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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理念架構的實踐

摘要

• 透過小學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設計作例
子，介紹常識科理念架構及概念圖。運用理念
架構及概念圖，表達課程的設計不是以知識內
容為依據，而是以單元活動設計、基本概念及
單元目標為主，以便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掌握
共通力、基本概念和培養道德價值觀。實踐過
程，體驗常識科理念架構和概念圖能有效協助
推行課程改革。此外，透過多個概念圖勾劃常
識科部份課程理念，以引發大家思考常識科的
課程設計與推行方向。



前言

本文並非基於學術的研究或是有系統的數據搜集，而是基於教學的實踐、個人
對教育的體驗、教育理論的理解和運用等，過程中不斷反思建構而來。我們教
育孩子有以下信念。

人本精神：我們以學生為本，學生的未來是我們關注的。為孩子的未來打好基礎是
我們的責任。孩子潛能無限而富想像力，從孩子的角度思想，別有洞天。我們
從欣賞、情意教育、移情共感的角度與學生溝通，引導孩子從不同角度看待人
與物，達至快樂地、融洽地與人與物共處。

建構主義：孩子對事物的概念由經驗、學習、生活而來。人的思維是立體、多維空
間的。孩子們較難將已有概念構成有意義而鞏固的概念，因此，教育工作者的
角色是幫助孩子建構較清晰的基礎概念。老師倘若能掌握清晰的概念，運用圖
像、思考擴散圖、心智圖﹙Mind map﹚﹙註1﹚等思考，並掌握建構主義的精
粹，更能協助孩子建構主題概念。

從活動中學習：孩子最難忘的是一些快樂、與別不同而具體的生活片段。教師倘能
將知識有系統溶入單元活動中，更能引發學習興趣，單元概念更深刻。

提供精博學習機會：我們認為在現今知識爆炸的環境下，要提供學生基本知識概念，
讓基礎知識像滾雪球般，愈滾愈大。滾動的動力主要在於引發興趣、好奇心、
創造力、方向感、成就感等心態與共通力，而學生的道德價值觀決定雪球滾動
的方向。在實踐中體驗要達到學生對事物概念的短暫認識和理解不困難，困難
在於再深層次的學習，達至牢牢的掌握並運用出來。因此，除了培養學生認識
和理解廣博的概念外，還要深入透過探索和發現、想像和創造、感覺和評價、
實踐和應用五大教學策略進行教學設計，深入學習一些單元。



實踐中的常識科理念架構
筆者於1999年參加常識科校本課程設計，並構思運用以下
理念架構圖(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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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理念架構圖，單元設計以學生的興趣和需要為主，首先
確立一個清晰的主題，然後找出學生想了解的中心問題，再
根據三方面主要目標：學習領域、共通力、價值觀製訂單元
的具體目標(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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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趣 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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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 感覺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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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策略

有了目標，我們就根據認識和理解、探索和發現、想像和創造、
感覺和評價、實踐和應用﹙註3﹚五個設計策略進行具體而深入的
活動設計(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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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和理解：根據鄭美紅博士對建構主義學習的理論(圖七)﹙註4﹚，學生對事物都
有一些概念，包括「另有概念」、「迷思概念」和「已有概念」，教師的角色是透
過教學策略改變學生的另有概念，澄清迷思概念和建立基本知識概念。教學設計中，
老師倘若多用腦震盪法、討論、提問等方法，找出孩子的學習需要，協助他們建立
較清晰準確的概念。此外，教學過程，多加入學習活動，引發學習動機，更能誘發
學生學習興趣，建立和重整基本概念。

探索和發現：孩子的好奇心特強，他們對一些未知的事物或實驗甚感興趣，讓他們
尋找資料答案，或透過實驗可訓練他們的邏輯思維、歸納、推理能力和自我成就感，
老師的角色是培育學生能主動、鍥而不捨地探究。

想像和創造：孩子富想像和創造力，透過活動或作業設計讓孩子們發揮創意思考及
想像力。老師宜從孩子的角度，欣賞和肯定他們的意念，發展他們的想像和創造力。

感覺和評價：孩子們亦需要別人的認同和讚賞，讓孩子們表達他們對事對物的意見，
協助建立自信，能強化他們被認同的感覺，學習表達變得有意義。感覺和評價能反
映孩子的道德價值觀，老師宜輔導孩子從多角度思考問題，欣賞別人和包容差異，
雖然要有批評思考能力，但宜注意態度恰當和尊重別人。

實踐和應用：根據五官學習法﹙註5﹚「我聽過的很快就忘了，我看過的很快就記
住了，我做過的我很快就會了。」因此，一個課程完結之時，能有一些學生作品或
製成品，反映所掌握運用的，比紙筆考試的成績更能表達他們所學，亦能體現學生
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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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閒話間，筆者發覺最能令學生難忘的是一些活動片斷。我們同意鄭美紅
博士對建構主義學習的理論，希望透過活動教學設計，學生不斷聯繫新與舊的
概念，修改調整已有的概念，並能將新概念運用出來。

