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在小學進行具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研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位議員教統局擬進行的一項小班及分組教學策

略研究計劃的構思。  

背景  

2 .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二十七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曾

討論小班教學的問題。我們表示，在決定是否及如何透過減少每班學

生人數，以提高教學質素前，會先進行一項研究，評估小班教學的成

本效益，及了解取得小班教學成效的先決條件。議員們表示希望知道

這項研究計劃的具體構思。  

考慮因素  

3 .  經全面考慮，包括議員們的關注、相關的小班教學研究結果、影

響教學質素的各項因素、學校及學生在各主要學習範疇的不同需要，

以及資源考慮等等，我們決定以深入個案研究的形式，探討學校如何

實踐具效能的小班及分組教學策略，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4 .  各界人仕對建議中的小班教學研究，持有不同的意見及期望。例

如，對於在一個「小班」內，應有多少學生，就沒有一致的看法。過

去二十年，外地就班額的課題，以及其對學生的學習有何影響，曾進

行過不少研究，但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更重要的是，我們清楚知

道，實驗性的研究，涉及很多深層複雜的背景因素，例如校長的領導

能力、教師的專業水平、學校的設施、家長的支援等。這些對學生的

學習成果，都有不同影響。除非學校在這些方面作出相應的改變，否

則一個實驗性研究找到的經驗，未必能夠直接套用到其他學校。不同

學 校 的 學 生 ， 甚 至 同 一 學 校 的 個 別 學 生 ， 各 有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 此

外，不同年級及不同的主要學習範疇，亦有不同的學習目標，因此，

我們認為，並不存在一個「劃一」的班額可適用於所有課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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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台灣，「小班」的學生人數約為 30 至 35 人，而在上海，「小
班」的人數則約為 30 人。在這些地方，「小班教學」所強調的，是
營造有利的學校或課堂環境，以協助學生積極投入學習及他們與教師

的互動交流。換言之，最終目標是進行有意義的師生互動，而減少每

班學生人數，是達致這目標的方法之一。  

6 .  為 提 高 學 習 的 成 效 ， 本 港 有 些 學 校 ， 已 因 應 不 同 學 習 活 動 的 性

質，採用了大小不同的班額，去試行各式教學策略及小組教學 1。雖

然這些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經驗未有經過實踐性的研究驗証，這些教

學策略，在促進師生互動及推動創意學習方面，己獲得正面的評價。  

7 .  本港所有公營小學可得的資源大致相若。然而，有些學校較能靈

活運用資源，採用不同班額及分組安排以提高學習效能。這些分組做

法 ， 大 多 源 於 學 校 對 本 身 的 需 要 及 各 項 措 施 的 輕 重 緩 急 的 反 思 。 因

此 ， 如 果 學 校 能 得 到 專 業 的 支 援 ， 作 出 總 結 及 反 思 ， 該 等 寶 貴 的 經

驗，應可在調適後，有效地在其他學校推行。我們亦可以從研究的結

果，嘗試推算適用於本港情況的理想班額，作為日後制定有關政策的

參考。  

建議及理由  

8 .  基於上述的考慮，我們會進行一項個案研究，深入探討一些學校

如何靈活運用現有教學資源，去實施小班及其他不同方式分組教學的

策略，以提高學習效能。我們亦會透過是項研究去了解它們遇到的困

難、其成功的先決條件，以及如何把有效的做法適當地調適並引用到

其他學校。  

研究的目的  

9 .  具體來說，這項研究的目標是：  

( a )  探討學校如何透過有效的策略，重新靈活地調配現有資源，
打破嚴格的「班額」觀念，去推行不同的學生分組教學，以

達致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提高學習的效能；  

                                                 

1 現時中小學，將學生分組╱跨學科分組的方式包括： ( i )把各班的學生重新編配到不
同的組別或學習╱活動小組； ( i i )在某些年級的“保底”班或“拔尖”班採用小組教
學，以給予個別資優或學習進度緩慢的學生更多的照顧； ( i i i )為特定的學科或課題，
編配不同大小的學習組別，進行協作學習及專題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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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識別成功的學生分組策略和有效學習的因素；及  

( c )  研究其他學校，在專業支援下，是否可以引用或套用該等經
調適後的成功經驗，以實施有效的小班及分組教學。  

採用個案研究的方法  

10 .  我們建議的研究為期三年，由二零零三至零四學年開始，分兩個
階段進行。在第一階段，我們會進行一項調查，了解現時學校採用了

哪些具效能的小組及分組教學策略。報稱採用了這些策略的學校，將

被列為  「準示範學校」。我們會進一步探討它們的經驗，以確定它
們是否成功的例子，及應否被納入「示範學校」內。透過深入研究，

我們會確定並分析成功學校的特有環境、推行計劃時遇上的困難、他

們的需要和取得的成效等。研究小組會根據分析的結果，識別這些具

效能的策略所具備的共通特徵或成功因素，並加以分類，從而制訂一

些值得推行的「模式」，供其他學校參考、加以調適及採用。  

11 .  在 第 二 階 段 ， 我 們 會 選 擇 一 些 採 用 一 般 教 學 法 的 學 校 為 研 究 對
象，把從「示範學校」識別到的成功因素及做法，在這些學校適當地

引用。研究小組會協助這些學校，透過重新調配資源，試行那些在示

範學校行之有效的學生分組策略和教學法，並促進參與研究的學校間

的互相分享。我們會定期觀察和評估這些學校在教學過程和學習成果

方面的改變，以確定學習效能是否得到提昇。如果證實這些成功的因

素或「模式」能夠被廣泛套用，我們會在完成這項研究後，進一步向

其他學校推廣。  

12 .  這項研究的流程圖載於附件。  

實施與評估  

挑選參與研究的學校  

13 .  我們會邀請大約十所既樂意又有魄力去試行創新教育措施和不同
分組及教學策略的公營學校，參與第二階段的研究。挑選參與學校的

工作會由教統局人員及著名的教育專業人士組成的專家小組負責。  

支援參與研究的學校  

14 .  我們會透過下列的方法，為參與研究的學校提供加強的支援和積
極的指導，協助它們試行各種分組教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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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就不同的分組教學策略，舉辦專題工作坊；  

( b )  促進及安排參與研究的學校，互相交流和分享心得，並舉辦
研討會，由「示範學校」提供指導；  

( c )  舉辦分享外地經驗的工作坊，由來自上海、台灣、英國等地
的嘉賓，講解外地的經驗；  

( d )  安排專家，就小學的課堂教學，提供到校支援。  

評估  

15 .  我們會採用多種方法，例如觀課、問卷調查和面談等進行研究，
亦 會 實 施 中 、 英 、 數 三 科 的 學 科 測 驗 。 評 估 工 作 ， 會 由 專 家 小 組 進

行。小組成員包括教統局的代表、本地學者及教育專業人士。我們預

計，這項研究的最後報告，連同有關的結果及建議，會在二零零六年

年底完成。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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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小學進行具效能的分班分組教學策略的研究  

流程圖  

 
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選取推

行具效能的學生分組教學策略

優秀做法的學校  

研究以確定「示範學校」的有

效做法，從而制訂  
值得其他學校推行的模式  

識別「準示範學校」  
作進一步研究  

提供專
業支援
和指導

在參與研究的學校  
試行優秀的做法  

 

挑選參與研究的學校  
以供調適及套用優秀的做法

觀察和評估  
參與研究的學校

的表現  

如證明成功因素可
以被廣泛套用  

進一步向其他

學校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