、難度及題型等詳細地分門別類。教師可以按

責際的教學情況及學生能力而靈活運用’強化學生的學習成果。

當完成課堂學習後,「知史」的學生帳戶設有「溫故知新」功能,學生可以透過選擇「歷史長街」

或「精選講義」來對課題進行廣泛全面或針對重點的鞏固溫習‧以個性化的帳戶系統及操作方
式,鼓勵學生按個人能力持績地自主學習。

（Z）提倡互動學習

「知史」中的「歷史長街」是展示丁資訊科技與互動學習的結合’改變傳統硬背書本知識的學習

模式’嘗試將中國歷史科的課程知識變成形象化、高參與度及多感觀的學習’從而增加互動學習
的元素。

透過個人化的電子學習管理系統’學生可以跟據自己的學習需要建立不同的學習資源組合。使學

習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是雙向的互動,除了接收不同的中史學習資料’「我的推薦」的功能

是鼓勵學生接觸更多歷史知識及互動分享。

（3）開發可持績發展的教與學模式

「知史」作為電子教與學平台’將鼓勵可持績發展的環保教學理念。教師在使用「課材模組」版

塊進行教學時’多元的教學材料將統－整合呈現’減省大量印製各種學習材料（如延伸資料﹑工

作紙等﹚予學生的必要’從而節約資源’提倡環保電子教學。

本計劃已邀得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文化出版社授權使用及傳播相關的中國歷史學習資料,將會持績

更新電子資料庫的中史科校本學習資源’豐富各類型的「教材模組」’也希望可以提升學生對中國

歷史的興趣’達至持績不斷地主動了解中國歷史、探索中國歷史。

基於「知史」與本機構自行開發的中史網站,的資源共享方案’每次

更新與中國歷史科課程相關的材料’包括文字﹑圖片﹑影片等’「知史」的電子資料庫便會進行責

時同步更新’讓電子學習平台時刻保持生命力。

積累及善用本機構於開發中國歷史及文化網的開發經驗及技術成果’可大大提升中

史科電子資源學習平台的開發能力,以初中三年級的中史科課程為重要建設基礎’繼而嘗試發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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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績發展的電子學習模式。

（4）發展電子學習管理系統

「知史」的電子學習管理系統會為參與計劃的學校及師生提供獨立的使用帳戶,按不同的學與教

需要而針對性地運用電子學習資源’提升科目的學習成效。

●建設多元用戶操作界面及多元功能的學習管理系統,如「教學版塊」及「學習版塊」,靈活地滿足

不同學與教的需要。同時’根據不同帳戶而提供個性化的功能選擇及操作方式。.

