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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校校校校本本本本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課程的組課程的組課程的組課程的組織織織織    ――――    結合知識結合知識結合知識結合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技能和態度的技能和態度的技能和態度的實踐實踐實踐實踐    

 

講者： 吳木嘉先生 (教育局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 

郭詠儀老師、趙淑儀老師 (鐘聲學校)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鐘聲學校的協作老師總結了17-18學年在五年級發展校本課程的經驗，歸納出三個重點: (一)

在各單元引入相關的思維技能，讓知識和技能的整合更為緊密，亦藉此促進學生主動建構知

識、整理思考和引導自己的學習；(二)在科學課題引入貼近生活經驗的動手探究活動，建立

學生的科學過程技能之餘，亦培養主動探究的態度；(三)教師在設計單元時，用概念連繫割

裂的知識，讓學生的學習從背誦零碎資料，轉為應用概念和分析資料，從而提升學習的層次。 

 

常識科的目標常識科的目標常識科的目標常識科的目標    

常識科課程指引明確重申了「學會學習」在這新世紀的重要性，亦指出常識科「課程旨在引

導學生加深認識自己和他們所在的世界，以及人類、事物與環境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課程

發展議會，2017，頁 2)。中央課程提供了開放而靈活的課程框架，並鼓勵教師因應學校的需

要和社會的發展，建構具特色的校本課程，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經驗，具體地對應學習的

需要，使學生透過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習內容和多元化的學習經歷，積極主動參與學習，從

而達致促進學生「學會學習」的目標。 

 

連繫連繫連繫連繫生活的課程生活的課程生活的課程生活的課程    

在 2017-18 學年與鐘聲學校發展常識科校本課程的過程中，協作團隊致力培養學生「學會學

習」的能力。協作老師心中所繫的並不只是教科書的內容，而是透過這些單元的學習，培養

學生主動探究的能力，讓學生認識自己和所身處的世界，以及體會人、事、物之間的相依互

存關係，從而促進學生「學會學習」。為此，協作老師把課堂的學習聯繫到學生的生活經驗，

讓學生體驗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課堂學習，從中親身發掘學習的意義。例如：在有關「香港經

濟發展」的單元中，教師發現學生對各種經濟活動的概念相當陌生，於是參考了其他學校的

校本課程經驗，以學生喜歡吃的薯片作為聯繫生活經驗的題材，讓學生整理和分析在獲取原

材料(農業)、製造薯片(工業)、以至銷售(服務業)過程中所涉及的「時、地、人、事」，並鼓

勵學生用圖文並茂的方法記錄當中的思考過程，然後透過小組討論和滙報交流等主動參與的

學習手法，讓學生從具方向的資料整理和人際交流互動中，拓寬和加深對經濟活動的認識，

從而建構對經濟活動的概念。在上述的例子，協作老師發現以薯片作為題材，確能促進學生

更主動投入學習；而在過程中輔以適切的思維工具引導學生的學習亦相當重要，是次老師選

用的流程圖能協助學生釐清各行業所涉及的生產程序和相互關係(見圖一)，而「時、地、人、

事」的思維方向更豐富了學生對經濟生產活動的具體認識，拓寬了學生的思考，也培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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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技能。 

 

 

 

 

 

 

 

 

 

 

 

 

 

 

 

 

 

 

 

 

 

 

 

 

 

 

 

 

    

    

    

    

    

    

 

 

 

圖一 : 藉著圖像化的方法，幫助學生整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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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技技技技能能能能在課程中的定位在課程中的定位在課程中的定位在課程中的定位    

 

常識科的單元一般以知識作為組織的核心，貫穿各個學習範疇的內容。例如：初小在「親親

大自然」單元中，學生學習的不單是有關香港常見動植物等科學知識，同時也包含郊遊時應

有的公民責任和對環境保育的認識。安排合宜的話，這些綜合性單元課程應該能夠促進學生

認識自己和所身處的世界。但課程指引所倡議的「認識」不應單單停留在知識層面，而是應

該結合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全面成長。故此，鐘聲學校的協作團隊著意在各個單元中加入相

關的思維技能，加強知識和技能之間的密切關係，讓學生的學習經驗更為豐富之餘，也培養

學生主動探究的能力和正面的學習態度。鐘聲學校的校本常識科課程既以內容知識組織單

元，也以學習技能作為考慮，校本課程文件列出了各個單元的焦點學習技能，以確保課程內

知識和技能的緊密結合，為學生提供豐富及多樣化的學習。表一列舉了鐘聲學校五年級常識

科校本課程中的部分焦點技能: 

 

表一 : 結合在各個單元中的焦點技能 

焦點技能 思維工具 相關課題/內容 

排序 流程圖 經濟活動的相互關係 

排序 時間線 香港經濟發展史、反吸煙運動的進程 

比較 溫氏圖 
比較男女青春期變化 

比較不同報章對同一新聞的報導 

比較 列表比較 比較不同媒體的特質、比較行星的資料 

數據分析 閱讀圖表 營養標籤、吸毒原因 

資料分析 個案分析 青春期生理及心理變化 

正反思維 天秤圖 禁煙、青春期心理變化 

多角度思維 代入不同角色 祖國歷史、青春期的心理變化 

評價 明辨性思維 香港經濟發展的挑戰、祖國歷史 

 

