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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頁（A4紙）害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l.達成目標

2.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活動－覽表

6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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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會美善幼稚園（馬鞍山﹚

優質教育基金項目總報告

－、達成目標

本園在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間’推行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項目「Ⅱ問題

－探索╴經驗lI教學法提高兒童的學習興趣」。是次推行之目標有三個,就是:

（l）提高兒童對課堂學習的興趣。（2）提高兒童□語表達和與人溝通的能力。（3）

提高兒童對事物的探索精神。

（1﹚提高兒童對課堂學習的興趣

整個計劃共分兩期進行’第╴期參與的分別是K1-K3學生’參與總人數為

327人。第二期參與的是K2-K3學生’參與總人數為叫0人。從問卷結果顯示,

無論第－期或第二期的哪－年級,在推行此計劃時’兒童對主題活動充滿興趣,

達到g0℅以上,至於在課堂上會積極和投人討論發表意見,K3兒童達到l00℅,

而K2超過65℅以上（附件2’l,2.2,題目1﹣2﹚,渲證明了此教學法是能夠提高兒

童的學習興趣。

C﹚提高兒童口語表達和與人溝通的能力

由於此教學法,是利用問題作切人,讓兒童透過討論、表達,然後去親身探

索’從而取得經驗。渲教學法每天都提供了兒童討論和分享的機會’比較兩期的

學生表現,在附件1.2,2.2’問卷題目2﹣3中’顯示K2升K3學生由75℅升至100℅

是樂於表達意見’並且能投人參與討論’兒童更能懂得討論的技巧,透過每天都

有討論和分享時間,兒童有機會多說﹑多聽’□語表達能力能提高。而K1升K2

的表現是由100℅下降至67℅,主要原因,是參與第-期計劃的是Kl和K2下學

期的學生’而第二期的則是上學期的學生。學生-般是下學期表現較上學期好,

所以有此誤差。在附件l.l,1.2,2‧1,2.1,題目4﹑9中,皆顯示兒童過半數懂得聆

聽和輪候的技巧,渲說明兒童能掌握與人溝通的技巧。比較兩期學生的表現’

K2升K3學生有明顯進步,唯獨聆聽及輪候技巧是比之前下降至50℅,渲顯明了

年齡越大的兒童,主動喜歡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聆聽及輪候技巧需要老師再作

提醒。而K1升K2的兒童沒有明顯的變化,顯示K2學生剛升上來與K1下學期

的能力相若,所以結果沒有很大的進步。

G﹚提高兒童對事物的探索精神

至於探索精神方面,因為此教學法是由兒童做主導’整個主題的發展都是由

兒童想知道﹑想探索的方向走,所以第－期或第二期題目7、8結果顯示,所有



K3的兒童在此教學法下達到100℅的探究精神及自發去研究課題。而K2兒童都

有50℅有探究精神及自發去研究課題。比較兩期學生的表現,K1升K2學生的探

究精神及自發學習的上升是由50℅升到80℅及l7℅升到50℅（附件1.1’2.l,題目

7﹣8）’K2的學生也由83℅升到l00℅及67℅升到l00℅﹙附件12,2.2,題目7﹣8）。可
見隨著兒童的成長’他們的探究精神及自發學習都會提高。

綜合以上三要點’可說是次計劃內容是能夠達到目標。不過在報告和附件中,

會發現,學生在第－期計劃的表現較第二期好。原因是因為他們是兩批同的學生’

而且學生在下學期的表現,-般都較上學期成熟和理想,所以才會出現第－期優

於第二期的原因。

二﹑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1.計劃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在附件l.l﹣13,2.l﹣2.2,題目1中,我們知道此教學法能提高兒童的學習興趣’

