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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簡介

採訪時間：2019 年 11 月 20 日

採訪地點：鏡平學校 STEAM 教室

採訪人物：科技創新小組組長林啟興老師

     

序言

行政當局本學年 (2019/2020 學年 ) 推

出了“綜合應用技能先導計劃”，

鏡平學校是其中一間參與該計劃

的學校，並開設了“科技與生活”

的綜合學科。對此嶄新的課程計

劃，鏡平學校的參與情況是如

何？對計劃的理解，投入資源和

人力，以及實踐情況，通過是次

訪問，嘗試探索此計劃是否能如

預期般的成效，學生、教師、學

校等持份者對計劃的反應，以及

獲得有效的回饋等。期望讀者老

師們更多了解計劃的目的，前瞻未來的教

學模式；亦期望當局總結經驗，持續優化

計劃，謀劃學生未來所需。

為甚麼會參與“綜合應用技能先導計劃＂？

林啟興組長：相信不少人士近年都留

意到，STEM、STEAM 等新興教育學科興

起的現象。追溯回本，不少研究指出，跨

學科領域的能力是在未來教育有必要培養

“科技教育需要普及＂
——專訪鏡平學校科技與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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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平學校科技創新小組組長林啟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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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能力。然而，我們傳統的學科是屬

分學科的教學模式，這對於發展學生這類

型的能力技能來說是一種弱勢。物理、生

物、化學、數學、資訊科技等學科分離，

使培養跨科能力在教場上較難實現。教青

局推出此計劃，無疑是很適合作為一個改

變的契機。

另外，傳統將留級作為外在推動學生

學習動機的形式需要改變，學習動機不可

以靠留級去給出外在因素推動學生學習，

應轉移培養學生的內在動機，藉著是次先

導計劃，通過動手探索和分組協作等學習

形式，培養學生能夠自主學習，讓他們領

略學習以興趣為先。

不可否認的是教青局做了一個起動和

推動的作用。雖然老師或學校深知積存的

問題所在，而苦於在進行改革時往往困難

重重。教青局的先導計劃給了一個很好的

契機，例如硬件、軟件、課室場地、老師

資源等要有革新性的改變；管理、評核、

整合都是困難的問題，政府推動使我們能

夠乘著態勢，有勇氣行出較大的一步。

能否介紹參與的具體情況？

林啟興組長：我們學校開展的綜合學

科叫做“科技與生活”，在初一至初三範

圍內實施。簡單而言，初一主要以數學、

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綜合設計，形成

“科技與生活”的課程內容，每周兩節課，

普及至全初一的學生。初二及初三主要以

資訊科技結合編程設計形成的課程內容，

每周一節課，普及至全初二及初三學生。

老師資源主要集中在初一級有四位老師，

初二、初三兩級有三位老師。

教材方面，我們全部都是自編教材。

自編教材的好處是可以因應自己學生的水

準而靈活調整適應。雖然近年業界有不少

STEAM 資源教材，但是不一定適合本地

使用，如內地的 STEAM 資源，有自製模

型飛機之類的，需要有大型場地試飛，則

於澳門本土未必照搬適用；又如香港的綜

圖 1： 學校自主開發 STEAM 課程校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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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材，風格需學生較強的自主性，我們

會覺得暫時較難完全掌握。所以我們最後

選擇自編教材，並將執行教材的經驗總結，

持續優化及調整。先導計劃始終有實驗性

質，所以自編教材也帶有實驗性質，其中

裏面有單元制，可以更靈活地對教材作出

修訂和調整。

在編寫自編教材時，亦得到持份老

師的通力合作。我們大致上鎖定若干個主

題，在不失綜合學科的大原則下每個單元

向個別學科主導傾斜，例如“冬天穿衣”

