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要保持競爭力，追上全球步伐，學習，

是唯一的道路，學生如此，其實老師亦然。在教學上，社會的焦點普

遍聚焦在「學」的莘莘學子上，「教」卻時常被忽略。

　　「老師不一定無所不知，遇到有學生提問自己卻解答不了的時

候，不要緊，一起去尋求研究解決的方法，老師也需要不斷學習！」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總監羅陸慧

英教授一語中矢。世界不同了，教與學都面新挑戰，老師要與社會同

步，尤其是在STEM教育及SDL（Self-directed	learning）的範疇，學

習也要與時並進，才能與學生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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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陸慧英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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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上，老師應要以學生個人、社會及世界發展

作為課程設計重點。以往考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學

生只要學懂相關知識，便足以應付生活，但世界實在

變化得太快，例如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的出現。羅陸慧

英教授認為，老師更需要培養學生21世紀的共通能力

及不同學科知識和技能，讓學生運用他們的跨學科知

識和技能來創新及改善人類生活。

SDL

自
我

修
訂

設定目

標

自
我
規
劃

自我監控

自
我
評
價

21
世紀能力

自主學習

創新

解難

協作

企業家創意精神

．科學探究

．科學推理

．設計思維
．重複改良及優化

．應用科技知識

．善用資源

．創建／更新產品

和系統

．模型和關係
．數據處理
．數學語言

．運算／邏輯思維

科 學

學科
知識

學科
知識

科 技

數 學工程設計

STEM	教育概念框念架

　　要教導學生連老師們也可能從未涉獵過的知識，先

要老師學懂，透過自身的學習，找出難點和共通點，才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

技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透過不同的支援模式，例如舉辦有關STEM課程/學習設

計的支援活動、提供讓老師進行課堂活動設計及讓學生

進行網上學習的電子平台、培養學校領導能力及建立學

校互學網絡等，以加強教師對STEM教育和自主學習的

理解，協助他們掌握相關評估和學習設計策略，發展學

生不同STEM相關學科知識和技能，以及21世紀共通能

力，例如如何進行科學探究及工程設計，創新及改善人

類生活。羅陸慧英教授鼓勵老師與學生和支援團隊一同

探索這個有着無限發展空間的領域。

不同支援模式　

著重強化課程設計能力

　　這幾年間STEM教學概念大熱，羅陸慧英教授與

她的團隊看到支援老師及與老師同行的重要性，於是

「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就應運而生。計劃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由香港大學教育學

院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為期30個月

（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的計劃，以高小（P.4-6）

和初中（S.1-3）年級學生為對象，透過推行自主學習

（SDL）促進香港學校在STEM教育上的發展。

　　羅陸慧英教授說：「我們的計劃強調和老師一起

去準備學習設計 (Learning design)，每所學校的老師亦

各有所長，年青一輩可能對新科技較為熟悉，而經驗

豐富的老師則很理解課堂運作、人手和資源調配等工

作。我們希望計劃能結合不同學科的老師一起探索、

思考如何進一步提升STEM教學效能。」

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與老師並肩迎接挑戰

賽馬會 STEM 自主學習
計劃能達成什麼？

教師參與賽馬會 STEM自主學習計劃

透過不同支援模式，加強教師對 STEM教育
和自主學習的理解

老師亦從計劃中增強自學能力，強化團隊協作

師生同行，攜手學習，探索未知

希望促進整體 STEM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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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 STEM 教育能幫助學生整合不
同 STEM 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又
能連繫現實生活和社區的層面，對培
育學生走進未來社會非常有用。
圖片鳴謝：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非本計劃的參與學校）