K1﹣K3兒童達到l00℅。題目8可看到,全部K3兒童會自發學習’並更有趣地研

究。題目5﹣6主動和被動兒童的學習模式,發現所有較主動的兒童在此教學法下,

變成更主動、更積極。被動的孩子在此教學法下,並沒有顯著的改變。比較第－

期及二期學生表現,K2升K3學生表現是有明顯進步的’渲顯示了雖然被動的孩

子不會完全變成積極主動的孩子,但他們隨著年紀長大,他們的專注和積極性是

有改善的。而Kl升K2學生是有下降的情況’顯示出K2學生剛升上來與K1下

學期的能力相若,所以結果沒有很大的進步。

雖然部分被動的孩子表現未如主動的孩子,不過從整體兒童對學習興趣和投

人程度等等發現,兒童喜歡用這種教學法來學習。在此項目計劃後,學校可以在

安排課程時,每年預先選定－至兩個課題,讓K1﹣K3學生有機會繼績藉此教學

法,來提高學習興趣外,亦可提昇他們的語言能力及探索精神。

2.計劃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對於老師來說,要掌握-個新的教學方法真的不易,今年透過此計劃,老師

有機會嘗試新的東西責是好事。而這計劃下,第－、二期結果顯示,K1﹣K3老師

達到75℅以上表示同意有最大得益,提高了自己對兒童語的敏感度’提問技巧也

提高了﹙附件3.1﹣3.3,4.1﹣4.2,題目1,2）’K2﹣K3老師有80℅以上表示同意自己較

懂得延績提問和學生談話時也多了話題（附件3.2﹣33,4l﹣4.2,題目3﹚。老師也

覺得自己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放性問題及提問後較能弓I發學生思考,K1﹣K3

都達到65℅以上﹙附件31﹣33,41﹣42,題目4,7﹚。可見渲三方面的提昇,無論是

哪－年級的教師都能有所得益,此乃在本計劃中所得見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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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此計劃下,老師需要事前開備課會議’也需要分享自己班的進

度’在過程中,發覺老師們多了分享時間。他們會分享自己的做法、有效的和成

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經驗’透過分享,彼此激勵,令團隊教學氣氛更濃。

3.計劃對學校發展的影響

由於推行此計劃後,發覺這種教學法,能刺激兒童的語言發展,提供話題讓

他們有機會表達﹑分享,在學習中讓兒童作主題’弓I發了兒童的學習興趣,並提

供了責際的參觀和親身操作的機會’兒童的參與度較以前大。有見及此,本園決

定以後每年在K2下學期進行-次’K3上、下學期各進行－次此教學法。希望透

過繼績推行’讓老師和學生在學與教方面都－同得益。

三、自我諄艦計劃的成本效益

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職員薪酬

錄音筆

核數費

核准預算

l4￠l00

g00

5000

責際支出

l叫l00

l048

4800

變更
-

/

多出之﹩l48由學

校支付。

剩餘﹩200

是次得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學校在推行此計劃時,聘請－名助教協助工作,

如記錄兒童語’幫忙影印’整理相片﹑插圖等等工作’的確減省了老師的整理和

預備時間’讓老師更有效的推行此教學法。

購買之錄音筆在計劃推行時,要用來錄下兒童語’然後再由老師整理,最後

記錄在學生的評估上。計劃完結後,可以供學校其他老師使用’也可在日後推行

此教學法時繼績使用。

四、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計劃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推行主題之教學