●設立不同的管理權限架構,培養學校的電子學習領導階層,提升教職員應用及監察網上學習管理

系統的能力。

﹃‧

•

•

00

鞏固學生的知識基礎,擴闊增潤學習

（l）全方位學習資源

「知史」的電子資料庫將匯聚不同形式﹑不同範疇的科目學習資源’繼而設計成「歷史尺」中不

同的「教材模組」’教師可以方便自主地將「教材模組」組合成不同的教學方案,為教師提供發展

一套新穎的電子教學法,同時有助加強學牛今位學習中史科。

本計劃已邀得【支持機構’I定期提供大量中國歷史及文化

的書籍資料及影片視頻,授權我們使用及傳播,擴充中史科的學習資源。

（2）鼓勵延伸學習

「知史」的電子資料庫與本機構自主開發的中國歷史及文化網站i資料庫建立資源

共享方案’d各方面的歷史議題如中國傳統文化、古代婦女史﹑中國歷史人物等將於

「精選文章」的版面推薦呈現’作為延伸學習材料。

●「知史」的學生帳戶系統設有「我的推薦」版面及「推薦文章龍虎榜」排名嘉許,鼓勵學生主動

學習更多中國歷史知識。

-

一

﹄二● 發展學習評估工具,提供更有效的教學方法

●「知史」的電子學習管理系統為每個學生提供獨立的使用帳戶’個性化地記錄每個學生在中史科

的學習進度及學科表現’提供全面的綜合評估。

●「歷史尺」的教材模組功能可以讓教師按學生的學習進度及能力’更針對性地挑選教學材料’達

至因材施教。

J

︼



•
•

四

•

•

Schedul邁iP‧↑咚

.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

電子學習資源及教學模組＋分豐富,同時有不同程度的學習內容及層次分類’照顧不同學習差異

及滿足不同能力需求】例如不同程度的延伸閱讀資料及不同難度的題目練習。

在題目庫方面’以創新的電子教學概念去開發「題目篩選系統」及「試卷編制程式」,教師可自行

於「題目篩選系統」中設定篩選題目的條件及要求（如指定章節﹑題目類型）,題目庫便會透過

「試卷編制程式」自動設計出合適的練習及考試卷,讓教師可以有針對性地基於學生的學習進度

及能力表現提供合適而準確的鞏固練習。

第二部分

配套活動

基於上述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的功能和效益’因而可延伸出兩個緊貼教師及學生的活

動。此等活動是建基於「知史」而成,希望達到三大目標;

1﹚有助教師的發展和身心健康’及讓學校成為高效率的學習型機構;

2﹚利用資訊科技去發展電子輔助學習;

3﹚探討及試行有效互動和靈活創新的教學方法,為求把「知史」的功能和效益由校園延伸至校

外社區】令大眾共同得益。

鑒於上述的三個目標’因此建議舉辦兩個活動,分別是《知史知彼挑戰賽》和《拍出史天

地》’大大提高電子學習資源平台-「知史」的重要性及實用性。

（－）以資訊科技去發展電子輔助學習－《知史知彼挑戰賽》

＞活動內容:’

利用資訊科技去發展電腦輔助學習’提供網上學習配套,幫助對象學生學習’重點嘗試研究「介

人反應╴效果模式」在常規課堂中的應用外,更測試此模式可否因現今的互聯網優勢而有助於課

堂外應用。善用資訊科技’加大教育的成果。

因此舉辦一個中史科網上問答比賽-《知史知彼挑戰賽》’從而增加中學生對中史科的熱情’

加深他們對於此科目的重視度。再者’賽前的預備’也能提升學生對於中國歷史的認知’增廣中

華民族文化的了解‧藉著認知與熱情’希望提高學生對於中史科的興趣’增加學生選修中史科】
熟識中華民族歷史’有助民族發展。

＞活動特色

蕊;
仁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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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是次比賽’有助提升中學生對於中國歷史科的認知和興趣;

收集全港學生的比賽成果,再加以分析’有助教師了解香港學生對於各課題的表現,從

而作出針對性的教學及輔導方案。

••

（二﹚探討與試行有效互動和不同教學策略的創新教學方法－《拍出史天

地》

＞〉舌動內容;

探討和試行有效、互動和不同的教學策略和創新教學方法’發展及推廣學生在認知﹑學業﹑

日常生活﹑責際應用和社交方面的技巧和高階思維能力,運用「知史網」已有的

歷史主題為拍攝內容,從而建立一個中學生拍攝微電影比賽。拍攝的主題主要以中三年級的歷史

科題（明、清、民國和新中國﹚為主’當中包含歷史故事﹑歷史人物﹑文化史等’透過選取－些

有趣及有價值的主題來帶動學生思考’加深學生們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對象以全港中－至中三

學生為主’以學校為參賽單位。參賽學校預計為30至50間香港中學’負責機構會以抽籤方式派

發拍攝主題’其後參賽學校可於指定時限內﹙約一個月﹚完成拍攝’最終會以網上公開投票方式
選出佳作。

> 活動特色:

●透過是次比賽’建立線上線下的聯繫;

●參賽的短片可上載於「知史網」相關的文章中,豎富網站內的學習資源;

●同時拉近學生與電子學習資源平台的互動關係,進－步測試電子教學的可行性’以及評
估這教學方式於香港教育界的發展潛力。

6‧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時間 項目

第一階段:設計及開發期（2016年4月～2016年g月）

電子教與學平台的構思

電子教與學平台的建立

邀請學校合作及參與

中史科（初中三年級）課程相關資料搜羅歸類及存放

版權洽商

本計劃的專家委員會開會檢視電子學習資源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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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修訂

