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校情

25班男女校

電腦 設計與科技 家政 商業

中一至中二 2節 學生單雙數互換
2節

/

中三 2節 學生選修DT/HE/VA
2節

/

中四至中六 ICT
6節

DAT
6節

/ BAFS
6節



TE課程更新的契機

•2013 EDB  TE 同工到訪本校

協助本校檢視科技學科的課程

認識TEKLA課程架構

•2015 EDB TEKLA 重點視學

提供已重整的科技學科資料作視學

跟進EDB視學後的建議



TE課程更新帶來的轉變

由 到

•各科較獨自運作 整體合作規劃

•較為校本課程 更緊貼EDB課程指引及要求

•較傳統教學模式 較多元化跨科教學活動



TE課程更新的正面影響

•學生在科技領域中各方面知識得到較平均的發展
•促進跨科合作及溝通
•減省資源重疊(不同科目教相似內容)

•為推行STEM作更好準備



• 持續

- 為學生提供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六個知識範圍

- 採用一個靈活而開放的課程架構

• 深化

- 加強初中及高中的銜接

- 有效運用電子學習

- 創造跨學習領域的學習機會

- 在課程及學校生活中滲入價值觀教育

•聚焦

-資訊素養

-跨課程語文學習

-共通能力

-STEM教育

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重要角色:TEKLA統籌

 課程檢視:分析各相關科目所包含的學習元素

 了解校情:分析本校的優勢、限制及關注事項

 重整課程:整體性調整(平衡各學元素)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重要角色:TEKLA統籌

•召開會議
•資料數據收集及整理
•協調各科調整教學內容
•監察課程更新進度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課程檢視:分析各相關科目所包含的學習元素

•計算整體課時百分比(8~15%)

•檢視各科現有教學進度表
•列出課題內所包含的元素
•重點討論重疊或缺乏的項目



檢視各科現有教學進度表



列出課題內所包含的元素
按照TEKLA指引內的六個學習範圍的元素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了解校情:分析本校的形優勢、限制及關注事項

限制

• 初中沒有商科

• 個別科目課程緊密

• 部份特別室已改成班房

學校關注事項

• 提昇教學效能

• 培養學生自律自學

• 追求卓越

優勢

• 初中開設CL、DT及HE

• 高中開設ICT、DAT及BAFS

• 學校較重視科技教育

• 學生喜愛參與科技活動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重整課程:整體性調整(平衡各學習元素)

方法一:有相關科目

•課程剪裁、減少重疊內容

•優化課題、涵蓋更多學習元素(例如:資源管理、營銷策略)

•跨科學習、讓知識融會貫通(例如:專題習作「機械人+編程」

•建立共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重整課程:整體性調整(平衡各學習元素)

方法二:未有相關科目(初中沒有商科)

•透過其他形式校內活動補足

•開放日經營茶座生意

•年宵攤位

•義賣籌款

•學生會賣文具

•學生會選舉宣傳

•學生代表參與飯商投標意見



TE課程更新的實踐

重整課程:整體性調整(平衡各學習元素)

未有相關科目(初中沒有商科)

•讓初中學生了解相關高中選修科(銜接)

•選科簡介活動,如「與科任老師對談」

•生涯規劃活動,如講座及參觀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內各科及與其他學習
領域的協作

各科目亦與本學習領域和其他學習領域的科組協

作,如中史科丶普通話科、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等,

組織跨科學習活動 ,如時裝設計比賽、廣播劇製

作、售賣活動等,讓學生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實

踐所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