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自主學習策略運用線上「編程數位說
故事」支援以英語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小
學生學習英文寫作：由資訊科技科入手

日期 :13/12/2023

時間 : 14:00 – 14:35

分享者 : 蒙韋綸高級主任, 黃智仁老師



特別鳴謝

香港教育大學提供教學研究的專業支援及相關材料

- 江紹祥教授

- 孫丹兒教授

- 馬韵斯女士



前言 - 為何要推動資訊科技及創新教學?

1. 未來世界是怎樣的？

2. 電腦會取代人類嗎？



前言 - 為何要推動資訊科技及創新教學?



前言

香港教育局於2022年公佈了
《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小學指
引》）（試行版）(2022)，當中提出
了優化整體課程規劃，為學生提
供多元、適切和有意義的學習經
歷，拓寬學生的學習基礎和視野，
達至全人發展及建立終身學習
的基礎。由此，本分享將以資訊
科角度分享推行跨學科課程的
經驗，為日後進行其他運算思維
跨學科課程的計劃提供參考的
資料。



學校簡介

2020 EdUHK STEM+C Project Partner School

2020 Resource School of CoolThink@JC

2019 5G STEM PILOT SCHOOL  

2018 Edmodo Ambassador School

2016 Network School of CoolThink@JC



普及教育 - 資訊科



科技及創新發展組
由蒙韋綸高級主任帶領

主要目的
負責策劃及推動STEAM教學

具體例子

資訊科 編訂1-6年的課程，加強運算思維、編程、科
創的元素。

科創科 發展校本的運算思維及設計思維STEAM課程。

跨學科主題活動 設計及舉辦四、五年級跨學科STEAM主題學
習活動

STEAM教學發展 統籌STEAM精英培訓及課後學生自費培訓班



校本STEAM教育現況



普及教育 - 科創科

STEM+C 課堂

(設計思維)

積木編程課程

(運算思維)

現代農業課程

(運算思維)

童擁AI課程

(工程循環)



興趣班

AR/VR 創作設計證書課程

3D 打印課程

IOT智慧城市課程

Roblx遊戲設計課程

鳳溪電動車達人課程3D動畫設計課程



精英班

於日常課堂和興趣班中表現優異的同學會被選入拔尖班

並參與不同的比賽和活動。

校外比賽和活動經歷

同學透過參與各種科創活動及比賽培養他們的創意。另

一方面，我們亦為同學提供了一個可以應用已掌握知識

的機會，以深化同學對相關課題的理解。



精英班

小小發明家 無人機足球校隊 鳳溪機械小菁英



計劃簡介

後疫情時代，自主學習是一項在面授課堂、網上課堂
都同等重要的學習策略。本研究以小學四年級英文科
為本，由資訊科技科協作，完成為期約四星期的英文
寫作課程。英文科、資訊科技科教師與學術研究共同
設 計 課 程 並 開 發 教 材 ， 教 授 小 四 英 文 科
「My Favourite Festival 我最愛的節日」此一單元，在
英文課堂上學習相關詞彙、語法及寫作技巧，並在資
訊科技課堂上利用 Scratch 網上編程平台完成編程和
製作動畫，創作「My Favourite Festival」數位小故事，
最後在英文課堂上向同學展示自己的作品，完成同儕
點評及自評 (Ma et al., 2022)。在自主學習策略和教師
的指導下，學生在過程中逐步學習制定學習目標、安
排時間、選取學習策略、聽取聽取同儕及教師的意見、
尋 求 協 助 、 溫 故 反 思 ， 逐 步 按 計 劃 完 成 學 習 目
標 (Zimmerman, 2011)。



計劃成果

• 本校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進行一個跨
科的研究計劃，並於最近發表了一表
相關的論文。



計劃成果

• 研究結果顯示課程可以有
效並顯注地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的意識和動機，特別在
課前預習的部分。

