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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learning in Hong

Kong : experience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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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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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研究教育改革及教師發展的文獻，主張從教師個人發展的角度，思考教師在改變教學範式過程中如何建

立個人的意義，才能為教師在增進知識與發展能力方面帶來真正的轉變。專題研習為香港教改短期發展(2000-

05)其中一項關鍵項目，旨在通過嶄新的學習與教學策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本文探討職前教師推行專題

研習的實際經驗，闡述他們在個人成長及工作意義方面的發現，藉此突顯教師在推行專題研集過程中所得的

實踐經驗，不但是個人的深刻體會，更是教師累積知識及提昇能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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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ght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ducation reform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es teacher development as self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merely as knowledge and skill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pre-service

secondary schoolteacher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ir experiences as project learning tutors echo the recurrent

themes of survival and discovery on the early stag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teacher experience and self

understanding i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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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是近年香港教育改革的四大關鍵項

目之一，也是教改短期發展 (2000-05) 的主要內容

(課程發展議會〈以下簡稱議會〉，2000 a:18)。教

改文件多次重申「專題研習是有效的學習與教學

策略」(議會，2001a:78；議會，2002:3c )，因為它

與其他關鍵項目關係密切，例如學校可以按照校

本需要在「從閱讀中學習」及「專題研習」之間決

定主次的關係，兩者相輔相成，達致最佳的效果

(議會，2001a:75)；學校也可以運用「專題研習」貫

串「從閱讀中學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

習」，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等關鍵項目 (議會，

2002:3c)。

有關「專題研習是有效的學習與教學策略」的

論述，主要是以能力為本位，期望達致讓老師掌

握有效教學策略的能力及學生培養共通能力的預

期效果。為了肯定專題研習是培養學生共通能力

的有效學習策略，第一輪《學會學習》諮詢文件特

別描繪一所中學在試驗專題研習一年之後，學生

在學習動機、共通能力、跨學科知識等三方面皆

取得顯著進步。至於老師如何掌握有效教學策略

的能力，教改文件則要求學校創造良好的客觀條

件及操作程序。操作程序包括資訊科技及多元化

評估形式(議會，2000b:80-81)，例如電子記事簿、

工作進度表、討論平台等各種網上工具、教師評

估表格及學生自我評估表格(議會，2001b:III3 )。

客觀條件則涉及過往推行教改關鍵項目的經驗、

八個學習領域與專題研習的配套、學習目標及人

力資源分配等等 (議會，2002:3c iii)。教改文件要

求學校「反思」上述的項目作為行動的基礎，藉此

讓老師培養有效掌握嶄新教學策略的能力，並以

提高學生共通能力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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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推行改革的角度出發、重視教師知識及能

力的論述下，教師對專題研習的認識 (包括相關的

概念與類型) 是改革成敗的主要因素。根據實際的

工作經驗，陳錦榮 (2003)指出，學生的研習模式與

教師對專題研習的認識及態度有密切的關係。首

先，教師未能在設計教學活動時以學生為本，錯

把重點放在研習報告的質量或資源的運用之上。

此外教師在推行專題研習時採用「延續學習型」的

模式，視專題研習是延伸的學習活動及額外的教

學工作，於是不斷花費心力動員額外的資源。若

教師能充份體現「學習型」的研習模式，把專題研

習納入日常的教學工作，便不必疲於奔命，並能

進一步實踐激發學生自學的理想 (陳錦榮，2003:

51-52)。

香港的教改文件及研究文獻，強調重視教師

的知識及能力，卻沒有探討教師在發展知識及能

力過程中的個人意義。Hargreaves指出，主流論

述過分強調發展教師的知識及能力，可能會適得

其反，未必有利教育改革實施，因為教師真正的

轉變應該由個人的發展開始。Hargreaves 由是主

張深入探討教師在改變教學範式過程中如何建立

個人的意義及內在的變化 (Hargreaves, 1992: 7)。

本文採用教師個人發展的角度，探討職前教師推

行專題研習的經驗，包括面對的困難、解決問題

的方法，及工作的意義(Huberman in Hargreaves,

1992: 123)，希望在整理教師個人經歷的基礎上，

思考教師發展及教育改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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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對象是43位一年全日制教育文憑