在落實以上學習技能的過程中，協作老師總結出以下的要點 : 

� 技能不應抽空地作為內容教授技能不應抽空地作為內容教授技能不應抽空地作為內容教授技能不應抽空地作為內容教授，，，，而而而而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結合於相關單元內容結合於相關單元內容結合於相關單元內容結合於相關單元內容    

協作老師認同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的重要，但不認為這些技能應該獨立成為教授的學習內

容。在議訂這些焦點技能時，協作老師最主要的考慮是某項技能在相關單元學習所能提

供的貢獻，以求提升學生的學習。以青春期的單元為例，課文列舉了兩性各自的生理變

化，協作老師認為這正好以溫氏圖引導學生有方向地整理課本資料，讓學生體會溫氏圖

的應用能突顯事物間的異同，亦讓學生更認識兩性在青春期的轉變既有各自的獨特性，

也有不少共通點，這樣的課堂亦有助培養學生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人際間的差異。 

 

� 持持持持續續續續練習與多練習與多練習與多練習與多樣樣樣樣化化化化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的平的平的平的平衡衡衡衡    

技能是需要練習的，故協作老師在不同的單元會引入相同的焦點技能，讓學生有反複練

習的機會，這亦可增進學生在不同情境中應用焦點技能的經驗。學習技能的多元化發展

固然也需要考慮，而常識科包含六個學習範疇的豐富內容，實在提供了引入多樣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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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良機。協作老師亦製作了「學習技能總表」，列出各單元的焦點技能，以助檢視

在整個學年的學習裡，重複練習與多樣化發展之間的平衡，盼能使技能的培養有恰當的

安排。 

 

� 展現展現展現展現及及及及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學生思考學生思考學生思考學生思考，，，，藉以評估課堂學習藉以評估課堂學習藉以評估課堂學習藉以評估課堂學習    

協作老師因應單元的內容和引入的焦點技能，設計了相配的學習工作紙，目的是為每個

學生創造親身參與學習的機會，促進學生展現各自在學習過程中的思考，並藉相關的焦

點技能引導他們主動地整理自己的想法。這對促進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有利之餘，亦為協

作老師提供了一線窗，藉此窺探學生內心所想，從而讓協作老師可以從學生的工作紙，

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的思考。所以各單元中引入焦點技能既為學生提供了適切的學習工

具，也提供了有效的課堂評估工具。  

 

� 促進課堂互動促進課堂互動促進課堂互動促進課堂互動    

傳統的課堂多倚重教師主導的提問，學生主要的任務是回答教師的提問，卻較少有機會

思考為甚麼要問這些問題，學生在這類傳統課堂的學習角色較為被動。而結合知識、技

能和態度的課堂為學生提供較多主動參與學習的機會，緊扣課堂學習焦點的工作紙成為

學習過程的輔助工具，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學習，並且記錄學生的思考。相對於傳統課堂

一閃即逝的對答，工作紙記下了學習過程的點滴，為學生參與小組討論和全班滙報等進

一步學習奠下有利的基礎，促進學生參與互動的課堂，從聆聽他人意見、提出問題和作

出回應等的過程中，積極投入學習，拓寬思維，深入思考(Earl, 2003)。 

 

 

二二二二、、、、    發展具探究性的發展具探究性的發展具探究性的發展具探究性的科學科學科學科學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想起科學，不少人會聯想到穿白袍的科學家，在滿佈精密儀器的實驗室裏鑽研出來的高深學

問。這樣的想法彷彿把科學看成與世隔絕，只屬於少數精英和獨特的實驗室環境。是次協作

團隊的老師卻認為小學生學習的科學，應該可以聯繫到日常生活經驗的，好讓學生能親身進

行主動探究。學生學習的除了是課文內容，也要建立相關概念，並培養學生探究周遭的能力

和主動求真的態度。這也正回應了常識科課程指引的倡議—加深學生認識自己和他們所在的

世界的關係。 

 

� 創設主動探究的經驗創設主動探究的經驗創設主動探究的經驗創設主動探究的經驗    

協作老師認為緊扣生活的題材對學習抽象的科學概念相當重要。以平面鏡鏡像為例，

「左右倒轉」似乎不難理解，而教科書也會圖文並茂地展示鏡像，甚至提供「倒像」在

日常生活的應用(例如：在救護車車頭所刻的字樣)。在這些解說和展示的過程中，學生

仍然只是扮演較為被動的接受角色。學生在填充題可以寫出「左右倒轉」作為答案，但

他們有多了解鏡像呢? 協作老師設計了讓學生動手探究鏡像的活動，透過主動參與和互

動的教學策略，促進學生對鏡像的細緻觀察，從而建立對鏡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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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老師以日常生活的題材，在各個科學課題設計讓學生親身動手探究的活動，提供細

