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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下的教研改革
── 專訪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採訪日期：2021年11月11日現場訪談
受訪對象：濠江中學陳步倩副校長、小學部劉明藝副主任、
                 英文科組長雷小紅老師、語文副科組長蔡含姝老師

採訪・整理│陳子昌

圖片由學校提供

受訪者：陳步倩副校長（中）、劉明藝副主任（左）、雷小紅老師（右一）、蔡含姝老師（右二）

前言
近幾年來，無論是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還是全球社會因應疫情威脅

而產生的巨大變化，無一不在推動着教育改革的巨輪加速前進，也為教育者

帶來新的挑戰。相對地，教學工作者也在教研模式上積極調整，以期更迅速、

精準地回應教育需求。那麼澳門教育界又是否做好準備？筆者正好藉採訪

濠江中學附屬小學教學同仁的機會，了解該校近年的教研改革。



教育    焦點

16 教師雜誌．第六十九期

陳副校長  重視

教研是我校的優良傳

統。一直以來，我們

積極學習各地先進的

教學經驗。早於 08

年教青局舉辦首屆

“內地優秀教師來澳

交流計劃”，我校積

極參與。在歷屆內師手把手的協助下，我

們習得了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技巧，學校也

逐漸培養出科、級組長等一批骨幹教師，

形成了教研的核心力量。

傳統教學主要以教師講授、學生聆

聽的形式為主。但近年來為了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更全面地培養學生不同方面

的能力，教學形式已經出現了很多創新和

改變，例如更強調互動，更重視學生的參

與性和自主性，更重視培養學生的外語和

思辨能力等。這些變化除了要求教師革新

教學理念和提高教學能力以外，在教研上

也更應懂得運用集體力量和專業支援來開

展，從而更科學、高效地開展教研活動。

所以我們確立了以下幾點教研指導思想：

1.	利用大校優勢，鼓勵四個校部的內

部和跨部教研，形成良好的校內教研氛圍；

雷老師  疫情

下開展線上學習、

澳門參與國際測試

的成績都引起社會

很多關注，提醒了

社會各持份者重新

梳理和明確學校、

家長、學生各自在

教學中的角色和責任。另外，政府前瞻性地

確立推行多元評核的政策方針，也讓大家開

始擺脫了分數至上的舊有思維，促使澳門教

育在質和量上開始良性變化。在種種因素影

響下，教研對教學成效的直接影響已被社會、

學校重視，也為教師開展教研帶來了更廣闊

的空間和更豐富的資源。這既是挑戰，也是

機遇。

蔡老師  這幾年新課程、新教材陸續

推出，這些教材結合了新的教學理念，無

論新舊教師都要重新準備和適應，通過教

研調整教學方法。

雷小紅老師認為教研
工作挑戰與機遇並存

陳步倩副校長重視
推動學校教研工作

濠小在教研上有甚麼傳承 ? 和傳統

教研模式相比，濠小近年教研工作

有甚麼新的理念 ? 其源起為何 ?

2.	把握資訊科技發展的機遇，積極引

入新的教學手段，因應教學問題引用科技

解決方案，再以科技促進教學向前發展；

3.	倡導學生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所

以教學要兼顧實踐與理論的結合，尤其要

重視為學生構建展示才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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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性的即時培訓支援；為教師提供常規性

脫產培訓，例如每年我們均安排新教師赴內

地的姐妹學校——深圳育才二小開展兩周脫

產學習培訓，與該校學科骨幹師徒結隊，現

場觀摩和試教，兩週後由該校的領導、學科

帶頭人、該區相關的專家和教研員，形成觀

課研課團隊指導相關教師優化展示課，教師

回澳後再在科、級組內分享，擴大成效。除

了學校組織的培訓外，我們的教師還參加社

團組織例如教育會組織赴新加坡學習英文教

學法，和教青局組織的外出學習培訓，帶着

問題去，收獲經驗回來，再通過校內教研模

式實踐、討論、試錯、總結，找出最適合學

校、教師和學生的模式。實踐再分享傳播，

不斷循環，不斷優化，形成校本化。

劉副主任  

本校的教研系

統有五個主要範疇，

分別是：

1.	 基本備課。

由學校安排每學科

每年級的任教教師

每週至少兩節課集

中進行同儕備課、同課異構等教研內容；

2.	針對評核項目的專門教研，例如集

體研究命題指引和檢驗分析測考結果等，

確保評核內容的信度和效度符合教情學情；

3.	採用JITT（Just	in	Time	Training）的

模式，根據教師在實務中發現的問題，引入

濠小的教研活動主要有哪些類型？

劉明藝副主任
介紹濠小教研系統

語文科組新教材同課異構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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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小青年教師在內地展示滙報課