牽涉到熱輻射，則會以物理科為主導編寫；

其他也會由數學、化學、生物等學科做主

導編寫。另外，在編寫時的另一個特點是

在學習時教師須引導學生做學習的主導位

置，通過探索、實驗、討論等方法進行學

習，學生自己學會歸納總結，而不再是我

們給他一個公式而已。

在評核方面，正如前面所述希望鼓勵

學習成功，故我們採用形成性評核的方式

進行。例如每個單元會有作品或製成品、

過程有小總結、事後有小報告等，最終以

等第評分。這也是貫徹原來設置這個學科

的目的，希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從內

在吸引學生願意學習，積極學習，不會覺

得學習是一件痛苦的事。

發展科技類的新型課程的困難？

林啟興組長：硬件設備比想像中困難

很多。一方面，現成的教學資源硬件配套

比我們想像的要多，有不少公司企業在內

地或香港近年已開發了一些 STEM 教材資

源，種類也包羅萬有，質量也不差。然而

仍有和上面開發教材時的顧慮，就是不能

量身訂造，不適合我們學校師生特點。又

例如現成的機械人類型的硬件配套等，也

與本校資訊科技中的已有課程如編程內容

重叠等，故仍堅持嘗試自己發掘配套硬件

資源。然而，由於經驗仍有待累積，多遇

到購置硬件時的一些小狀況，例如有一個

機器，用 Android 手機驅動是沒有問題，

但插在 IOS 手機則運行不順。除此也有耗

材消耗比預期快的情況。這些不可預計情

況所需要的財政資源也是其中一個難處，

我們仍需累積經驗。

學生的接受程度，我認為是達到我們

的預期的。例如學習興趣方面，我們見到

同學們普遍在課堂上學習態度十分積極，

課堂氣氛良好，某程度上可說是非常成功。

然而我們仍面對著一些問題，較突出的如

分組學習的模式問題，就學生反映，很愛

說分組不公平之類的說話。由於此類課程

有別於平時普通的課堂，它需要透過分組

來實現教學目標，致使分組問題更值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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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我們嘗試不同的策略，不過效果一般，

我們亦正嘗試不同的分組策略，鼓勵學生

適應與不同的同學合作學習，減低他們的

憂慮等等。

老師最大的困難是教學法和角色上的

轉變。即由傳統的老師講，學生聽，轉型

至學生做，學生講，老師評。另一方面，

學生學習模式轉變所帶來的課堂管理和紀

律問題也是值得正視的一環。

對先導計劃的建議？

林啟興組長：切合教育未來的發展 , 

所以學校對計劃是正面的，日後會繼續

參加計劃。期望正式計劃或課程能更盡善

盡美。

改進政策應對教師有更大的認可。對

老師來說，參與新的教學改革，投入研發

新教材，是需要很多的勇氣和精力能力的，

未必有很多老師願意付出心血進行這些實

驗計劃。故此，作為先導計劃的執行者，

前線老師其實需要更多的誘因，才可投入

更多以達致計劃的教育目的。相對於傳統

教學，或者競賽類訓練，像這類新型課程

教學的開發更容易產生倦怠，前線老師在

新興研發課程的熱度過後，計劃有可能無

疾而終。怎樣讓前線執行計劃的老師們持

續進行改革，長遠計劃是必須要面對的問

題。

另外，計劃在未來應鼓勵實現教育

的多元特點。當我們考慮教材時，發現很

多時候坊間的現成 STEM 教材比較千篇

一律，這正是之前說我們堅持自編教材的

其中一個原因。我們認為教育是有很多可

能的，計劃的目的如果是培養跨學科能力

以及動手應用能力的話，應該可以有更多

的教學實踐方法。在未來的計劃中，應更

鼓勵參與計劃的學校能實現多元教學的特

點，實現更多不同種類的跨學科課程的

可能。

個人對執行先導計劃的點滴分享？

林啟興組長：教師總是給人一種使命

感，這次的計劃讓我感覺莫大的使命感和

圖 2,3,4 ：單元一“考古發掘”的課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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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有一段時期

有帶隊參加競賽並獲獎的經歷，回想過來，

雖然獲獎，但培養的可能只是一兩個或一

小部分的優秀學生；然而現在計劃所做的

是普及性的教育、前瞻的課程開發和實踐，

影響到更多的學生，這樣對社會的貢獻，

滿足感反而是更大的。

另外，我在設計計劃時，時常在想，

怎樣在相對社經地位不高的學生和家庭條

件下，一樣能享受和高社經學生所學到的

相同技能和素養能力。現成的 STEM 教育

教材資源費用不菲，很多時成了局限。在

大型的國際測試如 PISA 中，澳門的教育

公平性位居前列，然而實際上本地自身各

校的公平性怎樣體現，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我相信我們團隊所

做的點滴，能為本地教育作出了一些貢獻。

後記

總結受訪者所述，鏡平學校參與“綜

合應用技能先導計劃”屬開發實驗階段，

但在課程理念、設計及實踐方面都達到了

一定的成效，承著教青局推動，正在積極

實行和實踐。林老師本身有帶隊參加競賽

的經驗，也因獲得大獎而得到卓越表現教

師、特區受勳等榮譽。在他光輝的背後，

也道出了澳門對教育發展的期盼。他最後

寄語一句“不要被貧窮限制了想像力！”

也是值得深思。期望鏡平學校團隊繼續完

善計劃，對新型學科課程提出寶貴意見，

使本澳能迎合潮流，長足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