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堂會議技巧 
以觀課、課前及課後會議為本，支援小學教師校本專業發展的教材套。 

 

撰寫及編輯：  
申德澤 
馬雪珍  
譚卿兒 

 

翻譯： 

郭永賢、譚潔彩 

 

序言： 

Jenny Tyrrell 

 

 
 
 
香港教育學院院校協作與課堂學習研究中心出版 
香港新界大埔露屏路十號 
欲直接聯絡院校協作與課堂學習研究中心，請電 2948-8011 或傳真 2948-8321。 
www.ied.edu.hk 

 

© 2005 香港教育學院 
ISBN 962-949-167-2 

 

 i

此教材套（包括印刷刊物及光碟）為創展協進計劃（PIPS）的其中一部分；

計劃由優質教育基金贊助，在 2001-2004 年期間由香港教育學院院校協作與

課堂學習研究中心負責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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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影片段中的參與課堂及接受訪問的學生及各位參與本計劃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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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年來香港的教師正面對不少轉變，當中更有很多是他們不得不接受的。這

些轉變主要集中於課程改革方面，而教師不但須要接受教學內容上的主要改

變，甚至得改變他們一向秉持的信念。結果是大多數學校的教師只能吸收表

面的改革元素，並造成接受了各項改革建議的假象。對他們來說，改革可能

頂多只是在舊有的課室行為上添加一點新意而已。 

以學校為本位來改善教與學，無疑是很有價值的嘗試，然而當中卻未能聚焦

於改變學校的文化。對教師的支援向來也是少量而保守的，這在各方面均是

如此：不論是幫助個別學校的教師發展他們專業責任和信心水平，又或幫助

他們了解這迅猛的改革背後的理據，好使他們能夠在一個正面支援的學術環

境下，逐步改變他們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 

同時，香港的教師也跟其它地方的教師一樣，在互相觀摩、鼓勵同儕分享並

討論課室經驗方面是較為慢熱的。事實上在香港的學校，教師更少有機會在

非正式場合討論專業的話題，這便進一步妨礙了同儕觀摩的發展。香港學校

的教員室，只是教師坐下來批改堆積如山的習作的地方，同儕之間鮮有空間

坐下鬆弛十分鐘，更遑論舒適地進行專業對話。 

當開始引入教師考績與同儕評審時，大部分教師均以恐懼不安的眼光視之。

在教師的心目中，這是教師評估——是總結性評估而非進展性評估；而這跟

用作幫助教師改善工作質素的原意，已是相去甚遠。運用這套教材的每一個

人，必須十分明確知曉目標絕非要求教師互相批判，而是為教師投入互相支

援的學習經驗提供機會，甚至把評核者和被評核的教師也納入其中。在這情

況下，學校裏面所有同儕均能得到專業的發展以惠及眾人，特別是學校的學

生。 

我衷心期望這套教材能有助你的專業發展並提出挑戰。 

 

Jenny Tyrrell 

小學教育家， “The Power of Fantasy in Early Learning ”(2001)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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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模式 
 

課堂會議是一種有計劃的專業對話，目的是分析一節課堂以改善教學及學生

學習成果。在教學啟導、同儕觀摩和課堂學習研究，我們常會進行課堂會議。

這教材套對課堂會議的取向，是運用了專業對話的概念，包括： 

 學校被視為一個學習社群；同時 

 參與專業對話的成員，不論其教學年資如何，皆被視為可能的學習者。 

作為教學啟導及同儕觀摩的一環的課堂會議，在這種專業對話的觀點下，改

變了它的構想。在較為由上而下的傳遞模式的教學啟導之下，啟導教師多扮

演輔導員或專業諍友的角色，把意見交給啟導學員。與此相比，學習社群的

教學啟導模式實有很大的分別。至於導師模式的同儕觀摩，觀摩者的觀課目

的，是要收集顯證，作為他公正地評價一課的依據。學習社群的教學啟導模

式與此也是截然不同。 

在學習社群的模式下，我們同意啟導教師可以向啟導學員提供輔導性支援，

可以把個人累積的知識傳授給啟導學員，也可以按其專業知識對課堂如實評

論。不過在學習社群的模式下，若把專業對話視為互惠的的意見交流，則便

可能會跟傳統的啟導和同儕評審的「一對一」取向稍有不同。理想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要有多位參與者，例如是啟導教師、同儕評審員再加上其他資深教

