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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剪？課展！」 ─ 從常識科自學單元的設計
看學生自學能力的發展

江雪儀女士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靜儀老師、曾可欣老師、劉雅賢老師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林凱欣老師、張倩華老師、劉媛珊老師、梁安琪老師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是次分享會邀請了五旬節靳茂生小學和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分享從常識科自學單
元的課程設計以發展學生自學能力的經驗。其設計概念融合了常識科探究式學習元素、「自主學
習」及「引導式自主學習」的各項學術理念。內容重點為分析：
(一) 如何在小學常識科課程發展自學單元；
(二) 應用自學單元後的教學反思。

學習理論基礎和定義概說
  從近代的學術文獻可見，「自主學習」的概念在近三十多年的教學發展歷程中佔重要
位 置。「自 主 學 習」的 名 稱 乃 譯 自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Self-regulated Learning和
Autodidacticism等不同的英文名稱。不同的學者對「自主學習」概念各有詮釋，但當中概念差別
不大，皆是基於「以學習者為中心」(Caffarella, 2003; Abdullah, 2001)及由學習者主導學習經歷
的理念所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模式。
  Gibbsons (2002, p2) 認為「自主學習」乃「由個人選擇及付出努力所獲取的智識、技能、成
就或個人發展上的增長，學習過程不被時間及情境限制。」在Abdullah (2001) 的文章中，把「自
主學習」的模式分為五項重點，分別為：

1. 「自主學習」視學習者為學習的擁有人，須管理其學習過程及為其學習負上責任。故
「自主學習」的概念包含了個人管理及自我檢視的元素

2. 引起學習動機、激勵及維持學習者的學習能耐是重要的部份
3. 學與教的決策權由教師移遷至學習者身上
4. 教師透過教學設計，把學習過程顯示出來，為主要學習元素及知識重點起著鷹架作用
5. 「自主學習」能發展出學科為主的知識，讓概念知識轉移及應用至新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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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上，「自主學習」的模式較少應用於兒童的學習設計中，這現象也許因為當中的過程
必須依靠學習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對知識追求的原動力。學習者須認清學習目標，安排學習進
度及尋找資料來源，然後透過運用研習能力獲取知識，這類型的學習歷程看似孤軍作戰。但從
Knowles(1975, p18) 的定義看來，「自主學習」的歷程一點也不孤單無助。他認為「自主學習」是

「一個以學習者為主導的學習過程，依靠自己或透過他人的幫助，由學習者判別自我的學習需
要。籌組學習目標，斷定及搜集各項學習資源，挑選及實踐學習策略，並評估其學習效能。」它
實質是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中的人和物互動的過程，透過師生或同儕的意念交流，對個別學習者
及同儕也有互利的知識增長。這正與本港小學常識科學與教的主導原則中「發展學生『學會學
習』的能力」理念相同。

