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嘉許狀的教學實踐獲嘉許狀的教學實踐
Teaching practice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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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嘉許狀教師
文可為老師（教學年資：13年）

陳淳泉老師（教學年資：12年）

葉笑嫦老師（教學年資：12年）

所屬學校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七（資訊科技教育）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我們期望善用資訊科技促進教
學，使學生能夠把網絡上紛繁零散

的信息轉化為知識，並能發展高階

思維；運用網絡平台促進互動學

習，共建學習社群；選用合適資訊

設備，應用流動網絡科技，提升學

與教效能。」

應用網絡探究
發展高階思維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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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文可為老師、葉笑嫦老師和陳淳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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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發展迅速，電腦已成為現代人的必需

品，加上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的普及，令網絡

資訊充斥在日常生活。善用資訊科技能夠帶來便利，

但網絡資訊繁多、好壞摻雜，將之化為實用的知識，

幫助學生學習，成為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文可為老

師、陳淳泉老師和葉笑嫦老師的共同信念。早於十年

前，三位老師開始研究網絡探究(WebQuest)學習系
統，並應用於不同科目的學與教當中。

培養學生的分析與批判能力，鼓勵主動學習是現

今教育的重點之一。三位教師透過網絡探究將之實

踐。 「議題探索」 是網絡探究其中一個教學特點，在
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學習從不同角度，以網絡探究的

方式尋找實用資訊，並通過立論、發表意見、質詢、

回應質詢的形式探討社會議題。文老師解釋： 「學生
上網可以找到很多資訊，但未必能夠把全部資訊過濾

和消化。透過網絡探究，學生可掌握網絡學習的方

法，學會多角度分析，培養出高階思考能力，深化學

習。」 學校自2006年開始獲教育局邀請成為 「資訊科
技教育卓越中心」 ，協助推廣網絡探究教學策略。文
老師稱： 「我們只是較早實踐，希望我們的經驗有助
其他學校順利推行該策略。」

成功感提升學習動機

文老師認為教育不能默守成規，他和陳老師及葉

老師均喜歡在教學上作新嘗試。文老師說： 「現今的
資訊科技、網絡平台如此發達，而我們是具備資訊素

養的一群，故決定下些工夫，透過資訊科技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和成效，增加學生上網時的學習成分，讓

他們能在網絡環境中有所獲益。」
三位教師按教育局制定的資訊素養架構，設計出

中一至中二的 「電腦與資訊素養」 及中三的 「媒體素
養」 課程，取代普通電腦科。陳老師表示： 「我們定
期檢討課程，發現學生喜歡利用網絡平台工具如

Blogger、Google等找尋資料、做練習及進行交流協

作。學生學會有效地尋找和適當地選取網上資訊，並

運用於日常生活和學習中。學生有了成功感，自然願

意多作嘗試，學習動機提升了，學習的空間和時間亦

大大擴闊。」
勿被資訊科技牽着走

三位教師強調，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應以提升學與

教的成效為最終目標。葉老師說： 「要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幫助學生學習，不需要很複雜的資訊科技。教

學切忌為科技而科技，不要被資訊科技牽着走。我們

經常思考，學生需要什麼，怎樣的資訊科技才能幫助

學習。」 日常教務繁重，要不斷優化教學法，設計新
的資訊科技學習系統，三位教師均認為團隊合作非常

重要。 「我們的資訊科技團隊分工細密，合作無間。
團隊教師任教不同學科，清楚了解各科目的學習需

要，有助將資訊科技融入各科目中。」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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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教師關心學生的學習需要，致力運用資訊科技幫助學生學習。

資訊科技讓學與教的過程變得有趣生動，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興趣。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分享 網絡技術發展一日千里，網絡資訊更是恆河沙數，如何令

學生有效利用網絡資源促進學習，已成為推動資訊科技教學的

重大考慮因素。透過美國聖地牙哥大學杜博禮教授 (Prof.
Bernie Dodge)提倡的網絡探究(WebQuest)學習方法，可有效
刺激學生高階思維發展。隨着網絡平台發展日趨成熟，運用不

同的網絡平台可有效達到協作學習、共享學習成果、快速回饋

等效果。至於發展資訊素養及媒體素養課程，則可增強學生自

學及批判能力，有效抗逆網絡的不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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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網絡探究 提升思維能力