• 另一方面，數據亦展示出同
學在尋求課堂相關資訊以
按時跟上並完成英語課堂
進度的部分亦有顯注的改
善。



推行跨學科課程的理念

• 近十年來，香港學界致力於資訊科技科內推
動運算思維能力發展。近年更強調編程教育
應與其他科目練繫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
題 (EDB, 2020)。隨著資訊科在運算思維編程
的教學日趨成熟，學校開始探索並推動跨科
合作以產生學科之間的協同效應。此外，過
去三年的疫情推動了 K-12 網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 混合學習 (blended learning)，「自主
學習」亦成為促進學生學習效能的熱門話題。
如何透過資訊科技科與英文科結合的運算思
維課程提升同學的「自主學習」能力成為了一
個項值得探討的方向。



課程目標

• 本課程的目標是為了透過英文
科與資訊科的有機結合，培養
學生於資訊科技範疇的興趣、
技能和態度以提升同學的數碼
創意。同時亦希望同學在完成
作品的過程中產生跨科目的自
然連繫協同效應以提升同學學
習英文科和資訊科知識的興趣，
推動自主學習的發展。



預期課程學習成果

• 同學於修畢本課程後應該具備以下六項學習成果:

• 可以展示出對於運算思維編程技巧和動畫製作的基本原理知識和相關技能;

• 對於設計思維步驟有基本的認識;

• 可以開發簡易動畫作品;

• 遇上各種困難和問題時, 仍然可以使用成長型心態面對並解決問題;

• 可以有效地應用和整合語文知識、溝通技巧、運算思維技巧、創意思維技巧及解難能力以處理專案

開發的過程;

• 及根據課堂的內容而自主於家中學習更深入的內容。



預期課程學習成果



量測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 / 研究方法

為了可以更全面地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跨科課程評估方式包
括了總結性評估和進展性評估。而進展性評估所佔的比重會較
總結性評估多是基於課程的教學策略希望透過動手動腦的課堂
方式，結合自主學習概念，培養學生於資訊科技範疇的興趣、技
能和態度以提升同學的數碼創意。



研究參與者及數據樣本

• 是次研究有110位四年級同學參與。

• 他們的年齡範圍為9至10歲。

• 同學們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 兩位英文科主任、四位英文科老師及三位資訊科老師參與了是次的研究。

• 為了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 所以收集了學生的性別、Scratch編程的經驗、學習

英語的時間等數據。

• 為 了 檢查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之 間 是 否 存 在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 Significant

Differences），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將被應用為分析各組差異的方法。



研究流程



教學設計

• 先備知識 (資訊科)：

• 對「序列」、「條件」等運算思維概念已有基礎認識。

• 已學習「My Favorite Festival」的英語知識。

• 學習難點 (資訊科)：

• 透過運用課堂的作品整合英文科的創意寫作完成檔案。

• 學習目標 (資訊科)：

• 完成「說故事」課堂的作品。

• 能說出「廣播」的概念。



教學設計

• 評估準則 (資訊科)：

• 完成「說故事」課堂的作品。

• 能說出「廣播」的概念。

• 教學資源 (資訊科)：

• Edmodo 學習材料 (Scratch 檔案)

• 課堂工作紙



教學設計 - 課程主題

• 課程主題： My Favourite Festival

• 以「我最喜愛的節日」為跨學科課程的主題是因為學生們都擁有經歷不同節日的體驗。他們對於不

同節日都有各自的感受和回憶，因此選取緊貼生活經驗的「我最喜愛的節日」為主題，以提升同學

學習動機。



教學設計 - 統整課程的方式

• 課程統整的方式至今仍然沒有統一的歸納方法和系統。話雖如此，我們還

是可以從「學科界限」的角度為課程統整的方式分為「單一學科」、「跨學

科」、「科際融合」和「超學科」四大類（游家政，1999）。

• 由於本課程透過「我最喜愛的節日」的主題統整其自然連結了英文科和資

訊科的課堂和教學活動，但是學科之間的界限清晰。英文科負責教授同學

與課題相關的英語知識、文法和創意寫作的部分，資訊科負責教授學生把

創意寫作轉化為互動說故事作品。



教學流程

• 跨科課程先以英文科「My Favorite Festival」單元教授英語詞彙、語法和寫作技巧，再配合資訊科並透過
「數位說故事」的單元教授同學如何使用 Scratch把英文寫作轉化為有趣生動的互動故事。最後再於英
文課堂上演示他們的作品，並收集同儕及教師的意見，讓同學透過英文寫作和編程向大家分享他們最
喜歡的節日。