計割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兩個項目之內容

可供參考

舉辦的推廣活動

/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

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

教學計劃和教學日

誌可作其他教師參



∣醺主題之教學∣∣／∣考資糎∣
推行主題之教學

日誌

/ 考資料

在推行計劃時,老師需要寫教學計劃和教學日誌,渲兩個資料可供有興趣的

人士參閱。但若說到是否值得推介及可行性,則可能未必可以作推介,因為此教

學法沿自2013年參加了香港教育學院的l問題－探索╴經驗ll計劃而學到的方

法,我們並非原創,只是繼績推行此教學法。而老師用此方法教學時’未必能完

全掌握此教學法的精髓,所以不適合作推廣’只適合作校內互相交流和分享。

五﹑活動－覽表

1‧整個計劃活動流程

時間 負責人 內容

2015年4月 郭校長﹑

所有班主任

l.登報聘請計劃老師

2.與老師商討選定推行主題和時間

3.安排推行QEF計劃時的人手安排

4.安排出通告讓家長知道學校推行此計

劃

2015年5﹣7月 所有班丰仟 l’老師需填寫計劃推行前之問卷

2.Kl-K3所有班主任參與推行計劃

3.老師需寫填計劃推行後之問卷

4透過問卷請家長填寫兒童在推行此計

劃時的表現

2015年7-8月 害記 整理所有問卷,做好統計,並將統計化

為圖表

20l5年8月 課程小組、

所有班主任、

郭校長

1.檢討推行成效,及分享推行時的困難

2商討第二期推行的日期﹑主題及安排

20l5年l0月∣郭校長 撰寫及繳交中期報告

20l5年10﹣1l月 K2-K3所肓班主任 1.老師需填寫計劃推行前之問卷

2.Kl﹣K3所有班主任參與推行計劃

3.老師需寫填計劃推行後之問卷

4透過問卷請家長填寫兒童在推行此計

劃時的表現

2016年1月 郭校長、

K2﹣K3所有班丰任

檢討推行成效,分享困難之處,釐定新

學年的策略
≡
＝
口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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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聯絡核數公司取得報價’然後將報價交



校董會揀選負責公司

聯絡核數公司,安排有關核數事宜,然

後請他們進行核數

命
﹦
計2016年2月

整理所有問卷,做好統計,並將統計化

為圖表

害記2016年3月

撰寫及繳交總報告2016年4﹣5月∣郭校長

2.教學活動安排:2015年4至7月

K3主題:向上向上飛向太空

日期:l1占至29∕5

時間:每日1‧5小時

參與學生:87人

∣時間∣班別∣觀課老師∣上課老師∣觀課老師 上課老師 協助老師時間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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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6﹣12／6

時間:每日1.5小時

參與學生:l20人

∣時間∣時間 班別 觀課老師 上課老師 協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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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l.5小時

120人

∣時間∣時間 班別 觀課老師 上課老師 協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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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老師K3C / /

備註:招紀彤為QEF老師

3.教學活動安排:2015年10月至11月

K3主題;環保

曰期:5／l0至23／l0

時間:每日l.5小時

參與學生:120人

∣時間∣班日「I ∣協助老師 |時間 班別 觀課老師 上課老師 協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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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主題

日期

時間

參與學生

國王生病了

g／l1至20∕ll

每日l.5小時

l20人

|
時間 觀課老師班別 上課老師 協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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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劃責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推行此計劃所遇到的困難,是工作量突然增多’而且需要大量人手協助。如

在上課時,同－時間有兩組進行,QEF聘請的老師只可以幫到一組,同班的另－

組便要額外抽調人手去協助。在進行教學時,由經驗老師去觀課和協助未有推行

經驗的老師’會減少了他們空堂的時間,而在觀課後’他們也要和未掌握的老師

面談,講解當中的問題,無形中在工作量方面也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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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進行此教學法時,該主題的評估方法也改變了。老師由檢核表模式,

轉變成檔案模式,他們在處理相片、評語﹑記錄方面都需要多花時間和工夫去做,

而且在評估中,老師要因應不同孩子說過的話,弓I用到評估表中’以兩位老師處

理六十位兒童的工作量來說是很多的。

面對以上兩個難題,在人手安排上,可以嘗試經驗老師要去帶其他人時’可

以在時間表上,盡量保留他們的空堂,而在課堂裹,可請其他老師協助記錄部分,

希望渲樣能有更好的人手去推行此計劃。在評估方面,在推行此計劃後,老師需

要時間去處理大量的相片和評估工作,建議學校可減省其他非必要的工作,好讓

老師們能專心做好評估工作,渲樣也不致讓老師們覺得太大壓力。



附件11

題目1:兒童對主題充滿興趣。 題目Z:兒童積極和投人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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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3:兒童更懂得討論的技巧。 題目4:兒童懂得聆聽和輪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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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主動的兒童會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題目6:被動的兒童轉為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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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8:兒童會自發學習,更有興趣地題目7:兒童更有探究精神。

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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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兒童更懂得溝通和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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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請寫下你在推行此計時所觀察到的兒童學習表現。

l‧在活動推行時,我在旁記錄兒童語及協助老師’我觀察到兒童對於要動手經

驗的活動比討論環節時更投人,每位兒童都能主動參與,也見他們十分享受’

