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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目的： 

利用課程例子及透過相關活動，剖析探究學習的策略，包括不同
形式和水平的探究學習，並探討如何在課程中實踐主題/議題式探
究學習。 

  

主題： 

簡介跨學科課程 

講述探究學習及如何在課程中實踐 

 

 

 



小學常識及中學通識教育作為 
跨學科課程及主題/議題研習 

主題式教學 

跨學科概念 

幫助學生發展綜合思維 

建構新的知識和概念 

建立廣闊和多角度的視野 

培養探究精神 

發展探究能力 

培養對知識的追求，以至培養同理心和批判性素養 



何謂探究
活動 ? 



提出答案/交流結果 

設計/進行實驗 

觀察 

發問 

親身體驗 

實地考察 

搜集資料/計劃探究 
小組討論 

背誦 

考試 

哪些是探究活動 ?  



探究學習 
元素與過程 

形式與水平 

課堂發展探究學習 

如何選擇議題 



元素和過程 

• 日常生活 

• 引用實例／故事 

提出問題 

• 教師：透過提問

／討論協助構思 

訂定假設 
• 模擬／觀察／問

卷調查／訪問／

閱讀資料 

進行驗證 

• 討論／修改 

• 不同程度的總結 

取得結論 
• 引導學生 

• 引申結論 

• 應用日常生活中 

遷移應用 

新問題 

重新修訂 



不同形式和水平 

方式 結構式 引導式 互動式 自主式 

提出問題 教師提供 教師提供 師生協作 學生自主 

設計方案 教師提供 教師指導 師生協作 學生自主 

探究結果 預定性 預定性 指向性 開放性 

教師角色 主導者 制控者 合作者 協助者 

學生的自主探
究程度 

低                                                                                 高 

方式 結構式 引導式 結合式 開放式 

提出問題 ??? ??? ??? ??? 

設計方案 ??? ??? ??? ??? 

探究結果 ??? ??? ??? ??? 

教師角色 ??? ??? ??? ??? 
學生的自主探

究程度 ??? 



如何選擇主題/議題？ 

教學設計 

 以具體經驗方法為學生建立對議題有初步認識及想法，並從經驗中發展抽象思考，把議題抽
象概念化。 (陳智達、鄭雅儀、吳凱瑩, 2010) 

 

基本原則 

 視乎校本課程的需要 
• 例如學生已有的知識、能力和以往的學習經驗 

• 並緊扣學與教的單元學習目的和微觀課堂目標 

 

 爭議性的課題 
• 例：社會發展和文物保育是矛盾嗎? 



 議題的時間性 
• 分為恆常性、即時性 

 

 恆常性：經常出現於香港、中國或世界的時事之中，運用於教學的時間性沒有太多限制，因此
學生對該類議題或會有一定理解，而研習的起步點也可以較高； 

• 例:基本法如何界定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基本法怎樣界定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關係？ 
 
 即時性：在社會上突發的, 例如就著學生怎樣教基本法教育呢? 
• 學生對它們的基本認識和理解不足 
• 必須先讓學生研習一些背景資料或相關概念，並建基於學生已有的知識 
• 例如之前課題所學的知識和能力，以至日常生活的經驗，然後才展開研習 

 
• 選擇一些能夠對重點概念(關懷、和平、參與、責任)作闡述、學生又耳熟能詳的事件作為教學

活動，好處是該事件已經過社會作出廣泛的討論，爭議點的討論資料亦已豐富，有助教師選取
適合的教學內容。 

• 在選取資訊來源時，老師應參考不同立場的報章或網上相關和可靠的報導當學習材料，以避免
單一資訊來源的報導有所偏頗或不完整的情況。 
 

 
 

基本原則 



議題的複雜性 
• 教學困難：老師需花多些時間向學生講解事件的背景、不同人物和發展旁枝、當中的爭拗點和主要
概念等等 

• 學習困難：學生分析需大量資料，尤其是在初中進行議題研習，更應注意該議題會否牽涉太多概念
和理論，令學生難以理解和分析 

議題的主要概念 
• 包括一至兩個 (例如：基本法的居民權利和義務) 

• 因應學生的能力，給予相關的基礎資料作為知識基礎，以便學生容易掌握，展開研習 

• 但是也須注意會否含有過多的概念，令他們難以區分彼此的關係 

令議題的主線更為清晰 
• 當老師處理含有複雜概念的議題時，宜先作出資料上的整理，理順事件的來龍去脈，把主要和具代
表性的概念保留下來，將旁枝的資料當作參考或增潤材料 

• 有助老師引導學生分析議題當中的背景、成因、結果和影響，以至當中蘊含的公民、社會發展、人
文、生活質素、環境可持續發展、保育文物等價值觀元素 

價值觀元素 
• 每一個議題皆蘊含相關知識範疇的價值觀 

 

 

基本原則 



學習

評估 

學生

角色 

12 

現有 ? 

可行 ? 

種類 ? 

階段 ? 

形式 ? 

作用 ? 

活動 ? 

討論 ? 

分享 ? 

報名 ? 

考試 ? 

態度 ? 

目標 ? 

主題 ? 

技巧 ? 

角色 ? 

模式 ? 

計劃 ? 

