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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小學教育課程先導計劃澳門小學教育課程先導計劃澳門小學教育課程先導計劃澳門小學教育課程先導計劃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策略概覽策略概覽策略概覽策略概覽    

    

課程實施的基本理論課程實施的基本理論課程實施的基本理論課程實施的基本理論    

- 由學生主導的知識建構 

- 以學生為中心的啟發式教學，促進積極參與學習活動 

 

建構教學理論建構教學理論建構教學理論建構教學理論    

- 引起學習的興趣 

- 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 豐富學習經驗 

-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學與教策略的建議學與教策略的建議學與教策略的建議學與教策略的建議    

((((一一一一))))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探究式學習        

----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        終身對知識探求的能力    

----        不強調尋找「標準」答案 

-  配合課堂的配合課堂的配合課堂的配合課堂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學習活動：：：：訪問、調查、實地考察、個案研究、實驗活動、設計與製作、

資料蒐集、分析等。    

 

甲甲甲甲、、、、科學探究科學探究科學探究科學探究    

探索、公平測試、鑑別和分類、模式探索和驗證解釋等 

步驟及內容步驟及內容步驟及內容步驟及內容    

1) 1) 1) 1) 鑑定問題所在鑑定問題所在鑑定問題所在鑑定問題所在    

2) 2) 2) 2) 預測結果預測結果預測結果預測結果    

3) 3) 3) 3) 設計探究的方法設計探究的方法設計探究的方法設計探究的方法    

– 蒐集測試所需的物料 

– 討論在進行公平測試時涉及的可變因素 

– 鑑別須控制和擬測試的可變因素 

4) 4) 4) 4) 量度和記錄量度和記錄量度和記錄量度和記錄    

– 進行實驗，蒐集數據 

5) 5) 5) 5) 數據的詮釋數據的詮釋數據的詮釋數據的詮釋    

– 分析數據後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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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設計科學科技學習活動時，可以加入設計循環的概念 

 

設計循環的概念 

 

 

 

 

 

 

 

 

 

 

 

 

 

 

 

 

 

 

 

 

 

 

 

 

 

 

 

 

 

 

 

 

辨別需要和問題辨別需要和問題辨別需要和問題辨別需要和問題 

例如：教師在帶領學生參觀與

課題有關的設施後，可提出一

個問題讓學生解決，並與學生

共同訂立製成品的要求。 

蒐集蒐集蒐集蒐集、、、、選擇和組織有關資料選擇和組織有關資料選擇和組織有關資料選擇和組織有關資料 

例如：學生可透過書本、互聯

網、參觀、訪問等途徑蒐集與

學習內容有關的資料。這些資

料經選擇和組織後，學生便可

用它們來作出有根據的決定。 

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案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案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案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案 

例如：學生可分組討論各類物料的

特性，然後作初步的設計。在發展

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學生把設計意

念連同設計草圖一併記錄下來。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實踐並管理解實踐並管理解實踐並管理解實踐並管理解

決問題的方案決問題的方案決問題的方案決問題的方案 

例如：學生根據設計草圖，

使用適當工具和物料，動手

實踐該項設計。 

與其他人交流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其他人交流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其他人交流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其他人交流解決問題的方案

／／／／評鑑解決問題方案的成效評鑑解決問題方案的成效評鑑解決問題方案的成效評鑑解決問題方案的成效 

例如：各組學生輪流測試製成

品，並以同儕互評形式，品評

作品的長短處。教師可帶領學

生一起討論各製成品是否符合

先前訂立的要求、設計上的優

點，和可進一步改善的地方。 

** 如有需要，教師可安排學生進入第二輪的設計循環，讓他們根據

首輪測試蒐集得的數據，及師生的評價和建議，進行反思，嘗試

進一步改善原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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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 

1. 1. 1. 1. 預備階段預備階段預備階段預備階段────開始構思開始構思開始構思開始構思    

與學生共同訂定淸晰的研習目標和重點，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例如：專家講座、專題討論、實地考察、製作概念圖  

 

2. 2. 2. 2. 實施階段實施階段實施階段實施階段────進行探究進行探究進行探究進行探究    

蒐集各類型的資料，認識研習課題，培養學生處理資訊的能力。 

 

3. 3. 3. 3. 總結階段總結階段總結階段總結階段────建構知識建構知識建構知識建構知識    

分析和整合資料，總結和反思。 

形式：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展覽、模型、網頁、研討會等，展示、分享及

檢討研習的成果。 

 

丙丙丙丙、、、、社區學習活動社區學習活動社區學習活動社區學習活動    

 

