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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點



1. 公民科課程宗旨及架構



知識建構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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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改革開放以來的
國家

互聯相依的

當代世界

內地考察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學習主題並非割裂式學習

香港中國世界

由近至遠



主題 2：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教師考慮點：

學生是在先前的知識
基礎及學習歷程下去
學習主題 2

教學目標
教學策略
課時的安排



2. 「改革開放概略」學習重點



作為主題2開
首的課題，學
生需要有由改
革開放切入，
認識國家



• 「改革開放概略」是主題 2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首個學習重點



3. 學校背景



學校背景

• 需要關注學生學習多樣性

• 學生學習略為被動

• 高中每班人數約30人

• 7 天循環週，公民科3節，每節40分鐘



面對的挑戰

• 課時緊迫比以往通識科少了㇐半課時

• 暫時未有教科書設計課堂導學筆記

• 教師團隊的改變具經驗的通識科老師離開、
照顧新成員

• 學生學習的期望達標與否



科內策略

設定明確學習
目標（教師）

備觀評及專業
發展（教師）

學與教策略及善用
資源（教師）

掌握知識

（學生）

自 主 、 協 作 學
習，著重思維、
能力（學生）

促進學習評估
（學生）



4. 課堂設計、選取及調適教材



將改革開放概略課題訂為 6 節課堂 （內容如下）

2 節

•改革開放的背景
•三步走新三步走兩階段

2 節

•改革開放的起步與展開（1978-1992年）
• 鄧小平南方談話推進改革開放進程（1992-2001年）

2 節

•「入世」之後的改革開放（2001-2012年）

• 十八大以後開創改革開放全新局面（2012年至今）



銜接初中中史科--溫故知新

• 中㇐至中三：㇐個循環週有兩節

• 中三中史科：學生基本上已掌握建國至1978年間
的內政與外交及改革開放政策的目標、重要措施
（農工商業改革、成立經濟特區）、成效及其面
對的困難等

初中中史科 高中公民科



學生課前預習 • 預習讓學生在課前
溫習中三中史教科
書，溫習已有知識

• 預習的焦點放在
1978年改革開放前
內政的背景

• 多項選擇題、填充
題及數據處理題……



• 來自初中中史科的
練習、甚至校內的
小測、測考卷

• 15-20分鐘完成

• 提供知識鋪墊



課堂內的學習--影片教學舉隅

• 將教育局提供的教學簡
報內的影片資源，轉化
為填充練習



• 影片教學配合課堂
電子學習，加深印
象

• 如鄧小平訪日時，
乘坐新幹線列車時
的情境



• 作為補充說明
如改革開放展開時的情況—
領導人的決心、改變思維，
實事求是，調整策略把工作
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 增加學習趣味

