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教育組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生物部分) 

學校個案分享 II 

 

本個案旨在分析一所學校在生物科的課程規畫及學與教策略，以配合促進學習的

評估及照顧學習差異。 

 

1. 該校的校情有甚麼特色？ 

 

 位於新界區，由宗教團體開辦。 

 津貼中學、男女校。 

 以中文教授生物科及組合科學(生物)。 

 選修生物科及組合科學(生物)的學生均來自不同班別，各自修讀不同的選修

科目，因此興趣、能力及背景知識頗為參差。 

 教師們具備教授高級程度及中四五生物課程的相關經驗。 

 

 

2. 該校如何根據校本情況推行生物科課程？ 

  

 配合學校的情況及學生的需要規畫課程 

 教師因應學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情況規畫三年（2009-2012）

的生物課程及組合科學（生物部分）課程。（附件一） 

 在設計教學進度時，教師考慮到學生的思維發展、已有知識，以及初中

科學科和新高中課程的關係，以制定學與教的次序。由中三升上中四

時，不少學生都需要時間適應，才可應付學習的要求。因此教師會先行

教授一些基礎課題和較易掌握的基本知識和概念；抽象和複雜的概念，

則安排在中五下學期教授。例如：把《光合作用》和《吸呼作用》及《遺

傳與進化》等課題安排至中五下學期教授，屆時學生已掌握一定的生物

學知識，學習這些課題時便不會覺得太過艱深。（附件一） 

 教師安排學生於中五下學期學習生態學的基礎知識和概念，並於暑假期

間進行生態研習；在中六學期初，緊接著教授選修部分《應用生態學》

課題。這安排有助學生把生態學的相關概念聯繫起來，提升學習成效。

另一選修課題《人體生理學》則安排到最後才教授，因為學習這課題時，

學生需要綜合運用人體各個系統和生理過程的知識，故此可進一步鞏固

反思問題：該校的校情與你的學校有哪些異同？你如何設計適切的校本新高

中生物課程及落實相關的校本評核？哪些因素會 / 不會影響你的決定？為甚

麼？ 



相關的知識和概念。（附件一） 

 參考課程及評估指引，在合適的課題上引入課程重點及相關的學習活

動，以科學探究及生物學的本質和歷史貫穿三年的課程，整合各課題的

生物學概念，設置有意義的學習情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附件一） 
 在工作紙加入有關課程重點的題目，例如附件二的第六至第八題，以檢

視學生對科學探究及生物學的本質和歷史的理解。（附件二） 
 有系統地安排校本評核，循序漸進。中四年級上學期先行教授一些基本

的實驗技巧(例如實驗儀器的使用和操作)，讓學生熟習這些基本的實驗

技巧後，才安排學生進行探究實驗(例如找出馬鈴薯細胞液的水勢)。 

（附件一） 

 

 

 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以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由於學生喜歡使用互聯網、個人網誌等資訊科技，教師利用教育城提供

的平台，把一些有趣的短片、熱門的題目及課程相關的活動撰寫成網

誌，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察覺到在課堂上表現不太活躍的學

生會積極參與網上討論，並發表有用的意見。資訊科技中的多媒體和互

動元素特別適合視覺或聽覺學習者。同時，無界限的網絡學習資源可讓

學生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興趣來學習。利用網上學習更可把學習伸延至課

堂之外，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解決組合科學教節偏少的問題。      

（附件三） 

 引入全方位學習經歷，安排參觀活動，拓闊學生的視野，讓他們在真實

情境中學習。例如，安排學生參加海洋公園學院主辦的課程，讓他們了

解環境保護、海洋生物的身體構造和習性，同時體會生物學有趣和生動

的一面。活動後，學生於教城網誌上完成相關課業及發表個人感受，教

師及其他學生可於網上作出回應。（附件四） 

 在校舍的天台設置有機耕種中藥園，安排有機種植活動，讓學生把生物

學知識應用在生活化的情境上，大大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令學習更加

有意義。（附件四） 

 通過以上的學習活動，學生對學習生物科的興趣有明顯的提升，成績亦

見進步。 

 

反思問題：上述學與教流程及校本評核的安排反映了甚麼課程規畫的原則？

又有哪些優點或可再增潤的地方？ 



 

 調適課業的程度和評估策略  

 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進程，調整工作紙、練習及測驗的深淺程度。例如，

從歷屆會考題目中，選取一些合適的題目，並加以修改，把一些艱深的

部分刪去，以配合課程的要求和學生的程度，藉此鞏固學生的學習成

果，亦可建立他們的自信心。（附件五） 

 利用教育城網誌收集課業，教師可於網上作出回饋，而其他學生也可發

表自己的意見，互相學習。例如，在完成海洋公園的學習活動後，教師

於網誌上提出問題，著同學提交答案。（附件四） 

 採用了循序漸進的校本評核策略，先安排一些簡單的實驗有關作業(如

食物測試)，同時亦在工作紙上列出實驗報告的要求，讓學生適應和了

解校本評核的準則。在評核學生進行實驗的能力時，教師透過設計評分

表格，縮短評核每一個學生所需的時間。評分後，教師會派發評分準則，

並向學生解釋評分準則和提供回饋，讓他們明白校本評核的要求，以及

了解自己的水平，從錯誤中學習，達至評估促進學習的果效。（附件六） 

 

 

 培養自主學習，建立協作學習社群（附件三） 

 為學生開立教育城網誌戶口，讓他們分享自己的課業和作品，在網誌上

展開討論，進行協作學習，或同儕互評，提高學習氣氛。學習社群的建

立，讓學生共同承擔學習的責任，促進學習的效能。教師也會經常就學

生發表的文章作出回應，令他們更加投入參與，加深對學習社群的歸屬

感。不同能力的學生均可在網誌上參與討論和分享資訊，按照自己的步

伐和興趣來學習，達到各展所長的果效。 

 

 

反思問題：這所學校的學生和你的學生有何異同？有哪些學習活動適合你的

學生？推行時會有哪些難題要面對？ 

反思問題：上述哪安排能夠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有哪些評估策略可促

進學習？ 

反思問題：該校著重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和協作學習能力，這些教學取向與你

的學校配合嗎？你的學校又能否採取這些措施呢？為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