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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論文：創意教學的實施成效    鄭曉君  

I.  引言 

本文以創意教學為主題，選取了實習任教的常識科課堂為例，講述創意教學在常識科的應

用，分析教學的過程及設計，個人的反思，實行上的不足及提出改善建議。 
 
 

II. 創意教學的定義  

創意教學是指教學的目標是以激發或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為重心，鼓勵教師因學生的資質，

時間的配合，透過課程的內容，以及有計劃、彈性變化的教學方式，並利用創意思考教 學策

略，讓學生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以培養學生的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密力的

思考能力（林幸台，1974；陳龍安，2008）。 
 
 

創意教學能提升不同種類的擴散思考的能力： 

1.   敏覺力：指覺察事物，具有發現缺漏、需求、不平凡及未完成部分的能力 

2.   流暢力：指能在限定的時間，構想出大量的意念及方法的能力 

3.   變通力：指突破慣性的思考，以多角度進行思考的能力 

4.   獨創力：指反應的獨特性，想出別人所想不來的意念的能力 

5.   精進力：指在原來的構想或基本觀念再加上新觀念的能力 

(吳翠珊，2012；陳龍安，2008) 
 
 

III. 創意教學的意義  

吳翠珊(2012)指出創意教學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動機偏低及班內個別差異太大，而且能提高

學生的學習動機，主動投入課堂的學習態度，使學習的效能強化。根據陶倫斯(Torrance，1964)的

研究結果指出高智力與高創造力的關係低。創造力最高的學生，不一定是智力最高的學生。學生

的創造思考能力，可經教學的歷程獲得增加 (林幸台，1974；張玉成，1983；陳龍安，1985)。因

此，在課堂上運用創意教學策略可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IV. 創意教學的應用：  

本人以四年級的課堂為例，在兩個不同的課題上，運用了不同的創意教學的策略。第一個課

題是「從地圖上看香港」，第二個課題是 「地球的資源」。 
 
 

課題一   「從地圖上看香港」 

該堂的課題是 從地圖上看香港，課堂的教案（詳見附件一）。課堂的教學目標是透過設計海

底地市，培養學生的創意思考，提升學生的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 
 
 

老師假設情境問題，重點是學生的身分變為設計師，設計水底城市。在課堂工作紙上（詳見

附件二），老師設定條件，包括 1 ) 實用性：適合人類居民、交通方便、 2) 原創性：設計創新、

3) 細緻性：設計緻細。讓學生清楚知道設計作品的要求。學生除了畫出個人的設計外，學生需

用文字寫出個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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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提問十式  

在課堂提問，滲入創意的元素。恰當的問題及有效的發問技巧是促進學生思考的有效途徑

（陳龍安，2008）。本人運用了創意教學策略的創意提問十式 1（鄭慕賢，2002），刺激學生 的思

考。問題包括「想像」、「列舉」、「除了」、「替代」。 

「想像」- 你們想像一下在海底生活會遇到什麼問題? 

「替代」- 你們要想一想在海中用什麼可以替代現在用石油發電？ 

「列舉」- 你們列舉一下，人類為維持生命需要什麼？ 

「除了」- 在水底生活，除了空氣的問題外，學生還會碰到哪些問題？ 
 
 

評估 

創意教學對於教學的結果，老師不會用單一的尺度來評鑑，而是老師與學生一同評

鑑學 生的作品（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活動完結後，老師會以抽籤方法

選取學生 作出匯報，老師會派發評估表（詳見附件三），評估會以小組的形式進行。老師

會以口頭回饋 及從大部分學生的作品看到學生發揮了創意。幾位學生的作品較具創意及

突出學生的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力。 
 
 

以下是學生所設計的作品： 
 

圖片一  
 

 

 
 
 

學生思考到人類需要氧氣生存，但在

水底中不可以自由呼吸，所以學生畫了人

類需要帶防水的氧氣頭盔及使用防水手

機，符合實用的用途，顯示學生的變通

力。海洋中的鯨魚、海龜成為人類的交通

工具，具有獨創力。
 
 
 
 
 
 
 

