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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專題研習
及多元化評估的發展

蘇詠梅博士 楊偉賢副校長

香港教育學院 保良局世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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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的發展

學習理論的改革

研究

超越「認知」和「行為」學習模式

在學習時
知識、思維、動手及實際情境都是緊湊在一起

世界的改變

學生需要

知識及技能來達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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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在香港教育的發展

以往
中學、大學及專上教育的project work

八十年代
小學的專題設計

廿一世紀初
教育改革中的四大關鍵項目

中、小學生指定之習作

未來
中、小學的核心學習部分

體現香港教育方向的大前題

讓學生在研習過程中掌握學習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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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課堂學習
引起動機

發展
提問

活動

總結

常態參照評估

總結性評估

專題研習
提出及界定問題

規劃及設定計劃

搜集資料

驗證及分析

整合成果及結論

標準參照評估

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

一般課堂學習與專題研習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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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在課程架構中的定位？

策
劃
與
配
合

課堂學習

研習探究

多元評估

知識的建構

技能的掌握

態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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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研習技能－何來？

透過研習

實際的工作

相關的閱讀

親身的體驗

http://www.ied.edu.hk/pb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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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研習技能－何人？何時？

專圖課

學習搜集資料的技能
簡讀及精讀資料的方法

學習各種研習技巧
概念圖

思考、組織、使用方法

問卷調查及訪問

問題設計、對象、取樣、技巧

報告

組織內容、框架

匯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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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研習技能－何人？何時？

電腦課

資訊科技的技能

掌握網上搜尋資料的技巧與態度

用電腦軟件製作概念圖及網頁

使用校內的專題研習平台及討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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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年級學生對研習技能的掌握？

循序漸進

根據學生的認知能力

不同階段

不同的學習重點

建立研習的學習鷹架

學生經歷完整的學習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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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四個關鍵項目的發展？

在研習時運用資訊科技搜尋資料

從閱讀中瞭解研習主題

運用資訊科技作研習報告

研習主題與日常生活有關(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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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理研習成果？

班內匯報研習成果
同儕間互評，促進交流學習

組內自評
檢討及反思自己在研習中的表現

考試後的高年級集會
優秀研習報告的匯報

互相學習及交流

學校網頁
發報學生的研習成果(電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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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專題研習的評估

評估的功能

是學習的起點

是教與學間的互動、溝通和回饋的機制

是獲知學生的表現，協助完成學習目標

是改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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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總結性(考試測驗)評估
功能失調

過分強調甄別，少關心反映的學生問題
關注學生成長與進步的狀況，提出改進計劃來促進學生的發展

形式單調
主要是紙筆測驗，評估標準單一
選用其他方式展示不同的才能

內容片面
主要是記憶，難以反映技巧、思維方式、學習態度
著重綜合創新

著重結果
不關心學生是怎麼獲得答案
加強對思維過程的評估

忽視學生
學生只是被評者
要讓學生成為對自己學習負責的人

功效跨大
視為唯一的手段
多元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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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的評估

評估學習方法，配合學習模式

教師沒有預設的既定答案

學生不是用熟讀書本筆記來應付

不能用統一標準化的評估方法

常態參照評估
劃一標準、既定答案

較量、比較及排次

篩選、區分學生

標準參照評估
既定及預設的標準

沒有直接作比較：達標？

學生學了什麼及表現如何



15

進展性評估

對學生成長的關注

提升整體素質

尊重個別差異

關注全面發展

注重過程

多樣靈活

協調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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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估 (真實評估)

從過程中學習、從過程中評估

釐定標準

透過觀察、記錄

分析學生的表現

診斷及評估學習情況及能力

作出回饋、改善建議

調整教學、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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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
目標
及
要求

工作二 工作三 成果

自評 / 互評

教師評估

參照回饋
繼而進行

專題研習的學與評過程

參照回饋
繼而進行

參照回饋
繼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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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與 全盤規劃

衡量條件 多元工具

實踐專題研習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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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專題研習的評估

整體 vs 選項

一般 vs 科目

過程 vs 結果

知識 vs 能力

分數 vs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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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互評

教師評

學生回饋

學習學習

實踐專題研習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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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有效學習 協助教師評估

閱讀同學作品

觀察同學表現

比較學習目標

交流討論

編制評估表

撰寫學習日誌

聆聽不同意見

獲取更全面的資料

評量共通能力

更有效可信

互評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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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評

學習伙伴

同儕座談會

網上討論

自評

學習日誌

學習紀錄

檢核單

自評及互評活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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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組學習訓練→中文科說話及寫作訓練

2. 自評和互評訓練→專圖課

3. 學生清楚理解評估和程序

4. 師生間訂明學習協議或契約

進行自評和互評的必備條件

所得分數/評價真實反映真實反映學生投入的時間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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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和評分，是不容易解決的問題！

學生的表現，能否用分數來量化表達？

研習的多元活動，可用一個分數來總括嗎？

多次的計算，會令教師陷入無謂的精密計算？

總結性報告

核心工作核心工作及關鍵項目關鍵項目來判斷學生的整體表現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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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理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包括等級、得分及評語)

整理妥當
儲存學生的戶口內

列印評估報告
連同成績表一同派發

家長和學生參考
為下次研習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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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在小學教育的發展潛能

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方向

學習檔案學習檔案 家長評估家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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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用途

文件夾

收集習作

演變成為

組織學習活動

輔助建構知識

溝通教學與評估工作

學習檔案的應用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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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學習檔案：對學生而言

記錄
研習技能的學習
學習進程
表達意念的空間

過程

不斷修訂

潤飾意念

見證

學習的變化和成長

付出的努力、進步、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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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學習檔案：對教師而言

指導學生蒐集重要工作樣本

不浪費時間於資料複製及堆砌

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給適時及適切的回饋

輔助及督導學生學習過程

引領學生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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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資料的摘要或感受

學習手記

反思日誌

研習計劃

學習計劃

腦圖及概念圖的設計

實驗假設、步驟及觀察記錄

考察路線及觀察記錄

訪問稿及晤談紀錄

問卷設計

學習活動的照片及短片

學習活動的工作紙

同儕評估表

自我評估表

教師及家長的回饋

學習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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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評估：由家長的適當參與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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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評估：由家長的適當參與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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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擔當的角色

參與支持

提供渠道

激發動機

不時讚賞

鼓勵探究

肯定能力

掌握指導

子女動手

拒絕依賴

冷眼旁觀

得過且過

壓制好奇

不斷責罵

提供答案

求好心切

落手干預

包辦代替

充當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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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相應配合 學生主動學習

教師、家長

實際期望

適當指導

改變態度

學生

提昇責任感

增加積極性

加強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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