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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啪——啪啪啪——

　　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

學生精神奕奕地拍掌，老師讀出《三字經》裏的

上句，學生大聲朗讀下句─這不是遊戲，是一節

中文課。你能想像語文課是充滿着「動感」的嗎？在

上水的曾梅千禧學校（下稱「曾校」）的教室裏，你

會見到課堂上老師和學生之間高度的互動、溝通和

交流，印證了合作學習策略在「大班」課堂上同樣能

成功實踐。

曾梅千禧學校於 2003 年創校，可說是一所「年

輕」的學校，但該校對施行合作學習教學模式方面，

卻是「資深派」，取得不俗的學與教成效。該校現時

仍屬於「大班」學校，每班約有學生三十多人。一

般認為，合作學習模式是為推行小班教學的學校而

設的，但從曾校的實例可見，在大班推行合作學習

模式，只要學校和老師準備充足，同樣能給學生帶

來莫大裨益。究竟該校有甚麼祕訣，能取得如此成

績？筆者有幸為此兩度到該校觀課，並訪問了鄧善

珍副校長和周玉華老師，以找出箇中的成功密碼。

觀課篇

講求腦筋「急轉彎」的課堂

兩度旁觀曾校的中文課，筆者接觸到跟傳統

不一樣的課堂模式，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兩次旁觀

 文：陳愛娟──曾梅千禧學校觀課和訪問後記

的，都是周玉華老師帶的課，一次是篇章教學，一

次是寫作。每次踏進教室，筆者都見到學生抖擻精

神地分組圍坐着。學生敬了禮，坐好，一節講求「腦

袋運動」的中文課就開始了。

課堂由一連串的提問、引導、思考、討論、

回應交織而成，互動氣氛濃厚。周老師以生動的語

言和豐富的動作與表情，提出一層又一層的問題，

層層遞進，步步引導。學生舉手作答的積極程度，

使人印象深刻。周老師務求讓每個學生都有回答

提問的機會，答得精準的、富創意的，可獲加分作

鼓勵，由組長負責記錄，學生更見投入。一節課

下來，筆者發現，課堂的主角原來不是老師，是學

生！教育改革提倡教師要成為學習過程中的引導

者，筆者在這裏正見證着一個實例。

學生的腦袋隨着老師的提問不停地動，每人都

有機會參與，有機會發表。這也正是曾校的一個教

學理念─讓學生能夠從合作學習過程中實行高參

與、多展示，從而能多思考，提升學習效益。學生

的討論方式，以二人溝通、四人溝通和圍圈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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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班實踐合作學習的技巧

熒屏上出現詞語「記憶猶新」的例句，周老師指

示學生用這個詞語造句，過程中每組裏代表某一數

字的組員負責記錄。老師對這種方法都不會陌生，

合作學習模式多採用異質分組，不同能力的學生可

用不同的數字來代表，方便老師施以不同層次的提

問或指示，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時間夠了，小

鬧鐘響起。周老師這時候說了句：「玉不琢……」學

生迅速地回應：「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這葫

蘆裏究竟賣甚麼藥呢？

原來運用這種「諺語接龍」的方法，有助導引學

生的專注力，進一步營造羣體的效應，能有效地使

三十多個小朋友的心神迅速地再次匯聚，使課堂進

行得更流暢。據鄧副校長的解釋，這種方法和打手

勢、拍掌的作用一樣，但變化更多，學生從中學習

了大量詩詞、諺語，毫不費勁，省時有效；創始者

是一位英文老師，大家觀課時感到這點子有效，於

是把它推行到全校層面，讓學生更熟習這種上課模

式，課室管理的成效更明顯。要在大班推行「合作

學習」，在課堂上管理眾多學生是老師常會擔心的問

題。借助這些技巧，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

課堂完結，學生經歷了一節不斷思考激盪的

課，正如周老師所言，學生得到的，不單是知識，

還有思維能力的深化，以及溝通、表達能力的提

升。學生在上課過程中的投入、認真和愛思考的態

度，也是從合作學習模式中訓練出來的。由此可

見，合作學習的成效是多方面的，知識、技能、態

度都能顧及到。

訪問篇

曾校以聲情教學建構學校，合作學習是實踐聲

情教學的重要策略之一。在訪問中，鄧副校長和周

老師把該校的實踐心得娓娓道來。

為甚麼對合作學習情有獨鍾？

曾校不是一所實行小班教學的學校，但仍積極

實踐合作學習模式。鄧副校長認為，合作學習不應

取決於學生人數，也不應把「合作學習」和「小班教

學」掛鈎。合作學習的精神其實在於通過學生互動，

有效照顧個別差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並強化學

生的溝通能力；且只要教學內容設計得宜，合作學

習也適用於大班。老師們要掌握有關技巧並不困

難，一般一兩年時間便能夠拿捏得到。

周玉華老師以個人經驗作引入，帶領學生

分組討論如何借物抒情。

學生三至四人一組，討論方式以二人溝
通、四人溝通和圍圈說為主。

只要管理有法，維持逾三十名學生的課堂
秩序也不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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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多、組別多、爭執多」的擔憂，鄧副