而在討論環節中,能力強的兒童會主動發言’也能表達很多相關的意見,而

能力較弱的兒童則只會跟著其他兒童說話’需老師更多鼓勵才會發言。

2.部份兒童適合渲種教學法,有很好的表現,－些較文靜少話的兒童,有時也

能自己細語說出答案,嘗試回答老師問題。

3兒童會對自己有相關生活經驗的話題有興趣’表現積極,但有些被動的幼兒

則不是太享受討論環節,只會對動手做事感興趣,而非話題本身。

4大部份兒童能投人參與活動,能透過生活經驗及探索中獲取知識。

5.l5人－組始終在輪候時間較長’需要學習聆聽及輪候。

6.幼兒第－次參與此計劃,討論、聆聽和輪候技巧還未掌握’但能積極參與於

探索活動中。

7.我觀察到能力強和能力弱的兒童表現有頗大的差異,也有兩三位兒童在討論



8·

9.

l0

ll

l2

時經常發呆或不專心,像抽離了活動,看是很不享受活動,但當有探索經驗﹑

操弄的活動時,各兒童都表現積極和投人’在討論時發呆的幼兒也能－同參
與和享受活動。

幼兒對主題活動充滿興趣,能把探索活動中所需要的物品帶回學校,但討論

問題及整台經驗過程,幼兒的主動較短,討論及輪候聆聽的技巧有待改善。

大部份幼兒更積極投人,惟部份幼兒較被動,較少發言,有待改善。

每天也有不同的探索活動’兒童大致能投人於活動中。

整體較被動,難說出老師想要的答題,理解問題的能力較弱。

－些平日主動的幼兒能發表很多意見,而-些平日較靜的幼兒也能在同儕隱

架下表達相關的回應’但不覺得學習態度方面有延伸至課外的生活。

•

(



附件1.2

第╴期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後K2學生表現問卷

題目Z:兒童積極和投人發表意見。題目1:兒童對主題充滿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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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q:兒童懂得聆聽和輪候的技巧。題目3:兒童更懂得討論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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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6:被動的兒童轉為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題目5:主動的兒童會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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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兒童更有探究精神。 題目8:兒童會自發學習,更有興趣地

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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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兒童更懂得溝通和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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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請寫下你在推行此計時所觀察到的兒童學習表現。

1兒童在過程中具探索的機會’亦見他們更深層的思考所探索的問題。惟兒童

很多時未能運用適合的詞表達。

2.兒童較常在表達別人已說的方法’在過程中他們雖然有探索,但方法較少和

較少延伸其他想法’但整體上亦與平常比較中多了探索的活動。

3.兒童對繩有興趣,但常難以找出想探索的問題。

4.部份兒童較堅持己見’仍需縫績學習接受別人意見。

5.部份兒童較少言’不喜歡參與討論’但有需要發表時仍可說出自己意見。

6、兒童能更自發地學習’但有╴部份兒童不習慣渲個學習模式’覺得沒有故事

及自選活動時間。

7.主動的兒童在此活動教學下表現更主動。反之,平日觀察形的兒童在此活動

下顯得更被動。



附件13

第一期推行「問題一探索≡經驗」後n學生表現間卷

題目1:兒章丰題活動充滿興趣。題目Z:兒童積極和投人討論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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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3:兒童更懂得討論的技巧。題目4:兒童懂得聆聽和輪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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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主動的兒童會更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

題貝6:被動的兒童轉為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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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兒童更有探究精神。 題目8:兒童會更自發學習,更有興趣

地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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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兒童更懂得溝通及社交技巧。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Z0%
10%

0%

題10:請寫下你在推行此計劃時所觀察到的兒童學習表現。

1.兒童常常在討論期問只顧著自己表達意見,不太尊重和聆聽別人表達的意見,故反

映他們在等候聆聽能力上表現較弱。

2.部份幼兒對課堂頗為積極,他們會不斷提出意見,但有些較被動的幼兒更被動,只

是別人說甚麼’他們跟著說,但也有部份被動的幼兒在課堂時表現積極了,在後期

多了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可能是看他們是否對課題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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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l

第一期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後K1教師問卷

題目1:你覺得自己的提問技巧有進步。題目Z:你較容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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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4:你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

放性問題。

題目3:你較容易知道在甚麼地方切

人進深延績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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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6:你覺得學生之間較易掌握提