緻觀察相關科學現象的機會。透過記錄和整理，建立學生對科學較深入的思考(見圖二)。 

 

圖二 : 學生透過親身動手，探索相關的科學現象 

 

� 建立科學概念建立科學概念建立科學概念建立科學概念    

「光」、「聲」和「電」可以說是常見的詞彙，但相關的科學概念對小學生卻可能甚為抽

象。以「電」為例，學生可以觀察到的是電所產生的效應，但電本身卻是學生看不見、

聽不到、嗅不到和觸不到的。協作老師苦思如何增進學生對電的掌握，於是老師以乾電

池作為學生探究電的材料，從探究活動中建立學生對電壓和電量等的相關概念，以增進

學生對電建立更具體的認識。例如：學生透過活動，了解電池的電壓會影響電池在接上

燈泡所產生的光量程度，而電量卻決定可以用上的時間，學習活動有助學生釐清兩個有

關「電」的基本概念，促進學生認識抽象的科學概念。 

 

� 引導學生經歷探究引導學生經歷探究引導學生經歷探究引導學生經歷探究    

不少學者批評科學課堂過於著重灌輸知識，容易把科學矮化為按照指示就能完成的「食

譜式」科學(張善培，2006)，忽略了科學的本質就是探究。遇上課本常見的材料，如：鐵

釘放在不同指定環境會有甚麼變化? 而答案就在掀頁便清楚展示的情況下，有多少學生

還會認真探究這類常見的「食譜常見的項目」? 

 

協作老師在各個科學課題也設計了具探究空間的活動，學生往往對這些活動有不同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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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解釋，這正好讓學生經歷較為實在的探究。 

協作老師應用「預測、觀察、解釋」(White & Gunstone, 1993)的互動教學策略，先讓

學生預測結果，從而引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也鼓勵學生聯繫自己的已有知識。學生動

手接駁電路後，驚覺燈泡竟然會亮起，於是自然會問 ―「為甚麼」。為了提高學生解釋

這個現象的能力，協作老師引導學生比較同一擺放方向電池組合的亮度，學生發現原來

探究中電池組合(見圖三)的亮度，比三顆同一擺放方向的電池弱得多，卻與單一顆電池

的亮度無異。這個發現誘發學生一連串的討論，學生最終提出相反方向的電池會「抵消」

原有的電壓，所以探究中的電池組合只剩下一顆電池的電壓。在過程中，學生有方向地

探究相關問題，透過親身動手、觀察、紀錄和詮釋數據，建構有依據的解釋，經歷了真

實和豐富的探究體驗(Goldsworthy, 2004)。 

 

圖三 : 教師以「預測、觀察、解釋」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進行探究 

 

 

三三三三、、、、    單元課程的重組單元課程的重組單元課程的重組單元課程的重組    ――――    提升學習的層次提升學習的層次提升學習的層次提升學習的層次    

 

常識科的課程一般會以單元形式組織，從而綜合各個學習範疇的學習內容。以「錦繡河山」

這個單元為例，內容主要是認識祖國地理、氣候、生產，以至相關的生活。協作老師檢視採

用的課文後，認為當中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但若平舖直敘地教授，恐怕學生只會把本來

彼此關係甚為密切的地理、氣候和生活分割為獨立的知識，最終難以幫助學生認識這些知識

間的關係，亦未能發揮綜合學習的優勢。協作老師認真研究這個單元後，發現課文內很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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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實可以重新組合，並且把大部分的內容整合為三個基本概念，包括: 

1. 中國位於北半球，愈北的地方愈近極地會愈冷，愈南的地方愈近赤道會愈熱 

2. 中國的地勢大致西高東低，而愈高的地方會愈冷 

3. 中國的海岸線大致在東邊，其餘三邊是與不同國家相連的內陸 

 

老師教授這三個概念時，會以課文資料作為學習材料，例如：上面南北的概念可以解釋香港

與北京的氣候差異；東西的概念就可應用於拉薩和上海的比較；而海岸加上剛在上個單元學

過的水循環，可以解釋雨量的分布。這樣，學生學習的重點不再是背誦個別城市的氣候資料，

而是按情況運用相關的概念去理解課文所提及的祖國資料。學習的層次從著重知織，轉為應

用、分析，甚至是綜合的層次，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層次之餘，亦加強了相關內容的聯繫。在

整個單元的學習中，學生需要選取適當的概念，應用在不同的情況，例如學生會比較住在西

北草原的蒙古族與居於南部秀麗山川的壯族的生活，並以所掌握的概念分析兩個少數民族在

衣、食、住、行的獨特文化與他們居住地的關係，從中了解土地如何孕育出豐富而獨特的文

化。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常識科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加深認識自己和急劇轉變的世界，以及人類、事物與環境之間互相

依存的關係，故常識科的學習不應單停留在知識的背誦。無論是在人文學科和科學的學習，

也應包含相關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的結合，以促進學生「學會學習」。在組織課程的單元時，

可以把相關的知識內容整合，結合技能與態度的考慮，提升學生學習的層次，這也能把學習

從割裂資料的背誦，轉到建立和運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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