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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 

 

三個學習主題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 (2001) 網上版《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的文件指出，專題研

習是「 幫助學生學會學習 」的關鍵項目，學生能透過專題研習，發展學生的共通

能力（例如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等），拓闊學生的學習空間，達

致全人發展。 

專題研習（Project Learning）是由學生針對特定題材，作出深入的分析，主動去

探尋問題，讓學生從「做中學」、「觀察中學」、「思考中學」。 

  

如何運用專題研習提升教學的效益？－專題研習的理論和實踐 

鍾嶺崇 , 祁永華認為（2005，7）專題研習為學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讓他們透

過一個主題，運用自己的知識，在分析的過程中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專題研習 針

對特定題材作出深入的分析， 由學生主動去探尋問題，讓學生從「做中學」、「觀

察中學」、「思考中學」。 

蘇詠梅指出（2001，2）專題研習讓學生參與解決問題和其他有意義的工作，自

行籌劃自己的學習，是他們的學習不再受制於課本。專題研習強調以學生為主，

讓學生透過設計專題，自己去探索問題、大膽推理、細心分析、然後自己解決解

決方法、發現事實，使教材有意義的聯繫。 

本課程主要分為三個主題，讓參予者從自學中認識 專題研習，使它 作為一種教學

策略及技巧。學員自學後能將 專題研習 有效地運用在教學上，從而提升學生在教

室以外 /以內的學習興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甲、 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果（第一階段） 

乙、 專題研習技巧（第二階段） 

丙 、 專題研習的設計（第三階段）  

 

完成此三部份的課程後，你便能夠解答到以下的問題﹕ 

（1）專題研習有甚麼的學習成果？學生經過哪些學習歷程會導致這些學習表

現？ 

（2）教師在實踐專題研習時要注意哪些技巧？ 

（3）如何利用專題研習設計一個學習領域的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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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果 

  

專題研習並不像以往的傳統教學那樣，單向的傳授知識，滿堂灌，以考試為導向。

以專題研習為教學策略，學生能自主學習，注重有建設性的成果，在學習的過程

中培養學生之間的協作能力、待人接物的態度、共通能力等，從而擴闊他們的知

識領域。 （鍾嶺崇，祁永華，2005，8 ） 

老師先要了解所研習的成果，才能有效地利用專題研習，本節目讓學員認識專題

研習的優點及如何提高學生知能發展。 

  

（一）參閱例子一，這是一些香港小學生在課室裏的實景匯報。你認為學生表現

出那些學習成果？請把它們擇錄在工作紙（1）上。 

  

例子一 : 

  

學生五人一組，以奧運會為主題，搜集有關資料，並作實景匯報。 

  

首先，一位學生擔任司儀，三位學生扮演「外星人」，而其餘一位則扮演「地球

人」。司儀先利用簡報介紹各「外星人」的名字及其所精通的語言 (廣東話、普通

話及英語)，簡報上輔有美工圖案以助說明。然後，各「外星人」便按著他們所

精通的語言以創新形式——戲劇來進行匯報。例如：其中一名「外星人」向「地

球人」用英語說出「多謝你為我們作講解」，然後，「地球人」便用廣東話回答。

學生除以圖片來展示所蒐集的奧運會資料外，還以棒形圖來輔助說明「男女同學

最喜愛的金牌運動員」。 

  

最後，五位組員以齊喊口號「零八奧運在北京，全城歡呼齊盡興」來結束整個匯

報。匯報結束後，組別更設置問答環節，不但可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而且有助

提升匯報的趣味性。 

  

（二）你認為學生經過哪些學習歷程會導致這些學習表現？請把他們擇錄在工作

紙（2）上。 

   

（三）撰寫專題研習的練習。請自選一個學習領域的課題，針對所選擇的課題，

以專題研習作為教學的部份，撰寫你在施教時運用的策略，然後與一位組員交換，

互相討論這些建意對教授該主題是否清晰合宜。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1_ws1.doc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1_ws2.doc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1_ws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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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專題研習的技巧 

   

在甲部，老師了解了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果，它如何提升學生的知能；並己經能夠

初步掌握專題研習如何在不同的教學主題發揮應有的教學效益。但要有效地實踐

專題研習，教師也必須同時發展出一種技巧，引導學生研習這個議題，讓學生主

動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使學生自行發現知識。 

  

老師的角色   

  

在專題研習中，老師扮演協作的角色，老師並不是編排者。真正的編排者是學生

自己，他們才是專題研習中的靈魂。學生要就特定的主題進行研究活動，自己決

定用甚麼方法去驗證，怎樣蒐集資料。   

教師要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提供不同的協助，引導學生向正確的方向整理、分析資

料。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便會吸取許多課外/課內知識，當面對難題時，

也能作出合理的分析，從而下結論。 

  

策劃跨科專題研習活動 

  

