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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計量'tÆ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割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臨議書的人士確認。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對總結報告填寫指引j。

請另頁(A4名民)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 達到目標

的活動 程度 的 證蟑或指標

以資訊科技帶動學生之間的 在計剖進行期間， 本校負責項目 100% 經過為期12個月及於
互動，鼓呦學生學習多角度恩的老師定期與科任老師商譏利 2015-泌的學年高小各班進行
雄，積i極發表個人意見，改善用不同電子平台講學生 課前準 施教後，老師曾採用不同的兔
分析、評鑑及審美的能力，提備，可藉學生搜集資料的同時， 費平台供學生發表 意見及分
升本校以「情意教學」為主導多表達對 課文內容的分析、評鑑 享，包括利用文字、圖像及評
的校本高小中文科 課程的教 能力 ， 老師可按同學的事前準 分等方式 ，預先對老師所教授
學成效。 備，帶動 課堂的活動。 的內容作初步了解、認識 。
發揮本校電子學 習硬件 配套 是次計聾。中設計的學習流程有 100% 整個計劉共有376位
的最大教學效能，改變傳統單 如翻轉教室的模式，老師課前提 2015-2016學年的高小學生參

向的教學棋式。由於教學範式 供資料報學生備課，課堂上老師 與。參與計創的本校中文科老
轉移，老師成為學習活動的引 只需要抓緊學生的難點，利用電 師在過程中以應用剖，剖開發
導者，引導學生互動、自主學 子工具呈現學生的問題、因傲。 的網上學習平台 作為教學上
習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令課堂氯氣更濃厚，由過往只聽 主要的媒體， 強他本校在第二

老師講授，到由學生主導課堂 ， 學習階段電子學習的經驗。
教學範式轉移， 課堂上討論學生
感興趣的問題，有助提升學習興
趣。電子工具的協助更能 作出過

時意見回韻，以優1c網上學習平
台及教材的內容及功能。

按本校高小學生的能力 、與 學生能在平台上完成及遞交練 100% 計創期間編訂了6個課題，自
趣及學習需要，建立中文科 習、分享、儲存有關學習內容， 習內容緊密圍繞謀文所出現
多元忱的互動教材庫，用以 另外課堂極其價值的學習成果 的教學重點，做到循序漸進、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深化以 會自動儲存到雲端伺服器，誰學 幫助學生溫故知新。
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及提 生可透過平台進行重溫、課後延
升學習動機。 伸學習及評賞

將學習數據雲端化，持續檢 在設計電子教材之初，參與計創 100% 學生在課堂上的所有作品，均
視每位學生的學習過程及進 的老師著重系統的學習紀錄設 會上存至雲端，有助學生重溫
度，分析盤體學生的強弱 計，並以「聽、說、2頁、寫、語 所學，鞏固知識。學生朗讀課
項，針-對性解決個別學生的 文基礎知論」等方面紀鐵學生的 文後，老師跟進需要重鎖。利
學習難點 ，提升學習效能 ， 能力，從而根據系統數據紀錄作 用電子軟件中錄音功能，學生
以減少學生的學習差異。 出教學上的調遍及跟進學生的 可個別 錄音，並能即時播放，

學習情況。 如果錄得不理想，可再重錄，
直到學生滿意為止，因此能達
至照顧學習差異。

未能達到自
標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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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是次計劃透過建立一個多元他的電子課材及 自學元妻之電子學習工具以漸進取代彈性不
大的傳統教科書於教學的可能性，藉助靈活的電子學習環境 ，增強師生、生生互動的部分 ，
讓學生深入思考 ，以提升學生思維和評鑑 能力。 本校以學生學習成績進行分析 ，並對計割
賞行全面的跟蹤評估學習成效。

(一)學生學習行為的改變
A.提升自主學習

1. 主 動考查資料(字型筆順、讀音、釋義、 與課題有關的資料)。
2. 利用課前準備工具，讓學生可將備課的資料上載至學習平台分享。
3. 可重溫教材。
4. 延續在家學語文的興趣。

B.提升思維、評鑑能力
1. 學生可互評、對同學的作品提出意見。
2. 即時評估 、即時回餒，提高檢視學習情況的效度，以評估促進學習。
3. 學生的課業經常獲得展示和分享 ， 能增加學生對課業素質的覺察力。

(二)探索可超越教科書的限制的教材/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上:參與計創的老師 能提供富學與教的趣味的電子教具、適時更新課件、老師參與製作
適合學生的教材

﹒學習上:隨時隨地 自由探索、深度體驗、 參與學習的興奮戚、擴展 能力、突破學習經驗、
于士群建構的 能力 、深入淺出地有意義引導......