第二階段:宣傳及推廣（2016年9月楫2016年12月）

曰期 線上推廣 線下推廣

Z016年9
月

利用本機構自行開發的

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習網

站.為

宣傳平台’配台本計畫∣

開發項目「知史」

資源共

≡方案’緊密地進行宣

傳推廣

1
1.成果發佈會

Z.聯絡39間協作學校,並到學

校向校長及老師推廣電子平台

>

利用

原有的網上媒體產品’

宣傳推廣本計劃的電子

教與單平台

Z·

Z016年10 於教育城﹑香港電台通

識網﹑及教師常用的網

站進行廣告推廣

1·
製作電子平台宣傳海報或／」﹨冊

子’並郵寄至全港中學的校長

或中史科老師

1

月

Ⅱ

Z‧利用

透過校長聯曹、教育工作者聯

曹聯繫具他學校的中史科老師

推廣電子平台

Z.

﹝途徑’全程訊患公

開’中期成果公開’接

受全港市民參與開發和

討論

Z016年11 持績利用新媒體作推廣

宣傳

持績利用新媒體作推廣

宣傳

1.電子教與學平台的使用教學班

﹙人校推廣及教授）

1·

月

Z016年12 1.與使用項目的中學教師舉行研
討會’了解使用情況

1·

月

Z.持績邀請其他學校合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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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使用﹑修訂及維護（20l6年l2月邑2017年9月﹚

開發小組第1次修訂會

發信人全港中學並作海報宣傳’邀請使用

與新增使用的中學開3次小組討論會’了解使用情況

開發小組第2次修訂會

透過社交媒體及網站數據了解學生使用情況

開發小組第3次修訂會

社交媒體再次推廣
』∣

7’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教師參與:

l.我們將分區與中史教師組織3次「聚焦會」式的座談會,讓中史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和感受’並
且;

A.收集他們對開發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的意見及建議;

B.動員他們在開發過程中’組織學生作各種不同程度的投人。

Z主動邀請較積極的教師參加開發小組的各分組。

3.於開發期間,我們會把各項中期成果放在網上,並主動通過各種電子渠道向全港教師徵求意

見。

4於教師方面’我們期望他們:

A.以不同的方式和投人程度’全程積極參與,並最後積極考慮建議採用本計劃開發出來的電

子教學平台及電子學習資源。

B.參與本計劃特別為教師舉辦的活動’包括聚焦會、研討會﹑工作坊等。

C.動員和安排學生使用本計劃開發的「電子教與學平台」和參與配套活動’並於有需要時發

出家長信。

校長參與:

參與本計劃,並簽署有關文件。

l.選派1位中史科教師參與本計劃,並作為指定校方日常聯絡人。

2.督導本計劃在校內推行。

3.積極考慮採用本計劃開發的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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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HKs35’0006學生助理【700小時﹡s50】
∣.大專學生﹦s35j000

i網站內容上載

7∣員工培司I∣導師 HKSZ3j400

∣堅撇Ⅷl中國歷史及教育講座

﹂－l網站內容上載
7∣員工培司I∣導師ⅡksZ3’400

∣堅撇Ⅷl中國歷史及教育講座
╴﹃

∣8∣學生助理lHKs1sp00 ∣【300小時﹡s50】

∣「大專學生﹦s15’000
.活動協助

╴＝﹃■╴－－＝＝■＝︼﹄＝︼﹄﹄－﹄＝﹃….﹣.﹣﹣ 巳--﹦＝＝--﹣--﹦

!9平台及系統lHKS84Z〃701.00.平台架構i

∣∣i翼闢發∣賬賃系統糎
∣∣年史尺、課堂模組、長街＼∣

l精選組合﹑評分系統﹑上傳∣
l及下載系統）;

、活動1系統建構;

.活動2系統建構

lr-「革苔萇甬藷產﹣╴╴－╴-聊甄咖-『兵羞蕩苞蓀--－-’
∣場租

∣∣甽償
||

I· 講員費
【╴.﹣╴-.﹣－╴﹄-﹣-╴-╴-╴-╴╴-╴上-╴-╴╴-!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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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次活動2

