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教學薈萃」網上研討會

適異教學實踐

動手學、動手做，認定目標闖前路

香港航海學校

副校長 趙文浩先生

教師 陳俊貴先生、黃曦明先生、方曉輝先生



趙文浩 (組長)

副校長

引進創新科技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海 事 科 團 隊 介 紹

黃曦明

海事科主任

策劃及管理科組發展

規劃課程及評估內容

方曉輝

海事科老師

組織學生實習活動

設計虛擬實境訓練內容

陳俊貴

海事科老師

製作電子教材

管理網上學習平台



學校發展目標

創新教師獎 2022 

學生需要

具備的素養
→自主學習

→協作解難

→正向價值觀

→盡責守規

未來社會
講求溝通互動

應對結構性轉型

正向價值觀

學習信心
學習能力
學習興趣
正向價值觀

扣
連

發
展

學生狀況
知識基礎薄弱

近半的學生有特殊教育需要

欠缺家庭支援



•應用創新科技：大幅應用創新科技，豐富學生學習體驗，並運用網

上平台促進學生學習

•深化體驗學習：在團隊老師的監察下，實地或虛擬地體會船上不同

工作，讓學生驗證和實習在課堂學到的知識

•多元學習經歷：著重學生的學習體驗，期望學生能感受航海相關活

動的樂趣，產生學習動機

•重視價值觀建立：課堂教學及實習均致力培養正向的態度和價值觀
2018年

團隊銳意改革

學與教策略

創新教師獎 2022 





海事課程所採用的教學模式

創新學教評

照顧學習動機和能力不足的學生

參考David Kolb 提出的體驗式學習模式

✓引發學習動機

✓加強學生的互動及參與

✓鍛練各項共通能力

✓習得專業技能

✓培養盡責守規的價值觀



船隻模擬駕駛器

創新學教評

•讓16歲以下學生可以體會及累經駕駛經驗

•讓學生體驗不同海面情況，例如大霧，夜間，暴風雨等危險狀況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用最真實型式，教育學生航海知識

我們希望學生可以透過親身體驗，專注學習及應用已有海事知識和理論，為此我們引入船隻模擬駕駛器：

    



海事知識並不限於駕駛船隻、機房作業、引擎理解等，「緊急事件處理」也是我們希望學生掌握的知

識及技能。

善用沉浸式虛擬實境系統，可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和體驗：

•更真實體驗極端狀況，例如機房失火等事故

•更詳細驗證課堂所學知識及理論，例如引擎結構等

沉浸式虛擬實境系統

創新學教評



更真實

•欠救火目標
•未夠投入

•有明確場景及救火目標
•讓學生投入參與



更仔細

•未能展示內部零件
•不能啟動 •能解拆內部零件

•能模擬操作



海事課程採用電子教科書教學。電子教科書把抽象的概念以動態圖片 / 影片形式呈現於學生眼前，有助他們理解
繁複的知識及理論

。

讓學生可以見識浮標閃燈的運作情況

加插 gif 檔 以影片解釋海事操作程序，讓
學生可以觀察海員的日常工作

影片連結

電子教科書

創新學教評



海事科設有電子學習平台，提供網上功課及

練習，並讓教師上載相關教材及資料

學生可以在平台：

•閱讀教學材料，完成課前預習

•完成日常課業及重温概念

•查看進展性評估的成績及表現

•檢視實習紀錄及進展情況

電子學習平台

創新學教評

學習客觀地分析學習數據

評量學習進度

了解各單元的學習難點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教師

能以多角度講解，協助學

生總結經驗

多元學習體驗，全方位支援鼓勵

創新學教評

    

    

•鼓勵學生積極嘗試，

從體驗中學習，完善

自己，追求卓越



小結與成效

創新學教評

克服現實環境限制

提供平台紀錄進度

提升課堂教學質素

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成效
提升

在2019至2022年間
中一自行收生由30人提升至80人

榮獲2022年度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課程領導)

榮獲2022年度創新教師獎



學習羅盤與海事教育的結合

裝備學生立足未來

《OECD 2030 未來教育與技能計畫》提出「學習羅盤」概念，

指出學生將來要面對急速的社會轉變及與不同文化價值觀的人

交流協作

為此，現代的教育應培育學生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相關

能力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Retrieved October 1, 2022,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



學習羅盤與海事教育的結合

裝備學生立足未來

例如中一海事科課堂，我們以「緊急事故應變」作主題，教導學生如何在事故中盡忠職守、照顧他人，探討救
援行動須考慮的不同因素。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Retrieved October 1, 2022,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



