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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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回歸基本：自主學習的「簡單」版本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 

 

 當自主學習的潮流皆在翻轉課堂（不論美式還是中式）時，我們可細想，學

校致力推行有關自主學習的計劃，最終希望達到甚麼效果?在潮流以外還有甚麼

可做?有沒有一些簡單版本？ 

 

現實主義 

 有部分教師可能傾向現實主義，覺得無論甚麼教學計劃，總是希望提升學生

的學業成績（若再現實一點，是提升考試成績）。若是這樣，我們便可從探討「為

何弱勢學生考試成績不好」作為起點。前線教師一定會明白，弱勢學生大多完全

沒有溫習意識，即使想溫習，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即不懂何謂溫習）。他們面對

測考，大多全不準備，回校只用「剩餘記憶」應付。試問一班全沒有溫習的學生，

考試又怎能有好的表現？因此，要提升他們的成績，便要提高他們的溫習意識與

能力。 

 然而，再討論下去，假若一班弱學生真的坐下來溫習，他們會做些甚麼?看

書，看筆記簿，還是看工作紙？若你教慣弱勢學生，你或許會心微笑（他們有這

些東西嗎？）。因為再追溯下去，就要問弱勢學生平日是如何上課的。當你知道

有些學生在上課時從不動筆，又何來筆記？ 

 回到自主學習這個課題上，若學生面對測考時，會有溫習意識（即自動自覺

溫習），並且有溫習能力（即知道如何溫習），還有溫習的材料（即平日自行做筆

記、把工作紙有條理地存檔等），那麼這些學生已是具備自主學習者的一些重要

元素。現實一點，若我們能培養弱勢學生有這些「自主」的基本素質，夫復何求？  

 

科本微觀策略 

 要達到上述的目的，我們可試從最根本的功夫入手，即教學生於上課時如何

摘錄（對他們有意義的）重點，並於測考前如何溫習。以數學科為例，一個極端

情況是學生在教師講解時完全不動筆，唯一會拿起筆來的時候，是教師指示他們

做練習，若是較「乖」的學生，會在老師對答案後，把自己錯誤的答案（用改錯

帶）修正，到下課時簿中只剩下正確的算式與答案，這與教師派發標準答案無異。

另一個極端，是學生把出現在黑板的東西全都抄下，在過程中只是「條件反射」，

沒有思考。到下課時，雖然滿簿是字，但無助於溫習。因此，若要教這些中下游

的學生做筆記，除了要發出明確指令外，還需要利用做堂課的時間，刻意「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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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比如說，若某學生經常忘記移項時倒轉正負符號，教師除嘗試解釋背後原

因外，也可指示學生在錯誤的算式旁邊，寫下簡單字句提醒自己，而用字必須是

他自己明白的。更重要的是，讓他明白這句「重點」，他鄰座的同學未必需要寫

下（因他們沒有類似的錯誤），從而使他明白「個人筆記」的意義。從現實角度

看，這種「埋身肉摶」式的教授方法，雖然可照顧學習差異，但若班中學生人數

太多，則不能照顧全部同學。教師在試驗時，可把某些學生（例如是班內中等水

平的學生）鎖定為優先處理的對象，繼而再慢慢擴散。 

 有了筆記，接著便是「教溫習」了。筆者曾與前線教師作過小試驗，在一班

全是第三組別的學生中，以三堂的內容作為測驗範圍，在預設的測驗堂中，設前

大半堂為溫習時段，只在尾段十五分鐘作小測。在溫習期間，嘗試教學生如何溫

習數學，比如說，數學的溫習不能只閱讀而不做習題，若是做習題，應如何選取

那些習題重做等。當他們遇有不懂的地方而發問時，教師刻意不立即回答他們的

問題，而是引導學生如何在自己的筆記簿中尋找有關內容（當然，若他們最終還

是不懂，教師也會教授）。我們還須注意，這類小測宜偏向淺，其主要目的是讓

學生經歷「溫習後才測驗而獲得成功」的過程，從而培養他們溫習的習慣。這種

小試驗，不能只做一次，而要反覆好幾次，才有點小成。當有小成後，便要嘗試

「誘導」（例如用小獎品）他們在家中溫習，即使他們只願意嘗試用二十分鐘來

溫習一次小測，也是突破了這類學生「考剩餘記憶」的習慣，可算是成功的第一

步了。 

 這類溫習方法是科本的，每科皆有其特色，教師可因應學生程度，設計「教

做筆記」及「教溫習」的課堂。然而，教師宜有心理準備，這類課堂的設計及施

行，並不比教懂學生學科知識來得容易。 

 
宏觀策略 

當學生們大致上懂得為一個小測溫習時，便要教他們如何面對一個大測驗或

考試了。這又要花額外的時間教授。因此，這類試驗還需要付上「刪減（或「偷

薄」）部分課程」的代價。然而，我們相信，若能培養初中學生的溫習意識及能

力，比起「教完書」更重要。 

除了科本的溫習策略外，弱學生更不懂面對多科同時進行的考試。這涉及時

間管理與溫習次序的排列等基本能力，這可能是要班主任特別教授，又或是配合

學校層面規劃的班級經營策略，才能成事。 

 

小結 

總括而言，上述的策略，只是希望引導弱學生，培養他們也有強學生的基本

學習習慣而已。我們相信，科本策略與班級經營相互配合，能發揮更大效能。若

有些老師覺得上幾篇談及的策略是「大龍鳳」，也可嘗試這類回歸基本的「小龍

鳳」，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