.評判費用

網站及域名託管

平台維謹

「﹦阜-＝╴︼╴一.╴.‧

∣18個月

l18個月
l:╴﹁
∣1次
∣3次共18小時

∣咖小時蟈次ⅧI
﹦﹦﹦﹦工

l3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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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Ks51’168

Hks153』503

HKs5’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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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i防火牆

∣F﹣i臺材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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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16 HKS68j2Zq

HKs17j05617 1單位
『
﹛

∣50件HKs500j00018
18∣素材版權
IKs585’280

HKs500j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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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開支 19 HKS5’000 ∣【1p00份鏘s5】
|=s5’000
l4次

宣傳（平台）

‧海報設計及印製

Z0∣網絡宣傳
I

∣設計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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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畫』
』

類別 數額

服務服務

項目／說明

平台及系統平台及系統 HK$842’70l00

備註

平台架構;

.設計;

’平台開發﹙賬

戶系統、編年史

尺﹑課堂模組、

長街﹑精選組

合、評分系統、

上傳及下載系

統﹚;

活動1系統建

構;

活動2系統建構

3單位

l單位

建議的調配計劃

計劃完結後將由

校方繼績管理教

學用途。

計劃完結後將由

校方繼績管理教

學用途。

I

| |

設備設備 伺服器

防火牆防火牆

HK﹩68,22」

HK$17,056HK$17,056 l單位

計劃完結後將由

校方繼績管理教

學用途。

計劃完結後將由

校方繼績管理教

學用途。

遞交報告時間表

』

計劃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31／l0／2016

l/4/20l6-30/9/2016

計劃進度報告30／4／20l7
l／10／20l6╴31／3／2017

計劃進度報告3l／12／2017
1/4/2017-30/g/2017

計劃進度報告

l/4/20l6-30/9/2016

計劃進度報告
l／10／20l6╴31／3／2017

計劃進度報告

1/4/2017-30/9/2017

3l/l0/20l6

30/4/20l7

31/12/2017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
中期財政報告3l／l0／20l6

l/4/20l6-30/9/20l6

中期財政報告30／4／2017
l/10/2016-31/3/2017

財政總結報告30／12／2017
1/Zl/2017-30/9/2017

中期財政報告

l/4/20l6-30/9/20l6

中期財政報告
l/10/20l6-31/3/20l7

3l/l0/20l6

30/4/2017

財政總結報告
1/Z•/20l7-30/g/2017

30/l2/2017

9.計劃預期成果

預期產品

網絡產品:初三中國歷史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基礎建設及初三部份﹚。

平台設為「教學版塊」及「學習版塊」

1.「教學版塊」為教師於中史科課前準備教學材料及課堂教學流程提供多元而靈活的支援,教師可自由

建立適台的教學組合’同時能夠透過後台數據了解學生使用情況,對哪些歷史更有興趣,更願意

獲取什麼類型的歷史知識’能因材施教’全面掌握學生學習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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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版塊」為學生提供中史科校本課程的學習材料﹑課題重溫及延伸學習等全方位學習支援;亦

以新穎有趣的方式如動畫﹑遊戲等呈現歷史史實﹑國學文化﹑古今專題文獻等學習資源’鼓勵學生

主動學習’達至終身學習。

預期成果

l.開發出適合中學課程要求的中國歷史電子教與學平台（初中三年級部分）。

2.開拓出全新的中國歷史﹑國民教育等課程的教材與教學方法。

3.開拓出大學﹑中學﹑社會團體﹑社會人士參與的、全新的中國歷史﹑文化等資源構建和獲取的

模式和手段。

4創新學生學習經驗,弓∣導學生自主學習’和培養多角度理性批判思維,加強他們對國家民族的

認同和投人。

5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效率和教師的教學專業’也期望減輕教師的工作負荷‧

6.預計於推廣計劃協助下透過傳真及人校接觸全港480間中學’受惠學生逾萬人。根據我們運用網

絡平台的經驗’透過網絡推廣能夠接觸撾百萬人。從而產生廣告效益及拉動其他平台的能力l責

現後績持績發展。

l0’評鑑參數及方法

l.內部定期檢討:

A.專家委員會,定期審視電子學習資料庫已開發之內容!即時反韻修改意見’並每季開會一

次,檢討內容。於專家委員會檢閱同意後’電子學習資料庫才正式對外開放。

B項目開發小組成員與教師（校方日常聯絡人）每月開會－次’檢討計劃進展情況’協助解決

困難。

2 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開發評核

A.網上回饅

i.網上點擊數平均達到預計75℅

ii.網上評價平均60℅正面

B.試教回饉:參與教師問卷評價平均60℅正面

c試用回績;參與學生問卷評價平均60℅正面

D問卷調查;座談會後問卷評價平均60℅正面

11.計劃成果的延績

本計劃開發的項目;中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完全按照教統局的中國歷史科（初中三年級）

的有關課程指弓I開發,初中中史科校本課程適用外’更充份發揮互聯網Z.0的多媒體﹑免費﹑互動﹑公

開參與等特性’探索及推動電子學習法。對教師教學而言,能達至降低負擔’提升教學質量;同時為學

生提供更全面﹑更互動﹑更自主及更有效的學習經驗,強化科目學習效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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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創新科技與傳統教育的兼容結合,電子學習必成難以逆轉的大趨勢

另外’在項目開發及修訂之後’軟硬件的維護及電子學習資源的更新的成本甚低。只要

－次性投人’建設出一個具高質量及能優化學習成效的電子教與學平台（而計劃本身已包含了品質監

察、技術開發與項目管理的經驗及保障）,以後只是低成本地根據既定模塊’作不同時代的內容增加。

乘著創新科技及電子教學的趨勢,本計劃成果將具一定的商業及社會價值’而且開發項目的維護及

升級成本﹛氐’將有助獲得各種模式的支援（如商業贊助、廣告收人﹑學校付費、學生定購﹑集資基金、

政府收回等等﹚’從而達致可持績發展的效果。我們會努力爭取’並且有信心於本計劃結束之前’取得

商業或／及其他贊助’用於項目維謹、系統提升及內容更新’讓本項目能夠持績及穩定地發展。

12’推廣／宣傳方法

本計劃除了通過傳真﹑郵件﹑海報﹑活動等傳統的方法之外,「大中華青年在線」將充份發揮本

機構於網絡宣傳工作的經驗︽

措施包括:

l.於敔動及有成果時分別在不同網絡平台社交媒體發佈會’透過網絡媒體向全港作宣傳推廣。

2.開發期間向學校作3次發傳真﹑信件和海報’與教師及教育界人士舉行9次聚焦﹑講座、交流

等會議,同時舉辦3次試教活動,主動接觸’動員參與。

3.招募教師及教育界人士進人開發小組’加強參與’提高對成果的擁有感。

4利用本機構自行開發的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習網站～為宣傳平台’配合本計劃

開發項目「知史」 資源共享方案’緊密地進行宣傳推廣。

5.利用.原有的網上媒體產品》宣傳推廣本計劃的電子教與學平台。

0利用～等途徑’全程訊息公開’中期成果公開’接受全港市民
參與開發和討論。

7.藉著各種推廣方案形成的有利氣氛’動員有關持份者寫文章’和接觸傳統媒體的訪
•

問’擴大聲勢和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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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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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學校名單

於Z015年5月份向全港所有中學發出是次申請項目的協作邀請信,至今已獲得3g問

香港中學願意使用是次開發的電子教與平台,並參與相關的配套活動。

協作參與的學校及校長會名單

協作學校:

l勞工子弟學校

2香島中學

3聖貞德中學

4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5天主教培聖中學

6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7寧波公學

8林大輝中學

9陳樹渠紀念中學

10聖嘉勒女書院

l1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12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l3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l4荃灣官立中學

15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16港大同學會害院

l7葵涌循道中學

l8天水圍香島中學

lg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20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害院

2ll∣價德聯誼總會梁銖瑭中學

22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2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鳳溪第╴中學

