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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提 計 策」 
通識教育科校本教材設計及學與教策略系列（13） 

 

教學全面電子化－從理念到實踐的反思 
 

古運疆 

田家炳中學 
 
 

電子教學熱潮方興未艾，不少同工均期望配合時代步伐而掌握相關技巧，

藉以提升學與教效能。下文按我過去三年多以來的課堂實踐，提出一些想法和

經驗給大家參考。 
 
我的電子教學理念 
 

進入廿一世紀，種種嶄新教育理論和趨勢紛至沓來。面對這種情況，我認

為必須慎思明辨，確立自己理念，以免因為無方向投入而耗用大量時間和精

力，學生的學習效能亦未見提升，結果得不償失。而就電子教學而言，我抱持

以下理念，並以這些理念來推動我在電子教學的道路展步起行： 
 
 利用資料科技協助，可以補充教師的不足，或是更好地發揮個人特質。 

 教師教學年資愈長，愈有個人教學風格和累積更多有效策略，因而愈加

應該尋求「功力」上的突破。 

 電子教學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足以讓師生應付日常學與教需要；加上自

主學習是大勢所趨，如果結合電子科技相助，更是無往而不利。 

 這一代的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於資訊科技世代，於課堂應用電子科技，既

是學與教策略的需要，也應該是教學目的之一。 

 
使用電子平台的技巧 
 

我由三年前開始，逐步在通識教育科使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到現在已接

近每節課堂都全面使用了。學校最初使用的電子平台是由香港大學研發的電子

教室「iclass」，後來則轉用了「Google Classroom」。這些電子平台都可以幫

助教師系統地設定和管理日常課堂活動，而且平台上各項教學工具，令學習材

料多元化之餘，更可以有效率地讓學生預習和開展課堂討論，以至互相評鑑，

實是不可多得的教學好助手。 
 
另一方面，在學生接觸這些電子工具之前，與他們約法三章是不可或缺的

步驟。例如教師要先說明使用這些工具，旨在促進學習效能；因此，任何妨礙

和損害學習的行為，特別是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學習以外的行為，都要一律禁

止。我們也必須承認平板電腦對學生是甚有誘惑力的，在他們未建立良好使用

習慣前，教師必須建立特定規範，例如在不需要使用平板電腦時，要將其屏幕

面向教師。這項規則相比要求學生合上電腦保護套，可更有效杜絕他們利用平

板電腦「開小差」。同工亦宜在課堂進行電子學習期間，經常留意學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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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態度變化，以判斷他們是在學習，還是流連於網上世界。只要經過適切管

理，日子有功，學生必定明白「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的全新意義。 
 
提升知識管理的效能 
 

談到怎樣結合電子平台以提升教師的工作效能，就要打破電子平台和課室

互相分割的迷思。按照我的經驗，電子平台的功能不限於教學，同樣可應用於

日常學校行政、聯課活動及教師個人專業發展等項目。我目前於平台內所開設

的三十個電子課室，便分別有課堂教學、各單元教學資源庫、獨立專題探究小

組、聯課活動小組、科務行政及其他校內行政小組，亦有近年參與教師培訓專

業發展的項目。概括而言，電子平台協助我更方便地處理日常多項工作，同時

亦有效提升知識管理的效能。下文以單元教學資源庫為例，說明如何利用電子

平台進行教學方面的知識管理。 
 

通識教育科課程下分六大單元，理應開設六個電子課室，但我考慮到部分

單元的主題份量甚重，例如「今日香港」單元內的「生活素質」主題，便足以

自成一國。因此，我總共開設了九個電子課室以滿足教學需要，同時在各電子

課室內建立適切的「抽屜」，將教材有效分類。 
 
通識教育科的學與教主要從議題或概念出發，故此我在每個單元都有這兩

類欄目。涉及議題的欄目，包括恆常和特定性質的議題，並且可以直接將它們

用於規劃課程。每項議題的「抽屜」內，放置了與議題相關的不同形式（文

字、漫畫、影片等）資料和相關概念，並按教學流程而編排先後次序，有時亦

會適當地加入 google document、google form 等工具以進行課堂討論或多項選擇

題測試。在這個安排下，教師可以隨時將有關議題資料匯入課堂教學之內，又

或要求學生在家先行透過電子課室預習，然後才參與課堂活動。例如在「能源

科技與環境」單元的電子課室，我暫時建立了四個常設議題：「香港垃圾圍城

問題」、「光污染」、「共享經濟」及「國際氣候峰會」。下圖右方展示了

「香港垃圾圍城問題」的議題內容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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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概念方面，目前在「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設置了「可持續發展」、

「空氣污染」、「綠色經濟」等九個概念，所提供的資料包括該概念的定義、

相關事件或測考試題。這項設計便利教師當社會上出現一些突發議題時，就可

在教學期間即時連繫有關概念，並將議題引入課堂討論。而由於測考試卷亦已

配置其中，縱使這是突發事件，教師亦可輕易處理，同時可以讓學生透過相關

概念而更好地掌握突發議題的性質和內容。下圖展示了「全球暖化」概念給大

家參考： 
 
 
 
 
 
 
 
 
 
 
 
 
 
 
 
 
 
 

從以上的知識管理例子可見，由於電子平台介面多以圖像化形式展示教

材，教師一目了然。而更重要的是，較諸傳統上教師將教材存放於個人電腦硬

碟或校內電腦伺服器，知識傳遞往往受到網路接駁的限制，同時也受印刷模式

及時間等因素所左右，未能充份發揮效率和效能。當電子課室出現後，便能突

破上述限制，課堂學習可隨時隨地發生。我們甚至可以猜想，當學生日後熟練

電子學習模式，並且準確掌握通識教育科的學習要求時，其實可以把上述資源

庫全面開放予他們使用，即使那些在課堂沒有教授，又或是限於課時而未完全

處理的議題和概念，都可讓學生在虛擬世界內自行學習。 
 

電子平台的開放性，同時促進教師之間在知識管理方面的協作和交流。當

知識管理的大門互聯互通之後，同級以至跨級科任教師可以共享的學與教資源

即可增加，而最終受惠的必然是學生。進一步而言，我們甚至可考慮讓學生參

與這項知識管理工作，例如要求他們利用平台繳交課業，又或是透過 Google 雲

端分享的模式，從而將他們學習成果也匯入平台當中。 
 

總括而言，我們可將電子平台及相關軟件視作工具，藉以將每天密密麻麻

的工作和教材系統地存檔與發放，由此產出更大效益。而要達致這效果，最重

要的是適當應用電子科技，並將之結合於工作與生活，便可感受箇中樂趣了。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