運用小學常識科課程，設計出自學單元，以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
  所以事實上，「自主學習」並非成年人學習的專利，如能運用恰當及配合細緻有趣的校本課
程設計，它的理念是不難運用於小學常識科課程設計中的。雖稱為「自學單元」，教師施行課程
的意念絕非草草的把課程裁剪去掉，讓學生自己學完，不測不評便算。反之，它是一個心思細
密的課程發展成果，「自學單元」的設計源於中央常識科課程架構，因應學生程度和能力、已有
知識、生活經驗、興趣及需要，經過剪裁、調適、增潤或延伸而為學生發展出的。
  為配合小學生的認知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教師運用了近年常應用在醫護人員培訓的「引
導式自主學習」(Directed Self-guided Learning) (DSGL)模式。它是「督導式學習」和「自主學習」
的混合模式，不但運用了上述「自主學習」的概念和要素，亦加强了教師在課程設計者及促進學
習者的角色。
  「引導式自主學習」模式是把整個學習過程因應學習者的已有知識及生活經驗，設計成各
項分段學習里程及任務。老師於分段學習里程中適時介入，進行對學習者的學習進度、理解程
度及能力發展成效的評估 (Wood, Bruner, & Ross, 1976)。老師可在設計課程時刻意安排介入
的特定時段，如教學重點與另一重點之間，或在學習者完成某一預設學習任務之後。老師的介
入也可是解難過程中突然的時機，用作引導學習者的解難過程，調適其學習方向。從中，教師
可運用提問及加入教學難點以營造挑戰(Bjork, 1994) ，激勵學生作更深層次的思考(Ericsson, 
2007)。這激勵雖然在學習過程中令學習者產生一定的迷惘及疑惑感覺，甚至暫緩了其學習的速
度(performance-learning paradox) (Schmidt, 1992)，但這其實有助維繫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
能耐，是發展學習者後設認知能力(metacognition)的過程，長遠是有助提升學習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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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分享
 以下的實例分享結合了上述學術理論和「引導式自主學習」的概念，在小學常識科課程中配
合所選課題，以「自學單元」的模式施行。
一、延伸學習篇
課程設計簡介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的老師善用專業自主空間，配合常識科課題、學習重點及學生程度設計
自學單元，供學生在長假期中作延伸學習。老師靈活地選取一些能讓學生透過自學過程掌握的
課題作課程設計，便能為科目騰出空間以進行其他活動。
課程發展經過及施行後反思
  以往，自學模式曾經是只由學生閱讀課文，然後完成作業便可，自學內容並不列入測考範
圍之內。經過數年的推行，團隊發現如只要求學生閱讀課文後完成作業，其對課題的認知則只
流於學會課文知識的層面。經商討下，發現自學單元的理念可取，但施行模式則有待改善。因
此在2011-12年度，老師決定改變固有的模式，於四年級細緻地設計了各自學單元，以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
  教師在備課時根據學生的已有知識和課文中的學習重點設計自學單元。從中連結起各主要
學習元素及知識重點，並加入不同的學習活動拓寬學生思維，讓學生對課題有更深入的考究。
教師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不同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學生還能從進行任
務的過程中，學會不同的技能和態度，體現自主學習的精神。
  教師在自學課程文件的開首，撰寫了「給家長的信」，闡明自學模式的理念及學習重點，讓
家長能配合孩子在家中自學。教師會賦予學生不同的學習身份，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
運用相關的網址及影片，完成具挑戰性的任務。完成任務後，學生會進行反思和自我評估，以
檢視學習的成效。最後，教師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引導學生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並會透過
提問及加入教學難點以營造挑戰並助其總結所學。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是自主學習的重要一環。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會悉心安排不同的學習
任務，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勵學習。為了讓學生能實現自主學習，教師在設計校本剪裁課
程時，會把學習的決策權由教師移遷至學習者身上。教師為學生設計較廣泛界定的學習任務，
但學生仍有一定程度的決策權去完成這些任務。
  以自學單元「漫遊香港」為例，學生會以外星人小軍曹的身份到訪地球進行任務。在「給家
長的信」中，老師先讓家長理解自學單元「漫遊香港」的設計理念，讓學生透過與家長在假期中
親身遊歷不同社區的全方位學習及自學過程，對所居住的城市有更深入的了解。從中記錄社區
環境與面貌，深思香港的地理特徵及其對香港發展的機遇及限制。學生能因應自己的興趣自行
決定考察地點進行考察。教師透過教學設計，學生能在自學單元掌握不同的研習技巧，如搜集
資料和運用組織圖，同時亦培養學生的整理、分析和批判性思考能力。在假期中，學生除閱讀
課文內容外，也須瀏覽由老師提供的指定網頁和影片，還要尋找二手資料如報章、課外書及其
他相關網頁，並進行實地考察，以完成自學單元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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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醫療服務與健康」的自學單元中，課本只要求學生認識香港的醫療系統，為讓學生對這
課題有更深入的認識，故在設計自學單元時加入了培養學生善用醫療資源的態度及價值觀的元
素。讓學生跟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及時事新聞的理解，分析香港醫療資源緊絀的時事議題。例如
在探討「濫用急症室和雙非孕婦所帶來的問題」部份，老師巧妙地加入「挑戰題」加深難度營造
挑戰。並在課堂中跟學生分組討論，透過提問及口頭回饋，激勵學生在自學單元中學會自學，
運用自己的方法尋找答案，從而培養學生善用醫療資源的態度。
  另以自學單元「四海一家」為例，在假期前，老師在課室播放了「加恩在香港生活」的故事
動畫，先讓學生初探不同人種的不同生活方式，然後讓學生閱讀課文和指定網址以完成學生任
務。教師在自學單元中加入組織圖的題型以訓練學生綜合資料的能力。在結尾部份，老師利用
網上翻譯網頁Google翻譯，讓學生鍵入英文句子「Jesus loves you」，自選一種語言作翻譯，再
把自己翻譯的句子列印貼上或抄在工作紙上，於假期後把句子用翻譯後的文字朗讀出來與同學
分享。從學生作品看來，學生皆能完成自學單元。當中有些同學在思考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影
響之好壞的題目中分析獨到，可見學習成果已超越原本單靠完成作業為佳，亦更明確顯示出自
主學習的特色。