專業發展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 透過會議及家長分享會探討移 動學習、課程領導及電子教學資源管理如何提升學生資訊
素養及 自主學習。

+ 經常觀察及評估電子教學的效能和質量， 制訂電子學習的表現評估指標
+ 聯繫不同的協作夥伴，加4抉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步伐。
e 制訂中文科本電子家諜模式。
e 教師積極參與設計教材及教學模式的安排，並因應本校學生需要給予意見及建議，選取

課材內容。



學校發展

(一)學校行政與教學的整體增益

1. 應用資訊科技為學生進行評估
2. 透過通訊科技監察學生的進度
3. 運用科技與各持分者保持溝通
4. 老師運用科技主動學習知識及資源管理

(二) 得以重新檢視本校中文教學範式

1. 制定一套既要維 持語文課「聽說請寫J緊密的課堂組織，亦要兼顧電子教學資源的
運用的「平衡教學策略J '以學習效 能為先，令課堂不流於鬆散。

2. 計劉中利用新的電子學習工具協助本校在中國語文科持續發展。教學策略已由教
師作主導轉化為學生為主 導，在課堂上一般的知識已略教為主，主 要討論學生學
習的難點，講學生學習更有成效。

3. 自我評鑑計創的成本效 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參與計劉的老師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增加課堂的師生、生生互動的關條，從中
獲得推行電子學習上的經驗與教材 設計及課堂安排的實踐，有助日後於校內發展其他
學科，以延續計割的精髓及理念。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 / (甲)

(根據協議書對表11) (甲) (乙) +/一%

i)服務 60，000 j(; 60，000 7G 0% 

創建電子課本及互動教件軟工真

電子課室管理系統 25，000 j(; 25，000 j(; 0% 

雲端電子學習平台(連伺服器租貨) 44，200 j(; 44，200 7G 0% 

老師培訓費用
(共二次)

5，000 j(; 5，0007ï; 0% 

ji)一般開支 5，0007ï; 5，000 :;石 0% 

審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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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舉辦的推廣活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動

(例如種類、名稱、
及推廣價值評鑑

(例如棋式、日
數量等) 期等)

及反應
製作電子書及校本 校本教材中，高小的課件由小 於2016年1月

互動課件 四至小六，並製作6個主題， 開始，平台已

學習工具多樣化，包括: 可正式供本校

學生及老師使

-課前老師可派發資料預習 用 。

.老師在課堂上即時在平板上
2015-2016學

年之小四至小
用顏色提示、圈出重點，讓學

六級學生亦已
生能更清楚老師的指示，學習

於部分課題上
更能跟隨老師的步伐

應用電子學習
-題目討論，學生寫下論點， 工具。

同組間可互相分享、分析

.利用搶答功能，檢視學生的

學習表現，亦能令學生學習得

更刺激、更投入

小四

{大方的「小氣鬼J} :共4個

教件

《塞翁失馬) :共2個教件

小五

(，抉樂王子> :共6個教件

《我有一個夢想) :共5個教

件

小六

《我的母親} :共5個教件

《戰勝自己) :共2個教件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議推廣積式

平台仍有優他改善空間，例如穩定

性、功能、課文內容分頁安排及系

統登人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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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 動一覽表

活動，陸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仰自如座談會、表演筍
((f!/;女08期、主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題、地點運動 (請註明)

電子學習家長分享會 日期: 2016年3月至l 15 120 家長: 家長表示:
10月 約100位 對計創的發展感到樂
主題: 計剖簡介 觀，但擔心學生對不
地點: 本校小禮堂 能自律地正確使用。

中文科務會議簡介 15 

課堂活動 日期:2016年3月 I 25 

至5日

(附件一)
老師交流觀謀 日期2016年5月 l 54 744 

18日

(附件二)



. 
.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1.課程設計
為配合緊湊的課堂時間並同時應用電子學習作為教學媒體，整套課程需要考慮: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教材 持續更新，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照顧學生差異，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三方面的配合及協調。 在平台功能有待研發，硬件配合及學校基建上需要詳加調適，同
時需要時間製作課件、測試效能， 參與老師需要具備資訊科技 技能。

2. 技術發展
由 於整個電子學習平台於高年級是開發的，無論在理念、設計以至應用均需要花大量時
間驗證可行及延伸性。 此外，硬件(例:課堂上應用的平板電腦)的配置日新月異，在計
劉賓行上亦要詳細考慮。

- 電子學習平台 技 術的不穩定令記錄的儲存有障礙，未能流暢完善地收集學生數據，而處
理數據的呈現方式仍有待完善，數據分析未能達致易用方便的程度。



附件一

課件內容及課堂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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