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一步優化小班教學 

隨著 2009/10 學年起，政府 於公營小學的小一班級開始， 分階段實施小班教學，多年

來圍繞著小班教學的爭論已逐漸減少，加上香港 70%的小學會加入小班教學，社會對

小班學校被標籤化的憂慮也漸漸消退。這一年來，政府和教育界已聚焦探討如何優化

小班教學的實踐，加強教師培訓，以充份發揮小班教學的優勢，讓學生得益。我們希

望教育局「小班教學研究報告」（下稱「研究報告」）的發表將有助進一步推動小班

教學的實施。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與研究中心 (下稱「小班中心」) 於 2006 年成立，過去數年

在支援學校和教師專業發展方面開展了不少工作，累積了一定的經驗。我們認為要充

份體現小班教學的成效，以下幾個層面需要有所改變i： 

1. 學校系統層面 

在學校系統層面，建立「跨校學校網絡」或「跨校式學習社群」，促進跨校及

跨區的專業交流和分享，讓各成員學校開闊眼界、互相觀摩，這比學校單打獨

鬥的成效更大。例如，教院於 2004 年建立的「優化小班協作計劃 」和 教育局

近年推行的「學校夥伴計劃」的「小班」種子學校，便取得一定成效。 

整體來說，本港學校層面系統的協作仍在起步階段。教育局近月委托大專院校

舉辦的「促進實踐社群」課程便是很好的嘗試。去年十二月小班中心組織了本

港不同學校的中文科教師到南京市與當地推行小班化教育的學校進行深入交流，

成效甚佳。 

2. 學校層面  

在學校層面，校長領導至為重要。「研究報告」也指出推行小班教學最有成績

的學校，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校長對小班教學的信念強，能親自關注課程設

計和教師發展。我們認為學校要成功實施小班教學，應採取下列措施： 

◦ 樹立共同願景 ，建立學生為中心的教育理念。 

◦ 由於各校背景不同，校長和教師要理解學生特點，思考小班教學可怎樣

更好照顧學生的需要。 

◦ 學校領導要分析教師的能力，了解他們的興趣，制定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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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內建立 學習社群，通過校本專業交流和分享、包括共同備課、具

焦點的同儕觀課，及彼此建立的評課等，以促進教師在小班教學上的專

業發展。(「研究報告」也提倡成立跨校和校內學習圈 Learning Circles) 

◦ 優化課堂學習環境，改善班級經營。 

上學年「小班中心」和夥伴學校協作，通過校本分析，協助他們制定校本小班

教學政策，並結合其他學校關注事項（例如融合教育、語文學習等），靈活運

用資源，取得很好的成績。 

3. 課堂層面  

 

優化教與學主要在課堂層面進行，這牽涉到教師要釐清教育理念，確立教學目

標，並善用小班環境，調適課程、選取適切的教學策略，加強對個別差異的照

顧。「研究報告」在這方面有很多好的建議，研究人員也注意到部份教師透過

前期支援後，已能自主地在小班課堂設計及改善教學。我們在學校支援時，也

觀察到這可喜的變化。 

課堂層面的變化是優化小班教學的根本，要假以時日，逐步累積經驗。我們認

為成功的小班課堂，具體表現在教學形態和學生學習行為的變化，這包括教學

活動多樣化、採用多元化評估策略、營做活潑的學習氣氛，增加個別化學習機

會、及時對學生作出回饋等。政府及大專院校可協助學校定期評估成效。 

4. 家長層面  

 

小班教學要成功實施，家長的支持至為重要。由於香港家長求學時，習慣了大

班規範性的學習方法，加上受考試文化影響，重視測驗考試的劃一評分，更喜

歡與隣近學校比較功課多寡，這都和小班教學精神不吻合。此外，部份家長認

為實施小班教學會相對減低他們子女入讀「名校」的機會，這對一些有意加入

小班教學隊伍的學校做成壓力。政府和學校都應進一步讓家長了解小班教學的

理念，爭取他們的支持和配合。例如，小班教學提倡利用小班環境，加強個別

化學習，採用多元化的評估，家長也可配合，多瞭解子女的學習表現. 以幫助

他們改善學習。 

 

 



現時，政府、學界和教育界都希望小班教學能取得成效。在小學層面，各方互動開始

進入了良性狀態，這局面得來不易。我們相信小班教學的契機將為本港的教育改革帶

來嶄新的動力，希望各方都能珍惜，持續努力，讓本港的基礎教育素質更上一層樓。 

 

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發展與研究中心 

2010 年 1 月 8 日 

                                                            
i取材自黎國燦博士，《影響小班教學的成敗因素》，2009 年 5 月 15 日於香港教師

專業人員協會「2009 年周年研討會暨聯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主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