• 如藉著歌曲《少
年》內的歌詞扣

連2021年建黨百

年，以至新「三

步走」戰略

「兩階段」



課堂內的學習--教師講授舉隅

利用教育局提供的投影片，向學生講授
從「三步走」至「兩階段」的歷程









課堂內的學習--教師講授

• 不少較難理解的內容需要教師提問及講解
– 如三步走的三步、「小康」的含意

• 補充發展歷程的時序關連、背後的原因／理念
– 如三步走新三步走兩階段

• 歸納改革開放的脈絡
– 三步走遠粗近細、循序漸進、承先啟後的現代化發展

路線圖
– 中等發達民主富強文明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美麗



選取及調適教材的考慮因素

課程課堂的目標 課時的考慮

學生學習需要 可信的來源



5. 分組協作學習的課堂設計



分組協作學習

•為何要分組協作學習？

•公民科的分組協作學習可以如何發生的？

•在執行分組協作學習的教學策略時，教

師要注意什麼？



2節
•改革開放的背景
•三步走新三步走兩個階段

2節
•改革開放的起步與展開（1978-1992年）
•鄧小平南方談話推進改革開放進程（1992-2001年）

2節
•「入世」之後的改革開放（2001-2012年）
• 十八大以後開創改革開放全新局面（2012年至今）

安排分組協作學習

是次分享的課節



學與教流程及課堂活動
時間 學與教流程 課堂活動

5分鐘 全班授課 教師概述學習議題，分配小組成員學習

10分鐘 個人閱讀 學生在原學習小組，各自依負責的子題閱讀不同的材料或
自行蒐集相關資料

5分鐘 教師介入/補充 教師補充各子題的要點及關係

10分鐘 專家小組學習 負責相同子題的同學，組成專家小組，進行答案互對、討
論，照顧學習差異

20分鐘 回原小組教學 各子題專家回到原小組，將所負責的主題教導其他組員

10分鐘 展示成果 教師在各個原小組抽一位同學，在白板展示各子題的成果

20分鐘 全班授課 後續鄧小平南方談話推進改革開放進程的講解及總結



全班授課：提供背景知識作討論基礎



分配予各組的學習資料
• 改革開放的起步與展開（1978-1992年）是極具
意義的階段，縱使初中時有所涉獵，亦應深化了
解各項相關策略

–資料 A：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資料 B：鄉鎮企業
–資料 C：國有企業
–資料 D：民營企業
–資料 E：對外開放



分組安排



個人學習任務階段
• 10分鐘閱讀資料（配合電子學習）及完成任務



填充題
選擇題
描述數據題
短答題

設置在3題內



教師介入/補充

•建構「安全網」，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補充要點，例如農村改革先行、採取
「三來一補」的原因、擴大國營企業經
營管理自主權、上海浦東開放的意義

•讓後續的專家小組討論提供基礎



專家小組學習
• 同一資料的同學坐
在一起，簡單核對
個人任務階段的答
案

• 深化討論



專家小組學習
• 說明改革開發初期的相
關策略（成為該部分的

專家）

• 探討提倡相關策略的可
能理由

• 透過組內交流，構建
「安全網」，照顧學習

多樣性





回原小組教學

• 透過二次分組，加強個別負責，同學以
專家身份將所負責的部分教導其他資料
的組員

• 透過學習任務的設計，加強組內的相互
依賴，完成整塊「改革開放初期的相關
策略」拼圖



展示成果及教師總結

• 可以運用電子學習軟件或傳統白板，
讓同學理解整塊「改革開放初期的相
關策略」拼圖

• 方便教師檢視成果及作總結（見以下
相片）



從5個原小組中，抽㇐位同學負責１項子題

• 將課堂還予學生，教師從旁巡視及指導，促
進學生學到不同向度的策略



經濟效益的考慮—與之前課節提及的三步走戰略是㇐致的



鄉鎮企業發展出珠江模式，這與當時期的對外開
放策略有關

循序漸進地對外開放是要平衡風險、資源（先讓某

部分地方先富起來）



全班授課：延伸學習下㇐階段的內容



建基於先前的分組活動
（第一階段的改革開
放），再延伸說明第二
階段的部分



6. 教學檢討及日後修訂方向



教學檢討及日後修訂方向
• 學習成效檢討（課業）

1) 學生基本了解首兩個
階段不同的改革開放
策略

2) 知道當中的演變，並
就教師講解中的第２
階段策略做到擷取、
串連、多角度思維



教學檢討及日後修訂方向
• 課時局限中平衡課堂活動及知識建構

– 課節安排：5月底開展此課題，中間有部分課堂預留作小
測、對卷，如能連貫學習此課題則較佳

– 時間管理：整個二次分組的協作學習活動預計60分鐘，
但要視乎學生的能力以及教師的準備，尤其是回原小組交
流階段的時間掌控

– 學習材料：按照班中同學的特性再作調適，動機較強的
精英班可考慮將個人任務時的部分資料亦放在課前預習
部分，讓同學更多的準備



教學檢討及日後修訂方向

• 配合科內備觀評策略的推進
透過共備、集思廣益，務求再優化所設計的課

堂活動，包括：
課堂內的提問和評估設計
學與教流程，例如專家組討論改革開放相關

策略背後的理由前，可提供Memo紙讓每位
同學先思考、寫下意見，再作討論



謝 謝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