 
1創意提問十式：1.假如, 2.列舉, 3.比較, 4.替代, 5.除了, 6.可能, 7.想像, 8.組合, 9.六 W（六何）, 

10.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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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二
 
 

 
 
 
 

 
圖片三 

 

 
 
 

 
 

 
學生設計整個城市的能源是靠海水的潮汐

力發電，設計能與環保及水力發電的知識給

合，只有一位學生能想出這個設計，突出她的

獨創性高。

 

 
 
 
 
 
 
 
 
 
 
 
 
 
 

學生設計的城市是參考水母的外形，外形是較獨
特，他匯報時說出，運用強化的防水玻璃建造，外
牆 是透明的，會有升降機連接陸地，及輸送管運送
空氣， 解決氧氣的問題，符合變通力。裏面是分成
幾層的， 每層有不同的設施，供給人類使用。他的
設計是有條 理及設計細緻，顯示學生的變通力、獨
創力及精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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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地球的資源」 

該堂的課題是 地球的資源，課堂的教案(詳見附件五)。該課堂的教學目標列舉地球的天然資

源。在課堂的前半部分，學生學習了什麼是天然資源，例如樹木、石油、礦物、野生動物等。

本人運用了腦力激盪，激發學生的變通力。 
 

 

腦力激盪 

腦力激盪的四個原則包括 1) 延遲判斷、2) 歡迎自由聯想、3) 以量取質 及 4)改善他人 

的想法 (吳翠珊，2012)。本人以腦力激盪的原則為準則進行教學。活動會進行 3 分鐘。兩人 

為一組，在限時內，學生各自在課堂工作紙一（詳見附件六）寫出各種天然資源的用途。 
 
 

在活動過程中，不會批評學生的答案，鼓勵學生盡量寫出用途，數量愈多愈好，在活動 

後，因答案的數量而挑選小組出來匯報。小組匯報後，老師會給予小組讚揚。老師亦請其他 

學生說出與匯報小組不同的答案，可以集思廣益，讓學生認識更多的用途。 
 
 

評估 

當活動完結時，老師讓每組說出已寫的天然資源的數量，本人選取數量最多的組別匯報。 

老師會以口頭回饋學生，以下是學生的作品。 
 
 

同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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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課堂改善及建議  

課堂前作資料搜集  

課堂前，學生沒有做資料的搜集。部分學生對水底的主題不認識，在創作時沒有方向學

習。在改善方面，老師應預先請學生課堂前作資料搜集，預先在家中搜集關於海底的相片， 請

他們想想在海底生活會面對什麼困難，想想可以用什麼方法解決。這樣學生在課堂創作時， 能

流暢地進行創作。 
 
 

教學的安排  

在課堂上，在給予的時間內，部分學生未能完成個人的設計，學生的設計只突出一種的思

考能力。陳龍安（2008）指出需要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學生發展思考能力，所以改善的方 法是

給予學生回家繼續完成。該次活動是以個人進行，所以學生所需的時間較長。若以小組 形式進

行，讓學生一起討論及互相激盪的機會，結合組員的各種意念，在作品中展示出變通力、獨創

力及精進力，三項的思考能力。 
 
 

VI. 教學的反思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創意教學已在學校廣泛的應用，創意教學的模式容易應用於不同的課題上。創意教學的模

式如腦力激盪、創意提問十式，可作為課堂的引入或鞏固活動。老師作為課堂輔助者，教學設

計與學習活動皆應以學生為主體。創意教學讓學生能參與課堂，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原任老

師較少使用創意教學，當本人在課堂上使用腦力激盪，要求學生在限時內，寫出最多的答案，

學生都感到新奇有趣，大家都十分專注地去寫。 
 
 

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 

根據布鲁姆的教育目標，創造是屬於高階思維（李坤崇，2004）。 在普遍的課堂上，老師

都是着重知識的教導，較少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反之，創意教學可鼓勵學生應用想像力，增進

其創造思考能力（林幸台，1974；陳龍安，2008）。是次設計水底城市的創意活動，老師透過創

意發問，讓學生有機會作多角度思考。從學生的作品可展示學生的創意及不同的思考能力。 
 
 