主修歷史的職前教師。在2002至2005三年教育改

革的短期發展階段，他們在實習學校擔任專題研

習導師，並以此開展學習。此項任務同時屬於評

估活動。在接近半年的學習過程中，學員經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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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題研習的不同階段，包括協助學生釐訂主

題、擬訂課題、蒐集資料、撰寫報告，及在聯校

交流會上匯報成果(見附錄一)。按具體情況，每位

學員接受長達一至兩小時的個別或焦點小組訪

問。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問題(見附錄二)，職前教

師整理專題研習的教學經驗，繼而反思個人的意

義。在取得學員的同意後，錄音訪問內容轉譯成

文字稿，以此作為本文分析的主要資料來源。

在分析及仔細閱讀文字稿的過程中，本文首

先參考Hargreaves 對教師發展的觀點，主張教師

的個人發展，包括成熟程度及不同的人生階段，

直接影響教師的專業發展及日常工作的抉擇

(Hargreaves, 1992:7-8)。此外，本文參考Huberman

有關教師發展與教學的綜合分析，發現職前教師

推行專題研習的困難，與入職初期青年教師的經

驗十分相似：時而戰戰競競，時而驚喜雀躍，在

不斷摸索中接受挑戰，並努力尋找教師工作的意

義。以下的章節從 (一)職前教師推行專題研習的困

難、(二)解決困難的方法及(三)發掘工作的意義三方

面 (見表一)，探索職前教師在個人發展的過程中如

何開始建立教師的身份。

分析的角度 研究發現

推行專題研習的困難 包括個別差異、學習動機及成績主導等問題，與在課堂上教授傳統學科知識的情

況比較，問題更見突顯

解決困難的方法 包括從日常生活入手關心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比提昇指導學生研習的具

體技巧，效果更見湊巧

發掘工作的意義 包括學生及職前教師的個人成長，比議題探究的深度及知識增長的幅度，影響更

深刻

表一：香港職前教師推行專題研習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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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實習學校的專題研習導師，職前教師首

先要面對傳統教學與革新教學的差異。在課程設

計方面，學科知識的內在邏輯關係是安排傳統教

學的基礎，專題研習卻因應社會的迫切需要，創

造開放式的學習情境，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在

學習內容方面，前者為學生提供與指定課本內容

相關的規範性知識，後者則通過真實的經歷讓學

生獲取多元化的知識。在評估模式方面，前者由

「教師評估學生」，後者則鼓勵「除教師外，學生

和其他人士也能參與評估」，並從「不斷給學生回

饋，引導他們在學習」中「評估學生相關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等方面的表現」(議會，2002︰ 3C2)。

雖然教改文件聲稱專題研習「並不是要取代學科

知識的學與教」，但卻重複專題研習能「提供另一

種學習的形式，為學生開發更大的學習空間」(議

會，2002︰3C2)。面對兩種不同的教學模式，職

前教師需要不斷思考兩者的關係。

受訪的職前教師一般也認為專題研習的教學

比傳統學科知識的教學更困難。一位認為「課室

教學比專題研習較輕鬆」的職前教師，雖然面對

的只是一組四個學生，但已經充份體會老師需要

「照顧學生個別的差異」是一種「負擔」，因為「有

些材料對他們來說實在太艱深，有些材料卻太容

易，實在難於捉摸。換句話說，有些同學比較

好，有些同學比較差，老師指導時難以調適。」

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狀況：職前教師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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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師生互動方面，職前教師希望改變教師