問和回答的技巧。

題目5:你提問後較易和學生對話,

和能夠掌握延續話題。

1

0·9

0·8

0·7

0.6

0.5

0.4

0.3

α2

0.1

0

1

0.9
0.8

0.7

0·6

0.5
0·4

0.3

0·z

0·1

0

75%75%

司∣匡
=

﹄

︼

••

••

﹄

︼

=

﹄

非常同意同蠶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無逼見
不同意非辮不l司意無意見非常同意 同意



題目7:你提問後較能弓I發學生思考。 題目8;你覺得提問對學生學習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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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你期望自己的提問技巧可以

繼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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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此計劃是否能達到你的期望?請寫出原因。

l’初步掌握QEE的教學方法,在提問技巧上有進步,但在切人問題上仍須努

力。

2.能達到的’因運用了不同提問形式,多了刺激個人教學。

3.能達到╴些,因會學習問更多開放性的問題,但在切人延伸話題仍有待掌

握。

4達到,初步掌握QEE的課程模式,提問技巧仍有所提升,尤其面對Kl的幼

兒’明白到提問方面需要簡而精,可多用情景帶人,讓他們更容易掌握老師

的問題’回答適切的答案’但在提問技巧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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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第－期推行「 K2教師問卷

題目1:你覺得自己的提問技巧有進步。 題目Z:你較容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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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4;你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

放性問題。

題目3:你較容易知道在甚麼地方切

人進深延績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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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你提問後較易和學生對話,

和能夠掌握延績話題。

題目6:你覺得學生之間較易掌握提

問和回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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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你提問後較能弓∣發學生思考。 題目8:你覺得提問對學生學習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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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你期望自已的提問技巧可以

繼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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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此計劃是否能達到你的期望?請寫出原因。

1.達到’部份學生亦較平日投人課堂中。

2‧能達到部份期望,能進深延績問題,但較難探索主題再深的層次,因兒童對

較深人的問題較少興趣。

3.部份達到,因為小朋友能透過老師的提問能深人思考,並觀察到每－個幼兒

適合哪個教學模式。



附件3.3

後K3教師問卷－期椎行「問題－探索－

題目1:你覺得自己的提問技巧有進步。題目Z:你較容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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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4:你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

放性問題。

題目3:你較容易知道在甚麼地方切

人進深延績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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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你提問後較易和學生對話,

和能夠掌握延績話題。

題目6:你覺得學生之間較易掌握提

問和回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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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你提問後較能弓l發學生思考。 題目8:你覺得提問對學生學習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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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你期望自已的提問技巧可以

繼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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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此計劃是否能達到你的期望?請寫出原因。

1.在幼兒思考問題上明顯較前有進步,較深人,不再只是停留於表面,但幼兒

間相互的提問則仍有進步的空間,他們仍是自我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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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l

第二期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後K2學生表現問卷

題目Z:兒童積極和投人發表意見。題目1:兒童對主題充滿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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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3:兒童更懂得討論的技巧。 題目4:兒童懂得聆聽和輪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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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主動的兒童會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題目6:被動的兒童轉為更積極參與

課堂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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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兒童更有探究精神。 題目8:兒童會自發學習,更有興趣地

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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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兒童更懂得溝通和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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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請寫下你在推行此計時所觀察到的兒童學習表現。

1對於安靜的兒童’在討論中仍未見他們會主動積極表達個人意見,仍然表現

安靜。對於生活經驗豐富及喜歡表達個人意見的兒童’他們能積極表達個人

意見及有成功臧。

Z.部份小朋友不喜歡表達意見,就算老師再鼓勵,小朋友也只會分享簡單的雙

詞,較難讓小朋友由被動轉為主動。

3.兒童在過程中會將當天課堂上所學習的內容連繫到他們的生活經驗中’往往

有些片段較為零散,而當透過弓l導時,他們都能開始學習將句子串連並表達

出來。

4每次老師明天討論的運動是什麼或你對什麼有興趣時,都只是那數位兒童發

言’大部份兒童都是安靜等候課堂完結。

5.兒童開始時未能習慣此學習模式,被動的兒童在活動中更少參與,所以有少

許發呆,有可能他們對運動的生活經驗較少。

6.上午班兒童較多發表意見,可能因為生活經驗較豐富,而下午班兒童可能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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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運動方面的生活經驗較少,所以未有太多意見表達,太多時間只是坐看聽’

