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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實踐」系列（二）：  

從杭州觀課看內地特色的自主學習（下）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 
  

上篇描述了杭州某所實驗中學的課堂設計與流程，本篇將對這種課堂設計作

出微觀與宏觀的分析，並提供以這類課堂為基礎的調適例子。 

 

對課堂「前、中、後」的分析 

上述的上課模式，不論在上課前，在課堂內，以至上課後，皆有不少值得深

思的地方。以下作一些分析，以引起大家思考。 
 

課堂前 

在課堂前，學生除學習該課題的基本知識外，還要達到「應用新知」及「拓

展提升」的境界，這已是遠超傳統預習的要求。這裏有兩個難題，一是學生要花

多少時間完成導學案？即從看書學習基本知識起，到完成較艱深的練習，是否真

的能在（學校預計的）半小時內完成？似乎香港一般學生無法做到這點。其二是

照顧學習差異的問題。導學案中含有艱深的思考部分，應是照顧強學生的需要，

但要弱學生在他們自修時學會，便要看其引導成份是否足夠了。 

在教師方面，除了為每小章節製作導學案外，還須在上課前批改好習作，若

教師教的是主科，並同時教多班，這樣便要考慮教師的工作量了（然而，國內教

師與香港教師的教擔，不可同日而語）。 
 

課堂內 

在小展示時，學生自主地選擇做甚麼，「對讀」的功能，可能視乎科目而定，

若是中國語文科，朗讀課文可能有情感因素，但「讀數學題」，其意義則不大。

此外，若學生有不懂的東西，便要把握小展示的時間，問組內的同學。水平高的

組員，若同時也是表達能力高的，這自然是好事，碰上高水平而表達能力欠佳的

同學，未必幫得上忙。這時，弱學生便要靠大展示時聽同學匯報了，其效能則是

未知之數。 
 

課堂後 

我們知道學習除了「學懂」外，東方文化還少不免要「熟練」（而事實上，

東方文化下的考試，不單考學生是否學懂，還須考學生是否熟練）。以上述課堂

為例，有向數的運算，必須做大量的練習才會熟練。假若學生夠時間完成當堂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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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四題練習，回家是否要做家課？若要做家課，學生便要為同一科，同時應付

當天所學的家課，以及預備明天的導學案，這便要考慮學生的整體工作量了。 

宏觀分析：延伸課堂的兩個向度 

在香港傳統課堂的環境下，教師往往不夠時間完成課程，又或是在完成課程

後希望操練，以從「識」變「熟」，因而安排課堂後的補課。筆者在以往數十場

的校本教師發展日及公開研討會，也曾分析過這種傳統補課的發展歷程，即由只

有少數教師補課，以協助部分較弱學生，漸漸演變成大部分教師也安排補課給全

體學生，最後因各人在「搶時間」的混亂情況下，便踏入了「中央編製補課時間

表」的階段，而高中學生無論放學、星期六、或長假期，全都被安排到不同科目

的補課。 

現在這種以導學案為主幹的翻轉課堂（若說美式的翻轉課堂是用錄影片段作

為「翻轉」的手段，中式的卻是「用紙（導學案）來翻」的），可說是前置式的

「補課」。理論上，無論是看錄影片段或做導學案，也可在課堂時間上做，完成

後也可作討論及匯報，但這樣便需要兩節或連堂才能做到，最終便不夠時間完成

課程。上述的做法，便把每節課作前置式的延伸，達到連堂的效果。從單一課堂

設計而言，若教師花心機設計導學案，並真有深厚的「功力」在課堂中作「點撥」，

當然是精彩無比了。然而，若把這種意念擴散到全校，每科每堂皆如此做，情形

便像傳統補課一樣，變成各科「搶時間」，最終是否要各校的中央編「預習時間

表」? 