在傳統教學的權威形象，願意藉著革新的教學模

式與學生建立夥伴關係。部份受訪的職前教師認

同「專題研習要讓學生意識到他們才是學習的主

人」 (議會2002︰3C6)，視他們如平輩一樣，能夠

獨立學習。可是，面對欠缺學習動機的學生，職

前教師難免「有點生氣」，覺得十分沮喪，「但回

想他們只是小朋友，我又怎可以視他們為自動自

覺的成年人看待呢？於是，我開始放鬆對他們的

要求，學生的感覺當然好一些，我自己的感覺也

好一些。漸漸，我真的覺得教育是一個十分漫長

的過程。」

面對「可能要踢一腳才動一下」的學生，一位

職前教師嚴厲地對學生說︰「我的角色是幫助你

們，你們的意見才屬於你們自己。你們不參與、

不付出，我就不會幫忙。」儘管學生未能掌握自

己是學習的主人，職前教師「在整個研習中也很

少直接幫忙」，甚至有職前教師堅持學生應該有

能力「自己去找資料，找題目，然後自己做」，希

望學生把專題研習視為「另一種學習的方式」，而

不是一份額外的功課。

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生，也會為職前教師帶來

煩惱，因為他們未能符合老師訂立對探求知識的

要求。一位職前教師慨歎「結果是學生牽著我

走」，最初以為「學生很喜歡香港六十年代的娛樂

這個題目，於是便放手讓他們做。他們的確有興

趣，有動力，蒐集不少有關六十年代電影明星的

資料。我希望他們能夠深入地比較今天與六十年

代在娛樂文化發展方面的異同，例如西方音樂的

引入等，但他們只是關心有甚麼明星及玩意，不

談變化的內容及原因，與我期望的研習重點截然

不同。」這位職前教師甚至認為「學生自己做自己

的東西，我完全無法控制，也無法幫忙。」

面對過分重視成績的學生，一位「一直也覺

得興趣比成績更重要」的職前教師，覺得十分無

奈。這位「要求全部組員也對研習題目產生真正

興趣」的職前教師，知道「學生為了分數而開心，

而不是真心喜歡研習的內容時」，曾經一度失去

信心。特別當他知道「學生表現興高采烈，是因

為原任老師讚賞他們匯報進度的表現而多給額外

的分數。學生為此十分開心，我卻不以為然。原

來他們跟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正如Huberman所綜合，入職教師在掙扎求存

的階段中，經常會質疑自己接受挑戰的能力

(Hargreaves, 1992︰123)。面對能力差異、缺乏動

機或目標錯配的學生，職前教師傾向把焦點放在

自己的原則、觀念、教學過程及經驗方面，於是

出現上述挫折、失控、沮喪、無助、甚至怨氣的

情緒。一位「盡量希望營造輕鬆氣氛」的職前教

師，後悔最初視學生是朋友，可惜發現後來的關

係已經變質，學生不再尊師重道。特別在進行實

際工作時進度緩慢，更出現疏離的情緒。我於是

覺得學生有點不受控制，好像侏羅紀公園的恐龍

一樣，已經逃脫出來。就算我想控制，也已經太

遲了。」為了達到預期的進度及效果，部份職前

教師最後還是希望可以控制大局，重拾教師主導

的角色︰「最大的障礙是學生的學習動機，我很

多時候就好像『麻鷹捉雞仔』一樣，與每位同學傾

談，提供清晰的指引，不斷提醒完成工作的日

期，甚至不可以有寬限期，因為一旦有寬限期，

學生便會散漫，變得難於控制。」

�� !"#$

職前教師嘗試衝破上述失控的狀態及師生立場

不協調的困局，往往不會馬上參考認知心理學的理

論及策略，反而從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及有效的溝

通入手。首先，職前教師相信良好的師生關係可以

解決學生學習的困難，對學習動機欠佳的學生特別

奏效。談到身兼專題研習導師最大的困難及最大的

收穫時，一位職前教師說︰「感受最深是溝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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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我覺得關係是最重要的元素，有良好的關係