25福建中學

26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27賽馬會官立中學

28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29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30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3l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32保良局羅傑承（l983）中學

33慕光英文書院

34中聖害院

35拔萃女書院

36香港鄧鏡波害院

37救恩害院

38裘錦秋中學（屯門﹚

3g鄧鏡波學校

﹙＊孩膽協∕佑害嫻聯〃﹚

協作校長會:

新界校長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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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涵蓋中三級中國歷史課題的詳情

是次計劃所〉函蓋中三級中國歷史的課題詳情將會參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就「初中中

國歷史;課程設計與專題教學示例」的課程設計建議’訂立出課題及教學內容。

究清中葉之內憂外患 探究清代中衰的原因

西潮東漸

探究鴉片戰爭的背景、戰爭經過與影響

探討太平天國的背景、事件發展的過程﹑
施政、結果及影響

探討英法聯軍之役的背景、戰爭經過與影
響

探討中日甲午戰爭的背景及影響’並認識

戰爭的經過及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

認識義和團事件的始末和∕﹨國聯軍之役的
結果及影響

★
★
★
★

★

★

★

●清

鵑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探究洋務運動的背景、內容、失敗原因及
影響

探究維新運動的背景、內容、失敗原因及
影響,並認識戊戌政變的始末

探討晚清立憲運動的始末影響

認識辛亥革命不同時期的概略經過（興中會

時期、同盟會時期）

探討武昌起義的成功原因及中華民國的成
立

★

★

★
★

★

鵑戰雲密佈的民國政局 認識lg12-1g24年間軍閥政治的概況

↙二次革命的背景及失敗原因

∕袁世凱稱帝的經過及失敗原因

γ張勳復辟及府院之爭

γ北方軍閥派系交戰情況

探討五四運動的背景及影響,認識五四運
動的發展概況

探討國共第╴次合作的背景及雙方合作形
式

探討國共第-次合作的分裂原因及概略經
過

γ認識國民革命軍北伐和國共分裂概略
經過

γ探討北伐後的國共關係（1928﹣lg36）
探討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包括認識日

本侵華及西安事變等事件的背景及概略經

★

★

★
民
國

•

★

★



SChedul皂lP。27’醱
︾

過

認識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概況

探討抗日戰爭的概略經過

探討中國抗戰勝利的原因

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

★
★
★
－
★

鵑學術思想的發展

鵑戰後國共關係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認識國共政治協商的概況

認識國共內戰的概略經過及結果

簡略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經過

γ政治協商制度的創立

γ多黨合作制度建立的基礎

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內政概況
γ沒收官僚資本

γ進行土地改革

γ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翅僮
v「大躍進」運動各農村人民公社化運

動

γ三面紅旗

↙工業化的起步,包括調整私營工商業

↙計劃經濟方式的進╴步確立

v「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概況;

↙1950年代冷戰陰霾下的中國外交策略

γ1950╴1960年代中國的外交拓展

↙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美、

英、日等國的外交關係及其在世界的

地位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

政與外交﹙1949﹣
1979)

鵑 ★

新
中
國

•

★

弗近代中國外交概論淺
探

條約體系年代的角力與勢力平衡

民國時期的外交策略發展概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之外交機構及流變
沿革

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介紹及外
交大事回顧分析

★
★
★

★

就未來修訂初中中國歷史課程作出的配合措施

「中國歷史科電子教與學平台-知史」項目的主要目標是開發╴個具高度開放性的教與學

平台’特點有以下各項:

－、操作彈性,開放編輯自主權予前線教師。前線中國歷史科教師既是用家,亦可以在使用

過程中’成為本網站的學術編輯組核心成員。假以時日,當老師的使用與編輯達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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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時,本網站將擁有海量的中國歷史科教材及教案。

