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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自主學習「實踐」系列（一）： 

從杭州觀課看內地特色的自主學習（上）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 
 

本學年初，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團隊到杭州考察，期間在當地一所實驗中學

進行觀課，包括中、英、數、科學四科，每科兩節。當中每課節的流程大致相同。

本文先描述他們的課堂設計及上課模式，下篇將作詳細分析。  

 

課堂流程：六步三查 

  就我們觀察的八課節，每堂流程大致一樣，皆遵循學校推行的「六步三查，

以學定教」的政策而設計的： 

一、 課外自學（批閱一查） 

二、 課前分工 

三、 小展示（參與二查） 

四、 大展示 

五、 回饋小結 

六、 當堂訓練（批閱三查） 

   

  筆者覺得這是「杜郎口式」1的變種，甚或是「升級版」。其中第一步，是指

學生在上課前一天，須自行完成教師派發的「導學案」（課外自學），而教師亦在

上課前已經完成批改（批閱一查）2。在上課時，每位學生手上拿著一張已批改

的導學案。第二步是「課前分工」，即每班學生分成若干小組，每組五、六人，

而每組在上課前需要作簡單分工，以決定在正式上課時誰負責寫黑板、誰負責匯

報等。第三步「小展示」，類似我們平常的小組討論，在學生討論時，教師會巡

察，監察學生是否有參與討論及其表現（參與二查）。到一定時間後，教師會指

示每組學生負責匯報導學案的其中一部分，各組代表隨即在黑板寫上他們要展示

的內容重點（該課室前後皆有長黑板，能讓多組學生同時書寫）。待各組書寫完

成後，教師便會指示各組輪流匯報，這便是第四步的「大展示」了。當每組匯報

完成後，其他組的同學便可發問、質詢、批評，教師在適當時候作補充（稱為「點

                                                 
1
 「杜郎口式」是指山東濰坊杜郎口中學採用的教學模式，由於坊間有大量材料講述其教學模式，

這裏不作重覆，有興趣讀者可參考網上材料，或閱讀趙志成博士有關自主學習的文章。 
2
 學校層面有配套，使教師有時間在學生完成導學案後，並在下一課節前，可完成批改。詳見本

文最後一節「學校層面的配套」中的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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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接著便到下一組匯報，如此類推，直至各組完成匯報。其後踏入第五步「回

饋小結」，教師便會要求學生總結當堂所學，在場所見，多組皆舉手「搶說」自

己的總結，當最快舉手一組完成後，其他組可自願舉手作補充，教師則會作最後

總結。若時間許可，則會做練習，視之為「當堂訓練」，而教師也會批改這部分

的練習（批閱三查）。 

以下用其中一堂該校七年級（即中一）的數學課堂為例（該課節主題為「有

理數的乘法」，與香港中一課程的「有向數」相似），講述當中一些重點。 
 

導學案的設計 

導學案開首列出學習目標、學習重點及學習難點。接著便是核心部分「課前

自學、課中交流」，這部分再分為三小部分：「探索新知、應用新知、拓展提升」，

大約是由淺入深的編排，要求學生看書自學基本有向數（即正負數）的乘法法則

後，便應用這些法則計算幾題習作，接著便鑽研一些較艱深的概念及習作（例如

判別多個正負數相乘，其積之正負）。接著便是「小結」，以下列問題要求學生反

思： 

「通過本節課的學習，你的收獲是？還有哪些困惑？」 

導學案最後一部分，是「當堂檢測」。學生不需要在課前做這部分，這些練

習題應是在課堂末時做的。 
 

課堂流程 

在第一步「課外自學」及第二步「課前分工」後，課堂的流程如下： 

第三步：小展示 

在這部分，每六人一組，教師沒有干預分組討論，全由學生自主，教師只作

觀察。在場所見，每組自行分成兩至三個小組，二至三人進行討論，有些水平較

高的學生在教同學，其中一項較特別的，是有些二人小組在「對讀」，即拿著導

學案，大聲讀出內容給對面的同學聽（當中有一小插曲，其中一名正在對讀的學

生，當筆者行近他身旁時，他讀得較大聲，當筆者拿出手機拍攝，他又再提高聲

浪，當筆者巡迴課室各組，回到他的組別時，他剛讀近尾聲，在讀完後，他見筆

者還在拍攝，不知所措，唯有重頭讀起，自己也不禁笑了出來，一時間，展露出

小孩可愛的一面）。 

 

過了約十分鐘，教師便提點各組準備接下來的大展示，每組有兩名同學把他

們即將要負責匯報的部分，抄在黑板上。 

第四步：大展示 

各組輪流匯報。教師在他們匯報前強調，同學須盡量講出理由，不應只說答

案。在場所見，匯報者皆盡力解釋他們為何會這樣解該題數，比起香港一般只在

黑板寫下算式，似乎是進步了。當每組匯報完，其他組別的同學會爭相舉手作點

評，有些指出他們的錯處，有些作補充，教師則以加分作鼓勵，故「搶評」的氣

氛熱烈。教師在中段數次作補充，也有提問，即所謂「點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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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回饋小結 

這部分教師要求同學摘要地說出該堂所學的重點，也是舉手搶答。其中一名

同學當教師一問，便以超速搶答，快速地說出課堂「摘要」，相信他是上課前根

據導學案的內容，已準備好的撮要，並已背誦好的。其後有兩名同學舉手作補充，

補充內容皆與該兩名同學所屬組別，在大展示時匯報內容相關的，甚為合理。最

後教師便作幾句總結（教師只說幾句：「多個數相乘，應先決定其正負符號，餘

下的便是小學問題了」）。 

第六步：當堂訓練 

雖然導學案這部分有四題練習，但該節不夠時間做這部分，在教師作總結後

便下課。 

 

學校層面的配套 

 為了使上述的課堂設計落實，學校還有以下措施配合： 

 

一、分組方法 

學校把學生按學業成績分為三類：善（擅）學、樂學、勤學。善學為上等、

樂學為中等，勤學為下等。上述小組以異質分組，則每組包含三類學生。在大展

示時，老師鼓勵（例如加分）樂學及勤學的學生作匯報，以免每堂只有善學的學

生作「表演」。 

 

二、班級經營 

上述的六人小組，鎖定三年，即整個初中階段。學校除重視學業外，也重視

班級經營，培養學生互相幫助，刻意營造小組學習氣氛。 

 

三、學習技巧 

各科老師於開學初期，刻意教授學生學科的學習技巧，提升他們的自學能

力。 

 

四、設定預習時間 

學校已為導學案數量設上限，學生每天只須做四份導學案。每天下課後，學

生於下午 4時至 5時 30分皆須留校，完成三份導學案（即約半小時完成一份），

並即時呈交，餘下一份回家做。這措施也讓教師能在當天有時間，於明天上課前

已批改好導學案。 

 

在了解上述課堂設計與流程後，下篇將具體分析這種課堂設計，以及探討一

些調適版本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