才容易引導學生研習。記得最初與學生不熟絡，見

面只有一兩次，儘管我不斷地指導他們進行專題研

習，可是他們似乎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也不敢表

達出來。大家漸漸熟絡，學生才有反應，我開始可

以認真地教導他們」。

職前教師主動關心學生，進一步建立師生的

友誼。一位職前教師喜歡「小組研習的直接交

流，我表達意見，同學又表達意見，這樣才知道

他們想甚麼。平日在課堂上我較難做到，因為需

要專注教授學科知識，便難於顧及同學的個人生

活。反觀近日因爆發非典型肺炎而停課，我便經

常打電話找同學聊天，關心他們在家中的情況及

感受，關係變得密切起來。」

職前教師明白溝通要由學生的個人生活開

始。一位職前教師發覺「要提醒自己，不要每次

講太多學術性的東西，反而要主動關心學生功課

以外的困難及個人的興趣。小朋友也十分喜歡傾

談這些內容，這是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認識他

們。」另一位職前教師指出「第一次實習時，完

全不明白認識學生的重要性及對教學工作的影

響。後來才知道多一點認識學生，不但可以拉近

師生關係，而且更知道他們的限制、能力、優

點、缺點及性格︙︙當我覺得學生認識我、我又

認識他們時，專題研習便不再純粹是一份由上而

下的功課。」

在溝通的過程中，職前教師更能體諒學生的

處境。一位職前教師指出自己「開始站在學生的

立場看問題，是建基於在專題研習中與學生密切

的接觸。學生的難處值得體諒，原來他們未能跟

上學校急促的步伐。推行專題研習，一定要衡量

學生承受工作量的能力。」另一位職前教師十分

「體諒學生忙碌的生活」，形容自己「如果沒有必

要就不會去煩擾學生」，因為「站在學生的角度，

專題研習是一個額外的負擔。轉堂的時候，同學

立刻伏在案上休息，臉上流露疲累萬分、幾乎無

法清醒過來的樣子，我明白專題研習不會是一件

令他們開心的事情。」

有職前教師因為看見學生為追趕測驗疲於奔

命而難過，「會心痛，覺得很想了解他們感到吃

力的原因。他們找資料，我又去找資料，也想知

道研習範疇的內容，希望與他們一起學習。」這

種並肩作戰的關係，在四位職前教師身上更見明

顯，因為他們與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基地裏共同渡

過三天的時光。其中一位職前教師這樣說︰「我

覺得這三天是一個轉捩點。我們共同作戰；六時

起床開始工作，直至晚上還未完成手上的任務。

不過覺得很有朝氣，大家煮飯一齊享用。在生活

及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建立一份關係，我很想幫學

生完成任務。排戲時，其實我覺得很有趣，同學

也真的很開心、很投入。」另一位在生活基地一

起研習的職前教師也形容自己與學生建立不分彼

此的關係，「十分難得︰我們完成簡報後，便指

導學生準備報告的講稿，他們卻回答︰『我的工

作已不少，請你吩咐其他同學做吧。』旁邊一位

同學馬上說︰『無問題，老師，我幫你！』︙︙」

在過程中，一位本來覺得專題研習也是一份功課

的職前教師，也開始變得投入，並「發現自己把

專題研習的組員視為朋友，有一種並肩作戰的感

覺。」

當師生關係得以改善，就算面對學習動機不

足、學習態度欠佳的學生，老師也能夠對症下

藥。一位職前教師形容學生是「踢一踢就動一

動」的「四方𣜭 喱果凍」，深感「最重要是學生

的自覺性」，特別處理態度欠佳的同學時，應該

避免「師生角力的場面︙︙反而盡量發掘同學的

長處並加以稱讚，例如，知道原來他擅長蒐集資

料，我便提供一些途徑鼓勵他進一步蒐集資料。

當他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並有所表現時，我

便繼續鼓勵他，他的態度真的開始轉變」，最後

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狀況：職前教師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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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能夠逐步解決指導學生的困難是因為

