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式學習」是一種教學模式，意指學生在一段連續的時間裏，藉著累積各種學習

活動的經驗，從中掌握知識與技能，以探討及解決問題，最後獲得實際的學習成果 

(Cook & Weaving, 2013; BIE,  2014)。「專題式學習」為融合知識內容與技能，包

括：批判思考能力、解難能力、協作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提供了學習機會和目標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1)。以下介紹七個錦囊，有助提高學生參與「專題式

學習」的動機。

老師可藉著一件「起

始事件」展開專題項

目，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起始事件」

可包括錄像、研討

會、生動的討論、實

地考察或一封描寫情

境的信件。這些安排啟發學生思考學

習學科內容和專業技能的原因，令他們

把項目的任務視為有意義的事，並全力

以赴去完成。「起始事件」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引發提問求知的興趣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0)。

1起始事件

專題項目的核心該圍繞一個主導性

問題。一個好的主導性問題能帶給

學生使命感和挑戰感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1)。主

導性問題的形式可以是抽象

式 (如：甚麼是職業道

德？)或具體式 (如：怎樣

可防止天台花園倒塌？)，

把學習成果連繫到一個開

放式的問題上，問題設計亦

要深淺適中，既可挑戰學生的能

力，又不會把他們嚇退。

2
主導性問題

專題項目中，學生的選擇權和發言權越多，投入感也越大。專題項目中的發

言權，造就學生對項目產生擁有權 (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學生更敢於承擔項目的責任，樂意付出多一份努力。老師可向

學生提供多個選擇，以解決問題或製造產品。透過選擇項目的主題，撰

寫主導性問題，與組員分工，和利用資源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法，學生可

訓練自己的判斷能力，製造創新的解決方法和產品 (Larmer & Mergen-

doller, 2010)。

3   學生的
 選擇權和
 發言權

教學錦囊

教學中心

「專題式學習」
              的七個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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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式學習為學生裝備廿一世紀的技

能，包括：解難能力、批判

思考能力和協作能力。

藉著思考主導性問題，

學生須應用高層次思維

技巧，分析處境，提議

解決方法，並透過文 

 字或說話表達自己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1)。

由於分組工作，他們必須尋找方法與組員保

持良好的溝通和協作。老師可提供評分標準

和指引，幫助學生檢討進展。老師又可鼓勵

學生利用時間和工作記事簿，記錄將要採取

的行動，或編寫日記反省思考及解難的過

程。此等紀錄幫助記錄項目的進展，有利學

生向公眾解釋項目的設計與實行情況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0)。

為了處理主導性問題，

學生須發問問題、尋找

資源和找出答案，繼而

再發問更深入的問題。

整個過程不停重覆，直

至出現圓滿的答案

(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有關概念經過試驗後

才作結論。這個既主動又深入的探究過

程，為主導性問題產生新答案、新產品或嶄

新的解決方案。老師引導學生探究課題時，

可訓練學生在自己擬定的問題清單上加入新

問題。課室文化應以發問、假設及開放討論

為中心價值來迎接新意見和新觀點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0)。

不斷的回應及修改，有助提高

工作的質量。除了直接回

應外，藉著參考評分標

準、佳作和評論大綱，

老師可訓練學生接受和

給予具建設性的同儕回

應，亦可邀請業界專家

或導師於實際工作層面

提供評論與意見

(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透過不斷改進，

優化概念或產品。

產品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就主導

性問題的闡述。公開介紹概念或產

品，可提高學生優化計劃品質的

動機。學生向公眾報告或展

示作品時，他們自然悉力以

赴，爭取佳績 (Larmer, 

Mergendoller & Boss, 

2015)。公眾包括朋輩、家

長、社會人士或業界伙伴

等。學生為來賓介紹項目，

回答提問，並在決定下一步

行動前先反思學習的過程 (Larmer 

& Mergendoller, 2010)。

4
廿一世紀
   的技能 

5探究與
   創新

6
回應及修改

7
產品介紹 

總括來說，本文詳述了七個錦囊，有助

啟發學生對「專題式學習」的興趣，裝

備學生得到廿一世紀職業專才教育所需

的主要能力。「專題式學習」既為項目

的設計與實行提供方向，更為學生在職

場上取得成功作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