濠小教師赴深圳育才二小脫產培訓

4.	積極參加跨校或跨區教研活動。例

如我校教師積極參加教青局主辦的教學設

計獎勵計劃、跨校觀課和講座培訓等活動。

近幾年又主動和四川及杭州姐妹學校聯合

舉辦	“共研，並進，齊飛”澳川杭三地教

學交流活動。利用參與這些教研活動的契

機，教師們集體備課，級科組長輔助展示

教師根據教情學情開展試課、分析、優化

教學流程等多維度的教學方案，在內地學

校的聯繫下，每次均有一百多所學校參與

活動，形成龐大的漣漪效應，讓我校教師

的實踐得到更廣泛的檢驗和回饋，讓年青

教師在眾多關心下迅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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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副主任  十多年前私框未落實，我

們學習外地經驗，已對此甚有認識。例如

內地教師每週上課節數較澳門少，所以有

充分時間開展調研、撰寫教育文章、開展

教研實踐。但是這不代表澳門教育界同工

沒有動力去做好教研甚至拒絕學習，而更

應該積極借助內地優秀教師的力量使教研

成效事半功倍。例如 08 年我們參與內師

計劃後，在內師的輔助下快速、精準地瞭

解課框、基力的內涵和精髓。此外，內師

外地教學方式和澳門有較大的差

異，在教研中如何確保外地經驗

在本地適用 ?

濠小舉辦研學活動向全澳教師分享運
用智慧課堂和直播教學技術的經驗

2019 年濠小與杭州時代小學共辦教研活動

還協助我們建立對教育政策走向的前瞻

性，例如我們多元評核的預見，多年前我

們制定了相應對學生多元評核的校本計

劃，不斷探索，逐步落實。所以在今年《本

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正式實施

前，我們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繼續穩

步推進。而近年來，我們也了解到內地教

育界在教學科技上的突飛猛進，所以在政

府的支持下開展智慧教學實踐，積極引入

包括智慧教學——體機、實時紙筆互動系

統、出題人機閱卷系統、學生平台 3D打

印技術、STEM元件系統、虛擬化實驗室、

大數據分析平台等高新科技，當中的出題

人機閱卷系統具備命題、批改、分析功能

的大數據分析系統，讓教師可以快速開展

流水改卷確保批改的效率和公正性。這些

嶄新的教學技術不但大大減輕教師閱卷時

間，讓教師有更多時間專注教研和輔導學

生，其大數據分析的結果使教研工作更有

堅實的基礎和科學的依據，使教研工作有

的放矢。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有思辨精神，

與內地教育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例如我

濠小教師利用大數據分析平台研究學生考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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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老師  資深教師扎實的基礎和豐富

的教學經驗非常值得新教師學習，同時年

青教師的創新理念也值得資深教師參考。

很多嶄新的教學嘗試，都是由年青教師提

出，然後在資深教師的經驗指導下逐步落

實。所以我們科組教研會的討論都很熱

烈，教師們各自發揮不同的思維和特長，

交流碰撞從而綻放出智慧的火花。

另外我也覺得 JITT 對教研的幫助

很大。學校很支持我們開展教學改革，

但是畢竟我們未必理解透徹，想得周全，

例如在在理論上是否講得通？執行上是

否可行？這些問題都需要更深入的學習

和了解。所以每次試驗前都積極尋求專

家支援。我們科組自發組成 9 人教研小

組，從教學創新的角度研究，包括初訂、

試驗，反思，修正。期間邀請澳大、理

工和其他地區的教學專家為我們開展培

訓和點評，包括通過參加教學設計獎勵

計劃和其他跨校、跨區教研活動做實證，

多番檢驗下確定可行才作推廣。我們英

文科組就是通過這些方式，才研發出

Language	Art（L.A.）教學板塊、經典

之夜等創新教學項目和內容。最近，我

校學生參加“我的冬奧夢”小記者徵選

活動”，我們就採用了英文與體育科組

結合的輔導教學。以一名體育教師和三

名英文教師為一個小組，由體育教師提

供運動項目的背景資料，英文教師負責

構思具體教學方案並對學生實施教學。

這也是運用教研開展跨學科學習的嘗試

之一。

們在考察中發現內地在語文、數學等方面

的經驗較豐富，實力較強，而在外語、常

識科的改革步伐則相對比澳門滯後。又如

人工智能、STEM等科學和資訊板塊，我

們認為澳門比內地走得更前。那麼我們就

應該發揮和保持澳門在這些範疇的優勢，

同時進一步放開視野學習其他地區的優

勢，放手讓本校教師通過跨學科教研開展

更多探索性的嘗試。所以取長補短很重要。

作為前線教學人員，您認為哪種

教研活動對您的作用最大 ?