專題研習大多數都是 圍繞某一科或學習領域，也可以是跨科或跨學習領域，又

或是超越任何科目和學習領域的界限。當學校推行的時候，應該把各科同一主題

的學習調配到同一時段，學校可根據所訂的主題及能力指標設計不同的活動，並

按活動性質決定由哪個科目老師負責。（鍾嶺崇，祁永華，2005，112 ）在推行專

題的時段，不能太短，要不然，老是很難觀察學生在學科知識、思維技能和情意

態度的轉變。 

  

協助學生擬定主題 

  

霍益萍（ 2002，35）認為選題是研究性學習的起步階段，課題的選擇、確定，直

接決定了課題研究工作發展的發展方向和命運，甚至影響到整個課題的成敗。所

以老師可用「字母」題的形式協助學生，母體可由老師根據課程的內容或跨科科

的學習領域來訂定特定的主題或由學生自己來訂，根據他們的興趣來引導他們的

要探討的子題。 

老師可以在不同的階段給予指引，剛開始的時候，學生可能對研習的課題沒有主

意。那時候，老師可以用六何法協助學生思索自己的專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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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s Laase & Joan Clemmons（ 2002，96）認為，當學生清楚自己要研習的主題後，

老師還要問學生： 

  

 

  

以上的 KWL 策略能協助學生反思自己研習的內容是否有意義，知能有沒有增

長。 

本部份的課程讓學員認識專題研習的基本技巧，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並讓課堂學

習變得互動，使研習成為學生有效的學習方法，藉此提高學習效益。 

實行專題研習時所遇到的問題： 

  

（1）應用專題研習於教學上，是否需要經常給予學生指引？ 

（2）跨學科專題研習設計用了多少時間籌備？全校的老師如何協調達致成果

呢？ 

（3）專題研習課程如何與原本的校本課程配合，善用時間分佈？ 

（4）如何尋找外間團體（例如去北京交流）與統整課程有關？ 

（5）搞這個大型專題研習的最大困難是甚麼？涉及了不同科目，資源分配有沒

有困難？ 

                                                 【1-5 的參考意見】 

以上的困難，要求老師適當地以專題研習的技巧去解決，老師的主要目的是在活

動中扮演誘導的角色， 令學生根據現有的知識，積極從專題研習中分析資料，

探求答案。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2_rf.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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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達致則要注意兩個方面﹕ 

  

（1）老師要求研習的問題是學生的能力所及。 

（2）老師要臨場因應學生的反應而提供適當的諮詢、提醒、質疑、引導等幫助。 

 

丙、 專題研習的設計 

   

在甲、乙兩部份中，學員明白了專題研習的一些基本知識，了解專題研習的學習

成果和 技巧。要學生設計一份完整的專題，老師清楚知道它的步驟。   

根據林碧霞（2006，9），老師在推動專題研習時有好幾個階段 

  

 
現在個學員要試試如何運用「 專題研習 」作為工具，在課堂進行教學。我們先要

考慮：如何在教學設計上採用專題研習？在哪些部份採用？大家要謹記，專題研

習只是學生的學習歷程， 老師應適當地提供諮詢、質疑、引導等幫助，使學生更

有效地進行他們的專題。本課節的目的是讓學員以專題研習來設計教學，明白到

要發揮專題研習的好處，必須要考慮題材及其他輔助的資源及技巧。 

 

反思與評鑑 

  

專題研習的學習成果、技巧及教學設計的運用 

  

學員在甲、乙、丙三部份的研習後，能否對專題研習的技巧及運用靈活使用？以

下的評量表，可以作為評估你設計或實踐專題研習 教學效果的工具，希望老師不

斷學習，為學生創造更多思考的空間，讓他們 主動探求問題，從「做中學」、「觀

察中學」、「思考中學」，使教材有意義地聯繫，亦希望各老師 在互動的教室中發

展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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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上述甲 、乙 、丙 三個部份，學員探討了 專題研習 的學習成果 、 研習 的

技巧、 專題研習 的設計，從中認識了 專題研習 的知識及實踐技巧 ，並且有

機會設計及實施更創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得益。「互動教室」將繼續與你探討

更多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學意念及技巧。你的參予及支持、回應會令「互動教室」

的平台學習更臻完善。讓這裡成為教學的一個平台，使大家能展開交流、評論意

見、爭取改進教學。我們希望透過「互動教室」的專業指導和專業交流，一同開

拓教育專業發展，邁向更完善的教學。 

 

學習資源 

  

「 水的探究 」 

  

課堂主題﹕圓周 

  

以上教案由香港教育學院小學教育榮譽學士課程(2004-08)二年級學員 

 何麗君、何子恒、古海茵、鍾婉瑩、陳寶琪、 

 陳岳豐、陳慶順、林立喬、李佩芳、羅蒨婷、潘淑慈  提供，謹此致謝。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3_plan1.pdf
http://www.ied.edu.hk/aclass/project_a3_plan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