「自己好像是學生的一位朋友、長輩、學長，多

過一位老師」。

為了不致陷溺於千頭萬緒的紊亂局面而一跌

不起，職前教師往往從改善師生關係入手，好能

站穩腳步繼續下去，真正展開研習的過程。

�� !"#$

職前教師在摸索的過程中經常懷疑自己的教

學能力，直至在教學工作上發現新的意義，才逐

步肯定自己的教師角色。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便

是親身經驗「孺子也可教」的振奮時刻。一位「對

專題研習的作用有所保留」的職前教師，分派工

作，吩附同學回家準備報告的初稿，翌日有個別

同學迅速完成任務。為此，老師坦言「是意料之

外，並因為個別同學進取及主動的表現，自己也

開始更積極地推動其他同學投入工作。」

每當遇上學生可教的情境，職前教師都感到

十分鼓舞。一位本來「做了不少最壞打算」的職前

教師，表示從學生的表現得到「驚喜」及「信心」

︰「我知道學生不容易蒐集這個題目的資料，所

以我已經為他們提供部份有關的材料。雖然一般

網上的資料未必有用，但只要學生願意嘗試，又

邀約有關人士進行訪問，已經是一大進步。我發

覺自己能夠滿足學生求助的需要，他們的確有更

多的反應，在最近一次的會議，他們竟然主動分

配工作，安排各人的工作崗位。」

職前教師的動力與同學的表現有密切的關

係。一位「有時覺得自己有心無力」的職前教師，

因為同學願意跟隨自己的指示，把歷史檔案館的

大量數據製作成一張立體圖而「感到愕然」。更

有意思的是，這位職前教師覺得一張立體圖，不

但為小組贏得其他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的讚賞，

而且組員之間的共鳴及動力便「可能就由這個小

小的成就感開始」。另一位「看見同學有滿足感，

自己就有滿足感」的職前教師，覺得「最深刻的

場面」便是在中央圖書館目睹同學投入街頭訪問

︰「本來我建議學生訪問家人，但他們還是想到

圖書館做訪問。我們去到圖書館，學生做訪問，

我站在一旁，看見他們不停地把受訪者的講話內

容摘錄下來︙他們既主動，又有滿足感。我真的

很開心。」

學生投入學習，証明學生是可教的，也為教

師的工作帶來新的希望。一位承認「自己在某程

度上也覺得專題研習是一份功課」的職前教師，

分享他「自己的轉捩點」時這樣說︰「我產生一種

很強的意識—學生的確可以在專題研習中學到很

多東西—是由上星期五的街頭訪問開始。五個組

員，包括平日較主動的兩位女同學及三位較被動

的男同學。訪問那一天，情況剛剛相反。兩位女

同學可能因為害羞而不願意做訪問，另外三位平

時十分頑皮的男同學卻表現得特別認真。看見他

們投入的表現—主動做訪問和事後有條理地統計

資料—我實在有點感動，甚至我也覺得找到專題

研習的意義。」

職前教師目睹學生的進步，增強進一步釐定

教學目標的信心。回憶在學校的生活基地與學生

排戲的片段，職前教師興致勃勃地說︰「在過程

中，我覺得學生的性別不是影響他們性格的主要

因素，反而是我們為學生訂下目標時，能否根據

同學的能力及性格，擬訂一些相對較高的目標作

為魚餌？其實我覺得他們十分希望完成一些比較

有難度，但又是他們能力範圍可以做得到的東

西。」這位職前老師的信念就是：「學生不單只是

完成指定的任務，還要在性格上取得成功感，學

習一種團結的精神。」於是職前教師要求「學生做

話劇時要把自己放到最低，把自己的內涵表達出

來」，又建議「學生講對白時要面對觀眾，提議他

們在適當的時候提高聲線，他們也很樂意嘗試。

我實在看見他們對學習有一份強烈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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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教學相長不是空話，而是實在的經驗。

