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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改進系列

隨着科技發展，電子工具在教學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而學校在疫情下需要安排網上

學習及面對隨之而來的挑戰，推動了教師探討「電子學習」及「個人化學習」等學習

模式，更加速了相關發展。在疫情期間，聽過不少教師對於實踐電子學習遇到各種問

題，例如學生尚未建立網上學習的常規，在課堂中關鏡頭令教師猶如「進入黑洞」、

在網課中作提問時出現學生七嘴八舌又或是另一極端的「靜過太空」情況、或學生經

常欠交網上家課等，還有更多的疑惑是關於如何設計既能鼓勵學生參與又具學習效能

的課堂活動，及如何透過有效評估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面對各式各樣的實況與問題，學校如何從整體層面進行規劃，推動科組發展以至教師

專業發展，循序漸進協助教師從傳統課堂教學，順利轉移與過渡，以應用「電子教

學」作為實踐有效教學的「好幫手」？

凝聚專業力量 
推動電子學習

潘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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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電子學習的專業素質

推動電子教學不只是教學模式上的轉變，更重要的

是教師在觀念上的轉變，能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成為

促導者的角色及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並善用電

子工具的優勢協助學生建構知識。要促成這過渡，

Tucker（2019）提倡需要為教師提供持續、科本、對

焦及在地的支援，協助教師在任教的學科和級別中

實踐，這意念與引進校外能動者（external change 
agent）的學校改進的構思同出一轍。

Tucker（2019）指出，如以校外支援人員推動，支援

人員須同時具備三方面的特長：資訊科技知識、教

學法知識、培訓技巧，三方面融合能協助教師逐步

掌握如何應用電子工具設計有效能的教學。從 Tucker
的觀點引申，學校如期望由校內教師推動電子學習，

亦可參考這三個支援重點，在校內物色具備以下素

質的教師：一、有興趣探索電子教學工具的教師；二、

教學能量高的教師；三、具中層領導才能的教師。

以下分別探討具備不同特長的教師在推動電子學習

的角色。

一、有興趣探索電子教學工具的教師

學校領導可在校內發掘有興趣應用資訊科技促進教

學的教師，或積極試用不同電子教學工具的教師；

他們對電子教學有更多、更快的資訊，可以作為「嚮

導」，為團隊介紹不同類型或最新的電子教學工具，

拓闊同儕視野，讓同事們對如何配合校本需要選擇

合適的工具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們也可以與同儕分

享應用電子教學工具的經驗，包括挑戰、成果和反

思，讓教師團隊有更好的心理準備；學校領導可以

就着這些經驗，在規劃上作相應的配合，或在行政

上提供所需支援，例如建立教學資源互享平台等，

以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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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能量高的教師

教師團隊裏教學能量較高的教師可以從教學法的角

度，探索如何善用不同電子工具設計教學及評估，

補足傳統模式的局限，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提升教

學效能，並向教師團隊分享經驗。例如在一些課堂

教學較傳統的學校，教師通常以直述式的教學方法

進行教學，無論是利用板書或輔以出版社的簡報，

這類教學都較為單向。觀課所見，教師在課堂中與

學生的互動不多，較多以「一對一」的方式按已設

定好的簡報進行提問。就這例子，學校可以物色教

學能量較高或較積極嘗試不同教學策略的教師作為

試點，配合學習目標選用合適的電子教學工具加強

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及即時回饋，甚至開放課堂讓

同儕參考。

三、具備中層領導才能的教師

中層領導有帶領教師團隊配合學校發展焦點的角色，

在規劃、試行、檢討各階段有重要的帶領作用。在

透過推動電子學習提升教學效能的目標下，中層領

導宜在教師團隊中建立發展共識，及鼓勵他們認識

最新的電子教學平台及有助教學的電子工具，並建

基各學科的科本特性，及結合「有效學習」的核心

要素，從科組改進的角度提升教學效能。中層領導

可負責協調及引領團隊討論「電子學習」下的課程

規劃及調適、教學及評估的焦點，帶領教師探討「一

堂好網課」或混合式學習的參照標準。一些學校亦

會善用校外資源，如邀請研發電子教學工具的公司

到校，向教師介紹最新的平台和工具。此外，中層

領導可透過觀察前線的實踐狀況，身先士卒與教師

共同實踐及討論電子教學的優點與改善修訂之處，

讓成功經驗可以植根及延續。

善用校內團隊及外間支援的組合

上述三種素質，並非互相排斥，相信不少學校也有

同時具備多於一種素質的教師。比如說上述談及的

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部分其實是可擔當或正在

擔任教學領導的角色，帶領教師團隊進行教學探討，

例如：如何按學習目標及教學內容，考慮是否適宜

應用電子學習工具？如適合的話，應採用哪一種工

具？採用時，又應如何設計教學，使其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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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方面，又如何善用電子評估工具即時搜集、

儲存及分析學生的學習數據，檢測學習情況及難點，

以提供適切的課堂回饋及優化日後的教學工作？

然而，近年教育界人才流動情況加劇，不論是校內

教師，還是校外支援人員，都不易找到同時具備三

項條件的專才。因此，學校領導宜善用人才，先在

校內物色具備上述一項或多項素質的教師，組成一

個推動電子教學的核心小組。如這小組仍在某方面

較弱，即可考慮引入校外能動者，以糅合內外才能，

互相補足，促進教學改進。

總結

隨着科技進步和社會的改變，學校實行電子學習及

混合式學習是大趨勢。以上提出的討論，是從學校

領導及中層領導的角度作思考，以學校行政規劃及

教師專業發展的焦點上闡述，期望能幫助學校考慮

如何善用內部能量及外間支援，帶領教師團隊實踐

電子教學，甚至延伸至探討混合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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