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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情景讓學生聚焦及針對性預習， 

並扣連課堂教學促進學生建構知識 

 

對象：高小常識科或初中科學科 

理念： 

 高小常識科或初中科學科往往面對一個難題，就是學生尚未掌握學科能力前，往往較被輸

入相當多的硬知識。為此而設計的預習，往往也跌入讓學生預先抄記硬知識的層次。從自主學

習的角度看，同學透過預習獲取基礎知識（或重溫已有知識），是為了扣連課堂教學環節進行

真實的應用，並在過程中由老師作點撥釋疑。如此，知識及能力才能逐步建構。有見及此，計

劃嘗試於預習中創設能讓學生真實運用知識的情景，對自主學習甚為關鍵。 

   

策略及效果：  

i. 教師層面：先創設學習的角色及情境，提升學習的探索空間 

 

 計劃觀察到不少常識科科學相關單元或者初中科學科，都出現同學只是在預習中抄寫硬性

知識，課堂上亦只是按已有步驟進行已知結果的實驗，難言自主學習。以「水的探究」為例，

水的特質、水的沸點、濾水實驗的操作程序等已有既定「答案」。因此，計劃建議教師先掌握

如何創設情景，讓同學真實地經歷如何運用以上的知識和技能。再以「水的探究」為例，計劃

協助老師製作幾款不同的液體樣本，並且以「尋找對種植有幫助的聖水」為情境（圖 2），安

排學生把這些液體樣本與某一指定的液體樣本作比較。當學生去觀察及記錄相關的「水的特

質」，又或者檢測這些樣本的沸點、蒸發會否有雜質時，自然是令學生投入探索的學習向度，

及後便能逐步鋪排預習及課堂教學的環節了。 

 

圖 1及 2：透過創設情景——把實驗活動變成具自主學習歷程的活動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透過全校式自主學習照顧學習差異（QSIP-SDL） 

©  香港中文大學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2017                           頁 2 

有關創設一個理想的學習情境，有一系列的原則及注意事項，如下： 

 

創設情景的原則及注意事項 

 

計劃旨於讓老師們掌握相關原則，從而可以把「創設情景引發自主學習歷程」

的教學手法應用到其他課題當中。例如高小的「太空探索」課題一直也是資料

性、硬性知識被動接收為主。預習本來都是硬知識抄寫，例如「各不同星系的

體積、表面溫度、氣態或固態」等。然而，學校創設了情景，讓學生們回應「登

錄各個不同星系最需要注意的困難」後，學生們上課前進行的「課前預習」便

變成是為「課堂合作探究」作資料輸入的預備。課堂上便會出現真實應用知識，

從而建構新知識的自主學習歷程。為達到以上教學效能，創設情景的原則及須

知如： 

 

 學生要解答的必須是「研究問題」而非「資料複述性」問題； 

 創設情景可以由相關知識的實際應用出發，但簡化成學生的能力所限之

下，仍可以處理的程度； 

 老師須提供指導讓學生聚焦地預習，並在課堂探究中引導以點撥釋疑； 

 為配合教學目的，創設情景的相關樣本或者數據，亦可以是老師設計的虛

構或二手資料。有時往往這樣更能產生對照效果，教學效能更明顯；及 

 須注意，創設情景而出現的「研究問題」，其目的實為引發學生進行探究

的「學習需要」，從而產生自主學習的過程。相關「答案」根本不重要 

 

 

ii. 教學層面：學生更聚焦及針對性地進行課前預習，並扣連課堂教學中探究 

 

 按自主學習的理念，課前預習必須要與課堂教學扣連方能發揮作用，故此常識科或科學科

常見的「抄寫知識對答案」的做法實在難以實踐自主學習。引入了同學要解難的情景後，同

學也必須要預先被輸入基礎的知識，才可以進行解難。由於有了相關情景，同學知悉要測試該

水樣本（液體）的各種特性，於是就可以著同學在預習時，針對性地就同一測試作最基礎（純

水）的預習。因此，預習便更為聚焦，而且將會在課堂教學中充分被應用。 

 

 然而，在應用的過程中，同學又不斷會發現難點。例如「應該如何記錄？」、記錄時要注

意甚麼才能較準確等。透過不斷發現學習難點，並由老師在課堂中點撥釋疑、建構知識，完成

一個自主學習的過程。同時，由於學生要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測試，學生自行完成的比例亦可以

逐步提升。讓同學在老師引導下，逐步自主地掌握到相關的實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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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聚焦且扣連學堂教學的預習設計 

   

 

 

iii. 學生層面的效果：真實地建構及應用知識，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由於並非進行已知結果的實驗，進行過程中亦不斷發現難點而有所學習，同學在學習過程

中表現明顯更高的積極性。由於學習歷程較接近真實體驗，同學不單展示較高的好奇心，對教

學內容的細節亦更加印象深刻。據課堂觀察： 

 

 部分同學更進一步提出其他可再進行的測試條件，甚至提出可測試校園甚至校外

其他水樣本； 

 有同學建議可以測試樣本的「重量」（密度）或「含糖量」（因為之前課堂使用過

「升糖試紙」）； 

 又有些組別自發到家中、公廁、溪澗、各種瓶裝飲料等地方取得更多的樣本作測

試 

 

由此可見，課堂教學可延伸變成小型專題研習，讓同學自發自主地進行自訂子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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