二、電子平台內的中國歷史教材內容,教師可自由創建及更新,當然有關教材內容之準確性

的檢查及校閱工作,本項目小組成員責無旁貸,在項目投人建設期間’將竭力尋求督導

委員會內之專家意見’以對本平台所提供之-切教學內容作嚴正的較對與檢閱。

三、相關課題之延伸學習內容之編排較傳統中國歷史教材內容較為完整,資料來源亦較為多

樣’不停更新歷史事件的不同年代觀點發展、可網羅網絡世界更豐富的中國歷史學習材

料’包括大量與中國歷史課題相關之影音視像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這些均

是現行傳統中國歷史科教與學資源庫內所欠缺的一環。

四、提倡自主學習’網絡世界發展技術-曰千里,本項目作為－個WEBZ0時代的產品’目

標是為教育界主要持分者提供-個使用簡易’能輕鬆掌握,亦能夠自主使用的中國歷史

科電子教與學平台。本項目希望弓I人新興的網絡技術’以提升學生對於中國歷史科的學

習趣味,從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本項目開發小組會依照計劃涵蓋的課題內容,創建基本教材及教材模組’老師可以按教學進

度自選使用或作為參考材料。除了基本的教材模組外’開發小組了解到現時初中中國歷史科

課程正在進行改革修訂’教育當局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尚在討論新修訂之教學大綱及初中三個

年級中國歷史科的學習內容。因此’是次項目分別於「操作功能」及「內容管理」兩方面嘗

試為此階段作出-些的配合措施。

「操作功能」方面’電子平台採用了「卡片模組」的操作概念,每╴個課程章節都會製作成

╴片片獨立的「教材模組」,如教學弓∣言、課前熱身、議題內容﹑堂上練習及思考問題等。教師可

以按照不同的教學進度而挑選「教材模組」’繼而儲存成為較為個人化的「教學組合I。更重要的－點

是,所有「教材模組」-都可以被自由修改、編輯﹑創建﹑更新及分享,其教材內容並非╴成不變。因

…未來修訂的初中國歷史課程﹑自行設計的教材內容或運用外界提供的增潤材料,創

建一些全新的﹑更切合修訂教程的「教材模組」。 電子平台便可方便有效率地把全新的「教材模組」

儲存成不同的「教學組合」,讓教師能靈活地進行教學。

可以這樣說,未來一兩年間’在重新修訂中國歷史科之教學綱要及初中三個年級中國歷史科朝

代劃分與課題後,本項目亦能迅速按照新的修訂方案,將電子平台內之各個課題之獨立「教材模

組」﹣重鈕編俳,以配合有關方面作出的修訂方案,這正正是本項目採用「卡片模組」操作概念的

優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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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管理」方面,在開發教與學電子平台時,本項目開發小組亦會創建基本的教材模組‧

當電子平台ll頂利開發及公開讓師生使用後,開發圄隊會持績更新及完善電子平台的教材內

容。因應未來修訂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而同步創建新的教學材料’製作成全新的「教材模

組」’為教師提供教材更新。

因此,是次項目以建設-個能提升教與學成效的平台及學習工具為核心,以「卡片模組」的

操作概念去兼容及配合未來修訂或持績更新的課程內容。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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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課堂設計或學習活動範例

活化中三級中國歷史的學與教

操作流程

操作

步驟
操作以教師教授一節＜英法聯軍之役＞課題為例,示範電子平台的教與學操作
步驟

1於課前備課時’教師可登人「教師帳戶」’於將要教授的課題:＜英法聯軍
之役＞之中挑選不同的「教學模版」’依照課堂的教學流程’把不同的
「教材模組」儲存為「教學組合1:英法聯軍之役」。

以教師教授一節＜英法聯軍之役＞課題為例’示範電子平台的教與驟作

課
段
備
階
課
段
備
階

於課前備課時’教師可登人「教師帳戶」’於將要教授的課題:＜英法聯軍
之役＞之中挑選不同的「教學模版」’依照課堂的教學流程’把不同的
「教材模組」儲存為「教學組合1:英法聯軍之役」。

1

前
段
課
階
前
段
課
階 z∣韉童金髒爵了灘﹟悵戶」’開敔先前儲存的「教學組合ll英

教師需登人電子平台的「教師帳戶」,開敔先前儲存的「教學組合1:英
法聯軍之役」’繼而進行授課。

Z

課堂

教學

課堂

教學

教學

步驟蠶∣教學流程
3∣熱身運動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內容教學活動內容 教材模組∣平台功能教材模組 平台功能