師。在對話中有不同角度的聲音，除了可減少偏見，更可以讓教師在意見交

流和闡述觀點當中得到相互的專業學習。所以各參與者雖然各自有其專業知

識，他們也應被視為學習者。 

在使用這套教材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當中用作例子的部分片段，對話內容

也是一對一的模式，而這正好反映了這種模式到現在仍是被廣泛採用的。在

這情況下，我們期望在接續的習作中，參與者能提供所欠缺的多角度聲音。 

從學習社群模式的觀點來看，觀課及課堂會議特別重視學生的學習而非單純

留意教師表現。事實上，評論教師表現的基礎應該是：學生是否學會了什麼？

他們學到的東西有什麼價值？課堂上以什麼策略帶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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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教材套不單涵括了課堂會議的一般技巧，還希望聚焦於學生的學習，

以發展進一步的觀課和專業討論為目的。 



專業提示 
 

本教材套所提供的片段只用作訓練用途。 

在片段中出現的教師，大部分在拍攝時只是新任教師，他們明白到所有片段

也只是用作課堂會議技巧的訓練用途，而欣然同意這些片段被選用。因為大

部分的教材片段也是在 2001 年度拍攝的，當時的新任教師，現在已成熟了不

少，而部分更在學校中擔任重要職位。 

教材套所選用的片段，均是能夠展現正面的專業課堂會議技巧的；儘管我們

經常鼓勵觀者思考可以改善的地方，但可以斷言，選用的片段當中並無純粹

反面例子。應用這些片段時，我們必須抱持這樣的態度才是正確的。 

觀看時我們又必須緊記，所有片段只是整個教學及課堂會議的一部分，它們

均有一更闊的背景。在缺乏這些背景資料的情況下，觀者實不宜超越所見的

範圍而評論當中的優劣。而且，觀者也應緊記拍攝的過程對內容也是會有一

定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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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這教材套的時候，我們應有專業責任，尊重片中出現的教師的專業地位。

編者須特別對他們表示謝意，沒有他們的慷慨應允，這教材套是無法完成的。 



引言 
發展課堂會議技巧 
 

《課堂會議技巧》是一套包括錄像、資料光碟及工作坊指引的教材套，其製

作目的是推動香港小學的校本教師發展。這份教材套是「創展協進計劃」

（Progressive and Innovative Primary Schools Project）的成果的一部分；而該

計劃則是由香港優質教育基金資助，並由香港教育學院負責執行。 

啟導新進教師、同儕觀課及進行課堂學習研究，是開展和推廣校本教師發展

的重點方略，當中涉及許多重點，尤其是關於觀課、課前和課後討論。然而

不論是教學啟導或同儕觀課，重要的是教師能敏銳地分析課堂，並能向同工

提供有用的回饋。 

課前討論和課後回饋的目的，是提供針對性及有建設性的意見。這份教材便

是透過觀看一系列實際微型個案的短片，藉以鼓勵教師從中反思，來達成上

述目的。我們期望教師能根據他們對片中展現的案例的觀察與反思，重新思

考他們的觀念和實踐方式。編製這教材套的主要目的有二： 

1. 為教師發展觀課、課前與課後會議的新方式提供指引； 

2. 鼓勵教師在校內積極參與跟同工的協作及富挑戰的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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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套的取向主要是專重教師的專業自主，而非不斷提示教師想些什麼、