校長從實踐中看到，制定明確的學校政策，並於小

一開始切實執行是很重要的。學生初入學時，必須

先熟習這種學習模式的常規，並培養團隊精神，明

白個人榮辱和小組榮辱是相關的，這樣子學生就不

會覺得吵鬧是恰當的行為了。她補充，學生分組討

論和展示不外乎三四種模式，老師只須選有代表性

的組別來報告，已能收效，不用每組輪流報告。

合作學習怎樣照顧到學習差異？

曾校按學生能力平均分班，每班採取「Z 型異

質分組」模式，例如：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E 組

1* 2 3 4 5

10 9 8 7 6

11 12 13 14 15

20 19 18 17 16

（* 數字表示學生的能力水平，1 為能力最高的學生。）

按照學生的不同能力水平來分組，使每組都編

進了「強、中、中、弱」的學生，這有助提升學習的

成效。曾校老師在實踐合作學習過程中，會因應學

生能力，調節他們在課堂上的參與度。能力較強的

學生，會鼓勵他們有較高的參與度；能力稍遜的學

生，可容許他們的參與度較低，老師並會設計配合

他們能力的提問內容。於是，不同能力水平的學生

都能從過程中主動經歷、探討和思考，得到助益。

當然，教學內容設計得宜，例如題目適宜作小組討

論，以及老師的展示和引導方法恰當，也是照顧學

習差異成效高低的關鍵因素。

對於能力較強的學生，周老師認為他們除了在

知識上可以得益於合作學習模式，使思維層次長足

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在品德情意上有改進。這些學

生能培養出樂於助人的性格，並且有更強的團隊精

神，懂得與人合作。性格培養和知識累積是小朋友

教育的兩大基石，不能偏廢。

難關重重，如何克服？

鄧副校長不諱言，該校在推行合作學習模式

之初，遇到最大的難題是要老師適應這種有別於傳

統教學的上課模式，部分老師會不習慣、不喜歡，

需時適應。但由於這是校方教學理念，大家必須遵

守。幸而，多年以來，老師們從教學成效見證到合

作學習的優點，今天已樂於跟隨。

要有效推行合作學習模式，教師的工作量可能

會有所增加，同時曾校也鼓勵開放課堂，讓本科、

跨科，甚至跨校的老師可以互相觀課。鄧副校長明

言，這當然會增加教師的壓力，但從另一面看，老

師的抗逆力及信心也會因此增強。她會鼓勵老師：

「你做得好，不如跟別人分享一下。如果有別的老師

因為你而受益，回到學校，把自己的學生教好，其

實是你間接造福其他小朋友啊。要不然，就當作是

壯大自己的膽子的好機會，這也是教師專業的一部

分。」她總結 :「這其實就是正面思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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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課」和「教 師 發 展」——成 功 的 兩 把 
鑰匙？

對於怎樣確保學校這種教學模式的成效，兩位

受訪者表示可以從兩方面着手：

一、 重視備課。曾校老師對備課的要求十分高，因

為他們相信詳盡、有質量的備課是合作學習成

效的關鍵。筆者旁觀過老師的備課過程，各人

認真討論，互相給予意見，反映了該校對教學

內容質量的要求。校方一項重要政策，是把備

課時間納入老師的常規工作之中，即老師不是

要花額外的時間來備課，可以更清晰透澈地規

劃教學內容，備課也更有效率。用心備課是為

了改進教學質量，這才是備課精髓所在。「合作

學習」不只是在學生學習層面可看到，在老師

推行過程中，也表現出高度的合作性。

二、 重視教師發展。要建立一支學習型的教學團

隊，同 級、同 科 組、全 校、跨 校 之 間 應 多 觀

課、多交流，互相學習，不斷檢討和改進。鄧

副校長重申，互相觀課的目的不在於考核，而

在於交流，重於教研。考核予人壓力，交流卻

是互相學習，能使人成長。學校推行這種教

學模式以來，每年都會持續檢討，調節教學方

向，這都必須靠學習型的教師來實踐。

後記

教育本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從訪問過

程中，筆者看到的，是曾校教學團隊對推行理想教

學法的積極、投入，還有的是正面的思維模式。縱

遇到百般難題，大家一起合作，肯定自己的信念，

再想方設法地克服困難。

學生在學校裏學習的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老

師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定也能給他們帶來感應，把

他們也薰陶成思想正面、充滿「正能量」的人。這種

教育的成效不也是難能可貴嗎？

鄧善珍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