因此，當前線教師聚精會神地想如何設計導學案及如何在課堂上點撥時，學

校領導人須考慮各科合併起來的大圖畫。這可分為兩個重點： 

一、學校是否要把這種前置式延伸課堂的模式，大規模地擴散到各級各科的

每一堂?擴散的程度的基線何在？比如說，有學校只打算在初中語文科推行，用

意在於刻意讓初中學生在正規課堂以外的時間，投放更多時間在兩科語文上。這

做法一方面貫徹該校的學校發展計劃的一個關注事項（提升學生語文水平），另

一方面亦已為學生做導學案的數量設定上限（每天最多只有中文科及英文科兩

份）。這種校本的決定符合校情，不無道理。 

二、教師在推行這種前置式延伸課堂後，會否仍然保持著過往操練式的補課？

若是這樣，即學生無論是課前「預習」（其實是非常重量級的預備），又或是課後

操練，皆花上相當的時間。若各科同時進行，學生應該是無法承受了。事實上，

曾有學生反映，學校為他們安排得太多，反而減低了他們發展自主學習的空間和

機會。 

 

調適例子 

若香港學校要模仿內地推行「紙上式」的翻轉課堂，宏觀上的最大問題，是

各科每堂皆如是。但有些香港教師早已改變每堂皆要做重型預習的方法，改為每

個新課題前才有導學案，內容以引導學生認識該課題的基本知識，加上數題思考

性的問題，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這一方面可保留讓學生間中經歷「自學」的過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1.2015       20150100e 

3 

 

程，同時也大大減低學生的工作量，即使多科進行，也不致學生無法承受的地步。 

 

至於內地式的課堂內設計，有些香港教師只抽取他們認為好的部分來作試驗。

比如說，在課堂中的大展示部分，教師除了要求學生在黑板上展示算式與答案外，

還要講解他們的思考過程，這種「講數」方式，在香港的課堂甚為少見，但卻有

助提升學生學習思考，值得借鏡。其實，即使不做導學案，教師也能在傳統課堂

上持之以恒地對學生有這種要求。類似地，只要不是堂堂如是，上篇提及的小展

示與大展示，教師也可安排作傳統教授模式後的練習。此外，也有教師因在批改

導學案時，發現很多學生犯了關鍵性的錯誤，擔心他們未能在分組討論與匯報兩

個環節時糾正過來，便在派發已批改的導學案時，不立即開始「小展示」，反而

借用學生的常犯錯誤，協助學生釐清概念（以學生的錯誤來「教授」學生，有其

獨特的優點，下篇將作詳談，以展示其促進自主學習與照顧學習差異的功能）。

這是教師的專業判斷，認為學生的某幾種錯誤為影響學習的關鍵所在，故決定不

放手，也是無可厚非。 

 

至於課後的操練，是國內自主學習少有談及的。但香港教師多不會因為導學

案而放棄功課（這又是「識」與「熟」的問題）。因此，也有人曾提議，把當天

功課與預備明天的導學案合併，以加強每天課堂的連續性及減低學生的工作量。

然而，這需要教師花較多心力設計合併式的導學案，而應用範圍則限於有較強連

貫性的課堂。此外，已有教師由過往劃一標準的功課，改為套餐式的功課（見附

註），讓學生有所選擇，從而照顧學習差異。 

 

小結 

教師在觀看過類似杜郎口式的課堂後，如發覺當中有可取之處，可自行根據

教師自身的強項，某班學生的特性，以及科目或某課題的性質，自行變化，以使

能符合本港真實的環境，當中的神髓應是促進學生更加積極主動，而非依循既定

的流程。 

 

附註： 

以數學科為例，設課本中有 20 題練習，1 至 10 題屬於較淺類別、第 11 至

16 題屬中等程度，而 17 至 20 題是艱深題目。傳統教師可從淺、中、深各選若

干題（例如 1, 3, 5, 7, 9, 11, 15, 18），而套餐式功課可能如下： 
 

甲 乙 丙 

[淺]：1 – 8   

[中]：11, 15 

[淺]：1, 3, 5, 7 

[中]：11, 15 

[深]：18 

[中]：11, 15 

[深]：16, 18, 20 

 

較弱學生可能選擇套餐甲，雖然題目較多，但內容淺易。而強學生可能選擇

套餐丙，一方面可避免做他們認為太淺的題目，另一方面可達進深程度，提升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