一位職前教師這樣說︰「我覺得自己有兩個角色

︰一方面，面對中一的學生，我是他們的導師。

另一方面，在互動的關係中，漸漸發覺他們對自

己有要求，對專題研習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想

做的事，於是我要學習如何妥協，重新訂立方

向。當中自己其實也在學習。這是在整個專題研

習最強烈的感覺。」

除了經歷「孺子也可教」的喜悅，職前教師也

在其他教師身上得到在個人成長方面的啟發，透

過批判思考肯定自己的教育理念。從三位職前教

師攜手與一位原任教師共同指導一組預科學生的

經驗，正好指出教師如何與同儕一起尋找成長的

靈感。通過反思原任老師扮演的所謂「船長角色」

及另外一位職前教師扮演的所謂「顧問角色」，一

位「承認自己不信任學生」的職前教師有感而發地

說︰「我一定可以做到船長的領導角色，但能否

由船長的強勢角色轉化到顧問的啟發角色，我便

需要時間修練。」職前教師開始發現自己的崗位

及發展方向，大大提昇教學的意識。另一位「自

稱比較喜歡從旁觀察」的職前教師，有以下不同

角度的分析︰「原任老師的船長角色是大部份中

學教師的典型—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幫助學生

完成任務。導師的顧問角色卻不同--好像是一個廣

播器，自成一個宇宙的體系，不斷地向學生提供線

索。儘管學生在過程中未必馬上能夠整理出頭緒

來，但假以時日，學生一定有所領悟。原任老師出

來的效果較大，思考的空間反而顯得不足。」

扮演顧問角色的職前教師又提供一個更宏觀

的觀察。一方面，他明白原任教師的強勢領導，

有賴其他三位職前教師的配合及輔助，例如指導

學生撰寫報告，「四位導師各人有不同的角色，

談得上是四劍合一。」另一方面，他開始洞識教

師兩難的困局：「我認為這是奢侈品，也不是個

別老師可以做到的境界。就算做到也不人道，因

為一位老師要帶領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有如此良好

的效果，一定會影響他常規教學的表現。」在另

外一間學校實習的兩位職前教師，形容兩人的角

色分別是高等知識份子及工人，反映專題研習教

學要求老師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實在是一種沈

重的負擔。

在反思教改的真正意義時，職前教師重新檢

視自己的教育理念，其中一位批判地說：「實習

學校對我施加壓力，開宗明義地告訴我—不一定

要挑選內容最好的小組出席聯校交流會。原來關

鍵是組員大方得體的表現，報告的內容反而不是

最重要。既然內容與報告手法同樣重要，我在挑

選隊伍時的確有所顧忌。最後我無奈地放棄內容

最好的一組，反而挑選報告手法及應對最好、內

容不是最好的一組。」學校的聲譽是壓力的來

源，於是職前教師在最後關頭為同學整理講稿：

「同學準備講稿，我再加以調動—刪減、潤飾、補

充。修改妥當後，同學也沒有特別的意見，歡天

喜地開始背誦。」為此，這位職前教師感到十分

不安︰「我真的很驚訝，每次我突然修改講稿，

同學也沒有特別的反應。如果是我自己唸書的中

學，我起碼一定會追問一下。」再回想自己中學

的經驗，這位職前教師繼續說︰「我自己在中學

時不會不假思索便跟隨老師的指令，特別是高中

的時候。現在我竟然如此指導自己的學生，實在

覺得很無聊。還有，部份表現中等的同學，深知

自己永遠沒有機會代表學校出外交流。雖然他們

不是很突出，但看見他們過程中十分努力。歷史

似乎永遠由成功的人士寫成，覺得學校對這些表

現中等的同學很不公平！」

面對實習學校的現實環境及訴求，職前教師

重新發現自己教育的核心價值，包括公平、尊

重、自信及言行一致的勇氣。特別對缺乏教學經

驗的職前教師來說，個人堅定的信念是釐定工作

方向的動力。一位堅信學生可以做「一個屬於自

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狀況：職前教師的實踐經驗



48

己的專題研習報告」的職前教師，認為最重要的

是讓學生做自己喜歡的題目，「之後便可以放

手，至於如何發展下去便要視乎同學自己的進