課堂如何發展
探究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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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同的提問和引導

模式刺激學生思考 

- 為學生創設探究情境，

引發學習動機 

- 點撥導思，鼓勵質疑 

- 啟發討論 

促進者 

- 協助學生掌握探究學

習的基礎技能 

- 觀察 

- 調查 

- 實驗 

- 歸納結論 

指導者 

- 在課堂或小組討論時 

協調者和支持者 



全民退休保障？ 

經濟發展？ 

VS 

探究學習



學者 

角色一 

市民 

角色二 

社會福利局 

角色三 

保險業界 

角色四 

自訂 

角色五 

試根據各人獲派的身份，就他們所說的分組討論， 並建議改進方法 

政府側重於經
濟的發展，匆
略了對市民退
休保障和生活
質素的保護！
MPF不足以保
障退休生活！ 

物價上升太多，
令我們的生活大
受影響！物價不
斷升，MPF供款
太少，政府沒有
供款，退休後生
活更艱難！ 

我們要在市民
退休保障和經
濟發展取得平
衡！不可貿然
增加社會福利
開支, 例如政府
在退休保障的
支出！ 

大量退休人口為
我們帶來不少商
機！政府應該在
稅務優惠上吸引
更多人預先購買
退休儲蓄保險計
劃，早作打算！ 



反思 
     主題/議題研習對學習有什麼好處? 
     推行主題/議題研習限制之處? 
 

• 香港正面對甚麼人口退休問題？ 

• 如何協調退休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 如何保護香港市民的退休生活？ 

• 如何為香港帶來可持續的社會生活質素發展？ 

延伸討論問題 



試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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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當中有何相關策略? 
對刺激學習動機有何作用?  



具體經驗 

反思觀察 

產生新原則和觀

念 

實際應用於新經

驗 

一、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的特性 

社會 

自我導

向 

發表 

個人意

見 

同儕互

動 

解決問

題 

評價和

反思 

 以社會作媒介:  

 讓學習的過程更自我導向 

 鼓勵學生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意見。 除了學習科

本知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努力都同樣重要  

 建立一個合適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發掘議題和探討問題而不是為他們定義問題 

決定如何探究的議題或解決問題而非由老師定下探

究的程序 

更多的反映及合理化他們所經歷的 

透過與同儕互動, 發表他們的解決方案 , 解釋如何

找出解決方案 , 並接收意見回饋 



若要安排一個外出考察本港人口退休問
題的活動… 

目的 / 目標 ? 

地點? 

物資 / 資源 ? 

實地情況 ? 

學生的角色任務? 

事前準備 ? 

對應的社會服務單位 ? 

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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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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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組成  
(Forming) 

互動合作 
(Functioning) 

闡述分析 
(Formulating) 

整合創新 
(Fermenting) 

Johnson & Johnson (1987): 4F= 四個階段發展技能 



二、 合作學習

活動模式 
拼圖法第二代 

(學生分派到異質小組中，並分配

每人一小單元或一章節進行研究，
而後提供一"專家單"，不同小組中
研究相同主題者，再組成一個專家

小組討論共同主題) 

研習角 

概念圖 

小組匯報 



三、蘇格拉底式提問
提問類型 實例 

澄清式提問 

  

 你能不能換一種方式說明？  
 可以進一步詳細說明嗎？ 

針對最初的問題或議題提問  這個問題為何重要？ 

 根據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有怎樣的假設？ 

推斷性問題 

  

 為甚麼會這麼推斷？ 

 我們可以改為甚麼推斷？  

理由及證據的提問  能不能解釋原因？  

 是否有理由懷疑這項證據？  

有關起源的問題 

  

 你為甚麼有這種想法？  
 你的想法，是不是受到某人或某事的影響？ 

含意及結論的提問 

  

 那會造成什麼結果？ 影響什麼人或事呢? 

 還有其他可能嗎？   

詢問觀點的問題  其他小組對這個問題有何反應？為什麼？  
 認為 _____ 的人，可能會有什麼看法？ 



四、專題/議題研習

學生在某時段內，進行計畫、閱讀、資料搜
集, 分析和決策 

啟發學生深入探究課題的核心意念和突顯的
問題 

結合學生把知識、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使用多元化的學習資料和學習經驗建構知識  

 



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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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 

• 設計主題 

• 計劃研習評估 

• 訂定評估標準 

• 參與資料搜集 

實施階段 

• 澄清學生概念 

• 支持學生掌握技能及作結論 

• 參與學生學習過程 

總結階段 
• 協助學生匯報 

• 分享意見 

準備階段 實施階段 總結階段 



學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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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階段 
• 提出問題和假設 

• 資料搜集 

實施階段 
• 開展研習 (搜集資料 -> 調查/ 訪問 ->  

實地考察 ->實驗測試 ->資料整理) 

• 同儕協作 

總結階段 
• 發報成果 

• 反思感想 

準備階段 實施階段 總結階段 



專題/議題研習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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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 

• 升班和調整教學的參考 

• 供新任老師參考 

• 提供質性評估 

• 加強照顧個別差異督促學生在知識、技能及 

態度上的成長 

• 推論及判定學生的能力 

• 由不同的方法增加對學生評量的訊息  

(Portfolio Examination) 

學習者 

• 記錄成長和成就 

• 鼓勵學生鑑賞他人作品 

• 提升學生自省能力 

• 定立目標、組織和篩選技巧 

• 培養自我負責的意識 

• 職業導向 



多體驗 
多討論 
多反思   

    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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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種方式您覺得更有利於
學習嗎 ? 可以激勵更多學生

主動參與學習活動 ? 

總結 



 

 

 

 

 

 

 

你/妳會如何規畫理想的港情教育? 為什麼? 

梁恩榮: 悍衛一國兩制就是悍衛香港核心價值，就是悍衛香港人的的
自由和基本人權。 

。 

我們各人自己有何責任？為什麽？ 

 

近期有何議題你會關注？為什麽？ 
 
 

學校有何責任？為什麽？ 

什麼是 
香港學校 
的公民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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