 

 

 

 

    

經驗學習圈經驗學習圈經驗學習圈經驗學習圈    

（參考 Kolb & Fry，1975 年） 

 

 

        

具體經驗 

觀察及反思 應用 

概念及概推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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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合作學習合作學習合作學習合作學習    

- 能藉著學生的個別差異來提高他們的學習成果， 

- 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    

 

 

 

 

 

 

 

 

 

 

 

 

    

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合作學習的元素    

（參考蘇詠梅、葉娟卿，2008 年） 

 

合作學習常用的模式合作學習常用的模式合作學習常用的模式合作學習常用的模式：：：：    

合作學習的模式 方法概要： 

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II） - 教師派發相同的閱讀資料及一張討論問題紙給各

組員：然後，各組員需負責問題紙上的一條題目，

並精要地閱讀有關該題目的資料 

- 預備相同題目的組員組成專家小組討論問題，之

後各人返回原來的小組，討論結果 

數字頭（Numbered Heads 

Together） 

 

- 教師給每一位組員一個號碼，然後各組員在限時

內討論問題 

- 教師隨機說出一個號碼，各組屬這個號碼的學生  

需回答問題 

研習角（Corners） - 教師提出問題及指示各研習角主題然後按興趣選

擇到不同的研習角，學生在研習角自由選一位具

小組奬賞 

同等成功機會 

同時交流 

等量參與 

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人際及小組學習技巧 

小組反思 

 

 

 

 

積極互賴精神 

個人學習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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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興趣的同學，2 人一組就有關題目進行討論 

- 各人返回原來的小組，並說出自己對研習主題的

意見。 

看－寫－討－享

（Observe-Write-Pair-Compare） 

 

- 各組員都須要個別進行觀察，然後記錄在工作紙

上 

- 完成記錄後，2 人一組比較記錄結果並進行討論，

然後再合併 4 人小組再一起討論並要對結果達成

共識 

寫字網（Team Word-Webbing） 

 

- 組員各有一支不同顏色的筆 

- 在紙中央寫上討論主題，然後各組員在主題下各

設計一個副題，再寫下各副題可能衍生的有關事

項 

互相核對（Pairs Check） 

 

- 教師把 4 人組分成 A、B 兩小組，2 人一組合作完

成一份工作紙 

- A 組及 B 組的甲先做工作紙的第一題，乙負責核

對甲的想法。如乙對甲的想法無異議，便應稱讚

對方，遇有不同意見，可向同組的另一小組請教，

若兩小組也無法達成共識，4 人一起舉手向教師提

問 

- 2 人交換角色，乙做工作紙的第二題，甲負責核對

乙的想法。每完成兩題問題，可跟另一小組比較

想法，如 4 人同意所有想法則互相握手稱讚 

- A、B 兩小組繼續以這種方法分工，直至把工作紙

做完及分享想法。 

小組匯報（Team Presentations） 

 

- 小組向全班匯報學習成果，並須在匯報結束後，

回答其他小組提出有關匯報內容的問題 

圍圈寫（Roundtable） - 第一位組員在紙上就每一個討論問題寫下意見，

然後在小組內朗讀出來，然後每位組員都輪流寫

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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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學校資源學校資源學校資源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教材與相關的出版物 教科書 有助學生獲取所需的知識 

作業和工作紙 補充材料，有助思考 

參考書及其他印刷材料 把課文內容演繹得更生活化，提

供額外資料、練習或解難活動 

資訊科技工具 多媒體資源 提供接觸最新資訊的渠道（例

如：突發時事）及多元化的學習

經歷 

視聽教材 有助把課室外的情境帶進課室 

網絡資源 幫助學生建構知識和讓學生分享

學習經驗及資源 

社區資源  將學習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 採用適當的學與教策略，幫助學生發展不同的能力。例如：在進行專題研習或協作

的學習活動時，可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長處讓他們擔當不同的職份，讓不同的學生都

能在研習時得到發揮的機會 

� 對能力較高的學生要求較高層次的表現或選派他們參與較具挑戰性的學習活動。對

於能力稍遜的學生，教師可以讓他們擔任一些能力所及的工作，以發展他們的才能

及培養他們的信心和自我形象 

� 透過不同的方法（例如：提供清楚的解釋和指示、給予持續的回饋）加強互動學習 

� 根據活動的性質和目的，靈活地把學生分組 

� 為學生提供課業及練習時，調校支援程度和方式 

� 因應學生的學習多樣性，設計不同程度的課業和練習 

� 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進度調整學與教的速度 

� 多採用持續性及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