學習羅盤與海事教育的結合

裝備學生立足未來

基礎能力讓學生能夠持續學習，習得
更高層能力，栽培變革型素養，包括
創造新價值，調解緊張局勢及困境，
學會承擔責任

以上能力能使學生於多變的環境中，
規劃正向積極的人生



學習羅盤與海事教育的結合

裝備學生立足未來

例如於中四課堂 ，我們利用創新科技營造真實的職業環境

e.g. 透過模擬駕駛要求學生進行開航前檢查

教導學生如何解決問題，豐富解難經驗及鍊練共通能力

e.g. 以真實氣象數據模擬惡劣環境，讓學生透過協作處理難題

提出難題，促使學生思考，反覆辯證，作出判斷

e.g. 讓學生發現一個微小故障，該故障可能會引發意外。教師

引導學生討論，讓他們思考不同價值觀，定出符合道德及公

眾利益的判斷



學習羅盤與海事教育的結合

裝備學生立足未來

「學習羅盤」指出透過預計、實踐、反思的學習行

為循環(體驗學習)，能提升學習者的基礎能力與變革

型素養，並藉著師友陪同引導，最終提升個人與社

會福祉



學習動機的差異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 在課堂設計上，我們結合理論，

靈活結合體驗學習、創新科技及

生涯規劃策略

• 體驗學習策略能大幅提升學生學

習的動機

• 藉著統籌不同學習經歷，我們得

以提升學生自信及興趣



多元化的實習 + 新科技帶來的創新體驗 = 學習興趣提升
縮窄學習差異



學習進度與能力的差異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我們引入電子教科書與電子學習平台，目的是希望照顧學習進度與能力的差異

將繁長的文章圖象化，
讓學生更易掌握

加插簡單堂課，容
許語音 / 手寫輸入，
令書寫能力較弱的
學生更易參與

電子教科書



學習進度與能力的差異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讓學生可以進行自我評估，透過溫習及改正，
鞏固已有知識，深化學習

電子學習平台

電子學習平台亦上載了校本教
材及鞏固練習題，供學生預習
及挑戰自己



學習進度與能力的差異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電子學習平台

題目設計多樣化，例如多項選擇題能鼓勵能力較弱的學生嘗試作答，逐步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

平台設計簡單方便，學生容易查
看課業要求及回饋，有助促進自
學及反思



•為學生作「學、教、評」跟進

•以科技分析學生表現，即時回饋

•建構自主學習，促進自評與自量

學習進度與能力的差異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2021-22年度3A班的課堂回應表→



跨科協作 - 啟發期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 積極擧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展示各科組協作的可能性。

• 與同工分享海事科的教學經驗

• 邀請不同科組觀課，交流教學心得

舉辦全方位學習週 – 作多角度嘗試

✓ 建立信心
✓ 啟發思考
✓ 提供範例



跨科協作 - 啟發期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舉
辦
全
方
位
學
習
週

作
多
角
度
嘗
試



跨科協作 - 啟發期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黃
老
師
於
公
開
示
範
課
主
持
分
組
學
習



跨科協作 - 啟發期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陳
老
師
於
教
師
發
展
日
分
享
經
驗

包
括
：
電
子
學
習



跨科協作 –組織跨科進修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 跨科共同參觀不同學校 / 機構

• 跨科外出進修學習

• 科組間互相了解，找尋共通點

• 透過跨科觀課及活動，組織學習型團隊

趙副校長帶領不同科組同事學習創新教
學科技，例如360影片教材設課程

黃老師與科學科
老師及學生共同
參觀機電工程署
總部大樓，互相
交流海事與初中
共通的課題

✓ 擴大合作圈子
✓ 互相支持
✓ 交換意見



跨科協作 –教職員培訓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介紹 體驗 回饋



跨科協作 –教職員培訓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介紹 回饋

• 介紹創新科技教學及教育發展趨勢

• 介紹海事知識，加深老師對海事科的了解
（尤其是新入職教師）

• 讓老師理解學校及海事科的發展方向

• 主動連繫不同科組，訂出合適的協作計劃

• 分享教學難點，互相交流具成效的教學法



跨科協作 –教職員培訓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體驗
• 讓老師認識校內的創新教學資源

• 讓老師實踐「動手學、動手做」的理念

• 透過實際體驗活動，讓老師感受學生的
學習歷程，體會學習難點

• 鼓勵老師把體驗式學習的元素引進本科
課堂之中



跨科協作 –教職員培訓

團隊合作、可延續及擴展

回饋

• 老師就教職員培訓提供意見，使海事科團隊能持續改善

• 主動尋求協作的機會（例如跨科課業及全方位學習週等）

• 聯繫有意合作的科組 / 同事，持續跟進。
例如數學科工作紙，中文科朗誦訓練等





• 團隊教師於報章及雜誌撰文、組織公開課示範

• 積極參與活動或比賽，藉以推動教育界的創新發展氣氛

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團隊於2022年12月3日與教育界同工分享創新教學成果，貢獻專業社群

將於2023年5月舉行公開示範課，與同工深入交流及分享心得

對專業社群之貢獻

2020-2021年間專業分享活動的紀錄：

鼓勵創新．帶動氣氛．建造氛圍



對專業社群之貢獻

未來發展

積極
與其他科組交流

持續
改善課程

向教育界
同工學習與分享

留意更多
創新教學法 / 教材

未來社會
講求溝通互動

應對結構性轉型

正向價值觀

核心目標
協助學生適應





創新教師獎 2022 



創新教師獎 2022 



創新教師獎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