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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方位學習強調從真實情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
堂學習難以達到的學習目標。全方位學習強調課程本身需要由以往只重視傳授知識，
推展到豐富學生的經歷，它緊連課程，並且貫穿各學習領域，在課程發展上扮演着「延
伸」、「拓寬」及「促進」的功能(香港教育局，2014)。 

 

多年來，全方位學習在常識科的學與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老師若能配合校本課程
的設計，全方位學習是把學生的學習經歷從正規課程或非正規課程的「學習空間」
(Jackson，2008; Barnett，2010)  拓展到其他環境中的理想策略。「學習空間」不單是指
物理空間，亦是學習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思想空間。人們的思想空間源於已有經驗與不
同經歷間異同的對比和連繫  (祁永華、謝錫金、岺紹基、林浩昌，2005)。 

 

是次分享，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的老師們將分析如何運用常識科校本課程的
多元學習經歷，配合二年級教科書中「我在哪裡？」、「香港的社區」及「本區的特色」
的三個課題，並結合全方位學習的理念，以發揮「延伸」、「拓寬」及「促進」的功能。 

 

課程內容分析 

在設計有關介紹社區的課題時，老師往往面對相同的困難，就是書本中所引用的社區
例子與學生所居住的社區並不配合，當中用作闡述社區特色所引用的例子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割裂。有見及此，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的老師們巧妙地運用校本課程，
讓二年級的學生能從生活的經歷中了解學校所處社區的特色。 

 

相對其他區較早發展，油尖旺區是複雜的多元化社區，當中包含了居住社區、商業、
旅遊等，交通發達人來人往，日與夜的生活大大不同，各有特色。因此，老師們梳理
了教科書中的課程重點，注入了油尖旺區的特色，重新設計此課程，讓學生能從「遠
而近」了解油尖旺區，並提升其對社會中的人和事之關注。在課室及社區兩個層面提
供全方位學習經歷，創造課程空間發展學生情意。 

 

「延伸功能」：連繫着各學習領域的學習機會 

常識科的進度特意與數學科配合，務求能使學生把在數學科中所學知識如方位和地圖
閱讀等概念，應用在常識科活動之中。教師善用資訊科技：Google 地圖的街景服務，



讓學生在課室中由遠而近了解香港共分為多少區及每區各有不同的特色，再模擬遊歷
油尖旺區各具新舊中西特色的地方。在地圖中認識油尖旺區所在的方位乃香港的中心
位置，又透過相片比較不同的社區重建項目，並了解填海前及現在的面貌改變。這不
僅深化了「我在哪裡？」、「香港的社區」及「本區的特色」共三個課題，讓學生從新
舊對比中把思想空間延伸；也取代了較為沉悶之課本為主導的教學方式。更在課程中
加入「油尖旺區巴士遊」的全方位實地考察活動，把「學習空間」從課室延伸至社區
之中。考察過程中學生能應用在課室所學的方位、閱讀地圖及社區特色等東西，深化
了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認知。 

 

「拓寬功能」：在學習領域以外所連繫的其他知識和生活經驗 

學校租用了兩輛雙層巴士作「油尖旺區巴士遊」的全方位實地考察活動之用，由老師
按油尖旺區的特色，配以課本內容及學習重點來安排巴士路線。學生安坐巴士上層遊
覽油尖旺區，除了觀察各新舊中西文化特色建築物及特色景點如玉器巿場、眾坊街榕
樹頭、果欄、旺角舊差館、前水警總部等，更能讓學生觀察不同區域中街道上人們的
工作及活動狀況。沿途老師不斷介紹景點及加以提問，引領學生在真實環境中仔細觀
察。讓孩子用他們的小眼睛看看這多姿多彩，和而不同的大社區，拓寬了學生的視野。 

 

「促進功能」：培育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技能，促進學生的課堂學習及全人發展 

學校亦配合了單元「做個好居民」，進行了「假如你是區議員，你會如何改善這社區，
令人民生活得更安康，更開心?  」的多角度主題討論活動。這活動運用了在課堂中已
建構有關「我在哪裡？」、「香港的社區」和「本區的特色」的課業知識，並在「油尖
旺區巴士遊」中洞察到的民生點滴，培養學生對所處社區的人和事的關注。明白社區
中各個工作崗位也是重要的，大眾應各展所長共創和諧社區。   

 

老師特意把學生的歡樂照片印製成明信片，讓學生配合中文科的學習內容及投寄信件
的生活技能，在明信片上寫上感謝的語句，並張貼郵票和填寫地址，將明信片到消防
局、郵局及家中，學生從中學習關心社區並感謝幫助市民的公務人員及家人。 

 

學習成果 

據同遊觀察所得，學生及老師均喜愛是項活動，參觀前的準備如模擬遊歷特色景點和
簡單的行程工作紙，都能使學生的即場學習增添效能。此行能令學生增廣見聞，能從
短短的歷程中觀察到貧富差距、中西新舊文化的對比。目睹不同的民生活動，如工人
辛勞地在果欄搬運一箱箱的水果；老人及露宿者在烈日下的街道拾荒；赤膊的工人在
地盤幹活；國內遊客守候在廣東道名店外排了長長的購物隊伍⋯⋯令活在幸福中的孩子
體會不同民生的細節。這些都是課本教學未能提供，但能透過全方位學習「延伸」、「拓
寬」及「促進」的寶貴學習經歷。讓小孩的眼睛察看大社區的人與事，讓小小的心靈
關懷共創和諧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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