教學流程

• 跨科課程先以英文科「My Favorite Festival」單元教授英語詞彙、語法和寫作技巧，再配合資訊科並透過
「數位說故事」的單元教授同學如何使用 Scratch把英文寫作轉化為有趣生動的互動故事。最後再於英
文課堂上演示他們的作品，並收集同儕及教師的意見，讓同學透過英文寫作和編程向大家分享他們最
喜歡的節日。



教學流程



課程內容 – 學生作品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挑戰

• 本課程計劃結合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框架以設計課程的流程、體驗和內容。從課堂上同學的

反應和課堂後的作品便可以了解到同學對於可以參與課堂是十分高興的。完成課堂後，同學

亦可以展示課堂最初要求的能力標準及知識概念。

• 總括而言，課堂十分順利地完成了它的目標。縱雖如此,推行跨科課堂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當中亦遇上很不少的困難和挑戰, 幸好課程最後把這此問題都逐一解決。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挑戰

• 疫情下教學策略 - 混合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

• 由於本課程結合了英文科與資訊科的內容，因此編程課的課堂時間較以往更為有限。為配合兩科

的教學進度並深入地照顧每位同學的學習差異，所以同學可以於 Edmodo 上預先下載學生材料(例

如: 教學筆記、簡報、編程檔案等等)並按照自身進度預先了解課堂的內容及嘗試編程。上課時,同

學便可以一起討論在編程時遇到的問題並以更深入的角度進行教學。

• 因香港疫情影響,學生由以往可以全日在校改為只能半日在校。所以,學生的課外延伸活動安排受

到嚴重影響。同時,教師接觸同學的時間亦大幅減少。這意味著教師可以安排個別小組進行相關研

討及工作的時間都會較少,進而削弱了相關教學的力度。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挑戰

• 異質分組的適異教學, 照顧學習者差異

• 眾所周知,資訊科課堂上佔課時比例最多的部分便是協助同學制作課堂相關的作品了。因為同學需

要設計作品的內容並跟據教師的指示完成所有編程步驟。但是由於並非每位同學家中都有足夠的

資源和支援協助同學。因此製作成品所需要的時間亦較以往更長。

• 為了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進度,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會根據能力進行異質分組的合作學習。讓能力

較高的學生成為小老師, 協助其他有需要的同學完成他們的作品和帶領小組討論的部分。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挑戰

• 資訊科與英文科的跨科配合

• 推行課程的其中一個難點便是不同科組之間的教學進度需要互相配合，因為各班上課的時間各不

相同，有時候會遇上某班同學的資訊科或英文科剛好遇上假期而引致各班的教學進度不一。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建議

• 積極使用和配合電子教學平台

• 針對教學困難部分提出的第一項問題的建議是在教學時積極使用和配合電子教學平台。因為同學

在面授課時減少而促使課程的效果減弱。若於課程規劃時便已經使用和配合電子教學平台，除了

讓教師可以更有效地運用面課堂的課時外，亦可以培養同學自動在網上尋找課程相關的資料以更

有效地推動同學發展「自主學習」的技能。讓同學可以達至「學會學習」的階段。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建議

• 為同學提供更多的製作成品的資源庫

• 雖然在推行課程前已為同學準備好參考圖庫，但在實踐課程的時候發現圖庫的存量可以有更多的

選擇讓同學減少尋找需要資料的時間。由於課程對象的同學年紀尚幼，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於網

上尋找資源以完成他們的作品。同學特別在尋在角色圖片、動畫背景中花費的時間較多，而老師

於課程期間亦發現同學們有很多有趣的創意。他們會非常在意圖像是否能準備地表達他們的意思，

因此在選圖方面同學表現得很嚴謹。



教學反思與建議 - 教學建議

• 為學生的作品加上更具體的框架

• 解決第二個教學難點的另一個方向便是為同學最終成品加上更具體的框架使同學可以在有限的

時間內完成他們的作品。因為同學有很多有趣的點子想要實踐，因此他們在製作成品的過程中不

停加入新的點子，使成品的製作時間不停增加。因此可以參考語文科作文時的寫作限制，讓同學

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和框架內發揮他們無限的創意。



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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