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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信息時代下，社會對學生的要求有轉變，教育方式亦隨之改變。以往的「填

鴨式教育」已經不合時宜，嚴重局限學生的思考和創意力（莊淇銘，2009），故

提倡創意教學和多元化評估。創意教學是指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能採用多元化

的教學方式和多樣豐富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並提高學生的學

習效能和創意性思考1（李許單，2012；吳清山，2002 和鄭英耀，2001）。 

 

王向東（2010）指出教師的教學行為是促進學生創造力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

之一。是次報告將選取三年級常識科作研習內容，應用創意教學來教授課文，並

反思其教學成效和提出相關建議。 

                                                      
1
創造性思考通常包含：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精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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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意教學與傳統教學的分別 

創意教學有別於傳統教學。邱珍琬（2002）指出創意教學的主體為教師與學

生，目的為引起學生注意力和維持學習動機，並利用多元化教學刺激學生思考，

從而提高教學效能；傳統教學法強調以教師為主體、學生為輔的教學生態，即依

循固有教學形式進行的教學活動（毛連塭、陳麗華，1987；林進材，2001）。以

下將比較兩者在教學目標、教學資源、教學策略的不同： 

 

在「教學目標」方面，創造性教學則重於培養學生的思考；傳統教學則重於

灌輸知識，並要求「標準答案」；在「教學資源」上，前者利用多樣化的教材和

教具，後者則以教科書為主要的教材（Farivar, 1985）；在「教學策略上」，前者

多採用多元化教學，如：小組討論、專題研習、角色扮演等，能增加師生之間的

互動和刺激學生思考；後者以老師講述為主，教學欠缺互動和單調。 

    

三）創意教學的迷思 

在應用創意教學的初期，筆者認為創意教育是受著年級、課題、時間和課室

空間所限制。對於應用「創意教學」充滿迷思，更認為只有設計活動才是創意教

學。但經過不斷應用和修正，漸漸理解何為創意教學。 

 

四） 創意的教學 

創意教學大致分為兩種，分別是創意「教」和創意「學」（沈翠蓮，2006），

下文將闡釋在實習期間，筆者如何應用創意「教」和創意「學」： 

 

4.1) 創意「教」的應用 

在設計小學三年級第四冊的「環境衛生」的課題，其教學目標是學生能指出

環境不衛生可能引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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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教學，利用故事貫穿整個課堂，讓教學變得更有趣，從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和專注力。故事名為「老鼠與蚊鬥一番」，當中有兩名主角，分別是老鼠

和白紋伊蚊。故事內容是指牠們都認為自己比對方厲害，故發生爭執，牠們自述

自己的繁殖數量多、能傳播各種疾病，最終令人患病。詳情可參考圖片一和二： 

圖一：故事題目                   圖二：故事的形式 

    

 

除了老師講故事外，還製作了兩個紙偶作教具，增加教學趣味（紙偶可參考

圖三）。老師講故事時，須扮演老鼠和蚊，老師便會拿起相應的紙偶，讓學生更

易代入角色，能提高學生的專注力。 

圖三：紙偶 

 

此外，為了提高學生的參與度，老師會在故事中加插各種問題，老師問：「如

果你的家有蚊患，你們會怎樣做呢？」老師的提問能刺激學生思考和分享生活經

驗，故能把生活經驗與新舊知識結合，有利鞏固知識。 

 

4.2) 創意「學」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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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三年級的「綠化環境」課題，來套用創意「學」，其學習目標是學生能

指出綠化社區的有效方法和綠化環境的好處。老師先向學生講解綠化的定義和方

法，然後進行分組活動，他們須完成一幅名為「綠化社區」的作品，利用畫畫來

表達綠化的概念。最終，各小組派一名代表向全班匯報，解釋作品中的綠化方法。

以下是學生的作品： 

圖四：學生作品一 

 

 

 

 

 

 

  

在圖四可見，學生認

為香港的土地非常少，故把植物種在屋頂上；在高樓大廈方面，人們在不同的樓

層和天台種植樹木，塑造空中花園，這樣可以美化環境和減低溫度。此外，他指

出高樓大廈是由玻璃建成，故不用電燈，可減少用電，故能達到綠化社區的目標。 

圖五：學生的作品二 

 



5 
 

 在圖五可見，他們認為綠化環境是種植大量植物，並設計了一個太陽能灑水

器，故可以定期為花草澆水，能節省用電，植物亦能美化環境和淨化空氣。 

圖六：學生作品三 

 

 

 

 

 

 

 

 

在圖六可見，他們認為綠化是指種植植物，圖畫中有兩名小孩，分別在澆水

和播種。畫中種了大量蘋果樹，因為他們喜歡吃蘋果，更說：「一日—蘋果，醫

生遠離我。」這樣既能綠化環境，亦能提供免費水果。 

 

五） 教學成效 

5.1）創意的「教」的成效及反思 

在創意「教」的教學活動中，其教學成效非常顯著，同學們喜歡聽故事，能

專注聽課，有助學生建構知識，而非被動接受知識。此外，老師利用「六何法」

2的提問方式，能刺激學生思維，並把生活經驗與知識結合，有助鞏固新知識。 

但仍有不足之處，因整個課堂大致由老師做主導者，而學生的參與度相對較

少。雖然學生踴躍參與課堂，但未提供足夠機會讓學生發表意見；此外，老師多

著重學生答案的對錯，欠缺回饋，未能引導學生作多層面的思考。老師是學生獲

                                                      
2
 六何法指何時、何地、何人、何物、如何和何做，詳見：過小容（2012）：《課堂提問技巧實

踐與探索》，考試周刊，44，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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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回饋的主要來源，讓學生學會如何自評和同儕互評（梁繼權，2008）。 

 

5.2）創意的「學」的成效及反思 

在創意「學」的教學活動中，其教學成效佳。活動以小組方式進行，小組在

十五分鐘內完成「綠化市區」的設計，他們能在短時間內發揮創意，如：太陽能

灑水器、玻璃高樓大廈、空中花園和蘋果樹的構想，故可反映是次設計活動能激

發學生的創意思維。此外學生能加入時事新聞，例如：指出香港地少，故有空中

花園的構想。可見，學生能把新舊知識結合。 

 

在設計教學上，以小組活動進行，這能發展學生的創意解難能力和協作能

力，並通過共同討論來完成作品，故能連結兩個或三個以上的思考、想法而產生

新的主意（潘裕豐，2006）。 

相反，小組活動可能局限了個人思維發展，故難於評估個人的創意力。部份

組別出現意見不合的問題，故老師需肯定學生的創意，並不應加入評價，給予學

生自由創作的空間和營造尊重和接納的氣氛。 

 

六）總結 

 在實習期間，筆者應用創意教學時，充滿各種的迷思，更認為創意教學受著

各種局限，例如：時間、空間等，故難於在常規學校進行。最後，筆者意識到創

意教學是指多元化學習和評估，能刺激學生思考。其實，一個小小的提問亦能達

到創意教學的宗旨。 

 

由此可見，創意教學是無處不在，只要老師給予充份時間讓學生思考，以各

種學習策略和配合提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便能達到創意教學的理念（林進材，

2002），這亦能滿足社會對學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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