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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學習及教學探討   
成就學校發展目標

該校早於 2017/18 學年推行電子學習，是為推動自主

學習的一環。其時，學校乘「自攜裝置」（BYOD）

政策推展「四高」課堂策略，並為教學團隊提供大

量資源配套，包括：購置平板電腦及開發電子教學

平台軟件等來協助教師進行教學、建立電子學習網

站以鼓勵家長與學生在家通過網上平台學習等。為

進一步提升電子學習的效能，學校管理層決定尋求

校外專業支援，為教師進行培訓及注入新思維。

行動決定成功，有效的學校改進講求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配合，藉着學校、科組、教師個人層面之間

的互動，配合發展焦點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及學生的學習效能，從而推動學校的整體改進，這正是整全

式學校改進之精髓。一向致力於幫助學生建立積極健康的生命願景的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近年積極推

廣高回饋、高展示、高參與、高互動的「四高」課堂策略，以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去年，學校邀請QSIP
團隊協作，善用電子學習的優勢來加強「四高」課堂的效能及照顧學習多樣性，並帶動教師的專業發

展，一起朝着學校的發展目標進發。

課堂目標　着重學生得着

林德育校長說：「與 QSIP 團隊的協作為教師帶來思

維上的轉變，強化『教學要着重效能』的意識。究

竟運用電子教學可為學生帶來甚麼效益呢？同時教

師又是否看到學生獲得這些效益呢？教師也要思考

電子教學如何配合學校的『四高』課堂策略及照顧

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呢？」

n（左起）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姚榮錦副校長、黃勵德副校長、林德育校長、樊文輝副校長

學 校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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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早在 2008 年認識 QSIP，並於過往的教學生涯

中與 QSIP 團隊協作，他笑言 QSIP 前總監湯才偉博

士的一席話為他帶來思維上的重大衝擊，箇中反思，

受用至今。「那時候，我已經當上老師十多年，對

於課堂教學充滿信心，我的課堂能令學生感到十分

愉快，當時湯博士跟我說：『學生上課確實很愉快，

不過，這堂課的目標是讓學生愉快抑或令他們有所

得着呢？』他的說話令我有所反思，自此，每當上

課之前，我都會思考這堂課想為學生帶來甚麼得着？

他們要掌握哪些基礎能力？我就是根據這些想法來

設計課堂活動。同樣地，推行電子教學除了要讓學

生享受學習樂趣之外，也要讓他們從中掌握不同的

能力，這樣才稱得上合格的課堂。」

循序部署　逐步推動變革

回想過去幾年推行電子學習的經歷，從規劃到鼓勵

教學團隊作出嘗試都有細意部署，由幾位副校長組

成的電子教學課程組及資訊科技組逐步為教師解決

困難，為團隊增加信心。

樊文輝副校長表示：「教師起初面對新科技、使用

軟硬件都未有足夠的信心，黃勵德副校長為教學團

隊制定了一個三層發展及培訓架構，第一層是建立

核心小組，專注從課程及資訊科技層面上開發出一

個電子教學平台，第二層是由各科科主任一起從學

與教的角度測試電子教學平台的可行性，第三層就

是面向全體教師，培訓他們掌握電子教學的概念及

技術。」

學校開發了一個電子教學平台，配合各式各樣的軟

硬件資源，為教師帶來教學上的便利，對電子教學

的接受程度日增。林校長說：「無論推動任何新的

教學計劃，最重要的是令教師知道這個計劃是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為目標。比如說，若大家知道利

用這個電子學習平台的教學過程比用粉筆更為便利，

他們自然樂於採用。於是，我們購置平板電腦及建

立電子教學平台供教師使用，只要他們作出嘗試，

就會發現採用電子平台、影片等來進行教學，比在

課堂上滔滔不絕講解更為有效及方便，能節省不少

課時之餘，又能幫助學生理解箇中概念，感受到學

習的趣味。」

n林校長說：「對教師來說，
學校引入 QSIP 團隊的專業支援
為他們帶來一個機會，可同時
提升教師的教學能量及學生的
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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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教師循序漸進地應用電子教學，學校管理層積

極地鼓勵教學團隊自行設計教材，進一步推動電子

學習的發展。黃副校長說：「我們的教學團隊較為

年輕，很多教師都積極運用應用程式來開發不同的

電子教學資源，並於教學平台上與同事分享。當他

們嘗試配合學生需要設計電子教材，漸漸地發現設

計教材並不如他們想像般困難，加上親歷這些教材

為學生學習帶來的好處，久而久之，他們更加投入

當中，對電子教學的信心更大。」

專業支援　提高發展層次

幾年間，學校在推動電子教學方面獲得不少成果，

其時，林校長期望將電子教學的發展推至更高層次，

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教學質素和效能，及更好地

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我們開始探討如何就

發展電子教學找出準確的切入點及總結經驗呢？當

疫情緩和後，由網課回歸實體課，又如何繼續善用

電子學習的優勢，在面授課堂裏適切地引入電子學

習元素變成混合式教學呢？」於是，學校引入 QSIP
團隊的支援協助教師設計教學內容、優化效能。他

進一步指出，教學團隊未必有很多有效的點子，因

此，期望透過 QSIP 團隊的支援，教師能善用電子教

學工具來教授知識，提高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效能之

餘，也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QSIP 團隊的加入，為教師提供貼身的支援，促使整