二、專題研習篇
課程設計簡介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配合了校本主題「優化團隊，發展資優，做個感恩公益人」，
從五年級常識科上學期的單元「活在資訊年代」設計出「公益至Net長門人」的服務學習主題，
進行了為期約半個月的專題研習活動。學生先完成自學單元「資訊科技小達人」。全級四班學生
再分別當上了「科技小達人」，服務約50個年屆60-85歲的長者，將他們的《科技小達人秘笈》傳
授予長者們。學生先在課室教導長者們電腦基本知識，再在電腦室與長者們使用電腦軟件製作
聖誕卡及玩網上益智遊戲，長幼兩代共享資訊科技的樂趣。

課程發展經過及施行後反思
  學生在上學期的自學單元「資訊科技小達人」自學了課本單元「活在資訊年代」，建構了各
項與資訊科技、電腦的發展、網絡世界、大眾傳播媒介的運用及使用資訊科技時應有的道德操
守等知識及價值觀。再瀏覽長者中心及其他與安老事務有關的網站，認識長者的背景、需要及
興趣，並了解為長者設計活動時需要注意的地方。老師透過服務學習的模式，運用了「引導式
自主學習」的概念，按照學生的年紀、心智程度及生活經驗，進行了是項專題研習活動。從中
了解香港的人口老化現象及建構「老有所為」和「敬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價值觀。
  從學生的反思、訪談片段及老師教學記錄中，不難感受到學生在進行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心
情矛盾，對這學習模式可謂「又愛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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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愛自學」的原因大致有二：
自學過程度高自主
  學生對自主學習模式並不抗拒，部分學生更表示「自學單元」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享受較大
自由度，過程更輕鬆。在傳統教學過程中，老師何時教？教甚麼？怎樣教？⋯⋯皆完全取決於
科任教師，學生只能被動地受教。可是在這次「資訊科技小達人」的自學單元裏，教師設計自
學單元時先把各學習重點安排在各學習任務中，讓學生透過完成學習任務的過程掌握基本課題
概念及知識重點。教師只提供時間表和指引讓學生完成日誌內的任務，至於在家中哪段時間自
學？自習多久？學得多深入與多廣闊？則取決於學生的個人主動性。
自學過程富挑戰性
  在自學過程中，學生不能再像過往一樣只作個知識的接收者，他們需要自行發掘有關的知
識、答案和進行延伸學習。對於學習能力較高甚至是資優學生來說，自主學習比平日課堂更有
挑戰性和趣味性，間接激發學生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雖然，不少學生「愛自學」，但是「怕自學」的亦大有人在。其實，學生不喜歡自主學習的
原因不難理解。他們過去習慣從書本直接找答案，漸漸養成這種慣性及惰性，現在要求他們自
行上網搜集資料，整理和分析資料，學生需比以前更花時間和心思才能完成自學單元，他們
當然會感到較吃力！  自學日誌內有不少思考題，著學生評鑑和表達感受及意見，面對這種題
目，學生未能像從前那樣翻翻書，抄抄答案，便輕輕鬆鬆地完成功課。他們一般不太適應這種
沒有固定答案的題目模式，面對陌生的題目，一條條的答題線，往往在心底疑問：「到底我要回
答多少才能符合老師的要求？」顯然，學生缺乏答對的信心，亦未必掌握答題的方向和技巧。
  另一方面，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易感迷茫。即使他們完成全本自學日誌，亦未必能確定
自己對課題是否掌握，感覺還不如傳統教學般來得踏實。這種不肯定會為學生們帶來恐懼，他
們會質疑自己：「到底我學了些甚麼？」、「測驗考試的題目，我懂得作答嗎？」
  從上文分析可見，如能運用恰當及配合細緻有趣的課程設計，「自主學習」的理念是不難運
用於小學常識科的，而「引導式自主學習」的施行模式更能配合本港小學的情況。一方面，我們
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所增長，他們變得積極主動，享受不被時間及課本範圍限制的自主學習
空間。另一方面，學生需學會從迷惘中拼合知識。由於自學單元中並沒有特定標準答案，同儕
間需運用共力，作資料篩選，從討論過程中獲得共識。在整個教學流程中，老師只會作適時的
介入，亦不會主動提供標準答案，甚至加設學習難點挑戰學生。這也增加了「引導式自主學習」
的趣味及學習效能。實際上，施行過程中學生(甚或老師) 少不免碰到迷惘及疑惑的時刻。但當
中所建構的自學能力不正是課程改革下希望發展的「學會學習」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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