VII. 總結  

創意教學的模式容易應用於不同的課題上，老師可根據各年級的程度而設計。教學設計、活

動、策略皆應以創意為主體，發展學生高階思維。採用多元的評量，以口頭回饋、同儕評估

表，讓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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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教育學院 

常識科  

                                                               教學計劃 
 
 

教師： 鄭曉君老師 日期： 2013-04-15(星期一) 

年級： 四年級 A 班 單元： 單元一 認識香港 

課題： 香港的地理環境 課本：  

教節： 第四教節 時間： 35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必備學習條件： 

•     香港的島嶼及海岸線的特徵 

•     自然景物的位置 

•     香港的地勢特徵 

•     香港土地的運用 

•     列舉填海的土地的用途 
 
 

教學目標 / 學習成果：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     設計海底地市及城市的規劃（技能、知識） 

•     培養學生的各種創意的能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 
 
 

教學資源： 

•     簡報、實物投影機、工作紙、同儕評估表 
 
 
 

 

黑/白板處理： 
 

 
 
 
 
 

實物投影 / 教學簡報



 

 
 

 

時間 學習重點 / 目標 / 成果 學習活動 學習過程（指示 / 提問 / 小結） 資源 

5 引入 提問 老師：上一堂提及，為了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政府做了什麼？ 

學生：填海 
 
 

老師：除了填海還有他方法嗎？ 

學生：重建新市鎮 
 
 

老師：大家有沒有想過香港再沒有土地可以建築大廈，已不可以填海及重建新 

市鎮，我們可以怎樣做? 

資源：簡報 

20 發展 

重點一 設計

海底地市 

 展示水底的圖片 

老師：大家觀察這幅圖後，覺得水底是否美麗？ 老師：現在有一個設計活動，

假如在未來 24 世紀，香港的陸地已再沒有空間用作城市的發展，所以政府打

算興建水底城市。現在你的身分為設計師，設計水底城市。你們要在背後的方

格，畫出設計圖。 你們的設計要符合以下條件 

1.  實用性：適合人類居民、交通方便 
 

2.  原創性：設計創新 
 

3.  細緻性：設計緻細 

資料： 

簡報、 課堂工

作紙一、 實物

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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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提問十式 老師:在水中與在陸地生活有很大的分別。 
 
 

老師的提問： 

「想像」- 你們想像一下在海底生活會遇到什麼問題? 
 
 

「替代」- 你們要想一想在海中用什麼可以替代現在用石油發電？ 
 
 

「替代」-  在水底，你們想一想可以用什麼替代陸地上交通工具? 
 
 

「列舉」- 你們列舉一下，人類為維持生命需要什麼？ 

「除了」- 在水底生活，除了空氣的問題外，學生還會碰到哪些問題？ 

 老師：現在大家可以 2 分鍾的時間，與旁邊的同學交換意見，然後開始設計

的作品。 

 

 

10 學生匯報  老師：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老師會以抽籤方法選取同學出來匯報，請班 

長派發評估表。 
 
 

選取 5 位學生出來匯報 

 老師：當同學匯報時，每小組要填寫 

資料： 

實物投影機 

同儕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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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結  老師：大家的設計都有不同的創意，有考慮到符合條件，作品裏面展示出大家 

的不同創意，希望大家在未來，可以保持大家的創意思維。 

資料：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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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同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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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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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香港教育學院 

常識科  

教學計劃 
 

 
 
 

教師：  鄭曉君                                           日期： 2013-04-29 (星期一) 

年級：  4 年級 D 班                                    單元： 單元一 地球之窗 課

課題：  地球的資源                                    課本：  

教節：  第一課節                                        時間： 35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必備學習條件： 
 
 

•     認識部分資源能製造的 

•     認識部分天然資源 
 

 

教學目標 / 學習成果：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 
 

• 列舉地球的天然資源及用途（知識） 
 

• 培養珍惜各種資源的重要（態度） 
 
 

教學資源： 

簡報、電子書、課堂工作紙（一）、課堂工作紙（二）、自學課業 1.1 
 
 
 
 