提問學生:對於上-課節有關

英法聯軍之役的經過與結果的

教授內容,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的有哪些內容?（鼓勵每名學生

逐-分享﹚

重溫及補充英法聯軍之役的經
過與結果。

提問學生:對於上-課節有關

英法聯軍之役的經過與結果的

教授內容,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的有哪些內容?（鼓勵每名學生

逐-分享）

顯示文字問

題,同時老

師可直接在

模組上寫下

筆記‧

顯示以往的

「教學組

合」,以作課
題重溫。

顯示文字問

題,同時老

師可直接在

模組上寫下

筆記。

模版可被直

接編輯及書

寫課堂筆

記,加以儲

存及分享。

各「教學組

合」及「教

材模組」之

間可相互連

繫。

可把各「教

材模組」儲

存為特定文

件夾,如

「概念集」

模組可直接

載人本地或

網絡影片資

源。

可自動設置

「討論時

間」的計時

模版可被直

接編輯及書

寫課堂筆

記,加以儲

存及分享。

3
熱身運動

‘∣薨鑒歷史
重淵歷史

知識

重溫及補充英法聯軍之役的經

過與結果。

各「教學組

合」及「教

材模組」之

間可相互連

繫。

顯示以往的

「教學組

合」,以作課
題重溫。

4

顯示文字及

圖片。

顯示文字及

圖片。

可把各「教

材模組」儲

存為特定文

件夾,如

「概念集」

55
概念導賞導人本課主題,提問學生:你

知道這件文物與l860年的英法

聯軍之役有甚麼關係嗎?

概念導賞 導人本課主題,提問學生:你

知道這件文物與l860年的英法

聯軍之役有甚麼關係嗎?

6∣擂放影片
播放影片
1

影片內容討論及總結;英法聯

軍之役惹禍’圓明園悉數被

毀,中國大量文化瑰責被竊’

從此流落異國他鄉。

為何英法聯軍之役比起鴉片戰

爭﹚更震撼清朝?」試弓∣用教
學片段並就你所知,援弓∣例證

影片內容討論及總結;英法聯

軍之役惹禍’圓明園悉數被

毀,中國大量文化瑰責被竊’

從此流落異國他鄉。

6 顯示影片顯示影片 模組可直接

載人本地或

網絡影片資

源。

7∣篁重韉
思考題及

學生討論

為何英法聯軍之役比起鴉片戰

爭﹚更震撼清朝?」試弓∣用教
學片段並就你所知,援弓∣例證

7 顯示文字問

題及以動畫

顯示答案。

顯示文字問

題及以動畫

顯示答案。

可自動設置

「討論時

間」的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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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匕
合
月功分析說明之。

地圖閱讀 顯示互動地

圖

可於地圖上

進行編輯加
註

8
透過英法聯軍兩次發動戰爭的

戰略地圖,讓學生重溫英法聯

軍的經過。

播放影片
2

影片內容討論及總結:讓學生

指出為何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果
較鴉片戰爭影響更為深遠。

顯示影片 模組可直接

載人本地或

網絡影片資

源。

9

••

教學內容 顯示文字、

圖片﹑影片

及動畫

模組內容可

自由編輯﹑

更新及分享

10
為何說俄國是英法聯軍之役的

最大得益者?

老師直接講授,並分享早前考

察之旅的相片
•

堂上練習 讓學生完成關於是次課題的練

習’鞏固知識。

顯示文字問

題’可即時

計算學生的
成績

學生可於

「學生帳

戶」中作
答’系統可

即時計算出

成績

11

本課總結 重申:為何英法聯軍之役比起

鴉片戰爭’更震撼清朝?試援

弓I例證,指出英法聯軍之役的
四項影響.

12 顯示文字及

圖片。

課後習作 布置課本題目,讓學生課後作
答及於電子平台的「學生帳
戶」中完成工作紙。

13 顯示文字問

題,設定遞

交日期。

習作可直接

同步於「學

生帳戶」中

的「家課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