網絡探究是一種議題為本的學習方式，透過探究解

難的過程，逐步建構知識。我們採用網絡探究教學模式，

就施教課題確立討論議題，然後準備相關網絡資訊，按

照網絡探究設計原則，把各項教材配置整理，並以網站

形式展示。在施教時，教師要求學生分組，分別擔任不

同的持分者，透過閱讀不同的網絡資料，配合教師從旁

指導，學生需進行討論、質詢、回應，最後歸納理據，

提出結論。網絡探究設計強調為學生建立學習鷹架，透

過網絡資料和引導問題，讓學生有效地理解資訊，再通

過課堂討論，刺激思考，從而總結所學，有效解決問題。

為了使學生能有效辨識網絡資訊，我們特意推行資訊素

養科及媒體素養科校本課程，藉以加強學生的網絡資訊

識讀和應用能力。

善用網絡平台 提升教學效能

現時網絡平台發展速迅，網誌平台、網絡文書平台、

雲端存儲與運算等均發展日趨成熟。善用這些網絡平台，

能有效協助建立學習社群，加強學習過程紀錄，促進學

習回饋。我們現時進行專題研習時，已摒棄過去使用文

件套存放資料的模式，取而代之，將有關專題研習的資

料都存放在網絡內，師生可隨時隨地查閱，學生亦在網

誌平台進行研習，他們的文字紀錄、考察路線、考察相

片、訪問影片，全都上載到網誌，以致整個研習過程均

能清晰紀錄，指導教師亦能隨時於網誌留言，給予回饋，

學習成果又易於顯示，有助促進同儕學習。此外，我們

推動校內不同學科積極運用網絡平台配合教學，如中文

科便運用網誌促進學生寫作，提升學生寫作興趣。教師

亦可運用網絡文書平台，讓學生共同繪製腦圖，方便集

體創作，改善寫作構思。

88

教師運用網絡探究，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學生繪製腦圖，改善寫作構思。

推動資訊科技教學，有賴各方面的配合，才能事半

功倍，相得益彰。我們與其他科組人員組成推動本校資

訊科技教學的團隊，每位成員也是學科專家，清楚嶄新

科技如何有效融入教學，繼而將各種新科技帶到學科作

教學實踐。我們亦了解學生的需要，以改善學與教效能

為前提，於是相應引入網絡探究、網絡平台應用、資訊

素養科、媒體素養科，好讓學生能以合適工具，促進學

習。

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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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嘉許狀教師
列淑嫻老師（教學年資：22年）

陳麗嫦老師（教學年資：21年）

胡劍偉老師（教學年資：15年）

馮家俊老師（教學年資：16年）

趙崇基老師（教學年資：17年）

所屬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教學對象
小二至小六（資訊科技教育）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既可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亦能配合不同學習

能力學生的需要。在推行電子教學

的同時，我們明白資訊科技只是一

項工具，要適時適用，而最重要的

還是教師的教導和學生的努力。」

資訊科技協作教學
提升學習效能

左起：趙崇基老師、陳麗嫦老師、馮家俊老師、胡劍偉老師和列淑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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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要將科技巧妙地融入課

程，才可大大提升學與教的效能。香海正覺蓮

社佛教黃藻森學校五位熱心教師通力合作，製

作切合校本課程、利用資訊科技作媒介的教

材，以迎合學生各科（中、英、數和常識科）

的學習需要。這套配合資訊科技的教學方法已

推行多年，教學效果非常理想，既有助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亦可增強學習效能。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是全港十間參與教

育統籌局（現稱教育局）資訊科技先導計劃的學校之

一，於1998年開始倡導運用資訊科技，早期已用電腦

取代投影機教學，更於去年引入輕觸式平板電腦，可

謂十分創新。良好的資訊科技基建，為五位教師自行

研發電子教材提供得天獨厚的條件。

自行研發電子教材

列淑嫻老師表示： 「不少出版社都會推出電子教
材，為何教師還要自行研發教材？自行設計教材的好

處，就是可以因應校內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需要，設計

一套最合適的課程，這並非出版社所能提供的。」 五
位教師合作設計的電子教材，利用了不少學校環境作

為元素，務求讓學生倍感親切。

此外，電子教材互動元素的設計，令課程內容更

具彈性，一方面針對學生的學習差異，讓他們可根據

自己的能力而學習不同程度的內容；另一方面可照顧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如患有讀寫障礙而不善於用

