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名稱： 透過混合式學習增強準教師學習及教授有關科學

的跨學科科目的能力  
 

主要負責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參與的教資會資助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  
 

項目負責人：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 
李揚津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與教學學系 
劉國智博士 
 
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葉穎欣博士 
 

 
建議書摘要 
 
本計劃旨在開發一套由三所院校（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共

同施行的基礎科學學習單元。該套學習單元主要是為缺乏科學基礎知識的準教師

而設計，目的是為這些準教師提供基礎科學知識，讓他們在教師教育課程中獲得

更大學習效益。本計劃是為了解決準教師因學科背景差異而引起的學習問題，讓

他們具備足夠學科及教學專業知識，以教授與科學相關的跨學科科目，例如小學

常識科、初中綜合科學科及高中通識科。各學習單元的設計都具備靈活性，以適

應不同教師教育課程的要求。各單元均採用混合式教學策略，揉合電子學習與常

規課堂學習的優點。電子學習主要通過以電子平台操作的學習管理系統進行。此

平台能提供一個有利個人自主學習的環境，學員可根據自己的背景知識，訂立學

習目標及設計個人化的學習路徑，以達至最理想的學習效果。本計劃由本港三所

主要提供教師教育的專上學院共同策劃，試行及評估，以滿足彼此的教學需要。

本計劃為同類型計劃的首次，透過院校合作所產生的協同效應，我們期望可以增

強各院校革新及設計具創意課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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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計劃同仁的努力，一系列電子學習教材終於面世。學習教材是以 5E 學習

模型為依歸，並以 Moodle 的學習管理系統為作業平台。所有學習教材均經過三

次試教和反覆改良，始正式敲定。教材的評鑑以進行學生問卷調查和以學生及學

科講師為對象的聚焦小組面談為主。誠然，評鑑結果難免會因學生的背景和教材

與正修讀課程的混合程度而異。因此，我們觀察到不同課程的學生群組的反應存

在一定差異。但整體而言，就評鑑結果所顯示，教材無論對學生的概念發展，對

學習科學的信心和熱切程度，以及個人的後設認知反思能力都有正面的提升。對

已修畢本科的老師而言，教材能支援他們對教學法的學習，包括加強他們對科學

本質和科學探究法的了解，也提供了運用電子媒體進行教學的範例。 
 
不過，本計劃在施行上，經歷了不少挑戰。例如，怎樣將在電子介面上呈現的學

習內容配以合適的教學方法，讓學生進行有效學習。如何引發學生的自學動機是

另一大挑戰。根據試行經驗，我們建議將這種自學模式與常規課程評估掛勾。如

能有效地將電子與常規學習模式加以整合，應有助降低學生的認知難度，令他們

更積極地投入混合式學習。此外，運用電子學習材料施教時，也須將學習內容予

以調適，以配合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風格。其他能促進混合式學習的因素還包括：

引入探究為本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反思學習成果，以及在常規學習時段內，加

入電子學習元素。老師方面，則需要適時介入學生的學習過程，包括提供輔導和

評估。 
 
整體而言，這類混合型學習方式能否成功，有賴於能否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

及提高學生學習科學的信心。本計劃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實踐經驗，將科技、人力

和課程資源加以整合，為科學教育工作者開創更多可行途徑，以滿足缺乏科學背

景的準老師未來的教學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