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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日常教學，協助學生掌握科本知識的學習策略 

 

對象：中二級地理科 

理念： 

由於人文學科的知識量頗多，若按一般教科書的編排「依書直教」，不少學校老師也面對

以下問題： 

 課堂教學偏向著重傳遞知識內容，較忽略相關學科學習技能的發展，未能銜接現時高中「能

力導向」的課程要求； 

 學生對學習有關課題感乏味，課堂表現較為被動，相當局限學生自行繼續探究的興趣； 

 學生以憶記（recall）教科書或教師所預備的「精華式」筆記內容來應付校內測考，其分

析（analyze）、應用（apply）及轉移（transfer）能力較弱，在較為高階層次題目的表現仍

有待加強（如：資料回應題、分析及評鑑性題目等）； 

 課時有限，老師有感難以同時兼顧教授知識及學習策略。 

 

即使是在第一組別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力較高，老師仍經常面對課時不足問題。計劃支援

人員與一所成員學校的老師進行共同備課時，發現問題源自部份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慣於要把

課文內容從頭到尾講一遍才感「安心」，以致課堂大部份時間均要花在解說一些基礎概念，缺

乏時間和空間進行深入討論，有礙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因此，支援人員與科組老師進行共同備課時，會引導老師因應教科書內容探討以下問題： 

 學生能靠自己學到什麼？我們可以把這些部份交給學生「動手做」，而非由老師講解嗎？ 

 對學生來說，什麼才是真正的學習難點？老師如何在課堂上作點撥釋疑？ 

 如何提出具挑戰性的問題或任務，以引發學生思考及延展其能力？ 

 

策略及效果：  

i. 善用圖像組織作知識整理 

 

以中二級地理科「Water Cycle」一課為例，支援人員估計若以第一組別學生的能力，應該

可大致理解課文內容，惟未必能掌握地理科繪畫註釋圖（annotated diagram）的方法。而且，

教科書往往把「最後答案」一早展示，缺乏建構過程之餘，亦令學生有感挑戰性不高，未能引

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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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教科書內容 Ch.3.2 Where does water come from? 

 

 

有見及此，計劃人員與老師便選了這部份內容，結合自主學習策略，讓學生「先做後教」，

嘗試利用圖像組織整理其所理解的教科書知識內容： 

 

圖 2：學校 A工作紙設計: 

 

 

 

 

 

  

在設計工作紙時，會清楚說明學習目標為「善用圖

像組織來整理知識，並學習繪製註釋圖（annotated 

diagram）」，強調地理科所需的學習策略。 

在施教時，由於擬避免學生直接抄錄教科書的註釋圖，因此課堂要另外印發此頁

「原始資料」讓學生閱讀及消化，不能看教科書，而嘗試自行用方法把水循環的

流程及內容用圖像組織整理知識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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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學生產出例子 

 

 

 

 

ii. 合作學習、共同建構知識、促進學生反思改進 

 

從上述學生例子可見，不同學生在理解和消化相關知識時，會用不同方法繪製註釋圖，表

現會有差異，正正提供很好機會讓同儕之間互相交流和學習。因此，在課堂上同學會以 4人為

一組，互相分享其成果，找出異同之處及互相補充，發揮共學精神。老師在過程中會巡視學生

的習作，了解學生的常犯錯誤及學習難點，並選出數份屬「中品」及「較佳」的學生作品，邀

請同學作解釋及滙報，共同建構水循環註釋圖的知識及評分標準，並就學習難點帶領全班作討

論和點撥釋疑。 

 

最後，老師會邀請學生將自己所繪製的註釋圖和教科書作比對，反思哪一幅圖較佳，讓學

生真正體會和明白繪製註釋圖的技巧在於清晰及簡潔地表達概念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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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教科書與學生繪圖對照 

 

此做法能有助教師善用課堂時間，與學生進行較高階的分析和討論，促進自主學習。 

 

 

iii. 運用電子學習照顧學習差異 

 

為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協助同學課後作鞏固，老師親身示範繪製註釋圖的步驟及方法，

並利用電子平台發佈短片給學生作鞏固及溫習之用。 

 

圖 5：老師示範繪製註釋圖 

 

 

 

iv. 「開本小測」（open-note quiz） 

 

為提升學生做筆記的意識及技巧，支援人員建議老師在課堂上讓學進行「開本小測」

（open-note quiz）。學生須在課堂的指定時間內，嘗試運用圖像組織整理課文內容，製作相關

的温習筆記，並即堂利用有關筆記進行「開本小測」，繼而解說科本做筆記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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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做筆記前，老師會給予以下提示： 

 要避免直接抄寫教科書內容，要嘗試利用符號/圖像組織加以整理； 

 要考慮地理科的特點，記下「重點」； 

 思考有哪些方法能有助日後的記憶及溫習。 

 

在選取有關素材及設計小測題目時，會有以下考慮點及元素: 

 教科書有關內容表面看來屬較為事實性的知識；但現時地理科的課程會要求學生作比較及

分析，因此在設計小測題目時要融入資料回應題。 

 學生在溫習地理科時大多只關注文字內容，往往忽略地圖，未能辨認地理位置及相關特徵；

小測題目會要求學生辨認地理位置。 

 

 

圖 6：教科書相關內容 

 

 

圖 7：學生即堂做的溫習筆記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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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小測後，會提問學生以下問題： 

 你是否滿意自己這次「開本小測」的成績？為什麼？ 

 你認為所做的筆記能否有助你應付小測題目？ 

 回想剛才做筆記的過程，有哪些困難？ 

 試比較上述同學Ａ、同學Ｂ和同學Ｃ的筆記，你認為哪一位同學的筆記最好？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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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同學筆記及相應的「開本小測」(open-note quiz)例子： 

 

 

 

同學Ｄ的筆記及小測 

同學Ｅ的筆記及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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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兩個學生的筆記可見，較能掌握地理科學習技巧的學生懂得記下地圖的重要地理位

置，亦會嘗試比較中國不同地方的地勢及河流特徵。老師可透過是次教學活動，了解學生平日

做筆記的方法及水平，適時作點撥及示範。此外，對學生而言，「開本小測」也是體驗式的學

習，能即時取得回饋，反思何謂「好」筆記？如何做有助科本學習的筆記？並能互相學習，取

長補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