展，而不是我的期望及要求。」更有意思的是，

這位職前教師分享他的重要發現︰「放手的同

時，老師自己要忍手；老師的忍耐力有多大，便

是同學在專題研習推進的幅度，這是專題研習教

學的關鍵。因為每當老師直接指導，同學一定會

跟著老師走。那麼，變成老師的專題研習，不再

是同學的專題研習︙其實我主要是陪伴同學一起

做專題研習。我的方法很特別︰他們在討論，我

便在旁邊徘徊，相距八、九步之外，所以我一直

知道他們整個的討論過程。每次開始，我堅持同

學先發言及匯報，然後我才提出意見︙他們真的

能夠想出一些新的意念出來︙總而言之，我忍耐

學生的力度便是推進他們向前走的力度。」

職前教師面對的張力，來自既要順應學校的

政策、又想成全學生的需要；既要掌握課室教

學的流程、又想開拓專題研習的空間。累積的

經驗，成為反思的內容，有助建立自己的教師

身份。

一位「比較喜歡老師單向講授、學生隨即回

應」的職前教師，察覺專題研習原來可以「讓學生

比較放膽去表達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讓教師直

接「處理學生能力差異的問題」，繼而衝破教師的

學術形象去「了解中一學生的想法」，在轉變的過

程中得到一份「特別」的滿足感。

還有一位坦言「基於自己個人比較傳統保守

的性格，很自然地覺得專題研習既麻煩、效果又

不理想」的職前教師，儘管「覺得專題研習並不重

要」，卻堅持「學生的成長才是最重要！」

另外一位職前教師肯定「今次專題研習是一

次豐富的學習經驗」，因為覺得「課堂教學比較單

向，學生沒有太多機會去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出

來，由於老師始終需要追趕課程，反而透過專題

研習，我可以實實在在地與幾位小朋友建立密集

的交流，通過對話知道他們的學習困難，這是很

大的得著。」

一位多次質疑自己教學能力的職前教師，總

結時這樣說︰「在過程中，我只是擔任學校與學

生之間的中介角色，但我和同學共同渡過每一個

難關，領悟到我最大的優點是能夠從學生的角度

出發。我和組長那天傍晚七時才離開校園，路上

我們談了很多，例如面對不負責任組員的無奈、

讀書的迷惘、與同學相處的問題、考試的壓力︙

我才驚覺自己蠻像一位老師！」

��

Hargreaves認為西方的教育改革十分重視發展

教師的知識及能力，可是過分依賴校外專家或外

在的力量，反而令教師在改進自己的過程中未能

充份發揮內在的力量 (Hargreaves, 1992: 3-6)。本

文探討職前教師在實習學校推行專題研習的實踐

經驗，闡述他們在個人成長及工作意義方面的發

現。教師的實踐經驗，不但是教師深刻的個人體

會，更是他們累積知識及提昇能力的基礎，因為

在教學方面累積的實踐知識，有助教師建立更敏

銳的判斷能力，自主地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為

自己調校適合的步伐。

Hargreaves認為在瞬息萬變的後現代社會裏，

教育研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引發教師討論

在教改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變數，展開批判性的對

話，讓教師有機會提昇實踐智慧及發揮專長

(Hargreaves, 1992: 3-6)。本文探討職前教師推行專

題研習的實踐經驗，揭示教改文件雖然強調建立

共同願景及轉變教學理念的同時，卻沒有處理嶄

新的教學方法如何與既有的教學方法互補結合的

問題。教改文件要求教師在教授學科知識的既有

基礎上推行專題研習，從而提供另一種的學習形

式。可是，教師如何既不取代學科知識的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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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又能夠在經年累月奠定的教學模式上，引入