黑/白板處理： 
 

 
 
 
 
 
 
 

電子課本 /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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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 目標 / 成果 學習活動 學習過程（指示 / 提問 / 小結） 資源 

5 引入 提問 
 

 
 
 
 
 

二人討論 

(開簡報) 

老師：將書本及黃色的獎勵計劃放在桌子右上角 引起動機 

老師：假設大家要在荒島生活三日，島上係沒有通訊設施。 

你們會怎樣生存？食什麼？兩人討論一分鐘  

學生回答 老師：在島上的資源是天然還是人類製造出來？ 

學生：天然 

老師：這些資源便是天然資源，來自自然界，非人類製造的物品，如樹木、野生動物。 

指出中圖片中有的天然資源，帶出有動物、水、樹木、陽光。 

資源：簡報 

8 發展 

重點一 

•     列舉地球的天然資源 

•     鞏固對天然資源的概念 

 老師：現在你們兩人一組，每組有一張紙，寫出地球有什麼的天然資源，用一分鐘時 

間。寫完之後，你們出來貼在黑板上。 

（給一分鐘時間，讓學生出來貼） 
 
 

（老師會在學生貼黑板時，觀察答案，將天然資源及不是天然資源的答案分類，把不 

是的天然資源的答案詢問全班學生。） 
 
 

從學生的答案中分類出海洋資源（海產）、森林資源（樹木、動物）、地下資源（石油 

及礦物資源（煤、金屬）。 

資源：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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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大家都知道地球存有很多不同的天然資源，可以有海洋資源、森林資源、地下 

資源及礦物資源，這些天然資源對人類很有用 

 

10 重點二 

•     列舉天然資源的用途 

 
 
 
 
 
 
 
 
 
 
 
 
 
 
 
 
 
 
 
 
 
 
 
 
 
 
 

腦力激盪 

老師：現在會展示幾幅圖片，看看這些物件是用什麼天然的資源製造出來？ 
 
 

（圖片展示毛衣的情況） 

老師： 鐵鏈是用什麼製造出來？ 

學生： 鐵  

老師：鐵是哪一種的資源  

學生：礦物 
 
 

（圖片展示鉛筆的情況）  

老師：鉛筆是用什麼製造出來？ 

學生：樹木  

老師：樹木是哪一種的資源  

學生：森林 
 
 

老師：大家都知道天然資源，現在有分組活動，兩個人一組，每組一張工作紙。 工

作紙是要大家想每種天然資源有什麼用途或可以製成什麼。現在給大家３分鐘，每 

種的資源都寫上用途或製成品。 
 
 

老師：現在請每組說出你們寫了多少個？ 

（老師會揀選數量最多的組別匯報） 

資源： 

簡報、 課堂

工作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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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沒有同學與匯報組別的例子是有所不同？如果有的，請舉手！ 

（老師請舉手的同學說出答案） 
 
 

老師：天然資源的用途是與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老師：平日大家有沒有想過自己用了多少天然資源。 

 

10 重點三 

•     培養珍惜各種資源的重要 

 老師：在香港，我們的資源是十分充裕，正因為資源的豐富，導致我們已經不珍惜資 

源。  

老師：現在有個幾個不同的情境，都是小明一些的生活習慣，大家要判斷一下他的行 

為是否珍惜資源。如果不是的，你們會建議小明怎樣做。現在要四個人一組，十秒內 

分組。時限：3 分鐘。完成後會找組別出來匯報。 
 
 

學生匯報（3 分鐘） 
 
 

老師總結：天然資源有一天會用盡的, 所以我們應懂得珍惜 

資源： 

簡報、 課堂

工作紙二 
 
 

情境包括了浪 

費食水、浪費紙 

張、使用即用即

棄的餐具 

2 總結  老師：今日學習了天然及其用途，有什麼資源？（PPT 28） 

森林資源、海洋資源、礦物資源、地下資源 
 
 

老師：大家有沒有想過有什麼能源是不會用盡？ 什麼是可再生能源?   

什麼是不可再生能源? 完成自學課業 1.1 

資源：簡報 

自學課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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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課堂工作紙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