蔡老師  我認

為觀課的作用最大。

新教師入職以後，

學校一般都安排資

深教師擔任新教師

的“引路人”，經

常觀課並提出建議，

幫助新教師迅速掌

握校本情況和提高

教學能力。但是資深教師也毫不吝惜，經

常主動示範。例如近幾年新教材、新課程

推出，科組研究了不同的創新教學方案而

無法下結論，是資深教師主動請纓提出試

教，讓其他教師觀課點評，以身作則帶起

教研氣氛。

陳副校長  校內資深教師對新教師高

要求，手把手打好堅實基礎，讓年青教師

有高起點，再行創新。

蔡含姝老師認同互
動觀課課評有助青
年教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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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副主任  中、英、數各科組平均

20-30 人，均不設備課組長，一些積極的

骨幹教師自發組成教研小組。

雷老師  教研小組的成員來自不同年

級，除了針對教學內容開展的教研外，教

研小組還經常總結歸納教學成果，撰寫論

文發表在《教師雜誌》和其他專業期刊上。

我們還積極參與每年澳門英語教學協進會

的論壇並分享經驗。教研小組的成員平時

各自取經，集合教研時無私分享，共同構

建新想法，達成共識後再由小組成員帶到

各個年級分享傳遞、落實執行。

教研小組的集體成果也讓教師切身體

會到團隊協作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間接

劉副主任  疫情影響之下，大家都逐

步習慣了線上方式開展各項社會活動。所

以我們也積極跟進，利用線上方式開展與

廣州、深圳、四川、杭州、貴州等地的姐

妹學校同步教研和公開課，而以線上方式

召開專家培訓也有更多選項和更方便。如

果能善用技術，教研工作不僅不會因此受

限，反而能取得過去不能想象的突破。

可否進一步介紹一下上述“教研小

組”的運作方式

新冠疫情對學校教研產生甚麼影響 ?

學校主任為教師講解新形勢下課程改革的方向

也推動了教師在教學中更加重視培養學生

的團隊精神和協作能力。

劉副主任  作為學校行政，我們十分

感謝教研小組的主動付出。亦希望政府能

逐步建立起健全的教研制度，從而為學校

教研活動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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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濠

小教育同仁不僅展現了積極擁抱教

學改革，團結一致樂觀面對時代挑

戰的態度，也讓筆者感受到澳門教

育界在歷史波濤中練就和傳承的底

氣和遠見。相信教育，擁抱未來，

我們的目光必能如松山燈塔的光柱

一般劃破夜空，再迎黎明。

後記

濠小舉辦網上教學分享會

陳副校長  最難是改變觀念，踏出第

一步。還記得十多年前，一些教師還是比

較抵觸被觀課，我們當時都花了很多心思，

思考如何營造互相研討，互相學習，取長

補短的教研氛圍。所以我們明確提出，鼓

勵試驗，倡導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教學

沒有勝敗、優劣、對錯。只有不斷學習別

人的長處，才能促進自己的專業成長。同

時改變了過去的觀課評分方式，改為寫評

語，引導觀課人客觀地提煉優點，具體提

出改進空間和改進方法，讓被觀課的教師

意識到觀課的用意是幫助自己和成就別人。

劉副主任  正如校長所講，這些年是

在學校的支持和級科組長的帶領下，學校

教師逐漸建立起互信，五、六年之後，現

總結而言，您覺得學校開展教研活

動的難點是甚麼 ? 應該如何克服 ?

在大家都很比較習慣和樂意互相分享教學

觀點和教學心得，也積極參加學校創設的

校內外教研、教學分享活動，對外展示自

己的教學成果。雖然目前學校基本要求每

年每名教師輸出兩節公開課及觀課20節，

但很多教師十分積極，每年觀課 60 節或

以上。