專題研習，進一步創造更大的學習空間，這是教

改文件沒有充份正視的。相反地，教改文件建議

學校反思過往推行教改關鍵項目的經驗、與其他

學習領域的配套，及人力資源的分配，作為進行

專題研習的行動基礎。更重要的是，教師推行教

改關鍵項目之前，需要處理教師行之已久的教學

方法與教改關鍵項目的關係。一方面教師沒有機

會以個人的經驗為切入點，深入思考既有經驗與

教改項目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急於推行教改項

目，從中吸取經驗，於是難免因為依賴所謂「延

續學習型」專題研習模式而弄得疲於奔命。雖然

教改文件多次提醒學校避免教師和學生有過重的

負擔，但是改革者若真的希望教師發展所謂「學

習型」專題研習的教學能力，也要讓教師在個人

經驗中產生一個內在的轉變過程，才不致造成沉

重的負擔。

職前教師在建立專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同時

面對新舊兩種模式的教學方法，出現束手無策的

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受訪的職前教師如

過往每一位職前教師一樣，要經歷一段教授學科

知識的摸索時期。另一方面，他們同時要思考推

行教改關鍵項目的實際問題。雖然他們對專題研

習有初步的理論認識，自己卻欠缺相關的學習歷

程及指導學生的實際經驗。在掙扎求存的過程

中，職前教師不但要學習如何從自己熟悉的學習

模式中尋求嶄新的教學方法，又要適應實習學校

各種實際的要求。為求生存，職前教師沒有從學

理方面入手解決問題，反而通過建立良好的師生

關係，改變學生的學習行為。任務終於完成，但

是在實現專題研習的特質，包括「推動學生自我

導向、自我調控的學習及作自我反思」(議會，

2002:3ciii)，或深入探究課題相關的概念及發展批

判思考等方面，便不敢強求。換言之，在真正提

昇學生的共通能力及教師的教學能力方面，仍有

一段漫長的路在職前教師的面前鋪展。至於工作

意義方面，職前教師由束手無策的困局到教學相

長的體會，令他們在態度上、觀念上及身份上各

方面產生轉變，逐漸肯定自己教師的新角色，踏

上專業發展的第一步。面對學校對學生不公平的

待遇、教改對教師不人道的要求，部份職前教師

也開始思考自己究竟想成為一個怎麼樣的教師，

明白實踐自己的信念，必定需要提昇自己相關的

知識與能力。

Hargreaves認為改革者有必要正視教師發聲的

權利及其背後的深層意義，才會明白那些所謂新

方法其實與教師既往的教學經驗脫節，從而幫助

教師在質疑改革項目的過程中展開理性的思考，

重新建構個人及教學群體的工作意義(Hargreaves,

1992: 3-6)。通過正視教師在推行教改過程中的個

人成長，我們不但讓教師為知識及能力賦予一份

意義，更為他們在進一步探求知識及加強能力方

面尋求互相參照及整合的方向。特別在香港教育

及學制改革的道路上，獨立專題研習是2009年通

識教育核心科目的主要學習項目，不同專業發展

階段的教師能夠在個人發展的基礎上，發展相關

的知識與能力，抑或在無暇整理個人經驗及反思

工作意義的狀態中，致力提昇知識與能力，相信

將會是影響教改及教師專業發展成敗其中一個主

要的因素。最後，借用Olson有關教學文化轉變的

研究，希望日後我們能深入研究課室故事及教師

經驗，進一步思考教師在新高中的年代如何處理

課室關係(包括師生、同事之間的關係)及教學方法

兩個範疇真正的轉變(Olson, 1992:序言, 57)。

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狀況：職前教師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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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的專題研習包括：1.大埔墟—轉變與傳承；2.從火車看九十年前香港民生；3.電車發展與填海；4.香

港殖民地的華人父母官？—華民政務司署個案研究（1841-1939）；5.從香港郵票看英國對香港的管治特色；

6.軍票與日治時期的經濟情況；7.日治：電影；8.談談電影、說說歷史—日治時期的電影；9.日治時期的教育；

10.抗戰；11.石硤尾大火；12.六十年代的苦與樂；13.香港七十年代的女工；14.從ICAC的成立去看七十年代

香港之貪污風氣

教育文憑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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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主題

香港社會

可持續發展

轉變與延續：我最喜愛的歷史圖片

學校數目

1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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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專題研習包括：1.馬鞍山的交通；2.香港的疫症:由鼠疫到SARS；3.大澳；4.鯉魚門的軍事設施；

5.雅禮協會

我最喜愛的歷史圖片的專題研習包括：1.交通；2.警察；3.街頭巷尾；4.清潔龍；5.濕地；6.騎兵；7.反猶太政

策；8.纏足；9.粵劇；10.電影；11.歌曲；12.玩具；13.日本卡通；14.麥當奴

�� ==��� 
1. 回顧擔任專題研習導師的經驗，你有甚麼感受及看法？你如何描述這次的學習過程？可否分享自己最深

刻的印象？專題研習的導師角色有甚麼特別的地方？與教授學科知識的教師角色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2. 在擔任專題研習導師的過程中，你遇上甚麼困難？最大的困難是甚麼？例如，學校文化是否有利於推行

專題研習的工作？你又如何面對及解決這些困難？

3. 指導學生時面對甚麼具體的問題？學生在分配時間上有困難嗎？學生怎樣面對專題研習？你滿意學生學

習的進展嗎？曾否遇上令你感到鼓舞的經歷？可否分享一些具體的片段？

4. 你覺得這次的實習經驗有意義嗎？從工作滿足感的角度看，你喜歡專題研習的導師角色，抑或教授學科

知識的教師角色？有甚麼新的領悟及新的發現？

5. 這次擔任專題研習導師的經驗會否改變你過往對教育的看法？ 例如，在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可行性、

個人學習經驗對教學的影響、課堂教學與專題研習的關係、學科教學與課程統整的利弊。

香港推行專題研習的狀況：職前教師的實踐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