傳統課本學習的學生，他們對閱讀文字有困難，妨礙

學習，反而利用電子教材的非文字教學，學習時才不

會受到先天性侷限。

善用網絡社交平台

五位教師善於引入最新的科技輔助教學。例如在

早年引入由香港中文大學研發的網上平台網絡探究

(WebQuest)，利用網上的資訊和題目，並加入互動元

素，引導學生思考，鼓勵他們自行搜集資料並分析，

以提高學習能力。而專題研習科需要學生進行大量資

料搜集和分析，這個網上平台無疑對學生學習專題研

習甚有幫助。最近，小組教師利用網絡社交平台

「Google+」 ，讓學生可在該平台遞交作業，做到跨
時跨地的學習模式，不受時與地所限。

小組教師坦言在設計電子教材時滿有難度，因為

需要長時間編製課程，並與出版社不時討論設計，學

生所用的電子教材才得以圓滿完成，但他們無悔為學

生辛勤付出。 「看到學生學習有進步，如英文文法有
改善、能重拾學習興趣，讓我們得到很大的滿足

感。」 列老師表示，他們計劃日後逐步向各級別推展
電子教材，以及引入更多元化的資訊科技作教學工

具。

科技雖然重要，但它始終都是一項輔助工具，要

做到教學相長，教師的悉心教學和學生的努力學習，

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專訪

利用資訊科技教學可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小組教師強調科技只是一項輔助工具，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學生的
努力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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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分享 資訊科技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強調多元感官的學習

模式。教師運用電腦器材配合優質的校本電子教材，令學習變

得充滿活力及互動性，使學校成為一所具創意的學習場所，提

高學生可延伸發展的學習能力，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資訊科技為切入點 豐富學習經歷

本校一直以資訊科技作為各科自編校本課程的切入

點。例如我們組成英文科資訊科技教育課程發展小組，

為初小英文科電子學習設計教材套，取代現有的教科書，

為學生提供一套更適切的學習材料。每個教材套中均包

括教學活動、不同類型的練習及評估等，學生上課時利

用一台觸控式平板手提電腦及電子白板學習英語。學生

更可在家中利用教材套的自學元素，進行互動學習，透

過軟件的即時回饋，學生可以更有效地進行課堂以外的

延伸學習。

專題研習科是本校自設的校本科目，我們以網絡探

究形式為基本設計藍圖。學生透過不同的任務，學會篩

選、整理、分析及運用資訊，從而認識資訊素養，並在

生活中實踐。專題研習科的設計內容強調讓學生透過實

際經驗去尋找、分析及綜合資料，並表達個人意見或報

告感受和心得。學生可以透過Web2.0網絡工具，實踐

跨地、跨時的共同協作學習，他們更可利用互聯網擴闊

學習經驗，放眼國際。

善用資訊科技 照顧學習差異

很多研究指出，隨着年齡的遞增，學生在數學科的

個別差異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們在小三數學科中全面使

用 「電子課件」 模式進行數學科教學。教師透過資訊科
技的學習工具，向不同學習進度的學生分發合適的電子

教材，學生往往能按自己的進度，有效並愉快地學習。

教師會按學生能力、學習速度、學習深淺度及廣闊度，

再配合學校環境而自行設計資訊科技教學教材及電子課

件，配合教學活動，達至真正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教師

成為學習協作者的學與教環境。教師亦會運用互聯網，

把生活及數學連繫起來，讓學生體驗把數學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增強學生運用數學的能力及學習興趣。

隨着教育的發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教師應用

資訊科技教學的能力已變得系統化及具體化，一般已能

根據具體條件靈活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中，充分發揮教

學效能。常言道：教學有法而教無定法，無論如何創新

的軟件或硬件，通通都是死物，最重要的仍是教育工作

者的腦袋，憑着我們日積月累的教學經驗，反覆嘗試的

教學試驗，從學生的學習經歷中，不斷提升教學素質。

在此希望教育同工們能夠教學相長，對個人及學生均有

更大的裨益。

結語結語

教師自行研發的電子學習教材套

教師以電子課件教學，學生十分投入課堂。


	P00-01_book
	P02-03_book
	P04-05_book
	P06-07_book
	P08-09_book
	P10-11_book
	P12-16_book
	P17-21_book
	P22-26_book
	P27-31_book
	P32-37_book
	P38-40_book
	P41-43_book
	P44-46_book
	P47-49_book
	P50-52_book
	P53-55_book
	P56-58_book
	P59-61_book
	P62-64_book
	P65-67_book
	P68-69_book
	P70-74_book
	P75-79_book
	P80-85_book
	P86-88_book
	P89-91_book
	P92-93_book
	P94-98_book
	P99-103_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