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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常識科課程以「探究式學習」為主要的教學取向，相關的研習技能與高階思維技能的
發展與運用為重要的學習成果，另一方面，此等探究技能亦為自學能力的基本元素，
具體來說，學生自行理解學習內容，找出與組織資料重點，並進行評論、比較與正反
兩面思維等分析活動。期望學生在較少依賴他人的指導下進行學習活動，以至主動地
對學習有關單元及進行延伸活動。 

本場次的分享學校嘗試在高年級探討如何利用預習活動有策略地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
即研習技能與高階思維技能的掌握。分享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重點：（一）設計與實施具
發展自學能力元素的預習活動；（二）預習活動與單元教學的配合。 

 

分享內容要點 

(1) 視預習活動為單元教學的一部份──預習活動成為課堂教學活動的前奏，亦即為課
堂教學的延續，因此，預習活動應與單元教學目標相配合，包括知識、技能與態
度三方面。 

 

(2) 預習活動具有發展自學能力的元素──學生在預習活動裡，藉自行閱讀課本內容或
資料找出重點，點列或運用組織圖展示重點；此外，利用思維策略作初步分析，
例如比較異同與正反兩面思考，在科學課題中，預習活動包括自行進行較簡單的
實驗或測試活動。 

 

(3) 課堂活動評估預習活動的成效──在課堂的學習活動中，老師採用不同方式，跟進
預習活動的成效與自學能力的發展情況，例如以問答比賽形式評估學生對預習內
容的知識點的理解程度；藉課堂討論環節，了解學生在預習活動中自行構思的論
點與看法，對於學生表現不理想部份可作即時跟進。 

 

(4) 學生在預習活動的表現──大部分學生能夠理解閱讀資料，將重點展示在不同形式
的組織圖，包括表列和流程圖。在運用思維策略方面，學生也能按指示自行分析
事物的異同，以至判斷資訊內容的性質，即掌握辨別事實與意見的技能。在科學
類單元的預習活動裏，學生大多能完成相關的實驗活動。總的來說，老師同意預



習活動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理解單元的學習重點，並讓學生較易投入課堂的
學習活動。 

 

結語 

本場次參與者在設計常識科預習活動的時候，可考慮以下四個問題：   

(1) 預習活動的學習目標是什麼？與單元教學目標聯繫嗎？ 

(2) 自學能力的目標是什麼？怎樣藉預習活動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   

(3) 這個課題的內容，哪些知識點與技能項目適宜在預習活動中自行學習？ 

  怎樣藉課堂活動評核學生自學能力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