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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們的教學理想及目標

我們學校專心服待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我們相信學生是可塑造的，人人都可教，因應
學生的能力和興趣來設計和調適多元課程，讓同學能夠發揮潛能，提升學習動機，創造
正向積極的生活。

1. 每處地方都是學習的場所，學習並沒有場地的局限，每次學習都是學生的獨特經驗。

2. 每位同學的學習進度不同，有自己學習的進程表，不需跟其他人比較。

3. 運用體驗教育、動手做來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並透過服務讓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給大
眾看見，展露其真正的能力和需要。

理論：

• Patrick Waters(2017) 在 “Makerspace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一書
中, “It just so happens that the type of learning Makerspaces promote best is 
also the type of learning that students with learning challenges need most.

• Dr. Martin Seligman (1998)“正向心理學是以客觀及科學化的方法，研究個人長處、
建立正面情緒和人生觀，尋找快樂的元素，引導人達致美好和理想的生活。”以及
“發掘個人的內在資源，提升個人潛能及防衛能力，建立良好的心理概念，進而提升
生活的品質。”

• 美國學業與社會情緒學習協會(1994)提出社會情緒學習的概念(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是指培養學生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技巧、做負責任的
決策等相關認知、態度與技能的教育過程 。



正向創客計劃的進程02



03 創客計劃的形式

• 中三家居維修課堂
• 中四家居維修服務實踐
• 小組訓練 (炮循師傅仔)
• 高中選修科: 職業技能訓練
• 跨界別合作

• 特殊學習需要
• 學業表現較遜
• 學生間的差異較大
• 學生感官學習效能較佳

• OECD學習羅盤：經驗學習、著重
實踐、做中學、建立學生的轉型素
養

• 正向教育（正向語言）
• 分層學習
• 服務學習承擔責任
• 正向教育中的「心流」

• 手藝技術提升
• 正向教育:正向關係，實踐意義人生
• OECD:增強學生能動性
•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所提出培

育的正面價值觀，包括堅毅、尊重
他人、同理心、責任感、承擔精神
等。

• 提升21世紀共通能力，例如創造力、
想像力、解難能力、溝通、合作、
品格教育與公民意識。

學生背景 學習過程

期望成果持續發展



正向創客計劃學習內容(中三)04



正向創客計劃教學策略05

• 學生透過「創客教育」及「真實環境下學習」，期望從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出發，

分強、中、弱三組進行不同學習活動，發揮學生潛能，讓學生所學的貼近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Vygotsky, 1896－1934），持續學生興趣，

最後達至心流境界。

• 對於能力較強的學生，學生能夠掌握較複雜的工具和機器，例如電批、油壓鑽、

鑽床等，完成較具挑戰性的服務任務。

• 對於能力較中等的學生，由於SEN學生對即時見到學習成果的課程較有興趣，故

難度較低但重覆運作的學習活動對此組學生較為適合，例如鏟灰、油漆、家具維

修服務工作。

• 對於較弱的學生，學生能夠透過使用工具來提升自己控制和運用小手肌的能力。



06 正向創客計劃的學教評

教學策略

著重用工具的

創客教育

真實環境下學

習和實踐

分強、中、弱組分

層學習模式

評估

P-I-E-P 階段

式進行評估

及優化

互動形式：
Mentimeter

學習冊

老師觀察

自評

問卷

學生訪問

小部分工序評

分表

較弱學生

較強學生

教學方式和目標有所不同按學生的能力、學習風格和興趣分組學習不同內容



07 正向創客計劃的學教評

教學策略

著重用工具的

創客教育

真實環境下學

習和實踐

分強、中、弱

組分層學習

評估

P-I-E-P 階段式

進行評估及優化

互動形式：
Mentimeter

學習冊

老師觀察

自評

問卷

學生訪問

小部分工序評

分表

• Mentimeter收集質性數據

• 詢問班主任及訓輔老師有關全

部學生學習情況、風格和能力

前測

•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 學生以正向記錄冊記錄過程、

受到的挫敗及感恩的地方

學習過程
• 老師在過程根據同學學習情況

調適/修整第二天課程

• 老師及同學在可見到的產出作

出自評和互評

即時評估

• Mentimeter收集質性數據

• 問卷調查

• 活動解說聚會：每位學生口頭

即時回饋

後測

Mentimeter: “學生用一句話總結感受”