而回答亦較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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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問題-探索－經驗I後K3
--

生表現問卷

題目1:兒童主題活動充滿興趣。題目Z:兒童積極和投人討論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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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3:兒童更懂得討論的技巧。題目4:兒童懂得聆聽和輪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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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主動的兒童會更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

題貝6:被動的兒童轉為積極參與課堂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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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8:兒童會更自發學習,更有興趣

地研究課題。

題目7:兒童更有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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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兒童更懂得溝通及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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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10:請寫下你在推行此計劃時所觀察到的兒童學習表現。

l.被動的幼兒完全無法投人活動,仍然被動的坐在-旁’而主動的幼兒則很投人其中。

而有一些平日較被動的幼兒（1﹣2位﹚對此主題有興趣則會相當投人其中。

2‧某些課題能弓I起幼兒興趣（例如塑膠分類標誌）,幼兒持績了多天仍討論及帶不同編

號的塑膠品回校。可見幼兒對於感興趣的內容’他們能對身暹的環境變得更敏感’

更引發他們的興趣。

3’發掘了-些被動同學在此活動不同的學習模式。增加了幼兒互相討論的機會。

4一些平時不太主動的兒童,令次的活動中,較為主題,但仍有一些被動的兒童處於

更被動的狀態,且有關的題目也影響了幼兒的生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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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l

第二期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後K2教師問卷

題目1:你覺得自己的提問技巧有進步。 題目Z:你較容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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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3:你較容易知道在甚麼地方切

人進深延績話題。

題目4:你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

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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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你提問後較易和學生對話,

和能夠掌握延績話題。

題目6:你覺得學生之間較易掌握提

問和回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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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8:你覺得提問對學生學習非常

重要。

題目7:你提問後較能弓∣發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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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你期望自己的提問技巧可以

繼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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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10;此計劃是否能達到你的期望?請寫出原因。

1是,因為在課堂上,兒童都會因看興趣而深人探究’亦有－些小組台作’從

而建立他們學習商量、表達意見。而自已亦要沿看學生的方向弓∣導、提問,

因此亦有提升應對的技巧。

2.能達到－半的期望’因為╴切皆視乎學生的能力。如K2B的兒童能力及表

現均較高,在此計劃的學習上表現未有問題。但下午K2E的兒童能力及表

現均較弱,所以在推行此計劃上’很需要老師的協助。

3.未能達到老師的期望,因為有部份兒童對該主題的認知較少,所以常要經過

多次探索才可以認識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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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第二期推行「問題－探索－經驗I後K3老師問卷

題目1:你覺得自己的提問技巧有進步。題目Z:你較容易在課堂上向學生提

問。

100%1

0.9

0.8

0.7

0·6

0.5

0.￠

0.3

0.Z

0.1

0

1

0·9

0.8

0.7

0.6

0.5

α4

0.3

0.Z

0·1

0

︼

••

••

=

••

=

﹄

︼

﹄

!i!

.l

型E矽岔＝
＝

■
■
卜
p
伊
仆
『
I
Ii－╴╴

非幣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無意見 非常同意 同蔥 不同意非楛不同意無意見

題目3:你較容易知道在甚麼地方切

人進深延績話題。

題目4:你的提問能讓學生多回答開

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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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5:你提問後較易和學生對話,

和能夠掌握延績話題。

題目6:你覺得學生之間較易掌握提

問和回答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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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7:你提問後較能弓∣發學生思考。 題目8:你覺得提問對學生學習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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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9:你期望自己的提問技巧可以

繼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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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10:此計劃是否能達到你的期望?請寫出原因。

能達到,因兒童在討論時,有些兒童的帶弓l,弓I發出╴些新的問題,幼兒在

互相刺激下學習渲主題的內容。

能,幼兒對回收箱的種類有更深人的認識,幼兒的協商能力和討論技巧亦隨

經驗有所提升。

能,如延伸問題能增加幼兒互相討論‧

能達到我們的期望,因幼兒能夠在每日不同的問題下作出思考、回應,幼兒

間的回應互相刺激。透過是次能逐步令老師的提問更開放、更深人去探討問

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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