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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教師成為「啟發學生的共建者」的幾個問題

1) 教學技能的發展如何分等級?

2) 不同的教師效能對不同能力學生的影響有差異嗎?

3) 學生協作、有效的教學、啟發性教學之間有何關聯?

4) 個別教師的教學效能對學科、對學校的影響大嗎?

5) 學校要改進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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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技能的發展如何分等級?

1) 頻率時間管理
2) 階段時間管理
3) 頻率結構化
4) 頻率應用
5) 頻率課堂評估
6) 頻率提問
7) 頻率師生關係

1級技能+
1) 階段結構化
2) 素質應用
3) 階段提問
4) 頻率學生關係
5) 焦點應用
6) 階段應用
7) 素質提問

第1級

第2級 1至2級技能+
1)階段學生關係
2)階段師生關係
3)階段課堂評估
4)頻率教學模型
5)頻率定位
6)焦點師生關係
7)素質回饋
8)焦點提問
9)焦點學生關係
10)素質結構化
11) 素質課堂評估

第3級

1至3級技能+
1) 差異化 結構化
2) 差異化時間管理
3) 差異化提問
4) 差異化應用
5) 焦點課堂評估
6) 差異化課堂評估
7) 階段教學模型
8) 階段定位

第4級

1至4級技能+
1)素質 師生關係
2)素質 學生關係
3)差異化 師生關係
4)差異化 學生關係
5)焦點 定位
6)素質 定位
7)差異化 定位
8)素質 教學模型
9)焦點教學模型

利用42種教學技能的難度參數，
反映不同階段特殊的限制。

專注數量指標

專注階段指標

焦點和素質開始浮現

頻率>階段>焦點>素質, 差異化

建立差異化

建立有素質的差異化

第5級

1) 學習成績越低，學習
的焦慮越高。教學效
能低的教師會令到學
生人人自危。

2) 教學效能一般的教師
便足以降低成績高的
學生對學習的焦慮。

3) 不過，對學習成績普
通和較差的學生，教
學效能高的教師會增
加他們的壓力。

2017年年广东省中小学后备人员培训项目 4

不同的教師效能對不同能力學生的影響有差異



高裕安博士 –
教師成為「啟發學生的共建者」的應有素質

19/1/2019

教育領導論壇二零一九 –
教育變革下的教師及學校領導 3

1) 當教師效能只是一般，學
生未必有學習的熱情，特
別是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
因為這些教師給予學生的
支援有限，但對學生的要
求比高效能的教師更要命。

2) 學習能力普通和薄弱的學
生其實更需要高效能教師
的教導，因為給予學生的
支援充足，使他們學生學
習有更有自信。

3) 不要盲目迷信學生感受，
低效能的教師盡得各人歡
心。 2017年年广东省中小学后备人员培训项目 5

不同的教師效能對不同能力學生的影響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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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協作、有效的教學、啟發性教學之間的關聯

教師效能

學習評估

專業知識

良好學習氣氛

有目的的教學

熱誠

與學生關係

刺激學習

課室經營

學生協作

教學反思

創新教學

彈性

1) 啟發性教學的特點：

a) 教學反思

b) 創新教學

c) 彈性

2) 有效的教學可能給予大
家短期亮麗的學生成
績 ，不過它不能取代
啟發性教學，因為兩者
本質上不同。

3) 如果想學生互相協作學
習，啟發性教學會比有
效的教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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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要做到在各項教學素

質表現一致十分困難，要

樣樣俱佳不容易。

2) 不同的觀課工具顯示出教

學素質之間細微的差異。

3) 觀課最好不要單靠一種觀

課工具。

4) 教師概覽顯示出個別教師

之間在教學素質的差別與

變化。

5) 教師概覽可以告知科主任

和校長，不同科和學校整

體之間的教學效能差異。

Effectiveness 

微教分析教學素 教師 1 教師 2 教師3 教師 4 教師 5 教師 6 教師 7 教師 8 教師 9
教學目標導向 高 中低 中高 中高 中高 低 低 中低 中高

清晰教學流程 高 中低 高 高 中高 低 低 中高 中高

教學活動的實踐 高 中高 中低 中高 中高 低 中低 中低 中低

範例延伸教學法 中高 低 中低 高 中低 中低 低 中高 中高

問題引導教學法 高 中低 中低 高 中高 中高 中低 中高 中高

時間管理 高 低 低 中低 高 低 中低 中高 中高

師生互動 低 中高 低 低 高 高 中低 中低 低

學生互動 中高 中高 低 中高 高 高 高 中高 中高

課堂氛圍的營造 低 低 低 低 低 中低 中低 低 低

課堂組織 高 中低 中高 中高 高 中低 中低 中高 中高
情感上的支持 高 低 高 中高 高 高 中低 高 中高
教學支持 高 中高 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低 中低
激發學習的環境 高 中高 低 高 中高 中高 中低 高 中高

高效的課堂組織 高 中高 中低 中高 高 中高 低 高 中低
教學清晰度 高 中高 中低 高 中高 中高 低 高 中高
活躍的教學 高 低 低 高 中高 中高 中低 高 高

適應性教學 中低 中低 低 中高 中高 中低 中低 中高 中高
教授學習策略 中高 低 中低 高 中低 中高 中低 高 中高

學生的投入程度 高 中低 中低 高 中高 中高 中低 高 中高

學校個別教師的教學效能概覽

學校改進的分佈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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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08年間，[沒有改進]的
學校和[改進不彰] 的學校分佈趨勢:

1) 起點高低學校改進成功機會有顯
著不同。

2) 起點中間的學校最「易」成功；
不過，如果改革失敗，下滑的機
會比保持現狀機會大。

3) 起點低的學校改進機會很大，停
滯不前的機會很少。

4)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改變，肯改變
總比不變應萬變在策略上更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