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
優質教育基金《小學科學資優教育：

培育「科學探究大使」計劃》

台北四天參觀學習團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二十六至二十九日



台北縣秀朗國小資優科學教育

負責學校

基華(九龍塘)、基覺、基法(油塘)、

元朗真光、基慧(馬灣)



參觀機構或學校簡介

• 創校30週年

• 普通教室 : 162間
• 專科教室 : 
自然科16間 美勞科6間 音樂科8間
視聽教室4間

• 班級數 : 合計143班



參觀機構或學校簡介

• 學校願景

秀朗心，故鄉情，世界觀，秀朗國小學校
願景將引領孩子快樂的學習、健康的成
長，成為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的
新時代好少年。



資優班課程設計理念

• 以學生為中心

• 重視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

• 提供學生相關研究資料

• 鼓勵學生自由探索、自由創作

• 指導學生學習如何觀察、規劃、實驗、分析及研判

• 培養學生的批判、創作等各種能力

• 對自己周遭的環境有一份關心，進而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暸解群己，培養關懷家鄉的愛鄉情節。





資優班課程設計目標

• 強調學習過程之學習

• 著重問題探討與解決

• 重視類化與應用

• 善用資源而利深入研究

• 加強概念學習

• 提供高層次思考活動

• 進行獨立研究

• 激發特殊優異潛能

• 輔導自我成長



科學活動

• 主題 : 創意科學魔術 --- 神奇的七個杯子

• 內容 : 把不同的溶液混在一起，如鹽酸、氫氧化鈉…，會顯
示出不同的顏色。

• 目的 : 測試不同溶液的酸鹼度，使學生從中明白它們的酸鹼
性質。

• 延伸活動 : 生活中的應用

1. 我們被蜜蜂的針刺到，為什麼塗上涶液，可以減輕痛楚。

2. 人們胃痛時，吃胃藥後會好轉，為什麼?



學習過程

• 是次的教學觀摩，是由兩位老師帶着十位資優學
生。他們被分成兩組，進行以上的科學活動；有
關的教材是自編的，由兩位負責老師經過資料搜
集並互相討論而編成的。

•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老師一面講解，一面播放有
關簡報，而學生卻在努力地抄寫筆記；跟着，老
師向學生解釋如何做這個有關酸鹼度的實驗，然
後讓2組學生自己嘗試去做，並把有關結果匯報出
來。



教師講解實驗過程



學生上課情形



教學簡報內容









學習過程

• 老師先後派發了兩張工作紙，一張是教授
學生有關的化學原理，另一張則用作鞏固
學生的所學。

• 最後，老師把學生學懂的化學原理套用在
現實生活中；並向他們發問了兩條問題，
但學生似乎不懂回答。



老師設計的工作紙



介紹化學原理



學生分組進行實驗







學生記錄實驗結果



滙報實驗結果











學生對照老師提供的實驗結
果，自行發現過程中出現問
題的地方。



總結實驗結果



評估方法

• 老師仔細觀察學生上課時的表現及行為

• 自我評估

• 老師評量

• 家長評估



學習成果

• 作品發表會

• 才藝表演

• 成果展覽

• 出版研究專輯

• 網上發表



反思和比較兩地的科學學習

課程方面

• 台灣：「自然科學科」只包括物理、化學及生
物，

故涵蓋較廣，科學學習只佔一部份，課程較淺。

人力資源方面

• 台灣：已發展有系統的資優教育，有專門人才(老
師)負責資優班的科學探究活動。

• 香港：把探究活動融入課程，由常識科老師負
責，大部份學校沒有常識科的資優教育和專責人
才。



探討應用於香港學校的可行性
• 台灣發展資優教育已有二十多年歷史。在普通小
學設立資優資源班，增撥教師擔任資優班導師，
而且訂立一完善之評選資優生制度，有助培育資
優生。香港雖然在1994年開始推行校本成績卓越
學生校本課程，鼓勵學校推行校本資優培育計
劃，提供短期教師培訓及種籽學校計劃，但教統
局所提供之支援極有限。近年雖積極投放資源在
高中資優教育但對小學資優教育方面的支援極不
足。教統局須在師資培訓，教學支援及行政支援
方面投入更多資源，例如設立特別撥款，供學校
設立資優資源班，就如現在加強輔導教學計劃或
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之新資助模式向學校提
供額外教師或撥款。



探討應用於香港學校的可行性

• 秀朗國小的資優生在小三、小四接受基礎
培訓後，在小五、小六已能開始自訂探究
題目，在老師引導下進行獨立研究。本港
學生在這方面培育不足，學生也較被動。
若有較多之資源，其實香港教師也可以為
資優生提供較有系統和全面之校本培訓。



探討應用於香港學校的可行性

• 秀朗國小在校園栽種各種植物，幫助學生
學習自然科學。本港有部份學校也把校園
佈置成學習自然科學的埸所，方便學生學
習，也可提高學生對校園環境的關心和愛
護，本港其他學校可以借鏡。



探討應用於香港學校的可行性

• 台灣小學自然科學是獨立科目，課程內容
較廣，教師有較充裕時間教授自然科學探
究方法及科學知識。本港自九一年開始推
行常識科，當中自然科學佔課程部份比未
推行常識科前少，較難有系統地培育學生
自然科學的探究技巧及進行科學專題研
究。



其他感想

• 台灣的科學教育(尤其是資優教育)辦得很有
系統，這全賴完善的課程設計，靈活的學
校行政安排及一群有心有力的老師，值得
我們學習。

• 當地教育資源豐富，且課程調配合適，老
師和學生能將教學推至最佳之狀態。



其他感想

• 台灣的教師不但致力課研，而且還有其他
教育機構的專業人士提供意見及支援，對
提升教學質素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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