做些什麼。惟有每天課堂跟打交道的教師，才是最適合評論課堂實踐的人選。

他們需要的只是時間和鼓勵，讓他們暫時脫離每天的壓力，致使他們可以從

同儕交流當中反思每天的工作。這教材套的練習的設計，便是要通過問題與

及在關鍵的地方引出討論，從而帶出反思。在過去的教學啟導課程當中，已

有數百位教師嘗試使用這些教材。現在這教材套的出版，毫無疑問，香港的

教師必定有能力對當中提出的問題和關鍵點，提出深思而有見地的回應。 



一般指引 
使用者與輔學員須知 
 

適用對象 

本教材是為香港的小學設計，內容主要集中於推動觀課、課前及課後會議，

用以支援校本教師發展。雖然教材本身特別為啟導教師、同儕評審員和導師

設計，但其他參與教與學的討論的教師，也必然可以受益。這在課堂學習研

究中，情況是尤其明顯的。在討論教與學的重要事件時，只要想像自己是啟

導教師或同儕交流者，把討論帶過苛評而提出可能的其它策略或解決方法，

情況便會事半功倍。 

因為教材具體且有本地特色，故尤其適合供香港小學作輔助教師發展之用。

教材的編寫形式，是方便教師（特別是輔學員）進行校本發展研討時，可以

直接與參加者對話。 

 

如何善用這教材套 

教材以單元形式組成，每個單元各有主題，而每個主題均有連串事件及問題

供探討。 

學校並不需要按教材套所編排的順序一一完成各單元。然而若依照編排順序

的話，你可見到當中有漸進的脈絡，同時也有指引供互相參照。 

綜觀整個教材套，單元一和單元二相對會較為重要，因為這兩個單元的內容

是建立會議的一般技巧，而這對完成單元三至單元九是十分重要的。若應用

這教材作教師發展的時間只有一節，轉學員可以考慮在不同單元中（特別是

單元一及二）剪裁並整合成新的單元，以迎合本身學校的需要。 

我們鼓勵學校因應本身教師發展的需要使用這一系列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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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學員在推行這些工作前，應先熟習教材的內容和形式，以配合學校獨

特的需要。這樣，輔學員才能因應學校的客觀環境，選出最合用的部分，



並能因應學校的客觀環境作出推介。因此，輔學員必須有充分時間來作

凖備。 

 每個單元建議的訓練時間僅作參考，輔學員可應參加者的需要自定時

限。每個單元預設需時約兩小時三十分，以期能在一個上午或下午的教

師發展工作坊內完成。輔學員請留意以斜體字出現的補充建議，這或會

有助活動設計。 

 教師專業發展的課程是不會絕對完備的。每個單元設計的活動，旨在讓

教師藉討論影片中的個案，深化思考和改善教學技巧。單元內焦點清晰

的活動，故然可以幫助工作人員籌組工作坊；但我們同時也鼓勵學校因

應本身的需要，加插不同的活動。換句話說，我們希望單元提供的活動，

能成為教師因應所屬學校的需要發展校本教材的範式。完成整套教材

後，將可提升教師在這方面的信心。 

 

符號示意 

以下各種符號將貫串出現於本教材套中，輔學員可據以迅速掌握處於單元中

的什麼位置。 

   介紹文字或影片說明 

   目標 

   觀看影片前的準備 

   觀看影片及影片長度 

   初步說明 

   小組討論 

   總體分享 

 

影片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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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影片的目的是引發小組討論和鼓勵個人反思，故若播放影片後只有

少量的跟進活動，無疑是浪費了寶貴的教師發展時間。在各種活動中，



討論是最重要的一環。討論時應要熱烈、具批判性，並保持開放、不預

作結論。 

 就影片中所見的實例，參加者應嘗試反思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借鑑的，與

及怎樣加以改善。各個片段會為正面而有建設性的討論提供了起點，但

請別以為只是簡單地作出負面批評便已足夠，因為這並非帶出專業對話

的有效基礎。千萬別忘了「說時容易做時難」的道理。 

 輔學員應考慮，在首次播放片段後若已引出了討論，是否需要重播某些

片段。這樣常可以令參與者更清晰地觀察到片段所帶出的訊息。 

 部分單元準備了觀察備忘，以利觀看片段和後續討論可以更加為集中。

至於其他單元，輔學員可以自行設計觀察備忘。因為某些參加者在觀看

中途，會希望即時提出回應（可能是負面回應），這樣會使小組的注意力

偏離主題，甚至討論也會離題。若有預設的觀察備忘，便可避免出現這

樣的問題。 

 我們強烈建議輔學員不宜在工作坊開始時立即播放片段，應考慮每個環

節也有對應於單元目標的預備觀看片段的建議。如何開展研討，往往直

接影響它能否順利發展，而參與的小組成員又能否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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