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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支援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技巧，  

營造有利自主學習的條件（小學） 

 

對象：高小學生班主任及主要學科教師、小學高年級學生、家長 

理念： 

由初小的學習階段轉移至高小學習階段是學生另一學習的里程碑。小學高年級學生無論在

學習的模式、學習的習慣或是學習的方法等，都在這個時間形成了初模，這對於建構學生在自

主學習的基礎上會有一定的影響。相對初小的學習階段，高小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將能更加自

控（Self-control），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學習如何自我調整  (Self-regulated)及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並能開始自主地（Self-directed）找出其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作為其本身的

學習模式。為此，本計劃在建立高小學生的學習習慣與學習技巧上，期望能讓學生在認知層面

及策略當中，提供培訓及支援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策略及效果： 

i. 學生層面：培養學生學習習慣，提升其溫習的意識及學習技巧 

 

 學生在高小學習階段將開始養成基本的學習習慣，而在自我調整其學習的基礎上，老師或

家長的指引也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故此，本計劃讓學生、老師、甚或家長以認識如何在日常溫

習或考試的預備作部署，協助學生學習如何養成基本的學習習慣及學習技巧（表 1）。 

 

表 1：透過會議或工作坊分別協作學生個人、老師、家長建立學生學習習慣 

對象 活動 內容 

學生 工作坊 1 如何建立高小學生學習習慣，包括：基本學習習慣、時間管理 

工作坊 2 科本學習技巧：不同學科的學習方法 

工作坊 3 考試及溫習技巧 

教師 會議 1 初步會議：了解協作模式及相關資料 

會議 2 商討中、英、數、常科本學習技巧，包括：學習方法、做筆記、

如可建立科本學習習慣 

會議 3 了解校內評估政策及評核模式、商討各科所需應用的考試技巧 

家長 工作坊 1 如何培養孩子學習習慣，以促進自主學習 

工作坊 2 如何促進孩子自主學習：學科學習技巧 

工作坊 3 如何促進孩子自主學習：考試及溫習策略 

 

 學生從如何營造學習環境、整理學習材料、學會初步撰寫筆記或編寫合適的溫習時間表等

各方面，以不同的具體例子如何調整及培養個人的學習習慣（圖 1），以至在溫習時如何利用

有效的方法以作配合，例如如何撰寫溫習字卡與筆記、每天溫習的方法（圖 2）、如何憑測考

評估的結果作出反思，針對弱項改善表現（圖 3）等，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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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具體例子如何調整及培養個人的學習習慣  圖 2：如何撰寫溫習字卡與筆記、每天溫習的方法 

    

 

圖 3：如何憑測考評估的結果作出反思，針對弱項改善表現 

 

 

對於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本計劃向家長列舉不同的例子以作闡述促進孩子自主學習

的方法（圖 4），同時亦向家長提供一系列講座---舉辦不同類型以「培養孩子成為自主學習者」

作為主題相關的工作坊，期望達致家校合作（圖 5及 6）。 

 

圖 4：促進孩子自主學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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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及 6：舉辦不同類型以「培養孩子成為自主學習者」作為主題相關的工作坊 

  

 

另外，計劃亦同時讓學生了解各科目的學習特性，介紹不同的圖像組織方法讓學生學習撰

寫課堂或溫習筆記，以應用在知識整理或在其溫習的策略之中。學生在組織知識的過程裡利用

不同的圖像組織方法作出歸類及連系，引發學生理解不同的圖像組織方法的優點與缺點，讓學

生思考配合個人溫習的模式，選擇不同的圖像組織方法以作其個人化的表達方式（圖 7）。 

 

圖 7：學生例子：以不同的圖像組織方法以作其個人化的表達方式

 

 

在考試及溫習技巧及策略的工作坊之中，同學亦需以各科測考評估整體狀況作出反思，了

解自己在測考答題中的不足之處（圖 8 及 9），以作重新修訂其下一輪的個人的溫習或學習目

標及方向，培養學生自我反思的習慣，過程中計劃人員亦對學生教授不同學科所需的溫習策略

（圖 10），改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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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及 9：以各科測考評估整體狀況作出反思 

  

 

圖 10：針對不同學科所需的溫習策略 

 

 

以下是其中一所學校給予參與學生對於整體工作坊的成效評量（圖 11-13），顯示學生們對

於自主學習的認識及認識更多相關的學習的策略，並對工作坊帶有正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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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至 13：其中一所學校給予參與學生對於整體工作坊的成效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