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偉棟博士指出，收集學習數據，有助老師

了解學生的強弱項，從而因材施教。

歐陽鎧恒先生提及 iClass的一個重要價值：

老師可以一邊教學，一邊掌握學生的學習成

效，及時調節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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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的課堂
iClass用家經驗分享

 許育成

去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啟思出版社與香港大學

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開始合作推廣雲端互動電

子學習平台 iClass，引起本港中、小學的關注，不少

學校率先試用。一年過去，到底教學效果如何？

2016年 3月 5日，本社於香港大學舉辦名為「指

尖上的課堂——電子教學實戰 show-and-tell」的研討

會，總結過去一年的合作成果。港大的霍偉棟博士

講解電子學習的新發展，歐陽鎧恒先生則介紹 iClass

的新功能。在實戰經驗方面，本社邀請了佛教慈敬

學校的助理校長鄺志良老師和中文科陳美娟老師跟

大家分享實戰經驗，說說如何把 iClass，以及其他軟

件融入小學中文教學中。

電子教學有甚麼優勢？

鄺志良老師先跟大家介紹該校如何為迎接電子

教學做準備。他指出電子教學的優勢：一、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生喜歡用平板電腦，願意用

它來學習。二、擴闊學生自主學習空間。例如上作

文課之前，要求學生在家用 iClass的「關鍵詞」功能

先行積詞，然後回校寫作。這樣既能節省課時，又

能把學習從課室延展至家中。三、盡用電子資源。

網上的資源很豐富，電子教學平有 iClass、Google 

Classroom、Nearpod等，應用程式（Apps）的選擇更

是五花八門。學生大都怕悶，喜歡接受挑戰。善用

網上資源，適時變化一下，能給學生新鮮感，也能

激發他們不斷挑戰自己，自我提升。四、有助處理

個別差異。不同程度的學生在課堂上的貢獻有別。

以積詞為例，能力較強的學生自然貢獻較多詞匯，

但能力稍遜的學生看到別人列舉的詞匯，也能從中

學習，提升自己的詞匯量，拉近彼此的水平。



鄺志良老師提醒我們，iPad是工具，由人來

用它，不要反過來被它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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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學有甚麼成效？

傳統教學以老師為中心，這模式有

它的好處：具一定成效、省時。不過，

若希望小學生日後持續學習，不能只以

老師為中心。鄺老師認為，一節課，

前半部分可以教師為中心，傳授知識；

但後半部分則要以學生互動為主，而這

部分用平板電腦來進行，是最適合不過

的，因為可以訓練學生在課堂上的協作

能力，學會如何學習，邁向自主學習。

舉例來說，過去把學生分組進行活動，

通常是二人或四人一組。溝通只限於這

兩人或四人之間，但用上平板電腦，則

可以做到十人一起互動溝通，提升協作

能力。

鄺老師還寄語大家，平板電腦是學

習的輔助工具，要用得其所，有需要時

才用。該用紙本的時候就用紙本，用 IT

可省時間就用 IT。他認為 IT不能取代紙

本，尤其課業仍會以紙本為主。即使在

平板電腦上寫字，他也建議用觸控筆，

不宜長期只用手指寫字。

如何建構有效的電子學習課堂？

陳美娟老師指出，中文科推動自主

學習時，預習是重要一環。自從中文科

用上資訊科技，預習變得多元化，不單

單限於用紙筆，還可以拍片、畫圖、拍

照，甚至同學互相給評語。至於課堂學

習，同學可通過 iClass 即時提交答案，

老師也可即時檢視，課堂效率提高不少。

陳老師說，教學離不開預習、小組

活動、互評、延伸學習。她要思考的

是：如何把 iPad 這個工具應用於這幾個

部分，使教學更有趣。接着，她以《啟

思語文新天地》的小三課文〈小涼亭〉來

說明，如何把資訊科技融入於讀寫結合

的課堂。

〈小涼亭〉是一首詩，詩中有一節透

過外形、顏色、用途、陳設、感受來描

寫小涼亭。剛巧學校有一個龜池，正打

算在旁建一座小涼亭「慈敬亭」，於是陳

老師請學生以「慈敬亭」為題，寫一篇文

章。她要求學生通過「積、想、寫、審」

四個流程完成寫作。

「積、想、寫、審」每一步，都可善用 iClass和

其他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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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是積累詞匯和設計意念。這部分安排於

預習，讓學生在家先想一想，積累材料。老師要求

學生在網上搜尋或自己拍一些涼亭的相片，然後用

iClass的「繪圖」功能上載，同時也用「關鍵詞」功

能，想一想用甚麼詞語來形容這座涼亭。同學把相

片上載到平台後，就可以進行互評，大家的創作意

念因互相激發而豐富起來。

「想」是確定中心、佈局謀篇，想好文章的框

架。陳老師在這部分用上 Nearpod。她把《小涼亭》

一詩放到 Nearpod，教學生用顏色標示詩中哪些句

子是外形、陳設、感受等，老師可即時知道他們是

否掌握，加以訂正，務求學生了解這篇課文的框

架，有助他們構想自己將要寫的文章。

「寫」則通過二人一組的方式寫初稿。二人一組

的用意是訓練協作能力。甲同學用一部 iPad 展示積

累了的詞匯，乙同學就一邊參考詞匯，一邊用 iClass

的「繪圖」功能來寫文章，描繪慈敬亭。

「審」是待文章寫好後，同學之間互評。陳老

師提醒，一定要提供評價的方向給學生。iClass 的

「同學互評」以 5 分為滿分，陳老師把這 5分化作 5

個評分點：(1)能從「外形」、「陳設」描寫小涼亭。

(2) 能從「用途」、「感受」描寫小涼亭。(3)內容具

體。(4)用字合理。(5)富創意。符合 1項的，就給 1

分。這種評估有助促進學生的學習，更有助他們理

解何謂好文章。

經過這四個步驟，學生都能寫出詞匯豐富，結

構完整的文章。

靈活運用 iClass工具和其他 Apps

陳老師喜歡把 iClass 的工具分別用於預習、課

堂、評估及延伸三個部分。她覺得 iClass 平台十分

易用，即使不長於 IT技術的老師也無須擔心。

陳老師還推薦應用程式「Kahoot!」。「Kahoot!」

是一個競賽式課堂問答遊戲，題型為多項選擇題，

配以色彩鮮豔的版面和節奏強勁的背景音樂。每次

課堂完結前，陳老師會用它來向學生提問，幫助他

們重温課堂所學，學生的反應都十分熱烈，她建議

其他老師不妨一試。

最後，陳老師總結推行電子教學的經驗：「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是搞好學校的網

絡；老師要熟習 iPad，不用懼怕它，「忌：本末倒

置，操之過急。」不要被 iPad 牽着鼻子走，無須為

用而用，要用得適切。推行電子教學要慢慢來，不

用急，待各方面都做好準備，自然水到渠成。 

電子學習工具貴乎靈活運用。

陳美娟老師自言不是 IT技術高明的人，電子教學並非想像般

困難，勉勵大家勇於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