個教學團隊更專業地探討如何有效落實電子學習。

姚榮錦副校長指出，QSIP 團隊的支援為教師釐清了

很多關於電子教學的想法。「當談到電子學習，很

多人都會構思如何善用電子學習工具來設計一個課

堂。其實，不是整個課堂內的所有環節都適合應用

電子學習，相反地，教師要分析哪個課堂環節需要

使用電子學習工具以助學生學習。QSIP 團隊與教師

一起備課時，會提出很多問題，刺激教師思考哪個

課題適合電子教學、哪一個課堂環節可善用電子學

習工具來協助學生學習，甚至是哪類型學習風格的

學生特別需要電子學習的配合呢？」在專業支援下，

學校的電子教學發展便能推上更高層次。

思維衝擊　教師專業成長

培訓為教師帶來思維上的衝擊，也加速了他們的專

業成長。協作一年多，幾位副校長都表示 QSIP 團隊

的支援為教師帶來教學思維上的新刺激，教學更具

信心。

黃副校長說：「我們每年都會在教學層面上制定一

些目標，今年的目標是落實 BYOD 政策，再了解學

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回饋，因為自從學校幾年前推

行自主學習計劃後，教師期望有更具體的方法去掌

握學生的學習效能，QSIP 團隊除了為教師介紹電子

教學工具外，還帶領他們善用電子工具來進行回饋，

甚至是學生如何評價自己的學習方面，令教師獲益

良多。」

n學校管理層指出，QSIP 團隊能以中立
而專業的角度來審視學校的優缺點，找出
問題所在，並提出改善方向，同時協助學
校確定改進的切入點，透過培訓來提升教
師的專業能量，讓學校持續發展。（圖為
QSIP 學校發展主任到校進行全體教師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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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照片由受訪學校提供）

談到電子教學的新點子，姚副校長以數學科為例指

出：「教授圓周時，我們要向學生講解直徑、半徑、

弧位等較抽象的概念。現時，教師採用了一項由

QSIP 團隊介紹的電子教學工具
1
來講解，學生比以

前更加容易掌握箇中概念，而這些內容是難以通過

粉筆繪圖顯示出來的，這樣可讓教師體會到電子教

學工具能提升教學效能，是值得去使用的。」

樊副校長對於QSIP團隊的貼身支援甚為欣賞。他說：

「每當我們遇到難題時，就會請教 QSIP 團隊，他們

會仔細聆聽我們的需要及意見，再為我們推介很多

新工具或想法以助解決困難，箇中互動交流可提升

教師的專業能量及教學信心。」

推動改進　既貼地又到位

能讓教師從培訓中獲得專業成長，有賴配合校情而

度身設計的專業支援。林校長說：「QSIP 團隊有別

於其他支援機構，會以專業的角度評估教師本身的

專業能量及強弱項，再根據學校的實際需要度身設

計培訓內容。這種專業支援更為貼地及到位，令教

師確切地感受到培訓內容實用性高，能有效地提升

他們的專業能量。」

黃副校長認同地說：「QSIP 團隊的支援並不是『套

餐式』支援，能為學校及教師把脈，提供最適切的

培訓。」

想增加教師培訓的成效，林校長強調學校管理層的

參與非常重要。「管理層需要就着學校的發展目標

與 QSIP 團隊一起規劃培訓教學團隊的方向，同時，

管理層也可從 QSIP 團隊的口中得知學校在發展的過

程中要作出哪些資源配套來協助教師的專業發展。」

他指出，學校現正規劃三年發展計劃，其中一個關

注事項就是以照顧學習多樣性為目標，應用電子學

習為策略；學校期望繼續與 QSIP 團隊一起將這些目

標落實執行，為教學團隊提供適切的培訓，帶動學

校改進。

他說：「一所學校的長遠發展需要『大齒輪』及『小

齒輪』的配合，即既要宏觀地制定改進方向，亦要

微觀地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技術，不能簡單地只處

理某一項學與教的問題。」這正是整全式學校改進

的理念。

n林校長笑指，只要將電子教學變成簡單、
易上手的工具，而這種教學方法可為學生學
習帶來益處，教師自然會樂於採用。（圖為
教師運用工作紙，引發學生作電子探究和實
體操作的探究，以電子互動白板作紀錄，並
於課堂上跟全體學生分享，增加互動。）

附註

註［1］：GeoGebra

n學校管理層指出，電
子學習有助激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照顧學習多
樣性、提升回饋的效能
等，對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很有幫助。（圖為學
生在課堂上應用電子學
習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