P-I-E-P 階段式進行評估及優化

正向創客紀錄簿



08 正向創客計劃的學教評

教學策略

著重用工具的

創客教育

真實環境下學

習和實踐

分強、中、弱

組分層學習

評估

P-I-E-P 階段式

進行評估及優化

互動形式：
Mentimeter

學習冊

老師觀察

自評

問卷

學生訪問

小部分工序評

分表

評分表，老師為將任務拆
分成小部分工序評分，並
加入詳細準則，讓老師、
學生及家長則清晰學生的
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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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關係

• 以家居維修作為

媒介

• 服務家人、校園

和社會

• 提升自信心

• 促進社會共融

生涯規劃

• 家居維修的實作

技巧→專業工作

訓練 →投身職場

• 提升自理能力

• 增加職場競爭力

21世紀共通能力

• 創造力、想像力、

解難能力、溝通、

合作、品格教育

與公民意識

• 抗逆力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

構

• 堅毅、尊重他人、

同理心、責任感、

承擔精神等

裝備學生的未來

在問卷數據顯示超過88%以上的學生認同活動達到預期目標，包括此項活動能提昇
我對家居維修探究的興趣、有助加深對家居維修的認識、提昇與人協作的能力、提

昇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到運用工具進行家居維修，用之前所學到的家居維修技巧，
完成社會服務，覺得很快樂和滿足。在價值觀方面，在活動過程中，全部同學學習

尊重、積極投入、負責任、用功、專注、情緒管理及專心。



10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教學過程

小步子教授:
早期教授學生使用螺絲批，然後學
生建立小工序的知識後，提升自信
心及自我效能感，到後期學生能夠

自主安裝掛牆的物件。

個人化學習:
利用學校場境，學生可向負責老師提出校內需要
維修的項目，再由負責老師帶領下自學、尋找資
料及在老師監督下進行校園維修工作，例如維修

白板、修理傢俬、粉飾外牆等



11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評估

3A 3B 3C

分組進行Mentimeter分3A（強班）、3B（中組）及3C（低組）以收集數據，從數據中，反映學生對家居維修的認知
和信心都提升了不少，但不同組別對 “家居維修”的認知和信心都有所不同。
• 但亦見到強組有同學在後測表示非常不認識家居維修，這反映學生在實習後，學生發現家居維修的領域闊了，對維

修的標準提升了。但
• 中組對自己能夠進行家居維修的信心反而大大增加，這反映了學生的教學內容適合該組，能夠掌握簡單維修技巧。
• 低組對後測增加了家居維修的字眼，證明他們在課程後的認知增加了。



12 正向創客計劃的團隊合作、可延續發展
通過家居維修作為主要學習領域，由級本活動→深入訓練→科目課程，貫穿不同訓練範疇，產出不同

學習成果。

中三級家居維修課

程

• 提供基本家居維修

訓練

• 按能力分組學習

• 以學習技能及使用

(非電動及電動)工

具為主

中四級家居維修實

踐

• 實踐中三時學過的

知識於校內及社會

服務

• 分組在導師指示完

成服務任務 (如油

漆、修補、粉飾)

炮循師傅仔訓練 (中

一至中六)

• 集中於較高難度的

工具訓練

• 學習設計和製造日

常小物件，例如手

機座

• 負責接待及教導訪

校來賓

職技科（家居維修

訓練）

• 常用工具的使用訓

練

• 家居維修技能深化

• 行業專項入門技能

培訓

• 以生涯規劃及升學

為主



13 課程配合SEL 社會情緒學習

通過活動及課程，
加強學生的合作性、
溝通能力、解難能

力

學生在服務實踐中
能了解周圍環境包
括家庭、校園、社

會的需要

中一至中六級生命
教育重點:自我覺察、
認識自己及情緒教

育

通過學習，學生能
夠辨識到安全與危
險，從中作出理性

的決定。

在過程中，有效管
理情緒、想法和行

為達到目標。

透過情景教學、按學生需要的教學
模式、學校文化、課程發展、家校

合作、跨界別合作及實地服務，
課程得以推廣及擴展。



14 對專業社群之貢獻

老師訓練

20位不同組別的校內同工參與，

學習超過50種家居維修技巧

家校合作

家長參與和協助學生家居維修

課堂

開放體驗課堂

讓其他學校或機構的同工可以

體驗簡單製作

學與教公開場合分享

例如：學與教博覽及於其他教

育組織作公開分享

持續進行中



15 對專業社群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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