基於以上理念，我們運用五個設計策略，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例如富實踐和應
用的專題研習冊設計、富探索和發現的參觀實驗、富認識和理解的課堂討論、
富想像和創造的角色扮演、富感覺和評價的分享展示等，以便學生建構單元重
點概念。由於學習層面不單是知識的獲得，而是共通能力的運用及價值態度的
培養，因此紙筆形式的總結性評估，不是唯一的評估方法。我們透過形成性的
評估例如讚賞、總結、檢討、學生課業評改、評語、陳展、獎勵活動等方法肯
定學生的所學。

以下是一個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設計示例，以說明上述觀念架構的運用
方法和過程。首先我們明確「生物與環境」單元目的與學習重點(圖八)，我們
希望學生在知識上了解動植物和環境的關係、動物覓食和自衛的本領、植物怎
樣適應環境、種子怎樣發芽等；態度上希望學生能夠提升環保意識(持續發展概
念)、欣賞生物的生命力(生命神聖)、 反思人類與動植物的關係、實踐求真、務
實的精神；共通力方面培養學生發揮協作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搜集資料、
學習研習探究技能、評價和表達對現存環境的感覺、想像和創造美好的生存環
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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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學習的目的與重點確立後，教師分工設計一連串學習活動(圖九)。活動開始
時，全級學生到禮堂作單元活動講座，介紹本單元概念和學習內容(圖十)，指出
生物與環境的關係要點和人類在生物界和自然界扮演的角色。並著學生在未來數
星期學習中，欣賞大自然和各類生物，實踐種植並找出一些自然界的規律，尋找
人類對大自然的影響例子。

其後，透過課堂學習，讓學生認識動物和植物與環境的關係、單元基本概念 (圖十
一) 等。配合課題，學生安排到香港公園參觀考察(圖十二)，以了解不同環境對植
物生長的影響、不同地域動植物的形態特點(圖十三)，並進行探究鳥類飛行(圖十
四) (圖十五)及楓樹種子傳播(圖十六) (圖十七)的活動，欣賞大自然公園之美和運
用研習探究技能等。此外，為了實踐求真、探究的精神，學生獲發探索活動指引
(註6)，課餘在家中各自進行溫室對植物生長的影響(圖十八)、種子發芽生長要素
的探究(圖十九)等。

配合校本輔導活動及五、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常識科發展小組向世界自然基
金會借用有關愛護環境、珍惜動物展板，全校學生到學校禮堂觀看展板(圖二十)，
六年級學生更有機會深入學習本單元。除此之外，六年級學生配合課題，完成個
人「動物狂想曲」資料冊(圖二十一)，探索一種動物的生存特性，透過搜集、組織、
整理和選擇，表達資料，並且運用資訊科技搜集資料、繪圖、寫字、版面設計等
技巧， 資料冊(設計形式採專題研習模式) 設計能訓練學生的創意思考技能和綜合
運用單元所學的能力，他們想像動物的生活、欣賞動物的生命力、表達創意思維
等效果。 資料冊設計模式依圖(二十二)概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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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公園參觀考察





P.6香港公園探究活動：

(一) 種子的傳播

老師帶備探究工作紙每人一張，每班萬字夾一盒，並著學
生帶備剪刀。各班分為九組，四人一小組，每人先剪下控
制種子作試驗，然後設計另一顆種子，並寫下姓名。

科任老師著該班同學每組派一名代表出來比賽，每人手拿
自己設計的種子，鐘聲響後向上拋，評判觀察最後著地的
種子為勝。老師再請其他組別出來進行比賽，每次比賽人
數最多為9人，獲勝同學得小獎品。

＊ 各班同學注意清潔，紙碎放廢物袋中，不可隨處放
紙種子。

＊ 老師引導學生思考什麼因素影響靠風力傳播種子的
遠近。

香港公園
探究活動





(一) 鳥類飛翔探究活動：

1. 設計飛得遠的模型雀鳥

老師先派發每人一張F4廢紙，並著學生四人一小組，設計一隻
飛得最遠的模型雀鳥，並寫下姓名。

科任老師著該班同學每組派代表出來比賽，每人手拿自己組設
計飛得最遠的模型雀鳥比賽，鐘聲響後向同一方向拋，評判老
師觀察最遠著地的模型為勝。老師再請其他成員出來進行比賽，
獲勝組別得小獎品。

