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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實踐」系列（六）： 

續談自主溫習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陳鴻昌 

 

 上篇談及的「自主溫習」，其實涉及以下三個範疇： 

 

(1) 培養學生的「溫習意識」 

(2) 培養學生學習「溫習方法」 

(3) 培養學生製作「溫習材料」 

 

當學生能夠有溫習意識、溫習方法及溫習材料，這才有機會達到自主溫習的境

界。 
 

溫習意識 

 一般基礎良好的中學生，大致上是有溫習意識的，即他們知道，在測驗及考

試前，是需要溫習的。對於過往學習習慣未如理想的初中學生，上篇談過一個數

學科的例子，教師可嘗試刻意製造平台，讓學生知道「測驗前是需要溫習的」，

以及「溫習後的測驗是會合格的」。前者是教師起初強制學生在課堂內進行溫習，

後者是教師配合強制溫習後而進行的測驗。只要兩者配合得宜，便有機會把強制

在課堂內的溫習，逐步放手，轉化成學生在家中的溫習。 

 

溫習方法 

 上篇也談過，溫習方法有不少科本因素需要考慮。其實對教師而言，在過往

的教學過程中，未必有考慮過學生是如何溫習的。比如說，當你問任教初中中國

歷史的老師：「溫習初中的中國歷史，是否只背了史實便可？」老師通常答：「不

是」。然而，若背了史實還不足夠，那餘下的是甚麼？學生要怎樣做，才算是「已

經溫習」？這個問題，對以能力為本位的科本，便更加難說明了。 

 

 然而，只要學生在日常學習時，已為自己留下溫習材料，上述問題便已有初

步的答案了。但這與教師「如何教」息息相關，下段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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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習材料 

自普及教育實施而來，教師多感學生水平每況愈下（這當然與入學人數越來

越多有關），促使教師攪盡腦汁，製作「完美」的筆記。當然，也有老師堅持不

派筆記，要求學生自行記下。前者是照顧周全，或「因時間關係，已煮好全餐」，

學生只是飯來張口；後者則是堅守原則，但可能未有足夠「示範」，讓學生知道

如何「做」（而非照抄）筆記。 

 

舉例來說，中一科學科多數會教授以不同能源來代替化石燃料發電，包括太

陽能發電、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和核能發電等。課本多以順序排列，一一教授上

述幾種發電方法，而不少教師也跟著同一次序教授。在「不夠時間」的情況下，

教師便有兩類處理方法，一是製作筆記，（例如）以表列形式，比較上述的幾種

方法，意圖使學生從學習「零碎」到綜觀「全局」。但由於這比較是老師做的，

學生流於硬記死背，若測考是要求學生在表中填充，學生便仍然在「零碎的層面」

學習，並未有學會站高一線，真正理解及消化所學，比較這幾種發電方法的思路。

在另一端，教師並不製作筆記，也不帶領學生看全局，只是順序教完，便到下一

課題。若是這樣，希望學生能自行消化幾種方法，再作比較，便是極難之事了。

因此，較理想的做法，便是教師在教授幾種發電方法後，在課堂內帶領學生建構

比較的列表，讓學生學習教師的思路。從過往的經驗得知，即使是第一組別的學

生，這類表列的方法，也需要教師在不同課題，重複示範，並循序漸進地放手讓

學生自行試驗，才能把這種思路及技術移植到學生身上。這樣，經過初中的訓練，

學生才有堅實的基礎，應付高中課程的需要。 

 

小結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知若希望學生學會自行製作筆記，其先決條件便是在建

構知識的過程中，使學生不斷動腦筋，若學生能在家中進行「二次整理」（即調

整在課堂中的「草稿」或「初稿」，在細心思考後加入個人化的註釋等），所造出

來的筆記，便成為最有效的溫習材料了。但這一切與教師日常教學息息相關，下

編續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