　　說到自主學習，羅陸慧英教授指很多人可能會

誤解成自學，其實不盡然。雖然在推行自主教學時，

老師可以鼓勵學生主導及訂定自己的學習目標，但羅

陸慧英教授亦提醒，老師需要時刻關注學生，保持交

流，亦需促進他們之間的互動，加深對課題的了解及

興趣，才是真正的SDL自主學習。「我們很重視給予

學生空間，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作決定，培養他們的

解難能力，根據他們自訂的學習目標，進行設計，實

踐，監控及修改他們的學習計劃。」

　　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內專為老師而設的工

作坊，將大家都變回「學生」，重拾在學習中面對的

困難和樂趣。「有些老師最初也未試過連接電池及摩

打，我們就鼓勵他們大膽嘗試，他們發現原來這麼簡

單有趣，最後有一位老師連教學物資也借回學校，應

用在自己的課堂內！」羅陸慧英教授笑着說。

自主不等於自學　

老師重拾學生身份
　　從學習過程得到的快樂及滿足，絕對不分年齡。

最後那位老師除了與同事一起設計解難，還決定把學

習設計帶回家中，花了多晚時間整理內容，優化及解

決遇到的問題及障礙。羅陸慧英教授喜見儘管困難

重重，老師仍充滿熱情，努力學習，不斷優化學習設

計，促進學生學習。

　　她一再強調，隨着社會發展，老師更需要鼓勵學

生主導學習，老師須知道學生的興趣及學習難點，一

起去探究及尋求答案，拉近師生的距離，建立新的「

亦師亦友」學習夥伴關係。令羅陸慧英教授感受最深

刻的是，有老師跟她分享與學生的關係改變了很多，

以往師生總有段距離，現在學生會主動提出問題和建

議，自主學習模式促進了師生間的交流互動。

新的學習夥伴關係　

促進師生交流互動

老師如何教導學生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元素 描述

設定目標 ． 學生辨析個人學習目標及學習活動。

自我規劃
 ．  學生仔細地制訂和計劃與學習相關的決定和安排，例如計

劃、製作學習時間表等。

自我監控
． 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
． 學生監管一系列的學習策略。
．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調整自己的學習路徑。

自我評價
． 學生關注評估準則。
． 學生能按評估準則小心地評估課業。

自我修訂
． 學生根據教師或同儕在不同階段的回饋改進他們的課業。
． 學生能反思他們的學習並能應用他們所學的在新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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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學無論對老師及學生來說亦是新興概念，為教育者而設的適切培訓亦非常重要，才能幫助學生充分
學習，了解所學。
圖片鳴謝：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非本計劃的參與學校）

　　「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不單探討論不同

的STEM學習設計，計劃亦很重視STEM教育的延續

性！我們希望自主學習是開心的，不單要燃起學生

的興趣及學習心，更甚是老師的好奇心、學習心和

自信心。我們不是希望老師走得快，而是要走得

遠，每一步也能看到學生的小改進，老師會更有動

力走下去。」

　　羅陸慧英教教授深信作為大學，其計劃必然要

有堅實的理論和研究基礎，但她深明老師是站在教

育最前線的實踐者。她希望透過計劃，使香港大學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CITE) 的項目團隊

成為老師的最強後盾，一同進行研究，整合他們的

教學經驗，連繫理論與實踐。

連繫理論與實踐	

成為老師最強後盾

　　畢竟計劃要達致最大效果，關鍵是學校裏的團隊協

作。羅陸慧英教授坦言於數年前，當STEM這詞還未盛

行時，有些老師因未完全理解當中理念，例如又要跨學

科協作，又要自主學習，部分老師對相關計劃顯得比較

抗拒。於是團隊安排學校內不同層面的成員加入計劃，

包括前線教師，中層管理人員和校長，共同建立有利於

促進課程發展和創新的學校構架。得到各校長的支持，

老師間通力合作，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至今進展

順利。

　　「我們不會直接給老師教案，而是希望他們先思

考及提供初步構想，然後與我們的團隊進行商討，我們

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羅陸慧英教授直言這個計劃

帶給團隊很大的滿足感，根據她的觀察，最理想的教與

學，就是學生與老師也求知若渴，而計劃實行至今，看

見由計劃催生的老師轉變，亦看見學生非常享受他們的

學習過程，這些都帶給團隊很大的鼓勵。

校內不同層面的成員參與　

促進學校發展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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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STEM自主學習計劃
成果分享篇

先提出問題	
再來體驗

過程：日常做課堂實驗需根據既有步

驟，但老師打破傳統，一開始就請同學

猜測為何電筒照不出光，要同學先畫下線

路，再提供不同工具動手製成電筒。

成果：學生透過互相觀察和比較，一同

學習，課程更具挑戰性，學生學習

範圍廣闊，學習速度加快。

共同設計實驗　
尋找答案　

過程：課程中讓學生動手做風扇，有一

組很快就完成，有學生提出有這麼多台風

扇，哪台風扇是最好的？同學的意見不一。

有位學生就擲下了一堆紙碎，然後用尺量度，

計時10秒，看每台能吹到多少和多遠。

成果：學生們遇到意見不一，透過討論

及協調，設計出一個比較符合科學

標準的實驗，一同找出有理

據的結論。

教學文化優化
跨科教師協作互助　

過程：有段時間很流行指尖陀螺，有

所中學的老師試過以製作指尖陀螺為課堂

活動，於是數學和設計與應用科技科老師一

同合作進行教學創新，學生們很享受這次學習

經歷。

成果：設計與應用科技科老師主動思考

其他項目，老師們開始作跨科協作

學習，改變了學校的教學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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