2. 設計在空中停留最久的模型雀鳥

老師再派發每人一張F4廢紙，並著學生四人一小組，設計一隻
在空中停留最久的模型雀鳥，並寫下姓名。

科任老師著該班同學每組派代表出來比賽，每人手拿自己組設
計飛得最久的模型雀鳥比賽，鐘聲響後向同一方向拋，評判老
師觀察最久才著地的模型為勝。老師再請其他成員出來進行比
賽，獲勝組別得小獎品。











談到我的願望，當然就是想在身體結構上
有些改變，就是：在身體上加一層盔甲，
因為可保護自己、在腳上加噴射器，令我
可在天空中任意飛翔，這樣被敵人追捕時
便可飛到天上去、在尾巴加上刀，可防止
敵人從後面襲擊。

我的願望是…



此外，我還想有些自我能力的
改變，就是：懂得噴毒液，這樣捕
捉獵物時會更方便、懂得吼叫，可
嚇走敵人、在跑步時加強爆炸力，
可使我能跑很久都不會累，最後就
是懂得與別人溝通，可讓別人知道
我的感受。

願望???



我的願望﹖﹖﹖當然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
有所改變。

第一就是我們吃的獵物會更加多，但人類
不要大量獵殺牠們。

第二，我的居住環境當然要陽光明媚、山
明水秀的一片大草原﹗所以人們就需要保護草
別砍伐樹木，更要種植更多品種的花花草草，
那麼我們的生活環境就很舒適了，有空就能懶
洋洋地躺在草地上享受溫暖的太陽了！

種多D種多D呀!



我最欣賞自己的什麼？就是自己奔跑的速度。
理由是我流線的外型體態令我變得輕盈，脊椎骨
十分柔軟，加大的鼻孔、肺部和心臟可以應付發
力奔跑時忽然增加的心肺負荷，不會縮回的腳爪
和特別粗糙的腳掌增加抓地能力，長長的尾巴可
保持奔跑時的平衡和令我可以急速轉彎。令我成
為陸地上跑得最快的動物，我奔跑的最快時速是
110 公里，並可在兩秒鐘內由靜止加速至時速 70 

公里，是不是很值得欣賞呀？



我很想做一隻雄獅。因為雄獅給我一

個威風凜凜的感覺，他們的頭表面有一層金
色的毛，令人覺得有一種威嚴的感覺。他們
又不需要自己獵食，只靠雌獅給他們捕捉獵
物。他們又懂得吼叫，又跑得快，體型又大，
又強壯。他們又是森林之王，不需要再在森
林打生打死，多好呀！



我現在住的森林，有一些人在砍伐樹木，
弄到一些動物不能夠生存，又令到我們生活的
環境受到改變。又有一些獵人用槍捕獵我們，
拿出去賣。一些人想找一塊肥沃的地來耕作，
就用火來燒我們的森林，一個不小心，就把整
個森林燒掉，燒死在森林生活的動物，又燒掉
我們生活的地方。如果人們再是這樣的話，我
們很快便會絕種了。



做完這份資料冊，讓我知道
很多關於動物和自然環境的知識，
令我獲益良多。由於做這份資料
冊難於搜尋資料，所以這份資料
冊很薄，請大家多多包涵。^_^



除了以上活動外，老師還配合課堂學習，把學生分組，共同討論分析動
物身體結構，分析不同環境的植物特色，分析人與生物的關係等，以培
養匯報技巧、討論說話技巧、組織技巧。在角色扮演中，同學搜集資料
後，扮演「我是一隻…」，介紹各類動物生存特色。透過角色扮演，同
學學習尊重、包容差異，欣賞他人表現，想像投入角色和情景，同儕合
作分工製作道具，參與評分，訓練評鑑技巧。最後運用單元概念圖作總
結，以鞏固課題重點、檢討學生學習成效，欣賞及反思個人和同儕過程
所學，並建議可改善的地方。跟進工作是將學生作品陳展和欣賞他們的
創作。
以上主要透過六年級「生物與環境」單元作例子，說明常識科理念架構
的實踐， 供 大 家 分 享 。



參考書目
註1 ： 陳龍安等編﹙2000﹚。《創造力訓練手冊》。中華創造力顧問有限公司，

頁58。
註2 ：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香港：課程發展

議會。
註3 ： Carin , Arthur A. (1997)。《Teaching modern science》。Upper Saddle River, 

N. J. : Merrill.

註4 ： 陳龍安等編﹙2000﹚。《創造力訓練手冊》。中華創造力顧問有限公司，
頁47。

註5 ： 鄭美紅﹙2002﹚。《建構主義學習觀的教學實踐－探討科學教學法》。香
港教育學院。

註6 ：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等編(2001) 。《小小科學家獎勵計劃：教師手冊》。香
港教育學院等。

備註： 內容詳見梁麗嬋、黃冠華。(2002)。常識科理念架構的實踐。
Science & Technology Education Conference 2002 Proceedings,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香港教育學院, P.139-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